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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信息的存在方式的突变和运动规律的特殊性, 信息时代科学认知方式的创新与系

统科学方法论的产生, 对信息的哲学把握, 理论研究的发展路径等问题 , 总结概括了信息学研究 3个发展

阶段、 3个理论领域、3个理论研究平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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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d iscusses the muta tion of the ex istence o f info rma tion and the particu lar ity o f its move-

ment rules, the innovation o f sc ientific cognitivem anners and the gene ration o f system atic and scientificm ethodolo-

g ies as w ell as the g rasp o f the ph ilosophy o f inform ation in the inform ation age, and the deve lopm en t route o f theo-

retical study1The paper summarizes 3 deve lopm en t stages o f inform a tics stud ies, 3 theoretica l dom a ins and 3 routes

o f the theoretical study platfo rm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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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存在方式的嬗变和特殊的运动规律

11 1 信息的存在方式和信息形态的根本性演变

11 111 划时代生产工具的革命, 信息理论产生的科学和

社会基础  /生产工具不仅是衡量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标

准, 而且也是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 区别各

个经济时代的不是生产什么, 而是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

资料生产0 [ 1]。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 18世纪 70年代, 其

基础是英格兰用煤冶炼铁矿石和纺织工业机械化; 第二次

工业革命始于 19世纪的 40年代, 是蒸汽机、铁路和酸性

转炉的时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 20世纪初开始, 以电力、

化学制品和汽车的发展为向导, 继之以电子技术、电子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范# 杜

因在 5经济长波与创新6 中对工业时期的不同阶段创新

推动产业技术的变化作出了详尽的统计和分析 [ 2] , 结论

是: 20世纪 40年代以后, 即是工业时代的成熟期末段及

过渡期 ) ) ) 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期,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

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轨的时代。人类

就是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试验这三大实践活动

去面对信息时代, 并且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发

展的。自 1946年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 EN IAC0 出现,

1957年,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 1993年, /国际互

联网0 和 /信息高速公路 0 的建设和实施, 开启了人类

的网络时代, 信息作为特殊的存在方式, 成为与物质、能

源并存的第三大资源, 成为一种具有战略性地位的资源。

人们从历史的、哲学的、科学史的审视高度关注和界定着

这一新的历史史实, 其中最具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5第三次浪潮6、5大趋势6 以及同样卓著世界的 5第四次

浪潮6, 在对现实社会提出解答中, 对未来作出了全新的

展望和预测: 人类社会将进入 /第四次浪潮0, 人类将迈

入全新的历史时期 ) ) ) 信息时期, 这既是历史的选择, 也

是历史的必然。

11 11 2 创新和发明的速度在驱动时代前进  麦迪森回顾

和总结 20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 技术进步、物力资本

的积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制度环境 [ 3]。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阿瑟# 刘易斯站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审视角度, 认为经

济增长的 3个直接原因: 经济活动, 知识积累和资本积

累 [ 4]。这里讲的知识, 已不是物质经济社会所规范的知

识, 是指同信息经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现代管理知

识和现代信息技术; 讲的资本也已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企

业数量 , 规模以及拥有的物质资料, 而是信息和信息的升

华 ) ) ) 知识。

11 11 3 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1962年, 美国经济学家

F# 马克鲁普在面对社会化社会的经济结构演变现实中,

将信息产业分为教育 (包含图书、期刊、文献 )、研究与

开发、通信媒介、信息设备、信息服务等五大类。美国信

息产业协会制定了信息社会的八大产业分类。我国学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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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多种中国信息产业分类, 如: 三分法、四分法、八分

法等, 而众多分类法中最具影响及理论涵盖性的当属依照

信息社会产业结构进行划分的分类原则。正如马克思说

的: /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 现在处于人

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 人们才完全自觉地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 只有从这时起, 由人们使之起作用

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

所预期的结果0 [ 5]。3个产业的比重是社会发展水平的反

映和结果。在农业经济时代, 农业雄居主导地位, 占到产

业总量约 50%以上。工业经济社会 , 3个产业的比例: 工

业约为 50% , 服务业约为 40% , 农业约为 10% 左右, 即

Ò、Ó、Ñ的产业结构形态。进入信息社会, 则是以知识

经济为主导的时代, 第三产业将会和已经逐步成为占社会

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约占到产业结构的 50% ~ 60% ,

而第一产业将不超过 3% , 即 Ó、Ò、Ñ 的产业结构形

态。社会的信息化驱动使传统的产业分类受到了冲击, 实

践的改变, 必然引发理论的创新和知识的创新。

11 114 信息社会理论概念的提出及对社会形态的涵盖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实践到理论 , 提出了由信息嬗变形成新

的社会形态的理论。

1) /信息社会0 的提出。20世纪 60年代, 日本学者

梅棹忠夫在 5信息社会 6 著作中, 首次提出了 /信息社

会0、/信息产业0 的概念。 /信息社会0 这一概念在世界

范围内、在各类社会科学及 IT相关的文献中展卷可见。

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学会将 /信息产业0 界定为: 开发

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各种通信技术设备的信息技术产业与

数据库、咨询、新闻出版和教育等, 使信息转化为商品

产业。

2) /信息经济0 的提出。美国经济学博士马克 # 波

拉特在 5信息经济6 书中, 首次将出现在 20世纪末期的

新经济誉为 /信息经济0, 并且在承袭克拉克的 /三产业

分类法0 中, 将信息经济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同

时, 将第三产业明确确定为信息产业。提出: 信息产业应

是独立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一种划时代的新型产业,

它们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体系, 即 /信息经

济0。

3) /数字经济0 的提出。美国商务部 1998年在 5崛

起中的数字经济6 这本时代报告中, 认为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开发, 计算机 /语言 0 已能涵盖和替代 /人脑0

及人类行为运算方式 , /数字经济0 已成为 /知识经济0

的手段和结果, 也同时是信息经济的具体形态和表征。首

次明确将信息时代的经济形态界定为 /数字经济 0, 宣

称: 人类已进入了 /数字经济0 的时代。

4) 信息社会与信息化社会没有本质区别、严格的运

动变化历程的界限和区分标识, 信息化社会既是社会信息

化的改造过程, 也是社会信息化的结果。 /信息化社会0

与 /信息社会0 是同一形态的不同称谓, 于光远在经济

学大词典中明确解释: 信息社会也称为信息化社会。

11 11 5 信息化冲击着人类社会的稳性结构  信息的存在

方式和特殊的运动规律使信息形态在根本性演变中, 已经

具有基本的特征和本质, 概括为: 客观性、普遍性、无限

性、依附性、可传输性、突变性、新质性、时效和非时效

性、定向性、系统性、动态性等方面。

11 2 信息的特殊运动规律

物质存在方式的变革, 必然引发运动形式的变革, 信

息运动规律的突变, 是信息时代变革的内在驱动力。人类

必须尊重客观事实 /必须从大量事实出发, 而不是从原理

出发0 [ 6]。人类认识到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论及哲学都是

有限的。

11 21 1 运动时空性的改变, 信息的生物学 /时空观 0  

随着信息的动态性、随机性、偶发性、突变性、无形性的

运动形态的改变, 其运动形式完全超越了物质存在和运动

的 /时空0 概念。信息没有具体的形态, 必须借助和依

附于物质、能量才能传播, 这就形成了它无限性的特性。

信息是一个随时间而创生 、发展、消亡的过程, 然而对

于信息开放系统时间 / t0 总是单向的、对称破坏的。信

息时空观的变革, 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信息生物

学的 /时空观0, 既提供了空间对称破缺和时间破缺是创

造新的某种形式的整体性的理论, 又解决了实践的聚焦中

创新人类的思维发展和消亡的信息时空观, 恰如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劳厄 ( M1Von Lane) 在纪念爱因斯坦时讲

的: 自古至今的科学问题, 还没有比得上空间与时间概念

对人们产生这样巨大的震动。

11 21 2 信息运动的 /突变性0、 /消长性 0 特征 [ 7]  信息

运动的规律并不严格遵守能量守恒的运动规律, 这就打破

了牛顿和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及 /因果律0, 在其运动中

使物质运动的必然规律变为一种 /或然律0。已经超越了

牛顿力学所表述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基本方程的内容。物质

或能量在量变、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 有着明显的时空性

及界限 , 而信息则超越了物质和能量的时空概念, 没有明

显的时空界限, 其演变时间甚至可以缩短到 / $ tT 00 的

状况, 在突变中完成质量互换的过程。

11 21 3 结构平衡中的对立统一  物质在其运动中处于矛

盾对立统一中, 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和

趋势。然而, 信息是处于一个复杂的系统之中, 系统由许

多子系统构成, 信息系统中的子系统或构成要素间的竞争

性的独立运动模式和合作关联运动模式, 构成了系统中矛

盾的对立与统一。耗散结构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原则,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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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协同学的系统一方面通过竞争, 一方面通过合作而达到

整体和谐的倾向的理论, 都揭示出: 系统是以多元协同为

内在动因, 突现机制的 /对立统一 0。很难确定子系统的

从属关系, 子系统在信息运动中会因为诱因和不确定因素

而发生突变, 因而, 使信息处于更加活化、更加难以判断

的形态中。

2 科学认知方式的创新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产生

21 1 信息时代科学认知方式的创新

21 111 /非线型0 理论的联系方式创新  混沌理论被确

立为与相对论、量子力学齐名的第三大理论。协同学与耗

结构理论被归入混沌研究体系。 /非线型 0 与传统哲学

/线型0 理论的哲学分野在于: /线型0 是指变量之间具

有正比关系, 在笛卡尔坐标平面上表示为一条直线; 哲学

意义反映变量之间是一种直线形的联系方式, 即由此及彼

的直接逻辑联系方式; 它面对信息的随机性、突变性、几

何级数的增减方式, 显出了茫然和困惑。 /非线性0 理论

是指变量间没有简单的直线关系, 非线性理论是研究非线

性问题的共性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更新了人类对于整

体与局部、有序与无序、稳定与不稳定、复杂与简单的理

解; 它更强调从整体系统或子系统联系的 /整体 0 的尺

度去研判问题。尤其是非线性理论的 /蝴蝶效应 0 理论,

揭示出系统大都是处于非线性的状态之中, 因为, 信息世

界的大部分现象都是非线性的, /非线性 0 理论克服了

/线性0 理论 ) ) ) 反映系统是不可能把为自组织系统集结

所有性质都结合起来的理论局限性, 揭示了信息系统具有

随机性、多变性、复杂性和整体不等于部分的叠加与相连

的本质特性。

21 112 宏观把握和战略性的研究、自由式的探索  那种

从经验发现 ) 应用研究 ) 试验发展 ) 产品开发的 /线性

模式0 的传统知识创新模式, 在不适应信息跃变的状况

下, 逐渐被一种全新的模式 ) ) ) 生态模式取代。这种生态

模式系统是直接将某种被创新的对象, 放置在人类需求的

大环境中, 是以理论推导及实验研究为支撑的全球性的科

学知识研究 /大尺度0 的研究格局。抓住偶发事件, 寻

求各种运动模式已成为新的知识创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许

多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路线愈益模糊, 学科在交

叉、渗透中融合汇集, 走向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问题一

经提出, 便迅速成为一种国际化、理论实验室化的研究项

目, 是以产品开发 ) 产品市场 ) 理论涵盖 ) 实验室设定 )

产品生产的全新的创新模式。

21 113 协同效应及子系统的合作理论  无论是耗散结构

论、超循环论、还是协同论, 都将系统演化过程与描述系

统运动状态的状态空间、表述为在状态空间中, 系统终归

会不可逆地运动到某种稳定的有序结构上来。系统科学从

两方面对这种平衡和稳定进行了探讨: 一是协同效应。协

同学认为当反映外部环境作用的控制参量达到某一临界值

时, 系统中大量子系统间的 p关联、合作可以克服其自发

的独立运动, 而产生动力学意义的协同, 相应地形成序参

量; 这一理论对于信息经济社会及信息的集束特征、超循

环内部系统、多重因果循环性具有针对性的哲学意义。二

是自系统的合作。在哈肯的协同学中, /协同0 就是表示

子系统的合作; 协同学与以往哲学的区别在于: 面对复杂

事物或子系统, 协同学撇开组成任何系统的大量子系统的

具体性质, 将视觉直接切入不同类型的事物在同一时空发

生的质变中, 即从旧结构突变到新结构的共同机制中, 寻

求不同系统演化中存在的 /同形性0。系统的合作理论提

出子系统间的合作或协调, 是促使它们在合作与协同中,

产生出一种使系统由无序到有序转变的 /类似性0 的中

介值。中介值理论是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的革命性跃变, 是

引发系统由旧结构突变到新结构的一种 /共同机制0, 引

发信息复杂整体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化。

21 2 系统方法论的产生和后续发展

系统科学方法论是针对信息的性质和基本要素, 在实

践和理论的创新中产生的一种新兴思维科学方法论。 20

世纪 40年代仙农 ( C1 Shannon)、维纳 ( N1W erne r) 创立

了信息论思维方法论。20世纪 60年代以来, 信息论进入

了一个消化、理解并在已有基础上进行重大建设的时期,

美国的控制论学者艾什比 ( F1Ae ishpy ) 将信息论研究推

向更普遍的领域。 1948年前后, 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

路#冯 # 贝特朗菲 ( L1F1 BeTelanph) 创立了一般系统论。

之后, 又出现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数

学, 等等。系统科学体系已由初始的系统论、控制论、信

息论 /老三论0 发展到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 /新

三论0, 并与模糊数学、接受美学、发展到符号主义、结

构主义、传播学等, 形成了一个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

的全新的思维科学体系。

21 21 1 系统科学思维方法论与信息化时代

1) 系统科学方法论适时地引导人们在超越知性分析

时代中 , 迈向了理性自由王国, 是人类认知史上的一场深

刻的革命。系统科学方法论是建立在宏观思维方法论基础

上, 融会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法论, 以理性的思维方式

把握现实为基点, 以交叉联姻科学与现实时代的需求为出

发点, 形成是 /亦此亦彼0 的综合性思维方法论。

2) 系统方法论已成为一种占据主潮的思维认知科学

体系。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是系统科学思维方法论的核

心, 它脱离了传统的单向、静态、分割式的思维方式, 在

多元、主体、整体的比较中, 以哲学的逻辑形态和方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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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审视对象。信息资源在无限性中, 具有扩充性、模糊

性、不确定性、发散性, 信息的这些性质, 只有系统科学

方法论能够比较科学、恰当、系统地做出回答和解决。如

系统论研究了信息是 /互相作用的诸多因素的复合体 0,

又经贝特朗菲的 /类比型系统论0、普利高津的 /耗散结

构论0、哈肯的 /协同论0、乌也莫夫的 /参量型系统 0、

查理的 /模糊集合说0 等, 紧紧扣住信息时代信息的本

质, 使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3) 系统科学思维方法论分属于科学方法论的不同层

次。首先是作为哲学方法论层次的系统方法。系统论、控

制论、信息论已经上升为哲学方法论, 它们已经作为普遍

的方法论而用于信息化的研究, 解决了信息的接受、处

理、存储与运用问题及信息的控制系统、受控系统等高难

问题。其次, 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层次的系统方法, 是从

认识论的角度去关注研究对象, 注重对象的实效性、时间

性、动态性、发散性, 从而揭示其内部规律、特征和预测

对象。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已被大量运用于主导系

统个体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的研究中, 为研究对象提供了新

的实证、新的思维方式。其三, 作为具体学科性的系统科

学方法论。注重将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运动规律紧

密地联系起来, 注重将人类的思想和语言转化并建立起数

字模型。近年来信息产业如此迅猛地跃进和发展与系统科

学是分不开的。

21 212 系统科学思维方法论具有后续科学的典型特征  

系统科学方法论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性, 它的思维运动的

逻辑是和信息社会发展相符合的, 与所有的理论科学方法

论共同的特征在于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系统科学方法论

的产生与发展是符合历史的、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科

学体系, 它的科学认识也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

程真实的反映和理论的概括。系统科学方法论对信息本质

的定性与定量分析中使信息运动发展的规律变抽象为具

体、变模糊为清晰、变游移为确定, 找到了认识、考察、

掌握信息运动规律的哲学、科学方法论。

研究方法的每一次创新, 都会带来新的理论范式革命

和催生新的理论体系。

3 信息理论研究的路径与平台的确立

31 1 信息科学研究层面的确立

31 111 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从申农、维纳开始到

雷斯尼科夫、德夫林, 钟义信教授开展了对信息学概念的

研究, 在模糊信息、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概

率与非概率信息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主要产生了 3种理

论, /计算机信息科学0、 /图书馆信息科学0 和 /全信息

信息科学0。

31 11 2 信息水平测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早在 20世纪 60

年代, 美国等国的学者对信息化测度方法就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 有影响的主要有美国的 /波拉特测算法 0, 日本的

/信息化指数法0。 1999年 5月 25日, 美国发展改革学会

组织专家建立了由 13组指标构成的新经济指数体系 /新

经济指数0 报告。目前, 我国的许多专家开展了大量的信

息化测度的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系统的掌握信息

化水平的理论和掌握信息化水平的测度与评价方法。

31 11 3 信息理论的深入性、交叉性研究  20世纪 80年代

以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必须解决信息学科理论研究

中由于思维方法论的局限, 所形成的研究狭隘性、局限

性、混乱性的状态。 1982年马克卢普在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 组织当时在不同信息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 开始了信

息科学向其他科学领域渗透、扩展、延伸的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运动, 使信息研究的触角伸向 40多种部门信息学。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信息研究已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许多前沿问题, 尤其是部门信息学得到了蓬勃的发

展, 出现了与自然科学联姻的 50余种部门信息学。与人

文科学联姻的信息学就更使人目不暇接。

31 11 4 信息科学在应用技术领域的研究  由于信息技术

的迅速发展和跃变式的进步, 计算机技术以难以预料的速

度在发展着。随着计算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20世纪 80

年代后, 又诞生了赛伯空间 ( Cyber Space) 和虚拟现实

( V irtua lRea lity) 的新型理论及实践。

31 2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科学理论体系

在对信息理论研究的途径和理论构架的分析和研究

中, 笔者认为从理论对现实存在关照出发, 信息理论的发

展与信息科学的理论既有着反映信息本质属性的较为深刻

的概念, 也有着一些用户满意派生性的特有属性的一般性

理论, 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理论体系, 实现了

信息学的理论架构过程。总结提出: 信息理论研究的 3个

发展阶段, 3个理论领域, 3个理论研究平台的观点 [8]。

31 21 1 信息学研究体系的 3个发展阶段

1) 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诞生为第一阶段。人类在超越

知性分析时代中, 进入理性的自由王国, 要求理性地去认

识世界。信息技术及信息突变性的跃变, 促使和呼唤着以

信息为研究对象的认知方法和科学理论的诞生。在科学的

界定中, 为创立一门全新的学科 ) ) ) 信息学奠定了哲学方

法论基础。

2) 文献标引、数据库为主体的文献、图书数字化技

术阶段为第二个阶段。电脑技术的应用, 首先发生在文

献、图书的数字化录制和技术改造、技术处理领域中。美

国率先开始对图书、期刊文献的数字化处理, 其核心是对

传统图书、文献 , 以及目录、题录、查阅等图书馆应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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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电脑应用。而后, 迅速蔓延于世界。

3) 信息的理性研究和探索为第三阶段。人类在超越

中开始对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索, 把许多基础学

科、边缘学科及横断学科从新的角度再次交融和再次横

断, 并在得到许多信息学专业技术性的发展中, 建立起一

整套的概念和功能分析模式。力图建立信息科学的理论体

系, 将信息理论的研究及文献标引引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31 212 3个理论研究领域

1) 信息为本题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将信息视为一个

完整的系统模式, 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结合, 已形成了专业

性很强的研究范畴。

2) 信息资源性研究领域。在超越传统文献信息资料,

特别是图书馆的严格意义的管理科学性质界限中, 对公众

服务、社会服务性学科的渗透。

3) 信息的对象化 ) ) ) 信息接受研究领域。将视角投

向信息的对象 ) ) ) 人及人的接受, 既包括大众传播, 也涵

盖着团体间传播、个人间传播, 以及传播模式、过程及各

个环节, 反映出信息的一般规律和应用技术及方法上的根

本性问题。

这 3个信息研究领域都形成了各自独立, 具有学科界

定的领域性学科。更为重要的是: ¹ 都为人类提供了一种

现代思维方式, 它们形成的本身便是理论范式的建立, 以

及隐含着浓郁的科学续进。º 它是在不断超越人类长期形

成的学科界限、界定、理论框架中, 形成的立体型、多元

化、交叉型的全新学科领域。因此, 3个领域逐渐形成了

达到共识的理论规范, 即面向信息资源及信息源的 S规

范, 面向信息交流过程的 T规范, 以及面向信息对象的 U

规范的理论研究领域。

31 213 3个理论研究平台  

1) 信息本体研究的理论平台。亦称为信息主体性研

究, 即将信息确立为理论研究的直接对象。从现有的研究

成果看, 主要涵盖着: 以信息为目标的理论研究, 应用信

息研究理论的研究, 信息资源的理论研究 3个层面。

# 以信息为直接目标的理论研究。分为信息自身

(信息本质, 信息特征, 信息与信息源 ); 信息制造 (信

息的产生、信息源, 信息的存储、信息量, 信息的控制、

调节 ) ; 信息传输 (信道、网络及网络信息, 信息的传

播, 信息的反馈, 信息的消耗、膨胀 ) 三方面。

# 应用信息研究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的基本构架: 电子政务的性质、概念、模式,

电子政务的实施, 电子政务的制度创新: 电子政务的公共

管理目标、标准功能目标、发展原则目标, 规划和实施,

电子政务的机制创新政府组织结构创新、工作流程创新、

电子政务的制度规范, 电子政务系统的安全管理: 环境,

措施, 保障机制, 安全管理体系 ); 电子商务 (特征, 本

质, 制度, 运行, 机制 ); 企业信息化 (新型信息产业

( IT ) 产业, 工业信息化及改造, 农业信息化及改造, 信

息化 3C、3A的实施及研究, 社会信息化、网络、网络通

信与安全 ) 三方面。

# 信息资源的理论研究。信息资源的理论研究建立在

信息资源存量 (信息资源的存在方式: 社会信息资源论,

文献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存量研究: 信息资源的存量,

信息资源存在方式; 信息构建 ( IA ) 研究 ); 信息资源组

织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取研究, 信息资源的积累、

效应研究 ); 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资源保障机制研究, 信

息资源的管理研究 ) 三方面。

2) 信息资源的理论研究。信息资源的理论研究建立

在信息资源存量、信息资源组织、信息资源管理 3个层面

的理论平台上。

# 信息资源存量, 包括信息资源的存在方式: 社会信

息资源论、文献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存量研究, 信息构

建研究。

# 信息资源组织, 包括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取研

究, 信息资源的积累、效应研究。

# 信息资源管理, 包括信息资源保障机制研究, 信息

资源的管理研究。

3) 以人为本的信息接受领域研究平台。在深化和超

越文献标引, 以文献信息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后, 人们逐渐

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面向信息的 S规范, 面向信息交流过

程的 T规范, 还是面向信息用户的 U规范的理论与实践

过程, 都无法离开或绕过信息的对象化 ) ) ) 信息主体的

人。信息的人化 , 以及人化的信息已逐渐凸显为理论研究

或实践的中心, 出现了以人为本的信息接受领域研究

平台。

# 对人的研究已呈现出放射状的扇面展开, 出现了人

与信息环境 (信息文化, 信息与经济, 信息与社会, 信息

与自然 ); 信息意识, 信息行为; 信息素质 (信息时代与

人的素质, 信息素质: 信息操作能力, 信息理解能力, 信

息创新意识与能力, 信息教育水平; 信息素质与系统科

学: 耗散结构与信息素质, 模糊数学与信息素质, 创新科

学与信息素质; 信息素质与信息学科: 信息素质与心理

学, 信息素质与社会学, 信息素质与美学 ) 等理论研究,

这一理论平台的研究与传统学科是在交叉联姻中展开的,

又融进了信息学系统科学方法论。

# 信息化人力资源的理论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0。信息化人力资源研究理论主要

包含着: 人力资源的信息化 (人力资源的信息化水平测试

标准, 人力资源与信息化, 人力资源的信息化 ); 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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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信息化投

资, 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测试标准 ) 两方面。

# 信息服务的理论研究。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的理

论研究, 信息服务业及服务体系, 信息服务与信息需求,

信息服务业内的交互作用 ); 信息用户 (消费群: 群体、

个人、单位、区域社区, 信息生产群: 信息产品生产群、

信息技术群、信息管理群 ); 信息用户满意的研究。信息

用户满意的研究已与信息技术、信息服务、信息经济的研

究挂钩及联姻, 用户与用户满意度已成为市场调节、资源

配置、决定产业结构循环模式中的主要环节; 信息产品、

服务、管理与用户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链: 产品y服

务y用户y用户满意度y反馈y产品价值y调节y产品生

产 (结构、产品 )。

人类深刻、系统的探索和研究, 无论是社会科学的,

还是自然科学的, 或是两者交叉的新兴科学, 都是在试图

寻求未经组织的经验与有系统的实验者之间的 /不可逾

越的鸿沟0 间的桥梁, 在寻找到对象的运动规律中 , 确立

或概括出理论概念。信息理论研究的探索路径, 超越了传

统的社会学方法、准则, 超越了传统哲学思维的方式, 超

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严格界限, 超越了知识体系及

理论架构的范式稳定性。科学续进、范式革命已成为主潮,

/科学始于问题0 已成为信息学理论探索路径的哲学出发

点。这一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研究和提出的新的研究

方法和理论, 都孕育了人类向知识经济跃进的历史必然

性。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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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6 等信息网络管理规范都是开发利用者必须遵守的

行为规范, 它们是网络信息资源行政法律关系产生的法律

依据, 根据这些法律依据, 特定的社会关系才会转变成具

有权利与义务内容的行政法律关系。

5刑法6 也是调整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法律关系的

主要法律之一。对网络信息资源使用过当触犯刑律将产生

刑事法律关系, 并依据刑法规范承担责任。

另外, 对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时还会涉及出版

发行问题, 因此, 出版发行方面的法律规范也是网络信息

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该关注和遵守的行为准则。

31 2 责任类型与承担

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法律关系包括民事、刑事、行

政法律关系, 因此, 在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民事

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都会存在。法律责任一旦产生

就应该有责任的承担者, 即责任承担主体。责任承担主体

和侵权主体有时并不一致, 这主要取决于图书馆的法律属

性。如果图书馆具有法人资格 , 那么法律责任就由图书馆

承担; 如果图书馆是法人的内部组织或机构, 则应该由其

法人来承担, 此时图书馆是侵权主体但不是责任承担主

体。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侵权主体的图书馆就不承担

任何责任。一般情况下, 在法人承担责任后会向直接责任

人进行追究, 不过此时主要是行政责任或纪律处分了。

31 3 纠纷的解决

因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而发生纠纷的解决方法很

多, 协商解决、仲裁、提起诉讼等都是可以的, 而其中协

商解决是最理想的方法, 但就实际情况看, 订立合同并在

合同中约定发生纠纷时的争议解决方法则是最有效的手

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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