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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
摘　要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对象是社会信息活动 ,即社会信息的生产、消费和管理 ;其作用是通过
建构社会主体的信息行为的方式实现的 ,作用效果在微观、宏观层面上都有表现。社会信息能力作
用的条件 ,首先要从其自身结构外部获得动力 ,其次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参考文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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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ffecting objects of social information capacity is soci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 i. e.

the production , consump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cial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dis2
cusse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its conditions , including external im2
petus and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 31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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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信息能力是构成社会的行为主体在其信息

活动中反映出来的属性特征的综合 ,它表现为社会

收集、存储、处理、利用和生产信息的能力。社会收

集、存储、处理、利用和生产信息的过程实际上也就

是社会信息流形成和流动的过程 ,而社会信息能力

是社会信息流所以能够形成的动力 ,其主要社会功

能就是对社会信息流动进行调控。这种调控机制具

体是如何作用的呢 ? 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1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对象
个体的信息能力对于个人学习、工作和生活方

方面面的重要作用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关于个

体信息能力的作用对象 ,研究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

是“情报实践”[1 ] 、“情报活动”[2 ]或者“信息资源的开

发利用”[3 ] ,也就是主体的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及利

用等信息活动。相应地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对象

就是社会信息活动。

社会信息活动的概念是从信息运动的角度考察

信息与社会的关系而生成的 ,它实际上隐蔽地强调

着人的因素 ,因为任何活动都必然对应着一个活动

主体。我们在考察社会信息活动时也必须从人这一

主体出发 ,对信息活动过程和信息内容的分析必须

强调人的需求动机的能动作用。基于这一认识 ,我

们可以将社会信息活动归结为信息生产、信息消费

和信息管理 3 种活动形式。

111 　信息生产

信息生产包括两个方面 :信息产品的生产和信

息服务。

信息产品的生产既包括将自然信息纳入人类认

知范畴后转换为社会信息的过程 ,以及对社会信息

进行各种深加工的过程 ,此时的产品即是各种信息 ;

又包括生产和加工信息所使用的信息与通信设备

(线路、传输和广播设备 ,交换、广域网、局域网和数

据设备 ,终端和附属设备 ,计算机设备) 和网络产品、

软件包、数据库的生产[4 ] 。信息服务主要包括信息

提供和咨询服务、通讯网络增值服务以及信息系统

集成和技术支持等 [5 ] 。

信息生产可以只用于满足自身信息需求 ,也可

以用于交换。用于交换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就转化为

信息商品。在当前的信息社会 ,信息产品和服务商

品化的比率越来越高 ,信息生产活动已经产业化 ,并

且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这个产业就是

信息产业。美国信息产业协会 (AIIA) 认为信息产业

就是依靠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的创新手段 ,制

造和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生产活动组合 [6 ] 。

信息生产活动因此也就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用来专指

信息产业的生产活动。

112 　信息消费

狭义的信息消费是指“社会购买和使用信息商

品和服务的总和”[7 ] 。广义的信息消费还应该包括

消费的信息化 ,即“凡是为获取信息所进行的消费均

属于信息消费的范畴”[8 ] 。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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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消费概念 ,不仅对信息与通信设备的消费应该算

作信息消费范畴 ,而且那些没有购买行为发生的信

息获取与利用也应该算作信息消费范畴。

信息消费与信息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

的。根据信息流的运动特征 ,可以将信息消费划分为

生产性信息消费和生活性信息消费。当信息活动主

体选择生产性信息消费时 ,信息流动具有输入和输出

两端 ,输入的信息流是生产原料 ,输出的信息流是其

产品和服务。信息传播业和信息服务业便是典型的

以信息消费为手段进行信息生产的行业 ,它们在社会

功能上应属于信息生产者行列 ,但其生产活动乃是建

立在信息消费的基础之上的。而生活性信息消费则

是一切信息生产和生产性信息消费的最终指向。就

象没有信息生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息消费一样 ,没

有生活性信息消费需求 ,生产性信息消费需求也不可

能产生 ,而信息生产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9 ] 。

113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介乎于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之间 ,是

纷繁复杂的社会信息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无序的、孤

立的信息流动能够整合成为系统的、有序的社会信

息流的主要原因。“信息管理的对象归纳起来主要

包括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两大方面”[10 ] 。

信息资源管理是社会信息系统的主要任务和职

能。信息是信息资源的源泉 ,但并不是所有信息堆

积起来就成为了信息资源 ,只有经过了人的认知和

创造过程之后以符号形式存储在一定载体 (包括人

脑)上可供利用的全部信息才可以称作信息资源 [11 ] ,

而信息资源管理就是“为了确保信息资源的有效利

用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 ,对信息资源实施计划、

预算、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的一种人类管理活

动”[12 ] 。信息资源管理是提高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

的绩效的重要手段。

信息活动管理则主要是政府的任务和职能。

“随着政府的职能的日益扩张和权力的日益膨胀 ,它

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信息主体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

信息管理主体”[13 ] 。政府管理信息活动的主要手段

有立法、运用政府掌握的资源进行信息资源配置和

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立法主要是为了确立信息交流

和利用的规则 ,降低信息交流成本 ;进行信息资源配

置则是指政府运用自身掌握的政策资源、行政资源、

财政资源以及信息资源等配置于社会信息活动中 ,

扶持某些组织或社会信息系统的发展 ,以实现政府

的宏观政治或经济目标 ;提供公共服务则是通过提

供普遍的、平等的并且经济上可以承受的信息基础

设施服务和关于政府、社会和经济的过去、现在和将

来的知识 ,保证所有社会公众能够以负担得了的价

格方便而又公平地享用政府信息资源 [14 ] ,并为信息

生产和信息消费提供优质平台。

2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方式
社会信息能力对社会信息活动的作用主要通过

建构社会主体的信息行为而实现。由于社会信息活

动建立在个别主体的信息活动之上 ,而各类型主体

的各种性质的信息活动都遵循同样的行为流程 ,即 :

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与输出 ,因

而 ,我们可以通过对个体信息活动的建构过程的考

察来分析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方式。

211 　信息获取行为的建构

信息活动主体从环境中获取信息的过程是其信

息活动的第一步。现实世界的信息都是以结构化的

方式存在着的。“我们起初用以建立我们的世界的

大部分信息是社会继承下来的 ,因此是已经编了码

的”[15 ] 。信息的编码结构限制了我们进行信息选择

的范围 ,也限制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数量 [16 ] 。

比如说 ,我们想要一些关于“信息能力”的资料 ,

从各种途径获取了许多相关文献。我们获取这些文

献之前及其过程中必须首先接受公认的“信息能力”

在知识体系中位置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结构 ,这

种位置和结构决定了我们获取文献的范围和数量。

正是基于此 ,文献的查全率才有了理论意义和实践

中的可操作性。而这种位置和结构是由社会信息能

力决定的 ,社会信息能力决定了哪些信息以何种方

式纳入到人类的认知范围和社会信息流中去。任何

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行为都不能脱离社会信息流而

孤立存在 ,因为它不能交流。

以上是在给定社会范围内社会信息能力在信息

获取阶段的作用 ,另外在不同的社会范围内 ,因为社

会信息能力的建构作用不同而导致的信息获取行为

的差异性就更为显著。所谓“信息鸿沟”指的就是当

前不同社会范围的成员因为社会信息能力的差异而

获取着数量与质量均不平等的信息的社会问题。

社会信息能力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特定的信息资

源及其结构而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获取行为。

212 　信息处理行为的建构

信息活动主体进行信息处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信

息结构的转换过程。信息结构不是静态的 ,“支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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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规律活动着 ,从而使结构不仅形成结构 ,而且还

起构成作用”[17 ] 。信息处理就是在信息的社会结构

内 ,将各种各样的信息转化为形形色色的新信息 ,同

时又把这些信息保留在它的特定的结构内。

信息处理活动的效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转换的

工具和原有的结构。转换的工具也就是各种信息设

备。一个社会拥有和使用的信息设备是衡量社会信

息能力的重要指标 ,也就是说信息设备的数量和质

量状态是由社会信息能力决定的。而信息的结构更

是与社会信息能力息息相关 ,随着社会信息能力的

不断演化 ,信息的结构也在不断演化 ,导致环境不断

发生嬗变。尤其是在当前的信息时代 ,进行信息处

理是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在如此普遍发生嬗变的环

境下 ,知识的本质不改变 ,就无法生存下去 ,只有将

知识转化成批量的咨讯信息 ,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

体 ,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18 ] 。

比如 ,我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获取着信息 ,但

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碎片而且高度依赖于情境 ,它

只对直接面对它的人们具有意义 ,如果不经过信息

处理 ,它只能积淀于个体的经验领域等待开掘或者

甚至就湮灭掉。而如果我们将这些信息以影像或者

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文献 ,那么我们就可以异时异地、

随时随地运用它。这里的影像和文字都是一定信息

设备比如照相机、摄像机和书写工具的功能表现 ,而

如何记录则取决于既有的信息结构 ,这两者都取决

于社会信息能力的状况。

对于处于情境之外的他人而言 ,信息处理同样

十分必要 ,它的作用是将各种载体和记录形式的信

息以其惯于接受的形式置于其认知范围之内 ,比如

将外文文献翻译成母语、将数据库中的记录输出成

文本等等。信息活动主体进行信息处理的具体情形

可以相异 ,但是归根结底都是社会信息能力作用于

不同主体的情境表现。

社会信息能力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特定的信息设

备和认识工具而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处理行为。

213 　信息分析行为的建构

信息分析就是“在对大量的信息进行搜集、加工

整理与价值评价的基础上 ,透过由各种关系交织而

成的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 ,把握其内容本质 ,从而获

取对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过程 [19 ] 。

信息分析的关键是主体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来

解释新信息并获得新信息的意义 ,从而将新信息纳

入自身的知识储备 ,更新或者修正自身知识结构。

主体的知识储备是社会知识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

是社会信息能力在个体层面的反映。信息分析的核

心是主体的认识过程 ,认识是人脑的机能 ,人脑认识

的过程实质上是个信息加工过程。信息最初通过各

种感觉器官经由各种受纳器进入人脑并得到初步加

工 ,也就是外周信息加工 ,然后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进

行中枢信息加工。

人脑的信息加工 ,也就是认识 ,是在一定的认知

图式 (scheme)下进行的。输入信息是按照既有的认

知图式被加工 ,又是按照既有的认知图式而存储。

信息在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归类、加工、改造、整合与

储存 ,而改造与整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分析过

程。改造与整合在中枢的不同层次有所不同 ,它取

决于既有的实体结构 ,也取决于所形成的认知图式。

而图式在加工过程中本身也得到发展 [20 ] 。实体结构

和认知图式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 ,并

且又都反映为社会信息能力的水平。

社会信息能力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特定的认知

图式而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分析行为。

214 　信息利用及输出行为的建构

信息利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信息活动社会化并

输出信息到社会信息流中去的过程。

当主体将处理并分析后的信息纳入认知结构 ,更

新自身知识储备后 ,他可以选择终止信息流程。这时

信息加工改变了主体的状态 ,但是暂时对环境没有影

响。即便如此 ,主体的认知图式将因为新信息的获取

而改变 ,他看待事物的知识基础就必然改变 ,进而必

然会影响他的认识和决策 ,实际上效应已经发生了。

更多的情况下信息分析的结果将再生出新信

息 ,并以种种方式输出进入信息交流系统 ,这时就会

直接而明显地改变环境的状态。“当生命出现 ,特别

是人类产生以后 ,信息作为控制系统的一种功能现

象 ,表明了信息的运动过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

发展 ,它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变换、存贮过程 ,还

有加工、使用、反馈等等 ,以便控制系统进行自我调

节 ,实现最佳控制的目的”[21 ] 。

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自稳自组的控制系统。社会

信息流动是社会进行反馈控制从而实现自我调节的

主要凭借手段。一次完整的信息流程由从社会信息

流中获取信息始 ,至输出信息到社会信息流中终。信

息活动主体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并由此再生出怎

样的信息输出到社会信息流 ,取决于主体的认知结

构、人格特征、所掌握的资源和社会的信息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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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息能力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特定的信息

资源结构及认知图式而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

利用及输出行为。

3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效果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效果在短时间内将主要在

个体微观层面上显现 ,而在长时段内则主要在社会
信息流的宏观层面显现。
311 　社会信息能力在微观层面的作用效果

社会信息能力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行
为 ,对于同一社会范围内的不同个体来说 ,其信息活
动的一些共同特征突出地显露出社会信息能力作用
的效果。

在社会生活领域 ,这种共同特征主要是由社会
文化传统和信息制度的同一性带来的。同一个社会
范围 ,意味着信息流动遵循同样的习俗性或强制性
的规则 ,并且这种共同特征通常都是由负面的例证
表现出来的。社会信息能力的状况决定了哪些信息
可以进入社会信息流以及这些信息流动的规则 ,并
通过一套习惯的或成文的惩戒法则树立了这些规则
的权威。因为文化传统而导致的共同特征包括避讳
和图腾禁忌 ;因为信息制度而导致的共同特征方面
的例子有文字狱。

在科学研究领域 ,这种共同特征也可以由正面
的例证表现出来。处于同一社会范围内的绝大多数
学者 ,无论学科专业门类 ,通常都共享着一个共同的
信息域 (Domain of Information) [22 ] 。信息域的形成
及其状况取决于社会信息能力的状况。社会信息能
力决定了科学研究赖以进行的信息资源及其结构 ,

并且这种信息资源通常是公开的、共享的。当然在
科学研究领域也存在负面的例证。比如因为遗传学
在前苏联的被禁绝而导致相关的生物学研究人员出
现信息盲点 ,等等。

既然是建构 ,社会信息能力少不得要与具体的个
体能力结构相结合并在具体的环境条件下才能发挥
作用 ,因此 ,在微观层面上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效果
通常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参差多态。作用效果不
仅取决于主体因素 ,同时也要取决于客体因素和环境
因素。被社会信息流包围的社会成员既是社会信息
能力作用的客体 ,同时又是进行信息活动的主体。在
同样的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下 ,个体信息能力的差异
性使同样类型的信息活动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而同一个人在其所处社会的边界发生变化后 ,一方面
短期内将受到文化冲击 ,另一方面经过较长一段时间
后将逐渐被新社会同化 ,这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信息
能力作用于同一主体的微观效果。
312 　社会信息能力在宏观层面的作用效果

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中介是社会信息流 ,其在宏

观层面上的作用效果首先体现在社会信息流的规律
性上 ,比较重要的有信息增长规律、信息总体价值的
衰减规律和信息分布规律[23 ]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普赖
斯定律、文献老化定律和布拉德福定律的一般形式。

社会信息能力在宏观层面上的作用效果其次还
体现在社会信息制度的变迁上。社会信息流的驱动
本质上要归因于社会分工与合作 ,归因于社会交易
行为。社会信息交易呈现出一定的结构 ,“这种交易
结构既是信息流的产物又是其形式的决定者。在信
息流稳定和经常发生的地方 ,这样的结构会变成制
度”[24 ]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既通过社会信息流 ,又
通过社会信息制度表现出来。社会信息流是变动不
居的 ,而社会信息制度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固
定状态 ,因而两者之间有时就会出现矛盾状态。如
果矛盾不十分尖锐 ,那么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通
过不断地调整信息政策 ,逐渐在社会信息制度内部
实现自我更新 ;但更新总会有一个限度 ,在矛盾聚积
到十分尖锐的条件下 ,社会信息制度的框架就不得
不被突破 ,制度创新或者说革命不得不在外力的作
用下实现。这个创新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信息能力突
破自身限制的演进过程。比如我国目前要求电信改
革的呼声中就包含了社会信息能力提出的要求 ,而
政务信息公开等制度创新吁请也可以部分地被看作
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表现。

社会信息能力在宏观层面上的作用效果最终凸
显在社会知识传统的演化上。“劳动分工导致了知
识的分立 ,每个人只知道全部知识的极微小的一部
分 ,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求所有人的知识互相协
调”[25 ] 。充分的信息交流是知识协调的最有效的手
段 ,而社会知识传统是信息交流必需的平台。“为了
避免低水平重复制造 ,人们必须遵从学术传统 ,在传
统的基础上提出和研究问题。只是在传统中 ,我们
才有希望找到意义重大的问题 ,通过分工研究重大
问题的各个方面 ,科学家们才可能互相理解自己不
了解的知识 ,学术传统才得以发展”[26 ] 。知识首先是
个人的 ,因为认知必须是个人的 ,“我们的行为和观
察都是按照不可言传的知识进行的”[27 ] 。但并不是
所有的个人知识都能汇入传统。什么样的知识能够
汇入传统取决于具体情境中的社会信息能力。社会
信息能力在自身提供的框架内汇聚知识 ,这些知识
经由社会信息活动主体零散地处理、分析和利用再
生出新的知识 ,新知识如果能够被顺利纳入当时的
信息结构 ,“转化为批量的咨讯信息”[28 ]从而进入社
会信息流 ,就将沉淀下来成为知识传统的一部分。
否则的话要么就湮灭掉 ,就象“一门技艺如果在一代
人中得不到应用 ,就会全部失传了”[29 ] ;要么就被弃
置一隅等待重新发掘。能否将暂时不能进入知识传
统的信息内容有效地保存下来主要取决于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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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制度 ,而这二者同样是由社会信息能力决定
的。社会知识传统与社会信息能力呈现出一种协调
的对应关系。社会知识传统通常是随时间的流逝分
层沉积的 ,从知识传统的层次结构间我们就可以探
寻出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痕迹来。

4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条件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

实现。
首先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需要从其自身结构

外部获得动力。社会信息能力的内部结构中包含了
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设备、信息制度等等方面 ,

在任何个体的信息行为发生时 ,都会通过这些方面
施加特定的作用。但是社会信息能力毕竟不是自然
力 ,它无法提供对信息行为发生最为至关重要的行
为动机。社会信息活动本质上源于进行信息活动的
社会成员创新的冲动 ,这是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动
力源泉。从某种角度讲 ,创新可以看作主体围绕其
不确定性所开展的信息处理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始
终贯穿着主体信息需求与信息能力的矛盾运动 [30 ] 。
只有当创新成为社会成员欲求的目标并得到社会的
正面激励 ,从而社会信息需求不断增长、社会信息活
动踊跃时 ,社会信息能力才能获得发挥作用的空间。

其次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需要一个稳定而有
序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变迁的根源 ,

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存在的基本条件 ,社会现
象的各种状况 ,都汇集在社会环境内”[31 ] 。社会环境
稳定有序 ,信息流动的规则就能够得到有力的维护 ,

信息活动主体的行为预期也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社
会信息活动才能持续下去 ,社会信息能力也才有稳
定的作用对象。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稳定有序的社
会环境可以让社会信息活动在同样的结构框架中进
行 ,社会信息流程可以连绵不断 ;而混乱无序的社会
环境必然将导致信息交流和知识积累的困难 ,并因
此而导致社会信息能力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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