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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福利的内涵有着深远影响。在广泛综述关于社会福利、信息福利社会、信息贫

困与数字鸿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信息福利的概念,分析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作用与基本构成,通过问

卷调查、访谈及案例分析,指出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非制度途径与制度途径两大部分,其中前者主

要满足人们的基本信息需要,而后者则能够满足人们较高层次的生存、发展及精神享受的信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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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de rev iew s on social w elfare, inform ation we lfare soc iety, inform ation poverty and d ig ital d iv ide, th is paper advances the concept of

∀ so cia l in fo rm ation w elfare# and ana lyzes its content, functions and com pos ition. A t the end, the paper conc ludes that the socia l info r

m ation we lfare is realized m ainly through institutiona l and non institutiona lw ays, and the form er mee ts public basic inform ation needs

w hile the latter m eets public sen io r inform ation needs in liv ing, deve lopm ent and happ 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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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人类福

利水平的增加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社会福利的充

分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资源的开发与信息技

术的应用, 信息福利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在一些更崇尚低福利供给、高市场竞争的社会,比

如美国,也对社会信息福利给予了高度重视。迄今为

止, 美国是世界上政府信息资源免费进入公共领域范

围最广的国家
[ 1]
,拥有成熟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

一个社会的信息福利表现在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改

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以 1991年到 2000年左

右的美国 ∀新经济 #时期最为显著。但是, 另一方面,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信息贫困、数字鸿沟问题也比

较严重,弱势群体在信息获取与利用方面存在着较大

的困难,这又反过来拉大了人们在教育、经济、精神与

文化方面的福利差距。在联合国的倡导下, 世界各国

对于数字鸿沟与信息贫困给予了高度重视,也有些国

家提出了构建信息福利社会的倡议。

信息供给作为一种社会福利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但是由于信息福利不像经济福利与其他社会福利那样

与人们的基本生存直接相关, 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要讨论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

构成及其实现途径。

2 社会信息福利概念发展的理论回溯

2. 1 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

福利是人类需要得到满足的状态,既包含物质需

要的满足,也包含心理与精神上的幸福感。经济学家

庇古 (A. C. P igou)认为, 个人的福利因自己的满足而

产生,这种满足可能是因为财物的占有,也可能因其他

方面 (如知识、情感、欲望 )而产生
[ 2]
。福利可以分为

经济福利与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从狭义来看,主要是一种社会保障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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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排,指通过政府政策干预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从而满足人们社会、经济、教育和医疗的需要,实现社

会公正;而从广义来看, 除了指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

外,还指人类社会的幸福状态,它不仅是一个客观的、

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标准, 也可以从社会成员主观心

理的角度来进行衡量。在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

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之外,人们对于爱、尊

重与自我实现也有更多的需要。因此,社会福利除了

体现为货币和实物形式之外, 还应包括对社会成员的

情感、精神以及发展提供救助。

对于精神福利的关注已不仅停留在学术研究领

域,而且进入了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在 ∃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提出了 ∀人文贫困 #

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的因素, 也包括人均

寿命、卫生、教育与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
[ 3]
。胡象明认

为广义的社会福利包括政治福利与经济福利 ( 2002),

公共政策的制定除了考虑公共经济产品之外, 还应考

虑公共政治产品和公共文化产品的建设。所谓公共政

治产品包括优良的政治制度、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和

强大的公共治安和国家安全能力,而公共文化产品则

包括健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节目等
[ 4]
。

2. 2 与社会信息福利相关的研究

在信息社会,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社

会福利,都与信息的接受和利用密不可分。关于信息

福利的研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学科领域:

一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主要考察交易中信息状

态改变对交易双方福利的影响,集中于不对称信息经

济学领域, 可以粗略地分为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分别

对参与人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共信息的福利价

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私人或代理人的福利影响,

二是对社会的福利影响, 两者常常相互矛盾。 J in与

T roge ( 2002)的研究表明,在特定产业,由政府提供的

公共信息对于公司利润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相互冲突

的。政府过早地提供需求信息可能会提高社会福利,

但是会降低公司的利润
[ 5]
。在一些高度敏感的市场

中, 公共信息的某些属性使它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成为

双刃剑。代理人对于公共信息过度反应,使得一些未

经认证的新闻或错误报道可能引起巨大损害。如果信

息提供者预期到这种效果, 就会降低公共信号的精确

性,从而使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不再相互替代,而是聚

合
[ 6]
。

二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关于信息的社会福利作

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格兰诺维特的 ∀弱关系充当信息

桥 #的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在组织交流或人际交流

中,弱关系是有力的, 因为它可以充当信息传递的桥

梁
[ 7]
。通过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人们扩大社会交往,

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的福利。这里隐含着

一个潜在的假设,即信息传递对于个人或组织扩大社

会联系、获取社会福利资源是重要的。

三是关于信息福利社会与信息福利国家的研究主

要指在信息社会中,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及其基础设施

本身作为社会福利的形式对公民的福利水平发挥作

用。

最早明确提出的信息福利概念包含在 ∀信息福利

社会 #的概念之中。M IT出版社出版的 ∃国家信息基础

设施项目的视点与政策设计 % ( 1997)一书中包括 An

nem arieMunk R iis题为 ∀信息福利社会:丹麦政府为信

息时代所做准备的评估 #的章节 [ 8]
,明确地提出了信息

福利社会的说法。V igdis F innbogad ttir女士 ( 1998)在

国际信息伦理学会议的闭幕词中,提到了在大学之间

建立免费的信息交换系统的可能性,并且指出 ∀我们需

要考虑建立一个信息福利国家,或者将信息融入福利

国家哲学的可能性 #[ 9]
。她所指的信息福利国家实际

上是指在一个国家中可以免费获得的信息服务系统或

制度。 F lorid,i L. ( 1999) 指出提高信息福利需要通过

三个方面来实现:在信息圈中扩大信息数量、提高信息

质量、丰富信息种类 [ 10]。

在信息化发展最快的阶段,一些研究将信息社会

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讨论由于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

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以丹麦、芬兰

等福利国家居多。 ∃虚拟威胁、信息福利与关键设施的

保护:保卫美国本土 % (Anthony& Cordesm an, 2001)一

书认为美国正处于信息福利之中,这里所说的信息福

利主要指美国在计算机、电子数据存贮与转换以及与

通讯网络的高度整合中处于领先地位及其所带来的便

利
[ 11]
。 Castells与 Hmi anen ( 2002)研究了芬兰模式。

芬兰是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相结合的典范,被称之为

芬兰模式。诺基亚与 L inux是芬兰信息产业的支柱。

芬兰模式的特点是它尽力将技术、经济成功地与社会

公平与正义联系在一起。对芬兰模式的研究表明芬兰

创造了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之间的 ∀良性循环 #:成功

的信息社会给予福利国家以持续不断的财政支持,反

过来福利国家又为信息社会的持续成功造就出受过良

好教育的人才
[ 12]
。

四是社会福利意义上的信息福利研究。此类研究

大多蕴含于数字鸿沟、信息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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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息福利与信息贫困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明确

针对信息福利的研究远不如关于信息贫困的研究那样

常见,这可能与福利概念的广泛含义以及对福利制度

的争议性看法有关。近年来关于信息贫困与信息鸿沟

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际电信联盟 ( ITU, 2002)指

出: ∀数字鸿沟可以理解为,由于贫困、教育设施中缺乏

现代化技术以及文盲而形成的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

间、城乡之间以及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在获取信息和

通信技术方面存在的不平等
[ 13] #。经合组织 ( OECD )

认为,数字鸿沟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

庭、企业和地区之间在获得信息通信技术的机会及在

互联网的使用上存在的差距
[14]
。 Johannes J. B ritz

( 2004)从伦理学的角度,将信息贫困界定为:个人或团

体在给定条件下,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或物质条件来

有效获取、正确理解与应用信息的状态。其特征为重

要信息的匮乏与信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
[ 15]
。针对全

球信息贫困与数字鸿沟问题,联合国曾经声明: ∀我们

的目标是所有人对基础通信与信息服务的广泛接入,

以帮助实现社会发展目标, 建立有效使用新技术的能

力&&我们特别关心用于弥补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之

间鸿沟的资金需求
[ 16] #。

关于数字鸿沟与信息贫困的研究中蕴含着丰富的

信息福利思想, 但明确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文献很少。

韩国教授金文朝与金锺吉提出了信息福利权的概念,

认为信息福利权主要包括信息接入权、信息利用权与

信息接受权三个方面的内容: ∀努力消除由数字鸿沟造

成的新不平等背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个信息基础

上的福利社会。 &&在信息时代,社会的全体成员应

该被保证具有平等的权利去接入信息、获得有用信息

并且自主地享受信息。换言之,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

作为公民权, 国民应该被保障具有接入信息媒体的权

利、接受信息服务的权利、信息的利用权利以及信息福

利的权利。# [ 17]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信息供给的丰

富程度与被社会公民接受和利用的程度作为社会福利

度量的含义日益明确,提出社会信息福利的概念将有

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代社会由信息供给所带来的

福利水平的增加,方便人们考察此类福利在各国的分

布不均状况。这个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

涵, 它比信息贫困或数字鸿沟概念具有更多的建设性

和能动性, 将会成为信息社会与社会福利两大研究领

域重要的理论创新。

3 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与概念模型

3. 1 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

从福利的基本含义出发, 社会信息福利可以从以

下三个层次加以界定:

从广义上来讲, 社会信息福利是指社会中的公民

或组织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产品、信息服务及其所带

来的物质收益与精神愉悦。广义的社会信息福利来源

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改进,其具体的提供渠道

包括公共部门、市场、家庭和个人。其获取方式包括有

偿获取和无偿获取两种。

从中义上讲,社会信息福利是指公共或非公共部

门 (包括政府、公益性机构、企业 )以公益性服务方式

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不包括从市

场获得的信息福利。中义的社会信息福利主要包括:

政府将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向社会提供,以保证公民能够平等地接入、利

用和接受到相关的信息服务; 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公

益性信息服务;企业以公益方式向社会提供的信息产

品和信息服务。中义层次的社会信息福利以免费获取

为原则,包括基本的成本补偿收费方式。

从狭义上讲,社会信息福利即指政府的社会信息

福利保障制度, 主要是政府通过社会再分配方式,为

∀社会信息弱势群体 #提供最低的信息服务保障和救

济。狭义的信息福利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信息权利,使

得公民能够通过利用最低限度的信息资源获得基本的

生存、发展与精神愉悦的机会,其最明显的标志是最低

社会信息服务保障线。狭义的社会信息福利以完全免

费为原则。

3. 2 社会信息福利的理论模型

在广义的社会信息福利的理论框架中,共有三个

核心概念以及一系列属性特征,这三个核心概念是:社

会信息福利、社会信息福利的提供者与社会信息福利

的接受者。由于社会信息福利所涵盖的内容比较复

杂,根据前文所做的文献综述,借鉴信息化水平度量等

相关理论的分析视角,将三个概念间的关系用模型进

行描述,见图 1。由于图 1状如卡车,本文将之称为社

会信息福利理论的 ∀卡车 #模型。

图 1抽象描述了社会信息福利从提供者到接受者

之间基本的实现过程。关于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属性

特征需要从八个方面来分析, 包括四个内容特征与四

个形式特征。社会信息福利的传递形式包括其技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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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经济形式。社会信息福利的提供者范围广泛,而

部分社会信息福利的接受者同时也是社会信息福利的

提供者。

图 1 社会信息福利理论的 ∀卡车#模型

3. 3 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属性分析

要想充分把握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含义, 需要从

它的历史性来源、作用、内容、效用层次、载体形式、时

间特征、空间特征以及测度属性来考虑。一些属性如

载体形式、时间特征、空间特征与信息产品或服务的基

本特征相重合,而其历史性来源、作用与信息技术革命

以及人类精神福利的增加有关。

根据提供者的不同性质以及接受者不同的信息需

求,可以把社会信息福利分为:情感信息福利、经济信

息福利、教育信息福利、科技信息福利、卫生信息福利、

文化信息福利与政治信息福利。从微观层面来看,这

些信息福利满足了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

受接受者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信息技能等因素

的影响,接受者所接受的信息福利,具有不同的效用层

次,包括:可能得到的信息、可以接入的信息、可以获取

的信息、可以理解并利用的信息。可能得到的信息指

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信息与知识资源, 它既包括可以接

入的信息, 也包括由于一些原因暂时不可接入但将来

可能会接入的信息, 比如尚未解密的政府信息或者价

格过高的教育信息。可以接入的信息意味着在法律和

技术上均已经不存在障碍, 这个层次的信息已经具有

了福利特征。可以获取的信息意味着接受者具有一定

的经济能力和信息检索能力, 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

息。可以理解的信息意味着在所有相关的信息中,接

受者具备了语言、时间和知识准备来充分理解所获取

的信息。可以利用的信息指接受者真正利用或储备在

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并取得回报的信息。

从提供者到接受者,不同效用层次的信息福利其

信息内容不断减少,所蕴含的福利价值量却不断增加。

从提供者的角度来讲,可以接入的信息就是信息福利。

但是对于接受者而言,只有运用了相关信息并获得回

报的才是福利。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从提供的角度来

考察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

4 广义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

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包括非制度途径与制度途

径。所谓非制度途径主要指从家庭与社会关系获得的

信息保障,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而制度途径主要指

政府通过建立相应的信息福利法规、进行转移支付与

收入再分配、投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资源建设

等方式,保障公民的信息福利权利,为信息弱势群体提

供救助。制度性途径具有普及面广、稳定性强、保障力

度大等优点。两种途径在功能上有所不同, 两者互为

补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性信息福利保障将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1 社会信息福利保障的非制度途径

在人的基本安全感与幸福感中, 来自于家庭成员

之间的信息交流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失去了这一层信

息保障,人们就会感到孤独与抑郁,甚至影响身体健

康。一些老弱病残者和儿童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较

低,因此更加依赖于家庭信息传递。专家们认为人与

人之间的信号传递, 对维护心血管功能有益。研究发

现,患有冠心病及高血压病症的老人,单独生活者再次

发病的概率是有同伴患者的 2倍
[ 18]
。上海已经出现

了专职为老人提供谈心服务的 ∀聊天护士 # [ 19]
。

在传统的社会交流网络中,除核心家庭之外,社会

关系 (指各种亲戚网络与邻里关系 )是人们最为普遍

的信息交流途径。这实际上是一种 ∀强关系 #信息交

流的不断强化,具有传统社会相对保守、不够开放的特

点,不利于人们拓展自己的 ∀弱关系 #,从而获得更多

有益的信息和发展机会。在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交流

网络里,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近年已有较大的改善。

4. 2 社会信息福利保障的制度途径

制度性供给途径为公民提供更为正式、更为普遍、

层次更高的社会信息福利保障,包括公共性供给与市

场供给两种途径。

4. 2. 1 公共领域的信息福利供给 公共领域的信息

福利首先表现为公民对于公共信息资源的平等接入,

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两种形式。

政府是社会信息资源最大的生产者、采集者和拥

有者,政府信息公开将大大提高公共领域信息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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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与数量, 从而增加公民可获取的信息资源。世界

上许多国家的信息公开法律规定公民可以免费或以成

本价格获取政府信息,这对于提高公民的信息福利水

平有重要的意义。

由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社会信息福利规模较小,但

形式多样。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档案机构是由政府主

导的重要公益性非营利信息机构,在为公民提供信息

知识、记载历史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是公民信息福利保障的重要来源。

4. 2. 2 信息福利的市场供给 除了公共领域的信息

保障之外, 信息市场的不断完善对于提高社会信息福

利具有重要作用。信息产品具有高固定成本、低复制

成本和一定的公共品特征, 随着使用规模的扩大成本

会不断降低。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使用

成本的不断下降,这使得全社会的信息福利水平大大

提高。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提高体现在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比如免费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以及互联

网上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众多的商务网站、门

户网站和数据下载服务等, 使得公共信息资源空前增

加,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的信息接入、接收和使用水平,

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信息福利水平。

5 结 论

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提出,基于信息社会与和谐

社会的双重背景,是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

要求。社会信息福利是信息时代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其他社会福利如经济福利、政治福利、教育

福利、文化福利、安全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等有基

础性支撑作用,对于社会公民的生存、发展与精神享受

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包括制度性

保障与非制度性保障两大部分。其中非制度性保障以

家庭为核心,主要满足公民生活中的基本信息需要,而

制度性保障则为公民的生存、发展与精神享受提供更

高层次、更大范围、更稳定持久的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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