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信息交流流程的研究， 以往学者多从信息的

输入、吸收、输出和反馈这 4 个阶段来切入的。 笔者

认为， 以往的研究存在对信息交流内在流程研究不

足的问题。 为此， 笔者侧重信息交流的内在运行机

制，将信息交流分为客观信息的输入、认知主体的判

断、信息重组、主观信息输出与信息反馈 4 个阶段，
就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交流进行探讨。
1 客观信息的输入

客观信息是社会信息结构所容纳的信息积累与

凝结。 从其内在本质看，它是思想观念的总和，具有

精神世界的某些属性与特征；但从其存在形式看，它

又以物质载体为依托， 具有物质世界的某些属性与

特征。 客观信息是主观信息的物化，是显性的信息；
而主观信息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是隐性的信息。 因

为信息交流具有交互性的特点， 所以交流行为的实

现同时伴随着客观信息主观化过程和主观信息客观

化的过程。 在同一信息交流行为中，信息提供者和利

用者的角色反复对换，循环往复，最后形成一个闭合

的信息交流系统。
在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始终伴随着载体

和符号的运动。 载体具有变换与位移两种状态。 载体

变换是指信息从一种载体传递到另一种载体并引起

记忆转换的过程。载体位移是指同一载体的空间运动

或沿空间上的展延程度。 在载体变换过程中，信息要

从一种载体中的符号形式转换成另一载体的符号形

式。 在载体位移过程中，符号表现为保持状态［1］。 原

则上，图书馆应该是广泛而全面搜集信息的。 但实际

上图书馆往往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原因而对

此表现得力不从心。 为了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满足

用户需求， 图书馆通过用户的评价来决定信息输入

的价值。 就单个具体的图书馆而言，用户评价还具有

信息过滤的功能，表现在：
（1）与其他交流渠道一样，图书馆在搜集阶段排

除了对所处社会有破坏作用的信息， 或在提供阶段

阻止其传播。

（2） 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可能交流传送人类所

有信息，而只能是传送其中的一部分。 这就都造成了

选择和控制的问题。 所以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应该

利用网络的优势， 使客观信息的输入更加全面和更

加高水平，从而使用户的信息吸收、反馈更加优化。
2 认知主体的判断

客观信息通过信息交流被认知主体接受后，大

脑首先要对接收来的信息进行判断。 判断一般以是

否符合认知主体的信息需求， 是否与认知主体的信

息结构相匹配，是否具有效用性为标准［2］。 符合这些

标准的信息被保留下来，不符合的信息将被剔除。 对

接收到的信息价值的判断，留存的取舍，一般取决于

意识的参与；即使表面上无意识参与，但实质上也受

主体潜意识控制。
图 书 馆 提 供 的 信 息 可 能 并 不 全 是 用 户 所 需 要

的，用户还须经过自己的鉴别、判断，选择性的接收。
所以信息交流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与用户自身的知

识结构和信息素养以及内在经验有关。 交流能力的

强弱直接关系到交流主体对信息利用的程度。 交流

能力越强，对信息的接收利用程度越高；反之，越弱。
交流能力是用户对信息的获取能力， 对信息需求的

表达能力，对信息交流机构的利用能力，对交流技术

的运用能力，等等。 可见，交流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
需要在长期实践中才能培养起来。 交流能力的提高

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 如用户的文化素质、 外语水

平、运用现代化技术（电脑技术、多媒体技术、通信技

术等）的能力，国家的信息交流政策、交流环境，图书

情报机构的服务水准，等等。 图书馆如能帮助用户提

高其信息交流能力， 必能让用户的主体判断更加准

确有效。
3 信息重组

用户筛选的信息进入大脑， 大脑对输入信息进

行修饰、加工、处理并与原有信息相互作用，此时进

入信息重组阶段。 信息重组表明在信息交流中认知

主体对信息的接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体带有选择、

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交流的内在运行机制
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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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客观信息的输入、认知主体的判断、信息重组、主观信息输出与信息反馈 4 个阶段，探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交

流的内在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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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存储在内的积极的、复杂的心理加工过程。 因

此对任何个体或组织而言，能够接收什么样的信息、
对接收到的信息的领悟程度及注视角度都是有差别

的，这与主体原有的知识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经过信

息重组以后， 原有信息将产生信息守恒和信息变异

两种变化。
3.1 信息守恒

信息守恒是指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量不变的

规律 ［3］。 对于信息生产者而言，信息守恒可以理解

为，信息拥有者的信息被输出后，自身的信息量保持

不变；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信息守恒可以理解为，
如果接收了某一信息， 即使这个信息还不断地传递

给他，仍然不会有量的增加，是一种守恒。 信息交流

的这一性质不仅可以说明信息 在 交 流 中 具 有 共 享

性，而且也表明了交流的目的是获取未拥有的信息。
3.2 信息变异

信 息 重 组 产 生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结 果 就 是 信 息 变

异。 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信息在交流中无法高保

真地从信息的拥有者传递到信息的接收者， 即使交

流工具、交流通道设计得很完美。 由于信息交流过程

中尤其是多栈交流模式和非正式交流模式， 缺乏有

效的确保信息真实性的审查机制， 同时主体在交流

过程中所表达的信息容易受到噪声的干扰， 而交流

主体又无力对这些错误因素加以校正， 从而使信息

传递表现出非忠实复制的倾向。 而且，信息在交流中

受到社会环境、政策法律的影响和作用，使信息在复

杂的环境中呈现出突变的趋势，导致信息产生变异。
二是指客观信息被信息接收者接受以后， 必然要与

信息接受者的原有信息分子相匹配和结合， 进行信

息重组，从而使接收到的信息以新的形式表达出来，
信息发生变异。 可见，在信息交流中信息变异包括两

个层面： 一是信息在交流过程中由于噪声使信息不

能正确、真实地复制，导致信息失真，产生信息变异；
二是由于信息重组产生信息变异，也称为信息创新。
3.2.1 信息失真

信息失真是指在信息传递过程中， 信息经过载

体变换（如从口语转为文字、从纸张转为网络）、符号

变换（如将英语翻译成汉语、电信号转换到光信号）、
信息内容转换（如学科间知识的迁移）、信息结构差

异等在信息交流中所发生的信息表现形式及内容的

变化［4］。 在信息交流中，信息失真的衡量标准是信息

传递者的表出信息， 它是描述信息栈及信息接收者

在收到信息传递者所传递的信息内容时， 接收到的

信息与信息传递者表出信息的相似性的度量。 这一

标准对信息失真的衡量同样有效。 信息失真主要包

括 3 种形式：
（1）物理失真。 是指信息在传递交流中所依赖的

物质（包括载体及符号）在信息传播中发生物理性质

的改变，导致信息失真。
（2）语义改变。 在信息交流中，必然存在着语义

的转换。 信息交流除物的参与也有人的参与，而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精神世界的空间， 各个空间都是特

殊的。 所以信息交流过程中必然存在语义的改变。
（3） 语用衰减。 是指信息对于信息接收者的价

值。 对于接收者而言， 只有其需求的信息才值得传

递。 即使是需求信息也存在“饱和定律或边际效用递

减”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信息接收者对信息需求的

满足，尽管信息的客观价值没有改变，但对接收者的

语用价值却因为他己接收了其他信息而导致失真。
对于信息的物理失真和语用衰减， 由于其客观

性并不由某个人的意志决定，我们将不予以讨论。 在

这里主要讨论语义改变。 语义改变是信息失真重要

的表现形式，也是导致信息失真的关键因素。 语义失

真主要表现在认知主体对输入的信息产生不同理解

或歪曲。 究其原因，一种是由于认知主体的信息结构

不同，因此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即所谓“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无所谓对错；另外一种是对客观信

息产生错误理解或者是由于某种意图有意歪曲事实

掩盖真相，如日本人篡改教科书美化侵华罪恶。
3.2.2 信息创新

客观信息传入认知主体的大脑， 大脑对这些信

息进行加工， 某些信息分子与认知主体原有信息分

子相结合， 发生信息的变异， 产生另外一种新的信

息，即信息创新。 创新是对现有信息的超越。 认知主

体通过视觉和听觉接收客观信息， 通过概念加工和

语义加工产生新的信息。 信息积累是信息创新的必

要条件，随着客观信息不断输入，相关的信息积累越

来越多， 最后超过一个临界点， 从而实现信息的创

新。 信息创新是信息实现增值的必要条件。
图书馆信息交流的目的是让用户获取到其以前

所没有的信息，如何发掘用户的潜在信息需求，如何

在杂乱无章的信息堆中序化出有用的新信息， 就成

了图书馆的工作目标。 图书馆拥有大量的以各种载

体和各种形式存在的信息，它既是信息的存储者，又

是流通渠道；既是接收者，又是发送者。 它作为信息

交流的中介出现，具有多重性质。 图书馆有序化包括

内容有序和形式有序两个方面。 所谓内容的有序化，
如同百科全书编辑所做的工作， 要整理现存的科学

进展，搜集多学科的知识，并鉴别真伪，从各种表述

中进行选择和压缩，从而成为简括的条文［5］。 形式的

有序化是以科学分类为依据， 将无序的信息文献载

体按分类或其他标准处理， 使其成为有序的文献载

体集合体， 并且向使用者提供从这些集合体中获取

信息的手段。 图书馆必须尽量减少噪音干扰，减少交

流栈，开发新的物理保存手段，减少语用衰减，确保

信息守恒和信息的真实性； 并帮助用户正确理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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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积累信息，不断创造新信息。 所以在信息重组阶

段，图书馆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经过图书馆序化的

信息，更容易被用户准确高效地理解和接收。
4 主观信息输出与信息反馈

信息交流是信息的双向流动， 与信息传递行为

不同，它更强调信息的交互性。 通常意义上的反馈是

指比较系统的实际输出与预期的输出， 并将比较所

得的差别反馈给输入， 以期对信息的再次输出产生

一定的影响。 比如，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反馈指计

算机将学生的反应与预期的反应（即问题的答案）作

比较，并将比较的结果呈现给学生的人机交互过程。
信息输出和信息反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在于

任何系统只有通过信息的反馈调节输入， 才能实现

控制输出；区别在于，信息输出相对于信息输入，其

反馈则重在对输出信息的评价。 通过上面论述可以

得出，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客观信息进入认知主体以

后主要产生信息守恒和信息变异两种形式。 将客观

信息输入认知主体之后发生的 变 化 与 输 入 前 相 比

较，可以作为评价信息交流效果的参考依据。 对于信

息守恒而言，如果这个信息是属实的，那么信息交流

效果就是好的；如果这条信息原本就是错误的，又被

忠实拷贝以后传播出去，就会形成“以讹传讹”的现

象。 对于信息失真而言，如果这个信息是错误的，而

由认知主体加以纠正传播出去， 那么交流效果就是

好的。 由于主体信息结构不同对某一信息理解呈现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是应该鼓励的。 对于信

息创新而言， 对信息的输入和信息的输出效果评价

都是最佳的，相应其交流也是最成功的，它是信息变

异最高级层次，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动力之源。
总之，从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之日起，所进行的信

息知识交流便不再仅仅是一个有序化过程。 图书馆

信息交流向社会输出的有序信息集合在客观上起到

了促进信息增长的作用。 因有序化的信息集合能够

使信息接收者更快地、更全面地了解某些信息领域，
避免社会的重复劳动，也节省了信息生产者的时间，
因此，它提高了信息交流的效率，从而也就提高了信

息生产的效率，促进了信息增长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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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的发展水平显示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水平、科技实力以及经济发展潜
力。 拥有专利技术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 因此加快专利技术的发
展是各国、各地区追求的重要目标，尤其对于经济欠
发达、欲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安徽省更是如此。 本
文在分析安徽省专利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运用灰色
关联分析法研究影响专利发展的主要因素， 进而提
出加快安徽省专利技术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安徽省专利申请总量和结构现状

1．1 申请总量

2000 年安徽省专利申请量为 1 877 项，2006 年
为 4 679 项 ，2009 年 增 加 到 16 386 项 ，2000~2006

年，年均增长 16.44%，2006~2009 年达到 51.86%。 由
此可见，安徽省专利申请总量在 2006 年以前增长缓
慢，而 2006 年安徽省知识产权（专利）事业“十一五”
发展规划的出台， 安徽省专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专利申请总量增长迅速，如图 1 所示。
1.2 结构

2000~2009 年 安 徽 省 三 种 专 利 发 展 结 构 不 均
衡，发明专利申请量占申请总量比例偏低。 2000 年
发明专利占申请总量的比例仅为 16.04%，近几年才
有所上升，2007 年达到 26.39%，2009 年为 27.25%。
与此同时，外观设计专利所占比例有所降低，实用新
型专利比例有所提高，由此可见，安徽省专利申请量
的结构变化特征。 专利申请单位申请数量如图 2，个

安徽省专利发展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徐向龙

（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蚌埠 233041）
摘 要：介绍了安徽省专利发展的现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影响安徽省专利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专利 影响因素 灰色关联分析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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