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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信息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
———兼及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

叶继元　 陈　 铭　 谢　 欢　 华薇娜

摘　 要　 数据与信息是图书情报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两个基本术语，是构成学科的核心概念或范

畴，然而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厘清。 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概念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

究法，在对国内外主要文献中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即“数据大于

信息说”“信息大于数据说”“数据与信息等同说” “数据与信息相对说”。 其中，“数据大于信息说”影响最为广

泛，这与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有关，而这个概念链模式的逻辑并不清楚，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数据、信息、知识以及智

慧之间的关系。 对于数据与信息的关系，本文从哲学、人们约定俗成的惯例、信息与数据概念的变化过程、最新的

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文件层面考虑，论证了“信息大于数据”的观点，认为此种观点更具解释力和合理性。 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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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问题的提出

数据与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二者是从

属关系，还是等同关系，抑或是交叉关系。 如果

是从属关系，那么是数据大，还是信息大？ 长期

以来，学界一直没有对此进行积极、深入的理论

思考，致使许多专业人士对此问题困惑不已，回
答不清，更遑论非专业人士。 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数据”一词风头强劲，成为热词，不仅

被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专业人士频繁使用，
而且被各行各业、政府和大众津津乐道，使二者

原本就复杂不清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数

据与信息是图书情报学、信息科学、计算机学科

等领域的基本术语，是构成学科的核心概念或

范畴，从“图情档”学科或跨学科的角度厘清或

大体厘清二者的关系，对于探讨信息、数据作为

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对整个信息领域的概念系

统和理论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科

学生的教育，对于指导日益丰富的信息化、大数

据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数据与信息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就是要

对数据与信息的概念，即内涵和外延进行新的思

考和界定。 几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数据与信息的

定义不下百种，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对二者的认知

有不少差异，似乎也各有其理。 致使不少专业人

士认为，这两个概念关系太复杂，“剪不断，理还

乱”，不如听之任之，等待事物发展来自然裁决。
从表面来看，尽管对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的定义

同行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似乎也未阻碍该学科的

发展，但笔者认为，基本概念不清，则学科基础不

牢，势必会严重影响该学科的更好发展。 再者，
所谓学术研究，不同于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就

是要在复杂多变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思维，抽
象出基本的概念、命题、定律等，而后再用这些理

论指导实践。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编写相对规

范、权威的教科书为教学所用，也需要对二者关

系有较为明确的界定。 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

对这一基本而复杂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种研

究至少可以引起同行的积极思考，为加快达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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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规范专业术语做些努力。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概念分析法、历史

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国内外主要文献中有

关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包括影响较广的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进行归纳和分析，在吸取各种

观点合理的内核的基础上，结合对于近几十年

来中国大陆丰富的信息化实践的思考，对数据

与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探讨。

１　 相关研究评述

以 “‘ 数 据 ’ ａｎｄ ‘ 信 息 ’” “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数 据 与 信 息 的 关 系 ” “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等作为

关键词或主题词，检索 ＣＮＫＩ、ＬＩＳＡ、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等数据库，发现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并未有直接论述数据与信息两者之间逻辑关系

的论文，但是间接地暗示二者关系的论著众多。
因为许多与信息、数据相关的论文与图书，尤其

是教科书，在开篇之处总要对信息或数据进行

界定，通过文本内容分析法，即仔细解读这些定

义及其属性，就能知道作者持有的观点。
例如，如果 Ｗｅｌｌｉｓｃｈ 认同信息是记载下的符

号（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Ｍａｒｋｓ） ［１］ ，而数据则是这些符号的

具体表示（数字、文字、信号、图像、声音等），那么

他就认同信息与数据是等同关系。 如果 Ｒｏｗｌｅｙ
认为信息是经过整理的、有意义的数据［２］ ，那么

就意味着他认为数据的外延比信息大，因为尚未

经过整理的、暂时无意义或不可能有意义的许多

数据还没有加工成信息。 如果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同意信

息有三种含义，即作为事物的信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ｉｎｇ）、作为过程或活动或传递行为的信息（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和作为知识（特指事实、主
题、事件）的信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而事

物的信息包括数据（Ｄａｔａ）、文本、文件和实物［３］ ，
那么实际上他就主张信息是数据的上位概念。
可见，通过文本内容分析，可以获取不同作者对

二者关系的认识及观点。
有关数据与信息的定义和二者逻辑关系的

内容，在专业性图书中尤其是教科书中都有所

涉及，有的叙述详尽，有的语焉不详，有的适当

回避，但经仔细阅读和分析后，仍能看出作者所

持的观点。 从期刊论文看，数量也很多。 因此，
为了摸清当下国内图书情报界、信息科学界、计
算机科学界对信息与数据二者关系的认识现

状，笔者带领的课题组和部分研究生分工协作，
对来自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

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及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学术单位的作者编著的

图书（主要是教科书）和期刊论文进行了文本阅

读和分析。 这些图书和论文是随机抽取的，其
中图书情报学图书 ４２ 部，期刊论文 ２０ 篇；计算

机科学（含数据挖掘、数据库管理等领域）图书

２２ 部，期刊论文 １２ 篇。 作者从院士到助教均

有，主体是拥有正高和副高职称的作者。 通过

对这些作品的逐一阅读、记录、分析，归纳出四

种代表性观点：数据大于信息说（约占 ５７％）、信
息大于数据说（约占 ２９％）、数据与信息等同说

（约占 ６％）和数据与信息相对说（约占 ８％），详
见图 １。 下面对这四种观点分别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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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图书、论文中四种观点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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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数据大于信息说

此说以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为代表。 所谓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亦称为 ＤＩＫＷ 金字塔（ ＤＩＫＷ
Ｐｙｒａｍｉｄ，英文还有以下写法： ＤＩＫＷ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Ｗｉｓｄｏｍ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 ）。
ＤＩＫＷ 是数据 （ Ｄａｔａ）、信息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智慧（Ｗｉｓｄｏｍ）四个英文单词的首

字母缩写，将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分成四级，
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状，第一层是数据，为基础

层；第二层是信息；第三层为知识；第四层是智

慧，为顶层①。 每一层都加了不同的内涵，内涵

越大，外延越小。 数据是事实或观察的结果，信
息增加了“时间和空间”，或“进行过加工处理”、
或是“有意义、有价值、有关联”的数据；知识则

增加了“如何使用信息”；智慧又增加了“怎样使

用知识”。 该模式认为，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

之间的关系是数据外延最大，信息次之，知识再

次之，智慧最小。 该模式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正

式提出，以后在国内外计算机技术学科领域有

广泛影响，调研数据表明，５７％的论著持此观点。
近期此观点还被一些学者讨论，例如，Ｆｒｉｃｋé 对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进行了评价，反思该概念链是

否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体系，综述了该概念链等

级制度不健全、方法不可取等几种观点。 作者

确认该概念链在逻辑上有缺陷［４］ 。

１．２　 信息大于数据说

美国加州大学圣玛可斯分校 ＳｈａｏＹｉ Ｈｅ（何

绍义）认为：“信息是用符号、文字、信号、数据、
声音、图形、动画、视频等形式，通过不同介质不

同渠道的传递和处理来表现各种相互联系的客

观事物在运动变化中所具有特征内容的总

称。” ［５］ 这里清楚地将“数据” 作为信息的一部

分，认为信息大于数据。
从图 １ 可知，国内有 ２９％的论著作者持此

种观点。 他们认为，信息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和

运动状态的表现形式，与物质、能量并列，是本

体论层次的信息，主体所感知或表述的事物存

在的方式和运动状态则是引入了“人”这个主体

后的认识论信息的定义。 显然这种观点认为，数
据作为主体对事实或观察的结果，显然小于认识

论信息，更小于本体论信息［６］ 。 此说在国内外信

息管理学科、图书情报学科亦有广泛影响。

１．３　 数据与信息等同说

此种观点认为，大数据的兴起，使得数据一

词的外延变大，不仅是数值型数据，而且指非数

值型数据。 “数据也逐渐成为‘数字、文本、图

片、视频’等的统称，也即‘信息’的代名词。” ［７］

“在计算机领域，人们把能够被计算机加工的对

象，或者说能够被计算机输入、存储、处理和输

出的一切信息都叫做数据。” ［８］ 持此种观点的论

著不多，仅占 ６％。 但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
数据一词的泛化，此种观点的影响面会有所

扩大。

１．４　 数据与信息相对说

持这种观点的又分两种情况，一是认为两

者关系是相对的，有时数据大，有时信息大，例
如：“两者的概念是相对的，有时甚至将二者等

同起来。 比如我们讲‘信息处理’，或讲‘数据处

理’，两者差别不大，但讲‘我们进入了信息社

会’，如讲成‘我们进入了数据社会’恐怕就不合

适了。 某种产品对生产该产品的厂家来说是产

成品，而对另一个厂家而言，就可能是原材料。
数据与信息亦如此，均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９］

二是在许多论著包括教科书中，也许作者尚未

意识到他们所持观点是不一致的，例如，“信息

是数据加工的结果，是数据的含义，而数据是信

息的载体。” ［１０］ 类似的表述还有：数据是信息的

载体［１１－１３］ ；信息是经过加工处理后具有参考价

值的数据［５，１４］ 。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意味着信

息的载体有很多，数据只是信息多种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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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于数据；而“信息是数据加工的结果，是
数据的含义”“信息是经过加工处理后具有参考

价值的数据”，又将信息纳入数据之中。 有的作

者在书中某章节中同意信息是“事物的运动状

态及其变化方式”，即主张信息大于数据。 但在

该书中的其他章节里讲到具体内容时，又认为

数据是底层， 信息是上面一层， 数据大于信

息［１５］ 。 持此种观点的论著不多，仅占 ８％。

２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局限性分析

上述四种观点，大体反映了信息科学群（包

括计算机学科、信息管理学科、图书情报档案学

科等）专业人士对数据与信息关系的认识。 受

专业人士和各种教科书的影响，广大学生、一般

民众往往根据自己的背景认同其中的一种观

点。 一般说来，从事计算机学科、数据库技术的

学人多数认为数据外延比信息大，但许多具有

管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人认为信

息外延更大。 数据大于信息的观点之所以有较

大影响，与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提出较早、表述较

具理论色彩、在网络上传播广泛有密切关系。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于 １９８９ 年被 Ａｃｋｏｆｆ Ｒ Ｌ

正式提出［１６］ ，随后二十多年来，不断被众多学者

研究、补充。 不少学者都认为“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

式最早起源于 １９３４ 年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首

诗。 艾 略 特 诗 中 有 如 下 两 句：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７］

陈书悦曾在博文中写到：“１９８２ 年，知名华裔地

理学家段義孚在《未来学家》期刊里说，除了智

慧、知识、信息三层外，还得加一层数据。” ［１８］ 但

他提出质疑，“这种金字塔表示不算准确，因为

四者的边界，绝对谈不上层次分明。 互相都有

包含，另外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和立场看，其模糊

边界差异也会很大。” ［１８］ 尽管如此，由于 ＤＩＫＷ
以“模式” “模型” “金字塔”形式出现，抽象性、
知识性较强，对读者的吸引力较大。 而计算机

学科、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也证明了 ＤＩＫＷ 有很

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

置于具体的数据之下，操作起来也方便。 再加

上网络的传播力，遂使 ＤＩＫＷ 模式首先在计算

机学科等技术领域有了很大的影响，继而又在

其他领域有了广泛影响。 数据与信息等同说、
相对说从实质上看，都或多或少受到 ＤＩＫＷ 模

式的影响，或者说是 ＤＩＫＷ 模式在新形势下的

折中表达。
但是，ＤＩＫＷ 模式毕竟是从计算机学科角度

观察、概括出来的，各个学科对数据和信息都会

有不同的归纳和表述，且数据—信息—知识—
智慧之间未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目前迫切需

要超越各个学科视野，从宏观、整体上审视二者

的内涵、外延和逻辑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信
息大于数据说尽管目前不占多数，但是更具解

释力和合理性。

３　 信息大于数据说的理由

从上文可知，此说是经内容分析概括出来

的观点，许多作者没有直接、明确地说出此观

点，更没有详细论证。 因此，下面分四点述之。

３．１　 从哲学高度上概括看

各个学科对数据、信息概念的表述，能在各

自的学科里自圆其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该

学科之外，就缺乏解释力，显现出片面性和局限

性。 哲学是各门学科的总结和概括，它能从更

高的层次上看待二者的关系。 我国通信和信息

科学专家钟义信先生是技术专业出身，近几年

他积极反思，从哲学层面上探讨信息、数据之间

的关系。 他从本体论层次和认识论层次来定义

信息。 “本体论信息是指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

变化方式的自我表述。 ……认识论层次信息定

义是：主体关于某事物的认识论层次信息，是指

主体所感知（或所表述）的关于该事物运动的状

态及其变化方式，包括这种状态 ／ 方式的形式、
含义和效用。” “同时考虑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

化方式的外在形式、内在含义和效用价值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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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论层次信息称为‘全信息’” ［１９］ 。 信息是物质

的一种属性，它不同于消息，也不同于信号、数
据、情报和知识。 “消息是信息的笼统概念，信
息是消息的精确概念。 所以，消息只有定性的

描述，没有数值计量的问题，信息则不仅可以定

性刻画而且可以定量计算。” “信号不等同于信

息本身：信号是信息的载体，它所载荷的东西才

是信息。”“数据实际是记录或表示信息的一种

形式，不能把它等同于信息。” “如果说情报也是

一种‘信息’，那么它应当属于认识论信息的范

畴，因为情报一般都要经过人类主观的感知和

判断。 不仅如此，情报还是一类特殊的认识论

信息，是对主体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军事利益、
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科技利益等等） 的认识论

信息，它与认识主体的目标利益密切相关———
情报的价值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 “知识是

由信息提炼出来的抽象产物。” ［２０］ 他认为信息

的外在形式、内在含义和价值效用三个因素应

有机地进行统一处理，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信息

的本质。 香农的信息论只考虑了信息的形式，
舍去了信息的内容和价值。 显然从哲学上看比

从通信、计算机、数据库技术上看，更能看清信

息、数据的本质，也可以看清二者的逻辑关系。
在他看来，“数据是记录信息的一种形式”，而不

是唯一的形式，世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数据信息。
换言之，记录信息有多种形式，除了数据外，还
有其他记录形式，其他记录形式加上数据才能

反映全部的信息。 这里他从哲学层面看信息与

数据的关系，显然主张：信息大于数据。

３．２　 从人们约定俗成的惯例看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物质 ／ 材料、
能源、信息并列为当今人类社会的三大资源。
这一习惯认识与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奠基人维

纳在 １９４８ 年对“信息不是什么”的说明有密切

关系。 他说过，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

是能量［２１］ 。 信息被认为是从来就有、无处不在

的，是不依赖人类的认识到而存在的，具有普遍

性和绝对性。 在地球上出现人类之前，信息就

已经存在了，只是没有人感知和利用而已。 这

种信息就是本体论信息。 将人这个认识主体引

入进来，许多本体论信息将转化成认识论信息。
数据是人类认识的产物，其外延再扩大，也只是

属于认识论信息中的一种。 从这种视角看，信
息这个概念不仅具有很强的当下解释性，而且

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发展性。

３．３　 从信息、数据概念变化的几个节点看

不论是汉语“信息”还是英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起初都仅是“消息” （ Ｍｅｓｓａｇｅ） 的意思。 以后发

展到通信论创始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

论，即信息是“用来清除随机事件的形式的不确

定的东西”、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是

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交换的内容

的名称” ［２２］ 。 至今发展到钟义信的“全信息”，
即“同时考虑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

外在形式、内在含义和效用价值的认识论层次

信息称为‘全信息’” ［１９］ 。 可见，信息的概念外

延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由少量到多

量。 尽管数据从起初的数字到符号、文字、图

片、视频，也有由少变多的过程，但从总体上看，
信息的外延还是大于数据。 随机查阅文献，可
以发现信息大于数据的例子，例如：“根据信息

与数据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个人数据属

于个人信息的范围， 个人信息包括个人数

据。” ［２３］ “信息可视化囊括了数据可视化、信息

图形、知识可视化、科学可视化以及视觉设计方

面的所有发展与进步。” ［２４］

３．４　 从最新的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文件看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的有关文件仍然将

信息作为较大概念使用，诸如信息社会、信息化

等。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响应国际电联的倡议，决定举办信息社会世界

峰会 （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５］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举行的第 ６０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２５２ 号决议，确定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每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为“世界信息社会日”，这标志着信息化对人类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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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２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由中欧电子商务科研与教育合作组织

（ｅＢＥＲＥＡ）、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和信息社会 ５０
人论坛共同组织的“第二次中欧信息社会论坛”
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 此次论坛的主

题是 “ 信 息 系 统 和 信 息 社 会———概 念 和 方

法” ［２７］ 。
从 ２０１６ 年刚刚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

略纲要》 ［２８］ 看，在这个规范和指导未来 １０ 年中

国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尽管没有

对信息、数据的含义及其关系明确说明，但纵观

全文内容，可以看出该纲要的起草者是持信息

大于数据的观点。 例如，该纲要的题名用的是

“信息化”而不是“数据化”。 再如，该纲要开篇

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以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

兴起。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２８］ 这里将

信息化作为数字化等的上位概念，而数字化仅

是信息化的三大特征之一。 又如，“加强信息资

源规划、建设和管理。 推动重点信息资源国家

统筹规划和分类管理，增强关键信息资源掌控

能力。 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动态更新和共享应用

机制。 创新部门业务系统建设运营模式，逐步

实现业务应用与数据管理分离。 统筹规划建设

国家互联网大数据平台。 逐步开展社会化交易

型数据备份和认证， 确保数据可追溯、 可恢

复。” ［２８］ 在这段“信息”“数据”均出现的文字中，
信息资源是作为属概念、大概念来使用，而数字

则作为下位、种概念来使用。 由此也可以分析

出，起草者认为信息的概念比数据大。

４　 结语

综上所述，如果从跨学科角度来看信息，我
们认为，可以根据多数同行的意见和各学科信

息化实践的经验，对信息、数据的内涵和外延进

行明确定义，从而厘清二者的逻辑关系。
信息是所有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

反映，即本体论信息，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

的已被人类所认识，有的则尚未认识。 已被认

识到的信息是认识论信息。 数据是通过声音、
语言、体态、符号、文字、信号、图形、视频反映的

认识论信息。 它仅是认识论信息中一种类型，
包括“有意义、有价值、有关联”的数据（狭义的

信息）和暂时没有意义、价值、关联的数据。 数

据是信息的子集，或更准确地说是认识论信息

的子集。
知识是认识主体对所有事物的存在方式和

运动状态变化规律的抽象化描述，是系统化、有
价值、有用的信息。 它是认识论信息的子集，但
不是数据的子集，与数据是交叉关系。 智慧则

是针对问题可活用、能解决问题的知识，智能则

是付诸行动的智慧。 信息、数据、知识、智慧的

逻辑关系的文氏图如图 ２、图 ３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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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信息、数据、知识的逻辑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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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信息、数据、知识、智慧的逻辑关系图

从图 ２、图 ３ 可知，认识论信息中包含数据

和非数据，数据中又可分成可加工、有意义的数

据和暂时无意义、未加工的数据，知识除了显性

知识外，还有隐性知识，这隐性知识不在可加

工、有意义的数据范围内，智慧、智能亦如此。
因此，用金字塔来表述信息、数据、知识、智慧的

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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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关系并不恰当，没有全面反映出它们之间

隶属及其交叉关系。
如果信息与数据的逻辑关系是从属关系，

那么从这两个概念派生出来的相关概念就相应

理顺了。 例如，从社会形态上看，信息社会大于

数据社会或数字社会，网络社会（ Ｃｙｂ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又次之。 如果信息社会被定义

成工业社会完成后的更高一级的文明社会，那
么网络—物理社会（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也可

看成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信息管理界应该尽快从理

论上研讨信息与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经过严

肃认真的讨论，形成共识，而后依据此共识尽

快修改有关教科书、参考工具书等，规范学科

基本术语，为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奠定坚实基

础。 随着信息化实践的丰富和人们认识的深

入，有关概念、术语还将形成新的解释、新的共

识或新“规范” ，由此循环反复，不断促进有关

学科的有序、健康发展。

致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２０１６ 级图书

馆学学术硕士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级图书情报专业硕

士生参加了讨论，张彤、高仪婷同学汇集了有关

资料，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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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黄鼎成，郭增艳．科学数据共享管理研究［ Ｍ］．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 （ Ｈｕａｎｇ Ｄ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ｕｏ

Ｚｅｎｇｙ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１２］ 陈平，张淑平，褚华．信息技术导论［Ｍ］．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ｐｉｎｇ，Ｃｈｕ Ｈｕ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１３］ 谷斌．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实务［Ｍ］．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Ｇｕ Ｂｉｎ． Ｄａｔａ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１４］ 蔡筱英，金新政，陈氢，等．信息方法概论［ 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 Ｃａｉ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Ｊｉｎ 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ｈｅｎ

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１５］ 王众托，吴江宁，郭崇慧． 信息与知识管理［ Ｍ］．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９５． （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ｔｕｏ，Ｗｕ

Ｊｉａｎｇｎｉｎｇ，Ｇｕｏ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０：９５．）

［１６］ Ａｃｋｏｆｆ Ｒ Ｌ．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ｔｏ ｗｉｓｄｏｍ［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８９，１６（１）：３－９．

［１７］ Ｅｌｉｏｔ Ｔ Ｓ． Ｔｈｅ Ｒｏｃｋ （ Ｆａｂｅｒ ＆ Ｆａｂ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３４ ） 转 引 自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Ｒｏｗｌｅｙ．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ＫＷ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２）：１６６．

［１８］ 陈书悦．说一说 ＤＩＫＷ 金字塔［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８－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ｒｉｓａｂｌｅ．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２６ ／ ６５３０７９．

ｈｔｍｌ．（Ｃｈｅｎ Ｓｈｕｙｕｅ．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ＫＷ ｐｙｒａｍｉｄ［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ｒｉｓａｂｌｅ．ｃｏｍ ／ ２０１４－０２－２６ ／

６５３０７９．ｈｔｍｌ．）

［１９］ 钟义信．信息科学教程［ Ｍ］．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４ － ２７． （ Ｚｈｏｎｇ Ｙｉｘ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ｉ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ｒｓ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 ＆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４－２７．）

［２０］ 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Ｍ］． 第３版．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１，５７－ ６０．（ Ｚｈｏｎｇ Ｙｉｘ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Ｍ］．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 ＆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５１，５７－６０．）

［２１］ （美）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 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Ｗｉｅｎｅｒ

Ｎ．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２２］ 田宝玉，杨洁，贺志强，等． 信息论基础 ［ Ｍ］．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２００８． （ Ｔｉａｎ Ｂａｏｙｕ， Ｙａｎｇ Ｊｉｅ， Ｈｅ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ｏｓｔｓ ＆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２３］ 朱庆华， 杨坚争． 信息法教程 ［ 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５４． （ Ｚｈｕ Ｑｉｎｇｈｕａ，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ｃｏｕｒｓ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１：５４．）

［２４ ］ 信 息 可 视 化 案 例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２ ］． ｈｔｔｐ： ／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５１ｃｔｏ． ｃｏｍ ／ ａｒｔ ／ ２０１５０８ ／ ４８８８２３． ｈｔ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５１ｃｔｏ． ｃｏｍ ／ ａｒｔ ／ ２０１５０８ ／ ４８８８２３．

ｈｔｍ．） 　

［２５］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ｓｏ． ｃｏｍ ／ ｄｏｃ ／ ６６１６８９３ － ６８３０６８７． ｈｔｍｌ． （ Ｗｏｒｌｄ

０４２



叶继元　 陈　 铭　 谢　 欢　 华薇娜： 数据与信息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兼及 ＤＩＫＷ 概念链模式
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 ＣＨＥＮ Ｍｉｎｇ， ＸＩＥ Ｈｕａｎ ＆ ＨＵＡ Ｗｅｉｎａ：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０２］．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ｓｏ．ｃｏｍ ／ ｄｏｃ ／ ６６１６８９３－６８３０６８７．ｈｔｍｌ．）

［２６］ 胡苏． 信息化让生活更美好———写在第六个“世界信息社会日”即将来临之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ｊ．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ｎ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１ － ０５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７４９９４８． ｈｔｍ． （ Ｈｕ Ｓ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ｌｉｆｅ

ｂｅｔｔｅｒ：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ａｙ”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ｊ．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ｎ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１－０５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７４９９４８．ｈｔｍ．）

［２７］ 中欧研究论坛———信息系统和信息社会：概念和方法在京举行［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５０．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Ｄｙｎａｍｉｃ ／ ｇｅ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ｙｉｄ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ｄ ／ ８． （ Ｃｈｉｎａ Ｅ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ｕ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ｅｌ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５０．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Ｄｙｎａｍｉｃ ／ ｇｅ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ｙｉｄ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ｄ ／ ８．）

［２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０４－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６－０７ ／ ２７ ／ ｃ＿１１１９２９１９０２＿２．ｈｔｍ．（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０３］． ｈｔ⁃

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６－０７ ／ ２７ ／ ｃ＿１１１９２９１９０２＿２．ｈｔｍ．）

叶继元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陈　 铭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讲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谢　 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讲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华薇娜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０９）

０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