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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总结了信息的基本特性 ,阐述了信息、信息系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并指出构建和谐的信息社会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从信息的基本特性出发 ,提出了一些强化信息功能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构建与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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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的基本特性

关于信息特性的讨论各种观点不尽相同 ,但归

纳一下基本认同信息的如下特性 :

(一)共享性

共享性是信息区别于物质和能量的主要特性。

物质和能量资源都具有惟一性和排他性 ,即其使用

价值在某一时刻只能为一个使用者所占有 ,而信息

却不同 ,信息资源的开发是一种学习和积累的过程。

信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为购买者获

得时 ,销售者并没有失去它 ,他还可以再次出售或自

用同一信息商品 ,为更多的人共享。

(二)时效性

信息的时效是指从信息源发送信息 ,经过接收、

加工、传递、利用的时间间隔及其效率。时间间隔越

短 ,使用信息越及时 ,使用程度越高 ,时效性越强。

(三)客观性

信息是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 ,客观事实是

信息的中心价值 ,不符合事实的信息不仅没有价值 ,

而且可能价值为负。

(四)不完全性

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 ,信息绝对的滞后性 ,

成本效益原则客观上要求人们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处

理等原因 ,任何关于客观事物的运动状态和方式的

认识和知识都不可能包揽无余。

(五)依附性

信息依附于其载体而存在 ,需要有物质承担者 ,

自身不能独立存在和交流 ,但其载体是可变的。信

息可以由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载体来载荷 ,这一特

性在多媒体时代尤为重要。

(六)传递性

信息在时间上的传递就是存储 ,在空间上的传

递就是扩散。信息通过传递以扩大利用和受益面。

(七)价值性

“信息是一种资源 ,信息是一种商品”这一观念

已深入人心 ,信息是劳动创造的 ,因而是有价值的。

二、信息、信息系统与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关系

　　信息是生命系统所不可缺少的。信息和信息系

统的发展是生命系统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条件、标

志之一 ,同样也是人类祖先转变为人和人自身不断

发展的条件和标志。人们所获得的信息越是丰富、

高水平、高质量 ,就越是能够减少盲目性 ,越是能够

扩大选择的余地 ,提高自己的预见、预测能力。劳动

过程既是人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过程 ,也是

人同环境进行信息的交换过程。信息和信息系统方

面的进步成为人们劳动和劳动方式进步和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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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只有信息才能使人们发现自然界的资源、

能源并组织开发、利用 ;通过不断改进生产的技术工

艺过程、组织管理过程 ,不断提高资源、能源的数量

和质量。信息还可以使人们了解开发、利用资源、能

源的近期和长期后果 ,从而做到合理地、科学地开发

和利用。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信息是人们结成社

会时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利益、劳动的社会性提出

了人们彼此结成社会的必要性 ,而信息的形成和发

展则为人们彼此结成社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正是

通过信息交换 ,人们才能了解共同的利益、要求、目

的、计划。人类社会所以能够成为在空间上具有一

定结构 ;在时间上具有连续过程 ,是因为有了信息这

种中介手段。只有通过信息及掌握了信息之后的人

的活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

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成为动态过程。信息作为人们彼

此联系、交往的中介还影响着人们的组织活动方式。

人们获得信息的能力不同 ,决定和制约了人们彼此

进行联络、交往、交流的不同方式 ,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和制约着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组织结构。人

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过

程 ,也是社会历史主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自控制的

自觉活动过程 ,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 ,不仅要获得

物质、能量 ,而且还要获得信息 ,因此 ,信息是整个人

类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系统与

环境这对概念是相对而言的 ,当一个系统处于另一

个更大的系统之时 ,这个更大的系统就变成了此系

统的环境。从系统论的角度而言 ,本文所论及的信

息系统是指对信息进行收集、传递、储存、加工、维护

和使用的复合系统。信息系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关系就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社

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系统 ,信息系统正是处于这个

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的一个子系统。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人

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和

谐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有针

对性的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包括构建城

乡结构的和谐 ;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 ;构建社会阶层

结构的和谐 ;构建就业结构的和谐 ;构建代际结构的

和谐 ;构建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构建价值观的

和谐 ;构建国际交往环境的和谐。把人们联结为整

体的相互关系中 ,不仅有血缘关系、生产关系 ,还有

信息关系。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 ,信息的重

要作用必然日益显著 ,信息关系将成为人类间的一

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信息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中介桥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和谐的信息系

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构建和谐的信息社会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如果说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血缘关

系、生产关系曾依次成为形成社会系统整体性的主

要关系 ,并依次形成过血缘社会、生产社会的话 ,那

么随着现代生产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物质生产

高度发展到不再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心议题的时候 ,

信息关系就会成为形成社会整体性的主要关系 ,社

会就会从生产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人类社会不断向

前发展 ,知识与信息正成为人类生产与生存最重要

的核心资源 ,信息关系正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关

系之一。所以 ,笔者认为构建和谐的信息社会是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笔者认为 ,和谐的信息社会应该是一个以先进

的信息技术为运作基础 ,以与时俱进的信息伦理为

基本社会准则 ,以信息使用者信息能力的提升为目

的 ,以人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高为最终目标 ,信息系

统具有较高的效能与效率 ,信息的使用人人平等 ,信

息的共享性能够较好体现 ,信息关系和谐融洽的社

会。随着信息科技的成熟及信息化社会的形成 ,以

先进的信息技术为运作基础这一物质条件可基本成

立。而信息伦理标准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

着。决策者的行动将从以个人经验和道德标准为主

导 ,演变为以信息社会情境为主导来做决策。生活

在和谐的信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自觉遵守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法规、政策与道德准则 ,知

荣明耻 ,树立正确的信息伦理标准。信息生产者与

经营者应该以提供有品位、高格调、高质量的信息和

服务为己任 ,信息内容应该推崇真科学 ,宣扬真民

主 ,合法合理地传播信息。信息使用者应该以基本

信息伦理标准为信息行动的准则 ,合法、合理、合情

地使用信息。

四、强化信息功能 ,促进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一) 信息的共享性决定了信息服务的本质是

为大众服务 ,为全体社会成员谋求幸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信息化的目标是

相同的 ,即为全体人民谋求幸福。人类关于幸福的

理解与向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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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在农业社会 ,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视为构成和谐

社会的首要条件 ;在工业社会 ,把解决人民富裕问题

视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 ;那么处于信息社会 ,

就需把解决人民精神富足问题视为构建和谐社会的

主要条件。早在二十多年前 ,邓小平就指出“要两个

文明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一起抓 ,

两手都要硬。”现在 ,我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当代中国 ,除了要继续解决部分农村地区的

温饱问题、工业城市的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的问题外 ,还要积极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实

现社会主义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人民幸福 ,不仅仅

是让人民吃饱穿暖 ,还要让人民在知识与信息的使

用上实现平等 ,使人民的精神获得愉悦与满足 ,实现

全体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大步提升。当人类的物质

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 ,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即对主

观幸福的渴求 ,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要有先进的手段 ,信息化作为最先进的社会生

产方式 ,可以创造出边际收益递增的新的效能状态。

人民主观幸福的获取 ,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社会文

化发展水平 ,还直接取决于人的综合素质 ,而信息和

知识在提高人的素质中又起着核心作用。数字化、

网络化、持续化的学习 ,可以提高社会成员对信息与

知识的获取与鉴别水平的整体提高 ,提高信息与知

识的共享度 ,进而保障人民主观幸福的实现。

(二) 信息的时效性要求信息的传输必须及时、

准确、高效

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就要求传输信息的各种通

道、环节的“干扰”“噪声”尽可能地减少 ,如果达到了

这些要求 ,就说明这个社会系统的信息结构及与这

个信息结构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功能结构的合理性、

有效性。当前 ,已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覆盖面较

广的信息组织机构体系和相对稳定的信息采集系

统 ,建立了较完善的国家信息网络平台 ,并逐步向基

层延伸 ;信息发布初步实现制度化和形式多样化。

2005 年 ,我国互联网使用者突破了 1 亿 ,有线电视

用户、手机用户已跃居世界第一 ,这些事实均有力地

证明我国架设的信息高速公路网已取得世人瞩目的

成绩。尽管信息传输通道、环节比之当初有了长足

进步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与信息化程度

较高的国家、地区的数字鸿沟仍在扩大 ,信息传输中

的“干扰”“噪声”仍不在少数。

(三) 信息的客观性要求信息报道要实事求是 ,

真实、有效

我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社会环境复杂多变 ,

事物发展的多面性必然会导致在社会主流中存在着

不和谐之音。信息的客观性 (事实性)是信息的中心

价值 ,和谐社会的信息报道必须客观、公正、全面。

因此 ,信息 (特别是新闻) 报道 ,不仅要报道正面消

息 ,也要对负面消息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近年来 ,

党中央对重大事故及时而客观的报道 ,不仅没有损

害政府形象 ,反而杜绝了小道消息的盛行 ,维护了社

会的安定 ,如 2005 年哈尔滨市黑龙江重大水污染事

件系列报道就是一例。信息传媒应尊重客观事实 ,

视信息的客观性为生命 ,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

谈》、《新闻调查》、《生活 315》等栏目就是很好的例

证。

(四) 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了信息服务向多维

发展的必要性

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 ,主要

来自于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主要受人类

认知能力所限 ,一个再伟大的博学家也不可能掌握

全部的知识和信息 ;外部因素主要指认知系统之外

的环境因素 ,如时间、地点、交流手段与方法等。信

息的不完全性使信息服务向多维发展成为必然。信

息服务的多维发展包括信息服务体系和信息服务内

容的发展等宽泛意义的多维发展。信息服务体系作

为信息传播与扩散的通路和平台 ,不仅是向基层、边

远地区延伸的问题 ,还应充分发挥平台作用 ,促进多

方信息的互动交流。如 2006 年央视“青年歌手大奖

赛”进行了赛制改革 ,增加了原生态唱法 ,使边远地

区信息闭塞的青年有机会认识现代事物 ,也让亿万

电视观众接触到自然原始的信息。信息内容服务一

直是信息服务的核心 ,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

基础上 ,在中华民族 5000 年丰富文化信息资源基础

上 ,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东方精神文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精髓内容必须通过广大传媒大力的

鼓与呼 ,才能使其深入人心 ,成为广大社会成员共同

努力的目标。

(五) 信息的依附性与传递性要求信息的存储

与扩散必须以高科技为运作基础 ,建立在和谐的信

息关系上

信息的依附性与传递性的实现是信息共享性与

时效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信息天生的依

附性 ,使得信息与其物质载体之间构成如影随形不

可分割的关系。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

飞速发展 ,使得信息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 ;信息网

络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交流更加快速、便捷。信息

系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人机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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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系统 ,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和谐的信息关系能

够大大减少信息传递与扩散过程中的人为“噪声”与

“干扰”。

(六) 信息的价值性要求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

性以及信息商品使用的有偿性和安全性

信息一旦成为商品就具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信息商品 ,其价值性并未发

生任何改变 ;相反 ,和谐社会的信息关系必须更加明

确信息商品交易活动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保障主

体各方的合法权益 ,保证客体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信息商品的合法有偿使用 ,对

信息客体本身安全性、完整性的保障等方面都应着

力加强。

五、结束语

信息服务是大众性服务 ,信息服务的最终目的

是为广大社会成员谋求幸福。人机复合的信息系统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是系统与所处环境的关

系。信息关系必将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关系之

一 ,建立和谐的信息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切入点。信息服务只有让信息的特性得以充

分发挥 ,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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