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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运动生态协同演进论纲

裴成发

山西大学管理学院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主要结合国内外研究状况，以场论、集合论、价值链理论和协同学等不同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研究基础，

在对信息运动生态研究状况进行揭示的同时，着重就信息场中的拓展与收缩、信息运动生态位移及影响以及信息

生态链等协同演进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提出信息运动生态协同发展的基本思想，以期为我国信息资源生态建

设和信息运动实践提供一些理论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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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回顾信息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过程的角度看大

致经历三个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为信息生态学的孕

育与产生时期，主要在于对信息生态的分学科及信息

生态要素的研究，以 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ＭｅＬｕｈａｎ所提出“媒

介生态”和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Ｍ“信息生态中的伦理问题”为

代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为从信息生态要

素研究向信息生态系统转移阶段。该阶段中，理论界

在继续对信息生态要素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信息生

态系统的探索，应以拉斐尔·卡普罗的《信息生态学进

展》和《迈向信息生态学》为代表。２０世纪到９０年代

以后为信息生态学的拓展和应用阶段，则以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与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Ｐｒｕｓａｋ１９９７年的《信息生态

学：掌握信息与知识环境》为标志，因为这是将信息生

态学较早运用到企业的信息生态构建中。

　　从内容的角度看，信息生态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

４个方面：①信息生态要素的研究；②信息生态的初步

探索；③企业信息生态的研究；④知识生态的研究。如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在 １９７５年创立知识生态学，对知

识、人类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初步构建了知识生态系统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国

外目前主要是基于系统科学的思想将信息生态看成是

复杂系统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如 ＫａｒｅｎＳ．Ｂａｋｅｒ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Ｃ．Ｂｏｗｋｅｒ在《信息生态：基于数据存储和识

别的开放系统环境》中将信息生态成分概括为三种类

型［１］。

　　国内对信息生态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①信息

生态定义与内涵的研究，以１９９０年张新时院士提出信

息生态学的概念为标志；②对信息生态调控和生态系

统的研究，如陈曙的《信息生态的失调与平衡》（１９９５

年）、《信息生态研究》（１９９６年），李美娣的《信息生态

系统的剖析》（１９９８年），蒋录全的《信息生态学———企

３４



　　 ＜＜情报研究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业信息管理的新范式》（２００１年）、《信息生态与社会可
持续发展》（２００３年），田春虎的《信息生态问题初探》
（２００５年）等。与国外比较来看，国内对信息生态的研
究，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仍然站在各自学科领域的角

度来探讨问题，对信息生态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还不够。

　　如何进一步开展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深层次研究，
笔者认为应该明确以下基本理念：①信息生态应该是
基于信息运动的一个螺旋式发展的复杂系统。②信息
运动生态系统应该由信息生态场、信息生态位、信息生

态链构成。而信息生态链中主要包括信息场位系统、

信息运动系统，即信息生产、组织与处理和转移与利

用；信息环境系统，即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政策法

律系统。这三个系统在内涵上相互交融在一起才构成

完整的信息运动生态系统。③信息是运动的，生态是
变化的，信息生态链是不断震荡的。从信息运动的角

度看，无论是生物信息，还是感觉信息均是信息，因为

他们同样有符号、符号编码和与符号相对应的信号，这

和人际间信息运动和工业生产中各个生产环节间的信

息运动没有任何原则差异，只是具体的信息、符号以及

信号不同而已。可见信息运动既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展

开，在组织与组织之间展开，在人与组织之间展开，也

可以在组织内部、组织外部展开，由此说明信息运动是

广泛的。同时由于信息运动不再局限于通讯工程和人

际间信息运动，而是拓展到生物现象乃至社会现象，又

说明了信息运动的普遍性。信息在运动的过程中始终

是依据其周围环境、运动系统或者是信息生态的不断

变化而动态地显示其生存状态。系统的运动变化（包

括演化ｂｅｃｏｍｉｎｇ）都是凭借组成该系统各个部分之间
的信息交换实现的，也正是在系统运行中显示信息ｂｅ
ｉｎｇ状态。为此，在研究具体情况的信息运动时必须对
系统性状一并考察，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信息运动取得

实际的依托［２］。在这些理念之下，如何基于信息运动

理念，探讨信息运动生态的变化规律，促使信息运动生

态协同演进？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应该立足于信息

场———信息生态位———信息价值链———信息运动生态

系统这样一个主线展开研究。

２　信息场问题

　　场的概念是用来描述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的，通
常有标量场和矢量场之分，“只有大小的量称为标量

（ｓｃａｌａｒ），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称为矢量（ｖｅｃｔｏｒ）”，
“若物理量是标量，其场称为标量场（ｓｃａｌａｒｆｉｅｌｄ）；若物

理量是矢量，其场称为矢量场（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ｅｌｄ）”［３］。基于
场的含义，前苏联学者别尔格认为有“信息场”存在。

根据香农的信息论，在每个信息场中，含有一定的信息

量。相对于其他信息场，它既是信源，也是信宿。因此

可以认为，信息场是信息在空间的分布。在对信息场

中的研究中，应关注信息场要素及内涵、信息场的场力

与场强等。目前不同学科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诸

如在对场力研究中郭咸刚在《Ｇ管理模式宣言》（新华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中将管理场力分为４个基本要素，即
权力是决定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力量，经济力是企业

原始的内在驱动力，知识力是企业的制胜力量，文化力

是决定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并且认为应以文化

力为主导力量，以知识力和经济力为支撑，以权力作为

保证［４］。张凯在论及信息场强时提出“主要对信息场

的数学结构和可拓展性等进行研究，对信息场对某个

信息点的具体作用力以及场强等进行研究”［５］。研究

信息场的基本目的在于对信息场的拓展与收缩程度的

把握，进而研究信息生态系统的整体变化规律，因此对

信息场的拓展和收缩研究当是该问题的一个重点。同

时，在对信息场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将更加关注由于信

息生态的变化而导致的信息场变化方向与规律的研

究，具体包括信息场的拓展与收缩的基本机理，信息场

拓展与收缩对信息场内、外信息存在方式和信息量的

正、负影响，以及对信息运动生态链的震动幅度和震动

力等。正如ＲｏｄｎｅｙＢｅｎｓｏｎ．在其《Ｒｅｖｉｅｗ：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ｅｗ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ｆｏｒＭｅｄｉａＳｔｕｄ
ｉｅｓ》中对媒体新闻场的辐射影响研究中发现，媒体新
闻场尤其是对中间的影响度较大，说明媒体新闻场的

场力比一般社会场大［６］。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主要

在于清楚地揭示信息场要素的内涵，信息场内部各要

素之间的关系，不同信息场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场的

场力大小、场级高低等对整个信息运动生态系统的综

合影响等。

３　信息生态位问题

　　关于生态位内涵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当推 Ｇｒｉｎ
ｎｅｌｌ、Ｅｌｔｏｎ和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分别给出的“空间生态位”、
“功能生态位”和“多维超体积生态位”［８］。１９１７年 Ｊ．
Ｇｒｉｎｎｅｌｌ在《加州鸫的生态位关系》中从生物分布的角
度解释生态位概念，称之为空间生态位。１９２７年 Ｃ．
Ｅｌｔｏｎ在《动物生态学》一书中首次把生态位概念的重
点转到生物群落，指出“一个动物的生态位是指它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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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环境中的地位，指它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称之为

“功能生态位”。到１９５７年Ｇ．Ｅ．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建议用数
学语言、抽象空间来描绘生态位。例如，一个物种只能

在一定的温度、湿度范围内生活，摄取食物的大小也常

有一定限度，如果把温度、湿度和食物大小三个因子作

为参数，这个物种的生态位就可以描绘在一个三维空

间内；如果再添加其他生态因子，就得增加坐标轴，改

三维空间为多维空间，所划定的多维体就可以看作生

态位的抽象描绘，他称之为基本生态位。但在自然界

中，因为各物种相互竞争，每一物种只能占据基本生态

位的一部分，他称这部分为实际生态位”［７］。尽管国外

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生态位概念，但事实上任何生态位

都包含地位、空间和功能这些基本要素，上述观点足以

说明生态位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由于信息生态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生态，它是由信
息主体的行为不断实施而构建的。在信息生态位的研

究中，应该以生态位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为依托，构建信

息生态位的基本内涵。由于生态位理论对生态位形态

的描述呈现多元化模式，这就需要借鉴集合论的基本

思想。因为信息生态的内涵本身就是具有集合之含

义，如ＡｌｅｘｅｉＬ，Ｅｒｙｏｍｉｎ认为“信息生态被看作是人们
在信息交往的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而且更

多地将信息生态看作是一个集合概念，包含了信息的

质量、管理、产品和价值以及信息服务与需求的评估

等”［９］。鉴于此该部分主要从集合论的角度对不同集

合状态下信息生态位的内涵、信息生态位形态和信息

生态位的位移与影响进行探索。既然信息生态位是以

人作为主体，那么必然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需求的不

同，出现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信息人。因此对不同

类型和不同层次的信息人在信息生态环境中的特定位

置进行研究，就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①对具有交
互关系状态的信息生态位的研究，诸如重叠状态、包含

状态和交叉状态；②对处于分离状态的信息生态位进
行研究，诸如相邻关系、远离关系等。在对生态位形态

研究中已经提出生态位测度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

包括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生态位体积和生态位维

数等。如生态位宽度是指“一个种群（或其他生物单

位）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一般地说，一个种

的生态位越宽，该物种的特化程度就越小，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就越强”［１０］。此外还要对随着信息、人、时空环

境的变化而产生新的信息生态位进一步研究，具体包

括信息生态位的位移幅度的判断，信息生态位的位移

对原集合内外其他信息生态位的影响，对相关信息场

的影响以及对信息生态链的结构性影响。

４　信息生态链问题

　　在信息生态链研究中，强调价值理论和价值链，其
主要原因就是构建或优化信息生态链的基本目的在于

使信息效用最大化。在任何一种生态系统中通常都要

强调价值理论。正如波特在其《竞争优势》中提出的

企业价值链，在价值链理论中特别强调组织的基本活

动和辅助活动，其中基本活动包括生产经营、市场销

售、服务以及企业的内外部后勤活动等；辅助活动包括

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研发和采购等，由这两

方面共同作用形成了企业利润获得的基本框架。可见

企业价值链研究就是研究企业的基本活动和相应的辅

助活动来充分增加企业利润。信息生态链中包含了信

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这些构成信息生态的基本要素，

是信息生态的集中体现。任何组织的信息价值链同样

表现在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个方面，如果利用波特

的价值链模型构建的基本思想，我们可以认为信息生

态链所包含的基本活动为信息描述、信息组织、信息检

索、信息传递与转移等，而这些基本活动的开展必然需

要一定的辅助活动，如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组织文化和

信息资源等。在组织信息价值链的基础上，如何实现

信息的效应最大化，就取决于信息生态链的完备和自

适应程度。信息生态链研究的关键主要应该就是对信

息提供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消费者和信息分解者的价

值理念、道德信念以及信息共享的机制、产权约束与保

障等问题进行探讨［１１］。这里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方面研究信息生态链的完备程度，即信息生态链

要素是否完备，各要素中的要素成份是否完备等；另一

方面研究信息生态链的自适应程度，即信息生态链要

素或要素成份的异动对信息生态链产生的振动幅度及

影响程度，以及是否能够实现自组织和自动修复。这

样才有可能提出可以调控和具有风险预防并使信息价

值最大化的信息生态链模式。之所以对信息生态链中

的要素、要素作用及关联等问题较为重视，是因为“信

息生态链是信息生态系统中不同信息人种之间信息流

转的链式依存关系”［１２］。如果没有一个要素完备、自

适应性强的信息生态链，就无法实现信息运动和完成

信息流转。

５　信息运动生态协同演进

　　协同学理论源于现代物理学和非平衡统计物理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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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一门研究完全不同的学科中存在的共同本质特

征的横断科学，也可称为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

论［１３］。在研究信息运动生态演进问题时，之所以强调

需要基于协同学，是因为子系统、序参量、自组织是其

基本要素，而“自组织是在没有外界因素驱使下，开放

式（与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系统在其子系

统或元素间竞争—合作机制作用下，自发出现新的宏

观（整体）有序结构—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新结构的

现象。自组织理论是协同学的核心理论”［１４］。信息运

动生态是由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信息组织者与

信息传播者共同构成的信息循环系统。正如前面所提

到ＫａｒｅｎＳ．Ｂａｋｅｒ＆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Ｃ．Ｂｏｗｋｅｒ提出的信息生
态系统构成中由项目、团体和合作（合作者）构成一个

复杂系统，仅在项目中就涉及“场、数据采集、组、实践、

重要事件、测度、异质、假设、论文、产品训练、规律

等”［１］。从其模型中可以看出，该系统不仅包括信息、

信息资源，还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同样包括大环境。换

言之，信息运动生态系统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系统

构成，即信息时空分布链，信息位—信息场—信息能；

信息运动链，信息生产—信息组织与处理—信息传播

与利用；信息环境链，政治—经济—科技—政策—法

律—文化等，如图１所示：

图１　信息运动生态系统

　　在如此庞大的体系中，究竟如何实现信息运动生
态的动态平衡？首先，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平衡是

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内部

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状态。“如果信息

生态系统中的某些因子有较大的改变，打破了暂时的

稳定，而其他生态因子也将会逐渐发生变化与已有较

大改变的生态因子适应，又会达到新的稳定状态”［１５］。

其次，要解决信息运动生态的协同发展与演进问题，主

要应对信息时空分布链的结构合理性、信息运动链中

的信息流偏离度、信息生态链中政治文化的适应性、科

学技术的基础性和政策法律的保障性等进行研究，对

信息生态位和信息场的协同性、对信息生态链要素之

间的协同性等也要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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