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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责任内涵解析
欧阳元新 熊璋 刘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工程研究中心

信息社会，是指随着信息科技

的发展和应用，人类迈入的新型技

术社会形态。在信息社会中，虚拟空

间与现实空间并存，人们在虚拟实

践、交往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型的

社会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以及行为

关系。[1]信息社会责任，则是指信息

社会中的个体在文化修养、道德规

范和行为自律等方面应尽的责任。[2]

信息科技重塑了人们沟通交流

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不断改变着

人们的思维与交往模式。一方面，伴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被互联网联结

在一起，物与物之间、系统之间、行业

之间甚至地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

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性越来越

大。然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面

对面交流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看上

去社会关系趋于松散，但是每个社会

成员对社会的“影响力”却与过去的

时代有着本质的不同，非信息科技从

业人员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因

此，每个信息社会成员都需要明确其

身上的“信息社会责任”。

● 遵守信息相关法律，维持

信息社会秩序

法律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系

统，信息法凭借国家强制力，对信息

行为起强制性调控作用，进而维持

信息社会秩序，具体包括规范信息

行为、保护信息权利、调整信息关

系、稳定信息秩序。[3] 

2017年6月，我国开始实施的

《网络安全法》是为了保障网络安

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

会信息化健康发展而制定的法律。

其中的第十二条明文规定：任何个

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

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

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

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

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

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

合法权益等活动。

● 尊重信息相关道德伦理，

恪守信息社会行为规范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

关于信息伦理和信息素养的讨论，

不过早期的讨论主要围绕信息从

业人员展开，将其视作信息从业人

员的一种职业伦理和素养。进入21

世纪以来，信息科技的日益普及显

著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

入发展，同时也切实改变了人们生

活和社会交往的方式，现实世界与

虚拟世界交融和并存的新时代逐

渐成型。

虽然法律是社会发展不可缺

少的强制手段，但是信息能够规范

的信息活动范围有限，且对于高速

发展的信息社会环境而言，法律表

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秩序形成的

初始阶段，伦理原则、道德准则的

澄清则是立法的基础。

以个人隐私保护为例，该问题

是信息伦理研究中最早出现的问题

之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每年都

会新提出一些明确需要被保护的

隐私内容，但是法律条文则无法做

到如此快速地更新。如果说信息法

律是信息活动中外在的强制性调

控，那么信息伦理道德规范则是内

在的自觉调控方式，二者目标一致，

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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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绝对国家、社会和他人

的直接或间接危害

信息科技对社会的渗透无处

不在，同时，互联网把全世界紧密

联系在了一起，地域的意义被削

弱，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因此浮出台

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与地域文化

和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

同样面临演化的问题。例如，A国的

公民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些有

争议的文档，B国的公民可以访问

该网站并下载这些文件，但下载行

为会触犯B国的法律。那么，是否

应该禁止A国的公民发布这些在A

国合法但在B国不合法的文档？另

外，智能终端的普及使时间和空间

没有了阻隔，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

流变得越来越少，导致了人们的集

体意识越来越淡薄，社会意识也

随之慢慢降低。

因特网的普及同样引发了匿名

对实名的冲击，每个网民都可以到

不同的站点用匿名的方式发表自己

的思想、主张——不文明用语屡见

不鲜，各种无视事实的“网络喷子”

层出不穷，导致网络空间“乌烟瘴

气”。此外，一则信息可能在短短几

分钟内传播至数千乃至上万人。如

果信息不实，可能会导致受众认识

混乱；即使信息本身是真实的，网上

批评和非议也很可能形成网络暴

力，造成对当事人的过度审判。[4] 

当面对未知、疑惑或者两难局

面的时候，“扬善避恶”是最基本的

出发点，其中的“避恶”更为重要。

每个信息社会成员都要从自身做

起，如同在真实世界中一样，做事前

审慎思考，杜绝对国家、社会和他

人的直接或间接危害。 

● 关注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

环境变化与人文挑战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所关注的道德对象逐渐演化

为人与自然、人与操作对象、人与他

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五个方

面。如果进一步细分，还有人与信

息、人与信息技术（媒体、计算机、

网络等）等各种复杂的关系。

急剧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

会带来一些观念上的碰撞与文化

上的冲突。例如，知识产权是指创

造性智力成果的完成人或商业标

志的所有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的

统称。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对科学

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新技术的推广，“开源”的理念随之

产生。时至今日，信息科技类开源产

品的种类、数量繁多，使用也非常广

泛。软件开源运动也证明，开放源

代码之后，由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

者协作完成的程序，质量并不低于

大型信息科技公司的产品。获得开

放软件源码是免费的，但对所获取

源码的使用却需要遵循该开源软

件的许可协议。

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的今

天，逐渐出现了由人工智能所创造

的诗歌、散文、音乐，甚至是绘画作

品。这些“作品”能否被称为艺术创

作？一些人认为这些作品中并没有

人类的情感，所以不能称为艺术创

作。但是换个角度分析，如果有人能

够从人工智能创造的作品里获得

美的感受，那么这些作品是否已经

成为事实上的艺术创作？ 

信息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环境

变化与人文挑战已在我们身边悄然

发生，也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信

息科技的发展是以推动社会进步

为目的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如何在

变革中保留文化传承，并持续发扬

光大，进而维护人、信息、社会和自

然的和谐，是每个信息社会成员需

要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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