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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之治:未来数智世界的敏捷治理前瞻
∗

赵　 星　 陆绮雯

摘　 要　 在数据智能的基础上,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快速融合可能成为未来三十年最大的社会变革之一。 这

一自信息时代就已开始的历史进程,将重塑几乎所有赛道的业态。 对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而言,是机遇,更是终极

挑战。 而业态优化与重塑,核心在于“先立后破”“破立并举”,治理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元宇宙发展的现

有风险中,脱实向虚、游戏为先、治理未预三大问题较为集中,本质上则是对于急速爆发的前沿领域、传统的管理

和应对方式力有未逮。 本文认为“敏捷治理”是塑造未来数智世界和元宇宙治理的重要选项。 针对此领域,应从

评价监管问责规范化、政务治理智能化、政产学创新集约化三个方向出发,向具有预见性、实时性和动态性的敏捷

治理模式转型,并在数据智能的基础上构建敏捷反应模式,从法律规约、科技规制、教育规正三个方面推动未来数

智世界治理的相关实践。 图 1。 参考文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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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data
 

intelligence the
 

rapid
 

combination
 

of
 

the
 

virtual
 

and
 

real
 

world
 

could
 

be
 

one
 

of
 

the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in
 

the
 

next
 

30
 

years.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has
 

been
 

under
 

way
 

since
 

the
 

information
 

age will
 

reshape
 

almost
 

all
 

fields.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t
 

is
 

an
 

opportunity but
 

also
 

an
 

ultimate
 

challenge.
 

The
 

core
 

of
 

the
 

reconstruction
 

lies
 

in
 

Establish
 

first 
 

and
 

Break
 

simultaneously .
 

Therefore governance
 

will
 

be
 

one
 

of
 

the
 

core
 

issues.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dominant
 

problems
 

in
 

the
 

metaverse namely divorced
 

from
 

reality game-driven
 

and
 

governance
 

lag.
 

Traditional
 

governance
 

is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rapid
 

change.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Agile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option
 

for
 

shaping
 

the
 

future
 

world.
 

We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directions standardization
 

of
 

evaluation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tellectualization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Government - Industry - University
 

052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跨维度引文分析方法研究”(编号:71874056)和华东师范大学新文科

教学改革项目“数智图情———图情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文科转型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This
 

article
 

is
 

an
 

out-
come

 

of
 

the
 

project
 

“Research
 

on
 

Cross-dimensional
 

Citation
 

Analysis
 

Methods”
 

( No. 71874056)
 

supported
 

by
 

the
 

Na-
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the
 

new
 

liberal
 

arts
 

educational
 

reform
 

project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Data
 

Intelligence—New
 

Liberal
 

Arts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Talent
 

Education
 

in
 

the
 

Subjec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upported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通信作者:赵星,Email:xzhao@ infor. ecnu. edu. cn,ORCID:0000- 0001- 9347- 590X

 

(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ZHAO
 

Xing,Email:xzhao@ infor. ecnu. edu. cn,ORCID:0000-0001-9347-590X)



赵　 星　 陆绮雯:元宇宙之治:未来数智世界的敏捷治理前瞻
ZHAO

 

Xing
 

&
 

LU
 

Qiwen:Governance
 

of
 

the
 

Metaverse:A
 

Vision
 

for
Agile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Data
 

Intelligence
 

World

2022 年 1 月　 January,2022

innov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a
 

management
 

channel
 

of
 

physical
 

government + open
 

platform + virtual
 

office  utilize
 

the
 

governance
 

technology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big
 

data+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peer
 

expert
 

wisdom  D. I.
 

MAN   and
 

complet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
university+enterprise 

 

think
 

tank ultimately
 

transforming
 

to
 

an
 

agile
 

governance
 

model
 

with
 

predictability 
real-time

 

and
 

dynamic
 

nature.
 

On
 

that
 

basis a
 

rapid
 

response
 

model
 

will
 

be
 

built
 

in
 

three
 

ways
 

to
 

better
 

promote
 

the
 

future
 

governance
 

practice 1 improving
 

the
 

legislative
 

system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control 
and

 

expan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law 2 applying
 

supervision
 

technology absorp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feedback
 

comprehensively 3  improving
 

moral
 

education
 

level
 

with
 

school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and
 

data
 

intellig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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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降临,新世界开启。 作为当前产业界

最热门的新兴赛道之一,元宇宙描绘了人类世界

的终极形态,回应了意识生命的不灭梦想,受到

各界追捧也属情理之中。 元宇宙将业态的场景、
社会的互动和虚实的张力以数字的方式复刻,再
回归现实,其实并非是全新事物。 元宇宙本质上

仍是网络虚拟空间,叠加数据和智能后,成为未

来数智世界的一种理想具象。 在这一意义上,回
望过去,无论是二十世纪的 PC 普及与信息高速

公路铺设,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互联网、
社交媒体、大数据、5G 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数据或

智能产业的爆发,都像是在为元宇宙降临准备的

基础设施。 学界也就虚拟空间的社会性状展开

了诸多探讨,如知识与信息的交流[1] 、安全风险

的评估
 [2] 、国家主权的隐患

 [3] 、网络政策的重

构
 [4] 、社区互动的状态

 [5] 等,这些为元宇宙的到

来准备了部分理论与思想武器。
元宇宙作为对经济社会有着全面影响的横断

性行业,政府政策态度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2021 年 12 月,上海市政府率先在年度经济工作会

议上发出信号:“加紧研究未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相交互的重要平台。”随后,上海市发布信息产业
 

“十四五”规划,元宇宙首次被写入地方“十四五”
产业规划。 同期,多个地方政府和官方机构都表达

了对元宇宙相关产业的关注。 然而,自移动互联网

时代就开始集中爆发的互联网垄断和互联网金融

争议,又给元宇宙的发展蒙上一丝阴霾。 “先立后

破”的预先治理模式成为元宇宙发展的重要选

项
 [6] 。 2022 年 1 月,国家网信办、工信部等部门联

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7] ,
剑指不良算法行为,标志着管理部门已在努力寻求

一种积极的治理模式。

1　 元宇宙发展的当前风险

数智世界指基于数据和智能运行的虚实结合

的新世界。 元宇宙可视为未来数智世界的一部分

或一类空间。 但现阶段要精准定义元宇宙存在失

误的可能,本文姑且从广义上将其表征描述为:数
字虚拟世界的全集。 将时光倒拨 30 年,钱学森先

生等人提及的“灵境”概念是比元宇宙更有启发意

义的用词
 [8] 。 以虚拟描绘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通

达人类美好精神世界的“灵魂之境”,这种形而上

的表达,更优雅地启示了未来数智世界的正确方

向。 元宇宙的发展应充分吸收过去数十年相关行

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而在元宇宙发展存在的诸多

潜在风险中,有三个方面应加倍重视。

1. 1　 脱实向虚的隐忧

应充分意识到国内外元宇宙产业的业态环境

具有很大的不同。 原 Facebook 在竞争危机中被迫

转型,是否值得中国企业群起效仿? 应该审慎对

待。 纯粹的资本炒作更是需要警惕。 业内存在的

元宇宙将使现实社会业务快速向虚拟化元宇宙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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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转移、去中心化组织成为社会基因、智能技术带

来实体产业虚化等观点,虽然是有一定依据的洞

见,但其与业态和社会认同的潜在冲突更需要引起

关注。 近期互联网行业的起伏,已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 从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角度看,元宇宙产业

的发展应优先考虑能促进实体经济复苏、提升就

业、普适发展和关注弱势群体等方面,如工业元宇

宙中数字孪生和实时云渲染、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

业的业务重构与虚拟现实(VR)、业务和知识交流

场景的混合现实(MR)、残障人士的增强现实(AR)
等,从而带动实体经济增长,慎重选择没有社会正

面价值的切入点。

1. 2　 游戏为先的风险

脱实向虚的一个重点体现就是游戏实际上

成为了当前元宇宙行业推进的重点。 不可否认

游戏在理论上存在知识教育、心智训练和愉悦

身心的功能,客观上游戏也是最接近虚拟世界

想象的产业领域,属于市场自然的选择。 但产

业界在推进游戏应用中,往往以用户粘性作为

产品设计的核心,而元宇宙游戏更会强调体验

层的“沉浸感”。 在此目标下,产品与技术的快

速迭代是行业机遇,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以真

实性和沉浸感为核心技术追求的元宇宙空间的

发展,将使得“信息茧房”从理论概念走向真正

现实,其短期内的社会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游

戏可能是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元宇宙完整应用的

领域,但却不是元宇宙发展的最佳选择
 [9] 。 如

何恢复游戏的教育意义,尽快寻求更为高效的

治理模式,是摆在探索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1. 3　 治理未预的问题

网络虚拟空间的治理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

题。 近年来,在网络空间治理、数据治理和人工

智能治理等相关方向上,全球学界、政府和业界

都有诸多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共识。 当

然,由于这一领域变化迅速,应用的快速迭代导

致治理环境极其复杂,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这也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具

体体现为不少垂直领域都是先野蛮发展再强势

治理,导致治理过程效率偏低,治理后的产业沉

没成本偏重。 这一现象在近年的“互联网+”行

业中屡见不鲜,由此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与不

稳定问题不可小觑,在快速发展领域的“先立后

破”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2　 虚拟世界治理的现实难题

快速爆发领域的治理,长期以来都是难点。
元宇宙作为一种涵盖底层技术、包络多类应用、
面向前沿科技、连通虚实社会的横断性赛道,对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难以度量节奏。 新兴热门技术及其

社会应用影响在雏形期难以评价,在成熟期又

因为涉及面较广和产值较大,难以大幅度调整。
而先进设备、高新技术、网络等多样化技术资源

的涌入,又打乱了原有信息资源组织的链式生

命周期,多节点并行交错,模糊了政府对关键节

点的判断。 当复合技术、混合产业以不同阶段、
差异化的模态并行推进时,政府介入的时间点、
治理节奏与措施选择都存在诸多困难。

第二,难以把控强度。 包括元宇宙在内的未

来数智世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未知空间。 在发

展过程中,政府治理应当给予充分的弹性和试错

空间。 但是,当政府政策过于富有弹性时,产业

发展中潜在的安全问题又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损

失
 [10] 。 如何在维持治理风度的同时展现一定的

管制态度,成为了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博弈困局。
第三,难以顾全深度。 虚拟空间使得企业与

公众等传统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身份发生转变,形
成更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这给政府传统的垂直

化管理带来挑战。 虚拟空间由融合应用的各类

产业演变而成,以往职能划分的监管模式效率低

下,若继续“各自为政”的局面,治理深度将受到

限制,难以对业态发展形成深入的良性引导。
最后,难以综合管控。 伴随物联网、云计算、

UGC 生态等成为主流,数字化应用的实时传输爆

炸式地增加了信息量
 [11] 。 信息资源的存在,也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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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知识的形式,变革成为一种新型产品或资

本。 “非结构化”和“多模态”等词已难以覆盖当

前多元的数据形态。 “数量密度大、价值密度低”
的局面,让信息的接入、提炼、推送均产生了系统

性变革需要,对信息资源管理和数据科学等领域

的研究和实践范式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可见,在元宇宙走向流行的元年,传统治理

已不足以有效应对未来的风险。 因此,在元宇

宙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应“先立后破”,前瞻性

地开展治理探索,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破

立并举”,过程性地培育共识,优化规制方案,形
成一种更敏捷的治理方案。

3　 敏捷治理理论的逐渐成熟

1991 年夏天,美国学者 Nagel 在《21
 

世纪制

造业企业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管理领域的敏

捷概念,呼吁美国从大规模生产向敏捷制造转

变,以应对全球时局之变,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竞

争力。 彼时,敏捷被表述为对意想不到的变化

作出反应的能力[12] 。
敏捷治理相关理念则萌芽于软件开发领

域,用于快速实现客户交流、需求理解和研发流

程[13] 。 在软件领域,时常将敏捷与传统的“瀑

布法则”相比较,“瀑布”强调以计划为中心,每
个项目都按部就班地逐步完成。 敏捷则通过设

计最小的可行性产品 ( Minimum
 

Viable
 

Prod-
ucts),强调更快、更灵活、更具迭代性的理念。
2007 年,“敏捷治理”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包含了

“快捷”“灵敏”与“协调”三个层次理论构建,同
时体现了治理的潜力

 [14] 。
近年来,敏捷治理的理念延伸至多领域。

其中,与企业管理领域的融合引人关注,已逐渐

发展成为一套提升企业内部绩效与外部竞争

力、稳定长期变革的机制方案。 具体而言,敏捷

治理主要体现在三大核心能力上:其一,快捷的

感知力,对内提升风险的预见性,对外察觉变化

的趋势性
 [15] ;其二,灵敏的响应力,能基于监督

机制
 [16] 和技术手段快速最大程度地解决问题;

其三,协调的平衡力,保障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

益平衡,实现自身管理流程的可持续循环[17] 。
企业层面的敏捷治理也为国家与社会治理

带来了启发。 公共管理领域学者薛澜、赵静提

出敏捷治理的基本涵义是一套具有柔韧性、流
动性、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是一种自适应、以
人为本以及具有包容性和持续性的决策过

程[10] 。 国外也有政府机构在实践层面形成了一

定经验,如成立政府数字服务小组推行敏捷公

众服务等[18] 。 在我国,近年来各地兴起的“最

多跑一次”“一网通办” “不见面审批”等基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可以

认为是政府敏捷治理的积极探索。
2021 年,元宇宙降临,相关产业呈现集结爆

发和加速布局之势,各类资本和金融市场亦有

不冷静的躁动,而政府的治理需要同时应对虚

拟、现实和虚实结合的多重场景。 在这种多维、
复杂、快速迭代的业态下,敏捷治理有望为政府

制定元宇宙行业发展政策与管理规约提供重要

的新思路。

4　 元宇宙敏捷之治的三大要点

4. 1　 开放与纠偏:评价监管问责规范化

敏捷治理意味着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特
别是关注如何以有效的方式应对不断变化的公

共需求[19] 。 因此,公众参与和公开披露已被广

泛视为有效的治理关键
 [20] ,而信息的开放性会

影响管理部门对风险的迅速感知能力。 同时,
前置的评价与问责机制,是敏锐感知风险的核

心机制。 在元宇宙呼唤的“创作者经济” 特征

下,用户对环境深度介入并高度敏感,建立“实

体政府+开放平台+虚拟办公”管理通道,成为发

挥公众监督能动性的一种选择。 此外,政府应

形成配套的规范机制,实现感知联动。 在发现

层面,预先形成基于舆情、数据及智能分析的

“敏捷评价” 系统。 通过多维测评评估风险等

级,依托云计算实现高频更新,将结论落实到

“该不该做”“该怎么做” “由谁来做” 的概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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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同时以远程接入和实时动态的方式,辅以

专业团队的具体判断,快速得到措施和方案。
在管制层面,差异化问责方案将帮助政府实施

合理适度监管,推动安全问责关口前移
 [21] ,落实

安全的主体责任。
风险社会中科技也会引发现代性社会危

害
 [22] ,而元宇宙在社会升级过程中注入了高浓

度的科技因子。 与传统比较,原有后发治理模

式(“先破后立”)难以规避既损利益
 [23] ,而基于

开放监管、敏捷评价与合理问责于一体的规范

化机制,将是实现敏捷预见的重要模式。 当然,
评价与问责不应违背包容性原则,应注意过度

追责对创新发展的束缚。 治理温度的掌控,将
是元宇宙发展中的一大治理难题。

4. 2　 精准与灵敏:政务治理智能化

敏捷治理被视为一种嵌入正式工作群体和

结构中的一整套新的惯例和流程,被视为助推

组织行为向更高层次适应组织文化和合作方法

发展的途径之一[24] 。 当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政务智能化、精准化,提高

政府响应能力,是政务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数

智转型不仅带来了高效处理能力,自动化和智

能化地解决高难度问题,也有望提升流程效率,
实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知识发现的智能路径转

变[25] 。 具体而言,首先应强调治理节奏与技术

进度的依存,实现治理对技术的适度融合。 一

方面管理部门应快速跟进现有大数据、区块链

等领域的治理实践,可考虑利用“多源异构大数

据+人工智能新算法+领域专家智慧”三者相互

互动和约束的“数智人” 决策模式[25-27] 对产业

进行研判、分析与预测。 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元

宇宙技术链中 5G、云计算、AI 等新技术的创新

应用和新场景。 其次,拓展技术融入治理的模

式,充分利用数据智能技术的进步,探索跨界治

理的方法与工具[28] 。 第三,搭建多技术融合的

平台,构建智能监控、自动分析、快速研判的政

务智能生态。 平台研发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允
许失败;平台使用试点中,应小心谨慎,快速纠

偏。 在元宇宙的治理中,应改变传统治理中政府

技术长期大幅落后于行业技术的局面,政府应积

极寻求与产业界和学术界更深度的技术合作。

4. 3　 合作与协同:政产学创新集约化
 

虽然未来智能世界治理的主体依然是政

府,但敏捷治理强调跨部门的合作与资源共享,
强调通过内外动力的双向驱动,迫使部门走出

“信息孤岛”,突破既定制度框架的限制,对组织

流程、结构进行重塑和再造[19] 。 政府、产业和学

术界可形成“三螺旋创新”的协同机制,整合各

方优势资源,推动区域或行业的螺旋式创新发

展[29] 。 基于此模式,可敏锐触及各领域动向,集
结学界与业界的前沿视野,形成多方互补,有效

实现动态治理。 “三螺旋创新”中,政府应积极

寻求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集中三方力量同

步元宇宙发展,尽可能使用协同机制而非强制

措施去循序引导整体行业发展。 在工作的推动

中,应对园区、基地中的智库基础设施建设予以

扶持,发挥各类型智库的智慧力量,以研究创新

带动产业合规创新。 树立政产学协同标杆,吸引

更多企业与研究机构积极协作,形成全局参与的

协同治理,最终汇成动态治理的集约化方案。
2021 年 9 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民

政部、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推进国家智能社会

治理实验基地的建设工作。 基地分布范围广

泛,包括地方政府和知名高校,具有重要的示范

意义和前瞻意义。 各基地均集成了各地和各类

型的标志性政产学机构,充分体现了协同创新

发展道路。 大部分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

由地方政府直接牵头,如江苏省苏州市政府、吉
林省长春市政府、上海市杨浦区政府等。 也有

13 家高校基地入选,其中浙江大学“国家智能社

会治理实验基地”聚焦智能社会教育治理实验,
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侧重

智能评价理论方法与社会应用。 两个基地都主

要由图书情报和信息资源管理的团队牵头推

进,显示了在未来智能世界的治理中,信息资源

管理领域亦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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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宇宙敏捷之治的三类工具

作为元宇宙治理的新走向,敏捷治理将对

治理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 空间维度的生产与

权益分配,应将政府、企业、社会和市民都纳入

其中
 [30] 。 其中治理的要点,既要有道德和法律

的规约,也要有利用技术的监管控治,更要有教

育的全面设计。

5. 1　 以法律规约:汇聚法治共识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虚拟空间也应有

社会正义,而法规工具是敏捷治理的保障,也是

逻辑底线。 虚拟环境下,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恶
意舆论造势等网络安全问题已在滋生。 因此,
首先需尽快展开针对未来数智世界立法体系的

研究,健全新形势下的立法体系。 当前,应于现

存互联网管理等条例基础上进行变革,以条文

规约明确细分行业审查内容,在新问题暴露后

及时对通用和行业规则条例进行补充更新,形
成法律规约;同时建立更为常规、灵活和规则化

的约谈机制,实现高效的虚拟空间秩序维护。
其次,除了立法保障,也应形成快而准的治理问

责链条,加快推进本体责任的司法监管。 基于

数智系统快速对接虚拟身份与实体身份,将虚

拟的不当行为落实于个人实体责任和信用机

制。 在强化警示之前,加强常规提示。 另外,应
进行权益普法与系统警示普及,弘扬正确的网

络价值观,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传工作,逐
渐形成元宇宙中的法治共识。

5. 2　 以科技规制:凝聚创新势能
 

元宇宙是一个高科技行业,未来将涌现出诸

多“专精特新”企业。 若中国的元宇宙整体发展

顺利,鉴于目前雄厚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全球第一

的消费潜力,未来可以期待涌现出类似美国苹果

公司一样的创新型高市值企业。 同时,科技工具

将是为敏捷治理赋能的重点,应从监管技术、吸
收技术、技术反哺三个方面设计监管科技创新。

在监管技术方面,政府应有智能监管的数智化自

治,应聚力监管科技行业推进共治[31] ,激励行业

与资本市场合力打磨新型政企监管模式,将监管

的触角伸入行业深处。 其次,需要持续吸收创新

技术,保持公共部门、高水平科学机构与大型科

技企业的良性且持续的知识互动,企业在技术研

发中同步形成溢出效应,提升政府势能[32] 。 最

后,以技术创新反哺现实产业。 元宇宙将推动新

科技行业从硬件到服务的全方位创新,也有望为

传统实体行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部分信息

产业企业通过布局元宇宙相关产业迎来新的增

长点,医疗、广告、办公、教育等领域也有可预见

的乐观创新前景。 虚拟世界不是架空的世界,而
应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并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世界。 虚拟技术带来的不应是现实社会的夕

阳,而应是虚实共生的朝阳。

5. 3　 以教育规正:坚实道德支撑

法规和技术的关键都在于使用者是否予以

正当应用。 回归于人本身,教育便是具有第一性

与根本性的治理工具,而目前治理中最欠缺的正

是教育这一工具。 教会每个人在虚拟新世界中

成长自己、帮助他人、保护隐私、不助暴力、保持

文明,这是元宇宙治理对于教育界的时代要求。
首先,大中小学教育中应突出虚拟环境下

的德育深化,传导数据智能伦理。 当前网络世

界的暴力反映了现实德育的重要缺失,德育应

在多个方面大幅加强。 首先,德育与知识教育

间存在地位差异,需强化德育工作评价与反馈

机制[33] ;第二,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存在分割现

象,知识教育环节中应匹配相应领域的德育规

范,避免德育的过大过空;第三,大中小学的教

育存在非有效衔接,序列递进至关重要。 最后,
应充分意识到部分人会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

出现行为模式的两面性,针对两种情景的德育

需要被更科学地设计和实施。
其次,应充分发挥社会公共设施与服务的

终身教育作用。 公共社会应有“由外至内”的知

识流动,增强思想交互。 针对未来数智世界的

057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八卷　 第二五七期　 Vol. 48. No. 257

德育需覆盖并融入不同场景,将教育更切身地

融入“虚实”生活。 例如,图书馆是知识交流与

吸收的重要场合,黄纯元先生在“知识交流论”
中指出,应重视图书馆等公共场合的外部交流

与社会功能[34] 。 图书馆可以提升读者在知识获

取中的自主性与辨别力[35] ,不仅构建了知识利

用与创造间的实践桥梁,也规避了校园教育中

过于理论化的“疏离感” [36] 。 另外,数智世界中

大众对传媒依赖性增强,社会媒体包括自媒体

发挥正向影响和作用,在数智世界中传递正能

量,倡导虚拟社会的行为规范。
第三,要求“数能素养”的教育创新,提升人

类数智能力。 元宇宙可以为数能教育提供更多

优化场景,有助于提升教育效果。 数能教育应

教会大众理解并使用技术,实现虚实二相中的

实践价值,也应指导公众有效识别虚拟交往中

的风险,守护个人权益[37] ,规范自我行为。

6　 小结:元宇宙敏捷之治的主体框架

通向元宇宙是人类一场漫长的旅程,它一直

在进行,只是直到今天,探索者才蹒跚着找到了前

方的路。 终点到达之时,人类将脱胎换骨,但这又

注定是一场需要十分审慎的旅程。 如果元宇宙真

的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那么这个社会应该充满

了真实的阳光、洋溢着真切的幸福,而不是大多数

人都走向了迫不得已的犬儒和心甘情愿的虚无。
元宇宙奏响了理想世界的前奏,在虚实同行的空间

中,虚拟空间、数据智能、现实世界相融合的数智新

世界正在被构建。 回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更

应在一开始,就明确以虚促实的目标、“先立后破”
的机制和敏捷治理的道路。

在元宇宙和数智世界仅有雏形的当下,完全

厘清治理逻辑并不现实。 但互联网、智能手机和

社交媒体等相关产业的历史发展,已给快速爆发

产业的规划与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先立后

破”和“破立并举”的治理有望在元宇宙细分行业

中迎来第一批成功案例。 应充分意识到政府治

理智慧是构建和维护有序世界的关键。 敏捷治

理视域下,需要机制的有效规范、智能的高度融

入和政产学的动态协同三者叠加,形成合力,才
能自上而下传导政府智慧力量,自下而上释放业

界创新活力。 本文初步总结了元宇宙的敏捷治

理总体思路(见图 1),供后续深入研究参考。

图 1　 元宇宙的敏捷治理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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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及相关行业机构而

言,元宇宙在技术、应用和场景上都存在机遇,
但也或许是终极的挑战。 待“爆款”产品正式引

爆产业,便是元宇宙真正面世之时,信息的采

集、组织、分析和传播模式必有翻天覆地的变

化。 现有信息资源管理机构是否会有截然不同

的存在和运行模式,亦或以全新的形态迎来新

生,将是值得学界和业界系统性讨论的问题。
都说图书馆是天堂的模样,这永恒而美好的想

象,是否会在元宇宙中迎来她的具象?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

虚之有数。”即便最后元宇宙的理想没有完整地

实现,但我们已身在更幸福的世界之中,这才是

元宇宙应有之意义。

致谢: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范并思先

生、公共管理学院王法硕先生、上海图书馆刘炜

先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橦女士在本文

成文过程中给出了宝贵指导意见,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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