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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环境共享的信息社会学论析*

谢俊贵

摘摇 要摇 信息环境共享是指由国家或社会组织构建的信息环境为社会公众共同享用的社会目标和社会过程。 信

息环境共享的理论基础是信息社会学的信息分化理论、信息公平理论、信息共享理论和信息主用理论。 信息环境

共享有利于减缓信息分化,维护信息公平,推进信息扶贫,促进信息利用。 要实现信息环境共享,必须树立信息资

源共享意识;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信息服务机构发展;推进农村信息扶贫工作;实现公共信息法制管理;
力促国民信息素质提升。 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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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haring is the social target and social process in which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tructured by the country or social organization are used commonly for the public.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haring is informatio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information equality theory, information sharing
theory and information for use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ology. To realiz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haring, we
should promote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awareness, develop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 information service
organizations, push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realize legalized manage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and then improve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he citizens. 9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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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信息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它是指社

会中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可能接触的由信息资

源、信息设施、信息机构、信息活动,以及相应的

信息制度等构成的一种信息化生存与发展环境。
一般地讲,信息环境由信息人、信息资源、信息基

础设施、管理体制与政策法规四要素组成[1]。 信

息环境大体可以分为信息资源环境、信息设施环

境、信息服务环境、信息教育环境、信息制度环境

等具体内容。 信息环境共享是指由国家或社会

组织构建的信息环境为社会公众共同享用的社

会目标和社会过程。 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

程中,尤其是非均衡状态的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

中,确立信息环境共享的目标,建立信息环境共

享机制,提出信息环境共享策略,十分必要。

1摇 信息环境共享的信息社会学依据

信息环境共享是当代信息社会研究的一个

新领域,它需要一定的信息社会学已有理论成

果作为依据和支撑,以确保其理论研究的科学

性和实践活动的合理性。 根据信息环境共享的

基本涵义以及当前信息社会学发展的状况,笔

者认为,信息环境共享的信息社会学理论依据

来自以下四种理论。

1. 1摇 信息分化理论

信息分化理论源于国外学者对“信息鸿沟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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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国家远程通信

和信息管理局开展数字鸿沟的调查研究工作,
发表三个数字鸿沟研究报告以来,不少学者对

数字鸿沟进行了深入研究[2] 。 2002 年,笔者在

国外信息鸿沟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信息分化———社会信息化转型中的

社会分化研究》为题,从信息社会学的角度提出

了“信息分化冶的概念,并借由广泛深入的实证

研究 与 理 论 分 析, 初 步 建 立 了 信 息 分 化

理论[3]31 - 42。
信息分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代社会信

息化的发展是非均衡的;社会信息化发展存在

的非均衡性,直接导致了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

地区之间的信息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群体

层面的信息分化产生某种现实的影响。 在当代

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社会信息的分配也是

不平等的;社会信息分配的不平等性使得不同

信息主体之间的信息分化不可避免。 此外,不
同信息主体之间存在的某些信息活动条件的差

异,必然会导致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

分化。
信息分化理论具体地发现了当代社会信息

分化的现象,明确揭示了当代社会信息分化的

规律,深入分析了信息分化的社会危害;而且认

为,如果不能实现信息环境共享,那么,现代社

会中的信息分化必将愈演愈烈,并将迅速转化

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职业分化和阶层

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和社会关系的

冲突。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信息分化理论

应是我们深入认识信息环境共享问题和有效探

索信息环境共享方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1. 2摇 信息公平理论

信息公平理论源于国外对信息接触机会的

研究。 1995 年,海华德·丁出版了《信息之富,
信息之贫》,书中提出了信息接触机会不均的理

论。 1996 年,赫伯特·希勒出版了《信息不平

等:美国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一书,他在分析

现实社会信息接触机会不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了当代西方社会信息不平等的理论观点。
1999 年,丹纳·霍夫曼和托马斯·诺瓦克合著

出版了《数字鸿沟的演变》,书中明确地提出了

当代社会的信息公平性问题。
信息公平是与信息不公相对的概念。 信息

分配的不公也是当代社会一个突出的问题。 正

如美国国家商务部的“数字鸿沟网冶所言,“在所

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

信息技术。 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

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最好

的教育。 另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

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

务或最快最便捷的网络服务。冶 [4] 这里明确地表

达了当代社会信息分配中的不平等与不公平

问题。
关于信息公平性的讨论目前已形成一种信

息公平理论。 其基本观点是,讲求公平是各种

先进社会中普遍适应的社会分配指导思想,无
论物质资源的分配还是精神资源的分配,抑或

信息资源的分配,都有一个讲求公平的问题。
在当代社会中,对信息资源的需求已成为一种

普遍的社会需求,在进行信息资源分配时,我们

必须按照社会平等的思想,积极主动地讲求信

息公平。 由这些观点可知,信息公平理论应是

我们研究信息环境共享问题的信息社会学理论

依据之一。

1. 3摇 信息共享理论

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事实:一篇文章,
一个人看和一万个人看,提供给每个人的信息

量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看的人多,这篇文章提

供给每个人的信息量就降低,也不会因为看的

人多了,每个人所接受的信息量就会减少,而是

看过的人共同享有这篇文章所提供的信息。 在

当今网络社会中我们更能看到,同一条信息,无
论被多少网友所浏览,它都提供给每个人同样

的信息量。 这些事实说明一个基本的道理,即
信息具有共享性特征。

信息共享理论就是在人们对信息共享性特

征深入认识基础上所建立的一种信息特质理

论。 信息共享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信息是可以

分享的,也是可以共享的;信息的共享性主要体

现在信息交流与实物交易的明显差异之中。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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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交流为参与的双方所共享,并非一方所独

自占有,而实物交易后仅为购得者一方独自占

有。 也就是说,如果双方转让一条信息,从信息

层面上来讲,接受方虽有所得,但出让方却无所

失,出让者和接受者都能共同拥有同一条信息。
信息共享理论的提出,为信息的广泛交流

和载体化复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如果信息没有

共享性,像书籍、报纸、杂志、光盘、广播、电视、
网络等广泛传播信息的信息媒介也就没有生存

发展的可能性,今天的经济领域也就不可能形

成信息经济呈指数增长的规律,人们所讲的信

息环境共享也就会成为一句异想天开的空话。
因此,信息共享理论成为我们研究信息环境共

享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1. 4摇 信息主用理论

信息主用即信息重在利用。 信息主用理论

的建立,始于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 R.
Ranganathan)。 他在 1931 年提出的“图书馆五

定律冶充分彰显了图书馆因利用而存在的服务

导向经营理念[5] 。 他提出,书是为利用而存在

的,图书馆员的责任就是为每一本书找到适当

的读者,为每一位读者找到所需的书。 阮冈纳

赞虽然讲的是书,但这里的“书冶也可作广义的

理解,即信息或信息资源。 在当代社会,我们完

全可以将阮冈纳赞的观点发展和转化成为信息

主用理论。
信息主用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代社会的

大量信息都是公共信息,这些公共信息具有两

个重要特点:其一,对社会成员来说它们是有用

的,至少在特定的需求群中是有用的;其二,对
社会成员来说他们是需用的,尤其在信息成为

重要财富的当代社会。 正因如此,在当代社会

中,政府和各种公共信息机构都必须切实做好

信息资源的开发、组织和传播工作,使各种有用

信息,尤其是公共信息能以最佳方式传播到最

广大的社会成员中,以实现信息主用的目标。
信息主用理论作为一种信息社会学理论虽

然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是作为信息主

用的思想观念,已经随着当代社会的信息化和

当代信息的社会化在我们的社会中得以明显地

形成。 当代社会中的许多社会成员都渴望有一

个好的信息接触机会,有一个好的信息交流平

台和信息获得渠道,以有效实现对各种有用信

息的充分利用。 据此,笔者认为,信息主用理论

实际上也是进行信息环境共享研究的一个重要

的信息社会学理论依据。

2摇 信息环境共享的信息社会学意义

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日

渐到来,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和现实财富。
确立信息环境共享目标,建立信息环境共享机

制,实施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信息社会学的角度

讲,信息环境共享的意义可从以下四方面加以

认识。

2. 1摇 减缓当前信息分化

近年来,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

泛应用,社会中浮现出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现象,
这就是信息分化现象。 所谓信息分化现象,即一

部分人通过先进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广泛地开

发信息资源,成为了信息的富有者;反之,另一部

分人成为了信息的贫乏者,进而使人们之间的信

息差距越来越大。 据笔者对湖南信息分化调查

的数据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信息分化是一种

真实的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地区与地区之间、城
市与乡村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人口特征的各种

社会群体之间。 调查还表明:社会群体之间的信

息分化不仅体现出群体特征之间的差异,而且体

现出群体所处信息环境的差异。 就像邮政、广播

这些传统通讯与传播手段,在城市人看来这是家

常便饭,而农村人利用起来却多有不便。 在被调

查的农村受访者中,家庭离邮局 1 - 4 公里者只

有 62. 5%,而 4 - 8 公里者占 24. 5%,8 公里以上

者占 13. 1%;受访者 所 在 村 落 通 广 播 的 有

78. 6%,未通广播的占21. 4%。 总体上感觉所在

村落信息交流非常方便者只占 8. 2%,感觉方便

者只有 32. 8%,感觉不够方便者达到 50. 7%,感
觉很不方便者也有 8. 3% [3]236 -237。

根据上述情况,从信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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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信息环境共享目标、建立信息环境共享机

制、有效实施信息环境共享,有利于减缓我国信

息化过程中的信息分化。 首先,它可以在发达

与贫困地区之间构筑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可
以减缓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信息分化;第二,可以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合理的信息融合机制,
减缓城市与乡村的信息分化;第三,可以向各种

信息弱势群体提供切实的信息服务活动,减缓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分化。

2. 2摇 维护社会信息公平

讲求平等、讲求公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

恒主题。 在各种先进的社会中,无论是物质资

源的分配还是精神资源的分配,都有一个讲求

公平的问题。 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
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成为重要的社会

财富,任何组织、任何家庭、任何个人的行动都

不能缺少信息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

进行信息资源的社会分配时,必须根据人类的

社会平等思想,积极主动地讲求信息公平。
在我国,讲求信息公平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强调共同富裕,
主张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实现城乡平等,以实现

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 这种公平包括物质

生活资料分配的公平,也包括精神生活资料分

配的公平;在信息化时代,还包括信息资源分配

上的公平。 另外,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

强,信息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信息资源还不丰

富,整体信息环境较差,尚无条件实现全民信息

富有,因而更有必要强调信息公平。
从信息社会学的角度讲,确立信息环境共

享目标和共享机制、有效实施信息环境共享的

根本意义是有利于维护我国社会的信息公平。
首先,可以在信息资源较为稀缺的情况下,建立

合理的信息分配制度,改变现存的某些信息垄

断状况,真正使信息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
行业之间公平分配;其次,可以在信息资源较为

稀缺的情况下,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逐步

消除现存的某些信息特权现象,真正使公共信

息资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共享。

2. 3摇 推进国家信息扶贫

有关资料表明,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所

形成的信息分化,已使一部分人成为信息富有

者,也使一部分人成为了信息贫乏者。 信息贫

乏者实际上就是知识、财富的贫乏者和社会地

位的低下者,不少专家认为他们将是信息社会

中的最大弱者。 他们因此会在生产、劳动、就业

和社会生活方面受到许多限制,极易成为信息

社会中“边缘化冶的人群。
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已建立起庞

大的信息网络,可以通过许多渠道为广大社会

成员提供信息服务。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基础

设施、收视技术等条件的限制,我国边远地区、
贫困山区信息依然比较闭塞。 有的农民虽有电

视,但能收视的频道很少;不少学校虽有计算

机,但能上网的却不多。 农民所需要的各种农

副产品的市场信息、农业新技术新方法等,难以

通过现有的信息传输系统得以有效传播。 加上

农民受教育程度、观念意识等因素的制约,搜
集、接受和利用有效信息的困难很多。

面对信息贫乏者,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相

应的扶贫措施来实现减困,尤其要针对信息贫

乏者的特点,通过开展信息扶贫来实现减困。
信息扶贫是政府和社会借助于信息技术的推广

和信息活动的开展,以解决信息贫乏者的信息

贫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贫困问题的一种特

殊扶贫方式。 从信息社会学角度来讲,只有确

立信息共享的目标,建立信息环境共享的机制,
有效地实施信息环境共享,才能推进我国社会

的信息扶贫,真正使信息的贫乏者能够获得和

利用各种信息。

2. 4摇 促进信息有效利用

信息管理学研究表明,信息是一种资源,信
息具有使用价值。 它具有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

特定需要,为人们带来一定效用的特性。 但是,
信息写在纸上、记在本上、藏在书库或者存储在

信息库中,并不能显示其巨大功用。 只有将信

息加以有效地开发,向广大社会公众传播,才能

得到利用,才能显示出信息的使用价值。
目前,我国信息利用状况较差。 尽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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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机构已开始利用网络为公众广泛传播

信息,但总的来说做得还不够。 问题的主要原

因在于,我国目前还缺乏一种信息环境共享或

者说信息资源共享的机制。 这种机制的缺乏,
使得我国的一些信息机构,包括公共信息机构,
往往将自有的信息资源看作本单位或部门的财

产,任其束之高阁、养在深闺,不愿意提供出来

为人们利用,由此造成信息分隔现象的存在。
事实上,我国并不缺乏基本的信息资源。

一些大型公共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信息中

心都存储有大量的公共信息;政府部门、事业单

位也每天产生和处理大量的信息;由财政支持

的民间组织所收集整理的信息也非常多。 这些

信息如果能真正实现共享,得以广泛传播并配

以有效服务,那么当前的信息利用状况是可以

大为改观的。

3摇 信息环境共享的信息社会学策略

信息环境共享实际上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努力促其早日实现。
当然,信息环境共享是一个涉及面广、社会影响

大的社会事业,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笔者认

为,要有效地实现信息环境共享,应该采取以下

推进策略。

3. 1摇 树立信息资源共享意识

信息按所有者划分可分为三类,一是私人

信息,二是企业信息,三是公共信息。 私人信息

是指个人拥有的信息资源,这类信息资源是否

共享,完全由拥有者个人决定。 企业信息是指

企业拥有的信息资源,这类信息资源是否共享

或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主要由企业对商业秘密

的界定以及国家的政策法律规定。 公共信息

“是指所有生发于社会的公共领域,由公共事务

管理机构依法进行管理,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并
能为全体社会公众共同拥有和利用的信息。冶 [6]

这类信息资源具有明显的共享特性,它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为社会公众所共同享用。
要有效地实现信息环境共享,首先要求所

有信息主体树立信息共享意识,以形成信息共

享的观念环境。 尤其是公共信息,无论是信息

的管理者还是信息的需求者,都要形成这样一

种观念,即公共信息是一种全社会的公共资源,
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冶,它应为全体社会公众共

同拥有和利用,而不能只为某些个人(或集团)
所独有,更不能搞信息特权和信息腐败。 任何

社会公众都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出对公

共信息的需求,公共信息的管理者则在法律规

定的框架内有责任设法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信

息需求。

3. 2摇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 信息化社

会并非一种虚幻,而是一种实在。 它不仅要有

丰富的信息资源作为基础,而且还要有先进、完
备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运行平台,否则,实现信

息环境共享、保证信息公平、减轻信息分化只能

是一种幻想。 美国赫伯特·希勒指出:“现存的

信息不平等不应该理解为信息生产的垄断控制

的结果,而应理解为不平等传播能力的后果,也
就是不平等的科技能力。冶 [7] 可见,切实加强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提高我国信息传播能

力的需要,而且是实现我国信息环境共享的

要求。
有关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已广泛实现

社会的信息化,信息基础设施十分先进和完备,
信息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

进入信息流的社会空间。 我国的信息环境近年

来也有很大改观,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很大差距。 当前,我们必须切实加强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要像抓村村通公路那样全面推行网

络普遍接入制度,保证村村通网路,户户能上

网,并大力加强农村图书馆网点建设,使所有地

区的所有居民都具有获取和利用信息的均等机

会,从而实现真正的信息环境共享。

3. 3摇 重视信息服务机构发展

信息从信源到信宿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

不仅需要信息的传播,而且需要信息的编码、解
码、选择、分析等一系列信息解读、处理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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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这些活动催生了信息服务和专门提供信

息服务的机构。 信息服务机构的出现,为人们

提供了一条通向信息环境共享的道路。 重视信

息服务机构的发展也可说是一种保障信息公平

的措施。
我国人口多,信息需求量大,信息机构的发

展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大力发展

公共信息机构,也要大力发展民间信息机构。
目前,我国公共信息机构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城

乡基层社区信息机构,要真正让每一位城乡居

民在任何一个社区都能比较方便地获得自己所

需的基本信息。 我国民间信息机构的发展很有

潜力,但发展资金不足是一大难题。 针对这种

情况,政府应通过购买民间信息机构的服务使

之有效转化为公共信息服务,从而既促进民间

信息机构的发展,也推动良好的信息共享环境

的形成。

3. 4摇 推进农村信息扶贫工作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更是信息贫困问题

的焦点所在。 笔者湖南信息分化调查的结果显

示,农村居民家庭的信息拥有状况比城市居民

家庭要差得多。 在填答“您家是哪类信息拥有

状况的家庭冶一题时,城市居民填“信息富有冶的
达 4. 6% ,“信息较富有冶的 21. 7% ,“一般情况冶
的 57. 4% ,“信息较贫乏冶的 11. 0% ,“信息贫

乏冶的只有 5. 3% ;而农村居民填“信息富有冶的
只有 1. 5% ,“信息较富有冶的 7. 6% ,“一般情

况冶的 49. 4% ,“信息较贫乏冶的 26. 1% ,“信息

贫乏冶的达到 15. 4% 。 可见,开展农村信息扶贫

是一项非常必要与迫切的工作[3]151。
我国信息扶贫工作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 1995 年初,国务院扶贫办、电子工业部、
经济日报社、广播电影电视部四个单位共同组

织实施了“信息扶贫致富工程冶 [8] 。 2001 年,科
技部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合作开展了“中国科

技信息扶贫能力建设冶 [9] 。 这两个信息扶贫工

程,都是要在农村地区与全国广大地区之间架

设一座信息桥梁,以改变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知
识匮乏的现实。 今后,我国农村信息扶贫工作

还须进一步推进,以营造一个良好的农村信息

环境,改善农村居民的信息拥有状况。

3. 5摇 实现公共信息法制管理

公共信息法制管理是指通过立法来对公共

信息及其活动进行管理。 1794 年,法国就颁布

了专门的档案法令。 而后,不少国家也颁布了

档案法、图书馆法等公共信息法律。 1990 年,美
国颁布了《公共信息准则》,成为第一部以“公共

信息冶命名的法律。 该法律明确界定了什么是

公共信息,并对公共信息的归属权、使用权进行

了明确的规定,成为美国公共信息法制管理的

基本依据。 公共信息法制管理的推行,不仅解

决了公共信息的归属和使用问题,而且为广大

社会公众营造了一个信息共享的制度环境。
目前我国有关公共信息法制管理的研究已

取得不小成绩,尤其是关于图书馆法、信息法的

研究已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关于政务信息公

开的法律研究也取得较大的进展。 但是,我国

的公共信息法律,除档案法外基本上还是空白。
为了保障广大社会公众的信息权利,确保全社

会的信息公平,营造良好的社会信息环境,求得

全社会的信息环境共享,我国有必要尽快加强

公共信息立法工作,用法律来规范公共信息的

搜集、存储、保护、公开、传播、服务及公共信息

利用等活动,以实现公共信息法制管理。

3. 6摇 力促国民信息素质提升

香港电讯盈科公司执行主席李泽楷先生在

2000 年指出:“没有数字分化,只有教育分化。冶
此话道明,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人们

之间的数字分化或者信息分化,在很大程度上

是人们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复制,是人们

之间信息素质差异的体现。 笔者进行的湖南信

息分化调查的结果显示出“文化程度越高,家庭

拥有的信息技术条件越好,获取信息的渠道层

次越高,进而家庭信息拥有状况越好冶 的规

律[3]172。 可见,要实现信息环境共享,必须高度

重视教育环境的共享,力促国民信息素质的普

遍提升。
教育环境共享是信息环境共享的重要基

础。 只有通过发展教育以营造(下转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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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 页)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进而营造

一个良好的信息教育环境,才能使国民的文化

素质和信息素质不断得以提高。 否则,即使有

了好的信息资源环境、信息设施环境、信息服务

环境、信息制度环境,人们在主观上还是无能共

享这些信息环境。 为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
面加强国民的文化教育和信息教育,是实现我

国信息环境共享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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