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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教育、科学、文化、传播是教科文组织的主管

领域，其范围之广确保了教科文组织所肩负的

使命具有针对性，但也显示出其与日俱增的复

杂性。事实上，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新技

术革命--所带来的变革，新的动力就产生了。

因为，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个人培训和团体

培训、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各种文化表达

方式等都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朝着相互

依存度不断增加的方向发展。应当承认，相互

依存度不断提高是一件好事。只举一个例子：

今天，难道推广生物技术可以不考虑文化条件

吗？难道科学可以不考虑科普教育或当地知识

吗？难道文化可以忽视教育传播和新的知识形

式吗？不管怎样，知识概念是所有这些变化的

核心内容。今天，大家都承认，知识已经成为

庞大经济赌注、政治赌注和文化赌注的目标，

以致于我们能够描述轮廓已经若隐若现的未来

社会。

知识社会：如果说大家都普遍赞同这一恰

当的表述，那么对其所包含内容的看法却不尽

相同。到底说的是哪一方面的知识呢？在合理

的生产性知识定义里，是否应当确立科技模式

的支配地位？在地区范围内和在全球范围内，

如何面对获取知识的诸多不平衡现象以及获取

知识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这就是本报告--即

首次教科文组织世界报告--试图从道德和实践

方面加以解答的若干问题之一。本报告坚信：

新兴社会无法仅仅满足于成为全球信息社会的

简单组成部分；只有成为知识共享型社会，才

能做到以人为本。这里，“社会”一词用复数

是为了强调多元化的必要性。重新探讨这一问

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关知识新地位的研究课

题越来越多，在发展计划中也越来越考虑到这

些问题，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回顾过去，并从中

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掀起一个献计献策的高

潮。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本报告的题目和方

向。

在以下章节里，将勾勒出时而充满希望、

时而令人担忧的未来全景。之所以说“充满希

望”，是因为理性而有意识地使用新技术所带

来的潜力，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民主社会

开辟了真实的前景。之所以说“令人担忧”，

是因为在这一建设道路上也确实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障碍和陷阱。人们经常提到“数字鸿

沟”，这在实际生活中是存在的。但是，还有

一个更加令人担心的现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鸿沟

将加剧，而在各个社会内部，同样深的鸿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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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出现了或扩大了。怎么能容忍未来的知识社

会成为分裂的社会呢？

展望未来的作用不在于以传统的乐观主

义为名，低估未来的压力和危险。预测也是为

了激发行动。在这一方面，展望未来也不能屈

服于悲观主义。正是基于这一条件，严肃认真

而又理由充分的展望性思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教科文组织是论坛和交汇点，换言之，是

聚会、交流和讨论事务的场所。教科文组织的

使命是开拓思路，既可以引导我们向着共同的

目标迈进，又能保持节奏和方法的多样性。我

要补充说明的是，不仅仅满足于保持多样性，

而是更要依靠多样性，把多样性看作优点而不

是弱点。这里，我们不是要寻求简单和单方面

的解决方案，而是多种思路和行动指南，以便

让传播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传播知识服务，使知

识的传播超越时空界线，代代相传，在各种文

化之间传播。

序言

面对这一挑战，教科文组织根据其职权

范围，拥有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我们从二十世

纪继承的技术和知识革命给教科文组织的使命

赋予了一个新的方面：从此以后，我们所面临

的挑战更加富有战略意义、更加错综复杂、更

加充满刺激性。在第一份教科文组织世界报告

里，我们提出了各种意见和计划草案，一致认

为应当重新构筑新的道德准则以指导正在到来

的知识社会，以及自由的道德准则和责任的道

德准则。我们要反复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建立

在知识共享基础上的道德准则。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松浦晃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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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S 拉丁美洲科学家联合会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APPEAL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计划

APRM 非洲同僚评估机构

ARPAnet 高级研究计划署

ASCII 美国国家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ASEA 东非外科医生联合会

ASTA 阿拉伯海外科学家与技术专家

联谊会

AU 非洲联盟

BNF 法国国家图书馆

BRAC 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

CLC 社区学习中心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ESCR 经济、社会及文化委员会

CEPAL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缩略语亦为ECLAC）

CEPES 欧洲高等教育中心

CERI 教育研究与革新中心

CERN 欧洲核研究中心

CITE/ISCED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CITRIS 社会利益信息科技研究中心

CMC 社区多媒体中心

CODATA 科技数据委员会

COMEST 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

会

CRESALC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高等教

育中心 

DATAD 非洲论文与专著数据库

DFID 国际开发部

DNA  遗传基因

Dot.Force 数据机遇特别工作组

DRM 数字版权管理

ECLAC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缩略语亦为 CEPAL) 

ECOSOC 经社理事会

EPA 美国环保局

EFA 全民教育

EU 欧洲联盟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GATS 《服务贸易总协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O 全球伦理观测站

G8 八国集团由以下国家组成：德

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

大利、日本、英国和俄罗斯。

欧盟也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

洲理事会轮值主席代表参加八

国集团峰会。

缩略词语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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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D 内部研发开支

GMO 转基因组织

GPS 卫星定位系统

GRID 信息与数据资源全球化

GURTs 限制基因技术的使用

HDI 人类发展指数

HINARI 卫生领域研究网络计划

HIV/AIDS 艾滋病毒/艾滋病

HTML 超文本置标语言

IABD 美洲开发银行

IBSP 国际基础科学计划

ICG/ITSU 太平洋海啸警报系统国际协调

组

ICSTI 国际科学和技术信息理事会

ICSU 国际科学理事会

ICTP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ICTs 信息和传播技术

IFLA 国际图书馆员协会和图书馆联

合会

IIEP 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

所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NASP 国际科学信息获取网 

INRS 国立科学研究所

IOC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PA 国际出版商协会

ITU 国际电信联盟

ITER 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

ITIC 国际海啸信息中心

IUCN 国际保护自然联盟

LDC 最不发达国家

MAB 人与生物圈计划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IRCEN 微生物资源中心

MIT 麻省理工学院

MONDIACULT 世界文化政策会议

MOST “社会变革管理”计划

MSF 无疆界医生

NASA 美国宇航局

NEPAD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NOAA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GO 非政府组织 

NSF 国家科学基金会

ODA 官方发展援助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PAC 在线公共检索目录

PDF 可携式文件格式

PERI 科研信息支持计划

PIST 主要科技指标

PLoS 公共科学图书馆

QCM 多重选择题

R&D 研发

RCST 侨胞知识转让项目

RICYT 伊美科技指数网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Dev.Net 科学与开发网站

SIPRI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ARS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

SMMEs 小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TRIP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

TWAS 第三世界科学院

UIS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

划署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缩略词语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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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ICT  联合国信息和传播技术特别小

组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组织

URL 统一资源定位符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VHS 虚拟中学

WCCD 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SIS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WTO 世界贸易组织

缩略词语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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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人类学告诉我们，自远古以来，很可能

所有社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都曾经是知识社

会。那么建设知识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知识的掌握都和一

大堆不平等现象、排斥现象和社会斗争如影随

形。长期以来，知识都被圣贤或秘密社团成员

所垄断。这些保留型知识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保

密。从启蒙运动时代起，民主要求是建立在开

放原则和公共知识空间缓慢出现的基础上的。

这一要求的进展使普遍性思想、自由思想和平

等思想得以传播开来。通过书本然后是印刷

技术传播知识，以及通过学校和大学为所有人

传播教育一直伴随着这一历史性变革。公共知

识空间的理想是教科文组织及其组织条例的基

础，但并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受。

如今，新技术的传播和因特网作为公共网

络的到来，似乎为开拓公共知识空间提供了新

机遇。从此以后，我们是否拥有平等和普遍获

取知识、并真正实现知识共享的手段呢？知识

共享是真正的知识社会的拱顶石。名副其实的

知识社会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建设什么样的知识社会？

知识社会是从自身的多样性

和能力中汲取养分的社会

在知识方面，每个社会都拥有各自的优势。因

此，应当努力确保各个社会已经拥有的知识的

相互衔接，包括知识经济模式所推崇的新的知

识加工形式、知识获取形式和知识传播形式。

“信息社会”的概念是建立在技术进步

基础之上的。而“知识社会”的概念则包含着

更加广泛的社会、伦理和政治方面的内容。显

然，这里“知识社会”一词使用复数并不是偶

然的：这是为了避免提供现成的单一模式，这

种模式不足以充分反映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

性，而语言文化多样性是惟一可以使每个人都

能在当今的变革中找到自我的途径。在建设任

何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和文化形式总是多种多

样，其中包括那些受到现代科技进步强烈影响

的形式。如果由于狭隘而宿命的决定论观点，

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革命最终导致仅仅考虑一种

社会形式。这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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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批评精神的重要意义表明，为了

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我们不应当因为

因特网或多媒体工具所带来的新机会而忽视了

报刊、广播、电视，尤其是学校这些名副其实

的知识手段。因为，在需要电脑和登录互联网

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对书本和教材如饥似

渴，而师资力量却严重匮乏。

内容问题和语言、知识问题密不可分。

这么说，不单单是局限于讨论英语相对于其

他大型语言载体而言重要性不断提高的问

题，或者濒临灭绝语言的命运问题。而且还

要考虑到地方或本地知识在知识社会里的地

位问题，因为知识社会的发展模式非常注重

科学知识的特有演变形式。文化多样性和语

言多样性表明，获取知识的问题和知识生产

的条件是密不可分的。促进多样性，也就是促

进新兴知识社会的创造性。这一前景不仅仅

是出于迫切的、抽象的道德需要。主要是为

了在每个社会中激发知识财富意识和自身能力

意识，以便更好地加以开发和利用。只有这

样，每个社会才能从容不迫地应对当今世界的

快速变化。

知识社会应当确保

知识共享

无论是对这一代人还是对下一代人，知识社会

都应当接纳每一个社会成员，并推动团结的新

形式。一旦知识成为属于每个人的公共财产，

知识社会就不应当把任何人排斥在外。

由于青年人往往处于新技术应用的前沿，

并推动新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青年人应

当发挥关键性作用。年长者也时刻准备着：他

们拥有必要的经验，可以弥补“实时”通讯相

对肤浅的特点，并提醒我们，知识本身就是通

向智慧的捷径。任何社会都拥有适宜开发的、

具有广泛知识潜能的财富。

此外，如果说“信息时代”的知识社会

和以往的知识社会的区别在于继承了启蒙时代

的融合与参与的特点和对人权的肯定，那么，

基本权利的重要意义主要通过以下方面体现出

来：

 — 言论和表达自由（《世界人权宣

言》第19条）、新闻自由、媒体多

元化或学术自由；

 — 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相关权利、免

费基础教育和逐步实现免费提供其

他层次的教育（《世界人权宣言》

第26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第13条）；

 —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

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

其产生的福利。”（《世界人权宣

言》第27条第1款）。

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传播为发展创造了新的

机会。

起初，在发达国家里，第三次工业革命促

使相当一部分就业人口转移到服务行业。在第

三次工业革命的同时，互联网、移动电话和数

字技术得到了发展，从而改变了知识在我们社

会中的地位。

这些技术1在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2的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上世纪七十年代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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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正当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疲弱不振

之时，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犹如一剂灵丹

妙药，为很多国家的顽症提供了解决方案，如

教育和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问题（美国）、日

本的工业和金融危机问题、或欧洲的结构性失

业问题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跨

越”的承诺特别富有诱惑力。因为这种理论提

出如下假设，即：如果直接采用先进技术从而

分享其巨大潜力的话，是可以实现工业阶段的

跳跃式发展的。

实际上，在新兴的知识社会里，存在着一

个良性循环：通过技术革新，知识进步不断生

产出更多的知识。于是，知识生产加速了。新

技术革命是信息和知识进入累积逻辑的标志。

正如Manuel Castells 所描述的那样，“[信息和

知识]在信息创造、信息处理/信息传播中的应

用是一个革新和实践运用之间的累积反作用

环”3 。

在知识社会里，创造和革新等价值观和实

践起着重要作用，哪怕是质疑现行模式，从而

更好地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创造和革新也推动

着新型合作关系的形成，实践证明新型合作关

系是卓有成效的。

知识社会不可简单地

理解为信息社会

全球信息社会的兴起是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我

们不要因此忘记，信息社会仅仅是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知识社会的手段。仅仅依靠网络的发展

是无法奠定知识社会的基础的。

因为，如果说信息确实是知识手段的话，

那么信息并非知识4。信息产生于交流知识、

更加有效地传播知识的愿望，是知识的固定

而稳定的形式，取决于时间及使用者：一则

消息是否是新闻。因此，信息是可以在市场

上买卖的潜在商品，信息经济建立在稀缺的

基础上。而知识则从法律上讲属于任何理性

的人，尽管存在某些限制条件（如国防机密、

传统秘传知识等），而且这并不和保护知识

产权的必要性相矛盾。过度注重信息而不重

视知识的现象表明，由于知识经济模式的普

及，我们和知识的关系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啊！

在全球信息社会里，技术以出人意料的方

式使得可使用信息的数量及其传输速度大增。

如果说全球信息社会正向我们走来的话，那么

我们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的道路还很漫

长。即使信息可以“改进”（如消除噪音或传

输失误），也不一定有意义。虽然全世界的人

们在教育方面享有均等机会来去芜存菁地获取

可用信息、分析信息、分拣信息，并把最有意

思的信息纳入知识库，但是信息也不过是一堆

模糊不清的数据。许多人感到，不但没有掌握

信息，反而被信息掌握了。

此外，信息过量不一定是知识过剩的

源泉。还需要相应的信息“处理”工具。在

知识社会里，每个人都要学会在信息海洋中

来去自如，培养认知能力和批评精神，以便

区分有用信息和无用信息。有用信息并不是指

在知识经济里能马上增值的知识：“人文” 

知识和“科学”知识都遵循使用信息的不同

战略。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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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适用于不发达

国家发展的新手段

有关知识社会及其建设的考虑有利于重新考察

发展本身。传统发展模式认为，要保持长期经

济增长，就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以严重不均

衡、甚至高度独裁为代价）。“人力资本”的

新价值使人们感到，传统的发展模式正在让位

于建立在知识、互助和公共服务基础上的模

式。难道知识的开发不会导致考虑建立在通过

公共力量确保一定数量的“公共财产”的基础

上的，并且经济增长不再被视为是目的本身，

而仅仅是一种手段的新型协作发展模式吗？新

技术革命使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取知识，

更加重视培养个人能力，这有助于重新确定人

类发展的终极事业。Amartya Sen认为，人类

发展在于对基本自由--即全凭经验就可以确认

而又不仅仅是法律上所规定的自由--的追求。

这是发展的目的和主要手段。基本自由包括--

特别是对于妇女而言--接受教育、进入劳动力

市场、享受医疗卫生、产品和参政议政的基本

能力，平等获取信息和集体安全的权利5。这

些基本自由不正是建立在人人终身受教育和

以增进知识为价值取向的知识社会的典型特征

吗？

知识社会作为网络社会，必定更加关注

全球问题：通过国际合作和科学协作，环境

破坏、技术风险、经济危机和贫困等问题有望

得到更好的解决6。实际上，自从扶贫不再局

限于提供基础设施、推出微型项目（其工期

往往取决于外部的点滴融资）或推进制度建设

（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是否有用值得商榷）

以来，知识已经成为消除贫困的强有力手段。

信息设施和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如果不是

更重要的话。一些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扶

贫工作中获得了成功，很大原因在于几十年来

在教育和研发方面的大量投入。这值得很多发

展中国家借鉴，并从中获得经验来大幅减少绝

对贫困的现象。因此，“知识社会”这一概念

不可被视为仅仅是北方国家的观点：“知识社

会”这一概念也是适用于南方国家发展的新手

段。

何种背景？

1969年，大学教师 Peter Druker7首次使用“知

识社会”的概念。到90年代，这一概念得到深

化，尤其是通过Robin Mansell8 或Nico Stehr9 等

学者发表的详细研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

样，“知识社会”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和“学习型社会”、人人终身受

教育型社会等概念差不多同时产生。这绝不

是巧合。教科文组织一直关注这一情况的变

化。Edgar Faure的报告《学会生存》（1972年

出版）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信息社会出

现的前提条件是控制论的飞速发展。“知识

社会”的概念和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密不可

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Manuel 

Castells发表了《信息时代》三部曲10。从某种

意义上讲，信息社会的概念概括了先驱们所描

绘或预言的变化和趋势：通过技术实现权力渗

透、新型科学知识经济、工作调动等。

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主题在制度层面潜

在上升的结果对于在研究、教育和革新方面的

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早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

议第一阶段会议（2003年12月10日 - 12日在日

内瓦召开）以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就已经有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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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虑，主要通过一些倡议活动。比如：世界

高等教育会议11、布达佩斯题为“二十一世纪

的科学：新承诺”的世界会议12或可持续发展

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3等。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

的关注还表现在：在日内瓦首脑会议的筹备工

作期间，在政府和非政府层面组织地区首脑会

议或发出倡议。知识界和科技界，以及整个民

间社会也不袖手旁观。它们所做的很多有关科

学知识生产新方法、革新、学习型社会，以及

有关知识社会、科研和人人终身受教育之间的

关系的工作，就是很好的证明。除了政府、私

营部门或民间社会的这些倡议活动外，一些混

合形倡议活动将这三大主体集合在一起。如世

界银行推进全球知识的倡议，或联合国有关信

息和通讯技术的特别小组同样值得一提。

至少可以说，一些国家没有忽视向技术

和社会新模式过渡的问题。如今，“知识社

会”的概念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大部分成员国考虑问题的框架，而且对于许多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如此，特别

是在东亚和东南亚、还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欧、东欧和阿拉伯

国家等。

现有倡议活动的局限性

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的研究项目--特别是教

育、科研和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对

现有互动关系的过于零碎的看法和强烈的技

术决定论。在教学中，过于注重引进新技术的

短期效应，必然会导致放弃有关教育及其质量

和模式新内容的深入研究。目前，教育界往往

倾向于注重管理网络内容供应商“事先格式

化”的信息。这一情况令人担忧，而且不利于

分析能力和批评精神的培养。然而，信息和传

播新技术（其中包括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快

速发展本身并非革命性突破，而是信息、教育

和文化内容供应商（其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

大）不断运用这些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具备历史性眼光非常

重要。最好不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知识社会

的“单一模式”，而要提醒它们，某些国家取

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几十年来在各阶

段教育、战略部门实现技术赶超、科研或建立

有效的革新制度14方面所做的长期共同努力。

此外，贸易自由化大大改变了经济竞争本身的

性质。经济竞争要求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

的国家政策尽快做出深刻变化。对这些变化却

难以预测未来，而至少应当努力进行确切的评

估。因为，这些政策变化正在彻底改变高等教

育机构和公共研究部门本身的性质。很多国家

从此走上了这条道路。在短期内，这些变化不

可能不影响整个教育体制和各阶段教育终极目

标的制定。

持续的技术革新要求定期更新。通过电线

（而不只是电话线）实现互联网的宽带接入、

移动电话上的互动电视、可大大降低电信成本

的新软件的商业化等，正在彻底改变有关接入

技术和接入多元化内容讨论的期限。与此同

时，互联网本身完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分裂

成一系列一级、二级和三级网络。究其原因，

不仅在于来自域名注册机制管理方面的竞争，

而且还在于“第二代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

变化。“第二代互联网”的成本高昂，并从此

将用户圈局限在最富有的机构身上。面向付费

机构主体的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一

个极好的例证。这些机构主体在有限几个地区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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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内组成联合体，如美国提出的阿比莱娜

（Abilene）计划15。

何种挑战？

但是，很多专家认为，新技术的日新月异有助

于消除一些目前仍阻碍知识社会形成的限制条

件，如地理距离或通讯工具特有的局限性。诚

然，网络建设可以打破知识的闭塞状态，如科

技知识。目前，科技知识不同程度地属于机

密，主要是出于战略和军事方面的考虑16。然

而，一些障碍依然妨碍着对知识的获取，而且

已经出现了新障碍。我们怎么能接受未来的知

识社会像那些只有几个“少数幸运儿”的专门

俱乐部那样运转呢？

走向分离的社会？

未来的知识社会是面向所有人的知识共享社

会，还是知识分裂社会？在信息时代，在人们

允诺知识社会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莫名其妙

地看到，在南北之间，在每个社会内部，断层

和专属现象层出不穷。

诚然，网民数量飞速增长（1995年，占

世界人口3%强，到2003年，占11%以上，超过

6亿）。但是，不要忘记，网络的发展有可能

很快达到饱和状态和教育“天花板”：我们正

生活在“五分之一社会”，即世界20%的人手

中集中了全球80%的收入17。因此，由于形式

多样，数字鸿沟现象令人担忧。甚至可以肯定

地说，当网民比例达到20%左右时，现在网民

数量的大幅增长可能会缓慢下来。

我们将会看到，数字鸿沟现象将会引发

更加令人担忧的鸿沟--知识鸿沟--从而加剧在

知识的主要构成领域（信息获取、教育、科

研、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等）产生的各种鸿沟的

累积效应，并对知识社会的建设构成真正的挑

战18。知识社会的建设是以知识差距产生的动

力为基础的，无论是认知潜能（知识之间的差

距）世界分布的不均衡现象，还是在知识经济

里各种知识开发的不均衡现象（知识内部的差

距）。知识鸿沟在南北国家之间尤其明显。但

是在某个特定社会内部也有所表现，因为平等

接触知识导致平等掌握知识19的可能性极小。

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不足以解决知识鸿沟问

题。因为，获取有用而又适用的知识不仅仅是

基础设施的问题，还取决于文化程度、认知能

力和有关获取内容的相应法规。用管道和光纤

把各国人民连成一体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在实

现这种“联络”的同时，不培养生产相应内容

的能力，也不做任何努力的话。要想发挥信息

和传播技术的全部潜能，还需要培育新的知识

手段和法律手段。

知识过度商品化所带来的

危险

信息社会所蕴涵的经济和社会潜能--充分

就业、“新经济”或竞争力的“爆炸式增

长”--已经让位于一连串对“信息时代”局限

性的怀疑。一些专家指出，我们的社会不但远

未实现“非物质化”的假想，反而进入了“超

级工业化”的过程。因为，知识本身也以可交

换信息、可编码信息的形式“商品化”了。实

际上，由于不断被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操纵着，

由于不断被作为“技术科学”装置纳入生产并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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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发展条件、权力赌注或监督手段，知识

最终很可能会自己毁灭自己。面对这一情况，

批评和担忧之声不绝于耳。

在全球信息社会里，过度占有知识甚至

把知识过度商品化对多元认知文化构成严重威

胁。实际上，在科技知识至上的经济体里，那

些专业知识和地方或本土知识将处于什么样的

位置呢？和科技知识相比，专业知识和地方或

本土知识往往被贬值了。这些知识代表着无法

估量的财富，并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手段，

难道它们将彻底消亡吗？

不要把知识等同于普通商品。当前，高等

教育体制的私有化和国际化趋势应该引起决策

者们的高度重视，并应当在公共讨论中进行审

议，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真正进行社会展

望。知识是公共财产：因此，对知识商品化的

问题应当认真审议。

教科文组织有关知识社会的世界报告的

出版正值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在信息社会世

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2003年12月10日 - 

12日在日内瓦召开）取得成果以后，国际社

会开始重新关注包含“知识社会”理念的增长

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计划”就要

求明确其宗旨。在重大国际会议即将召开之

际，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报告要迎接的正是这

一挑战20。

资料来源：
Castells (1996); Drucker (1969); Faure et al. (1972); 
Mansell and Wehn (1998); Sen (1999); Stehr (1994).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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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识社会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推

动所有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

展？第一章《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探

讨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一章强调巩固全球信

息社会的两大支柱--人人享有信息和言论自由-

-的必要性。这两大支柱的保障情况还很不均

衡。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基础决不能简单地

归结为技术进步。实际上，在享有信息源泉、

信息内容和信息设施方面的不均衡现象难道不

会影响信息社会的全球特性，从而影响知识社

会的发展吗？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有的

人甚至毫不犹豫地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

工业革命，即信息和传播新技术革命，并伴随

着知识体制的变革。几十年来，这些大规模技

术变革一直影响着知识的创造手段、传播手段

和处理手段，以致于有人认为，我们将迎来知

识的新数字时代。第二章《网络社会、知识

与新技术》对这些变化及其相关情况进行了探

讨：知识经济和非物质经济，以及新技术对网

络知识的影响正是变革的中心内容。另外，随

着知识保存方式的更新，我们不正从记忆社会

走向知识社会吗？

第三章《学习型社会》表明，在教学

方面，在这些变革发生的同时，知识拥有者

的兴趣是如何转移到努力获取知识的人们身

上的，不仅在正规的教育体制方面，而且也

在职业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方面。而在这两个

方面，报刊和视听媒体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随着旧有模式被越来越快的变化所颠覆，

“边做边学”的做法和革新能力越来越受到重

视，我们社会的知识动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于

是，学习模式远远冲出了教育界，传播到经济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感

到，任何组织--不管是赢利性还是非赢利性组

织--都应当强化学习功能。为此，在北方国家

和南方国家，都应当增加知识场所和知识媒体

的数量。

第四章《走向全民终身教育》探讨实现

这一新动力对实现全球受教育权的影响。人人

接受基础教育是重中之重。成人教育对那些基

础教育需要仍远未得到满足的国家而言可能不

太有现实意义，但是，如今，由于成人教育是

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其意义也不可小视。大

部分社会展望学家都预言，就业的不稳定性将

加剧。因此，全民终身教育计划可以为此提供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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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决方案。另外，最好侧重于越来越明显

的教育私有化趋势，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

而且这一趋势也开始蔓延到其他阶段的教育。

全球入学计划和提供适宜的教育本身并不足以

保证能够有效实施并获得成功。这也取决于教

育质量。很多影响教育质量的因素早已明确：

学生和老师的数量比、教师的培训、基础设施

的质量或为师生提供的器材。这些因素和教育

开支（特别是公共开支）密切相关。

第五章《高等教育的未来》探讨的内容

也是教育和培训，但更主要是：面对传统的知

识生产模式、知识传播模式和知识应用模式所

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高等教育机构在知识

社会里所起的基础作用。如果说随着知识的增

进，教育形式越来越趋向多元化的话，高等教

育的“大众化”趋势给国家预算带来了新的负

担。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寻求其他融

资方式，特别是面向私人资本。就这样，在公

共和私营机构的复杂体系中，单一的大学模式

不复存在了。对于这个现象，如果不采取任何

应对措施的话，没有大学传统的国家将首当其

冲，从而导致出现不折不扣的高等教育市场。

为了确保新兴高等教育体制的质量和适用性，

就要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

第六章《研究革新？》强调指出科技

的重要意义。事实上，“知识社会”的理念本

身就是科研和革新得到发展的结果。目前，

科学主体和场所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随着科

研活动的市场化倾向，它们有责任在科学、经

济和政治领域的交叉地带建立科研和革新体

制--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能为所有国家（包括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带来好处的科研和革

新体制。知识共享新模式--如合作实验室--是

有待深化的途径。只有这样，科技才能有助

于建设以争取大多数人的参与为基础的知识

社会。

第七章《科学、公众与知识社会》阐明

了公众在关于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和纳米

技术）和科研成果的应用所带来的福利和风险

的讨论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在引导科研

和革新的方向上，经济和社会因素所发挥的作

用越来越重要。科技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日益成

为激烈的道德和政策讨论的中心内容，尤其是

在出现食品、人口和环境问题的情况下。从那

以后，科技成为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属于相关

主体责任的范畴，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公共或私

营部门的决策者。这一新情况要求重新制定标

准，要求科学家加强道德建设、公众增加科学

修养。这就要求重视道德委员会、科学教育和

对公众进行有效宣传的重要性。这些都被视为

科学技术的成功媒介。

第八章《人类在知识社会中的风险与安

全》探讨的是“风险社会”的出现。大量主

体享有充满希望的知识资源，这种情况也可能

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导致产生难以预料的危

险。知识社会的发展不正是应对这一复杂的新

情况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吗？面对各种风险的出

现，对知识的适当管理是否可以摆脱恐惧和束

缚，并降低复杂社会到来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

性呢？

知识社会的发展是否会加剧目前的文化

单一化倾向呢？第九章《当地知识和土著知

识，语言多样性与知识社会》探讨的正是这

一悖论：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在世界各地，

有些语言消亡了，有些传统被遗忘了，有些脆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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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文化被边缘化了或无人继承。当人们谈论

知识社会的时候，他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知识

呢？人们往往会产生疑虑：这个词汇的意思只

不过是指科技知识--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科

技知识。那地方知识特别是本地知识呢？多元

化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语言多样性大大方便

了知识的获取--特别是在校园里。面对信息革

命过程中标准化风险和格式化风险的蔓延，在

分析知识社会的同时，不可不深入思考语言多

样性的未来以及保持多种语言的手段。知识社

会应该面向对话、知识共享和翻译所带来的好

处，因为翻译可以创造公共空间，有利于保持

和丰富各自的多元化特性。

第十章《从接触到参与：走向全民知识

社会》强调指出知识新观念的重要意义。这一

新观念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排斥因素，而是有

利于全民的充分参与。不过，世界上确实存在

着许多由知识造成的不均衡现象（数字鸿沟、

科学鸿沟、不发达国家大面积文盲现象、“人

才外流”等）。这些重重叠叠的不均衡现象造

成了真正的知识鸿沟--如性别不平等现象。知

识鸿沟说明，一旦把知识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理

解为推动知识经济或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本

身是包含着排斥力的。如果不倡导以共享和合

作为基础的新道德，最发达国家的资本化趋

势必然会导致剥夺最贫困人口的基本知识财

产--如：医药和农学新知识--，并产生特别不

利于知识发展的环境。因此，必须在知识产权

保护和开拓公共知识领域两者之间建立平衡：

全球知识共享应当成为向知识社会过渡的中流

砥柱。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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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信息和传播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知识社会的崛

起创造了新的条件。当然，处于孕育阶段的世

界信息社会只有成为更高、更理想的服务工具

时才有意义，即在世界范围内打造知识社会，

因为知识社会是所有人，首先是最不发达国家

（CPMA）发展的源泉。为此，信息革命提出

的两个挑战显得特别突出：人人享用信息和实

现表达自由的前景。实际上，在接触信息源、

信息内容和信息基础设施上存在着不平等，这

种不平等难道不是正在损害着信息社会真正的

世界意义吗？如果信息自由流通受到阻碍，或

者信息本身受到审查或操纵，怎么能谈得上世

界信息社会呢？

知识社会，发展的源泉

知识社会的核心是“为了创造和应用人类发

展所必需的知识而确定、生产、处理、转

化、传播和使用信息的能力。而人类发展所

必需的知识其基础是与自主化相适应的社会

观，这种社会观包括了多元化、一体、互助

和参与等理念”1。正如教科文组织在信息

社会世界首脑会议（SMSI）2第一阶段会议上

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知识社会的概念比技术

和连接概念更加丰富，更加有利于自主化，

尽管技术和连接概念常常是人们在讨论信息

社会中的中心问题。3技术和连接问题所强调

的是基础设施和全球网络管理：这些问题当

然极为重要，但不应被视为是问题的全部所

在。换言之，世界信息社会只有促进知识社

会的飞跃，并以“促进以人权为根基的人类

发展”为目的才有意义4。这个目标之所以特

别关键，尤其是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技术

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化新阶段推翻了许

多标准，加剧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加

剧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

甚至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因此教科文组织

认为，只有建设知识社会才能“铺就通向世

界化进程人道化的道路”5。

人权在知识社会中的重要

性

“人类发展”和“自主化”是知识社会理

念的核心所在，以此为中心展开的行动应

能更好地实施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与此

同时使反贫困斗争和发展政策更加有效。

因为知识社会的飞跃要求在知识和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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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构建新的联接，知识既是满足经济需求的

工具，又是发展的一个正式构成要素。知识

社会飞跃的基础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力，

而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力突出说明了反贫困

和促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

在知识社会崛起中，人们不能仅仅只满

足于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以减少进入世界信息

社会的不平等，克服作为这种不平等基础的经

济不公平和教育不公平。还应首先提出建设性

的原则，即捍卫和促进世界人权文书中宣告的

权利和自由，首先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

和1966年两个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实际上知识和教育难道不是权利最有力

的保证吗？“任何人都不能推托不知法律”这

一格言，不仅仅只是说明每个人都有义务知道

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还提醒注意承认权

利和知道权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一项权

利，就像奠定这项权利的伦理原则一样，首先

应该被人知道，然后才能被人主张和被人承

认。

此外，知识、思想和觉悟是人的特殊

尊严的构成要素，由于人具有特殊的尊严，

人成为权利的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

织法》提出了人的尊严和“为了正义、自由

与和平传播文化和使所有人受到教育”之间

存在着这种联系6。因此基本权利和自由现在

是并且将来仍将是知识社会的核心。正如教

科文组织在筹备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之际

强调指出的那样，“为建设知识社会而使用信

息和传播技术应以基于人权的人类发展为目

的”7。

表达自由和“自主化”

在所有这些基本权利中，必须强调指出表达

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即“知识社会所

依据的基本公设”8。正如1946年第一届联合

国大会所通过的第59（1）号决议所规定的那

样，“表达自由原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

国所致力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键”。1948年的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也宣告了这一原则：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

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

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

找、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除此之外，这一权利还得到另一个条约的

保证，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该公约第19条所使用的措辞极为相近。世界

信息社会的飞跃应激励这一权利得到完全实

行，正如《宣言》所规定的，“不论国界”。

因为表达自由是实现上述“自主化”目标的必

要条件。实行表达自由要求严格尊重上述权

利，这方面的进步应伴随新技术的传播（无信

息审查或检查，数据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媒体

多元化，新闻自由）。此外还要求保证个人的

基本权利，只有保证了个人的基本权利才能确

保他们自由参加知识社会（言论自由，言语自

由）。在信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社会里，表

达自由的飞跃有助于传播伦理标准和原则，而

伦理标准和原则将是处于流通状态的信息质量

的保证。强调表达自由涉及到尊重科学研究和

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宣告了这种自

由。因为要想建造真正的知识社会，就必须坚

持信息的自由流通：如果人们希望每一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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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信息流出发生产新的知识，信息就必须能

够得到交换、对照、批评、评估和“反刍”，

同时进行科学和哲学研究。

因此，表达自由和科研与创造自由只要

得到充分的尊重，便是借助于发展世界信息社

会来建设真正的知识社会的保证。强调表达自

由，就是强调开放和对话精神，而开放和对话

精神应主导知识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

团体之间的关系。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交流

和公开辩论。表达自由是在某个社会中将个人

与个人有效联系起来的保证。没有表达自由，

尽管可能有知识，但不可能有知识社会，也不

会有知识共享。

知识社会中的表达自由和

反贫困斗争

正如Amartya Sen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捍卫

表达自由不能被视为仅仅只是一项政治原则，

因为表达自由同样还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力，这种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使表达自由极为有

利于促进发展。着眼于未来的知识社会建设，

有效促进世界信息社会中的表达自由可以促进

解决许多政治问题，如出自政治目的对信息进

行审查和操纵，或者是监督扩大化的风险，而

且还可以解决许多经济问题，如预防饥荒，缩

小数字鸿沟，或者是反对发展的不平等。信息

和内容的自由流通还可以促进提高公众意识，

不论是出自公共健康目的9还是出自预防灾害

目的10均是如此。

联合国于2000年在纽约召开了千年首脑会

议，会上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11，知识社会的

飞跃可以强有力地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因

为新技术是社会变化的源泉，但只有通过表达

自由、知识、民主原则和公正理念相结合，新

技术才能成为人人得到发展的希望，而表达自

由、知识、民主和公正理念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组织法》的根基。正是有了这种人人得到

发展的希望，只要我们愿意努力，定能实现知

识社会。

数字互助

今天，仅有11%的世界人口能够进入互联网。

而这些“被连接者”中有90%来自工业化国家

--北美（30%），欧洲（30%），亚洲/太平

洋（30%）12。猛一看，这个数字正确反映

了新技术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实际上，人

们所谈论的是世界信息社会，是铺向“全世

界”的“蜘蛛网”（world wide web）。可就

事实而言，82%的世界人口仅占世界联网人口

的10%13。这个“数字鸿沟”首先是一个能否

享受基础设施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应想到迄

今仍有近20亿人与电力网无缘--就目前而言，

这仍然是普遍接触新技术的一个基本条件。此

外还存在一个支付能力问题，这个问题特别尖

锐，尤其是因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相比，电

信费用仍然极高，不论是从绝对值还是从购买

力上来看均是如此。计算机也很昂贵；至于互

联网服务的提供，在城市中仍然是一项极高的

投资，而渗透到农村的微乎其微。此外，对于

那些每天都得首先为吃饱肚子而奔忙的人来

说，熟悉信息工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这些上

网问题以及上网所引起的相关经济问题，是联

合国系统的相关组织应负责解决的问题，这个

组织专门负责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它就是国

际电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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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的数字鸿沟不是只有一条，而是存在多条，这些数字鸿沟远非互不相干，而是依
据各国国情和各地情况彼此相连。影响数字鸿沟的因素确有许多：

ü 经济资源：在南方国家，个人购买一台计算机的费用、电信费用或基础设施投资仍
然极高，这是造成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

ü 地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在南方国家，获得土地和
贷款困难重重，劳动力的流动自由、迁徙和媒体影响导致城市地区史无前例地大
发展，而损害了乡村地区参与新技术革命。在印度，80%的互联网连接集中在全国
12个大城市。当然，移动技术为打破乡村的闭塞状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14，但
电信运营商们向南方国家偏远地区推广移动技术仍然远远不够。

ü 年龄：青年人往往走在技术革新及其应用的前列，但面对经济困难和社会困难同时
又是特别脆弱的群体；至于老年人，他们重新提高素质的前提是赶上技术革新的速
度，如无相应的培训机构，这项工作可能难以完成。对青年人进行系统的新技术培
训，为老年人加强代与代之间的团结，这样做不仅可能缩小现存的鸿沟，而且还有
助于加强在新兴知识社会中的社会纽带和家庭纽带。

ü 性别：在新技术面前男女之间不平等是数字鸿沟的另一个方面。实际上，世界上近
三分之二的文盲是妇女。在发展中国家，平均两名妇女中就一名妇女不识字。在工
业化国家里，妇女是互联网使用者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在发展中国家里，极有
可能看到的是妇女面对诸多障碍，难以接触到新技术15。

ü 语言：这对普遍参与知识社会是一个重大障碍。英语飞速发展，成为世界化的载体语
言，使其他语言在网络空间中所占位置微乎其微，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报告第九
章中详述。

ü 教育和社会或文化根源：的确，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得益于义务制教育，人们迎
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在二十一世纪，传授新技术难道不
是注定要成为“全民教育”的一个支柱吗？“后工业”社会的未来要求为教育和培
训大量投资。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将密切相联。

ü 就业：在许多国家，上网主要局限于工作地点和远非所有人都能支付得起的网吧。
因此技术鸿沟往往连着就业鸿沟。

ü 身体健全：2000年在美国，只有23.9%的残疾人拥有一台个人计算机（而全国的个
人计算机平均拥有率为人口的51.7%16）。由于身体有残疾，残疾人常常是待在自
己的家里，互联网对他们而言是惟一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也就是只能上网从事远
程工作。但残疾人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或心理
方面的，进一步加深了数字鸿沟。此外，身体残疾对使用计算机确实是一个障碍：
2000年在美国，上网的精神残疾人达到31.2%，而对于听力残疾者这个数字勉强达
到21.3%，对用手困难者为17.5%，对视力残疾者为16.3%，对运动神经残疾者为
15%。应赞扬那些制造商做出的努力，他们研发了一些工具，方便残疾人使用计算
机，比如利用一只手操纵键盘便可以进入主菜单。

框注1.1 多种形式的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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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信息排斥”既与上网和连接有关，也

与内容有关。信息排斥即涉及到数字鸿沟，也

涉及到认知鸿沟，并且还可追溯到教育、文化

和语言壁垒，而教育、文化和语言壁垒使互联

网对那些被禁锢在世界化边缘的民众来说成为

一种遥不可及的陌生东西（参见框注1.1）。

数字鸿沟还直接涉及到教科文组织的行

动。如果我们想要以人类发展为目的促进知

识社会的飞跃，当务之急是解决数字不平等，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因此，教科文组织应

在自己职责范围内提出解决方法来缩小数字鸿

沟。教科文组织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

阶段会议上提出了四项原则，其目的是引导在

此方面的政策制订。四项原则中的第一项原则

是普遍获得信息：此外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超越

了数字鸿沟的范围，因为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知

识的“公有领域”在世界权利结构中所应占据

的地位，这些权利包括知识产权和著作权保

护。教科文组织特别希望能与联合国系统的其

他组织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以便使

电信方面的费率政策和上网价格能够适应发展

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经济能力。另

外三项原则，即表达自由、文化和语言多样性

以及全民教育，与数字鸿沟并非没有关系，因

为这三项原则每项都涉及到上述因素中的某一

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加重了数字鸿沟的影响。

我们还将在本报告的范围内探讨这另外三个领

域。

一个世界信息社会？
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新技术的各种不平等因素

彼此交错，形成了真正的全球数字鸿沟，这

必然会损害新技术飞跃的普遍性。如果说互

联网似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距离遥远的影响

暂时被克服了，但数字鸿沟却在提醒我们，一

张互联网地理图确确实实始终存在着。网络

扩张图跟随的是发展地理图。此外，人们注

意到，互联网服务器装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有着某种极为密切的

联系，尽管一些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在

互联网装备方面最初相对落后有时可能是因

为制度方面的原因。难道说新技术革命不可

避免地会加大富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

吗？

事实上，形成数字鸿沟有着深刻的原因，

这使得南方国家迎头赶上特别困难。因为工业

装备的不平等导致了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平等，

而基础设施是传播新技术的动力。由此可见，

工业发展不平等与接触信息不平等之间存在着

密切联系。

影响着世界“网民”分布的不对称性特别

明显 (见图1.1)。

显而易见，网民地理图与基础设施地理图

很相近，如世界主机分布图所示 (见图1.2)。

最令人忧心的事实是数字鸿沟似乎还在扩

大，正在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

等机构内进行的讨论也指出了这一点：贫困人

口仍然接触不到或很少接触互联网，而工业化

国家的“网民”人数迅速增加。诚然，不可否

认的是自1990年代末以来新技术的传播大大加

快；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联邦在此方面

取得的进步令人注目。但在世界的另一端，撒

哈拉以南非洲、阿拉伯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仅

仅只是取得了缓慢的进展，这些国家中的精英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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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 000 人中互联网用户的人数 

图1.1：2003年互联网用户数量（每10 000人）17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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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 2003年互联网主机数量（每10 000人）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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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下图1.3所示，即使是在网络连接最

佳的国家中，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

明显的不平衡：北方国家上网费用低，流量

大，而南方国家，即便是能联上网，可是网速

慢，网费极高。

因此，对那些低收入水平、低电话密度

（连接电话网）的国家而言，通过一个调制解

调器和一根电话线上网，其网费明显要高于高

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电话密度每提高一

个点，网费就会大大降低。例如在孟加拉国，

一年的上网费可以养活一家人一年，而在菲律

宾，上网甚至不是中等阶层所能负担的，依然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由于缺乏特殊政策，目前在进入互联网方

面的不平等显然还要持久下去。我们看到，北

方国家，特别是北美，在信息和传播技术市场

占据着主导统治地位。这种优势诱导互联网服

务供应商首先与美国联网，或优先问津美国电

信运营商，这样一来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地位

(参见框注1.2)。

为了真正的数字互助

如果人们希望新技术为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真

正“知识社会”的飞跃，那么缩小数字鸿沟

是首先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信息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决策，不能仅仅只依靠

经济机制。但这样一种挑战不能仅仅由各国政

府来应对。只有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

门、合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密切合作才能

应对这一挑战。正是本着这一精神，由全球

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于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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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 000 人中互联网用户的人数 

图1.3 : 2003年DSL用户数（每100 人）18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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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网问题的上端，设备仍然是不平衡的另一个因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台计算机
的价格是几年的工资。因此，个人计算机的数量按人口比例分配严重失衡19：

框注1.2 设备问题

但是，工业化国家信息设备迅速过时可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的设备再分配打开道路。
当然还有另一个不平等因素：工业化国家使用的是高流量，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满足于过时的
调制解调器，忍受着令人沮丧的等待时间。尽管如此，有一台计算机，哪怕是旧的，性能不
先进的，也比连一台计算机都没有要好得多。此外，这样一种重新分配机制是根据工业化国
家的个人、企业、组织和政府的自由决定，并根据共享原则，这种机制表明了一种数字互助
的精神，有利于减少造成数字鸿沟的经济不平等因素。但这样一种行动的可行性其前提是所
有各方共同努力解决各种困难，即肯定会遇到的物流困难（特别是运费），以及法律困难
（软件许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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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 30

30 -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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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0 人中拥有个人电脑的数量 

2002年的个人电脑数量（每10 000人）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7月在热内斯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由国际专

家小组（Dot.Force）拟定的行动计划，该行动

计划明确提出新技术应在发展战略中发挥作

用，为消除贫困做出自己的贡献20。联合国组

织也于2001年11月成立了一个负责此问题的工

作小组--“联合国信息和传播技术特别小组”

（UN ICT Task Force），其人员组成反映出这

样一种关切，即联合一切有关方面，共同致力

于思考和确定行动战略。近几年来经济界人士

提出了一些同样的倡议，如《消除数字鸿沟

世界倡议》，这个倡议是由达沃斯世界经济

论坛发起的，若干私营大公司正在为该倡议

做出贡献；又如《数字机遇倡议》，这个倡

议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马尔克勒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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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le Foundation）（民间社会）和阿桑

杜尔公司（Accenture）（私营部门）合作发

起的。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的

筹备工作诞生了数字互助原则，该原则要求

信息社会各国及各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来减少接

触新技术的不平等因素。在最可行的途径中，

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先生提出了建

立数字互助基金的主张，该基金已于2005年

3月14日在日内瓦正式设立。除此之外，其他

一些设想也在考虑之中，如发展富国和穷国地

区或城市之间的伙伴关系（或友好关系）。一

些参加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城市，特别是日内瓦

和里昂，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这样的行动，这样

的行动也成为许多集体措施和当地措施的中心

内容，例如向发展中国家捐赠信息设备或教科

书。

所有旨在鼓励数字互助的建议，不论

是最“技术性的”还是最“政治性的”，均

应得到认真研究。比如，鉴于目前许多网络

（电话、电缆、卫星）使用不足，一些专家

建议以优惠的资费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服务。就此而言，各国政府的政治选择显然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南方电信费用昂贵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税费极高，令人不堪重负，

因此如果想要促使电信费用降低和促进信息

飞跃发展的话，改革税收政策似乎势在必行。

据一些专家认为，电信市场更加自由化是在

许多国家降低电信费用和促进互联网发展的

另一个条件。此外，私营部门做出贡献对缩

小数字鸿沟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更好地使用

网络可以降低电信费用21，因而有利于更多

人使用网络。

此外，南方国家需要一种务实而又费用

低廉的方法来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况。因此，

信息传输网络的多样化（地球同步卫星或异

步卫星，赫兹地面网络或电缆，光纤，wifi，

诸如PDA等新移动终端），虽然对于“技术趋

同”的假设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但今天可以使

投资方案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当地情况因地制

宜。不能预见国际社会是否有朝一日会就享受

新技术“普遍服务”问题取得共识，但现在我

们应提醒注意的是，数字鸿沟具有多种形式这

种特点，这涉及到对相关各种问题应采取总体

步骤，而不能局限于某一种纯粹技术性的解决

方法。

信息和传播新技术

是建设知识社会的

必要条件吗？

如果说新技术的传播加速了知识社会的飞跃，

那么诸如书籍、无线电广播或电视这些较

古老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贡献在这一进程中

并非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就像新技术

一样，电力和无线电传声波同样可以参与建

设知识社会。比如，非洲是一个以说为主的

大陆，无线电广播很可能在长时间内继续是最

大众化的媒体，这不仅仅只是对文盲人口而

言。因此，今天虽然是互联网和新技术时代，

但支持建立农村和城镇无线电广播仍然具有

重要意义。正是多亏了无线电广播，而不是互

联网，许多贫穷、与世隔绝的社区可以向自

己成员，特别是妇女提供机会，让别人听见他

们的声音，参与政治生活，获取大量信息和知

识，特别是对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有用的信息和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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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更加

公平地分配收音机和电视机，因此在缩小数字

鸿沟的同时应继续这种努力。“老”信息技术

和新信息技术不是彼此取代，而是互相补充，

因为“老”信息技术有效地促进了知识的传

播，而且为接触新信息技术提供了方便。尽管

使用这些“老”技术的地理分布图有失公平，

但依然使人充满希望，希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

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固定电话

线路在世界上的分布与数字鸿沟的地理分布图

非常接近（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已经

看到，连接程度、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路是互

联网飞跃发展的相关部分）。不过就收音机

(见图1.4)和电视机(见图1.5)的世界分布而言，

南北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较小，北非的情况特别

说明这一点。

此外，许多新的数字技术也是诞生于一些

较老的技术，如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话便是两个

重要的例证(如图1.6所示)。不过移动电话在一

些大陆赶上了固定电话的发展（一些非洲国家

的情况特别明显）。

移动电话提供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工具，打

破了一些偏僻地区的闭塞状态。在这方面，人

们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工业化国家和在

发展中国家技术过渡的进展情况相似，尽管在

时间上有差距，如图1.7所示，芬兰在工业化

国家居于首位，2002年拥有一部移动电话者达

人口的84%，如图1.8所示，在发展中国家（如

摩洛哥），与固定电话相比，移动电话的飞跃

特别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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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2002年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比例22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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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2002年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例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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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2003年移动电话用户数（个人）与固定电话（家庭）的比例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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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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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芬兰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摩洛哥

0

5

10

15

20

25

3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固定电话主线（每100人）

移动电话用户（每100人）

图1.8：摩洛哥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数数据库（2005年）。

互联网确有魅力，但这不应使我们忽视广

播电台和移动电话同样可以方便获取合适、准

确和高质量的信息。真正地以多种方式进入世

界信息社会应该受到鼓励23。正如社区多媒体

中心这样的范例所表明的那样(见框注1.3)，缩

小数字鸿沟往往可以通过采用“老”技术和新

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成立一些名副其实的

知识社团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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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许多解决办法已经

存在，能使我们缩小数字鸿沟，只要我们对此

清楚地表明政治意愿。我们还应提醒注意，普

及知识能够促进根除某些形成数字鸿沟的决定

性因素，但妨碍知识社会普遍飞速发展的主要

障碍并不是数字鸿沟，而是北方国家和南方国

家之间在生产知识和参与知识方面存在着不平

等。本报告第十章将专门论述这种认识鸿沟提

出的挑战。

表达自由：
知识社会的试金石

表达自由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世界信息社会不是建立在

表达自由的基础之上，那么谈论世界信息社会

的到来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本章伊始我们提

到了普遍宣告的国际文书中的相应规定，根据

这些国际文书，表达自由涉及到言论自由、言

语和写作自由、新闻自由、接触信息自由和数

据与信息流通自由。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信

息社会。因为表达自由是与必不可少的科研与

创造自由相辅相成的，唯有表达自由可以保证

世界信息社会不是一个世界假信息或伪信息社

会。此外，《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宣告的自由也保证不

论是在世界哪个角落，个人不会使自己淹没在

信息革命制造的大量模糊数据之中，因为正是

通过寻找相关的信息、交换、共享、讨论、民

主辩论和自由的科研和创造活动，信息才能变

成知识。因此，表达自由不仅是能否实现真正

的知识社会的第一保证，也是真正的知识社会

长久存在的第一保证。

此外表达自由还是使所有人能够获得尽

可能可靠、内容广泛信息的保证24。表达自由

不仅仅意味着从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讲，利

用基础设施和缩小数字鸿沟，而且也是享受基

本权利的政治保证。表达自由还鼓励人们对世

界信息社会中交流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提出

质疑。难道实际上所有的信息内容都值得接触

吗？当一些弱势的公众面对可能给他们带来伤

害的内容时（如那些“日子过得不舒心”的

青少年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些真实的自杀或厌

食“操作方法”），对表达自由应采取何种态

度呢？以拒绝审查的名义完全放任自流？或者

实现“人人拥有一台计算机”的目标现在依然是那么遥远，社区解决办法可以提供一条
令人感兴趣的途径来缩小数字鸿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教科文组织选择了参加建立
社区多媒体中心行动，这项倡议是于2003年12月10日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之际发出
的。社区多媒体中心采取总体步骤，将接触、学习和组合新老技术这三者相结合，将距离
最近的广播电台与社区远程中心的基础设施相联接，如联网的计算机、电子邮件服务、电
话、传真和复印机。这样做可以使当地的使用者变成新技术的经常使用者，方法是通过一
种新“公共交通手段”，即公共信息手段。鼓励因地制宜地使用新技术、共享经验、通过
实践来学习，这便是社区多媒体中心倡议要达到的目的，该倡议表明，就是在当地也可以
有效地为缩小数字鸿沟做出贡献。

框注1.3  社区多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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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59（1）号决议

“表达自由原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
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键。”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
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
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条

“1. 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2. 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
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
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
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3. 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
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
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

a. 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b.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199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联合国意见和
言论自由权特别报告员”职位。

欧洲委员会

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经1998年
11月1日生效的第11号附加议定书修改）

“1. 人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保
持主张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机关干预和部分
国界的情况下接受并传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本
条不应阻止各国对广播、电视、电影等企业规定
许可证制度。

2. 上述自由的形式既然带有责任和义务得受法律
所规定的程式、条件、限制或惩罚的约束并受在民
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的利
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为了
保护他人的名誉或权利，为了防止秘密收到的情报
的泄漏，或者为了维护司法官的权威与公正性所需
要的约束。”

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若干例子）

美利坚合众国

1791年：《宪法》
第一修正案

“国会不制定任何涉及确立
或禁止自由信奉宗教的法
律，任何限制言论或新闻
自由的法律，或任何限制
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
要求改正其错误的权利的法
律。”

1978年：最高法院对
Houchins诉 KQED Inc案的
判决: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涉
及一种接触政府信息或接触
受到政府控制的信息来源的
权利。”

印度

1982年：对《宪法》

第19条做出解释。

1986年：通过新《宪法》
（第III条，第7节）。

大韩民国

1989年：对《宪法》
第21条做出解释。

南非

1996年：通过《宪法》
第32节

“人人有权获取：

国家持有的任何信息；和

他人持有的任何信息，
以便行使或保护某一权
利。”

国家一级

宪法 立法

1766年：瑞典

1888年：
哥伦比亚

1967年：
美利坚合众国

1982年：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1987年：
菲律宾

1994年：
秘鲁、伯利兹

1997年：泰国

1998年：
大韩民国、
以色列、
阿根廷

1999年：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2000年：英国

2001年：日本

表1.1 世界上承认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若干例子（2001年9月11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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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欧洲人权法院对Leander诉瑞典案做出
判决。

1989年：欧洲人权法院对Gaskin诉英国案做出
判决。

1998年：欧洲人权法院对Guerra和Ors诉意大利案
做出判决。

2001年：关于获取国家当局所持信息的建议 R 
（81）19。

美洲国家组织

1948年：《美洲人的权利与义务宣言》第IV条。

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

“1. 人人都有思想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种权利
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而不论国界，或者通过口头、书写、印刷和艺术
形式，或者通过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手段表达出
来。

2. 前款规定的权利的行使不应受到事先审查，但
随后应受到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的限制，其程度保
证达到下列条件所必需：

a. 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者

b. 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众卫生或道德。”

1985年：美洲人权法院提出咨询意见，对第13
（1）条做出解释。

1994年：《查普尔特佩克宣言》（由美洲新闻协
会组织召开的南半球会议）。

2000年：美洲人权委员会通过关于表达自由的原
则宣言。

“1. 任何人均有权利获取有关自己或自身利益的
信息，而且是免费的，不论相关信息是在公共或私
人数据库里还是注册登记簿中，并且必要时有权对
信息进行更新、修正或修改；

2. 获取国家持有的信息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各国有义务保证这一权利得到充分行使。这一原则
仅仅只允许在确有危险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或民主
社会时由法律制定一些例外限制。”

泰国

1997年：通过《宪法》
第58节。

拉丁美洲

阿根廷《宪法》（第43条）
和秘鲁《宪法》（第2/4条）
以宪法的形式承认对获取国
家或私人数据库持有的数据
的请求权（数据保护权）。

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若干例子）
国家一级

宪法 立法

表1.1 世界上承认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若干例子（2001年9月11日之前）

资料来源：文件第19条（争取表达自由的全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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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和人类尊严或尊重种族大屠

杀受害者而限制公共接触范围？众所周知，在

世界范围内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与此同时表达自由却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项人

权(见表1.1)。

表达自由在世界信息社会

中的现实性

表达自由与体现这一权利的各国立法今天均面

临着如何适应新技术和互联网飞速发展这一挑

战，因为新技术和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思想和言

论的传播范围。表达自由与启蒙世纪、政治自

由主义以及支持宽容、新闻自由和反专横运动

同时诞生，表达自由从一开始便被构想成一种

消极的自由，即一种从国家或宗教权力机构的

压制和强迫那里争取到的自由。今后，在网络

时代，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取得法律

进步之后，当表达自我已经成为一种规则的时

候，表达自由已经变成一种积极的自由，体现

出新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表达自由的载体发生

了变化，这势必会对表达自由的定义提出质

疑，再度激发人们辩论如何对表达自由进行调

节和限制，在一些人看来，应对表达自由进

行调节和限制。正如以下框注1.4所表明的那

样，2001年9月11日事件之后也出现了新的情

况。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确实打破了游戏中的力

量平衡。迄今为止，窃听电话谈话、关闭一家

报纸、禁止使用某一赫兹频率，甚至是建立干

扰广播发射系统，这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是

相对容易办到的事，表达自由的绝对意义在于

必须保护那些弱势人群，即媒体从业人员。今

后，信息流通于互联网上，面对信息的不可捕

获特性，常常束手无策的正是国家，因为网络

空间为各式各样的不同政见提供了讲台。许多

辩论充分阐明了这一发展趋势，例如将来是否

应对新闻审查制度设立时效期限，超过这一期

限便再也不可能因其内容而控告一条电子广告

呢？25

知识社会中的信息自由和

媒体多元化

在处于孕育期的世界信息社会里，表达自由这

一原则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正在崛

起的知识社会中应强调一项首要原则：信息自

由（其定义是获取国家当局持有的数据、定期

接收涉及国家当局主动采取行动的信息的权

利）。实际上，在这种新背景下，掌握知识所

赋予的新权力可能会诱使那些有知识的人利用

无知识的人仍处于愚昧状态为自己谋取私利。

提到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知识社会，人们会想

到古埃及及其文人阶层，或者是皇帝统治下的

中国及其科举官员，这些知识社会是神秘社

会。如果想促进人人参与，那么，自由获取信

息和知识的权利可以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发挥

调节作用。因此信息自由可以保证知识社会的

民主性。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行使这种权利是

多么有利于发展公共信息领域，而公共信息领

域正是分享知识的关键。

信息自由并不是与获取多样化、高质量

的信息的权利没有关系，而获取多样化、高质

量信息的权利有利于实现媒体的多元化。显

然，无线电广播节目或电视节目的记者、发行

人、编导都是信息和思想自由流通的载体和保

证人。因此他们是促进真正知识社会飞速发展

的主要行动者，只要他们有此雄心，也正因为

这样，教科文组织特别看重他们特有的这一使

命。他们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要尽可能地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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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高质量的信息内容做出贡献，因为高质量的

信息内容有利于个人接受文化、知识、宽容和

他人。

表达自由和其他权利之间

的仲裁：迈向共同的原则

正如我们强调指出的，联合国大会已经宣告，

表达自由是联合国所致力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

键（1946年12月14日第59/1号决议）。但表达

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与其他普遍公认的权

利或原则发生冲突。一些“内容”不是与一

些“行为”一样有害吗？例如，千山广播电台

（Radio des Mille Collines）在煽动1994年卢旺达

大屠杀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举此一例便

足以说明问题。为了预防煽动种族仇恨、“种

族清洗”、甚至是种族大屠杀或反人类罪，难

道人们还会抱怨审查吗？例如，对某些内容进

行处罚属各国立法的管辖权范围，最为常见的

是服从各国的规定，而各国的规定彼此相差甚

远28，因此势必会提出一个问题，即对行使表

达自由进行原则上的限制（或“合理的”限

制）的可能性。

民主国家的立国之本是法治，在这样的

国家里，两个理念越来越有所不同，这两个理

念分别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欧洲人

权公约》第10条阐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

许多国家的政府在2001年9·11事件后在安全问题上做出大转折，这种局势近来对表达自
由产生了干扰，但在更久以前这一转折便初露端倪。国家安全压倒一切，始终是暗中处于
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权利并不一定就
是知无不言的权利。比如，整个一系列的信息，从绘制战略要塞图到发表某些科学发现，
可能会使人敏感，因此被排除在信息自由流通之外。

在目前的反恐斗争中，知识成为一种战略资源。此外十分明显的是，凡出现新的检查、审
查，甚至是镇压技术，势必随之而来的是开发出新的表达技术，各个国家今天完全清楚怎
样监视内容、确定入网点，关闭网站或跟踪非法形式的异端势力。此外各国为此使用一些
常规的调节手段，如通过强加一些规定限制入网，比如必须登记或获得许可；通过过滤数
据限制一些内容，官方鼓励“自查”26；发展越来越先进的监视技术。此外，国家还可以
正式强加一些入网规定（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或者是鼓励私营部门自
行采取防范措施，拒绝某些“不受欢迎的”用户上网。将国家审查分包给私人运营商，或
者更有甚者将审查私营化，这种现象的出现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已经发现一些分销商宁愿
收回一些被当局认为是不恭敬的广告，也不愿意失去一个大国的市场份额。

但就是在一些民主国家里，也不能避免传播信息的中间人出自商业利益而在某些程度上滥
用表达自由。“表达”和“商品化”往往是服从于一些可能是自相矛盾的逻辑，在某些条
件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某个人将自己喜欢的连环画人物形象放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
而没有事先向权利所有人支付专利费，这样做便可能导致侵犯著作权。保护商标图案也可
能会引起对表达自由进行某些限制。此外，媒体业谋求商业利益，多元化作为民主之根本
须加保护，为什么这两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巧合呢？我们将会看到，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在保
护知识产权和促进公共领域之间采取平衡的措施27。

框注1.4 “安全”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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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将表达自由列为民主原则本身：没有表达自

由，任何社会均不能自称是真正“自由”的。

因此对表达自由不应有“合理的”限制，这既

因为所有人不大可能对限制是否合理达成一致

意见，又因为不会发生“滥用”表达自由的情

况，因为思想辩论本身引入的就是一种调节。

保护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应该是绝对的，没有

例外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捍卫的

理念则相当不一样。不履行相关的义务，就没

有自由（也就没有表达自由）。因此，《欧洲

人权公约》认为，如果一些内容显得有害，那

么对这些内容进行某些限制是合法的，也是合

乎愿望的。在表达自由和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

问题上存在着这两种态度，这说明如果要对诸

如互联网之类的某一表达自由的载体采取第二

种态度（即主张进行某种调节的“欧洲”理

念），那肯定会遇到困难，因为第二种理念的

原则在源头上是汲取了第一种理念。

表达自由与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知识社会

捍卫表达自由不仅仅只是一个原则问题。捍卫

表达自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为

分享信息和知识铺平道路。因此捍卫表达自由

与捍卫网络空间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同属相同

的理念，即促进更好地使用新技术，由此让文

化和地理来源日益多样化的越来越多的公民获

取信息，参与知识探索。

信息和思想自由流通的好处不仅仅只是保

证基本权利。伴随信息和思想自由流通的透明

性有助于稳定经济环境，有助于建立或恢复信

任（这是人类活动持久发展的根本所在），有

助于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并且有利于促进民

主的飞速发展。正如我们所见，表达自由是发

展的正式组成部分，有利于更好地分配资源。

新技术可以成为行使表达自由的宝贵手段。互

联网为个人提供了手段，可以在前所未有的范

围内实现各国民主宪法几年、几十年，甚至是

几个世纪以来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向公民做出的

保证，即表达自由、沟通自由和贸易自由，所

有这一切在以前要求拥有重要的技术和雄厚的

财力，而今天只要我们愿意，人人都能办到。

思想和信息流通自由因新技术变得更加有效，

这将是促进民主和人人参与公共生活和决策的

极其有力的杠杆。

然而，任何技术都绝对不能抗衡政治选

择。正因如此，这种权利在哪里受到嘲弄就应

在哪里得到捍卫，这种权利在哪里受到威胁就

应在哪里得到保卫，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表

达自由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信息流通自由，是知

识社会崛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资料来源
Article 19 (2001); Bhatnagar and Dewan (2000); Boafo 
(2003); Burnstein (1996); Caden and Lucas (1996); 
Chase and Mulvenon (2002); Cukier (2003); Cuneo 
(2002); Goux (2001); Hardy (1994);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Hussein (1994); Jensen (2002); Juma 
(2003); Kalathil and Boas (2003); Lavoie and O’Neil 
(1999);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00);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2002); Pimienta (1998); Post and Johnson 
(1996); Proenza et al. (2001); Schiller (1996); Sen (1981, 
1996 and 1999a); Stehr (2004); Trudel (2002); UNDP 
(2003); UNESCO (1978, 2003a, 2003d, 2003e and 
2003h); United Nations (2003); Vattimo (2002); World 
Bank (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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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
知识与新技术

第2章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吗？人们倾向

于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不仅重组、转型、革

新是深层次的，而且信息与传播、生物技术，

以及随即被引入经济、社会和政治齿轮中的纳

米技术等新技术革命也是深层次的。知识与能

力、工作与娱乐被新的电脑软件语言彻底颠覆

了。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2001年发表的

《世界人类发展报告》中强调指出的那样，生

物技术在卫生和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应用为人类

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些转变必定对知识社

会的腾飞产生重大影响。 

网络社会中的知识经济

走向网络社会 ?

第三次工业革命伴随着知识体制的变革，关

于这一点，人们提到一种双重范例的出现：

非物质的范例和网络的范例。事实上，人类

的个体劳动越来越非物质化：最初是机器替

代手工劳动，接着是服务业的发展，最后是

随着数字化革命而降临的虚拟世界，于是这

样一个社会出现了：与物质相比，掌握非物

质总是可以拥有更多的战略优势，因而拥有

更多的权力。知识与对非物质的征服使得，

比如说，建造和使用卫星成为可能、从而使人

类对地球空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

此同时，全球化进程正在将全球市场统一起

来，技术变革降低了传播成本、并且使信息传

递的速度与数量成倍增长，这两方面相结合，

导致了Manuel Castells著作中所说的“ 网络社

会”的出现。诚然，在一切社会组织中，都存

在一种网状结构，个体在其中编织主要关系，

比如家族的、种族的、经济的、职业的、社会

的、宗教的或政治的关系。而在信息革命的背

景下，新的组织形式建立起来，它不再依据传

统决策的空间和顶级集中性的原则。传统的垂

直等级被越来越多的横向关系所取代，这种横

向关系往往跨越阶层、跨越国界。网络的普及

并不意味着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

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平等地进入网络，参

与网络。恰恰相反，人们发现，由于国际投

资、过境中转或金融交易的作用，各个庞大网

络组成地方性的“结”，这些“结”与东京、

伦敦和纽约等“全球性城市”的城市新现实不

可分割，主要在它们之间发展互动关系。 

与非物质社会和网络社会息息相关的新

兴知识社会是否显示出与以往的知识社会截

然不同的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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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继资本有形积累

阶段之后的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

殊阶段。正如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预见的

那样，知识正在取代劳动力，创造的财富越来

越不用直接的、可测的、可量化的劳动去衡

量，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整体科学水平和技

术进步。知识经济突显了以下三者间存在的组

织与技术的互补性：一是新技术带来的信息编

码、存储和传输新方法；二是能够使用这些技

术的人力资本；三是能够最大程度发掘生产潜

力的“反应型”公司组织形式（借助知识管理

的进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与研究、

教育和服务相关的某些“非物质”活动正在全

球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量上来

讲，这些活动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持续上升。例如，研究开发经费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的份额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升高。其他

无形投资（教育、卫生等）与有形投资（有形

资产、物质资源等）相比，增长明显，而且统

计显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能觉察到

这种趋势。知识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大增并不

局限于高科技部门：由于对基础知识加以新的

利用，那些看似“低技术”的部门也已经或正

在转变组织和生产模式。

十九世纪欧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

的标志是，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向工厂转移。同

样，就业人口的第三产业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导

致富国的非工业化进程，并通过连通器作用，

引发穷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对于发展来说这

是好消息吗？从理论上讲是的，如果我们考虑

到这股推动力可以让穷国增加收入的话。不过

有两个因素给这种乐观的看法投上了阴影。

一方面，这种现象目前主要涉及新兴国家，特

别是亚洲的新兴国家，欠发达国家，特别是非

洲的欠发达国家仍在局外。另一方面，发展中

国家能够从它们最近的工业化进程中获取的价

值，除少数特例外，是相当微薄的，因为今后

全球经济更加注重的是设计[研发¨(R&D)和专

利注册的关键所在]和规则（营销和交流）。

比如说，知识经济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必须

跨越的门槛，如果这些国家打算“追赶”最发

达国家的话。

统计数据描绘了知识社会的出现和知识经

济的扩张，但这不应掩盖各地情况的多样性。

知识经济的数字不见得能描述某些社会现实。

例如，在印度，由于培训政策和众所周知的电

脑专门知识的发展，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

已经超过50%，可是这个国家75%的人口仍以

务农为生，近40%的人口是文盲，没有电话的

人口比例很高。1所以，与其说在知识经济中

发生了普遍的颠覆，不如说各种体制是并存

的，不仅在全球范围如此，而且在国家内部也

是如此。即便在知识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种

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对于知识本身造成的

影响也依然值得加以特别关注。 

新技术对网络知识的影响

技术变革与知识的创造与

流通

几十年来，技术变革已经影响到知识的创造方

式、传递方式和处理方式，其规模之大使得不

少专家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

崭新的知识时代的前夜。继基于口头、书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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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的知识体系之后，数字腾飞促使网络获得

前所未有的扩张，网络扩张的轴线有两条：横

向的，加速了传递；纵向的，加强了连接。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为了生活、生存、

跟上潮流，就必须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行

交流。网络这种新的知识载体的另一个特点是

互动性。实际上，应当把两类媒体区别开来，

一类是“单向的”媒体，比如广播、电视、报

纸等，这类媒体负责从信息来源到公众的集中

传播；另一类是“互动的”媒体，比如电话，

电话首次实现了真正的远距离对话，或者因特

网，因特网提供多媒体界面间的直接互连，特

别是使联网个人或机构间的实时互动成为可

能。随着因特网和网络的飞跃，交流能力和认

知能力同时得到发展，突显了一个事实：个人

不是被动的接受方，个人可以自主地组成虚拟

社团，比如常见的论坛。 

新技术对于知识的创造影响巨大(见框注

2.1)。事实上，在知识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

上，新技术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网上有些东

西只不过是未经加工的信息、甚至是谣传或误

传，而有些东西却可以构成真正的知识的基

础，只要懂得区分这两种信息，因特网就可以

像一个巨大的思想库一样发挥作用--无论是涉

及信息还是涉及知识。 

再者，虚拟的、可修改的、取之不尽的

物品在我们的环境中激增，有利于团队作业和

共同获取知识：学习，长期以来一直局限于在

学校这样的特殊场所进行，现在正在变成一个

全球范围的、可远程访问的、可以模拟无数场

景的虚拟空间。最后，知识的网络化和信息

的加速处理为数据库（不论其大小、用途和目

的）工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科研机构、政府

信息转化为知识需要进行思考。信息本身只是未经加工的数据，是创造知识的原材料。所
以说，信息很可能是“非知识”。因特网在这方面提供了特别有力的证明：据估算，因特
网上的信息有半数是完全失实的或不准确的。网络还方便了谣言的流传。不过，把信息转
化为知识要求经过思索和判断，并不只是核对事实。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批判
能力和理论能力，这些能力的发展正是知识社会追求的目标。如果说人们可能被信息淹没
的话，那么知识正是能够让人“在思想中辨别方向”的东西。 

如果只看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化过程的话，知识与信息的这种区分还是相当简单的。然而，
尽管信息是一种未经加工的数据，但信息本身也是一种活动的产物，是活动使之成为信
息--是信息的定形或打包使之变得可操作、可传送、可消费。这种活动既可对知识范畴的
信息实施，也可对非知识范畴的信息实施。所以，区分知识与信息还应当考虑把知识“定
形”为信息的过程（用当代流行的说法就是知识的“信息化”过程）。这个过程赋予知识
有形性，使之更具操作性，更便于处理。这就是生产新知识的方式。信息是人们通过适当
处理加以转化的东西，而知识是人们生产的东西，知识的生产总是建立在对信息的了解和
转化上。正是信息的一种转化形式导致了知识的生产，而知识本身又被转化成信息以便能
够加以处理并生产新知识，能够在知识生产中提高生产率的革新就发生在这一“合理的循
环”中。

框注2.1 从信息到知识，从知识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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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大小企业中正在建立功能强大的知识

管理系统2。也许有朝一日大部分产品，包

括植物和家畜在内，都将配备电子芯片，实

时传送有关它们状态的信息（材料的磨损

情况、动物的健康状况、药物的失效日期）、

有关它们所在位置的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或

卫星监测系统）、或有关它们运动状况的信息

（迁徙动物的标识、产品的跟踪等）。此外，

须注意的是，如果这样的机制被系统地应用

于人类将是危险的，虽然这对安全系统有利，

却必将导致不折不扣的普遍监视系统的出

现(见框注2.2)。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个人数

据（隐私）的秘密性成为个人的一项新的基

本权利3。所以正在进行的转变必然会引发

一些伦理问题。 

知识商品化的界限

是什么？ 

数字化革命使得非物质的商品化达到新的高

度。事实上，在全球知识经济中，数字载体的

增加大大减少了可无穷复制的非物质商品的

稀有性。同样，我们已经看到，网络形式增强

了知识的可获得性，知识的稀有性受到质疑，

传统知识经济的基础受到挑战。因为可大量获

得的商品一般会成为免费商品。数字内容的普

及，特别是作为一种文化性经验（音乐、电

影、视频游戏）的载体的普及，难道不是迫切

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其交易或商业化所依据的经

济模式？轻率使用对等网络计算技术、非法下

载因特网上的音乐和电影，这些做法确实严重

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是，基于编码的新技术产生了一些标准，并因而创造了一些控制工
具。控制理念是数字化革命的核心。历史上，面对抢劫和不安全因素，为了确保交通自由
和道路安全，确立了国家权威；同理，面对“信息公路”上的不安全因素，如何不会想到
今后可以如法炮制呢？

网络社会是“分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息处理是通过编写数据库来进行的。如果不
加防范，这种分类工作可能促使出现新的权力，导致“泛角度的”控制。监视形式不仅是
在工作地点、公共场所、机场旅客登机口到处安装摄像头。从打到你手机上的电话，到因
特网上的交易记录，一直到悄悄下载到你计算机硬盘上的小程序，提取个人数据的手段五
花八门，极少有无计可施的时候。个人数据的流通便利了社会分类的建立。可是，根据选
举口号的“受众情况分析图”来为公共决策提供信息，这是理想的体系吗？

知识社会是技术监视的社会吗？促进信息和知识的开放和自由流通等价值观是否将不
可避免地导致面向所有人的知识与有关所有人的知识混为一谈？难道没有“不知权”
吗？4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分难道不应当保护每一个人不受他人对于与之无关的事情过

于咄咄逼人的打探吗？知道得过多可能导致损害。正如美国已故参议员 Daniel Moynihan
所强调的，“秘密”是社会调节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它保护私人领域。不过，现在
人们观察到，私人领域的知与公共领域的知正变得越来越混淆。因而，不知权是一种
相对于有关自己的知识的流通而言他人不知的权力，不知权已缩减到涉及隐私的知这个
范畴。 

框注2.2  走向普遍监视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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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数字化内容的创作活动在经济上的可持续

性。关键问题是，要弄清这究竟是“成长的烦

恼”还是数字化固有的效应。如果是前者，那

么随着交易在商业上的成熟，以及数字版权新

的管理体系的出现，问题自然会消失。如果是

后者，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网络社会中必须考虑

的棘手问题。不过，虽然不可能有不建立在知

识自由流通基础上的知识社会，但不论发达国

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现有的障碍是什么，人们

不能设想一个只建立在“免费文化”基础上的

社会，因为没有经济活动就没有社会。与此同

时，有些知识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要大一些

(见框注2.3)，应当避免不正当交易的风险，明

确区分有价之物与崇高之物（这是艾马纽埃

尔·康德提出的区分）。 

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商

业交易的对象，不过知识不可能变成与其他东

西一样的商品。后文中我们会看到，知识的这

种特殊性质如何制约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公共领

域和知识共享的促进之间的平衡。

在基于知识的

全球经济中南北的

不平等将加剧？

有些专家已经不失时机地指出，知识经济腾飞

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可能是，富国变得更富，而

穷国停滞不前--或者是因为在基础设施或知识

生产潜力方面缺乏投资；或者是因为缺乏标

准，无法保证有利于知识生产的条件（施政质

量或面对国际竞争保护新创知识的能力）。

根据这种假设--即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富国

和穷国的不平等加剧，评论家们强调，在“新

新技术和信息与思想的自由流通是提高公众对二十一世纪伟大事业的认识的有效工
具。2005年1月，也就是2004年12月26日海啸席卷南亚、东南亚、马尔代夫和东非
海岸之后不久，工业化国家通过大规模开展国际援助受灾地区活动募集资金，其中相
当一部分资金是通过参加这一活动的主要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无国
界医生等等）的因特网站以电子形式募集的。因特网还帮助一些家庭与死里逃生的亲
人相认。

新技术在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斗争中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促进艾
滋病毒检出和研究的新方法，而且使得动员各国人民采取预防措施的大规模宣传活动成为
可能。教科文组织和艾滋病规划署的共同资助组织在 2004年3月共同发出《全球推广预防
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倡议》，作为对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三五倡议》的补充，该
倡议的立足点就是，建立一个预防教育互助网，力求在治疗和预防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
通过新技术，我们能够编制信息，在各个层次开展动员，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支持艾滋病
患者，限制艾滋病流行的影响。 

框注2.3  知识和新技术为二十一世纪的伟大事业服务：

援助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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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辉煌年代，实际经济增长率与交易所

行情的增长率之间出现脱钩现象：当经合组织

国家的各个交易所行情见长（而实际增长情

况与之不符）之时，有的国家，如中国、印度

等国正在经历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实际增长

（而这些国家的交易所行情并没有体现出这一

情况）。有些企业相对于其会计价值而言高估

资产，这在经济分析上的解释是，这些企业不

是依据目前的利润来测算资本，而是根据采用

一个想法或一种革新（也就是一种知识）这笔

资本能够实现（衡平机制）的价值来计算本

金。实际上，1995年创办的在线书店亚马逊

网站 Amazon.com 经营六年以后才实现利润。

从2001年春天起，新技术市场上的金融泡沫

破裂，突显出这种引起错觉的高估革新、高估

革新未来能够产生的投资回报的做法有多么极

端。 于是根据实际经济绩效对交易所的资本

价值进行了调整。这场全球经济的“理性回

归”或许可以让人们换一种眼光来看待知识经

济与发展的关系：知识经济是否为那些懂得在

现实经济中把知识转化成资本的欠发达国家提

供了追赶的可能性？ 

淘汰人类还是走向

创造力的新境界？ 

有一条奇怪的悖论：掌握的知识越多就越无

知。随着知识新载体的出现，机器世界取得了

无限制的飞跃，这似乎在宣告人类的能力萎缩

了。信息处理和传输速度不断加快，技术时间

与“人脑”思考时间的数量级差距越拉越大，

因为前者极快，而后者好像几千年来不曾变化

过。这个差距是不是说明，人脑有可能被人

脑所创造的机器和程序超越？对人类的思维来

说，如今大量增加的信息越来越难以过滤、处

理、掌控。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找到一条

相关信息轻而易举，几乎无异于到消防水泵上

去喝一口水：的确不愁没水喝，不过千万别被

水淹死！如此过剩的信息，只有在能够做到以

下两点时才能变成更高级的知识手段：第一是

能够利用工具“处理”这些信息，第二是能够

通过思考劳动把信息转化成知识。这项任务越

来越多地交给了机器，因特网上收索引擎的飞

速发展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几十年

后，除了数学家之外，还有几个人真正会心算

呢？新技术的飞跃难道不是加深了我们对技术

的依赖？不过，机器尽管完善，还是不能替代

人类完成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思考性劳动。随

着死记硬背式学习的消失，随着记忆存储的自

动化，培养学生以恰当的方式筛选信息的能力

将成为学校的任务。 

诚然，机器似乎准备替代人。不过，这主

要是在涉及机械性的任务（比如死记硬背地学

习、监视任务）时。无论这样创造出的“最美

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需要做的仅仅是

动动嘴皮子）--当今最雄心勃勃的一项计划是

生产出只要求最低限度人类干预的自主的电脑

系统5--有多大风险，机器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应

当是用来服务于人类发展的。机器解放出来的

时间可用来从事更具人类特性的活动。所以，

可以设想，技术启发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这

样的世界是可能的(见框注2.4)。 

数字革命和

知识编码的认知效应

新的数字技术直接影响信息传播的迅捷性，不

过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知识的处理与接受。今

后，认知行为不能够再用传统的知识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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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考量，因为传统理论把认知行为看作一种

个体的心理行为。利用电子文本处理手段或使

用搜索引擎是新近形成的习惯，但它们已经深

深扎根于风俗和日常语言中，使得认知活动越

来越像电脑辅助的程序。

数字化使得古老的知识编码形式臻于完

善。换言之，通过数字化，数据能够变成语

言，而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其本质是集体的。

这种编码的效应牵涉到新的知识概念，知识的

生产不再被视为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时刻。

数字网络的互动性赋予技术的使用者前所未有

的地位。使用者在信息面前不再是被动的，因

为他们在不停地挑选信息，因而在对信息进行

分级。从今以后，交流技术不是先于知识的创

造与建立，而是与之相互作用。

尽管人们往往强调网络社会中发生的非

物质化运动，但必须看到，新技术也通过运用

机器而使得各种认知功能物质化和外部化。后

工业时代也是一个超工业时代。早在因特网之

前，1940年代出现的计算机以及更加普及的电

子信息处理设备已经改变了认知活动的条件。

因为认知的过程一旦实现自动化，其意义也就

不同以往了。一个使用数字技术的人，即使是

单独工作，其认知活动其实也是在他与这些赝

象之间分配的，不管是发现、记忆、逻辑运算

还是学习都是如此。所以，在今天，我们“眼

皮子底下的”表象世界取决于在我们和认知赝

象之间分配的认知过程，认知赝象越来越起作

用，因而越来越“透明”。“分配的认知”时

代已经到来6。“分配的认知”广为应用，尤

其是在计算机辅助集体作业领域和计算机辅助

集体学习领域。“分配的认知”还促进了以集

体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的提升，免费软

件（也叫开放源软件）的成功尤其证明了这一

点，而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的提升正是教科文组

织十分重视的。

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赝

象与新的信息类型轻而易举地充斥着日常

生活。虽然存在一些常常会抑制新技术在各

个社会中传播的社会和文化障碍，但所有出

于选择或出于需要使用这些新装置的人，还

艺术创造首先需要使用从各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中引入的“介质”和“载体”。古时候，
是燧石、凿子、锤子、刷子、铅笔、刀等。到了印刷时代，出现了刻版。接着是照片、胶
片、录像。每一种“介质”和“载体”都带来一连串新工具和新技法。今天，图像是数字化
的。艺术形式与技术糅合在一起，依靠创作者的想象力，新的艺术类别出现了。数字艺术在
多个现代特色的领域中大放异彩：虚拟现实、机器人学、人工智能、因特网、生物技术等。
数字艺术的介质是创作软件和计算机，载体是数字显示幕。这些新工具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技
术革命同步。每一种文化都义务根据自己的迫切需要和创作大师定下的审美标准，驾驭这些
新工具，并打造出创作工具（软件）。只要付出这一代价，文化多样性就能够得到保存。 

为了利用电子工具传播知识和文化艺术实践，教科文组织在这个领域提出了一些倡议
（如DigiArts计划），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框注2.4  艺术创造力与数字艺术



54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是相当轻松地学会了“自然的”使用方法，因

为这些技术将认知功能外部化，因而它们自

身有能力解决一些问题，让使用者能够使用

它们。新技术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劳动经济

学：使用舒适和简便是设计结合信息技术的程

序的两个关键因素。劳动经济学问题在计算机

界面和多媒体产品变革中已然成为中心，在确

立新的知识管理体系过程中，它必将发挥日益

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只提两个问题就足够了。

一是从技术角度来看，残疾人获得信息工具的

问题。二是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根据文化和语

言环境的多样性改编内容、提高内容的可获得

性的问题7。 内容和方式应当适合于它们真正

的使用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户自己通过自

己的实践普及了某些现行体系中有时并未预计

的用途，所以说，并不存在一种惟一高明的见

解，能够确定新技术所有可能的用途：新技术

并不只在发达国家传播，它们也会在不发达国

家传播，所以应当激励当地文化开发应用系

统、软件和多媒体产品，满足当地用户的需

求。 

从记忆社会到知识社会 ? 

记忆与新技术

在传统的知识记录形式之外，数字技术的飞速

发展引进了新的储存知识的载体。新的载体的

容量似乎是无限的，其特点是前所未有的可访

问性。在数字革命的震撼下，硬盘、光盘、记

忆卡等等出现了，记忆越来越被理解为是一种

物质的、自动的和人工的功能。与书写的发

明、印刷品的普及一样，因特网的开发可以被

视为心理官能逐步外化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如同一切书面档案一样，因特网是一种外部记

忆装置，只不过它不限于文本和图像，它接受

一切可能被数字化的信息。如同印刷品一样，

因特网是一种重新分配信息的装置，只不过成

本极低、反应极快。与文书和印刷品的不同之

处是，因特网是主动的。归档的“页面”可以

包含自动的或者应用户要求启动的超文本链

接、脚本等元素。此外，在线信息可以通过所

有入口访问，从而使得因特网成为一个总括文

档，其规模前所未有，而且在快速增长8。在

这个飞速发展的巨大集合中，主要有：电子广

告；多媒体产品；因特网网站；文化科技数据

网站；各种新形式的、千变万化的、往往需要

加以准确判断的知识。这些形式的知识自创造

之日起就是数字化的，对它们进行记忆，很可

能是构建知识社会过程中最大的工场之一。比

如，教科文组织最为关注的遗产这个概念，今

后就包括了数字化部分。数字化遗产概念把形

形色色的内容囊括进来，包括科学数据、传媒

产品、技术、医药或法律信息，还有数字化艺

术。这些数字化数据的保存问题是双重的，既

要保存“软件”，也要保存与之配套的“硬

件”(见框注2.5)9。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

过的《保存数字化遗产宪章》中强调，电子资

源应被理解为一种有利于子孙后代活动的遗产

或资本。

记忆越多，回忆越少。记忆自动化难

道没有导致个人记忆努力的减退？与此同时，

信息技术难道没有证实人们有理由担心几十

年前构成地球上大部分区域日常生活方式的

一些技能和传统会消失？这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悖论：用来优化知识的保存与传播的工具

最终可能导致认知文化多样性的贫乏。诚然，

一切革新都迫使人们做出选择、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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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技术革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人们直

接面对这些选择的文化特性。人类知识的数字

化不能被看作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知识的淘汰，

淘汰将通过“彻底破除”来实现，它认为惟一

可行的文化标准就是要与当时的技术标准相

符。在知识社会中创新文化被认为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10，不过知识社会仍将是不折不扣的知

识记忆和传播的社会。作为传输技术，数字化

实际上是用来变革传统的传承的，因为数字

化深深影响了文教科研机构（文物机构、博物

馆、图书馆、档案中心）即传统的记忆中心的

运作11。

走向新的文化行为？ 

还存在一种网络特有的文化，形成这种文化的

是这样一个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

参与者都有一个角色要扮演，通过各参与者对

可用信息来源进行选择和分拣，在任何个人或

机构并未发起倡议的情况下，为信息和知识的

持续的、创造性的流通做贡献。一些创新做法

刚开始时是孤立的、没有经济支撑或机构支持

（比如博客这种人人都可以在线更新的个人报

纸），它们越来越普及，并通过个体网民的选

择与行动发生改变。因而年轻人在发展新技术

存储在某些服务器上的信息文件构成一种文化、教育和科学资源，对这些资源应与
传统遗产同等看待。不过，因特网飞速发展带来的这种“额外遗产”却以容易消失和
不稳定为特征，从而使得保存方面的选择变得十分困难。事实上，网络的特点就是数
据流动极快，而载体淘汰迅速：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消息，因特网页面的平均寿命是
44天。今后如何对不断变化、有时甚至在一日之间就消失无踪的因特网网站进行存档
呢？在网络社会中，集体很容易患上一种“数字性老年痴呆症”。“现代社会”的特
点是工作记忆不强、注重即时性、似乎根本不顾及子孙后代，如何从这样一个社会出
发构建真正的知识社会呢？ 

要对付数字材料在时间上的不稳定性，有一个办法：安装电子捕捉装置，也就是在
网上进行定时记录的“收割者”软件。不过，要确定适当标准对网页及有关内容进行
筛选仍是难题。从事网络存档工作的美国先驱们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协会“因特网
档案”，采用随机抽取的办法进行存档；而其他机构采用内容标准进行存档。接下
来的问题是如何给文件编制索引，按因特网地址？按编辑日期？怎样处理同一文档
的先后版本？目前，在这个领域提出的大多数倡议仍是孤立的。当然，教科文组织
发起的“世界记忆”计划力图通过鼓励对特殊文献遗产的筛选工作，来纠正这种割裂
状态。

这些新载体终将导致人们重新定义遗产概念：其实从定义上来讲，数字化遗产没有任何
时间、地域、文化或形式的限制。它可以是一种文化所特有的，但有可能是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访问的。此外，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保存本身服从于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措施，否则
各种格式之间“发生战争”，造成混乱局面，需要增加读出器才能对形形色色、互不兼
容的格式进行解码。须警惕的是，这样一种全球记忆的前景不要变成威胁新兴知识社会
中各种知识与特性共存的举动：否则文化变成“信息”与 “交流”的客体，还能继续
作为传统与传播的主体吗？

框注2.5  数字化遗产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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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见框注2.6)人们还看到一

些未曾有过的文化行为出现了，尤其是涉及自

我表现的文化行为，个人网页是这种新现象的

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人们看到一种意料

之外的因特网用途满足了网络创始人没有预见

到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功能。所以，因特网的用

户不仅成为信息时代新文化的接受者、拥有

者，也成为其行动者。明确区分文化内容的生

产者与消费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了，区分科学知

识的生产者与接受者的界线也趋向于消失。我

们不断言这一界线将消失，也不断言知识社会

里人人都是学者、艺术家，我们可以预料，这

在新技术的飞跃中，年轻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因为他们是因特网的主要使用者： 

2002年按年龄段分列的互联网用户

年轻人参与利用数字化工具提供的虚拟现实以及新做法的兴起，这些构成地道的“数字文
化”（如网上视频游戏、个人网页、论坛、博客等等）。似乎年轻人的主要关切主要通过
因特网的发展表达出来。在尊重网络空间中信息和内容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还务必使青少
年（也是最易受影响的人群）免受有害内容的毒害。 

年轻人是特别脆弱、需要得到持续关注的群体，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冲突后局势中。教
科文组织提出了信息青年计划等各种倡议，致力于帮助动员和鼓励青年参与，促进弱势青
年获得信息与传播新技术。这方面的行动包括特别强调是信息与传播技术教育，以及设立
进修和竞赛奖学金，以帮助年轻人更有效地获取新技术，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对年轻
人的社会、文化或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问题上，信息与传播技术教育还可以在传播有
关信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国际电联：《2003年世界电信报告》。

框注2.6  年轻人与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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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线不会再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决定科学或文

化作品的流通。

此外，由于交流完全以匿名、脱离肉

体和同步的方式在任何物质影响外进行，因

特网为自我体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网

络允许虚拟的自我叠加于真实的自我之上，

因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有些专家认

为，网络的运作如同一台显示器，它显示社会

中隐藏的各种力量和趋势：一方面，网络推动

失去个性、忘却自我的趋势；另一方面，网络

产生动力，能够使每个人以几乎无限量的化名

拥有多个虚拟身份。关于数字身份及其与社会

身份的关系的立法尚在构建之中。虚拟现实的

飞速发展加大了可能性。不过也有不利的一

面：伪造与欺骗、模仿与隐瞒的可能性增加

了。有利于增加交流的因素本身也带来了提供

假消息的风险。身份问题涉及更广泛的人员与

服务提供商的认证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未来

几年中认证标准的落实仍将是一个关键性问

题。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某些信息可

在线访问，其用途就必然向知识靠拢。新技术

是社会变革的传送者，但社会变革只有在某

些条件下才会导致知识社会的兴起--我们将会

看到，这些条件构成了真正的“学习型社

会”兴起的特点。仔细观察这些伴随着新技术

的传播出现的“数字文化”，尤其是在青少年

网民中，可以很快得出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另一

个假设：一个“普遍消遣的社会”的兴起。

不但在消费型社会（包括文化领域在内）取

得胜利的发达国家有这种直觉，甚至在不发

达国家也是如此，某些研究表明在线行为千

差万别12。所以，因特网既可能成为构造知识

社会的工具，也可能成为慢慢地，但必然地引

导我们抵达消遣社会或让我们随波逐流的迷

宫。

资料来源
African Information Society Initiative (2003); Bruner 
(1990); Castells (1996); Clark (2003); David and Foray 
(2002); Flaherty (1989); Foray (2003); Goody (1977); Gorz 
(2003); Hatano and Inagaki (1991); Himanen (2001); 
Hoog (2003); IFLA/IPA (2002); Lessig (1999); Mansell 
and Wehn (1998); OECD/CERI (2000a and 2000b); 
Proenza J. et al. (2001); Ricœur (1992); Rodotà (1999); 
Sassen (1991); Schumpeter (1934); Serres (2001); Stehr 
(1994); Turkle (1997); UNDP (2003); UNESCO (2003a, 

2003c, 2003d and 2003e); World Bank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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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社会

第3章

自从 Robert Hutchins 的著作（1968年）和 

Tors ten  Husén 的著作（1974年）问世以

来 1，“学习型社会”这个词组向我们展示了

这样的一种新型社会：知识的获取既不限于教

育机构中（空间上），也不限于初始培训的结

束（空间上）。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每

个人一生中可能需要从事多个职业，终身继续

学习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在学习型社会这个

概念落到实处的时代，皮特·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1969年发表的著作中2预言将会出

现一个首先必须“学会学习”的知识型社会。

这种新的教育观念几乎同时也在埃德加·福尔

（Edgar Faure）所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撰写的报告（下称

《福尔报告》）《学会生存：今日和明日的教

育界》一文中得到强调：“教育不再是精英阶

层的特权，也不再是某个年龄段应当做的事

情，教育正在把外延扩展到全部人员，扩展到

每个人的一生”。 

在这些1970年代初发表的著作里，无论

是谈到正规的教育体系，还是谈到报界和音像

传媒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职业活动、非正规和

非正式的教育，均不再把重点放在知识的占有

者和寻求者上。信息社会在全球的飞速发展似

乎已经使上述假设初现雏形。雅克·德洛尔主持

的国际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其1996年发表

的报告中强调，新的信息技术可以大大有利于个

人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持续更新。在旧模式受到越

来越频繁的变更的质疑、“边干边学”和创新能

力日益得到重视的年代，社会的认知动力成为主

要赌注。这种学习模式就这样通过教师界传播开

来，渗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今后越

来越得到承认的是，应当加强一切组织（无论是

否是商业性的组织）的教育即学习环节。在这方

面，须指出的是，这种模式的发展应当与创新在

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发展同步。

不过，我们从学习中真正掌握了些什么

呢？学习和认知科学领域新近的发展有朝一日

会体现为具体实用的做法吗？其应用不会局限

于学校教育，所有的知识场所和介质（它们本

身也处于激烈变动之中）都应当能够从中受益，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走向创新的文化？

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知识的传递和传播占据

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今天人们不仅看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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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生产在加速，而且看到整个社会对新

知识的兴趣在增加。想出新主意，再把新主

意贯彻到在中学和大学教学计划中，这两者

的间隔从未像现在这样短。有时候这也会出

问题，尤其是在得出的模式未经充分验证的

情况下。不过，这首先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创

新的文化的兴起，这种创新的文化超越于整体

知识经济中技术创新的概念之上，似乎被升格

为新的价值观，它在多领域（教育、政治、

媒体，广而言之就是文化领域）的传播证明

了这一点3。知识、技术和机构可能逐渐被人

看作是过时的事物。文化本身的构建与其说是

基于稳定与再生产的模式，不如说基于创造

与更新的模式。这样一种创新的文化会造成持

久的不稳定，而学习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可能是

对此的合理反应。问题是要了解，这样一种文

化是如何传递的，是如何与真实的经济、社会

或政治计划相兼容的。换句话说，就收益和方

式而言，不断求新事物能持久地成为基本元

素吗？如何才能避免只见短期利益而不顾长期

利益？学习型社会必然向二十一世纪提出一项

重大挑战：让文化与创新，还有远见相互兼

容。

创新与知识的增值

创新不同于发明（限于“新知识的生产”这个

探索领域）之处在于，它通过制造对新商品

或新产品的需求等方式，体现所生产的知识

的“价值”。企业家是把发明转化成经济上的

创新的中间人。通过制造新需求，创新进入社

会，因为社会必须相信，从创新中获得的好处

大于新旧转换过程中付出的认知成本。所以，

发明要变成创新，必须在前端有旨在便利使

用4、降低转换成本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

创新本身不能成立，只有一项发明遇到一名体

现其价值的企业家、与此同时满足某种社会需

求的情况下，创新才成立。所以，同是一项发

明，在一个社会中可能导致创新，在另一个社

会中可能不导致创新，如果那个社会缺乏需求

或缺乏企业家的话。创新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

能开始全面发展：比如，电脑的普遍使用起初

引起成年人心理上的恐慌，而儿童和青年本能

地学会了使用，因而需要等待一代人以后，这

些信息和交流新技术才能全面进入人们的习惯

之中。

创新的进程：

一个多环节合作进程

如今，对技术创新感兴趣的社会学家、经济学

家和哲学家都承认，创新及其传播所走的线

路图中单向的成份比我们想象的要少。今后

人们要把公众与技术学科和工业界的互动作用

考虑进去。在知识社会中，公众的角色不断加

强，因为公众是贯穿整个创新进程的元素5，

它强调创造性的社会环节，并预设了来自各

阶层的有贡献者之间真正的“知识共享”,在

1960-1970年代，最出色的技术创新往往是在大

型技术项目范围内（征服空间、高速列车、核

计划等等）推出的，国家提供研究贷款，国家

往往也是其主要用户。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多

种形态（在法国或者北欧，由国家扮演发动机

的角色；在美国，往往采用公私伙伴关系的形

式），它与1990-2000年代的创新动力机制大不

相同了（当然，军事和核领域除外）。近来电

脑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已经使得技术项目

与公众使用之间新的互动作用享有盛誉（见框

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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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众好像是创新全权的作用方。

在某些情况下，在一种导致创新的集体抱负的

形成过程中，公众的功劳与工程师的一样大，

甚至更大。“泰莱通”等病患者协会能很好地

说明这种趋势。在某些情况下，如艾滋病人案

例中，病人们毫不犹豫地起来反对医药当局，

艾滋病人带着自己的病情鉴定，试图修改治疗

议定书，甚至对一些一直以来被奉为原则的临

床试验法，如分发无效对照剂等做法，提出质

疑。 

创新的文化

与知识的需求

在整个知识经济中，创新能力将是竞争力的

试金石。在知识经济中，鼓励一种创新的

文化，就是要促进新发明和新想法迅速传播

到整个特定的社会中。不过，创新不是靠发

布命令就能办到的。由于创新通常是不可预

见的，所以重视有利于出现创新过程的条件

十分重要：那是我们惟一能够介入的环节。

还应注意这些变革的人力成本，像熊彼特强

调的那样，要牢记创新也是一个“创造性的

摧毁”过程：应当特别关注创新所承载的

摧毁机制，以减少其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影

响。

正如一切技术革命一样，知识社会飞速发

展之中隐藏着这场革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巨

大风险。承认这一点，难道就必然同意这样的

想法吗--几代人或者一些个人可能在这场变革

的祭台前成为祭品。面对很多新事物在奠基时

刻都会经历的风暴，难道不能反过来考虑：置

疑经验和知识将导致个人能力和集体能力的发

展。这正是知识型社会暨创新的社会、学习型

社会全部的赌注所在。

未来的工作将越来越多地由知识的生产、

交换和转化构成。我们的社会将完全投入对川

流不息的新知识的吸收之中。知识的需求将

比任何时候都旺盛，不过需求模式将会发生改

变。需求不再表现为一类特殊的活动--科学技

术进步有可能很快使之过时。在创新的社会，

知识需求将与常换常新的资质需求同步。职业

培训将不得不发生变革。今天文凭首先是一种

社会资质，而创新的文化必将带来的结果是：

文凭本身将附上失效日期，从而防止认知能力

陷入惰性，并满足对新能力的持续需求。

在因特网这个案例中，虽然这项创新发源于国家（或者说公共部门和大学）的行动，但很
快就有其他作用方（当然包括企业，还有与各种社会组织有关联的比较边缘的创新者）汇
同进来。一方面人们发现，为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电脑专家们希望拥有合作与交流工具（对
这些专家来说，就是要让电脑不仅成为计算工具，更重要的是成为集体作业的工具）；另
一方面人们看，往往与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反文化运动有瓜葛的黑客们（这个词好像源
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希望摒弃在他们看来首先像一种控制和中央集权化的工具的
电脑。这些人围绕一种交互式的、易操作的、去集权化的电脑的思路，研制出最早的微型
计算机和局域计算机交换系统。

框注3.1  创新与因特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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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持续更新：

新文化的赌注
当代世界的一大亮点是对未发表过的作品、对

变革、对新事物前所未有的增值。转化象征性

地战胜了恒定，断裂象征性地战胜了连续，这

种局面有时是以不稳定和不安全感为代价的。

当今，对瞬息即逝的东西鼎礼膜拜、对唯美主

义的东西大加宣传结伴而至。人们越来越倾向

于以审美和创造性的方式，而不是以再生产和

连续性的方式来考虑人类活动，甚至经济领域

的人类活动。同十九世纪一样，人们正在经历

从需求经济学（以需求为基础）向供给经济学

（以销路法则为基础）的过渡，如今新事物、

惊喜和“魔法”正在变成现实的、产生附加值

的商品。 

创新的这种社会增值正像它目前的表现

那样，本身往往是不稳定的，无聊琐事的幽

灵终于纠缠上了我们这个一惊一乍的社会。

不过，创新的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时髦

现象。要正确理解它所涵盖的现象，艺术创造

性这个例子尤其具有启发性。事实上，人们

观察到，在上网、全球化和新技术飞跃的联

合效应下，创造性自身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颠

覆。随着当代语言中“后”这个前缀词的泛滥

（以“后现代”艺术等概念的风靡为特征），

人类这个原教旨主义的概念引起了崇拜。从

此以后，创造性吞并了一些可以形容为“人

类学上有诗意的”新的地盘：人类不顾一切可

能引发的伦理学风险--专家把这种风险归结为

对“后人类”时代降临的担心，正在走向自我

创造。今后人类的特性可以从基因组中读出，

这突出了人类面临的选择的政治性。这样，创

新和发明就摆脱了对媒体的快速与出奇的崇

拜，成为控制我们这个社会以及我们人类未来

的条件。 

学习，知识社会的关键

从定义上讲，学习型社会不可能是只有信息的

社会。面对信息社会在全球的普及可能造成的

过剩，学习这个概念重新引入了至关重要的后

退空间。借助这个概念，我们的社会能够希求

消化社会中定期生产出的巨量的新知识。所

以，人们呼吁学习现象应当普及到各个社会层

面，应当让学习在各种机构的时间、工作、生

活安排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变动体现了范式

的变革：一方面，教或学不再局限于确定的和

不可更改的时间-空间，相反，学习要终身进

行；另一方面，人这个作用方被重新置于知识

的获取与传播这个永恒进程的中心。这种对知

识固有的人性环节的回归，并不是在置疑新的

信息工具（管理数据库或处理知识的自动化机

制）的重要性(如以下框注3.2所示)，不过这些

自动化机制只是简单的工具，它们可能会使人

忽视学习这个行为本身，尤其是忽视各类老师

或教员应当起到的作用。

学习的多样性

学习型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对形形色色的知

识6的性质做出思考。知识可以分为描述性

的知识（事实和信息）、程序性的知识（针

对“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知识（旨在回

答“为什么”）和行为性知识。思考过程中

应当结合认知科学取得的进展(见框注3.3)。比

如，在对记忆与情绪的了解方面我们已经取得

进步，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开发一种以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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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为基础的新的学习方法。不过，不得不承

认的是，人们目前制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仍

很少把认知和神经系统科学领域取得的最新进

展考虑进去。

所以说，知识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跟上

这些新发现的步伐，重新考虑与知识生产和知

识传递有关的社会举措（当然包括教育，还包

括知识面向公众的传播）以及其物质载体：书

籍、声音、屏幕。

在前面提到的各类知识（描述性的、程序

性的、解释性的、行为性的）中，行为性知识

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获取行为性知识需要非自

然的、不同于模仿和考查的认知努力。这种认

知努力往往是由它人（家庭、学校、社会）强

加的，尽管它近乎暴力，但人们仍然不能因此

就认为有理由设立一整套的惩罚措施（惩罚措

施与教育相伴太久了）。 

此外，知识是分散在不同学科之中的，

或多或少有点僵硬的学科分界目前正在受到质

疑。因而，人们也在怀疑严格分层次的知识传

递方式（大课）是否适当，这种方式在其评估

模式中注重的是文凭的象征性经济价值。同

样，目前人们也在质疑专业知识中“基础课阶

段”的存在。似乎基础知识不复存在了，因为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不过，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办到的是就此开列一张清单：基础

知识应当包括语言、研究型的认知能力（试

信息与交流新技术使得新的知识管理体系取得飞跃。从定义上来讲，用户的选择和行为在
知识管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知识管理”系统，即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的自动
管理，是建立在筛选原则之上的，而筛选原则的依据是，个人行为与数据自动化处理之间
的互动作用。

例如，某用户在网上书店购买了一本书，于是系统就可以挑选出从商业角度看可能适当的
其他信息，如用户的爱好。每次行为都留下痕迹，日积月累，由不同用户留下的痕迹组成
了一幅可供信息自动化处理系统使用的简图。“知识管理”领域的电脑工程师们正在加强
研制这类以个体行为为出发点设计的系统。 

同样，第二代搜索引擎使得某些功能实现了很大程度的自动化。得益于这些搜索引擎，每
个用户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偏好，而且可以通过建立网页与网页之间的链接，与其他人共享
其对网上可用信息的筛选。链接结构就是一座由于用户行为而不断变得更加丰富的文化信
息宝库。所以，一个网站的价值就是由其在搜索引擎中的地位给定的。这些提取信息的方
法推翻了传统的知识分类，创造了知识和信息新的流通渠道，特别是创造了一种“变形认
知”，一种对于知识的知识，一种叠加于已进入社会的知识之上的知识。 

“知识管理”技术与新的搜索引擎相结合，明显改变了对信息的处理、构造和领会。未来
人们甚至可以设想这样的系统：能够自动建立网页间新的链接、又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取
消链接。这样设计出来的因特网能够结合各个作用方的选择进行自动更新。关于未来信息
搜索和链接方式的研究计划是存在的，不过结果如何目前尚不能确定。

框注3.2  “知识管理”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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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学能力（列举、寻找规律、因果关

系）、信任（赞同文化规范）和服从社会规则

的能力、手工和艺术能力（绘画、雕刻、音乐

等）。无数经验表明，这些能力必须从低龄开

始培养，否则这些能力会大打折扣甚至消失。

既然技术的加速进步使得技能老化越来

越快，所以在这些方方面面的知识领域里，应

当鼓励人们获取一种灵活的学习机制，而不

是强加给人们一套确定的知识大全。“学会学

习”，意思是学会思考、学会怀疑、学会尽快

适应、学会在尊重共识的同时向本国文化传统

发问：这就是知识社会中基础知识的底座。 

知识的评估

学习型社会应当允许每个人自我维持“水

准”，这势必引发人们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如

何对 “学员”（中小学生、大学生、在职培

训人员、资深人员等）、教员或研究人员的知

识进行评估。

一切困难都在于，知识与商品和服务不

同，没有客观的度量单位，而在学习型社会

中，知识又是不断变动的。正因如此，这个普

遍性的问题超出知识交易的问题，因为它也涉

及到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非物质领域中的雇员

的报酬问题。这个困难是十分现实的，因为

赋予知识以度量单位的必要性已经导致人们

设计出带有刻度的、可计量的知识--“格式化

的”知识或者说标准化的知识，以便能够从量

的角度（依靠刻度），继而从质的角度（借助

一张表格）加以评估。更糟糕的是，认知任务

执行的速度可能成为一种度量单位，甚至在一

些需要思考因而需要时间的任务中也是如此。

最终造成的后果是强调复述练习，使学生养成

粗略浏览知识的习惯，不重视分析。多重选择

题（QCM）程序将这种走样的评估方式推向令

认知科学这个说法囊括了高度重视的学科领域，尤其是心理学、哲学、人造智能学、语言
学、神经系统科学（生物学和医学），还有人类学和认识社会学。所以，认知科学看来是
应用分析和逻辑方法研究知识精神层面的各学科的集合体。认知科学在本质上是多学科
的：它们对于科学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信息处理的算法学层面。在这个领域，社会科学、人
文科学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交融极其丰富。 

在与学习和教育学有关的方面，从现在起人们更加重视知识传递的社会文化环境（阶级、
职业阶层等），更加重视在其中起作用的信息交流和情感流动。认知活动的科学手段也大
大丰富了，人们正期待着重要新发现。

在教育领域，还有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决策者们当然必须密切关注认知科学的发展。
而且他们还有一项任务--为认知科学工作者设立目标。做出要在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
学之间建立一个界面，尚需要付出努力。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应当寻找共同语言，列出
各自考虑的问题，并列出能够给予对方的答复。这样，知识的传递就在科学工作者和教育
工作者之间发生了，尔后再在教员与学员之间发生。而且，教育学本身也应当在惟一的成
绩尺度之外，配备新的评估工具，尝试测量学生的能力和思维敏捷度。

框注3.3  把学习排入认知科学的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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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悲叹的极致。在推广这种知识评估方式的同

时，“知识殿堂”很可能会变成出售信息或标

准化认知套路的超市。

建立评估知识的通用标准是困难的，因

为大部分知识无法被量化。不过，在这方面

提出若干防范措施还是可行的。其中一条措

施是，将教员的角色与检查员的角色分离，以

免将所教知识过分排它地提交给评估体制。

职业检查员应当有比较宽泛的比较基数，不

必考虑教员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把教课和

评估这两项任务都交给教员来办，会让教员既

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这样的解决方案会有一个

组织问题，并且很可能会增加费用。不过，它

还是提供了一种方案，以解决全面评估知识这

个人人都认为对于知识社会的飞跃至关重要的

问题。 

多重形式的智力

与学习型社会兴起结伴而至的一件事是，关

于智力整体性、单一性的概念受到质疑，这

些概念维护着传统教育体系中知识的评估与传

递程序相对稳定的特征(见框注3.4)。“多重智

力”理论，以及后来的“情感智力”概念，促

使人们重新审视教育措施过分排他地集中在逻

辑-数学和语言智力上是否恰当。教育的最终

目的不是以均衡的方式培养每个人身上各种形

式的智力，而是要判断出对于每个学生的智

力最为适合的方法。教育环境中提供的各种

载体和各类活动，允许人们更好地认识、发

掘和发展这些智力。所以，空间智力（spatial 

intelligence）、 动觉智力（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人际关系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内省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

ligence）和性格智力（naturalist intelligence）

等多种智力都是传统教育中常常忽视的方面，

这些方面不应当继续处于边缘地位。同样，在

一种多重功能的学习途径中，“老师”（就广

意7而言），即来自于认知探索的新知识的传

授人和体验人，应当能够将自己放到学生的位

置上，亲自感受学习行为引发的刺激以便在今

后的教学中给予这种刺激。通过角色对调实现

的换位思考法已经成功地得到应用。

唤醒孩子们的创造力、激励孩子们从事艺术实践、通过游戏和重复进行学习、在普通教育
中使用艺术手段（戏剧的、造型的、音乐的，等等），这些都是以较小成本、增加表达和
理解的方式、激发了儿童和少年对于学校知识的兴趣的活生生的事实。在学习一个国家的
官方语言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母语为其他语言的儿童来说，这些方法是不可估价的救
助行动，而且同校园的无纪律、无能为力或暴力等造成的财政漏洞相比，它们明显花费较
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进行的各种试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巴西开展的项
目--周末接待孩子及其全家从事艺术、文化或体育活动；在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进行的试
验--鼓励孩子们借助戏剧手法学习法语；和在印度落实的倡议--让舞蹈练习使被边缘化的孩
子们不再孤独。

详情可查阅：http://www.unesco.org/culture/lea

框注3.4  艺术教育赋予青少年一种永久的手段 

http://www.unesco.org/culture/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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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种体现教员和学生价值、并将这

种关系推广到教育界之外的学习型文化对于学

习型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由于因特网使

用量的迅速增加，业内人士的网络成为这方面

一个内容丰富的例子。业内人士网络的成员们

传递着知识，让年轻的从业者从他们的经验中

受益，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此外，这些业内人

士网络还体现了那些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的人的价值。因为，长期以来得到人们公认的

一点是，对于某个职业团队的归属感是产生信

任的因素之一：与其他出色的业内人士会晤并

交流的可能性刺激了从业志向和学习欲望。学

习就这样强化了对某个知识社团的归属感。

知识的可利用性

人们看到，获取知识手段的多种多样是学习型

社会的一大特点。这种多样性与两种垄断的

终结有关：一种是学校的垄断；另一种是书

籍的垄断。的确，学校不言而喻仍在扮演主要

角色，书籍（更宽泛地讲是印刷品）也同样不

准备消失。技术革新为编辑链上的从业人士提

供了增长的新机会：预定发行量、库存大大减

少、因特网开放了一个从理论上讲无限制的促

销、出售和转让版权的空间。不过，改变我们

与知识的关系的数字革命明显在加速侵蚀这两

种垄断。书籍这种长期以来作为知识流通的象

征的手段，在遭遇新载体时会怎样发生变化

呢？文本与新载体结合会变成什么样子？阅读

体验会变成什么样子？学习型社会理应增加并

改善学习环境，在这种社会中，图书馆应当居

于什么地位？图书馆会如何与网络形式相结

合？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真是不少，其实在这

些问题背后，终身学习的一系列机会在增多。

文本与阅读：正在和将要

发生的变形

屏幕并没有使文本和文书消失：屏幕上显示的

绝大部分内容其实是文本类的。反过来，超文

本的发展，以及文本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元素

（图片、声音等）相结合，导致文书的地位发

生了变化，还改变了阅读行为本身以及文学类

和科学类文书的写作形式。 

文本是一种根本性的紧张发生的场所：

一方面，文本是语言的对象，而语言是按照语

言句法规定的有规则的、线性词序，依时间顺

序铺陈的。另一方面，文本通过目视被理解，

所以可以部分地逃避这种线性，利用空间资源

创造其它与拼版、排版层次、颜色等有关的感

觉效果。上述认知的两个方面发生的紧张，

即空间和时间的紧张，随着当代个体摆脱权威

（宗教权威、政治权威和文本权威）将自己感

兴趣的信息要素尽收眼底的倾向而变得更加明

显。所以说，阅读绝不是固定不变的活动，它

取决于文本所使用的载体、要阅读的文本的类

型，以及特定社会中设定和教授的阅读方式。

出现在纸莎草制成的纸卷上的文本，和编印在

书中的文本，引发的态度是不同的。比如公元

一世纪出现的抄本（连页折本）促进了在文本

上加眉批、使文本个性化的活动。活页结构促

进了页码编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革新：词的

分解、标点、段落、章节、目录、索引。从前

以纯线性方式设计的文本，渐渐编排成分层次

的、彼此脱钩的多个部分，文本变成了“表格

式的”。文本的个性化得到了促进，默读也得

到了促进。随着印刷品的普及，以及粗放而非

集约式的阅读方式（十九世纪日报的爆炸式发

展和二十世纪杂志的爆炸式发展，使得这种阅



第 3 章 

67 

学习型社会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读方式成为标准的阅读方式）的出现，阅读的

这种个性化过程得到进一步强调。

伴随因特网和文本传播新格式的发展，

屏幕成为相当常用的新载体，从这个时刻起，

对于文本而言，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文本和

阅读活动向屏幕迁移的这场运动对文本的性质

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新属性，如同时

在多处出现、流动性、互动性、完整索引、分

割等，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日益变得不可或

缺。 

“同时在多处出现”的属性，使得存放

在一个服务器中的任何文本可在各地同时访问

到。于是人们目睹了一场文化去除背景和相互

渗透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广度在二十年前是无

法想象的。“流动性”是指数字化文档可以极

其方便地进行修改，十分适合于校对、拷贝、

编订成集、转发、公告、在论坛中发表评论等

操作。

与“流动性”相辅相承的是“互动性”，

这个特性使得文本变成了可供探索的虚拟空

间，上面带有朝向无数额外信息窗口的超级链

接，以及声音或视频按钮。计算机为文书打开

了一片新天地--即与用户相互作用的能力，鼓

励用户采取更主动更有靶向性的阅读态度。这

类文本的组织要素不再是抄本，而是数据库。

由于有这些数据库，用户可以紧紧围绕自己的

兴趣列出所有信息，这一点在学习领域显得特

别实用。所以，把传统图书馆巨大的馆藏转化

为数据库，是大有可为的途径8。

“完整索引”能够将文书面文档编入一

个巨型数据库之中，数据库中的搜索引擎能够

迅速搜索到所找的某页、某文或某条信息。这

个问答式的系统十分高效，正在把阅读体验

变成一种主动的查询。所以，阅读越来越不

像从前那样被当作一种慢慢渗透和反复思考

的活动。 

数字文本的“分割”则涉及到一种更为

根本的改变，涉及到文本或者更宽泛地说文化

的前途问题。实际上，由于屏幕阅读带来的轻

微不适，阅读操作正在变成热遥控信号操作。

其结果是，习惯上供寻找用的标签败下阵来，

尤其是在“领航者”窗口中：由于使用滚动条

（“升降机”），对书中某段落的直观记忆不

再起作用。这种适用于短文本的标签，对于长

的文本显得过于粗略，对于在多个地点分多次

进行的连贯阅读显得十分不足--比如读小说的

情况。如果数字化文本果真普及了，小说这种

文学作品的未来会受影响吗？

书籍的未来

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教课书和儿童文学读本

领域，书籍的可获取性和传播问题，与谈促

进知识的获取时所说的“数字鸿沟”一样是

个大问题。一方面书价奇贵，加上缺少图

书馆，另一方面阅读载体的传播比例过低，

无法促进扫盲运动、知识与想法的流通以及

向世界的开放。

与此同时，有形书籍将衍生出一些混杂

形式。近些年来人们尝试了多种手段，或借助

HTML格式（如《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做法，

该报文章可以通过垂直滚动条或连续的屏幕页

面来阅读），或者借助PDF格式，再或者用电

子书（e-book）等专门定制的机器，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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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创制抄本格式。不过，电子书这种解决

方案至今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情况似乎正相

反，人们很快开发出一种电子抄本，设计成书

的配页一般，上面以书籍的方式显示文本。正

在研制的技术中，看上去最先进的一种是，把

几百万个虚拟墨水微粒围在软塑料片中，电极

改变能够让这些微粒位于不同的位置。这种材

料已于2004年起进入商业化。所以人们可以期

待一种电子抄本以某个重量级出版集团所有制

的形式面世。

新媒体带来的可能性，引发了一种有趣的

现象：网民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涉及了从前图书

业专家的领域：档案员、印刷工、编辑、发行

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8月

巴西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讨论会上强调的那样，

人们正在见证出版业的做法扩张和变形，比如

在有些在线出版社中，知名作者的稿酬由其读

者自愿捐赠。

图书馆的未来

去除领土属性之后，文本和知识过上了游牧生

活，就这样，它们部分地脱离了中央集权化的

传统流通渠道。今后，不论是专业性的还是综

合性的图书馆，则越来越多地由有形空间和虚

拟空间、印刷品和屏幕共同构成，承担处理巨

量文档的工作。

保存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存储，它还

包括落实存储工作时整套的法律和社会程序。

自从十九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公共功能得到承认

以来--这与教育、大学、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发

展密切相关，图书馆在知识为公众所用方面发

挥了关键作用。今后，通过联网（大学、研究

中心或博物馆等其他类型的机构也可以联到网

上），通过旨在使“行为”知识个体化的多媒

体娱乐的途径，图书馆不仅要在社会内部承担

这个任务，还要在世界各国、各地区间承担这

个任务。

有人认为电脑的“飞速发展”意味着图书

馆逐渐消亡。可是，在很多国家里，人们却看

到大型公共图书馆仍在迅速发展！拥有手段的

现存图书馆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9。如果说有

危机的话，那主要是增长的危机。今后，对于

走运的图书馆来说，媒体馆这个称呼比图书馆

更恰当，因为它们不再仅仅以书籍或印刷品为

中心，这里有显示上或构思上不依赖于有形书

籍的文献和作品。

图书馆进入一种网络逻辑，使图书馆处

在了与信息范式有关的经济风险的中心。图书

馆能够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在一种信息流访问经济之中，如何保持

图书馆的公共角色和免费性呢？再者，在文化

物资交换普及化的时代，图书馆必须面对以下

两方面严重的不平衡来给自身定位：一方面是

数据库的指数级发展，另一方面是瞬息万变的

信息有偿访问的普及。图书馆，尤其是对于大

学图书馆而言，首先得应付访问、身份认证或

预约的高昂成本。当Google 公司2004年12月

14日宣布，打算开始对超过1 500万册的可免

费下载的印刷书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时，各大图

书馆，尤其是欧洲的大型图书馆，大多流露出

怀疑态度，尽管作者和书籍的版权问题是另行

处理的。在很大程度上，图书馆的未来取决于

我们这个社会超越信息社会的商业逻辑、建立

新模式（在新模式中知识及其认知价值才是价

值的创造因素）的能力。 



第 3 章 

69 

学习型社会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图书馆经济的新风险
由于对于知识传播做出的贡献，图书馆可能成

为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方，以减少我们这个

世界在获取文化物资和信息方面严重的两极分

化。从这个角度看，应当通过认证交换（从目

录共享到交换培训和网上帮助），通过与出版

社、报社、教育界和研究机构等各部门的合作

与伙伴关系，大力鼓励图书馆业的合作，尤其

是南北和南南图书馆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过，

这项百科全书式的任务有一个认知环节，即数

字化生成的生产力利润不能够自己形成：没有

适当的资金和特别是人力投入（权限、鉴定、

社会应用），文献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

影响。保存和保护方面的基础设施（档案馆、

博物馆、图书馆）集中在富国，鉴定和处理手

段也集中在富国，这就提出了一些大难题。此

外，编辑活动和印刷载体的传播分布也很不均

等。

是否应当从弱势国家开始，通过一个国

际法律、经济和道理框架来建立安全的在线

访问协议？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工业国中创立

免费的、有版权的档案流。不言而喻的是，

这些“正面的歧视”政策应当附以控制和跟踪

措施，以避开走私风险。此外，一个世界公

共图书馆的前景及其所需的合作提出了一个前

提，即访问一致性要求应当得到满足，信号设

置应当趋同、数据应当标准化，尤其是在元数

据级别上。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通过统一的桥路，各种在线书目已经可以访

问了（在线公共检索目录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 OPAC）。其风险则在“综合图书馆

(Bibliotheca universalis)”这样涉及大约十二个

国家的项目中显露出来。“综合图书馆”的目

标是：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协调各机构所做的努

力；允许各馆对已经数字化的遗产免费电子访

问；落实各系统间相互可操作议定书，以方便

从一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参与了在著名的古图书馆城亚历山大（埃及）重建一座大
型文化中心的项目。新建筑于2002年动工，体现了文档工作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理念。因
为除了主图书馆之外，该中心还包括若干博物馆、若干研究中心、若干专门图书馆（其中
一个是盲人图书馆）、埃及第一座天文馆、若干艺术陈列馆、一个会议中心等。亚历山大
图书馆每年接待读者人数高达25万余人，已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纸页文档与数字文档在这里并存，珍贵的手稿馆藏与“因特网文档”相邻。所谓“因特网
文档”是1996年以来美国推出的网上文档查询系统（1 000万页以上）。设有一个部门，
专门对手稿进行数字化处理，这将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联网工程做出贡献。 

建筑物呈圆形，由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建筑设计大赛桂冠得主挪威斯内赫塔

（Snohetta）工作室设计。其顶蓬是一张倾向大海的磁盘，深入地面的圆形大理石墙体的外
露部分上覆盖着各种已知的文字--这座中心所向往的普遍性的象征。磁盘状顶蓬下，向公众
开放的最大的阅读厅占据着一片设计成多个层次的空间。

这一文化建筑群志在成为一个卓越的中心、一个向大众开放的场所、一个世界各国研究人

员和艺术家的聚会之处，为文化间对话做出贡献。10 

框注3.5  亚历山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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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访问数字化藏品；以图片、文本和声

音形式，围绕民族间交流这个主题，创建共同

内容。

尽管技术上取得傲人成绩，成本也大大

降低，但人们仍不能逃避使用中的现实问题。

图书馆，无论级别如何，也仍将是位于某地的

机构、聚会场所和文化活动之家(见框注3.5)。

作为名符其实的“文化中心和知识交换器”，

图书馆可以代表新知识的一种存取极。充当

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中介和接点。它扎根于当

地网络中，所以能够对各种形态的知识发挥

文化与社会调解、定形和传递的公共职能。

所以说，图书馆将成为促进语言和文化多样

性的基本手段，不仅在保护遗产方面能够促

进多样性，而且可以把这种多样性融入实际

做法之中。 

从一座图书馆提取精华部分的能力是需

要学习的，这种学习有时是正规的，不过大多

是非正规的--常来常往，逐渐熟悉图书馆的工

具。换言之，长期以来，图书馆一直是学会学

习并发生信息到知识的转化的场所。在以终身

学习为基础的学习型社会中，图书馆应当在各

个层次上促进学习并为学习提供便利。就文盲

率较高的国家来说情况如此--图书馆是扫盲运

动和提高书写能力的场所。就优化知识流通以

满足世界各地不断增长的培训需求来说情况也

是如此。图书馆可以大大便利个性化的学习进

程。存储网络打开了虚拟存储空间（特别是可

以按需存储）的前景，11它将在自学的发展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流动图书馆到大型当代建筑群，图书馆

仍将是知识在社会流通中的一个支柱，是学习

网络中一个有活力的因素。图书馆带上了认知

和变革功能，这不正是学习型组织的范式吗？ 

资料来源

Bateson (1973); Bazillon and Braun (2001); Bénard 
and Hamm (1996); Brophy (2001); Chartier (1997); 
Cornu et al. (2003); Damasio (1994); Debray (1992); 
Delacôte (1996); Delors et al. (1996); Dickinson (2002); 
Dione (2002); Dortier (2003); Drucker (1969); Edelman 
and Tononi (2000); Gardner (1983 and 2003); Garzon 
(2000); Goleman (1995); Goody (1977); Hoog (2003); 
Husén (1974); Hutchins (1968); IFLA (2002); Maignien 
(2000); Maturana and Varela (1992); Miao (1998); 
Minsky (1988); Mollier (2000); Morin (2003); Nowotny 
(2005); Nowotny et al. (2001); Nunberg (1996); OECD/
CERI (2000a, 2000b and 2002); Parker (2003); Raymond 
(1999); Rifkin (2000); Schölkopf and Smola (2002); Sen 
(1999a); Seonghee (1999); Serageldin (2002); Serres 
(1997); Stehr (2000); Turing M. (1950); UNESCO (1997); 
Vandendorpe (1999); Weizenbaum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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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民终身教育?

第4章

教育是一项普遍宣告的权利（见框注4.1）。

二十世纪有很多这方面的规范性法律文本，

国际社会也每每重申这方面的承诺,不过，

伴随着知识社会的兴起，近几十年来，关于

教育措施本身，人们开始接受一种新的社

会的、政治的和哲学的看法。随着全民终身

教育概念的发展，教育和学校不再被看作是

相似的概念。此外，在大多数国家中，教育部

门以前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如今，面对增

长的和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人们正在见证一场

越来越明显的教育供给私有化运动。这种趋势

目前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今后它会像某些国家

中已经发生的那样，向其他层次的教育扩展

吗？ 

 如何尽早达到平等这个目标并在世界

各地向男童女童提供同样的机会？如何设计

教育以使得学习型社会向所有人开放，而不

是只向那些有手段给自己提供适当的、有价

值的知识的国家、家庭和个人开放？换句

话说，如何避免教育加深两部分人之间的

差距，使一部分人受到越来越好的教育，而

另一部人很少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

加深认知鸿沟这个全球知识经济的主要障

碍？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为了弥补1990年

代所取得的进展中的漏洞（有的甚至没有进

展），国际社会已经在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

（2000年4月26日至28日）上确定了基础教育

方面2015年要达到的六项目标（见框注4.2），

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或计划署一

起负责跟踪和协调工作。六项教育目标如下：

1.   全面扩大和改进幼儿，尤其是最易受

到伤害和处境最不利的儿童的保育和

教育工作；

2.   确保在2015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

是女孩、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民族

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良好和免费的初

等义务教育；

3.   满足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使

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学习各种必要的知

识和生活技能；

4.   2015年以前使成人的识字率，尤其是

妇女的识字率提高50%，并使所有成人

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和继续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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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是《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
中宣告的一项权利，现摘要如下：

“1）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
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2）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
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世界人权宣言》第 26条第1和第2款 )。

“本公约缔约各国认为，为了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起见： a）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 
b）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以一切适当方法，普遍设立，并对一
切人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c）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
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d）对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等教育的人的基础教育，应尽可能加以
鼓励或推进；e）各级学校的制度，应积极加以发展；适当的奖学金制度，应予设置；教员的物
质条件，应不断加以改善。”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2条)。

受教育的普遍权利还在《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泰国宗滴恩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1990年）、
约旦安曼的咨询论坛（1996年）和塞内加尔达喀尔的《行动框架》（2000年）中得到重申。

受教育权是教科文组织职责中的一项。“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条基本原则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组织法》中得到宣告。体现这一原则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1960年）已被教科文组织
执行局接纳为全民教育的支柱性文件。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受教育权的各项决议也对该公约予以
高度重视。 

在受教育权方面，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作用和责任是极其重要的。教科文组织与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受教育权的重要性，在《中期战略》（2002年-2007年，
第16 段和62段）中得到了强调。教科文组织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之间展开合作的基础是
落实受教育权所采用的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在这种情况下，由执行局成立的一个追踪受教育权的教科
文组织（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经社理事会联合专家小组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该联合专家小组认为，
如果打算真正实现受教育权的话，应当更多地考虑全民教育规范性的牵涉范围，尤其是宪法和法律领
域中牵涉的范围。本着这个精神，教科文组织向各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利开展网上教育领域的立
法工作，落实全民基础教育权，并对立法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解释。 

正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切实行使受教育权，那么实现人权是不可想象
的：

“要争取人人享有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权利，还有很多事要做。进行人权舆论宣
传是实现这些权利的一个关键要素。正因如此，受教育的权利对于所有的人权来说如此重要。正因
如此，知识和信息是实现自治的两个条件。只有懂得自己权利的人才能够致力于让自己的各种权力
（包括工作权、获得适当粮食的权利、住房或医疗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或利用科技进步权等等）
得到尊重。只有懂得自己权利的人，才能够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保护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这
些权利。

教科文组织坚信，所有儿童，无论男童还是女童，应当能够受到教育。因为，我们认为良好的基础教
育应当是公平地对每个人开放的。实现受教育权，以及其他权利和基本自由，是教科文组织刚刚通过
的人权战略的中心。我们的愿望是，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领域开展的一切活
动都以改善日常生活为目标。”（人权日咨文，2003年12月10日）。

资料来源：<http://www.ohchr.org/french/law> et <http://www.unesco.org>

框注4.1  受教育权：获得与前景

http://www.ohchr.org/french/law
http://www.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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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底，国际社会并没有走上实现2015年全民教育目标的道路2：

—  41个国家，即在拥有数据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一达到或几乎达到了4个最容易量化的全
民教育目标（2、4、5）。几乎达到这些目标的阿拉伯国家一个都没有；

—  51个国家处于中间状态，在其中近半数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以读完小学五年级
的比率衡量的教育质量有待提高。在这些国家，许多孩子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其中一
个原因就是教育质量差；

—  35个国家远没有达到全民教育的目标。其中22个国家（超过这一类别的60%）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这个类别还包括3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这
35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特点都是在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方面成绩平平。小学入学率很
低，男女差别明显，文盲现象普遍，教育质量不高，导致辍学率很高，以致于许多学
生连小学五年级都没有上；

—  2002年，近800万成年人--占全世界成年人的18%--是文盲。大约70%的成年文盲生活
在 9个国家，占前几位的是印度（33%）、中国（11%）、孟加拉国（7%）和巴基斯
坦（6%）；

—  57%没有上学的小学学龄儿童是女童（这个比例在阿拉伯国家、南亚和西亚超过了
60%），175个拥有数据的国家中有71个始终没有实现小学教育中的男女平等。中学
和大学里的性别差距就更大了。2001年，在拥有三级教育数据的83个发展中国家中，
有一半国家实现了小学教育中的男女平等，不到五分之一的国家实现了中学教育中的
男女平等，只有4个国家实现了大学教育中的男女平等；

—  从现在起到2006年，基础教育援助总计可能翻一番，达到约30到35亿美元。这个数字
明显低于每年约70亿美元的基础教育外部援助，如果想在普遍参与一定质量的初级教
育方面达到全民教育目标的话，到2015年之前大概需要这么多援助。

框注4.2  全民教育目标会实现吗？

5.   在2005年以前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

育中男女生人数不平衡的现象，并在

2015年以前实现教育方面的男女平

等，其中尤其是要注意确保女孩有充

分和平等的的机会接受和完成良好的

基础教育；

6.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

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等

方面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1

此外，全民初等教育的目标是千年发展目

标中的第2项目标（“到2015年，确保全世界

儿童，包括男童和女童都能完成全部小学教育

课程”）。从小学到大学，两性在就学方面的

平等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第3项目标（促进两性

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全民基础教育

最有必要的工作：扫盲

明天的基础教育应当是什么样的？如何确保全

民接受基础教育？大多数教育体系中，把义

务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初等教育，当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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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扫盲数据库，2005年6月。

图4.1：按区域和性别列示的文盲率

教育。看来学校作为基础教育的场所和机构，

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充当基础教育的支柱。

因而扫盲这项基本任务也将由学校来完成。如

果不同时继续开展扫盲运动的话，全民基础教

育的推进是不可能的。扫盲运动目前涉及到近

7.85亿人口，2005年占世界人口的17%，其中

大部分是女童和妇女（见图表）。比如，在欧

洲，男性人口中每出现一个文盲，则女性人口

中就出现两个以上的文盲。如图4.1所示的那

样，2000年至2004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确，入学率在世界各地各层次都取得

了进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文盲率已大大降低，

不可否认中等教育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同样，

年轻人（15-24岁）的识字率提高了，从全民

教育角度来看这应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

号。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提到一场危机呢？在

不发达国家，普遍入学的努力往往会遭遇以下

困扰：人口增长、贫困、各种社会障碍、或者

是缺乏政治意愿。在这些国家中，在入学和扫

盲方面付出的努力是真实的，却往往是不均衡

48%的妇女（32%的男性）是文盲；在南亚和

西亚，53%以上的妇女（29%以上的男性）是

文盲。扫盲斗争具有至关重要性和绝对优先

性。可是学校并没有因此免受一场显而易见的

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随地域不同而呈现不同

的形态。

的，可能受到地区内部或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

巨大差异的影响。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学校

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学校不被视为

是确保每个人前途的投资时，决策者和民众便

会对学校丧失信心。在发达国家，学校似乎越

来越没有能力促进平等、完成其重新平衡社会

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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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002-2003年各国的初等教育（CITE 1）总入学率

资料来源：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2005年5月。

注：总入学率=某一教育层次的在校生数量（不论年龄）与该教育层次所对应的官方年龄组人口之
百分比。如果有很多官方年龄组之外的学生参加这个教育层次的学习，那么这个百分比可能超过
100%。 

在不发达国家，初等教育的统计数据是

有说服力的(见图4.2)。2002年，1亿小学学

龄儿童没有上学，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4 000万）、南亚和西亚（3 000万）和阿拉

伯国家（700万），其中55%是女童。尽管十

年间（1990年-2000年），亚洲得益于教育体

系的迅猛发展，未入学儿童的数量降低了大约

20%，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未入学儿童的数

量却增加了13%，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增长，

另一方面是出现退学现象：很多家长把孩子从

人和某些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人口，这些人群

的入学率仍然大大低于其他类别的人群。公共

预算数额低，更加剧了不平等的出现。此外，

很多最不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

得依赖于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以及双边

机构。

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困难，不过在

某些地区，甚至在生活最安逸的民族中，人们

也感觉到这场危机的信号。这场危机影响到了

学校领回，或者干脆不到学校注册3。在发展

中国家，近几年来人们感觉到教育进步的节奏

放慢了，而且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入学严重不平

等的问题：女性、赤贫人口、农村居民、残疾

最发达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在很多国家，尤其

是工业化国家，学校难以在社会空间里自我定

位。好像是因为学校太封闭了，又好像是因为

学校太易受影响了。说学校太易受影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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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在一切种类的风暴（言语的、有形的、

社会的）中都不能免于冲击。说学校太封闭，

是因为学校对于那些应当在学校里占有一席之

地的内容和人员不开放。很可能学校是一个有

待重新创造的场所：当然它是受保护的空间，

它还应当是建立主要联系的场所，而不是大门

紧闭的象牙塔。

其实，为了避免排斥，学校应当注意

吸纳形形色色需要学校的人。然而，就由于

严重残疾等原因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的教育

而言，受教育这项普遍权利，以及国际社会保

证落实这种权力的承诺，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

尊重。1994年，92个国家的政府和包括教科文

组织在内的2个国际组织就教育以及特殊教育

需求的原则、政策和做法通过了《萨拉曼卡宣

言》和一个《行动框架》4。真正意义上的兼

容并包的学校还很少，特殊教育的情况则在国

与国之间相当悬殊。有的国家已经拥有为特殊

残疾学生设立的完备的特殊学校体系。在有的

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特殊学校还相当少，

而且学费高昂，只有少数出身富裕阶层的孩子

能够上得起这样的学校。在很多不发达国家，

人们估计99 %有特别教育需求的学生无权享

受任何形式的学校教育。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什么叫基础知识？

要定义基础教育的范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以何为标准来确立起码的基本知识--即每个

人迈出校门时应当具备的知识--的定义？如

何随着各学科的快速变革对这些基础知识进行

更新？在文件和账目无处不在、对于日常生活

和行使公民权必不可少的社会中，掌握读、

写、算仍然是基础教育的第一要务。何谓基

础？就是随后可以在上面稳稳地盖房屋或者大

楼的地基。地基应当足够大、足够稳，才能在

上面不断加高建筑，不受强制性的约束。从

这个角度看，基础教育应当传授这样一种能

力：掌握主宰有效学习的过程。因为“学会学

习”仍然是最好的保证，它能够保证学生以后

在正规或非正规的机构中继续自己的受教育历

程。 

学习知识所必需的能力之一，是对无处

不在的信息（不仅仅是因特网上的信息）进

行搜索、分级、组织的能力。这就是所

谓的“信息扫盲（information literacy）”5，

没有信息扫盲就谈不上知识社会。在这种条

件下，当我们让一个学生坐到计算机面前时，

我们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简单的用户，我们

得教会这个学生去利用计算机而不是听任计

算机摆布，得教会这个学生让计算机为自己

所用，使之适合自己的文化。掌握阅读和掌

握数字载体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

的。全民基础教育的理念在向获取自学能力

靠拢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它不再

仅仅指与一生中某个年龄段相应的有限的知

识体。从知识社会的角度来看，人们将总是处

于学习的状态。不过，世界各地区有很多成

年人，从未接受过基础教育，这些人必须找到

获取这种极其重要的知识的场所。与此同时，

应当指出的是，成人教育的发展不是一声令下

便可办到的，它需要深刻的观念上的转变，尤

其是与学习有关的观念，因为学习还是常常

被视为是儿童、未成年人该做的事。一般来

说，成人教育运动的落实需要一定的条件。所

以说，只有当我们培训出称职的人员、并且在

学校普及了电脑工具的使用，数字扫盲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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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才有可能。此外，这样做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而这取决于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有胆识的预

算分配。

我们还要强调中等教育在延长和维护初等

教育成果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在某些国家里，

由于国际援助和国家政策偏重初等教育，中等

教育受到损害。而且如果由小学升入中学的比

率过低的话，整个教育体系的稳定性都会受影

响，初等教育会显得没有出路，家庭送孩子上

小学的动机可能因此受挫。当然，必须强调的

是，中等教育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不

但要巩固基础知识，而且要起到专业入门的作

用。 

与此同时，尽管在所有的正规教育部门

中等教育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部门，但它

远不是人人可以企及的教育6。在工业化国

家和转型期国家中，2002年-2003年，有95%

以上的学生由小学升入中学。发展中国家的

情况则彼此很不相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19个国家中，只有不足 30%的适龄孩子升

入中学(见图4.3)。而在阿拉伯国家、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升学率往往在70%以上。

我们注意到，1990年代，在所有发展中国

家中，升入中学的女孩都增加了，虽说笼统

的数字可能掩盖了巨大的质的不均等。在下

列国家中，男孩女孩之间的差距确实明显缩

小了：阿尔及利亚、马拉维、卢旺达、毛里塔

尼亚、尼泊尔、尼日尔、巴基斯坦、塞拉利

昂和突尼斯。在孟加拉国，不均等是颠倒的，

如今中学里女孩占多数。总体来说，小学阶段

男孩女孩出现不均等的国家，到了中学阶段这

种不均等会加剧；而在小学阶段男孩女孩基本

均等的国家，到了中学阶段这种不均等正在

减弱。

< 40

40 - < 70

70 - < 95

95 以上

中级总入学率

无数据

图4.3：2002-2003年各国的中等教育（CITE 2+3）总入学率

资料来源：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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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是课程分化开始显现的阶段。这个

阶段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发展一种提供单一系

列的、及至中学毕业的体系，还是应当发展一

种提供多种系列（综合、技术或职业）选择的

体系。前者就是所谓的“多用途”模式，是全

球的主流模式，尤其是在北美、亚太、阿拉伯

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注册综合系列的学生

要比注册技术系列的学生多得多。后者叫“分

化”模式，近年来这种教育模式在中东欧等地

开展得很好。应当鼓励综合性教育（风险是把

不适应这种课程的人排除在外）？还是鼓励分

化教育体系（风险是过早把学生限制在有的已

经贬值的专业中）？表4.1提出了未来学校的

六种方案。

在中等教育方面一种务实的观点是，根

据一个国家提供的未来就业可能性来考虑教学

的组织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在很多发展中国

家，多系列的中等教育体系很适合目前和可预

计的就业出路，特别是因为，参加这种体系课

表4.1：未来学校的六种方案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教育研究和创新中心就2020年时工业化国家的学校提出了6种方案，我
们将它们成对组合成以下三种模式：

现状类推 方案 1：维持官僚教学体系 方案2 ：市场模式的扩展

重新就学 方案3：学校处于集体性的中心 方案4 ：学校作为靶向学习组织

打破学校的教育垄断 方案5 ：学习网络和网络社会 方案6 ：教师大批流失

从Alain Michel的著做出发，可以从比发达国家更为宽泛的国际范围，来考虑知识社会中关于学校的三
种方案，作为未来的假设：

方案 1 和2：现状的动力

教育体系不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发生的变化仅够完成传统功能并平衡人口、技术和经济变化引起的失
衡而已。 

公立学校仍然是主流，尤其是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官僚式的管理继续占上风，不过，机构的非中
央化和自主性增强，评估手段有所进步。 

教学大纲定期修订、信息与传播技术的更多使用、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团体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国际
开放增加、保持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这些都是使学校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因素。 

教师工会仍然强大，但在教师工资和社会地位方面所起作用不大。有的国家，甚至因此造成教师匮乏，
在各层次的教育中私立学校的影响都有所加大，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

方案 3 和解 ：经过强化的公立学校在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中居中心地位

教育在大部分国家中成为重点。公共资金（国家的、地方政府的、国际组织的）增加。社会公平这个目
标促进了“积极的歧视”政策，学校自主权增加，更加适合地方特点，更能促进当地创新。 

国家的经验控制有了新的导航工具：统计指数更加完善、实行合同制和进行评估的新程序、更好的通
讯、更加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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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变成了学习型组织，其社会地位与知识社会的发展齐头并进。信息和传播技术越来越多地得到利
用，尤其是在学生的主动式学习和团队作业方面。伙伴关系，尤其是国际伙伴关系增多了。学习机构
和大学在成人教育方面的作用加强，成了真正的当地社区中的文化传播者。 

教育职业随受众的不同而变得多样化。教师被看作完完全全的职业人士：教师拥有诱人的收入，以致
于有人改行当教师。在初等教育中私立学校的份额仍然很小，在中等教育中略高，到高等教育和成人
教育中则更高。 

国家（中央集权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仍是教育领域主要的决策机构。在国际层次上，大型国际援助
明确用于资助扫盲斗争。 

方案 5 和6 ：网络社会中教育商品化

公立学校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衰落下去，一则由于其无法面对新的挑战，二则由于国家特权日益衰
亡。 

入学的消费主义观念盛行，找工作时文凭的重要性增加，导致教育市场飞速发展、创立。新型私立学
校长于创新但缺乏整体性。社会和政治压力导致“支票教育”系统发展，不过公立私立学校供任意挑
选。如果挑选私立学校，则由父母补足学费差额部分。私立学校的竞争刺激教师就业市场，人们用更
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来吸引教师。

种族或宗教团体召收学生，导致国家公立教育体制逐步瓦解。地区或地域之间更加不平等。公立学校
继续存在，主要负责接收弱势阶层的孩子，不再扮演社会“整合器”的作用。 

出现新的职业：教育顾问、远程辅导专家、多媒体教学模式设计员、在校和非在校学分评估员、交流
学和教育销售学专家等等。

在国际层次上，公共援助萧条，不足以满足需求。文盲率居高不下，甚至在有的国家有所升高。相反，
针对本来高素质的人员的高等教育和成人远程教育的市场发展起来。富国和穷国鸿沟加深。

这些方案的益处在于，有助于明确教育政策领域各种选择的风险所在。真正的变化很可能是：随国家和
地理分布的不同，这些方案形成的不同组合。这些方案主要的局限性在于，低估了地缘政治、技术、
经济或社会断层的风险。

程的少数学生有志于转向长期的综合性的学

习，继而参加全国公职会考，况且高素质工人

和中低层干部本来就有缺口。在不发达国家，

鉴于农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或卫生和社会部门

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前景，对持有CITE 3、4和

5B职业文凭的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是很有

可能的。设立将学校阶段与企业实习阶段结合

起来的职业和技术专业，能够保证就读学生的

出路。不过，正如第二次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

会议（1999年4月26日至30日，韩国汉城）上

强调指出的那样，要让这样一种观点真正成为

未来的观点，技术和职业教育必须在社会上能

够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只有这样，这种教

育才能成为终身教育中一个真正的链环，而不

是一张避免社会排除或社会不稳定的护照。无

论做出何种选择，都必须做一件事：维持基本

文化的稳固根基，基本文化即对说明、文本、

构成知识的各个学科领域的方法和问题的处

理能力（不是像专家那样，而是以清晰的方

式）7。多学科或学科间途径的发展可以降低

学科教育不可避免要造成的知识脱节的风险。

这些途径足够吗？鉴于新技术提供的各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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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彻底重铸目前的教学组织方式难道不是不

可避免的吗？类似的疑问正是今后关于教育问

题的前瞻性思考的中心。 

全民终身教育

持续学习

循环培训的理念首先是在成人教育和当时所

谓的“民众”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开

始时，成人培训被认为是一种个人选择，提供

跟上社会进步的机会或者是一种职业进修。

但终身教育从1970年代起便开始被纳入更

加广泛的教育历程观，特别是启发了“学

会生存”这份报告中的思路，该报告由Edgar 

Faure协调撰写，然后提交教科文组织。启蒙

教育从构想伊始便是为了打下一个基础，使

人明白怎样学习，然后不断地进取，终身教

育认定这种启蒙教育不会使人感到满足，因

此成为塑造自我的基本方式之一。最初阶段，

成人教育问题所反映的似乎是工业化社会

的关切，显得不大适合那些连基本教育需求

都远远得不到满足的国家，但教育不会局限

于启蒙教育，教育持续使人得到解放的潜能

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今天人们应

该认为终身教育是发展的条件之一，不仅能

够提高适应能力和自主能力，而且还是一种

保证在世界范围内分享知识和交流知识的

手段。

大部分社会展望学家预言，就业和职业

将越来越不稳定，终身教育可以应对这种就业

和职业的不稳定性。许多人今后将在一生中多

次改变职业，教育不能只满足于提供一种专业

教育：教育应开发每个人在一生中变换专业和

应对经济和社会转变的能力。但劳动市场诸多

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使人们有时过分强调终身

教育的经济意义和职业意义，而忽视了终身教

育开发个人潜能的意义，将开发个人潜能作

为一个补充因素而不是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放在

次要位置。然而，全民终身教育正在大大突

破职业时间，贯穿于个人工作时期之前、之中

和之后。终生学习一种手段和步骤，理想地讲

应在上述三个阶段都完全具有意义，而且三个

阶段彼此密切相关，但等级划分可能会因人

而异，因生命中的时机不同而有所差别。个人

文化开发就是开发每个人感受生存的意义；

社会开发就是开发公民资格、政治参与和社交

在一个共同体中所处地位；最后一点，职业

开发就开发非脆弱、高质量的就业，就是开发

职业与生产效率、职业满意程度和物质福利

的联系。

终身教育因此可以想象是对个人时间和社

会时间的一种加工转化、一种再分配和一种新

的协调。人们可以在自己的一生中确定若干个

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期。

第一个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期是学龄

前教育，这一教育既是对今后入学有效的引

导，也是一种可以改善最易遭受社会危险的

幼童生活条件的办法。第二个时期是基础学

校教育时间阶段，基础教育最常见的是义务

教育。第三时期是义务教育结束后的教育和

培训阶段，主要由高等教育承担9。第四时期

是“继续培训”阶段，这已经超出了启蒙教育

体系。能否接受这种培训因国家或地区的不同

而千差万别。总体而言，人们还远远没有达到

一种“终生”受教育的时间分配安排。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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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有时淡化第四阶段教育的意义，必要时让企

业来担负培训自己员工的任务，或者是将终生

培训这一广大领域丢给市场。最后一点，第五

时期已超出了职业生涯，无疑是在学习时间上

最不受强制的一个阶段。第五时期其特点是自

由地追随自己的兴趣和中心利益，自由地从

事社会活动，再也不必顾及职业生涯的种种

要求。

如果人们玩这种全民终身教育的游戏，

那么所有这些时期都应得到决策者和社会行

为人的同等注意。但是事实上，情况远非如

此，因为第二教育时期最受国家政策的重视。

成人接受全民终身教育的情况极不平等，

因为积极增加重返学校和大学机会的国家少之

又少。劳动市场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也面临着

大量结构性的阻力。为接受终生培训，个人和

社会应支付的成本随着个人参加职业工作的年

限递增，而人们又认为希望达到的效果却随着

年龄递减，因此经过简单的经济计算，人们

便会主张将投资最大限度地集中于最年轻者。

这样的决断有损继续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因为

所有的指数都表明，接受继续教育与初级教育

水平关系极为密切，接受继续教育既增加了人

们接受培训的欲望也增加了成功的机会。人们

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早早投资教育和培

训的费用明显要低），同时又陷入一个“恶

性”循环，这种循环加重了启蒙教育决定命运

的分量，使得日后的重新转换职业更加困难，

并排斥了许许多多民众，使他们享受不到启蒙

教育扩大带来的好处。在越来越多的社会中，

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里，人们正在逐步提高退

休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和培训还能继

续这样专门给予那些受教育最多、最年轻的人

吗？

更加重视幼童教育

至于第一教育时期，即幼童教育时期，长期以来

一直是由家庭负责(见图4.4)。时至今日，三岁以

下幼童的教育更多地属于非正式教育，但在一

些国家已经有了初级教育学前学习阶段，并列入

教育体系。在国际范围内，近几年来已经大大加

强了对这个生命时期的重视。人们越来越承认，

在情感条件和感觉条件对开发儿童能力不是没有

效果的年龄，环境的激励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此

外，至关重要的是应保护年龄极小的幼童，使他

们避开与不稳定环境相关的风险，不论是在社

会、家庭方面还是在卫生方面均应如此，还应缓

解父母因工作经常不在家带来的问题。因此学前

教育应纳入广泛的社会问题之中，因为社会问题

包括来自父母教育和信息、家庭政策及其与妇女

工作的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预防风险问题，特

别是在健康卫生方面。关心幼童保护还涉及到一

个问题，即对学前教育的关注不能简单地认为在

儿童生命的头三年里只要玩玩就可以了，一些传

媒在谈到早期启蒙学习时就是这样暗示的。儿童

的头几年对儿童未来是有作用的，但称儿童的头

几年决定儿童的未来则有可能极大降低年龄稍大

时和成人时学习的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淡化投

资终身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和保护幼童依然是启蒙学习的一个较

新范畴，所得到的研究探索远不如初级教育，

因为初级教育长期以来得到高度重视。在许多

国家里，这种关心依然主要是在城市里，所关

注的对象也主要是父母两人都从事职业工作的

儿童。衡量这种类型的教育并非易事，这种类

型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整个社会文

化环境在此方面有一些特殊的做法，总体而言

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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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鼓励宣传一种明确而理智的信息，即

我们已经知道应在幼童时期开发他们的认知能

力，让他们享受到相应的教育服务，因为家庭

并不能完全承担起这些教育任务。但提供教育

服务极不平衡。重要的事实是，一些发展中国

家，如牙买加、毛里求斯、墨西哥、塞舌尔和

泰国在2002和2003年幼童教育计划已经达到很

高的入学率（75%甚至更高）。古巴甚至达到

对幼童的普遍教育。10

终身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新的教育范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

学习和培训潜在场所成倍增加(见框注4.3所提

供的一个例子)。教育正在变成一个持续的进

程，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点和时间。至关重

要的是应了解非正式教育的场所，其潜力今天

已经减小，因为新技术提供了多种接受教育的

可能性。人们今后不再是只专注于传统教育机

构的工作（集中在教育上），而是越来越重视

个人和社团的学习（集中在学习上），这促使

人们考虑增加要求合理传授知识的地点和机

构。因此，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使

持久的学习得到社会的承认。终身教育方面的

政策应吸收多种多样的教育场所和各种形式的

学习，包括自我培训。人们看到这在所谓“认

可经验成果”体系中是前提条件。在此重要的

是，应使作为完成大学课程证明和终生从业护

照的文凭非神圣化，可以预见将会出现一些新

的方式来承认接受培训的过程和相关能力。这

一变化决非易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里获得文

凭或某些考试成功具有极强的判定价值。在发

展中国家里，这一点也是极为重要，因为教育

体系软弱，储存和传授知识的基础设施不足，

这使得非正式教育作为基础特别重要。在许多

国家有一种倾向极为清楚，国家在此方面的投

资明显减少，因此应开发一些替代手段来筹资

和共同投资。当然，私人提供教育已经大大增

图4.4：2002-2003年各国的学前教育（CITE 0）总入学率

< 20

20 - < 55

55 - < 95

95 以上

无数据

学前总入学率

资料来源：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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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且多种多样。但“全民”这种迫切性要求

享受私人提供的教育不能仅仅只取决于个人的

财力，因此国家政策的目标应是避免使一些个

人和一些群体事实上被排斥在全民终身教育之

外。

这种学习总的发展趋势引起一些批评。一

些专家强调指出，一边是终身教育的说教，一

边是充分扩张的教育市场，两者共同发展有可

能导致社会以一些狡猾的方式设下圈套对个人

进行控制，个人今后将不得不将自己的学习能

力几乎专门服务于经济和雇主对个人的设计。 

因此永久地保持知识资本来赢利可能会产生一

些居心叵测的作用，逐步扰乱工作场所和学习

场所之间的界线，职业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的界

线，娱乐休闲和生产经营之间的界线。

为了避开这些暗礁，重要的是应提醒注

意，公民应表达自己在受教育方面的愿望并做

出自己的选择。正如Amartya Sen充分强调指出

的那样，不论是他对发展的分析，还是他对教

育制度的分析都说明，发展是复杂的，不能简

化为单纯的经济参数管理。人类发展没有表达

自由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教育为个人表达自由

准备了必需的条件，因此可能导致个人受到奴

役的不是终身教育，而是受教育不够和素质低

下。

有鉴于此，人们不能停留在抽象地进行

激励而不考虑特殊的政策。一条可行的道路是

以特殊的人群为目标的，这些人可能落后于

他人，或者甚至是被抛弃在学习型社会的

边缘，这些特殊的人群就是低收入者、少数

民族、移民、学业失败的青年、失业者、接

受培训不足的低素质劳动者、残疾人、孤独

的老年人。目前就总体情况而言，掌握才干

能够自己管理和组织长期学习进程的个人并

不是大多数。这涉及到应重视对终生培训各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计划是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发起的一项地区性计划，致力于扫除

文盲，普及初级教育和促进以发展为目标的持续教育。该计划最早是于1995年提出

的一项倡议，即成立社区学习中心：这些中心专门面向不论什么年龄的儿童、青年人

和成年人，其目标是增加个人的自主性和促进社区发展。这项倡议今天已涉及到亚太

地区的18个国家。

这项计划是向那些接受教育最少的各种各样的公众提供终身教育服务，特别是

学龄前儿童和没有上学的儿童、妇女、青年人和老人。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根据社区

学习中心所在的地区和公众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常规初级教育、积极学艺的方法、

新技术培训，鼓励更好地参与社会活动、扫盲、农艺顾问、动员保护环境等等。

这些中心的基本工作是社区动员，具有灵活性，与其他社区发展活动相结合，并与信

息部门（图书馆、媒体图书馆等等）合作。11

框注4.3  社区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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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相矛盾的认知。一些人认为，终生培训

是一种增加自己在劳动市场上资本的手段，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终生培训存在潜在的不安

全：一些员工担心集中力量参加培训会损害

自己的就业，另一些人，特别是年龄较大者，

也可能会感到困难，因为他们处于一种学徒

地位，经常会感到不舒服，学徒地位意味着自

己的知识和经验重新受到质疑，而且面临着

一种工作变化，他们感到不习惯。还有一些

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困难。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

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建议设立“教育时间信

贷”或者是“培训支票”，这是一项令人感兴

趣的建议(见框注4.4)，但十分明显的是这项建

议需要付出很大的财政努力。技术更新成为标

准，不稳定对个人而言是不安全因素，在这样

一种环境中，全程教育可以成为一条灵活的安

全之路，可以让国家和私营部门联合行动，私

营部门不只是简单地提供援助，而是培养技

能。 

个人参加继续教育，着眼于世界的未来

更新和巩固自己的知识，这样做能够让人享

受新技术带来的进步，享受特别是建立行之

有效、多种多样的远程培训体系带来的好

处。

丰富教育内容：机构改革、
教师培训和教育质量

教育与质量

普遍提高入学率和提供适当的教育服务本身

还不足以保证教育的有效性和成功，教育的

成功还取决于教育质量(见框注4.5)。长期以

来人们反复议论的一些质量因素与支出、特

别是国家对教育的支出密切相关12，即学生

人数与教师人数之间的比例、对教育工作者

的培训、现有的基础设施的质量、可供学生

和老师使用的硬件等等。即便是在那些最

富有的国家里，尽管原则上已经达到普遍入

学，但人们依然认为，不具有充分参加社会

生活和就业所必须的技能者可能达到四分之

一。

这是已建立的教育体系和机构遭到严

重失败的一个信号，人们已经就基础教育提

到了失败的几个方面。应消除造成这种危险

的原因。许多人指责教育体系面对社会和经

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存在着惰性，因为人们

看到一方面是教育需求大幅度递增，另一方

为了保证全民享受终身教育，Jacques Delors 建议设立一种教育时间信贷，即一种“培训支
票”，在义务教育结束时发放，给每一个人享受到一定年限教育的权利，个人可以根据自
己的选择、个人发展、学习经验和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来利用这一权利。

这样一种办法特别有效，可以向那些离开正式教育体系的16至18岁的年轻人提供第二
次机会。此外，这种培训支票可以适当地满足二十一世纪终身教育的重大要求之一：
全程培训个人化。

框注4.4  由雅克·德洛尔领导的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提出了一项
建议：“教育时间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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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传统的转播知识的机构其效率却在递减，

这两者间相距甚远。一些专家认为，一方面

是载体数量少，特别是书本载体少，而常规

教育仍然大量依赖这种载体，另一方面是与

信息和传播技术进步相关的媒体供给多样化

（电影、广播电台、互联网），这两者间存

在着差距。这种不对称越来越加重着现实教

学机构的落后程度，使老师教学所教的内容

和学生每天自己认识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更加

尖锐。由此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怀疑主义，一

种普遍的消极情绪，一种不再承认目的和动

机的“理由危机”。

因此只要人们不能将数字信息技术真正

地纳入学校规划和教学之中，数字信息技术

激起的希望就会破灭。在此方面，较之成绩

平平的专门关于使用新技术的战略，人们应

将使用新技术纳入更加广泛的战略之中15。

此外，尽管教学科研工作取得了重大进

步，但教育机构仍有可能失去从中应得到的

好处，原因是面对所公布的目标和学校面临

的社会现实之间关系失调的问题没有反应。

在教育方面进行的研究几十年以来将重点放

在如何采取新方法来考虑教育步骤，而今后

的教育步骤其重点是求学者。这些新的观念

正在接替常规模式，按照常规模式，求学者

常常被视为是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对知

识没有什么贡献。但求学者获取知识并不

是纯粹的接受，而是真正的创造知识，他所

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大量承担义务，要实现“基本和基础教育”免费，以落实《世界人权
宣言》第26/1条的内容，这激起了人们美好的希望，但这种希望今天却黯然失色，原因是
学校人数爆炸，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十几年来，许多非洲国家，如马拉维、莱索托、乌
干达、喀麦隆、坦桑尼亚、赞比亚，最近还有肯尼亚，已经实行了小学免费。2002年，
在1990年代曾鼓励家庭购买课本的世界银行现在已经改变了立场，原因是世界银行意识
到课本费成为那些最贫困家庭不可逾越的一道障碍。

小学免费引起学生大量涌入学校，这显然在短期和中期内给这些国家的教育体系造成许
多问题。教科文组织《2005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强调指出，目前就总体而言，注
册激增带来的是超员班级教学失败增加。一些专家质疑，他们认为入学人数迅速提高会
有损于教育质量。从长远考虑，怎样才能使数量不损害质量呢？

各国政府在落实提高教学质量的改革措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全民教育取
得成功离不开国际协商，并以持久的财政支持为前提。应该做的不是限制接受教育，而
是免费和保持质量标准两者兼容，因此必须持续加大国际援助，以及相关国家坚持努力
并在财政预算上做出决断。

由雅克·德洛尔领导的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在1999年建议将发展援助的四分之一
用于教育13。在这一主张的范围内，在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举办的全民教育国际论坛上提出的一项建议已经被采纳，即将穷国的债
务转为人类发展投资，这些投资优先关注教育14。

框注4.5 免费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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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知识又纳入了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网络

（教师、同类人、家庭、社会，等等）。这

样考虑问题，学习便将教师变成一个导师，一

个学习过程的伴随者，而不是一个权威，强加

已经编成法典的知识，求学者只能领会吸收。

新技术在此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条件是

新技术不能只是用于将传统的课堂互动和练习

搬到技术媒体中去。最给人以希望的前景之一

是将技术载体与解决问题的模式相结合，以此

将教育从给现成的答案转变为另一种教学法，

即提出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法。这就是向大学生

和中小学生推荐一些教学情景，其中有一个要

跨越的障碍，而解决这道难题需结合经验和运

用理论知识。这些新教学办法的主要目的是激

励想象和刺激动机。这样一项原则对于设计和

制造具有教育功能的信息工具来说是一个大有

希望的启发灵感的源泉，可在学校范围内以及

具有教学意义的校外机构中应用。

对未来教育最具有刺激性的社会展望学观

点是创造新的人文科学，以此恢复被一些陈旧

的文人传统逐步放弃的地位，目的是弥补科学

知识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使现代知识能够

融会贯通。这些新的人文科学与这种复杂的思

想体系齐头并进，Edgar Morin 正是憧憬着这种

思想体系的到来，并认为这种思想体系关系到

一种必须，即“必须促进一种知识，这种知识

能够抓住全面的和根本性的问题，以便将局部

的和当地的知识纳入其中”16。特别是，为了

不使某一学科堆积数据，变成死知识，至关重

要的是求学者知道他要学习的知识所出自的场

所是怎样运作的。科学家怎样工作？他们出自

何种动机？人们在实验室里做些什么？为什么

人们要写文学作品？在人文科学中人们寻求的

是什么？这样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经常被目前的

教育所忽视，而与相关职业人士互动可以使这

些问题引人入胜，激发情感。

解决这些广泛的教育问题取决于施教人

员，而施教人员应经过培训，有责任在涉及自

己学科领域进行技术、科学和认识创新，当

然这也涉及到教育过程本身。对教师的培训应

超越学科技能，因为新技术培训，而且还有思

考采取何种手段来保证学生有动机投资学业，

这些都是培训不折不扣的要素。主要的不是教

师应学到什么技能，而是应培养一种能力，即

在越来越丰富的供给中选择计算机辅助教学软

件、软件和相关教育程序的能力。尤其是在发

达国家确实如此。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第一

位的是将重点放在改变生硬的教学办法上，以

便以求学者为中心。此外，教育界人士是通

过新技术进行远程教育优先关照的群体：熟

练地操作传递知识与技能的技术设备，教师

便可以从这些媒体中获益。最后一点，实现男

女教育平等这个目标涉及到更好地动员教师注

意与性别有关的定型观念，特别是因为对于学

生而言，在超出了能力或技能范围的某一个学

科投资往往关系到个人的身份，这其中包括

性别17。

在终生培训的范围内，教师的功能是要

向私人教师靠拢，包括充当远程私人教师。

教师这个团体被理解为一个职业共同体，分

享着他人的经验和实践结出的硕果，实实在

在地面对着求学者，所以教师的作用对提高

基础教育水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初等教

育和中等教育面临着缺乏教师的危险，这不

仅是在工业化国家，出于经济和人口方面的

原因，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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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口增长造成需求扩大，以及财政问题和

培训手段不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

种现象因艾滋病肆虐而更加严重18。使用新

技术并不能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大量节省

人力19。但就目前而言，教育陷入了一个与其

他领域一样的怪圈，人们一方面承认教育造

福社会的基础作用，但教育从业者事实上又

明显被社会贬值20。在科研的某些方面情况也

是如此21。教师这个职业变得对毕业的青年人

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个职业得不到足

够的社会尊重，也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扭转

这种倾向的惟一办法是根据在上文中提到的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

定（见受教育权一节），采取具体办法提高

社会对这个职业的承认，并改善教师的工作

条件和报酬。中国为了解决农村地区教师

缺口问题，提高了农村教师的工资：教师的

工资现在超过了某些当地公务员的工资。当

然，应该避免与科研决裂，人们发现在大部

分时间里教师在大学以外从事科研22。在初等

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铺设一些通道，

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这些通道

可以大大丰富相关人员的知识并充实相关

机构。

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知识社会的前景是

美好的，只要人们放弃可套用于所有教育环境

的“成衣式教育”思想。对此，应鼓励从初等

教育起便进行外语教学，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来

唤醒对外语的灵感，从教育的头几年起便开始

学习至少两门外语，这样做可以开发一门和数

门其他语言知识。革新计划应被视为是一个推

陈出新的源泉，而不是现成的资源库，只需从

中提取“成衣”的部件，不论是教育器材，还

是教育步骤或观念均应如此。

“电子教育”：
新技术和远程教育

克服地理障碍

新技术为一种新的施教方法打开了道路，这种

新的施教的基础是电子学习。电子学习这个词

是指一个广泛的平台载体，可以此为基础使用

新技术，在教室里通过计算机远程攻读开始出

台的全部大学课程。虚拟教育提供了一种个人

化的跟进学习方法，具有灵活的特点，便于进

行学习管理，并在获取知识中具有越来越大的

自主性。互联网超越了制度性的教育供给，正

在成为自主教学法的优先使用的媒体，为人们

提供着非正式学习的工具，并可以使人们建立

一些虚拟教室。

互联网催生了一些虚拟求学者群体，他

们肯定要扩大和多样化，并遍及教育的所有层

次。不仅是在工业化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

家，已经诞生了一些有名的远程教育机构。要

知道，在十一所最重要的远程大学（开放性大

学）中，八所是在不发达国家。这些远程大学

经验丰富，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但

对虚拟校园的投资依然太大。正如信息社会世

界首脑会议行动计划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

富国不做出巨大努力，国际社会不坚决行动起

来支持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知识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硬件基础

设施，虚拟仅仅只是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幻想：

电子网络正在提高传输速度，降低传输成本，

但只有付出极大努力，改进设备，才能取得这

样的效果。要想使虚拟校园运作起来，计算机

和联网设备是不够的：不管人们是居住在南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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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还是北半球，比如说要想享受畅通无阻的局

域网或迅速下载教材，必须有强大的计算机、

高流量的联网设备、能干的工程师和网络管理

员。

一些著名的院校全力以赴想要提高网络教

育的潜力。特别是马省理工学院便是如此，该

学院通过开放性课程库（OpenCourseWare）计

划，承诺将其全部课程的教材放在网上供人查

阅：教学计划、笔记、练习和解题，以及参考

著作23。500个课程已经上网，另外1 500个课

程将在三年内上网。因此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可

以学到高等知识。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采取主

动行动，实行同样的开放和分享智力资源的政

策，其表现是每天都新增700万页，其中许多

页在世界上没有对等的印刷品。电子教育已经

在中等教育中实行，并针对若干目标：家庭教

育（在美国约100万中小学生接受此种教育）、

处境困难的学校（人们正为这些学校寻找替代

方法）、相关中学（这些中学自己不能教授全

部课程，想借助于网上推荐的人来完善自己的

授课平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也开始变成

事实，比如印度的国家开放性学校便是如此。

人们看到，远程教育可以满足一些教育需求，

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远程教育所依赖的模

式比传统教育调节起来要方便得多。网上大学

课程得到改善，相关毕业文凭更加吸引人，这

就是在重新洗牌发牌，特别是在竞争最激烈的

虚拟中学 (VHS) 计划是马萨诸塞（美国）的一个研究班子提出的，该班子对在学习中如何
利用科技进行了研究。该计划是在1995年至1996年间问世的。联邦教育部向哈得孙市所
有公立学校拨付资金，其中一大部分用于在头几年资助这项行动，这项行动在此之后得以
持久进行，原因是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社团，该社团在成立两年后最终达到了财政自筹。
2003年，在21个州里，每半年有约200名中学生和1 500名小学生参加这一行动，为此设
立了150个课程。该计划最初是以相关中学为中心采取行动，这些中学则被邀请参加一个
联合体。为了参加该计划，相关中学应指定一名或若干名教师承担教授150门课程中的一
门课程。更好的做法是，一些教师接受培训，以便设计一门网上课程。由于外部顾问出谋
划策并得到虚拟高中社团班子的支持，课程质量得到了保证。任何一名自愿任教的教师均
接受网上培训，特别是学习如何管理集体讨论，如何关照注册的学生，学生除了具备面对
面学习的素质和才能之外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素质和才能。

中学之所以参加虚拟中学提供的教学服务，其主要原因是有可能稍微弥补一下他们自己授
课的费用，此外他们的授课也可以灵活的方式进行。这些课程取代基础课程的情况极少：
指导该体系主要是互补性原则，而不是替代。最近以来，在假期的几个月里给本学年考试
不及格的学生补课。考试及格率和学生的勤奋精神均得到提高。

因此，数百名教师已经得到认定，数千名学生已从中受益。该计划引起的效果和反应在大
部分情况下是积极的，尽管虚拟中学的组织者们遇到了两大困难：一是许多国家没有制定
网络教学方面的教育政策，二是网络教学就总体而言，没有“质量标准”可供此类教学的
设计者和促进者遵守。因此这样一个计划要求人们付出很大努力方能保证授课质量和教学
质量。

框注4.6 “虚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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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继续培训。就

短期而言，混合模式似乎最有希望在正式教育

范围内得到最大的发展。虚拟中学计划所依据

的基础是远程教育对目前现存教育的补充与完

善，而不是用远程教育替代目前的教育（见框

注4.6）。 

英国启动了全国学习网政府行动，诸如

此类的政府主动行动为可以做什么树立了又一

个榜样。这就是尽可能多地连接图书馆、博物

馆、学校、学习中心，以便形成一个具有教育

功能的大规模虚拟资源中心24。这些储存知识

的场所采取无处不在的形式，可以在任何地方

和从任何地方进入。关于这一点，既然人们可

以说联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宣告距离的死亡，

那么远程教育一词便会具有一种悖论特点。如

果人们考虑远程教育新的形式和提法，应该思

考的正是个人和知识面对面的新模式。

同时，远程教育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获取

知识的经济限制宣告结束。电子教育马上就会

面临涉足高级知识的研究工作所遇到的同样问

题，即获取问题。因此人们开始申报专利以保

护学习方法；一些教授今后将会要求对他们所

授的课程拥有著作权。面对这些变化发展，政

策反应滞后，迟迟不能解决下述关键问题：如

何出自教育和研究目的保护著作权？在Thomas 

Jefferson 的时代如此被看重的“公平使用”的

概念，现在又应怎样重新赋予其全部含意和全

部可能性呢？

就长远而言，电子教育除了打乱学习进度

之外还预示着更多的东西；在一些专家眼中，

开放性的远程教育最终将替代学校和课堂模

式。一些人已经在想象，除了在家学习之外，

还有一些社区学习中心，在那里按年龄段和工

作与休假时间划分来组织个人学习的情况将

会不见了：在社区学习中心里有一些孩子，但

也有一些成年人，另外还有学习方向咨询办公

室；在社区学习中心有些工作岗位连着一些数

据库和网络；一些教师在指导学习，而在学习

中模拟技术占据着重要地位。

但就目前总体而言，还需要搞清楚距离

和“求学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于传递知识

而言仅有通信是不够的。对于打造知识和分享

知识来说，仅仅只是点击鼠标还不足以获得或

交流知识。因此在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使电子教

育有效这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虚拟社区确

实能够从方方面面取代真实社区吗？远程家教

能够激发并保持人们学习的愿望和动机吗？距

离能与信任并存吗？怎样保证教学分享不损害

各种各样的知识占有呢？

资料来源

Arrow et al. (2000); Bateson (1973); Brunner (2001); 
Buarque (2004); Charpak (1998); Delors et al. (1996); 
EFA Global … (2002, 2003/2004 and 2005); Field 
(2000); Freire (1980); Jantan H. et al. (1997); Jarvis 
(2001); Ji (2004); Kim and Nelson (2000); Michel (2001); 
Morin (2001); OECD (2001a); OECD/CERI (1996, 1999 
and 2001); Portella (2002); UNAIDS (2004); UNDP 
(2003); UNESCO (1994, 1999, 2000b, 2001b and 2002); 
Vérez.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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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机构应在知识社会中发挥根本性的作

用，而知识社会将建立在知识生产、传播和应

用的传统结构彻底颠覆的基础上。近五十年

来，大部分是出自欧洲大学模式这些高等教育

机构出现了人数爆增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一些

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见

框注5.1）。随着知识的进步，教育也呈现出

多样性。国家财力有限，这越来越促使大学向

其他筹资方式开放，特别是向私人资金开放。

因此，在大部分国家里，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

复杂的网络，其中有国立的机构也有私营的机

构，有综合技术学校，工程师学校，商业和管

理学校，远程教育中心，科研院所，企业分支

机构，等等。难道应该认为今后不再是单一的

大学模式了吗？而十九世纪可能还是这样的模

式呢。

由于国家补贴的减少，高等教育机构常

常不得不向私营部门开放，以增加自己的活

动余地。高等教育机构“商品化”的危险确实

存在，虽然面对这种挑战，各个国家的情况不

尽相同。那些有着悠久大学传统的国家一般不

大受这种高等教育提供渠道多样化的威胁1。

最令人担心的是那些没有大学传统的国家，因

为与知识社会的兴起相伴而来的常常是名副其

实的高等教育市场的出现。因此一些评论家有

时谈到知识的“麦当劳化”。应该保持警惕，

不要让这种倾向最终歪曲了高等教育的根本使

命。

尽管没有单一的组织模式，但人们如果希

望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在建设知识社会中

充分发挥支柱作用，就必须保证这些机构的质

量、恰当性，并进行充分的国际合作，这一点

至关重要。联合国系统的大部分部门、计划或

机构最为常见的是仅仅采取解决这些问题的行

业措施。在这些机构中，只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能够履行这一使命，完成相关的任务，以确

保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恰当性，同时促进这

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走向高等教育市场？
资金问题

资金来源多样化说明社会支持高等教育，因此

应进一步给予加强，以确保高等教育的发展，

提高其效率和保持其质量及针对性。公众对高

等教育和研究的支持也很重要，只有这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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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才能完成教学和为社会服务的双重使

命。

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有成本的。在整个

人类历史中，人类社会发现并试验了各种不同

的方式来投资生产和传播知识。在培训和教育

方面，不管系统如何合适，甚至出色，人们都

应考虑文化、社会和认识成本--这种成本大部

分不能以货币单位计算，而且还应考虑投资系

统与明示或暗示的任务和目标相符的成本，以

及从一个投资系统向另一个投资系统过渡的成

本，不论这些成本是资金成本，还是社会成本

或文化成本。

各国的高等教育投资系统是在自己的历

史过程中形成的，全都介于两者之间：一是公

在高等教育中，注册人数在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增加了一倍多，据估计，大学生从
2 800万增加到 6 900万，2002年达到1.22亿2。根据某些预测，大学人口到2025年将达
到1.5亿3。这种变化不仅仅只是富国特有的。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口大幅度增长
促进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由此增加了高等教育的人数，尽管比例比欧洲和北美洲小
一些。

因此，在那些富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60年代的2.2%提高到2002年的59%（欧洲），从
7.2%提高到55%（北美），而在那些最不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仅只是从1.3%提高
到4%（拉丁美洲从1.6%提高到29%）4。由此可见，富国和穷国之间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
面存在严重的差距（见下表）：

2002/2003年各国第三级教育(CITE 5+6)总入学率

框注5.1 高等教育大众化

资料来源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2005年5月。

< 10

10 - < 30

30 - < 50

50 以上

无数据

高等教育总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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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直接的非集中投资（由大学生及其家庭支

付），二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集中投资（通过

公民纳税）；此外还应考虑到各种补充因素，

如奖学金。直接投资可以保证知识需求与供给

相符，这样做可以让学生和助学者负起责任

来。公众投资理论上可以保证一定程度上的机

会平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欧洲模式的

大学投资政策主要是国家的事。私人投资是逐

步出现的，在欧洲最初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北

美比较得到肯定。美国不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

立大学大部分均发展成具有强烈竞争性的企业

型机构。学生就像一个顾客，他要求得到与他

付出的金钱相当的培训，而学费通常极高，由

学生个人承担。在这个市场上竞争有时是残酷

无情的。大学为吸引最有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毫不犹豫地竞相提高他们的工资，改善他们的

工作条件。这些大学的管理还涉及到向私营部

门募集经费。这种商业组织办法最终形成了丰

富多彩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美国有约三千家之

多，从最有名的大学到基础学院，一应俱全。

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大学的水平和自己的愿望

选择上哪所大学。这种管理方式是借鉴媒体和

广告技巧。比如说，向一个体育队提供资金

如同科学素质一样可以树立一所大学院校的名

声。

以商业组织的形式开办大学和教育服务商

业化已经成为一种必须，特别是因为国家对高

等教育的普遍投资今天已成问题，这种国家投

资被认为不能满足人数增加的需要5。没有更

多的经费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就不能应对知识

社会的崛起提出的挑战。必须做出努力，因为

一些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过时，而且教育和科研

方法的更新增加了成本。 

但一些专家警告人们小心高等教育“商品

化”的危险。教育服务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这是一个事实：2002年，世界高等教育市场占

整个服务市场的比重超过了3%。对一些国家

而言，高等教育服务甚至成为主要的出口项目

之一。6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的数字，

2000年美国从接收外国留学生中获得的收入达

到102.9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所有拉丁美洲国家

对高等教育的国家投资总额）。7美国成为接待

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其次是英国、德国、

法国和澳大利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

此方面增长幅度最大，这得益于它们的高等教

育机构坚定不移地实行国际化政策。8迄今为

止，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高等教育市场上仅仅只

是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当然，私营部门的份

额仍然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它们落后，对最不

发达国家而言，是因为它们欠发达；南方国家

是教育服务市场上易被击中的目标，其中许多

国家面临着国家投入一直在减少的局面，南方

国家很可能将在未来几年里面临工业化国家所

经历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其中大多数南方国

家享受不到灯塔式的大学院校深深扎根带来的

好处，这种大学院校像指路明灯，有助于在高

等教育投资方面制定平衡的政策。

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作用因素，高等教

育私有化已经成为可能。企业大学（公司大

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更新员工的技能，到了

2010年很有可能在数量上超过传统大学。商品

化大学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赢利，这有别于常规

大学，常规大学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学术名气。

在商品化大学，知识得到应用比生产出新知

识要重要得多。至于虚拟大学，2001年达到

1 180所，到2020年虚拟大学拥有的学生人数

可能超过传统大学，因为传统大学必须亲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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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去上课9。这些新的作用因素对世界不同

国家教育市场的渗透决不是一样的，人们可以

区分若干种情况(见表5.1) ：

对于高等教育私营化这种倾向，我们

可以看到这可能既鼓励又遏制了全球知识经

济的兴起。因为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际竞争

中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见框注5.2)，人们

今天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调整，对其后果的评

估才刚刚开始这些调整包括：资源向竞争力

最强的大学或系集中，甚至以投资回报原则

的名义将科研功能和教学功能分离；促进最

尖端的学科，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关键领域

（信息和传播新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

术），牺牲人文科学；鼓励更加企业化的管

理模式。这种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一些国家尤其突出（例如澳大利亚、丹麦、

爱尔兰、日本、新西兰、和英国），最近以

来其他一些国家，如南非或匈牙利，甚至中

国也提出了2011年规划。10这样的一些举措其

趋同性值得强调，特别是因为目前正在《服

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的教育服

私营高等教育达到大规模的国家
(入学率超过 50% )

孟加拉国、比利时、百慕大、博茨瓦纳、佛得
角、智利、塞浦路斯、哥伦比亚、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特克斯凯科斯群岛、印度尼西亚、
伊朗、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卢森堡、纳
米比亚、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帕劳、巴拉圭、
荷兰、菲律宾、大韩民国、联合王国、罗马教
廷、斯洛文尼亚、巴勒斯坦自治领土、汤加。

私营高等教育达到中等规模的国家
(入学率为25 - 50% )

安哥拉、亚美尼亚、布隆迪、科特迪瓦、厄瓜
多尔、美国、牙买加、约旦、肯尼亚、黎巴
嫩、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尼泊尔、尼
加拉瓜、秘鲁、波兰、葡萄牙、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卢旺达、圣卢西亚、委内瑞拉。 

私营高等教育处于小规模的国家 
(入学率为10-- 25%) 

阿根廷、阿鲁巴、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玻利
维亚、保加利亚、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芬
兰、法国、格鲁吉亚、洪都拉斯、匈牙利、
冰岛、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
斯、挪威、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摩尔多
瓦共和国、塞内加尔、瑞士、泰国、乌拉圭。

私营高等教育部门可忽略不计甚至
不存在的国家 (入学率不到10%)

德国、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奥地利、喀
麦隆、刚果、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
巴、丹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加纳、中国香港行政特区、爱
尔兰、吉尔吉斯斯坦、马达加斯加、摩洛
哥、新西兰、乌干达、巴基斯坦、捷克共
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
山、斯洛伐克、瑞典、乍得、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越南、也门。

表5.1：私人在第三级教育（CITE 5+6）中的作用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2005年5月，和 García  Guadilla，C.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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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日益自由化有可能产生不容忽视的后果。

这些后果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因为缺乏真

正的努力来评估正在进行的试验，而在这个

领域内理想化的考虑有时压倒了务实精神。

此外，为了评估这些政策产生的影响，对有

关国家的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查，调查发现人

们的不安全感日益强烈：一些机构特别担心

的是，同一个高等教育系统本来是联合起来

打造良好业绩，现在内部却日益分化，这会

诱使一些机构，特别是新近成立的机构放弃

圆满完成真正的科研计划，因而不再有竞争

力。此外，由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在社会

和地区方面严重不平衡，这会加剧社会和地

域的分级，而现在尚不能将这种风险降至最

低程度。

尽管似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尤

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但人们可以想象一些能

发挥协调作用的投资体系，既能保证教育机

会平等（在一定的文化框架内），又能使

教育受益者增强责任感（这个概念似乎比有

效性概念更加贴切）。在已经提出的众多建

议中，应该提到的是“教育时间贷款”，提

出此建议的是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雅克·德洛尔领导11。享受“教

育时间贷款”这种权利可以由地方政府的资

助，目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一定年限

的免费教育，以促进机会平等。这种贷款可

以使每个学生申请到自己选择的学校上学。

在得到学生同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资助实

际发生的培养费用，选择的专业不同费用也

不同。在这种高等教育“市场”里，消费者

是学生，生产者是教授，这种高等教育“市

场”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运作：地方政府不再

通过官僚主义的、集权的和总体的规定来强

制或限制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在各个学校之

间的分配；这样做可以避免做出同样的选择

或遭到同样的排斥，以此减少两派之间喋喋

不休的痛苦争论，一派是支持教育由个人直

接投资的人，另一派是支持教育由国家集中

投资的人。这种培训资本（有一定的免费教

育年限）可以持续或储存的方式来消费，以

便日后在就业或进修时再恢复学习和培训。

一旦这种免费教育年限用尽，今后的学习费

用将由希望继续接受培训的学生来承担。因

此，这种时间上的限制有利于增加学生的责

任感，因为一旦考试失败，增加的费用将由

学生自己承担。

仅仅只有少数国家的少数一流大学真的可以自认为“世界级”大学。对于大部分高等教

育院校而言，应加强自己的特色，加强自己的吸引力来吸引那些被牢牢盯住的大学生客

户群。因此，这些院校应努力满足若干个相互矛盾的要求：恰当地满足高等教育“大众

化”这一要求，与此同时保证向他人推荐的毕业生具有高质量；建立一些质量检查程序，

同时又不要损害教师的学术自由；教学计划多样化，同时又要应对国家投资大幅度减少的

情况；既独立自主，同时又要负起责任和履行公民义务；既要在科研上做出成绩来又要做

好教学工作。

框注5.2 大学之间的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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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发明的大学网络

为什么“未来大学”现在

不存在？
欧洲大学模式天生有其局限性，因为这种模式

的大学集中在某一特定地理范围，作为知识的

生产者和系统化知识的传播者，这些面对的是

一群经过挑选的精英，挑选他们的标准既有文

化标准，也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标准。随着新知

识的出现，而且新知识的学科组织越来越专

业，“知识网”越来越复杂，同时又越来越不

分等级，使“大学”能否运作和维持下去成为

问题12。欧洲大学历史悠久，由此产生了北美

高等教育院校的原型。北美的高等教育院校迅

速发展，在二十世纪初紧随欧洲大学之后，而

欧洲大学围绕泾渭分明的学科与科学之王的发

展如影随形，这种发展是线性的，而且显然是

协调的。二十世纪高等教育飞速发展，随之而

来的变化引起了科研和教育规划组织的动荡。

这些院校中最灵活的那些院校增加了自己学部

的数量，试验着建立一些新的跨学科学部或学

科间学部。这些学部有时是根据新的课题组织

的（例如神经科学、复杂科学），有时又是根

据新的科学技术组织的。知识爆炸和知识彼此

交错促使许多大学院校调整或重新考虑自己的

运作。即使这些院校依然保留着大学的名称，

但其组织、任务和运作已经发生变化，呈现出

多样化的态势。

因此一种新的现象正在搅乱高等教育：学

院在成倍增加，同时又在彼此分化。在一些大

的院校内部，学部和科研中心的数量在增加。

欧洲大学的学科“教席”可能会消失或改变性

质，而在以前已确立的学科发展比较缓慢、在

关于这些学科的教学方式上取得共识的情况下

这些教席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变迁在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以不同的速度完成：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

招收的学生始终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尽管这些

知识在国际技能市场上被看重和交换的难度更

大。但是，势在必行的思维改革应质疑将精确

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断然分

开的做法，应促进名副其实的跨学科性。由此

可见，从现在起应提前加强多学科之间的联

合，与此同时保证各学科在方法上的协调一

致，难道不应这样吗？

二十世纪大学或多或少标准化的模式正

在丧失在大部分国家高等教育中曾经享有的支

配地位。但是相关组织和文化法规方面的惯性

阻碍着势在必行的模式多样化。在欧洲国家，

一些学科正在丧失吸引力已经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这种情形，增加教学的文化多样性势在必

行。这也是对正在寻求如何增加本地知识价

值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主要挑战之一。美国的

大院校尽管在世界上占有优势，但也必须追随

这一变化，其中大部分院校已经着手进行这种

变化，在自己内部开始使教学主题和方法多样

化，部分呈现出未来的发展趋势。

根据科研网模式走向新兴

的大学网 ?

这种变化已经在科研领域显现。知识正在成倍

增加，正在多样化，形成了一些新的横向学科

共同体，这些横向学科共同体组织成网络，所

围绕的中心是一些国际讨论会和专业研究杂

志，与旧的普通杂志相比，这些专业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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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大增。学术团体正在失去自己的国家特

性，融入一些国际组织：在出现新兴学科的情

况下从无到有产生了这些组织；最常见的是，

这些国际组织是由最为强大的国家社团（大部

分是美国的）通过组合或兼并形成的。这些新

的学术团体因此就像子宫一样孕育出一些国际

组织和多国组织。这种呈国际网络状态的组织

方式是一种自发和非中央化自行组织起来的例

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正在“非领

土化”：这些网络组织的活动抛开了校园，在

大饭店举行；编辑委员会在举行巡回代表大会

之际举行；杂志和会晤的经费越来越独立于院

校，最为常见的是由一些院校以外的机构出资

或签订合同。有一个信号几乎确定无疑：免费

已经没有了，“注册费”直线上升，越来越多

的杂志要求作者或杂志隶属的机构捐款。互联

网的侵入也被认为要改变牌局。

人们几十年以来在科研和知识生产方面

所观察到的一切极有可能会延伸到高等教育

领域。我们在此方面有“夏季大学”发展的例

子，“夏季大学”介乎于科研和教学之间，依

靠学者来传播新知识，效率更高，更加迅速，

这是传统的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做不到的。另

外，这些地区性的、有国家性的甚至国际性的

创举最为常见的是由一些学者发起，而不是由

院校机构自身发起。

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一促进建立

网络的势头将会迅速赢得高等教育机构。一些

越来越年轻的大学生将跟着一些与他们注册院

校的教学计划相结合的教学计划学习。因此在

欧洲范围内，大学生暂时迁移受到一些教学计

划的鼓励，如 Erasmus 教学计划13，该计划借

助于 Erasmus Mundus 计划今天已经遍及全世

界。

大学网，发展中国家的

一个机会

大学网的兴起在预见之中，但这并不是宣告大

学和学术机构将要消失。人们仍将需要固定

地点的院校、实验室和教育机构，因为它们集

合着学者、教师和学生，而且有持久的资金来

源，既国家资金，有着等级分明的组织机构。

但是使固定地点的院校分为不同的结构的职

业、知识和学科成倍增长和多化样，这要求通

过非中央化的结构来补充完善分为不同等级的

组织结构，并根据建立网络这一原则将不同等

级的组织结构组合起来。这一网络组织既在工

业化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那些历史悠久的院校

内部开始发展。人们可以从这一趋势中得出有

利于确定政策的前瞻性教训：那些尚未大规模

投资大学教育机构的发展中国家今后可以，特

别是应该考虑投资一些网络组织，这些网络组

织使大学院校可预见的发展提前到来了。发展

中国家这样做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院校

网络的费用大大低于建立大型大学的费用。但

发展中国家应该达到一个最起码的筹备水平，

才能真正地从这些新组织中获得好处，才能真

正积极地参与其中。

在地区和国际网络上组织科研活动和高

等教育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机

会，可以参与正在建设中的国际新格局。确实

存在“一个机遇窗口”，发展中国家可以借机

参加即将建立和发展的大学网络。1998年举

行了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4，教科文组织在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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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中已经为实现这种高等教育和研究网

络组织做出了贡献，成立并发展了多个“教科

文组织教席”和“教科文组织姐妹学校”教席

网。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新任务之一就是

促进这些网络组织的飞速发展和地理分布，以

利于知识的转递、传播和增值。

网络结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高

等教育系统或提高教育质量，而不必等待筹集

到负担沉重的投资和能够长期履行契约义务。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将自己与网络结构“连

接”更为容易，因为网络结构本身就是在地区

或国际、国家或私人合作的框架内连接着其他

现有的院校或网络。各个不同的学科网络密切

连接在一起，便形成一个地基，在此基础上便

可建造一些持久的、地理上固定的院校，从经

济视角来看，这将是完全可能的。

高等教育上网

提供的新机会：

教育网和教师网

从本质上说，具有创造性的知识或专业知识只

能吸引一小部分大学生。如果这些大学生都在

地理上局限于同一所院校，这些知识就不能传

播到整个“学科”界，因为整个“学科”界是

在国际范围内分布的。因此最好是效仿夏季学

校，相关教育采取“非地方化”和巡回的方

式，在一周或几周时间内“集中”，这样做可

以向相关群体的大学生提供新知识或尖端知

识，如不这样做，这些大学生在他们注册的院

校是不能接触到这些知识的，难道不是这样

吗？

借助于这样一些教育网，可以在网上建立

和传播适应各级知识水平的专业知识目录，说

明各种课程要求具有什么知识水平。如果这些

课程是居住性的（即在集中教学期间教授和大

学生住在一起），传播知识所采取的方式大大

不同于我们习惯的主课的教学方式，因为问题

可以以十分非正式的方式提出，答复则因人而

异。此外，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学科的大学生

们住在一起，可以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因此，尽管这样的教育网提供的培训可

能促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出现新形式

的“人才外流”，但能够更好地满足在就业和

知识方面不断变化的要求。教育网提供的培

训迎合了最近出现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种

趋势：大学生大规模流动导致共同居住在世

界各地校园中的大学生群体空前多样化（见

图5.1）。

但应指出的是，这样一些教育网可能显

得成本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成本分

为两种性质：一种是经济和财政成本（学生

的旅行和食宿费用，教师的报酬），另一种是

文化和机构成本（评估和资格认证体系，这是

大学生在注册院校之外参加的培训得到承认的

保证）。但由国家部门或私营部门承担的经济

和财政成本是可以分开的，因为这些成本可以

只涉及一次培训，成本涉及的教学是临时的：

中止向某培训提供经费并不一定损害整个网络

的运作。因此，教育网络和教师网络的成本大

大低于欧洲模式大学的成本，因为网络成本可

以根据经济情况以及可动用的财政手段进行调

整，这些网络可以集中于少数几个学科。因

此，这种网络化专业教学组织似乎特别适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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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处于经济启动阶段的国家。实际上，这种网

络组织有利于在短期内安置外国大学生，使他

们完成在本国不能完成的专业培训，与此同时

又能保证对大学生进行高质量的教学。 

文化成本和制度成本相对而言要复杂得

多，也要高得的多。解决这个问题将取决于

评估程序的进步：评估程序既涉及到教师，这

关系到培训质量，也涉及到大学生，这关系到

他们在培训期间对所授知识的接受能力。评估

还应测定相关培训与社会需要的适应程度。这

些程序有时会遇到一些带有文化性质和意识形

态性质的障碍，这些障碍比经济障碍和财政障

碍更难以克服。因此，那些有名气的院校可能

会担心损害自己的名望和信誉。这无疑是一个

重大的原因，阻碍着“夏季大学”（不进行任

何评估）向博士教育或大学教育发展，相对而

言，其他级别的高等教育（硕士、学士等等）

则不是这样。

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国家对高等教育

的投资有限，大学院校，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

家的大学院校，大部分都不再有相应的财力和

人力来就地保证教授所有的学科，甚至在一定

的学科内也难以覆盖所有知识门类。专家的数

量肯定是有限的。如果院校人力财力拮据，那

么教师可能疲于应付紧急的教学任务，而不得

不限制自己的科研活动或降低科研的质量，而

科研活动和质量正是吸引大学生和适应社会需

要之处。

教师网络可以暂时克服这些障碍，特别

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一个高等教育院校可

以在某一专业范围内建立一个教师网络：这个

院校可以每年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邀请一些教

师和/或学者与本院校的固定教师和/或学者合

作。这些“来访教授”将自己的部分时间用于

纯粹意义上的教学，部分时间用于与本院校的

学者或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客座教师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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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10%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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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002-2003年各国/地区留学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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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客座教师与本院校学者之间进行交流，

通过这些交流，可以产生协同作用，而本院校

可以积极参加这种相互促进。这种与更多的同

事进行合作的前景更加激励着教师-学者在一

定的时间内离开自己所在的院校。许多外来教

师-学者的光临，只能对东道主院校的教学、

科研和名气产生积极的影响，加强东道主院校

未来对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吸引力。

在发展中国家里，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能

够有助于制止人才外流，人才外流不仅影响到

大学生，也影响到教师-学者。单向人才外流

现象（人才从穷国流向富国，从条件较差的院

校流向最有名气的院校）可以部分得到弥补，

甚至有朝一日由人才流动替代，人才流动对最

大多数人是有利的。此外，教师网络有利于保

持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有利于高等教育院校较

多国家的公民留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有利于访

问学者熟悉他们经常访问的那些国家的文化。

高等教育的新任务

高等教育有别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不仅

仅只是因为大学生的年龄和水平，而且还因为

新知识在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范围内的产

生和增值。高等教育院校如果失去了科研、发

现和创新功能，就会沦为“第三级教育”机

构，仅仅只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延伸而

已。从语义学上将“高等教育”和“第三级教

育”混为一谈会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后

果，由于缺乏某种形式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

家有可能局限于仅仅只是促进第三级教育，而

误以为是在促进高等教育。必须小心翼翼地避

开这一暗礁：为此，至关重要的是应优先发展

科研，首先从那些不要求耗巨资购建重型设备

的学科开始15。 

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每个社会的“镜

子”，每一个国家，不论是何种文化环境，也

不论是何种经济发展水平，都应享有科研成

果，而不仅仅只是享有第三级教育。因此，一

些发展中国家的院校专门从事第三级教育而损

害了科研，这种情况令人担心。这样专门从事

第三级教育是有害的，特别是因为这样做不会

给当地知识增值带来任何机会，还会使工业化

国家在大学科研以及科研人员提高生产率方面

更加领先：2002和2003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国家里，每年平均每7 000人中会新增一名

博士，在智利，这个比率降到1比1.1万人，而

在哥伦比亚则为1比22万人16。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大学网”的

新模式在所选择的领域既能发挥科研的功能，

又能发挥增值的功能。现代社会不能不尽力

去深入思考如何评价知识、大学生、教授和科

研工作者，使院校的运作更加灵活的必要性，

将教师的职能和主考人的职能相分离，因为总

的目标是要有利于孵化教育网络。还必须分析

各种知识形式的性质17，区别描述性知识（事

实，信息）、程序性知识（所涉及的是“如

何”）、解释性知识（回答“为何”之类的问

题）和行为性知识。与此同时还要强调抽象知

识在一个知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中仍然是

有用的，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

既然人们强调教师职能专业化，那么就不

要存在幻想，以为“虚拟大学”可以节约“教

师”及其费用。当然，如上所述，新技术在高

等教育网络的崛起中将发挥根本作用。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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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工具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神丹妙药，可以

让我们不要教师，不能像有些人盘算的那样节

约教师成本。新技术可以在瞬间使信息传遍全

世界。但为了将信息转变成知识，我们需要越

来越多高素质的教师。

在新兴知识社会中，知识数量的指数增长

加大了以下两种人之间的差距：一种人接触到

了知识和文化并学习掌握知识和文化，另一种

人则没有这种机会。正如我们下文所述18，仅

仅缩小“数字鸿沟”是不够的（还有其他一些

接触文化世界的不平等存在）。还应缩小“认

识鸿沟”，这是一种真正的“知识鸿沟”，而

且有可能以指数化方式加深。信息和传播新技

术方面的培训要求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英语

知识水平和在信息海洋中扬帆远航的艺术。信

息和传播新技术培训不应伴随着企图编纂和重

叠信息而不是将信息当作基础要素来使用，以

求构建和组织知识。因此，知识社会的未来很

大程度上要依靠良好的教师培训，因为教师的

任务和职责无疑是要多样化，以求达到多个目

标，特别是达到全民教育的目标。

正如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强调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的直接关联性意味着：

—  与政治相结合：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警觉和唤醒职责，如果不能分析社会的重大问

题，高等教育便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  与劳动界相结合：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劳动界的变化，但不要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特性

和自己的重点，而这涉及到社会的长远需求；

—  与其他级别的教育体系相结合：除了极少数例外，对教师和许多社会工作者的初始

培训由高等教育承担，在大学的科研重点中还应列入分析和评价与劳动界（但不应

因此而从属于劳动界）和真正的社会计划密切相关的各种不同级别的教育；

—  与文化相结合：文化不是白送的，文化是在空间和时间里造就的；高等教育促进具

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的形成，为此应与多种文化相结合；

—  与所有的人相结合：应制定适当的战略，提高弱势群体的参与程度，特别是妇

女；

—  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促进终身教育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培训安

排更加多样化；

—  与学生和教授相结合：不应将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简单的培训地点来思考与管理，

而是应作为教育空间来思考与管理，这要求更好地管理教师这个职业，要求学生

积极参与其中，不仅在教学活动中应该这样，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生活中也应该

这样。

在这种条件下，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地在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促进知识的普遍传

播。

框注5.3 高等教育的直接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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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如果想要在一个国家内创造

良好的社会和政治气氛，使经济和文化得到发

展，保证高等教育制度的直接关联性是多么

重要(见框注5.3)。政治领导人有义务向高等教

育院校指定一些关键性的任务，即生产、传播

知识以及使知识增值；培训教师；向最多的人

传授知识。此外，知识在一些领域随时都在变

化，高等教育必须促进知识在人的一生中不断

地更新。只有国际社会真正地动员起来，消除

一切性质的不平等，包括男女不平等，以及社

会集团、经济集团、文化集团和国家集团之间

的不平等，才能全面平衡地实现上述目标。因

此，必须使机会平等得到普遍尊重，一旦机会

平等没有得到保证，便应予以弥补。 

最后一点，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是真正的

知识社会崛起和飞跃不可缺少的条件，这突出

强调了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因为高等教育机构

同样也是一个各种观点对话和对峙的场所。因

此，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仅只是促进知识的

生产、传播和增值，而且还要进行公民资格教

育。

因此，高等教育应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

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并且还要有超前意识。这

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

建立新的大学模式，更好地适应需求，促进各

种学科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更好地进

行地区合作与国际合作。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

效仿北方国家的名牌大学将是一个错误。实际

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具有特殊性：现有

的基础设施陈旧过时，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科

研基础设施欠发达，向富国“人才外流”，数

字鸿沟，语言和文化障碍，国家投资减少，在

某些情况下国家在教育方面没有真正地制定政

策。教科文组织将继续促进能力发展，鼓励国

际合作。尤其是，发展网络结构和新技术可以

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些先进的大学模式，通过各

种不同的伙伴关系与北方国家的院校联合。这

样做可以限制人才大规模外流，促进所需知识

和信息的转让。以此为代价便可建立名副其实

的知识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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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否想象那些科学技术没有得到优先重视

的知识社会是什么样子？毫无疑问，科学领域

要求成为主要的实验室之一，在这里，一旦数

字技术的演进和科学发明的进步之间的关系紧

密相连，就将会建成知识社会。相反，一些知

识社会的兴起，改变了科学的主体和地点。随

着知识经济的出现，我们察觉到市场日益出现

在科技活动领域中。这种变化向知识社会的主

角（主体）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无论他们

属于科技界、经济界或者政界：因为正是他们

肩负着在科学、经济和政治的交叉处建立科研

和革新体制的任务，该体制有利于持久发展的

腾飞。

但是，这种发展是否可以分享和真正普

及？它将惠及所有人吗？实际上，在国际范围

内，某种科技鸿沟在南北方国家之间，甚至在

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内部任其加重的话，

就会有风险。与科学技术是发展和扩张的源泉

的认识相比，我们更加不能忽视这种科技鸿沟

的长期存在或加重。如果对填补这种差距无所

作为，那么，人们期待知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

利益也许只惠及少数国家。

新的研究场所

面对科学的不平等

一种真正的科技鸿沟存在着，它把“科技富

国”和其他国家截然分开。科学有着通用的使

命，但那些先进科技似乎只属于全球的一部

分。世界许多地区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巨大缺

陷，缺陷又阻碍了科技的发展。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反对这样不对称的持久存在，他强

调指出：“兴许有两个科技世界的思想是一种

反科学的诅咒”。

即便科技鸿沟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不平等

有关，它也归因于某些专门机构的因素。知识

的生产与传播依赖于国家科研和革新体制，该

体制来自于各企业、工业、科技教育和研究机

构以及各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一般地说，被

认为最有效的科研革新体制以这些不同主体之

间的关系紧密为特征。不过，发展中国家的革

新体制不具备工业化国家或某些知道建立高效

结构的南方国家同样的整合能力。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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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科技鸿沟的概念不仅涉及经济差异

的存在，而且涉及那些影响科学的经济和社会

作用的政治理念的分歧。一旦各政府决定不把

科学技术视为头等的经济和人力投资的时候，

就会有科技鸿沟。从这个观点上说，诸如一国

的研发开支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指标

能让人对这方面的不平等得出一个相当具体的

概念。可以说，该指标体现了一国科研努力

的强度和每个国家在科技活动中投入财力和人

力的能力（见图6.1、6.2和6.3）。这是因为，

在成为经济投资之前，科技投资是一种政治选

择。2000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7% 用

于研发，1997年为1.6%。在经合组织所有成员

国中，这个比重达到2.2%--比重最高的是以色

列（4.7%）和瑞典（4.0%），而在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比重很少有超过0.2%的。2000年，

南非对研发开支的贡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7%，远远高于撒哈拉以南的其他非洲国家的

百分比（0.2%）。亚洲和非洲的阿拉伯国家

的研发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还是

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投

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6%。一个重要事实值

得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为42%，工业化国家的比重为58%，在世

界研发开支方面的不平衡更大，因为南方国家

的投资只占世界总支出的20%，而北方国家则

占80%。1

若说经济强大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不能

因此就推断出一国对科技生产的态度，比如，

像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欧盟内部的投资差异所

表现的那样2。所以，政治意愿和民间社会的

参与，都是一种好的科研革新体制的重要成

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例子，如马来西亚或新

加坡，有利地证明：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按照中

国和巴西的榜样，实施了科学技术自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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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各地区的内部研发开支（DIRD）占世界研发开支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科学技术数据库，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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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中国、大韩民国和新加坡的研发开支（DIRD）占国内生产总值（P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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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科学技术数据库，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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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式相反，终于建立

了强有力的革新体系，促进了经济和工业的发

展。在这一点上，我们欢迎新兴工业化国家

科研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决策。如果

1%的目标在非洲能够达到，这相当于在该地区

进行了一次小型革命，这里，南非仍然是研发

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不可忽视的比重的惟一

国家。

革新体制，

发展与知识社会

科技领域落后的国家怎样才能够达到建立持久

的科研与革新体制呢？此外，它们怎样才能够

从知道这样做的南方国家的榜样那里受到启迪

呢？这里，革新体制的概念有一种确定性利

益，因为这个概念在科技环境的管理中把管理

者和决策者的作用放到前边。通过系统探讨科

学与技术，即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相联系，这

个注重实际的分析框架突出了适应性和区域成

就的概念：因而，不涉及科学生产的某种模式

替代现存的模式，但涉及到一个用来产生具体

行动可能性的分析框架。因此，这个模式使人

们思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知识社会，同时尊重

各国和各地区的选择与需求的多样性。

革新体制的概念出现在关于工业化国家科

学生产的研究框架内，但它也可以通过一些适

应性和调整，尤其是规模而转移到其他类型的

国家里。最核心的规模问题也许是变革和演进

的时间问题：只有长期执行的稳定政策才能够

导致一些国家如芬兰和韩国的全面成功。在北

方和南方国家，正是用了10年或几十年时间，

才设计了一些行动计划。关于发展中国家，这

些政策纳入长期的必要性，应当成为国际社会

特别关注的对象，而后者的角色之一可以是支

持这种长期努力，尤其在金融方面予以支持。

另外，人们可以自问，对一个有效而协

调的行动，一国规模是否总是妥当的：强盛的

多极或区域战略代表了其他层次的设想到的干

预。对此，我们还要强调，这些问题在北方如

欧盟范围内、在南方如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都

一样提出来了。即便国家的疆界仍是根本的，

国家范围却不是一个绝对的参考，尤其对大批

国土规模和财力都不能处在独立发展其内在革

新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这样的。在那些成

功建立高效的革新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里，如果

说人们发现某些重要的区域主角，比如巴西、

中国、印度，这是否是一个偶然？区域战略在

那些有着共同利益和互补需求的国家之间提供

了一些王牌。科研和革新体制的规模--往往是

一个市场的规模--是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因

为区域战略能够分享和配置资源。无论是涉及

集中资金搞一些项目（如种植水稻和预防疟

疾）、组织国际研究人员团队，还是分享其他

地区的经验，区域级别可以提供有利于所有国

家的解决办法，不管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

最后，一种革新体制的演进取决于一些外

部因素，如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在国际范

围的竞争活力以及国际法律环境。区域战略也

可以在国际谈判中成为行动杠杆，区域战略可

以平衡某些国家不起眼的地位：所以，日益增

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在知识产权的国际管理中

或国际贸易中有一些变革，尤其涉及到工业化

国家的市场准入。仅仅举一例，受知识产权保

护的产品和程序，目前在不断地增多，这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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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投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

对“反向工程”3和拷贝设置的越来越多的壁

垒，在过去曾经构成亚洲国家的革新政策的基

础之一，现在阻碍了大多数国家的当地竞赛和

学习进程。因而，区域战略可以为那些认为其

在国际舞台上，如世界贸易组织（OMC）或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OMPI），单独行动的声音是

孤立的国家，提供一些有效的行动框架。

科研革新方面的

政策投资

政策投资是任何科研发展战略和任何知识社会

的基石，没有政策设计，它就不能存在。政策

投资不能简化为金融措施，尽管任何公共行动

都有成本。因为应当考虑政府肩负的另一些优

先的使命，比如向企业、科学家、民间社会通

报信息，建立法律环境和后续程序。此外，政

府参与创建网站、制作一些联系科研与革新的

关键主体的界面结构。换句话说，知识社会的

发展通过制定科学知识政策来实现。

不过，我们察觉到目前公共科研比重在

减少。比如，在1991-2001年间，就欧、美、

日的公共研发投资而言，欧盟减少6%，美国减

少了11%，而日本保持不变。2001年，公共科

技投资比重，欧盟为34.5%，美国为27.8%。公

共投资的这种下降是与冷战结束4以及1990年

代的预算困难的双重影响有关，致使力量集中

到企业革新能力上，并缩减了对基础科研的

支持比重。自此，工业科研方向，伴随着其自

己的管理模式和短期效益目标，趋于压倒公共

科研的目标而占据了上风。这些变化，尤其

在信息技术领域或生物技术领域，使得市场

和私人首创性成为有待出台的科研方向的辩论

核心。

然而，国家使命的多样性迫使它必须谨

慎分析公共科研投资的减少。实际上，对科技

治理的辩论却忙于应付那些线性模式去了，科

技治理成为这些线性模式中的一个：根据一些

主体的观点，放到前头的或认为重要的，时而

是技术革新，时而是基础研究，时而是公共部

门或国营，时而是私人部门或市场。所以，在

1990年代，我们看到科技政策发展的优先选

择，强调了市场的刺激和需求作用。但假设私

人部门的首创性是先进技术的惟一马达，与那

种认为基础研究直接面向革新的模式相比，这

种模式仍然也是线性的。如果私人部门的活力

能够成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发展的基本的东

西，那么，医药或草药的情况（农业研究未知

的）则从反面证明了市场在满足某些基本需求

上的无能。

事实上，任何科研革新政策都应当考虑

一种复杂的问题：公共部门也罢，私人部门也

罢，基础研究也罢，实用研究也罢，没有一个

能够单独体现“上乘”研究本质的。那些关于

在科研中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相对比重谁多

谁少的辩论往往是迂回曲折的：有人要求用取

代的办法，而互补性才是应该设想的解决办

法。一种革新体制要求基础研究和技术革新的

互补。诚然，那种发出什么“发展中国家需

要实用研究而不是抽象的基础研究”的呼声

的大有人在。然而，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国家

或集团在不具备生物科研机构的情况下，能

够进行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因特网（与Tim 

Berner-Lee5所发明的Web全球网站合作）的前

身ARPA网站，率先在公共研究6方面得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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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同样，卫星定位系统（GPS）建立在核子

钟的基础上，这些核子钟起初仅仅是在基础研

究范围内设计的。因此，重要的是要指出，对

于一种科研和革新体制来说，实用研究和革新

不能构成一种战略的全部。所以，公共部门资

助的基础研究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

义。实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不应当被

视为科研团体以外的主体所说的有用和无用之

间的对立：分歧主要在人们试图工作的时间序

列上和人们要面对的挑战上。革新日程表在一

个短期和一个长期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短期

更看到结果，长期能使研究回归到探究未知世

界的基本特性上来。

从这种互补性的角度看，私人在构建革

新体制中的角色不一定是任期随便的同义词，

因为私人在前期往往是由公共机构带领的。一

些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或巴西所实施的自愿

政策表明，科技政策如果作为长期公共战略目

标，就会发展得更好。2004年，巴西在工业和

技术发展公共政策的范围内，决定把重点放到

化学和药剂学上，用于挖掘国家的生物多样性

资源。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科研与革

新活动基本全部是公共部门的事情7，这无疑

是科学鸿沟的一个侧面。什么都一样8, 在工业

化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间，私人研发开

支的比重差距很大。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革新体制的缺乏部

分地归因于工业研发需求的缺乏。当地经济建

立在低科技含量的企业之上，其中大部分满足

于组装和出口国外设计的产品，这就产生很少

的从革新术语讲的增加值。这些企业往往满足

那些在最富裕国家维持科研活动的国际劳动分

工：组装外来产品的国家使用的是其劳动力，

而不是脑力。结果导致这样的情况：国际范

围相对认可的一种科学研究--比如人们所证实

的，拉美一些大学在国际广告方面的进展--对

经济和工业发展影响很小。相反，东亚和东南

亚（率先的是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紧

随其后的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

律宾）通过进口选择政策和出口出击战略，成

功地在高科技含量的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它们经常达不到把

其经济增长建立在知识革新之上。所以，在千

年发展目标研究小组2005年发表的《革新作为

发展源泉的报告》9中，坚持基础建设的重要

性（公路、能源、通讯），它们提供不可替代

的服务（缩短运输时间，电力的灵活性和有效

性，通讯的快捷性）。基础设施为生产力的提

高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但人们往往忽视的事实

是，这些生产力的成果不仅仅限于经济部门。

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求动员大量的科技知识。

基础设施在区域的建设与维护可以产生新的知

识。就是说，由于基础设施建立在多少有点复

杂的技术之上，所以，基础设施是革新和知识

起飞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

几乎没有作为学习先进技术过程的一部分来考

虑。基础设施政策尤其被当作工业政策去考虑

的。一般来讲，决策者们在工业或农业政策、

科研政策或教育政策之间制造了很大的区别。

不过，这三类政策衔接起来，就会有助于建设

长期研发活动的基础。如果科研与革新体制的

主角们应该享有自主，那么，政府却担负着开

创这方面有利环境的使命。在此前景下，重要

的是采取鼓励私人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措施，并

鼓励科技界把其一部分的努力面向革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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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此外，重要的是，建立的标准和规则能

够接受可信的独立的评估，使之最贴近国际标

准，以便享受它国经验、有利于透明的后续工

作跟踪与监督、甚至调整计划的方向。因此，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框架内的非洲国家表达了

使其科技政策更加直观的意愿，使之接受非洲

同僚评估机构（MAEP）的评估，以便推出长

期有效的战略。

在融资方面，税务激励是国家支配的第一

工具。税务激励应该是看得见的，并与企业的

性质和规模相适应：一个年轻的新技术企业与

一家稳固企业的需求是不同的。还可以通过给

（公共或私人）科研中心发放补贴或与科研投

资风险相适应的贷款（长期贷款，项目成功为

条件，等等）的办法来刺激革新。实际上，革

新是一种颇具不确定性的活动：这方面的投资

是有风险的，更有甚者，高科技含量的年轻企

业进行融资，远比传统的中小企业需要更多的

资本。国家于是可以投资到风险资本的私人基

金中，这些私人资本再投资到技术含量高的企

业中。

尤其在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所获得的成就

表明，科技政策在经济和工业发展战略中具有

关键性的地位。因而，国际组织尤其是那些开

发银行，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革新战略的实施

和融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此前景下，信息

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日内瓦，2003年12月10-

12日）提出了具体建议，日内瓦通过的行动计

划指出：“应当鼓励采用总体的相关措施：企

业培训计划，风险资本融资（国内及国际层次

的），公共投资基金[包括小型企业和中小企

业（TPE/PME）的小额投资]，鼓励投资战略，

支持软件的出口（商业咨询），支持研发渠道

以及创建软件园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

些财力雄厚的机构或技术孵化器都是令人极为

感兴趣的工具，因为其结构使得科学家、企业

家、政治家们以及民间社会的代表们可以一道

工作。

但是，融资只是一种手段。为了把科学

整合在经济、科技发展的和谐政策中，有利

于现存科技的改善，鼓励新科技与外国技术

的同化，能力的开发是决定性的。此外，通过

建立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知识产权政策（鼓励本

国实业家和高科技含量的外国企业组成合作伙

伴，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等）来建立良好的法律

环境。这些政策还鼓励内在革新的出现，这就

需要设立年轻企业财力所及的甚至免费的法律

咨询结构。实际上，能力的开发和机构的发展

双管齐下：所以，已成为某些国家诸如韩国或

马来西亚的科技发展战略真正对象的“反向工

程”需要一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机构以及主角

们的大量信息。

采用符合开放经济标准的知识产权体制，

可以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同时向外国

企业提供担保。但是，为了进行知识交流，

仅仅欢迎外国企业是不够的：这些外企实际上

趋向于在其本国进行科研活动，或者与高科研

能力所在国的机构联手。更有甚者，为了产品

或服务的商业化、专利的日益使用，它们正在

趋向于限制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因此，

企业可以转移革新成果而无须转移革新能力。

因而，应该让知识产权协议反过来确保科技投

资。还应关注将被雇用的当地人员的素质：满

足于提供欠熟练的劳动力是一种短视打算，这

就使国家今后冒着非本地化风险，到熟练劳动

力更便宜的地区雇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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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多数大学和一

些私人部门的企业不配备知识产权或保护发明

的法律队伍，这就几乎谈不上有利于革新。孵

化器就是回应此问题的办法之一。这类界面是

不可或缺的，目的是使在学院式的环境中创立

的企业能够变成科技市场上名副其实的主体。

孵化器不但可以帮助新企业享受到金融和土地

方面的好处，而且还向它提供法律咨询，这正

是一些研究员和工程师所缺乏的。政府对企业

和所有革新体制的主体提供信息和法律咨询，

比起近几年来知识产权体制（有时是技术性很

强的）成为重大的连续的变革对象，更具有决

定性意义。

法律咨询问题只是更广义的信息获取问题

的一个侧面。一种科研革新体制，不管是哪个

层次的，都需要更新的、定期的社会-经济环

境信息、国际信息及近期趋势和预测的信息。

这就需要对那些最佳做法和应避免的暗礁掌握

大量的数据、统计研究、前景和信息分析。获

取这一系列的情况信息，比对现行政策进行有

效的监督和跟踪都更为重要。然后，这些数据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如因特网网站、论坛、报

告会或讨论会等方式传播出去。为了缩小科研

鸿沟，就有必要设立界面结构和网络，以便使

企业熟悉科学规律，并使科研机构在其运行中

融入市场规律和技术革新规律。

最后，向科研体制的主体通报信息，还

需要执政者，特别是最高决策层具备可信的适

用的科技知识。多数国家拥有科学院，但其

角色首先涉及科学交流、国内和国际交流的传

统形式，他们的第一使命不是传播战略信息；

此外，他们往往离决策圈相距甚远。相反，执

政者应该关注最有战略意义的信息，利用所属

网络、自主咨询机构或并入部委内和国家机构

内的小组，将这些信息便利、快速地传递给他

们。最后，重要的是，呈递给上司的意见应当

是独立做出的，如同1999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

世界科学会议通过的科学行动框架所指出的那

样10。

执政者还肩负着关注科技政策和产业政

策的互补性，妥善协调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

行动、基础研究和技术革新或者国家战略、

区域战略和国际战略的任务。这些措施衔接得

如何，实际上决定着知识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多

大。不过，在这方面没有万能药。每个国家应

当采用适合其本国、本地区和国际环境的战

略。对南方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成功的范

例和模式不管来自北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应当考虑其在本国的适用性，而不是照

搬它们过去的成功做法。国际社会应当提醒各

国政府：若没有协调、持续的研发政策，就没

有真实可靠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不应导致国

际社会向有关国家发号施令。反之亦然，必须

适应本国国情不应该成为专制形式合法化的借

口，尤其在向企业家、科学家、非政府组织

（发动民间社会的）征询本国的科研和革新需

求时应注意这一点。

科学的流动性

和人才流失

关注本国的需求是基本的。事实上，科学鸿沟

首先及首要的是与人们生产、设计或传播科技

知识所处的条件有关。发展中国家许多研究人

员所遇到的障碍是，由于财力手段的缺乏，即

便他们做出了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也往往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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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在发展中

国家创造国际级科学的困难，也许部分地解释

了南方国家的科学家大量流失而奔向北方国家

的实验室和大学的原因。在分析这种人才流失

对发展中国家科研能力的消极影响之前，应该

回想起，科学家的流失只是科学流动性的普遍

现象之一。

除了特殊时期如战争以外，大学生、研究

员或教授的国际流动是一种正常的长期现象：

如同古代或中世纪一样，研究员们和大学生们

根据其科研需要或经济利益而经常流动。这种

流动性仍是从一地到另一地传播知识的默认形

式的最好方法。这种默认形式几乎是教材或文

章的系统形式所不能传递的。重要的是，科学

家们能够从国际流动中吸取更多的知识，而

国际流动是一种有保障的自由，在全球化所提

供的人员移动便利化的情况下，国际流动在加

大。对此，教科文组织或一个非政府组织--国

际科学理事会都曾经起到了作用，在冷战时

期，他们帮助科学家们越过了封锁严密的国境

线。从而，科学家的流失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不

可避免的、必不可少的现象的异常变化。不

过，在过分地加强了某些区域的科学集中而有

损于其他区域，并且导致科学鸿沟的加重或产

生新的科技鸿沟之时，人才流动才成为问题。

人才流动流向富国和在富国本身之间的流

动，远远多于富国人才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

人才的南北运动主要涉及到理科和工科的大学

生和研究员11，而前往南方国家的主要是那些

人类学的代表们。据我们所知，人才的流失现

象始于工业化国家内部：1949-1965年间，约

9.7万科学家移居美国，主要是从英国、德国

和加拿大去的12。但从1960年代起，人才流失

就蔓延到发展中国家：生活条件的恶化，政治

与社会的不稳定，科研与教育结构的不健全，

导致了一些精英的大量逃跑。后来，在1990年

代，随着新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

才流失现象加重。这就加大了科研和教育领域

对有本领人才的需求。

人才流失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它首先成

为损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问题。最

有前途的大学生最终去国外学习。一旦人才来

源国达不到从人员出国学习中获利，人才流失

的风险就出现了，这就会明显地抑制人口的总

体素质水平，因为移民率一般根据个人受教育

的程度而趋向升高。13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

国家之间，这种大学生的流动是非常明显的：

2002年有60多万大学生出国，美国仍然是到

国外深造的大学生们所选择的世界第一目的

国14。

美国还是人才第二种流动形式--已培养出

来的研究员--的主要目的国。只要研究员再回

到自己的国内，这种流动就不会产生太大的问

题。就其本身而言，当这些研究员试图长期居

住在国外的时候，才产生人才流失：这就是造

成人才来源国严重贫穷的一种形式，国家花钱

培养了其研究人员，却把他们免费出口了。塞

内加尔总统阿布杜拉·瓦德从这种现象影响中

毫不掩饰地得出的结论：“人才外流不仅仅是

一个财政费用问题，而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非洲的人力资源使用计划中产生了真空”15 

。其实，人们可以自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穷

国无偿地资助了有才华的研究员受中学甚至大

学教育，到头来，他们的工作却长期为一些富

国的实验室所利用。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个研究

员每年的费用是多少，那么，这种现象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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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言而喻了。16其实，2000年似乎发展中国

家对每个研究员平均支出9.8万美元，在工业

化国家则投入高达19.1万美元。美国为每个研

究员支出23.8万美元，成为科研投资最高的国

家。17美国这种战略吸引了全球最好的人才，

不但给他们高工资，而且尤其给予最佳工作环

境和物质条件。结果在美国的国土上高度集中

了优秀的科研力量，并通过企业试图靠近尖端

产业建立最先进的实验室而有所加强。在二十

世纪最后几十年，第二次人才流失浪潮尤其呈

现出由南方到北方的轨迹；这种人才流动到目

前仍在继续，但我们已经观察到第三次南-北

流动浪潮：大批的欧洲研究员在近几十年移居

美国（2004年接近40万人）18，在全球化的推

动下以及在某些欧洲国家经历的就业困难的情

况下，这种人才流动的现象似乎愈演愈烈。

自从人才流失的消极特性被判断出来后，

最经常提议的解决办法是，鼓励留学人员回

国报效祖国，或者不鼓励他们去富国。但这

样的措施归于失败，因为这些措施针对表面症

状--才能的消耗，而没有触及到人才流失的原

因。此外，一些强制性措施也许妨碍总体上科

学家们的流动。不过，知识社会的发展寄希望

于长久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尤其是通过建立

一些网络渠道。从此，人们设想，利用移居国

外人员网络，就会更容易地开发那些居住在各

地的“脑力”：这就涉及到较少地鼓励高素质

人员的实际流动，更多地鼓励“认知资本”的

流动，由移居国外的学者和研究员出谋划策，

参与本国的社会与经济建设。由提供远程服务

到提出倡议，旨在创建移居国外人员和祖国之

间的合作渠道或支持现存的知识网络。由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PNUD）发起的侨胞知识转让

项目（RCST）帮助侨胞通过回国探亲逗留，与

祖国保持联系；其他项目旨在促进侨胞专业人

员参加国家项目，参照泰国的《反向智力疏通

项目》（Reverse Brain Drain Project）。侨胞自

发创建的渠道，比如阿拉伯海外科学家与技术

专家联谊会（ASTA）或拉丁美洲科学家联合会

（ALAS），也可以构成区域合作的坚实基础。

新技术可以在构成这些渠道中起核心作用，因

为与其他形式的知识编码相比，新技术能远程

传播更多的默认知识。因而，那些能放开个人

流动和知识流动的国际合作网络渠道，似乎能

够给予人才流失问题带来部分而持久的回应。

合作实验室

这种合作实验室网络渠道的发展属于更广泛运

动，它改变了科技知识所产生的方式本身。电

子网络对科学的传统渠道的影响，使素有“科

研之家”的实验室的空间从此有了天壤之别的

改变。这种巨大变化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空

间。有待形成的那些渠道或集体科研中心的能

力，结合许多在远程网络工作的伙伴，是在科

研体制中开创一种新活力的方法。科研的主角

们日益被引向网络工作，在往往是学者和实业

家相结合的共同计划或项目中，与不同机构的

许多科研小组联手工作。今天，这种分散在空

间的众多小组之间的协作配合被描述为“合作

实验室”。

一个合作实验室是一个科研中心或称作

配置实验室19。它通过开发信息和通讯技术，

可以使远距离的科学家们围绕同一项目而共

同工作。以“合作”和“实验室”拼凑成的这

个“合作实验室”字眼指的是：总体的技术、

工具和设备能使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与远距离的

同仁用远距离的设施一道工作，这是过去那些



第 6 章

113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研究革新

集体项目难以做到的事情。这涉及到科技工作

本身设计中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从此，人们可

以搞某个科研项目而不被空间距离所妨碍，并

且只依靠那些参与者的手中王牌即可。这种组

织形式可以做出举世瞩目的成果，正如在人类

健康方面所做的那样：合作实验室理念的首

批重大的具体行动之一就是人类基因组项目20

（见框注6.1）。一旦人们面临复杂的项目，

要求全球性的合作之时，合作实验室无疑能派

上用场：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及中国的

合作实验室在ITER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项目中

提供了一个显著的样板。同样，一个研究目标

比如人类基因组，若是由一个孤立的实验室在

合理时间内单独负责这项任务就复杂了。而国

际性合作实验室就可以加快一些科研的步伐，

若在分散的指令下进行，就会给科学界造成丢

失宝贵时间的风险，并且每当许多小组研究同

一课题时，会造成一些多余信息和重复劳动。

合作实验室的概念也可能影响组织科技学

科，因为它与跨学科的发展并驾齐驱。再说，

没有不同来源的知识和能力的分享，就难以设

想科技知识的诞生。许多科学突破往往是在多

学科边缘上产生的。分子生物学的历史强调了

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特别是结晶学家）之间

的多产合作；它还表明，信息论专家们的贡献

对1960年代能够破译基因密码是多么的关键。

在未来的许多大型项目上搞跨学科项目是显而

易见的。这些项目是政治与科学密不可分的，

关系到气候变化、未来的城市建设规划、土壤

保持、水的管理、沿海体系的保护、面对灾害

或传染病的预警机制、持久发展的最佳实践。

所以，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动员本

国和国际科研机构为跨学科服务。合作实验室

的技术王牌不能被政治指令性决策所替代，因

为应承认，在实施跨学科项目计划上，往往存

在着机制性障碍而不是技术性障碍。因而，一

些学科“堡垒”、项目评估体系以及某些研究

员的保守主义往往给跨学科制造障碍21。大概

在研究员的培养层次上应该做出努力，以便强

调在某些新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生

物-信息、纳米科学、城市研究、人口繁殖或

资源长久管理就是这些新领域的几个例子，而

这些领域的尖端教育必须结合多学科。所以，

这是科技知识的分享文化，应该使之绽放，如

果我们要想使研究员们不但能够印证其面前的

项目，而且能围绕这些项目去创建革新性知识

网络的话。

如果得到很好开发，合作实验室的潜力

将对南北方实验室之间迄今为止那种不自然的

受限制的科技交流带来新的推动。合作实验室

可以变成克服传统障碍的优先手段，因为它在

科技界人们的心中已经扎根，并且所有的合作

伙伴能够从其业务中获得利益。知识转让和分

享的概念一下子得到深刻更新，就是因为有了

积极的协同作用的可能。美国和越南结成的纳

米伙伴关系是一幅充满科技互动前景的画卷。

在这个项目的框架内，对越南的科研投资和纳

米技术培训的长期目标是培养200万专门劳动

者，以壮大劳动力大军，这是纳米技术新兴产

业在世界范围内必不可少的专业队伍。其他

形式的国际伙伴关系--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22 

有着使非洲在多方面步入科技轨道的雄心，如

卫生、持久发展和政治稳定等方面。在非洲，

2004年初建立了一个国际科研团体，致力于跟

踪研究罗西纳（Glossina）苍蝇基因组序列，

这种苍蝇是睡眠疾病的带菌者。卫生是最迫切

缩小科技鸿沟差距的部门之一：今天，9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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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都把着重点集中在世界10%的人口--

工业化国家居民--的疾苦和需要上。23

以“合作实验室”形式进行科研的潜力，

在卫生和持久发展方面的前景特别光明，因

为科技合作构成实施一些项目的王牌，通过

挖掘科研能力，这些项目就能带来财富（见框

注6.2）。鉴于网络的快速发展，人们就会自

问，虚拟的、打破边界的合作实验室是否必将

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科学发明中心、甚至

知识中心。不过，科研疆界的破除，不应该使

人们忘记，这种破除是需要一些技术基础设施

的，而由于其费用昂贵，世界上许多国家是望

尘莫及的。在这一点上，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

议（日内瓦，2003年）的要求是很明确的：国

际社会应当鼓励和帮助对基础设施的供资，若

无资金，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概念恐怕将成

为空话。

然而，这样一种战略不能独自试图解决

由认识鸿沟和数字鸿沟造成的所有的问题。

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员们看清了这些鸿沟

的差距，并且由此而巩固“来自南方国家的

科学”，国际科技合作即便采取合作实验室

的形式，也不一定能产生出“南方科学”。

即使属于一个国际科研小组，在发展中国家

一点儿也不能担保会有知识生产条件的改

善：在北方国家科研机构的眼里，那些合作

就是他们的国际招募运动。接着需要指出的

是，科学院的合作不能确保以广告形式甚至

获大奖的形式令世人注目的国际科技成果能

在本国引起一些产业型应用。糟糕的是，合

作战略可能对选择科研课题具有败坏效应：

财政手段和科技威望由于往往联系到北方科

技社会的利益，南方国家的研究员把重要科

研课题透露给自己的国家就会有危险。疾病

和“孤儿植物”的存在，不在于发展中国家

的贫穷或北方国家的医药厂和农艺师的漠不

关心,有时是由于有关国家的研究员的相对冷

淡所致。更为重要的是，对科技决策做贡献

的主角们所关注的，正是有待产生的内在的

科技认知能力。由电子网络或虚拟实验室革

四项关键原则从此指导着国际科技合作：

1.  技术和器具应当尽可能的标准化，以便使结果能够进行严格的比较和复制。合作实
验室是一种分权体制，这种体制只有在联合组成该实验室的那些机构和谐工作（操
作互动理念）的情况下才能运行。

2. 科研努力应当是互补的。各实验室之间的劳动分工就能制约多余信息。

3. 借助技术可以使工作更快更有效率。

4.  若说这样的项目是为大众服务的，那么，就应在数据的分布、数据的确认和修订以
及认证和保护知识产权诸方面达到某种均衡。

这四项原则是从Roger Pedersen发表在2003年3月16日《金融时报》上的文章“Stem cell 
research must go global”中摘录的。在科研日益与经济投资相联系的背景下，科技合作原则
能在金融性质的刊物上介绍并非不值一提。

框注6.1 合作实验室的人类基因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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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所提供的手段都是技术王牌，如果某些国

家不把它们列入长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政策之

中，那么，这些王牌将会令人失望而告终。

科技新界限

信息边界

虽然不能肯定地预见明天的科学，但是目前确

定的科研方向已开辟了几条能部分地设想未

来有前途的路径。这些科研道路的实施必须

谨慎：即便我们有时能预测科技大趋势，也很

难预言人们用这些（信息）工具将会做什么，

以及难以预料使用这些工具对科技活力有多大

的影响。所以，这里借用的路径--信息搜索和

切入之间--已经引起优先重视某些领域（信息

论、生物学、纳米技术），其发展是以跨学科

的某种强势整合为特征的，它构成知识社会别

具一格的轮廓。

由于信息技术在知识社会中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我们可以假设，信息技术的丰富革新

潜力仍是一些重大变革的源泉。自此，我们知

道，有必要将信息研究推向更远，哪怕是触及

同气候变暖或金融市场变化一样关键的现象，

以便为了世界的治理。这些称作“复杂的适应

性体系”的课题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因为它

融入大量的变量，应该从总体上予以研究。但

明天的计算器像什么？若1965年形成的“摩尔

法则”继续受验证，那么，很有可能的是一些

机器的功率将增大，而其机体将会缩小。但这

种信息发展方向可能不是惟一的设想，从经济

观点上看，也许不是最有效或最持久的，因为

它很昂贵，并且促使不断更新信息园区。

从展望未来的角度看，这些经济局限性

由于必须尽早地准备反“网络污染”而将会加

重。由电子器件--从电视屏幕到手机--造成的

污染必须极为严肃地对待。一台电脑的环保成

本首先与其构造相关，它需要的燃料是其本身

重量的十倍，而汽车燃料只需要其本身重量的

两倍24。所以，人们估计，2000-2007年，美

国的公众“废弃”25电脑需要回收的约达5亿

台，而这些电脑又难以循环使用。只要稍加预

测电子基础设施在全球大部的扩建，这些已经

相当惊人的数字将会变得更大。在知识社会范

围内，人类将会面对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新

的困难的判决吗？

不一定。其实，某些革新能够设想出解决

这种两难境地的办法。所以，最近明显改善计

算速度的办法之一是组成“计算屋架”。“计

算屋架”或“条码技术”在于，在远程或非远

程网络连接的许多台电脑之间再发出一项信息

任务。所以，Grid.org 网络26集中了250万台计

算机的功率，这就明显加速了必要的计算，比

如癌症研究，而无须高价购买超级计算机。

计算屋架是一种革新，它可能会有重大的突

破，因为它能回收连接英特网的任何电脑所未

用的功率（一个中等用户只用其电脑能力的

10%），以便增加科研的效率。人们猜测，多

少个这样的任务配发结构才会为缩减科技鸿沟

做出贡献，同时能限制网络的过分污染：比

如，这样的公共结构可以对位于发展中国家的

实验室给予计算时间，且无须支配必要的财政

手段去获得超级计算机。计算屋架无疑在知

识社会的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27：在技术层次

上，它为支配增大的计算功率提供了一个杠

杆；在通讯方面，它可以使现存网络最优化；

在科技方面它能有利于合作实验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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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数字在微型视频层次上有了发展。最雄

心勃勃的项目涉及到生产生物计算机。许多遗

传学家提出了假想，据此假想，遗传学说到底

将是由生物进行信息处理的科学，这就可以把

遗传基因当作计算机来处理。一台遗传基因的

生物计算机可以在创记录的时间内处理一些

极为复杂的问题，从处理与生物技术的发展相

关的问题入手。在这个新的生物技术阶段，研

究员们尽量向生物的字母表里添加新字母，比

如，在现存的程序中插入一些“非天然的”成

分。可以说，超越对现行生物机体的改变而生

产完全新型的微型机体，它可以迎接某些环境

保护方面的挑战。这些微型机体可能会有利于

调整新的能源（氢的生产和沼气的转换）；或

者由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或者改善空气

质量（尤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便利于废

弃物的处理。这些研究预示了在生物身上做文

章的改变，因为这些研究在创造编排新的遗传

基因序列的可能性。目前，这些计划还是乌托

邦，但其所揭示的潜在性，不管是积极的还是

消极的，应当在其前期的具体化上成为科学

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家们辩论的对象。人们期

待着这些研究从有关转基因组织的（OGM）辩

论时所碰到的困难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从此，

成为由驾御生物所诱发的“技术与社会”变革

的序幕。

人们对“无限小”的驾御还由纳米技术的

发展而具体化，尤其通过发明筒洞效应的显微

镜能“看到”原子，纳米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

为了使虚拟实验室项目具体化，教科文组织让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员支配虚拟实验室的一个
工具箱，里边盛着一些指令和自由使用的软件（http://virtuallab.tu-freiberg.de/）。虚拟实验室
不是用来替代传统结构的，而是使其延长和再发明。微生物资源中心（MIRCEN） 网络的例
子--国际合作的成果，很好地表明了集中合作项目和虚拟工具的必要性。

MIRCEN 的各个中心都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他们在与
各国政府及有关国家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合作下，创建了一个网络，以便借助于
国际科技合作，将微生物研究和生物技术的应用服务于人类。自1975年，在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PNUE）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帮助下，34个微生物资源中心（MIRCEN）在
全世界建立。该中心的世界科研与培训活动网络的宗旨是，提供世界级基础设施，包
含一些与国家、地区、国际层次合作的实验室，出资用于微生物基因组的管理、发放和
使用；在农业经济型的发展中国家加强根茎基因组的使用；便利于在那些特殊地区发
现的便宜的新技术的开发；促进微生物的经济应用和生态应用，以及为劳动力的培训做
贡献。

教科文组织预测了未来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的需求，刚刚发起了一个国际基础科学计划
（PISF）。该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各国的基础科研能力、科技教育和培训能力。
尤其强调，通过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加强信息的转让和分享以及科技成果的分享。

资料来源：http://www.unesco.org/science/.

框注6.2 合作实验室与教科文组织

http://virtuallab.tu-freiberg.de
http://www.unesco.org/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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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里的雄心是生产能成为适应体系的微型

机器。纳米技术对于医学有着特殊的利益。分

子系统的工作是“非侵袭”临床方法的先驱，

在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下刀最浅之处，无须重侵

入就能做手术，且以手所不及的准确细致方式

做的。有关纳米技术的研究引向人们所称的纳

米医学。除了纳米技术的进步，我们还可以提

及一些旨在建立分子系统医学分析实验室的研

究，能够提供真实时间的一些征候。

如果纳米技术还远远不能制造纳米机器，

科技界则寻求发展一种真正的“信息纳米生物

技术”（infonanobiotechnologie）。其中涉及

的是，受活细胞的启迪，通过再编制程序，

建造一些能够充满活力地适应其环境的机器。

医学、药剂学、环境、农业、制造业和矿业、

运输、能源、信息及通讯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般地讲，未来的技术将赋予物质以复杂

系统、有时是智能的特性。不过，如果研究员

们、实业家们和各国政府伴随纳米技术的深入

发展，给予真正的前景分析，并深入考虑与效

应远未被认识的技术相关联的环境和卫生风

险，实施纳米技术才是有益的。其实，纳米机

器都是适应性系统，它们可能在自然或人类

环境中出现不受控制的或非善意的扩散风险。

最悲观的未来学家们对局限性展望设想了一

种“总体生态吞噬”的可能性：全部或部分生

物圈将会被碳枯竭摧毁，碳是纳米机器的自动

生成所必需的。同样，在遗传学领域（像无性

繁殖所证实的那样），最明显的风险是伦理方

面的。因为，我们赋予科技的新能力可能引起

把整个大自然设计成一种不自然的赝象，并且

可以说，把人类的一些选择自然化，使其列入

物质。这些演变迫使人们以全新的字眼提出人

类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指某些器具和软件能够使一个

人与信息体系交流。最常见的界面是我们的电

脑屏幕、键盘和鼠标，但也包括我们的多媒

体工具的遥控器。这些界面正在向人体缺陷领

域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用电子补形术（只是

幻想而已，在科幻片中少见）来修补人体缺陷

的雄心建立在以下的可能性上：把神经系统直

接连接“伪装”到自动机上。这种人体与晶体

管的合并是根本性的，它揭示了缩小运动神经

和感觉神经缺陷的潜力。可以说，在视听不到

的地方，将会“接通”智能摄像机和麦克风。

最富有戏剧性的研究无疑是：通过在中枢内安

装生物跳蚤，尽力使完全瘫痪的四肢麻木的机

器在电脑连接神经系统的情况下有交流的功

能。

通过上述这幅景象的展示，我们看到，

新技术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它们的物质可塑

性上。使机器更接近人体功能的前景，无疑

是信息论和生物学的重要方向之一。但这种

前景引起了许多质疑。所以，技术不但在人

类环境中而且从此在人体中占据着日益重要

的位置，难道人们不应该提出质疑吗？许多

新谜团将会被人类破解，人类将在文化和宗

教所不能预见的层次上重新审视其身份的根

基。当放入器官的电子插件使各器官最佳运行

之时，人与机器的界线是否变得模糊不清了

呢？怎样区别我们人类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创作

呢？我们的躯体甚至思想还会继续属于我们

吗？

人类对这些问题的惟一答案将是：不是人

适应机器，而是机器适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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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物

科学出版物是重要的赌注，因为研究员之间的

交流是其活动性质的内在要求。出版物代表了

科技知识生产的关键时刻，因为它形成和公布

研究成果。由于有了出版物，局限于实验室的

非正规的知识通过同行的确认，进入公众的议

论领域，从而得到检查和讨论。出版物保障了

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证实，因而，出版属于认识

创作全过程的一部分。

在发展中国家，新技术是减轻出版困难

或科技工作查阅困难的必不可少的技术方式

（见框注6.3）。但是因为知识，即科学变成

了经济活动的一个数据库，同时，因为新技术

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就改变了科技出

版物，于是许多新问题出现了。走向知识社

会的“过渡危机”尤其表现在出版商和研究

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上。这一边，研究员们--其

利益焦点是非直接商业化的--关注的是其出版

物的大量发行，因而希望知识的大门是敞开

的。在另一边，出版商--收取书刊销售的直接

收入--则试图限制科技信息的发行，只面向能

够购买书刊的人。出版商的角色不只是发行出

版物，而且通过编审的检查来保证出版物的质

量，这就在科学的两种基本要求之间产生紧张

关系：书刊进入的广而告之与科技信息的限量

控制。

即便多数大型科技杂志近几十年来已经

转成数字技术排版，却并没有因此而便利公

众，特别是因为查阅成本问题：那些杂志尤其

进入了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或（科研）机

构。诚然，刊物征订费如此之高，特别是增加

征订时，以致于许多图书馆，即便是工业化国

家的图书馆，应该从此放弃给订户的一定量的

书号。如果不否认出版商应该有商业效益战

略，那么，并不少见的是，这里的物品交换性

质导致许多研究员和图书馆员面临某些困难。

首先，大多数文章都是免费由一些杂志来支配

的，并由编审义务性审查的。控制着40%书号

的商业出版商越来越难以调整征订价格，而高

校图书馆和科技界认为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生

产和传播知识使命。另外，把发表文章的权利

转让给杂志的这种出版运行方式，产生了公众

了解公共科研成果的问题。科技刊物的费用提

高可能使科研刹车，人们为此而担心是合情合

理的。

面临这些新的挑战，多个战略曾经被设想

过。为了结束长期对科技的反生产力状况，一

个获得多项诺贝尔奖的科研团体发起了公共科

学图书馆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 PLoS）28。

其首页证实，由于对信息传播的伦理担忧才采

取发刊步骤的：“因特网和电子出版使创建公

共科学图书馆成为可能，它存有完整的原文和

任何发表过的文章的数据，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都可以进入，并且有自由进入权”。把文章放

入开放的数据库内，可以便利连接临近领域的

成果，有利于跨学科研究，能使研究员更自在

地进入不同领域浏览。另一个模式--布达佩斯

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

也是为了把所有的科研文章放到因特网上让公

众自由查询，并为此提议了一个向导，用于非

盈利性机构29。预出版是另一种使原文进入路

径的方法，避开了本来印刷的期限，这个期限

对尖端领域来说有时是太长了。我们还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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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出版物的自动存档网站，供在某个既定领域

工作的研究员们支配30。

存在网上杂志的事实不能使我们忘记第

一明显的事情：说到杂志，必提到其出版商。

即便一份杂志是免费的，人人可触及的，它

也需要出版工作。而且，知识社会的发展似乎

具有刺激出版物增量需求的性质；因此，进行

刊物信息分类日益必要。正是进行这种分类的

时候，无论是公共部门的还是私人部门的出版

商们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科学质量”控制标

准。分类的必要性被某些杂志社新近的决定所

强调，如《自然杂志》（Nature）或《手术刀

杂志》（The Lancet）制定了声明条文，据此

条文，发表文章的作者必须通报其资金来源。

这个条文还不是必须执行的，但它是正在进行

变革的特别明显的事情：若经济界接近科学界

的这种做法，就应该确保一份科学研究必须要

求严格和没有利益冲突的嫌疑。在保证科技出

版物质量的前提下，出版商们是主要的支柱之

一，在此支柱之上，建立起科研机构本身的信

任。

出版商的特殊工作--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电

子的，不管是为了免费阅读还是付费阅读--表

明，获得科技信息的免费性并不等于是说该知

识的生产是免费的。在网上的一些杂志中，发

表文章的费用是由作者以科研补贴来承担的。

即便是数字方式，发表会引起个人和器具的

成本费，这些费用与阅稿、出版和排印清样有

关，与网站维护和长期保存有关。一种只建立

在免费进入的系统就有可能看到机构之间和地

区之间的不平等呈蔓延之势，这要看它们能

否向研究员们提供最优出版条件。若“全部付

款”表现为越来越不现实的体制，那么，“全

部免费”也不是最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传统

的出版商的经济政策可能通过采用细分征订价

战略，创造更公正的环境，这些战略能使财务

拮据的机构保留或获得征订原本因缺乏基金而

放弃的刊物。

根据各种可能，科学出版的发展方向是多

种类型的经营体制共存。正是各种角色的多样

性和互补性应当成为考虑的焦点。不管是免费

还是付款，供给多样性能使更多的孕育中的知

识得以流动，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知识。因为文

章不再是单一状况，其出版者也许是商业所有

者，他也许制定科学出版的单一标准，但文章

的多种状况、标准及方式，通过这些方式，知

识就可以变成公众的了。虽说研究员们重视进

入，出版商重视控制，可大家都关心科学出版

物的丰富多彩。

科学知识属于谁？

在科学技术生产中，正在变化的意义大部分取

决于产业和财政问题占据的重要性程度。知识

的归属问题--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从

此成为知识社会的最为关键的赌注之一（见框

注6.4）。我们在前面看到了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挑战：知识产权在大部分科研项目中、也

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使用中，起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所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OMPI）的统计，从1978年到1996年，需要

18年的时间才达到第25万个专利申请，但随

后1996-2000年间31，只用了4年就使这个数字

翻番。自此，真正的问题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

门的科技投机和追求利润的相互渗透问题。从

此，在有尊严比如有科学理论的人与在市场上

有价的人之间，怎样担保康德的杰出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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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科学引文索引中的科学出版物数量指标的检查，显示出重要的两极：欧洲（欧盟成

员国、前申请国、冰岛、挪威和瑞士）为38.6%，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为34.2%（要注

意的是，在某些专家看来，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设在欧洲有时会突出英语而损害其他语

言）。欧美占索引中包含的引文的3/4。这两个地区的分量反映了它们在世界科研支出中的

分量。亚洲工业国尤其是日本占索引中所包含的出版物的11.7%，明显少于其研发开支，其

实验室主要搞技术研究和工业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我们发现，中国占索引的2.6%，拉

美和印度分别占2.2%和1.9%。非洲占1%。

无疑对比强烈的世界科学技术地理在1990年代有明显改变。1995-1999 年间，北美在科学

引文索引中所占的比例减少10%，而欧洲增加了5%，成为世界第一位。亚洲工业国（含日

本）增加了16%，约占欧洲和北美的1/3。中国的比重在1995-1999年间增长了65%，而在

1985-1995年间增长了4倍（然而起步很低）。拉美也明显增长（37%）。相反，那些转型

期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印度，则分别下降了24%、15%和6%。

框注6.3 2000年按科学引文索引（SCI）列示的科学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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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它地方

俄罗斯联邦

德国 联合王国

美国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为INRS/魁北克。

在激起对知识产权辩论的兴趣中，知识

社会的远景已经描绘出来，因为这样的必然是

前途光明的思考，预测了知识的治理将是什么

样子，从而也就是由知识来治理变革的社会。

在知识产权上的辩论赌注是广泛的：调和两种

要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两种要求写入世

界人权宣言第27条中，该条第1款规定：“人

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

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第2条明

确规定：“人人以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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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或美术创作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

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该宣言第27条第1、

2款的要求，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第15条再次确认：“本公约缔约各国承

认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

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

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

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因此，知识产权有着

双重使命：保护知识的权利所有者以及传播知

识。

在某种意义上，应当需要调和的正是两个

市场的需求，即科学市场和经济市场的需求。

这种双重需求就要求人们消除关于一个市场只

是一种工业交换结构的思想。一个市场是一种

一般性交换结构32。如果科技界可以被设计为

交流思想、理论或论点的地方，那么，人们就

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市场或交易所，这里交换

的价值就会是知识，而不是工业产品。自此，

知识产权的科学有效性应该是它所调整的市场

功能。专利过度保护对知识的使用，不管是活

物还是软件，可能对科研和革新是一个严重的

牵制，因为它通过人为地设置不透明而扭曲了

科技竞争。相反，知识分享则向科技市场主角

们的竞争打开知识的大门。对知识实施单方面

的工业市场标准，就有阻碍科学家之间竞争的

危险，而他们是知识创作的马达之一：出版公

布一种思想，就是展示出来让人们评论的，从

而由别人的评论使之改进。知识领域的投资保

护不应该构成科学发展的保护主义障碍。知识

社会将要面对的挑战之一，是对直至目前两个

平行的孤立的不同市场予以协调和分成阶段，

其好处是可以相互促进，直至把它们纳入紧密

结合的渠道：科学思想市场和经济金融市场。

这无疑就是我们将要遇到的“共同演进”现

象。

为了伴随这种演进，就应当促进必要的

多学科的规范程序，因为这些程序涉及到一个

既需要法律和经济工具又需要科学工具的领

域33。当人们察觉到，在不少情况下，主要是

工业产权专家（工业产权顾问、专利局的审查

者）以及实业家制定法律而没有征求科技界

观点的时候，观察这些多学科规范程序原则的

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这样做的危险是会造成

一种状况：科技资本甚至总体上的知识资本和

文化资本将会成为惟一经济资本的变量。这样

的演进，从技术观点上看，是与知识的开放背

专利对某种发明建立一种所有权而有利于发明者，是发明者的一种专营权（当然可以转
让）。1999年，欧洲把45.8%的专利存放到欧洲体系中（即在大欧洲市场的领土上有
效），北美为33.6%，亚洲工业国为16.3%。在美洲专利体系中，北美占世界的51.4%，
亚洲为28%，欧洲为18.7%。在这两种体系中，其他地区比重很小（拉美占美洲专利的
0.3%，欧洲专利的0.2%）。总体上，其他地区占世界专利的1.5%。在1990年代，即便亚
洲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变成高科技出口国，但在科技革新领域的知识产权的绝
大部分仍然掌握在占世界1/4人口的上述3个地区或次地区。

1999年数据，摘自OST 2000年报告

框注6.4 知识产权和科学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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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驰的，从伦理观点上看，是与下述事实相

矛盾的：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不是其经济状况的

函数。若不让整体的相关主角（体）和伙伴参

与，不从科学家参与着手，那么，建立一种知

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企图将会落空。知识社会

的治理应当建立在制定常识的基础之上，即建

立在所有相关主角共同制定的规则之上。

资料来源

Amsden et al. (2001); Annan (2003); Arocena and 
Sutz (2001); Bangré (2004); Boyle (2003 and 2004); 
Butler (2004); Callon (1989); Campbell (2001); CERN 
(2004); Cimoli et al. (2004); David (1993); David and 
Foray (2002); ECLAC (2004); Eco (1995); 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0);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xpert 
Group (2003); Forero-Pineda and Jaramillo-Salazar 
(2002); Gaillard (2004); Gibbons et al. (1994); Hariharan 
(2004); ICSU (2002); InfoDev (2004); Intarakumnerd 
et al. (2002); InterAcademy Council (2004); Jouvenel 
(2002); Juma (2005); Juma and Yee-Cheang (2005); Kim 
(2001); Latour (1987); MSF (2001); Mvé-Ondo (2005); 
NSF (2003); OECD (2003); Okubo (1996); OMPI (2003); 
Papon (2002); Pedersen (2003); Sagasti (1999); Sagasti 
(2004a); Santoro and Chakrabarti  (2002); Sen (1999b); 
Teferra (2000); UNESCO (1996a and 1998c); UNESCO-
ICSU (2000 and 2002); United Nations (2003); Wade 
(2004b); Waga (2002); Westholm et al. (2004); World 
Bank (2002); Zim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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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每个国家能够完全进入广阔的世界科技

社会，以利于独立地开发其科技能力，那么，

公众可能会就遗传基因或纳米技术这样的与新

技术相关的利益和风险课题进行真诚的讨论，

以便使熟悉情况的决策得以做出，使其引入日

常生活之中”1。科菲·安南在此陈述了一个

根本性的问题：怎样与大众讨论科学技术？经

济和社会赌注在科研和革新的领航中占据着日

益重要的位置。另外，科学技术在那些最通常

的活动中的不断崭露，已经激起了某种紧迫的

伦理思考。近些年来最活跃的国际争论不是无

谓的，其中涉及到无性繁殖、人类胚胎或遗传

基因的法律地位，这些问题触及到物种根本的

生命悠关的进程，如生殖、食品或环境。

这样的进化要求重新评价科学和“公

民”之间的关系--无论涉及到决策者、科学家

或是民间社会。其实，当前的争论范围超出了

科学政策的传统范畴（科研大方向、人员的培

训与招募、国际合作，等等）。从此，科学与

技术属于最广义的管理（范畴）。科学管理是

通过一项确定标准的工作体现的，管理尤其是

各国政府机构和多边国际组织的事情；但它也

涵盖了加强科学的伦理能力和科学的教育；此

外，管理应当伴随着民众关注的敏感问题，利

用科技成功的媒介，倾听公众的呼声。

科技的良好管理

对科学的不信任：

对科学家的挑战

人类越来越多地对其驾御自己的创造物的能力

提出疑问。其实，科学的进步引导人们提出一

些全新的问题，并且这些新问题往往使传统当

局--无论是国家、科学、宗教、团体或是民间

的当局--没有真实的能力转变这些变革的方向

及其伦理、社会的后果。这种不确定性也许

解释了公众舆论中表示对科学的部分不信任，

有时面对科学进步给环境和人类的未来所带来

的后果表示无所谓。这里涉及的是相当新近的

现象，而长期以来，科学受到积极的对待和尊

重，甚至往往引起几乎是宗教性的顶礼膜拜。

人类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权利去关注其卫生、环

境甚至其本身的存在。但是，继某些军事发

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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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工业灾难、生态破坏、尤其是化学或核子

发明之后，公众舆论开始担忧那些不能控制的

或没有分寸使用的科学技术可能对今世后代所

造成的不良影响。诚然，任何人类事业都是有

风险的。但某些人怀疑的是冒险的根由。对科

学的不信任（不相信科学）涵盖着一些复杂问

题，并且总是缺乏合法性：科学发明失控的可

能性引起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科学界本身

是要分担责任的。

对公开证据的要求

除了对科学技术越来越怀疑，当今世界的另

一个重要倾向是科技争论的公开性。从此，

科学技术在科学家、民间社会、政府或企业

的主体之间引起广泛的公开辩论。科学技术

方面的决策，直到近期，总是科学家和其有

限责任股东机构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基本

上全揽过去的专营事务:社会只能顺着它们的

决策路子走。从此，科学技术在日常中的日

益增长的地位迫使人们以更少线性、更少权

威性和更加复杂的方式思考，要在科学家、

决策者和社会之间进行互动（见图7.1）。决

策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受大众传媒

和新的信息及传播技术对管理模式的影响所

致。通过便利信息的流动和创建网络，传播

革命能够至少部分地由新型的、更加透明的

和更加非集权化的信息传播模式替代传统的等

级管理模式。这些技术革命及社会变革期待

着来自民间社会的新期望和新要求的出现。

实际上，似乎人们正在走向更透明的

管理标准，并通过人们所称的公开证据的

要求来管理。比如，国内和国际就实验室

的人类胚胎的辩论证实了公众这种新要求的

现实。公开证据的要求意味着，面对一个

科学或技术问题，相关的主体（国家、科学

界、私人部门、民间社会及其公民）应该

充分论证，不但借助于科技界的证据和展

示来论证，而且在公民讨论和公众辩论的范

围予以论证，从中产生政策与伦理原则。

公开证据的要求不仅仅表现在本国和本地

区范围。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

（SAAS）引起的国际恐慌之时，某些国家在

国际压力下被迫向公众通报传染病的信息，

这是过去所不可想象的，而且这种信息本来

属于国家主权之一。由于全球化加快了人员

的流动和流速，传染病的传播日益成为国际

化问题：所以，我们期待着，这样的公开证

据的要求在国际层次上、甚至政府间的层次

上得到加强。

公开证据的要求引起了一种新道义学，

它不再仅仅应用于实验室，而且应用于外部

世界。科学家们和专家们应当接受：一个技

术报告，只有在其构建和赌注对公民成为透

明的情况下，在公民的位置上才可以接受：

从此，再也不是权威论据说话算数了。因

此，政治空间变成一种学习空间，而学习空

间需要对科学赌注的技术性有一个起码的文

化适应。

人们往往把科学上的伦理危机实际上等

同于民间社会政治意识的提高，该社会要求

更高，因为信息更灵通。对转基因组织的论

战表明，当人们忽视公众舆论支持的时候，

就会发生事情。同样，在抗癌斗争中所碰到

的某些困难，在于某些政府表现出的无能，

当需要提供一种从文化上和社会上适应本国

的科学信息的时候，以及在需要实施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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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连更紧的预防政策的时候，这些政府则无

能为力。政府的陈旧管理模式不再有效，因

为它们建立在风险技术官僚管理之上--对公众

往往是蒙昧的，以及建立在专断的单边的交

流之上--有时这种交流设计成简单的教学练

习，把民间社会的主体抛到九霄云外。在科

学方面，同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一样，各国政

府和科技界应该意识到，民间社会对关系到

社会的决策有着更多参与的要求。为了满足

这些民主参与的要求，除了代表机构外，政

府应与经济和社会主体一道，促进非国家主

体参与制定共同的标准。

传统模式
(线性决策)

科学机构
（实验室、大学、

专家）

工业实体

国家实体
民间社会

工业实体

国家实体

科学机构
（实验室、大学、

专家）
民间社会

公众模式
(共同决策)

在传统决策模式中，那些工业实体和国家实体都直接或几乎专门与科学园地联系。民间社会和
公众都是被动接收者。箭头都是单向的：指一种线性的单边交流模式。在公众模式中，是三角
联系。工业实体和国家实体不再成为公众和科学之间的屏障。这是可能的，尤其通过信息和传
播技术革命而成为可能。不是3个单向箭头，而是箭头群。箭头表明不再有等级关系。箭头群象
征辩论、协商或交锋的公共空间以及网络的存在，尤其是网络的网络，即因特网。

图7.1 科学新管理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126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公开证据可能脱离往往最先进的论据之

一，以便阻止大众参与科技决策，例如大众

对科学不了解或无能力。在这种背景下，不

再涉及到专家和大众的对立，相反，而是在

尽可能的情况下，建立界面结构，从这个结

构中，多方的主体能够相互尊重地交谈。这

里，科学家们是首要的当事者，他们既作为

专家又作为公民，因为科学家们都是公民。

另一种景象并不少见，就是漠视道德原则的

科学，重要的是要记住，从定义上讲，它是

伦理的源泉：透明、中立、诚实，这些廉正

治理的根本的东西，都是科学实践的建设性

标准2。为了透明和中立起见，各政府组织

和政府间组织在一旦有希望和有可能的情况

下，创造辩驳的、知情的和民主的辩论条件

（见框注7.1）。创立和管理这样的结构（伦

理委员会、论坛、讨论会，等等）应成为决

策者优先做的大事，如果他们真的希望知识

社会成为参与和宽容的社会的话。

伦理委员会，

一种界面结构

由于不能在科学机构的单一范围内处理与科学

家的伦理和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于是就应审

议对科技辩论进行必要宣传的问题。那些跨学

科的伦理委员会--集中了某个领域的权威--是

征求公众意见的最好的框架之一，它能反映多

方面的观点。这样的机制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因为他们作为制定一种语言和共同标准的界

面，以便讨论某个具体问题。在决策层，不管

讨论的内容或他们被委托的使命是什么，伦理

委员会所证实的多样性，使每种情况都有适当

的答复。

其实，伦理委员会可以在各个管理层次

创建，无论是当地的企业、大学或实验室，

还是国家层次（国家伦理委员会）、多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开启了一个世界生物伦理学与科技伦理信息体系网站，这个伦理总观

察站计划的目的是协助该组织制定工作规范标准，并设置一个专家网络供立法者支配。它

还支持各国伦理委员会并传播各国政策和立法信息。具体说来，该观察站由4个互动数据

库组成，分别收集如下相关信息：

— 伦理专家个人信息；

— 伦理领域相关机构特别是各伦理委员会的信息；

— 伦理学教育计划信息；

— 涉及伦理的立法、要求、规定。

这些数据库利用6种语言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和大众使用。因而，涉及到大量的展
望性工作，但发布关于何谓知识社会中的伦理思考。

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查阅：http://portal.unesco.org/shs/en/ev.php-URL ID=6200&URL DO=DO 
TOPIC&URL SECTION =201.html

框注7.1 全球伦理观察站

http://portal.unesco.org/shs/en/ev.php-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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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经合组织）或世界层次（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创立的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

政府间生物伦理委员会、与科学家的伦理

和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第二，这些伦

理委员会证实了另一种形式的多样性：有关

主题和领域的多样性是变化的，因为伦理问

题可以是普遍的，也可以是特殊的，并且

因为每个科技领域要求某种相应的检查。所

以，试管婴儿所引起的伦理问题与持久发展

的问题，是不需要同样的答案的。最后，伦

理委员会的使命根据伦理和政治目标而定：

在某些情况下，该委员会起着咨询角色，在

另一些情况下，其使命是确定规范工作的方

针。但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鼓励思想和

信息交流的论坛，面对最专业化的大众和公

共、私人决策者。因而，生物伦理学获得一

种基本功能，在众多委员会的行动下，致力

于恢复社会对科学改善民众福利的能力的

信任3。

公开原则与意识条款

由于任何伦理学必然产生规范，所以，一些

科学的伦理学就不能在医学道义学法典的问

题上走不通，后者应该适应每个领域的要

求。科学家的行为法典草案已经存在--可以列

举《鲁塞尔·爱因斯坦宣言》或《尤普萨拉

法典》，4且不算医学在这方面的丰富传统，

从古代，科学知识就有不可分割的社会与伦

理尺度。但希波克拉底医学学说的传统需要

澄清。长期以来，临床和医学治疗责任依照

希波克拉底宣誓模式而设计成医生和病人的

私人关系。但是，很久以来，这种模式不能

单独地管理医学。因为公共卫生政策牵扯到

集体选择和集体责任，不但涉及到医学的传

统主体，而且涉及那些不在诊所或医院工作

的、也要对病人负有临床和伦理责任的人。

那些在过去往往错估其商业政策的伦理意义

的药厂，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都接受教训而

懂得其政策的伦理意义。

生物技术和医学研究赌注--或者未来的纳

米技术--都要求在伦理思考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此，重要的是选择那些关系到整个社会主

体的问题。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关于人

类课题所实施的医学研究伦理原则，提供了这

种探讨的好榜样（见框注7.2）。下边框内材

料）。这种法典预想把人类课题的手术经验记

录呈递给一个专门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委员会，

并以更为普遍的形式，强调了科学辩论的必

要公开性。其实，没有大众的关心及其代表

的参与，就没有科学上的伦理。科学家们应当

考虑其工作的伦理后果，并且在必要时，公布

其工作结论，这里，他们有着特殊的责任。没

有这样的公开，从定义上讲，就没有公众的辩

论5。

然而，要求科学辩论的公开性将会有徒

劳的危险，如果对个人的科研没有担保、以及

对表现不够谨慎的雇主没有约束的话。因为这

些雇主们总是不愿意把某些科研所冒的可能的

风险公布出去：保密战略可能成为向公众隐藏

一个紧急问题、卫生问题或生态危险问题的方

法。这类问题也许总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工

业和科研的日益紧密结合，这类问题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科研可能面向一种工业秘密的不

正当的用途，它与科研要求公开知识、尤其在

其应用中含有风险时必须公开的要求是背道而

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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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应付实验室里对某种秘密使用不

当所造成的难题？某些科学家提出了意识条

款思想。这涉及到创建一些独立的机构，研

究员们可以不怕报复地举报他们的科研中出

现的潜在的伦理或法律问题。意识条款旨在

在雇主与公共及私人企业的被雇用合作者之

间建立某种平衡，后者担负科学或技术方面

的责任。意识条款引入了受一些预警机制启

迪的透明机制，如美国现行的《告发者保护

法》。6实施这样的条款的可能性，有利于在

工业环境或混合经济环境中实施最佳状态的

学术自由。诚然，意识条款方案引起众多问

题。但是，通过向科学界提议实施一种企业

管理提问法，意识条款不可否认地回答了知

识社会不失时机提出的那种类型的提问：实

际上涉及到创建适应新时代的规范工具，这

个新时代将会不断加大私人部门在生产和使

用科学技术中的作用。

怎样向科学家们

进行伦理教育？

只有在科学团体找到一种坚强的支持和责任

人，这样的教育机制才能奏效。这种要求正

是那些原则的核心，这些原则是由国际科学

理事会（ICSU）科学责任和伦理常任委员会提

出的：“科学界的伦理责任，最终建立在实

践科学的个人身上。他们决定某项既定研究

的方式、时机和最终目的。研究员的道德意

人体医学研究适用的伦理原则：

第10条 特殊预防措施应围绕那些可能损害环境的研究，研究中使用的动物福利应当保
留。

第11条 关于人体试验的每个阶段的设计和实施应在试验议定书中明确规定。该议定书应
当接受为此设立的伦理委员会的检查、评论和意见，必要时，需得到其同意。该委员会应
当独立于发起人、调查者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不当影响。

第12条 研究议定书应当包括一个关于该研究的伦理影响的宣言。应明确，该宣言提出的
原则应该遵守。

第13条 对人类的研究应由高素质科学人员领导，并受一个主管医生的监督。有关课题研究
的责任应由一个有医学造诣的人负责，非有关课题，要经其同意。

第14条 研究前应仔细评估报告，一方面评估风险和制约，另一方面是对课题或其他人的可
预见的好处。这不妨碍健康的自愿者参与医学研究。研究计划应是可行的。

第15条 医生要着手研究的话，必须是他认为风险都已经过正确的评估并且风险能受到满意
的控制。不管风险超过期望的利益，或者带来积极成果证据，他都应确定研究期限。

资料来源：<http://www.wma.net/f/policy/b3.htm>。

框注7.2 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修订）节选

http://www.wma.net/f/policy/b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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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洞察力是最重要的。”7在许多情况下，

首先向研究员们提出的是由某些科学发现或

某些实践的影响所引起的伦理问题，如污染

情况。诚然，应该有一些科学家们能够参照

的规范文件，以便指导他们的行动，并且对

他们的首创性提供一个可靠的环境。但是，

颁布法规是不够的，即便是卓著的。这些法

规由于过早地纳入科学的形成之中，就有可

能被科研主体看作是人为的障碍而成为一纸

空文。如果人们想提醒研究员们的责任心意

识，那么对科学伦理提早形成规章则是必要

的（见框注7.3）。这样的法规形成应该系统

地纳入科学教育计划的各个层次并成为相应

评估的对象。

知识社会建立在公开证据的要求之上。

这有助于引导思考的方向：由于研究员们和证

据管理当局断了关系，就应当把重点放到公众

的讨论和论证上--尽可能地避免陷入专家们的

论战中。这里需要指出，论证不是无谓的字

眼争论。如果不考虑到对话者的合理数量，那

么，一个证据就不止是一个了：一个广告或一

个宣传文件都不是论据。这样的信息都是单方

的，不能反映对话情况。分清好坏证据，自己

构建有效的论据，都是后天学到的本领：应该

获得它。因而，论证的实践构成最好的伦理形

成：它没有颁布一般的和抽象的法规的使命，

但具体说来，在现行的法规缺乏时，让每个人

从具体情况出发，形成明确的论据能力。公众

的论证因而是让他人分享其观点和判断的一种

方法，以便树立共同接受的立场，如果人们要

建立一种知识社会的伦理学，那么这就构成该

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

社会展望学

和未来伦理学

这种知识社会的伦理学必然是一种未来伦理

学。实际上，不承受真正迫切需要前景的知识

社会，就不能设计名副其实的知识社会。从

此，在科学技术可能有预料不到或不利影响的

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要求科学家的简历里有伦理培训经历。目的有二：印证
伦理问题并对此开发公众论据。伦理教育的首要使命是开发学生的印证分析伦理事物的
能力，并照此去做。这种学习应当通过使学生更加接受伦理问题着手。在全球化日益开放
的前提下，这种敏感性训练需要特别坚持伦理的多样性，多样性来自多样性的文化政治或
宗教传统。这些课程的宏伟目标是在整个复杂性范围内介绍伦理问题，并强调文化背景财
富。此外，要交替展示主角们面对的问题以及主角们采取的决策对人类或环境所带来的积
极与消极影响。但这种教育的主要王牌之一，是通过论证的培训，开发学生的伦理分析能
力。

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查阅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的报告，题目：伦理教育http:/
portal.unesco.org/shs/fr/ file_download.php/303ebb9544bd71d3b4f0801d4de884afTeachingofEthics.
pdf

框注7.3 加强科学伦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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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辩驳的证据中，这个原则是根深蒂固的。

今天，大多数伦理讨论都涉及到科学对象和技

术设置，这在它们成为公众的时候就已经广泛

地构成了。应该与旧格言一刀两断，根据旧格

言，“科学提议，社会拥有”。由于该格言证

实，科学发现可以通向新的伦理和法律赌注，

那么，就需要积极地预测可能来自实施某项科

学技术计划的困难和障碍。根据这样的前景原

则，一项革新单靠技术标准是不可信的，还应

该、尤其应该根据伦理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价

值与标准才是可信的。诚然，不可能事先确定

被公众接受的东西，但某些技术计划不能脱离

伦理问题去设计，尤其当这些计划触及到一些

敏感的领域，如卫生、私人生活或个人自由的

时候，就有可能激发出问题。

所以，应该把科学技术的问题解决在

萌芽状态。因而，某些人对遗传基因研究的

范围不只是涉及到技术本身，也涉及到其法

律地位。其实，问题是想知道，这是否涉及

的只是简单的农业或商业产品或是更接近医

药的实验室产品，是否应该呈送给那些根据

管理制药业的机构模式而创立的公共机构进

行保险性检查。科学的责任还通过先期实现

的法律制定工作来体现。因而，涉及到给予

科学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并调和总体利益

与私人利益；在此前景下，重要的是在前期

的政治经济决策中，要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

益。实施这样的前景原则，将有利于增强科

技政策、公共或私人政策的透明度。在这方

面的赌注尤其涉及到商用的技术革新产品的

情况下，没有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就不能

使新的前景迫切需要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民

间社会和公共部门的主体去刺激首创性。这

种总体利益额考虑可能会包含着还账的必要

性，并进行定期的评估；此外，它当然要求

更广泛地征求民间社会代表的意见。

科学教育危机？

什么危机?

当人们提及建设知识社会的时候，重大前

景的问题之一是在科技领域招募高素质人

员。驾驭技术对知识社会的良好运行肯定是

一个必要条件；但为了保障知识社会的长

久发展，只掌握技术是不够的。使用复杂科

研的基础设施（用信息化、往往是自动化体

系），实际上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和能够控

制、维修基础设施并能调整新工具技术的技

师。还需要一些行政人员参加研究中心--比如

生产中心的管理。另外，工业、服务业和技

术基础设施需要日益增多的工程师和技师。

因而，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地自问，在南方

和北方国家，教育体制是否能够培养高水平

的数量足够的技师、工程师和研究员，以便

使知识社会能够遵守所有的诺言。

更有甚之，我们不禁自问当今时代出现

的反常现象：在人们提及知识社会来临之际，

我们却觉察到，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理科大学

生明显减少，并且大学毕业后，着手做研究工

作的人在减少。（见框注7.4）。这种现象难

以明确，特别是因为还没有国际范围的统计分

析，用以验证具体的细节和原因。不过，确切

数字的缺乏，却不能使人们忽视这个问题：它

应当反过来，不但在工业化国家，而且也在发

展中国家要求进行统计研究工作。当前的科技

教育危机也许会有严重的后果：不但熟练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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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劳动力需求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将会短缺，

尤其将更加难以应付那些迈向革新的社会日益

增多的要求。

在知识社会兴起之时，怎样解释这种科

技教育危机？首先，应当承认，从小学和中

学，有些学生认为理科难学就望而却步。然

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关于科技研究引起的政

治及伦理争论，科学惠及人类的形象今天已

经大打折扣。最后，理科的名声是报酬低。

最后这个问题相当直接地连着招聘和职业生

涯的问题。理科报酬少的论据似乎不足，不

少研究员成就卓著，声望鹊起，有时获得的

待遇颇丰。然而，在往往以经济和社会成功

与否判断人的社会里，物质条件方面对20岁

的人生抉择不是没有影响的。人们常常提到

几个关于欧洲的数据 8

德国：
1990-1995年，物理专业大学生数量减少了两倍

苏格兰：
开设地质学课程的大学数目：1995年5个；2002年 1个

法国：
进入大学理科一年级学生人数：
1995年：63 400；
1997年：51 200；
2000年：50 800

大学学生注册人数：

  1995年 1997年 2000年

数学专业 56 200 56 400 50 900

物理专业 68 200 51 700 36 700

化学专业 13 800 12 300 10 400

荷兰：
1989-1994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理科人数下降：化学--38%；信息和物理--20%

南方国家数据

根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收集的某些南方国家的数据，某些理科学生的增加掩盖不了一
个事实：某些学科的活力损害了其他理科的招收能力。所以，在厄立特里亚省（埃塞俄比
亚），2000-2001年间，生命科学专业注册学生增加40%，数学和统计学专业却下降6%。
在老挝，同期，物理专业教学增长而损害了生命科学专业。

框注7.4 科学教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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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研界立足难，难于上青天。实验室里人

才济济，有许多年轻的优秀科学工作者，他

们至少既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或体面的薪

金，又寻求科研成果的发表。一份年轻理

科博士应聘一个岗位的名单--其中年龄超过

30岁，仍靠奖学金或临时合约生活的大有人

在--引不起他们多大的兴趣。诚然，研究员

的生涯提供了有价的智力劳动自由。但不应

该忽视科研人员生活拮据（清贫）给人带来

的消极影响，其危险是导致不少年轻人的科

技生涯改行。

如果研究员的生涯持久地失掉吸引力，

恐怕有三个严重后果。一方面，拥有科技学

识的人员将会在数量上明显不足。另一方

面，最富有的国家继续大量招聘那些不富有

国家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以便缓解高素质劳

动力的缺乏，这就加重了人才流失的现象。

人才流失加快的风险不但影响了发展中国

家，而且也影响了工业化国家，他们将被最

先进的国家在科研领域拉开距离。最后，研

究员生涯的清贫可能会对最优秀的大学生有

着很强的遣散效应，即对科研望而却步，而

他们才是高端研究不可或缺的马达。因而，

科技生涯的清贫可能对未来研究的数量、质

量和科技、经济竞争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所

以，高素质科研人员的培养政策应该与巩固

其生涯的政策相配套，包括在公共科研部门

和工业部门。特别是要鼓励商业和工业招聘

有科研本领的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那里

的私人部门在国家科技投资中的比重往往是

很弱的，这是与工业化国家或那些知道成功

地实施自愿且有活力的革新政策的南方国家

相比较而言的。因而，政府的行动可以三个

优先为中心：改善研究人员的条件，科研生

涯向私人开放，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搭建

制度化桥梁。这样的桥梁可能对研究人员有

利，将会丰富其职业生涯，指在物质方面和

象征性方面，但也有利于研究革新中心的更

新，这些研究中心要求招聘方式多样化，有

时很严格，否则会导致科研人员的清一色，

而不利于他们的创造和发明。此外，制度化

桥梁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里，为了使

企业能够保障研究人员从大学毕业就有一个

平行生涯的舞台，私人部门的科研弱势有待

加强。

妇女与科学

科技教育危机还表现在某些社会团体在科研机

构的代表名额不足。这种状况可能是少数民族

或宗教代表少，或是社会边缘阶层人士少，但

妇女在科技界大量缺少。在工业化国家如同在

发展中国家，科技教育危机也应该包括人们所

说的“男女之间不平等”。显而易见，科学经

受着女性不足，而且“垂直分隔”影响了妇女

在社会所有行业占据负责岗位，在科技领域更

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这种形式应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妙法？

头等重要的是让女孩子上学接受文化教育，这

是妇女选择其命运的不可或缺的根本途径。科

技界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是：在中小学作科技

报告，以便鼓励女生走上科技道路；重要的是

大力宣传杰出妇女成功的信息。也可以把重点

放在高尚的象  征性行动上，比如设立科技妇

女的特殊奖项，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女科学

家设立的“欧来雅”奖，9对此行动，科技普

及或妇女节目的媒体近几年来作了更多有反响

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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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是要说服（必要时通过大规模

的沟通行动）（见框注7.5）。教育者和家

长，但也要说服女孩们（她们是第一当事

人）这样一个事实：在科学领域，女性可以

与男性一样优秀。科技教育危机部分地归因

于科学的形象和现行的教育方法吸引力小；

也归因于决策者的责任心，他们对科技现

实不太了解，往往表现出难以抓住科技问

题的复杂性和机遇。知识社会理念弄清的事

实是，科技教育政策是首要的经济与社会投

资。从此，研究人员的培养质量及其地位和

报酬都是关系到科技发展的重要问题。政治

或经济负责人应当注意到，科学资本--它具有

不可减少的特性，应该受到与经济资本同样

的重视。

促进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和大众文化

科学与技术日益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大众的辩

论中。传播一种地道的科学文化从此对实施

民主治理成为不可或缺的。若无这样的文化

普及，就会加重个人、性别、各代人、各个

团体或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这要看他们是否

具备适应知识社会的活力环境的科技知识。

科技社会有必要加快“科学扫盲”的步伐，

使每个人能够做出个人抉择，如在医疗方面

或集体方面，使用个人资料。公众不一定需

要拥有教科书中的全部科学知识，但至少

科技周是由南非政府科技部倡议的。其目的是使科学对学生更有吸引力，从年龄很小就开

始鼓励他们学习数学和其他理科。重点是年轻人，但也提醒对学生选择生涯施加影响的社

会部门注意。

关键目标：

— 促进学生对理科、工科或技术专业（SIT）感兴趣

— 引导政府、教师、实业家、高等教育部门和其他团体去鼓励年轻人从事SIT生涯

— 通过大范围的中介覆盖面，扩大全国对SIT的兴趣

公共部门

— 第一个目标是学生从一年级到大学

—  第二个目标是对学生选择生涯施加影响的社会各个行业及人员（家长、家庭、教
师、政治负责人、媒体）。

资料来源：南非科技发展办事处 <http://www.saasta.ac.za/nsweek/index.html>

框注7.5 南非全国科技周：鼓励从事科学工作

http://www.saasta.ac.za/nswee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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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判断专家发表的论据的中肯性，了解负

责人设想的经济措施所带来的可能的影响，

进行自然或卫生方面的对话。在大众和民间

社会之外，问题还涉及那些决策者本人，他

们应该禁止代替专家的技术意见，即便是政

治决策允许。科学文化进入到决策者和国家

公务员的培养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

一张王牌，那里的革新有时被一些困难所制

约，而这些困难往往是因决策者和科技问题

的严重性所造成的。科学文化的培养旨在使

人们少一点定型的知识，多一点积极参与科

技影响日甚的社会的管理能力。

科学文化不是各种科学的文化。它往往

被看作是一种“科学家”专用的特殊文化形

式。实际上，通过对照个人的不同知识形式，

它构成最好的跨学科培养方法。而且，这一点

对正确的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学的对话是重

要的，更何况它们之间的通道往往很少且时有

冲突。科学文化纳入跨学科培养内容，因为研

究员们的科学文化从此应当超越他们的专业领

域的文化。不管是专家还是非专家的文化，它

要求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共同文化，以便理解

人类文化和知识的多样性。它单独可以成为一

个公共空间，在这里，每种职业的、政治的、

种族的或伦理的文化可以与其他文化进行对

话。

因而，科学文化应当给每个人抓住重要科

学领域机遇的能力，尤其是有伦理或政治影响

的领域。然后，科学文化应当给予每个人组织

中肯丰富的信息的能力：实际上，信息来源的

增多可能会变成一种缺陷，如果人们不会建立

信息来源之间的联系、不会使需要调出的和需

要选择的数据等级化的话。

科学知识的媒介化

媒介化的概念不仅仅牵扯到把一个博学精英的

知识传播给一些无知的人群，但也是对这种

传播的目标和方法的清醒的认识。实际上，有

些科学家把知识的普及看成一种没有什么价值

的民众化活动，甚至看成一种伪科学形式。这

样的观念有时表明，一种科学精英的观点被视

为知识的惟一参考。当然，重要的是知道区分

由学术讨论会或寄给专家的文章确保的科学交

流，与以传播某种科学问题的一般意义为目的

的全球化10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这两种

传播形式给予应有的关注。

媒介方式包括书籍、电视、广播、因特

网、报告会，以及使公众关注科技不同侧面的

活动11。所以，科学媒介包括社会上科技知识

传播的一些传统的和新近的媒介，但也包括科

学家及非科学家、大众、决策者或记者们之间

的关系起了变化的思想。与公众的交流是一种

很微妙的活动，因为这种交流需要翻译的努力

和来自科学家才智。更有甚者，科学媒介构成

抵抗伪科学理论的最好的城堡，因为它向每

个人提供印证和揭露那些隐蔽在科学风帆下

的欺骗的方法12。伪科学，往往只是一种中介

战略，当科学家们拒绝在其工程的媒介中投资

时，它就泛滥起来。所以，科学媒介（见框注

7.6）。应该起证实那些科技界认为合法的知

识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大众用的科技文学是使人了解传统和科

学革新的优先方法之一。它也是科学家们就科

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表达其观点的方法。这种媒

介形式也许是陈旧的，不过，我们可以打赌，

不管未来的演变是什么样的，它将仍然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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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贴切的形式之一，哪怕是由于它既适应纸张

版面也适应电子版面。

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及其

新近的互动版面如因特网，都是传播大家能收

看到的科学文化的重要工具。某些科学家抱怨

科学在这里变得简单了、歪曲了或丑化了。然

而，如果科学界想看一看在媒体中所体现的相

应的研究，那么，科学家们自己应当采取主动

性，并熟悉一下非科学媒介中所使用的交流技

术13。科技机构肩负着向媒介、大众、非政府

组织、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安排科学媒介工具

的使命。我们还可以提及那些继续用于传播一

般科学信息或新闻的信息频道项目。这种科学

媒介形式既面向科学家，又面向大众，但它尤

其就其他部门所发生的方式，从传统信息方式

着手，给其他媒体和决策者提供参考。因而，

媒介的赌注建立在其界限以外的科学传播之

上，尤其建立在来自新近社会变革的新方式的

适应性之上。

今日科学（Ciencia-hoy）

电子出版科学媒介Ciencia-hoy在西班牙语国家网上传播科学，目标如下：

— 让人们了解阿根廷的科技生产现状与新近的进步；

— 通过介绍拉美地区的科技研究，促进与拉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

— 刺激公众对科学和文化的兴趣；

—  出版一份日报，发布阿根廷及整个拉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自然科学、社会学及技术
应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 促进建立一个数字科学院，供科学家使用；

— 促进和组织报告会、论坛，旨在让人们了解阿根廷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

— 促进与其他国家同行组织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资料来源：http://www.ciencia-hoy.retina.ar

科学与开发网站（SciDev.Net）

科学与开发网站是改善有关科技主题的可靠的、保险的信息，科技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
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该计划源于《自然》杂志社成员建一个网站的设想，以便跟踪报道1999年布达佩斯世界科
学会议的筹备工作。计划的成功终于建成一个网站，其目的是使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和个人
能够就科技问题做出信息灵通的决策。

该网站寻求的目标通过提议一个自由进出的因特网，也建立地区网络，供个人和机构参与
实施目标，组织能力训练班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其他活动。

资料来源：http;//www.scidev.net/index.cfm 

框注7.6 在网上传播科学

http://www.ciencia-hoy.retina.ar
http://www.scidev.net/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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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教科学

如果说确保科学和谐、革新的媒介化是重要

的，那么，学校继续扮演着知识和科学文化的

学习园地的不可绕过的角色。自此，科学入门

在传统的教室里同时在网上进行。在教室的传

统空间里，人们可以要求教育以真正的科学精

神为中心，引导形成自主的个人控制的知识。

这类教学曾在美国、智利、瑞典（“亲自实

践”），或巴西、中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试

验过（见框注7.7）。在这个计划中，基本的

是介绍结果的思想作为研究过程的完毕，在这

里，是调查过程比直接答案重要。涉及到思考

科学作为疑问和提问多于一个构成知识的简单

的录音。

除了教育内容和方法问题用于相互融合

的文化形式之外，个人适应一种科学文化将会

极大地便利正在学习和变化中的机构或企业本

身，如果这个人是小组成员的话。这一侧面在

任何机构趋于变成真实的，但在教育领域仍然

是基本的。我们甚至做出假设，这种网络伸及

到某些私人大集团（汽车、航天等等部门）的

研究革新实验室，他们趋向日益鼓励大众投身

于未来的科学及其应用。

在这种前景中，联网的做法对科学文化

的发展有许多有益的影响。第一，这些做法，

通过把一些机构插入那些复杂的机构环境，就

可以接近科学作为一种在行动的知识。所以，

博物馆的使命不只是保存一种封闭的知识，而

且也便利知识的适应性，并利用一个活力调查

表来鼓励辩论。第二，联网的做法，可以使每

个机构知道以更大的效率去履行其使命。图书

馆的作用，是有形的或虚拟的，因而将是重要

的，以便应付未来科学文化的挑战，因为，若

没有已经获得的知识的保存和复制，就没有革

新。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按照上一章提及的

合作实验室的样板，使全球范围的知识分享成

为可能，与科研机构的经济状况和地理位置不

这里提倡的举措，优先通过探测、实验和讨论来建立一些知识。这是一个作为行动的科学
实践，提问、调查、实验、集体组建，但不是死记硬背。

学生自己尝试，自己思考，并通过讨论来吸取经验。参与其中，在行动中学习；在弄错的
同时，学到东西；通过互动，取人之长，笔头阐述观点，展示给他人，与他人交锋观点和
实验结果，以便验证贴切性和有效性。

教师提议情景，从学生的问题开始（并非总是如此），以便能进行合理的调查研究；他指
导学生，但不代替他们行动；他让学生阐述和讨论一些观点，特别注重语言表达；他让学
生表达出已经获得成果的有效结论，以科学知识为判断方向；他管理着渐进的学习。课堂
上围绕一些主题，这样就能获得一些知识进步和口头、笔头进步。每个主题要用足够长的
时间，以便重复练习，形成并巩固获得的知识。

资料来源：<http://www.mapmonde.org/mapworld/eun/>。

框注7.7 亲自动手

http://www.mapmonde.org/mapworld/e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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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强

调指出，不管是在北－南国家、还是在北－北

或南－南国家的展望中，有必要把所有机构、

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实验室等等连成网

络。只有发展中国家享受到计算机和金融方面

的优先支持，这个计划才能具有其全部意义。

减少数字鸿沟和建立适于这些国家需要的革新

体制，应该通过科学与发展的文化的真正合并

而继续延续下去。

资料来源

Annan (2004); Beck (1986); Benatar et al. (2003); Callon 
et al. (2001); Castells (1996); CERN (2004); Charpak 
(1998); Delacôte (1996); 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0);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ission (2001); 
Fukuyama (2002); Gibbons et al. (1994); Jonas (1979); 
Latour (1999); Sagar et al. (2000); Sagasti (2004a); 
Serres (2001); Singer and Daar (2000); Sloterdijk (1999); 
UNESCO (1996a, 1998c, 2004b and 2005); United 
Nation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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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人类在知识社会中的
风险与安全

知识社会是风险社会吗？许许多多的人接

触到知识并应用知识，这可能造成一些无

法挽回的损失，潘朵拉盒子给人以希望，

但同时又充满着危险，难道知识社会打开

的正是这样一个潘朵拉盒子吗？或者相反

地，是否应将加速知识传播视为增加我们

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一张新王牌呢？我

们的社会面临着风险，但能够生产出解

毒药，使我们的社会化险为夷吗？正在威

胁着我们的风险其新的特点主要并不是

风险的范围，而是风险的错综复杂性难以

应对。知识社会的崛起难道不正是应对这

种新的复杂性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吗？知识

不是被认为可以医治错误和愚昧的顽症、

使我们从祖先的恐惧和大自然的限制中自

我解放出来、减少不确定性并使我们能够

控制风险吗？正因为知识是实现解放和自

主的力量源泉，所以被列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组织法》的核心，特别是在《组织

法》前言中指出：“战争产生于人的精神

之中，而正是在人的精神之中应该培养保

卫和平的思想。”

知识：化解风险的灵丹妙
药？灾难的展望与预测

知识社会将要迎接的挑战之一是应对不稳定

和不安全，而不稳定与不安全往往是科学

进步和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

果。当然，没有不包含风险的技术革新和

技术体系，即使是不那么先进的技术革新和

技术体系也一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

是等值的，有些风险令人不能接受。怎样区

别呢？有一些风险在政治上可以继续存在下

去，确切地说是因为这些风险是人所愿意冒

的风险。风险分为两类，人们自愿接受的风

险和人们所承受的风险，将两者区分正是从

伦理角度思考风险的不平等性的核心问题。

知识和确认风险

如不能事先确认风险怎能预防风险呢？任何一

个社会都面临着这一挑战。当然乍一看，知识

社会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武装得更好，为的

是完成这一任务。作为新技术革命的结果，人

们拥有丰富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不可

否认地为学者们提供了一张王牌，使学者们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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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资源特别丰富。但这种丰富的信息其特

点是太多了，太扩散了，反倒给确认风险的

工作制造了障碍。不论是阐述过去的经验，

还是发现变化的迹象，或者是做出适当的抉

择，信息越多，越难以确认哪条信息是重要

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研究人员、专家和分析

人员的工作本身就是生产新的信息，但应从

获得的信息流中区别出哪些信息是恰当的，

哪些信息是不恰当的。这种通过知识管理信

息的工作说明了新兴知识社会中的自反性。

利用这种自反性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

问题，还是一个管理问题。如果没有能力来

动员信息和利用信息，信息毫无意义。在此

应强调指出的是，通过一些观察机构和代理

机构的有效运作来确认风险至关重要，当然

这些机构的技术能力和科学能力应得到决策

机构、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以及整个公民社会

的一致公认。2004年12月发生了海啸灾难，

摧毁了印度洋沿岸地区，这场灾难揭示了一些

国家的决策者们在查明风险方面的无能。海啸

受灾地区的一些科学家迅速得到了消息，知

道这场灾难是场大浩劫，尽管他们做出了努

力，却未能及时将信息上报至相应的决策层。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查明风险方面

的无能部分是因为主管人士在分析风险方面

相对隔绝，不论对技术、工业、卫生或食品

方面的风险均是如此。查明风险因此是科

学决策的首要任务，应通过相应的、自主

的或直属专门政府部委的机构来保证关键性

的信息能够上报至最高决策层，并能及时通

知民众，尤其是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建立

一些观察站，用来监视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

风险，这种办法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可以借鉴

的。2003年一场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东

亚和北美，对这场疫情及时做出的反应说明

这种机构给我们带来了好处：采集数据，特

别是从中国、泰国和加拿大采集数据，然后

进行印证，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小组之间进行

协作（按照我们上文所述的“协作机构”模

式1），在创纪录的时间内通过采取适当预防

措施制止了瘟疫的蔓延，分离出来了传染病

原体（冠状病毒），以便研究是否有可能生

产疫苗。此外，正如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间

交流所证明的那样，建立观察网可以印证或

对证相关数据，以此提高数据的质量。最后

一点，在制定政策中还应包括有效的后续措

施，不论是在国家一级，还是地区或国际一

级均应如此。这些后续措施，不论是通过观

察站采取的还是全凭经验采取的，只有灵活

执行才能获得收益。因为正如决策数学之父

John von Neumann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惟一

真正的安全是相对的：真正的安全在于日复

一日地理智地执行判断”2。明确地说，管理

风险的复杂性在于短期的绝对必要与长期的

要求如何衔接。实际上，没有警觉，没有预

测，没有预防和准备，就不可能有防范风险

战略。12月26日的海啸也证明了这一点。

预警系统和民众准备

2004年12月26日的海啸袭击了印度洋沿岸，

造成了近30万人死亡，500万难民流离失所。

这场灾难突出说明了管理风险是多么困难，特

别是在信息方面，不论是得出恰当的数据，还

是根据情况迅速传递数据，最后还有在民众准

备方面也是困难重重。教科文组织及其政府间

海洋学委员会很早以前就强调指出必须建立印

度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但印度洋很少发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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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为太平洋发生海啸的85%），印度洋地区

大部分国家缺少财力，当地重点多多，彼此冲

突，另外动员国际援助困难重重，这一切都延

缓了落实建立海啸预警系统的建议。相关国家

和人民面对2004年的海啸毫无准备，这说明印

度洋以及在加勒比海、大西洋和地中海建立早

期预警系统是绝对必要的（见框注8.1）。此

类浩劫造成那么多人死亡和流离失所，给发展

以沉重打击，这促使人们谋求全球解决良策。

2005年1月19日，联合国在神户宣布要建立一

个全球预警系统来早期预警各式各样的自然灾

害，不管是干旱、森林火灾、水灾、台风、飓

风，还是地震、滑坡、洪水、火山爆发还是海

啸。这样一个系统既能迅速传递信息，又能使

民众做好准备。

一场灾难范围之大，时间之急迫，要求最

适当地利用现有观察和数据分析技术，并以最

快的速度传递信息。研发此方面技术的下一阶

段将是要建立预警综合系统，这种系统可以汇

集卫星提供的太空数据和现场采集的大洋和陆

地运动、生态系统和大气的数据。但预警系统

是否有效不仅仅只取决于技术因素，还取决于

信息与具体情况是否一致，是否符合社会文化

背景以及民众的准备情况。可以想象，在穆斯

林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国家，清真寺的高音喇叭

可以用来传递警报，印度尼西亚的亚齐是遭海

啸袭击最严重的地方，在那里本来也可以这样

做。此外，对平民的培训也极为重要：在发生

灾难时应采取的行动，最基本的救护措施，这

一切应向民众定期宣传，并应纳入学校教育。

实际上使民众做好准备是制定预警政策中最重

要的因素。一些土著居民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

点。他们知道面对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灾难

怎样做出反应，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传统，通过

传说或口授教会了他们怎样做。

还应补充说明一点，风险信息的管理可能

会提出一些特殊的问题。实际上，只要运作是

在一个系统复杂的组织内进行，确定风险本身

就会呈现出某种弱点。鉴定无疑能产生一些肯

定的因素，但同时也产生大量的不肯定因素。

国际海啸信息中心于（ITIC）1965年由教科文组织所属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在夏威夷的
火奴鲁鲁成立。三年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国际协调小
组，该小组今天已有26个成员国。行动总部设在Richard H. Hagemeyer 海啸预警中心，该中
心隶属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海啸信息中心监视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的活
动，并在那些希望安装设备来监测地区或国家海啸的成员国之间协调技术转让。

预警系统向遍及太平洋的100多个接收点传递有关海啸的信息和预警。为了确定可能引发
海啸的地震，预警系统实时利用一些地震观测站，地震观测站则测定地震情况。由于在印
度洋不能同样精确、同样迅速地进行测定，阻碍了及时预报巨浪的形成。

了解详细情况请登录以下网站： http://ioc.unesco.org/itsu/

框注8.1 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

http://ioc.unesco.org/i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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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尽管在努力揭示风险所在，但却干

扰了我们对一些风险的认识，这种情况并不少

见。认知风险与所需要的知识类别不是：相关

范例发生变化，不论是科学方面的还是组织方

面的，都会影响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因为任何

鉴定都取决于对方法的选择，而对方法的选择

范围肯定会将风险及不确定因素重新引入鉴定

之中。反省型社会正是建立在经常重新审视、

重新提出自己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基础上。此

外，复杂系统其特点是汇集多门知识，多门知

识彼此交叉联系，正因如此，太多的知识可能

最终引发不安全3。我们的知识越是详细，汇

集的参数越多，从中得出的结论就越脆弱，不

能有任何一个小小的计算错误，尽管这个小小

的计算错误是那样地微不足道。在这里同样可

以看出，凭直觉控制局面势是必要的。此外还

应强调指出，某种默认知识在任何一个组织中

都具有严重性，因为这种默认知识可能会导致

低估发生某些风险的可能性，而原因仅仅是这

些风险从未显露出来4。确认和预防风险本身

就是一种冒险之举：想要做得好上加好，却可

能招致更多的错误，尽管并不想如此。即便是

在知识社会中，不确定因素是一个不可克服的

门槛，因此风险也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门槛，而

且这个门槛将继续存在。

走向风险预测：

小心提防和未来展望 

当事先积极预防风险成为不可能时，还有另外

两条路可供知识社会选择：防备和小心提防。

这两个办法都是面对可能发生的风险采取保全

措施。如果是防备，可以估计或计算灾害的概

率和损失的性质：人们可以相应地避开这种可

预见的损失。防备是一种保险机制，在同严格

意义上的风险（即已经知道或确认的风险）打

交道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防备就是假设能够

推论过去出现的风险将来再度发生的概率。对

于不常发生的风险而言，这种机制是极为脆弱

的：2001年纽约发生的“9·11”袭击特别让

那些再保险商陷入困境，因为发生这样大损失

的概率太小了，而正是这种似乎不可能发生的

灾难真的发生了。

如果是小心提防，那就是通过不采取可能

有风险的措施来避免损失（并不是说风险既不

能计算也不能准确地认定）（见框注8.2）。

小心提防的原则始终只能作为例外来执行，

就是在人类活动有可能引发伦理上不可接受、

科学上可以接受但不确定的危险的情况下执

行5。威胁到人类或环境的危险如果对人的生

命和健康构成风险，如果对今世后代是严重

的、真的不可逆转的和不公平的，如果引起危

险的措施必须采取而不考虑遭受危险的那些人

的人权，那么这种危险在伦理上是不能接受

的。即便是小心提防的原则有被列入某些立法

的趋势，但仍然受到非议。在工业化国家里，

一些专家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促进科研升值，

促进科研自由或市场自由和企业家的自由。在

南方国家，小心提防的原则经常被视为一种妨

碍发展的障碍，人们提出了必要性原则来与小

心提防原则对抗。这种麻烦经常是因为小心提

防原则被错误地认为是呼吁以绝对的方式限制

科学和技术。

小心提防原则的关键就是该原则要预防

的风险的潜在性。因此，对潜在风险的了解也

可以称作“知”与“不知”。小心提防原则实

际上就是对不知建议采取某一前瞻性步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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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小心提防原则不能中断研究。因为在不确定

的情况下，不作为可能最终导致有罪的无知。

小心提防原则更应鼓励人们加强研究工作，不

管是深入研究，还是探索其他替代途径。小心

提防原则因此完全不同于智力和道德缺乏或懒

惰原则。小心提防原则对科学而言是一个新生

事物，因为这一原则意味着社会对自己的事务

进行干预。但反而论之，这一概念对决策者来

说也是全新的，决策者今后再也不能不竭尽全

力投入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启蒙工作，哪怕是最

微不足道的启蒙工作。最后一点，小心提防原

则也是反思发展的新阶段，因为这一原则迫使

人们不得不重视各种或有风险，不论是环境风

险、卫生风险、社会风险，还是文化风险。这

一原则还促使人们承认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接

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不同的知识有各种来源，

例如来自土著居民的传统。由此可见，小心提

防原则无疑是宣布：新兴的知识社会欢迎各种

各样的知识。

风险和灾难主动预防政策超越了单纯的

保全措施，其前提是必须真正有行动的意愿。

但经常是看到灾难发生了，领导人最后才决定

行动，或者是决定密切关注建立预警系统，在

2004年12月发生海啸之后便是如此。这种经验

的真实性特别是在环境和卫生方面得到验证。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预知未来的能力，如何制定

包含可能发生的灾难的计划。社会展望学向我

当人类活动有可能造成某一伦理上不能接受的危险（这种危险在科学上可以接受但不确
定）时，应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或减少这一危险。

伦理上不能接受的危险是一种对人类或环境的危险，即：

— 威胁到人的生命或健康的危险，或

— 严重和真正不可逆转的危险，或

— 对于今世后代不公平的危险，或

— 未适当考虑遭受危险者的人权而强加的危险。

对可接受性做出判断应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科学分析应长期进行，以便对所选择
的措施进行重新审查。

不确定性可能涉及但不仅仅涉及因果关系或可能存在的危险的限制条件。

相关行动即在危险尚未发生之前进行干预，以避免或降低危险。所选择的行动应与潜在危
险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并考虑到行动产生的积极结果和消极后果，包括评估采取行动与不
采取行动的道德影响。选择行动应该是参与过程形成的结果。  

资料来源：小心提防原则，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教科文组织，2005年3月。

框注8.2  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对小心提防原则提出的讲求实际的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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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身处未来，预

防这些灾难的发生，因为这些灾难是可以避免

的，只要我们有远见。知识社会必将是高瞻远

瞩的社会，国际社会近二十年来应对气候变化

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还应清楚地区别社会展望学和预见之间的

不同。预见所针对的是肯定的事物，而展望学

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指出在茫然世界中探索不

可预见事物的途径，难道还应提醒这一点吗？

关心未来的种种可能，这是未来可能性研究者

的工作。展望学原则上放弃对未来无所不知，

所探询的是目前的决策将来会有什么潜在的结

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科学知识成为社会和经济

活动的一个主要载体，展望学应在这种环境中

发挥批评作用。实际上展望学对网络机构是不

可缺少的，因为展望学涉及到多领域行动者之

间的多学科互动，这可以减少在缺少多学科互

动时发生系列失误的风险，因为一个网络的有

效性首先取决于在系统的各个行动者之间建造

知识网。

知识社会，新风险的祸根？
全球风险、战略风险和新刑
事犯罪

自然风险与技术风险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难

以划分，因为时至今日，所谓的自然灾害可以

被视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灾难出于自然，然

而又改变着自然：灾难今后完全是人的杰作，

是因为人类发展征服性的工业，自己建造出一

个个系统而又不能控制系统的诸多因素，急急

忙忙大规模使用未经考验的工艺和产品，没有

警惕性或懈怠，甚至是失去理性6。知识社会

强加给自己的威胁可详见以下标题：重大技术

风险、重大系统的脆弱性、恐怖主义、信息技

术和多媒体污染、生物能力称霸的风险、探询

人或人类的未来、质疑我们星球的未来。

正如重大技术风险频频发生所说明的那

样（见框注8.3），人-机系统始终是不可预

见的并且可能出错，而机自身却在正常运转。

进步带来的弊端与风险在机械时代容易分类，

可列入“损益表”，但今后则会成为技术不

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应用技术

的规模史无前例，技术正在扩展到社会的整个

结构。知识社会的悖论可概括如下：尽管网络

的飞速发展使知识在所有社会阶层结构中越来

越重要，但这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技术依赖，知

识应该把我们从这种依赖中解放出来，同时

通过反省引导我们将目的和达到目的手段相

区别。

特别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

恐怖主义威胁成为新的现实问题，这也说明为

什么知识社会有可能使明天的世界变得更加危

险。知识社会中信息自由流通，极大量的知识

唾手可得，这可能为将信息和知识用于图谋不

轨提供便利，网洛犯罪和一些新形式的恐怖主

义就是证明 。知识变成牟利工具，这种可能

性在历史上早就存在，阿基米德将自己的科学

服务于锡拉库萨的暴君这个著名的故事便证明

了这一点，但今天可能发生的后果其范围之大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想象

一些极具杀伤力的武器会落入“军阀”手中，

一些有组织犯罪网络或恐怖主义网络具有危害

世界的能力。知识转化为牟利工具这种风险得

到了科研工作本身的协助，科研工作促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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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二重性的计划，例如同一实验室可以进行

农艺学研究，也可以制造化学武器。在最具威

胁的时期，科学之善举变成罪恶或失算这种

危险极大7。科学家们必须负起责任和保持警

惕，警告各国政府防范一些发现或发明可能损

害公众安全这种风险。

显而易见，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将深受

知识社会飞速发展的影响并由此改变格局，因

为知识和信息将越来越成为宝贵的战略资源，

几十来以来最先进的工业公司的机密以极快的

速度增加便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知识社会

中生死攸关的政治赌注将是为掌握认知资源而

你争我夺。知识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

干坏事；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于破坏。这

么说并非是要怀疑进步带来的好处，而是在某

些情况下质疑人类已经享受到的科学事业本身

是否合理。鉴于知识的这种价值中立性，我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主张知识社会的道德和

政治意识。

1645年 - 波士顿（今美国）火药库爆炸：城市三分之一被摧毁。

1794年 -  法国巴黎附近的格勒内尔火药库爆炸：1 000多人丧生。

1974年6月1日 - 英国弗利克斯波路（Flixborough）化工厂爆炸：一周内550人 死亡。

1976年7月10日 - 意大利塞弗索（Seveso）附近的伊克梅萨（Icmesa）公司化学反应堆爆
炸：二恶英云雾污染大片地区（1 800公顷），37 000多人受害。

1979年3月29日 - 美国三英里岛核电站中心发生部分聚变：附近的部分民众撤离。

1984年12月19日 - 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附近的圣胡安伊斯乌阿特贝克（San Juan Ishuatepec）
一个液化石油气储存罐爆炸：500多人死亡。

1984年12月2日 - 印度博帕尔一个杀虫剂厂毒气泄漏：3 000多人死亡，20万人中毒。

1986年1月28日 - 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助推器”爆炸：机组人员无一人生还。

1986年4月26日 -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个反应堆中的一个反应堆爆炸并引发火灾：
以核电站为中心半径30公里范围内撤离13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及受到辐射者人数不
详。

1987年1月29日 - 法国南特一个化肥仓库发生火灾，3万人撤离。

2000年5月13日 - 荷兰恩斯赫德市中心一个烟花厂发生爆炸：22人死亡，近1 000人受
伤。

2001年1月30日 - 来自罗马尼亚巴亚马雷黄金铸造厂的氰化物造成10万立方米水受到污
染，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排入勒普斯河，流经之处（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水生生
命统统灭绝，然后流入多瑙河，最终流入黑海。

2001年9月21日 - 法国图卢兹一家硝酸铵厂发生爆炸：30人死亡，2 200人受伤。

框注8.3 若干重大技术和工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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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将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越

来越怀疑人类的未来和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

自然资源减少，危险升级，这可能进一步加剧

现有的不对称，特别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不对

称。大部分武装冲突，不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国

际性的，或多或少都是为了控制资源而你争我

夺，有的是为了占有原料而发生冲突，有的是

争夺同一种资源的各方以暴力形式进行竞争。

知识在知识社会中日益广泛地传播，与此同时

资源冲突日益加剧，为争夺能源发生战争，为

占据水资源发生战争，难道这还不是灾难吗？

知识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创造某种可持续

的和谐方式，和平利用资源，通过调节和调解

避免战争，如果不动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给

予协助，这个任务是不能有效完成的。

知识社会，人类安全、
人权和与贫困作斗争

更清楚地确定风险与威胁

的新知识工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在《世界人类发

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安全议程（见框注

8.4），自那时起《人类安全委员会报告》

（2003年） 8和人类安全网9又相继深入阐述

了人类安全议程。人类安全议程正在促进将

安全概念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经济、

社会、卫生、政治、法律、民主、文化等方面

的安全），以防备针对和平的非军事和非武装

威胁。人类安全概念的中心是个人和民众的需

要（预防贫穷、疾病、饥饿、失业、犯罪、政

治迫害、环境恶化、不尊重文化多样性），并

充分重视这些威胁的演化具有跨国特性。环境

遭到破坏，瘟疫和疾病爆发，或者是极端贫穷

演变成冲突风险，这一切从不把国界线放在眼

里，难道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吗？这种扩大的安

全概念其目的是丰富和扩展传统安全观念，而

传统的安全由王国来保证，主要涉及法治、维

护秩序和国防。人类安全就是要“建立一些政

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所

有这些制度共同向个人提供他们得以生存、生

活和享受尊严必不可少的要素”10。这一新安

全概念其前提是人们拟定一揽子解决办法，全

面解决所有导致不安全的问题。因此人类安全

思想将学科分工长期以来认为互不相干的一些

领域联系在一起。一些针对和平与安全的新的

非军事威胁出现了，这迫使人们创造新的知识

和警惕工具来更加有效地抑制各种新威胁的冲

联合国在人类安全方面的第一个步骤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中提
出来的，该报告专门论述了“人类安全的新领域”：“人类安全始终意味着以下两个基本
点：摆脱恐惧和提防贫穷（⋯⋯）。对人类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但这些威胁可分为七大类：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
体安全、政治安全。”

网站：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4/en

框注8.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4/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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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尤其是对最脆弱群体的冲击。在此范围

内，应以综合的方式和各学科间联合的方式来

研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人口、环境和粮食

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知识社会中，应通过

共同利用认知资源和迅速提高跨学科程度来促

进科研与政策这两者间的整合，因此我们可以

合情合理地认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社会

将以新的获胜手段鼓励和促进人类安全。

教育：人类安全和知识

社会的基石

在人类安全的目标和教育与培训的目标之间存

在明显的趋同性。在一个读书写字的社会里，

文盲已成为不安全的祸根，许多发展中国家有

着这方面的痛苦体验11，这难道还需提醒吗？

此外，教育不仅可以使人摆脱愚昧，还可以抗

击其他各种不安全：教育可以改善自己的健康

状况，方便获得就业机会，并可以按照普遍规

则平息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相处中司

空见惯的暴力。此外，教育唤醒了觉悟，因此

可以预防旧的威胁和新的威胁，这一点在许多

专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12的时代

显得特别重要。实际上重要的是应使公民有所

准备，能够提防威胁，并且更好地管理风险。

因此，教育是人类安全的关键所在，并且是鼓

励知识社会飞速发展的主要工具13。

促进尊重人权

人类安全包涵着个人“能够”的全部内涵，

即人权（包括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

利），能够享受教育和健康、机会平等、善

政等等。人类安全议程所暗含的假设是：任

何一个人，只要他摆脱了导致不安全的主要

原因，便能够变成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创造

者。实际上，只要获得知识和分享知识，便能

够使每一个人具有参与实现人类安全条件并使

之永久化所必须的能力，人类安全条件包括着

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思想自由、表达和信

息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民主普选、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其中特别应提到受教育的

权利。思想、信息和图像自由交流，最广泛地

获得知识和信息，这一切是知识社会飞速发展

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说获得政治、社会、科

学、经济信息是任何一个公民有权享受的、不

可剥夺的权利，那么则要特别警惕个人数据流

通面临的危险和威胁。实际上，自信息和传播

新技术出现以来，损害私生活的风险大大增

加，特别是以所谓安全为理由利用信息和传播

新技术。这种情况的复杂性使人看到，知识社

会为了能够成为民主社会，应该在个人自由的

迫切要求和安全要求之间确定一种公正的平

衡。

人类安全与规范行动

信任日常环境和财产与服务安全可靠也是一个

重要条件，舍此人类安全便不能得到保证，不

论是在粮食、卫生、环境方面，还是在社会经

济方面都是如此。产品和服务经过认证特别重

要，尤其是涉及到营养和健康时尤其如此，因

为营养和健康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利，药

品假冒和对食品监查不够实际上直接诱发卫生

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极大风险。

当务之急是制定符合当地现实情况的标

准。但是，人们不能仅仅只是满足于研究制定

标准。还应使那些执行标准者受到奖励，那些

不遵守标准者受到惩罚14。最后一点，应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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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公民社会的主要行为人和企业，现行规

范和标准的存在及其充足的存在理由。因为，

如果民众对向他们传达的信息既不相信也不信

任，预防政策又能如何？

国家机构展开的规范行动和认证工作应

借鉴民间社会的创举。同样，那些遵守规范

和通过行动表明规范理由充分的企业在此方

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卫生、

粮食安全或环境方面处于一种承上启下的地

位，因为这些非政府组织既可以在认证的前端

工作，提供有关民众需求信息，又能在下端工

作，承担起后续监督、培训和信息等工作，将

新的标准纳入日常环境，并使之适应当地的

情况15。

迈向可持续发展社会 ?

十分明显，科学研究和技术鉴定向我们提供着

始终不断更新的知识资源，如果不充分利用

这种知识资源，人们就不能同时促进经济增

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由此可见，可持续

发展计划就其总体而言是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势

在必行的计划：可持续发展方案假设有可能在

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就共同持续增长

议程达成一项协议，这一协议既能满足现代人

的需求，又不会损害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由

此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见框注8.5）。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预防

目前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我们将受到各种灾

1968年 - 教科文组织组织召开了保护与合理利用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会议的主要结果

是将由教科文组织制定“人与生物圈”计划。

1972年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会后将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80年 - 可持续发展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保护自然联盟的一份文件中，该文件题为“世

界保护战略”。

1987年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报告：“可持续发展既满足现代需求又不损害子

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

1992年 -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地球首脑会议”，里约热内卢，巴西）：“可持续

发展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满足穷人的需要，应将此需要列为第一优先任

务，二是注意限制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保持满足过去和未来需要的能力”（21世纪议程第

15项原则）。

2002年 -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里约集团+10）：“签署国承诺促进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即可持续发展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三大支柱”；另见

《行动计划》第2段。

框注8.5 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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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威胁，由此可见，急需就此达到一项国际

共识，而且特别紧迫16。

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同步进行

短期、中期和长期思考，即要顾及对当地的影

响又要顾及对全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议

程取决于科学家、专家和决策者是否有能力共

同工作，齐心协力地解决一些明确的问题和

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而不要由于惰性而

裹足不前，惰性经常影响到相关的一些

组织和机构。知识社会的设想以及网络在

知识社会中所占的优越地位完全可以满

足集体行动提出的这些新要求，集体行动

应着眼多元化的前景，并本着必须融合多

种多样观点的国际伙伴关系精神，及时并

长久地动员所有的施政资源和科学资源

（见框注8.6）。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卫生方面

的数据和问题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禁止人们

以为只有一个答案或观点，特别是当专家们面

对一个全新的问题都感到茫然时更是如此。肯

定无疑的是，任何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疑问，在

任何情况下就其根源而言都是极为复杂的，很

难取得一致的认可，即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

可持续发展的存在理由在于人们意识到发展

不是一个线性、单一形式的进程，相反，每一

个问题都应着眼于一种合理的多元化前景去考

虑，首先是相关民族以及个人的多元性，不管

是今天的人还是未来的人。

由此展望，至关重要的是应强调指出，

科学研究以及北方和南方共享科研成果是多么

有助于通过地球和海洋观察系统更好地理解人

类和生物圈面临的威胁，有助于解决一些关键

性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能源需求增长、

水资源利用、清除垃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

联合国大会指定教科文组织作为牵头机构来促进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05年-

2014年）。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环境，不论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因此，教

育和科学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核心，因为教育和科学提供了一种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

手段，如农村和城市发展、卫生医疗、参与社区生活、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环

境，以及一些基本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诸如人文价值观、生物伦理和人权。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将专门致力于在世界所有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将发展中国

家和工业化国家置于平等地位。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对工业化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一样

都是生死攸关和紧迫的问题。某些生活方式其特点是过度消费和挥霍，所产生的影响更加

使人有理由关注可持续发展教育。但在这方面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模式。每个国

家应确定自己的重点和干预方式。因此，在此方面的目标、重点和政策应因地制宜地确

定，以符合每个地方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并考虑到文化背景。

框注8.6 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150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见框注8.7）。在发展方面，农业是科研革

新应投入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应重视因地制

宜，满足相关行动者的愿望。在此特别应学习

绿色革命的经验。绿色革命通过生产和推广选

种，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二十世纪后半

叶，在科学怎样促进发展方面树立了好榜样。

五十年间，基础作物（水稻、玉米和小麦）的

产量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提高极大，但在非洲却

明显逊色得多。这场绿色革命之所以成为可

能，是因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了选育新的植物

品种所需的农业知识。绿色革命依靠多种形式

的科学合作，不仅动员了科研机构和科研中

心、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而且还动员了私营

企业、银行和农民，而农民对推广良种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

绿色革命也是教育的一个来源，因为绿

色革命要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要让农民接受

新的良种。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选用良

种费用高，而且还因为信息系统有覆盖不到的

空白点，以及新的战略不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和

做法。最后这一点是核心问题，因为一个良种

的生产效率最后应得到活体验证，而不是试管

验证，换句话说，应是在庄稼地里得到验证，

而不是在实验室的密封试瓶中得到验证。当然

人们可以认为，农民的抵触是因为他们所谓

的“愚昧无知”和缺乏上下沟通。 但如果对

提高生产效率采取强制性和傲慢的做法，只能

收到有限的效果，因为这样做忽视了最直接相

关行为人的声音，这在特别是像农业这样一个

领域是禁忌，因为在农业领域，当地的条件经

常是对良种的收成影响重大。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在国际范围内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生物的多样性或曰生物

多样性，特指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以及生命呈现的自然特征。地球和水资源所承受的压

力导致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和天然景色受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因

此受到威胁，因为生物多样性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是粮食、纤维、药品的潜在来源，以及

工业原料和建筑原料的潜在来源。生物多样性是科研、教育和人类生息繁衍不可替代的财

富。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通过了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协议，其中之一便是《生物

多样性公约》。根据该公约，大多数国家承诺在确保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地球生态系

统。《公约》确定了以下三个主要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因

素，以及公平和平衡地分享开发生物圈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重要的是应提醒注意，早在1968年，合理利用和养护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便呼吁设立一

些代表主要生态系统的陆地保护区和沿海保护区，在这些保护区内保护遗传资源，展开对

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观察和研究。早在1970年，教科文组织便提出了

政府间“人与生物圈”计划，真正地预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便建议一个保护区“世界

协调网”。生物圈保护区可以作为特定生物栖息地来保护地球主要生物地理区域的多样性

样品，在地区、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分享知识和手段。

框注8.7 保护和了解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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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绿色革命中得到的教育有利于知识

社会飞跃发展：倾听农民的声音，才有可能更

加确切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他们的关切。扩大

农民的参与不仅仅是因为公民必须参加与他们

相关的决策，还因为倾听农民的声音对科学工

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非并罕见的情况

是，农民了解科研人员和育种工作者所不了解

的品种、效果和技术，这就驳斥了认为农民愚

昧无知的顽固偏见。如果说第一次绿色革命的

目的是建立政府机构和科研中心之间的国际合

作，那么绿色革命的第二阶段无疑是要更好地

吸收当地的实践者和民间社会参加推广普及良

种，而且还要吸收他们参加培育良种。因此应

建立一些网络来保证科研工作者和农民使用者

之间的协作。

必须与农民进行富有成果的互动，这尤

其是因为改良种子方面将要取得的进展是有

风险的，可能要经过生物技术的飞跃和转基因

生物的研究，而在现阶段丝毫不能证明这一切

在生态方面是否能得到妥善控制，在政治和法

律方面是否能为人接受。在转基因生物方面，

国家有责任实行相关标准，进行相关测试，科

学地、完全独立地评估对生态造成污染的风

险17。

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有责任在上端展

开工作。一方面，尽可能地继续支持非赢利机

构，这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在目前生物技术

的背景之下也是如此，因为生物技术的发展过

去主要是私营部门的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往往是集约农业，在效率和投资回报方面极少

能满足市场需求，因为市场需求最常见的是有

利于粗放农业。正如转基因生物问题今天被提

出来那样，该问题与经营方式问题有着极为密

切的联系，围绕着限制使用某些基因技术展开

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便是证明，一些国家已限制

基因技术的使用（GURTs），其目的是阻止对

未经许可的种子进行再利用和用来播种：与农

民习惯的做法相反，这些技术实际上使农民直

接依赖于农业粮食加工业，并阻止农民进行任

何形式的本地试验和发明18。且不论农业-工业

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的种子是何性质（不

管是否属转基因生物），赢利性目标会产生同

质化的作为，不能维护生物多样性，也不能适

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条件，其中许多种子

今后将像那些被科研遗忘或不再研究的疾病一

样，成为孤儿植物的种子。

但是，人们从绿色革命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促使人们意识到，将农业科研任务交给国家部

门以解决被科研放弃或忽视的孤儿植物问题是

不够的，尤其是在贫穷的赤道地区。在孤儿植

物方面，国家科研脱离农民使用者并且不承担

实际报告义务，私营部门纯粹为市场运作进行

科研，这两者所产生的效果都是有问题的。此

外，与农艺科研的公共或私人来源相比，在这

方面与农民的联系更是有差别。重要的是为了

在这方面进行合作，一些北方国家的小农业生

产者应与南方国家的农民协会形成网络。相关

行为人千差万别，极为不同，有国家、国际政

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研究机构和私

人研究机构，还有私营农业食品部门、民间社

会、农民用户和公民消费者，所有这些行为人

之间如何协调一致，这大概是知识社会在农业

领域要应对的最为复杂的挑战之一。

必须使极为不同的各种行为人产生互动，

这就不能不提到我们在前几章就建立持久的研

究革新网络所研究的现象。实际上，如果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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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科学和技术就应得

到内在和自主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战

略如果仅仅只满足于引进知识和技术而不产

生“更多的认知价值”，这种战略是不能持久

下去的，因为这种战略没有打造一种自身的科

学、技术和产业生产能力。科学鸿沟实际上主

要是生产知识的能力不平衡。如果没有不论是

当地的还是地区的革新体制，一个国家便不能

实施真正自主的发展战略。因此在科研和革新

活动中进行政治投资和财政投资势在必行，国

际社会应竭尽全力支持这种努力，因为发展所

依赖的是地方积极性和国际伙伴关系相结合。

增加信息存储能力和提高信息的迅速传

递能力只能是通过其所鼓励的创新和研究促

进发展。还应遵守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2003年，日内瓦）上做出的承诺，缩小数字

鸿沟，建设基础设施和获取必要的物质工具。

但提供设备和获取物质能力只是一个阶段，不

能替代学习和掌握这些技术以及使技术适应当

地的背景。电子网络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使人

们可以得到所有基本科学知识和成果管理数据

库里的数据，对于发现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

国家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

训，这是必不可少的。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

担负着一种使命，即在各个发展促进者之间充

当中介，这些发展促进者有国家的，也有国际

的；有政府，也有私营部门；有科学家，也有

企业家。换句话说，国际社会负有建设网络的

使命。在知识社会中，这一使命只能使人获益

多多。

通过革新实现发展这一目标还须得到财

政鼓励。实际上，可以向一些意志主义的科学

政策提供援助或以此为援助条件。在发展国

家中，这样的策略可以促使决策者更好地将教

育、科研和革新纳入自己的工业和贸易政策。

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是应消除一种观念，即发展

政策其首要目标是减少贫困，认为发展科研只

能是一种奢侈。这种逻辑是错误的，因为反贫

“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有可能厚颜无耻地成为一个纯粹的时髦口号。但最好还是

将可持续和共享的人类发展看作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起和谐作用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界

上，已经有许多的精神价值观受到腐蚀，那些基于进步和启蒙形成的古老的乐观主义思想

已经显得再也不值得我们赞同，但一个新观念有可能使我们拥有一个我们的所有同类都可

以接受的共同行为准则。

当然，应该更加明确地陈述应跨越的具体阶段。但我们仅仅只是强调指出可以做出结论的

两点。第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就地立即行动起来促进这样一个美景。但可持续和共享的人

类发展只有在全世界实现才有意义，因为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所呼唤的不仅仅是在

每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里实现团结和正义。为了迈上这条大道，从链条的两端开始

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这两端一端是世界，一端是个人，尽管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也

许会有许多困难。”（Michel Batisse，《预见》第5卷第5号“前线：可持续的共享发展的

挑战”，2000年10月）

框注8.8 迈向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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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是一个长期的战斗，要求在科研和革新领域

长期投资，就犹如在教育领域长期投资一样。

如果说国家的责任是把持科学投资的方向，国

际社会的责任则是应使科学投资得到稳定和持

久的财政援助。将国际援助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用于科学和技术，这样做人们便可使南方国家

的决策者更加关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方

式。

知识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实现雄心勃勃的科

学、智力和政治计划成为可能，而实现这一计

划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观（见框注8.8）。另一

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也提醒非物质社会

和一些大规模网络注意自己所处的全球环境前

景是资源有限。“无所不能”的欲望始终是科

学技术冒险可能碰上的一个暗礁，与这种“无

所不能”的欲望相反，可持续发展观迫使我们

面对资源有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意

识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许多指数将会使我

们认为人类继续生存下去一点也得不到保证。

但我们或许在此指出了一个最后的会合

点，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和建设知识社

会的雄心与作为民主原则的思想不谋而合：因

为如果说可持续发展一开始取决于科学知识

（气候变暖或生态数据），但这是大家的事，

就像知识一样。可持续发展使我们面对这一个

前景，即科学讲演和政治讲演不应相互驳斥，

而是两者应该共同促进提出社会计划。知识社

会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长期的民主动力，如

果缺乏这样一种民主动力，只能是产生一种

危险，即可持续发展的野心变成一种有点模糊

的、两相情愿的空想理论，庆祝这种空想理论

只能等到举行大型国际会议，而在经济和社会

领域的行动者那里却根本没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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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知识和土著知识，
语言多样性与知识社会

文化多样性正遭受威胁1。正如2001年11月教

科文组织成员国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

言》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威胁不仅仅局限于最

巨大和最明显的威胁--文化统一化倾向，长久

以来许多人把这种倾向归咎于“进步”或发

展，而今天舆论往往把它归咎于“全球化”。

事实上文化多样性的削弱有各种表现形式：在

世界各地某些语言无人继承，一些传统被人遗

忘，一些弱势文化被边缘化，甚至正在消亡。

知识社会的兴起难道不会加强这种文化

统一化的倾向吗？因为人们在谈知识社会的

时候说的是什么知识呢？难道只是主要集中于

工业化国家的科技知识吗？信息社会科技方面

的决定性因素不大可能会促进教科文组织视为

己任的“繁荣文化多样性”2。科技知识是信

息社会的支柱，那其他知识系统能起什么作用

呢？尤其是地区知识，特别是本土知识或“土

著”知识情况将如何？重要的是，着眼于将来

知识分享的社会，保证把地区知识作为活的知

识予以有效促进，必要时，要保证地区文化不

受各种“生物掠夺”3之害。

此外，应该指出，同时使用多种语言4，

尤其是在学校里，十分有利于获得知识。所

以，正当信息革命和全球知识经济似乎使有限

的媒介语言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似乎成了获得

越来越“格式化”的文件内容的必经之路时，

知识社会应该考虑语言多样性的前途和维护语

言多样性的办法。这种标准化的危险难道不是

知识社会应该接受的一种挑战吗？当然，促进

和维护语言多样性并不足以保证知识多样性蓬

勃发展。知识不能与语言混为一谈，它有自己

的，经常超越语言壁垒的特点。在教室里，双

语和双文化主义是两种有明显区别的现象。但

是语言是知识的一种重要载体，例如，在网络

空间促进语言多样性可能是导致维护知识系统

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漫长道路上的一个至关重

要的阶段。

最后，现在舆论一般都认为，分享知识

是为了谋求真理，这已成为一种共识，那如何

能把所有人都参与知识分享和价值观多样性及

表达自我方式的多样性协调起来呢？在保护和

促进多样性的同时，在世界信息社会作为一种

可能是尺度统一的榜样的地方，知识社会必将

兴起。只有技术革新能更新“翻译的奇迹”

（Paul Ricoeur 的这一说法十分确切）5时，知

识社会的建设才能持久，“翻译的奇迹”证明

了人类历来拥有以差异为基础创造共同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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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的能力。翻译协调了语言的普遍性和多样

性，锻造了各种语言的共同之处，从而维护和

丰富了语言的多样性。

保护地区知识和土著知识

规范化的知识和默认的

知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信息革命明显加强了

科技知识对其他类型知识的霸权地位：技艺、

本土知识或土著知识、地区知识、口头传说

和日常知识等6。如同书面和口头的东西各自

服从不同的知识规律一样，认知文化也存在多

样性，这种多样性很大部分是必须服从不同的

知识规律所造成的。地区和土著知识是从实践

中产生的，它的首要特征不取决于文化地理位

置，而取决于人们创造、交换和改变他们知识

的的方式，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文化空间。这些

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知识之所以有其统一性是

由于地区和土著知识几乎是“沉默”的，并无

文本，它们基本上是口头代代相传，是在与大

自然不断互动时在农业或医疗实践中，或在不

断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

地区和土著知识被称为“看不见的知

识”是由于经常只是口头的，而且是被边缘化

的。但通过从前民俗学家和现代人种科学的描

述及日常观察可以找到这种“看不见”的知识

的痕迹。然而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知识是“规

范化”的，或已被吸收，这种形式的知识主要

还是实践，与科技知识有很大的区别。地区知

识的这种独特的性质使人很难像对在大型科学

杂志上发表的科技知识那样，系统地衡量某一

个社区创造了多少地区知识，就好像由于地区

和语言的差异，对科技知识也不能作完全正确

的衡量一样。

在规范化知识和看不见的知识间存在着巨

大的鸿沟，除此以外，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

同时还存在着人们称之为“文化”的鸿沟：一

方面，英文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使其他以

别的语言表达的知识沦落为次要知识；另一

方面，支配世界信息社会的看得见的经济标准

也倾向于排斥看不见的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主

要依靠把规范化知识处理成信息的知识。不能

低估这样的危险：在知识社会蓬勃发展时会自

发出现和扩散如同南非种族隔离似的“技术隔

离”。

在知识社会中，是科学将代替传统知识

还是两种形式的知识，即有“追根溯源”特性

的知识和有科学及经济特性的知识（这种知

识的繁荣与经济的合理性密切相关）持久共存

呢？当然，未来充满变数，可能不只这两种可

能性。因为认为有这两种可能性的人还没有考

虑到全球化可能使各种遵循认知规律的知识并

存，甚至融合，这会带来新的可能性。现在人

们是否就能预测将会产生地区知识和科技知识

混合的新型的知识呢？   

地区知识

和可持续发展

以科学知识完全代替地区知识会对人类产生有

害的结果，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因为科学生

产不足以保护某些至关重要的知识。善于避免

森林火灾扩大、防止病毒传播、或是在保护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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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环境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进行园艺生产，这些

人类活动都要运用知识，而地区知识在这些方

面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发展项目中考虑

地区知识是极其罕见的。诚然，可能事后（特

别是当舆论动员起来时）也会考虑这些知识，

但从一开始在设计发展项目时就采纳地区知识

的还是很少见的。其他不利于地区知识发挥

作用的因素是：保存和传播这种至关重要知识

的机制很复杂，常常被认为代价太高，有时甚

至被当局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尽量把

地区知识纳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有多重好

处：有利于在发展项目（见框注9.1）中的环

保问题、对文化有利，因为可以利用常常被错

误地指责为只适合于已经过时和正在消失的自

给自足经济的知识，最后，在政治上也对那些

能积极促进拥有地区知识的人群融入的国家有

利。

在发展项目中，采纳地区知识能突出这

些既有“追根溯源”性，又有“经济”性知识

的混合性质，也是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主动行动

所必须的。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到了环

保的全球意义，从而认识到大家都应负起责任

来，这已开始有助于使地区知识在管理可再生

资源中起到较以前更为显著的作用。目前还在

经常依靠地区知识进行操作的拉丁美洲和非洲

的农民在发展战略中已逐步得到认可，这在四

分之一世纪以前还是难以想象的。新的商业前

景的出现使传统医术，如中医和非（洲）医较

以前更受人关注。水是人类安全的关键领域，

必须立即制定明确的规定以使在制定水政策时

更重视地区知识。

在重视地区知识方面

遇到的障碍

重视地区知识，尤其是土著知识在当地遇

到许多障碍：首先这些知识是无形的，必须

考虑提出不一定通过文件就能提高其地位的

办法，理解这些知识很少经过透彻的科学研

究，而且这种研究有时会导致生物掠夺（见框

注9.2）。

在知识社会中，属于两个不同体系的知

识（科学知识和地区知识）间的冲突肯定会引

起许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保护知识产权、

反对生物掠夺或制定公正的利益分配程序方面

（见框注9.3）。有可能在融合科技知识和土

著知识基础上共同管理可再生资源吗？在这方

面签订协议能使有关各方在公平的基础上得到

利益吗？

斐济群岛的榜样

斐济群岛居民的传统食品完全由本土生产。斐济的农历指明在那个季节生产何种产品。今

天，他们新的农业耕作法仍吸收了旧的技术，如：轮作，农业植林及季节性轮换等，这使

新的耕作法在传统经验的基础上获得了活力以解决过度使用土地的问题。此外，从前遭到

蔑视的本土医学现已得到广泛承认，并已被医疗保健部门正式采用。

框注9.1 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中重视土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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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制定一项“知识政策”

在基于知识的经济背景下，由于地区知识和科

学知识共存十分重要，是否必须执行一项“知

识政策”？事实上，一项知识政策能导致更好

地认识知识的价值。提高各阶层对知识价值的

认识是保护遗产的任务，无形遗产的概念将有

助于提高地区知识的地位（见框注9.4）。此

外，从经济角度看，“知识政策”也包含以下

内容：既有条不紊地吸收属于公共领域的国际

科学遗产，又有选择地、负责任地设法吸收传

统知识以使知识更好地实现资本化。

保护遗产能保护多方面的知识，在保护

遗产中，不能区分是在经济上尚不存在生存条

件的知识，还是永远不会有这种生存条件的知

识，后者也是我们创造的知识，因而也是发展

的源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新兴的知

识社会中，新的技术已经为保存和传递文化的

内涵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手段，从而有可能更好

地促进地区知识的发展13。

在各个社会和国家间密切协调的背景下，

这样的知识政策就变得更为有效，与生物掠夺

所作的斗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新西兰，

大学共同出资，与国家研究和卫生机构合作，

制定了一些涉及医学知识、医学实践和发展土

著植物的“条约”，毛利人的医术就是受到这

些“条约”保护的。由于环境不同（土著人组

织程度不同，有的融入，有的没有完全融入国

在阿马索尼亚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研究人员惟一的企图是掠夺当地作物以从中渔利，

有时当地官员也煽风点火地这么说。虽然难以怀疑人种学家的专题著作有商业目的，但有

关人种植物学、人种医学和传统环保知识的怀疑决非总是没有根据的：一些医药公司或农

产品加工公司竟毫无顾忌地派出小组普查任何今后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东西（各种家养的动

植物，可在实验室进行研究，甚至今后可申请专利的现行原理）。例如如果人种植物学家

的工作程序是相对透明时，那对一种可以被进行商业开发的植物或产品确定谁拥有所有权

时往往会遇到许多障碍。关于墨西哥的Chiapas的情况则是这样的：明确确定当地有哪些人

与其有关，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被各方都认为是相对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取得了有关人

群的同意。但关于利用一种专门植物的传统知识往往不仅涉及一个地方群体，还会涉及许

多群体。

在阿马索尼亚地区，要确定一种可以进行商业开发的植物的确切来源变得很困难，甚至不

可能。为此，应由一个人种植物学家在某地、某时确定分配报酬的规定。人们可以理解，

这种程序会引起与发现和利用那些植物有关的知识产权的纠纷，涉及医药公司、研究人

员、非政府组织及当地人民。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首脑会议已做出决

定：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可以为制定关于分享生物多样性研究成果的立法提供一

个国际法律框架。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以尽量协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生物

多样性公约》。

框注9.2 生物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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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生物技术企业、药品实验室和医药公司对由地区和土著人掌握的传统知识兴

趣日浓。在药品、化学品和肥料的发明及其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些知识。但传

统和土著知识往往没有得到正统的知识产权制度足够的承认和保护，因此，许多国际组

织，其中包括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农组

织、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地球首脑会议”，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通过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是第一个管辖保存和利用所有生物资源的总协议，也是第一个承认土著人

和当地人在保护和持久利用生物资源方面起作用和做出贡献的协议。公约重申国家对使用

生物和基因资源享有主权的基本原则，这保证国家有权根据他们的环保政策来开发这些资

源。但公约也声称，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各国有责任为

持久管理他们管辖下的资源进行合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也规定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土著人民的知识和实践，它为调控获得生物

资源的手段及如何分配生物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提供了一个国际法律框架。在最近几年中，

好几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就保护生物资源及传统知识通过或修改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

非洲联盟（原非洲统一组织）：2000年的一部框架法律7规定拒绝一切有关生物的基因系

列的专利，该法律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土著人的生物资源、他们的知识和技术。“生物资

源”这个名词包括基因资源、人和所有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

安第斯公约：1996年的一个决定8，适用于本地和本地以外有潜在商业价值或已商品化的

基因资源。

东南亚国家联盟：2000年的一部框架法律9规定“生物探索”是指研究或开发可以商品化

的基因和生物资源。

菲律宾：《生物探索法律》（1995年）规定，当有关地区知识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商

业活动时，本土人对这些地区知识的权利应得到鉴定和承认。国家是所有生物资源和基因

资源的所有者。

澳大利亚：1999年的一项法律10承认土著人在保护和持久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所起的作

用。

泰国：一项保护和促进知识产权的法律维护已存在的传统医学知识。

巴西：2001年一项临时措施11规定，获得传统知识和基因遗产并在外国使用必须首先得到

巴西的批准，为此巴西成立了基因遗产管理委员会。临时措施承认土著人和当地人有权发

展、保存和保护与基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尤其是在科学和商业方面的传统知识。法律

也保护基因遗产，明确指出：基因遗产是指“在本国国土内，在当地和当地以外发现的活

的或死的所有植物、蘑菇的有机组织和动物或微生物组织中包含的基因信息，它们以分子

或新陈代谢产生物质的形式，或从动物组织中提炼的其他物质的形式出现”。

框注9.3 保护传统知识和基因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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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一），所做的工作也

不同（这取决于当事人的诚意），所以取得成

功的程度也就不同。

除了这些保护和传播地区知识的倡议外，

还有其他筛选地区知识的计划以提高它们的经

济价值，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14。尽管这种

筛选的标准一般是透明的，也需经过自由讨

论，但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这要在土著

知识中作选择，这就可能导致承认“可以接

受”的知识，而不承认，或者是排斥一些图

画或内容，又不完全说明把它们视为是“信

仰”或“迷信”。

语言多样性和知识社会

语言的前途也将是知识社会要讨论的重要问

题。事实上，语言多样性正在受到威胁。目

前在世界上使用的语言约有6 000种，其中至

少有一半将于二十一世纪消失。一些语言学

家认为语言消失现象范围会更广：在一定时

期内，可能有90％至95％的语言会灭亡。尤

其是新技术革命显然会进一步削弱语言，在

新兴的知识社会中，语言消亡问题将会变得

更严重。由于一些政府间组织，如教科文组

织、国际法语组织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所进行

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近几年认识到语言一致

化危险性的人更多了。在地区方面15，为保卫

语言进行的动员导致通过了一些重要的法律

文件，如：1992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保护

地区语言和小语种语言宪章》。教科文组织

对此问题也不陌生，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

性宣言》、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

际公约》及2003年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

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的有关条款就证明

了这种关心。

地区知识自身的一个困难是它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规范化，那么如何来更好地鉴别和保存

地区“内容”呢？2003年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遗产国际公约》为此提供了

理论和标准框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2。无形遗产的概念不仅扩大了遗产的概念，也扩大

了其保存和传播的概念。

除了开发地区遗产文化内容外，无形遗产的概念有助于保存地区知识和土著知识，对这些

知识予以更有效的保护，无论是涉及不注明来源的出于盈利目的的医疗用品和食品还是未

经允许就采集基因数据的情况。近几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收到不少控告，这预示生物掠夺

可能对建设知识社会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事实上，生物掠夺问题涉及一些在国际范围进行

讨论的重要问题，如保护基因数据、生物的所有权、基因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无形遗

产、研究政策及医疗权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十分复杂，所以难以取得一致。从探索

角度看，生物掠夺问题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无疑将是决定知识社会未来的要害问题之

一。因为这就像OGM问题和克隆问题一样，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单从技术上解决，如果

不是所有有关方面进行真正的对话，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

框注9.4 知识社会中的非物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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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知识社会中

要维护语言多样性？

知识社会原则上应该促进知识的分享、交流和

讨论，那它是否也应该鼓励发展国际和地区的

媒介语言？是否应该在各地都促进保护全面的

语言多样性？而全面的语言多样性如掌握不

好，有时（特别是对有几十种或几百种语言的

国家来说）会妨碍教育的发展和传播。或者是

否应该提倡把保护语言多样性和促进大语种结

合起来的平衡的政策呢？

土著语言是表达愿望、内心欲望、感情和

本地生活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活宝库。

在加强语言多样性的背景下，在提倡媒介语言

（作为开始识字，后又用来掌握新技术的语

言，如英文）和保持使用母语间并不一定存在

矛盾。在知识社会中，尽量实现媒介语言和母

语间的平衡不是最好吗？例如，这可以通过两

种教育课程并存来实现，即一种课程以媒介语

言为基础以获得科学知识，另一种用母语施教

以学习各种传统中被称之为“人文科学”的东

西。“重视语言”倡议活动（见框注9.5）要

鼓励的就是这种母语或地区语言与媒介语言间

富有成果的共存，这倡议与语言和平方案是一

脉相承的，该方案旨在向想把本地语言纳入国

家教育系统的教员和教育政策参与者提供指导

和教科书。16

出于“认知工程”的原因，重要的是

在新兴的知识社会里维护语言多样性。接受

在知识社会里限制语言多样性实际上就是减

少掌握知识的途径，因为这肯定会降低知识

社会在技术、认知和文化上适应现有和潜在

的使用者需要的能力。维护语言多样性就能

使最多的人进入知识的平台。国际互联网的

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基础教育和扫盲是能

普遍进入网络空间的首要条件。交流和分享

知识需要多种语言，特别是至少要掌握一种

广泛使用的媒介语言，提倡掌握广泛使用的

媒介语言本身与保卫母语和土著语言并不矛

盾。

“重视语言”是一个倡议，旨在鼓励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及一人掌握多种语言，这些都是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所提倡的。在这一

行动计划中，语言多样性被视为是一种教育活动，目的是增加小学生对“语言世界”的认

识，培养他们对陌生事物持关心和开放的态度，促使他们获得观察和分析语言的能力以利

于他们将来的学习。

得到一些出色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学专家支持的重视语言倡议是由一些欧洲国家、喀麦

隆及法国海外省（留尼汪岛，圭亚那）发起的。这一倡议旨在使多种语言变得能脱口

而出，使原来被贬低的语言恢复地位，成为合法的教育内容。它还要帮助小学生对付

把原来主要是口头的语言变为书面语言的问题，这样，通过文字很快就能提高地方语

言。

框注9.5 重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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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保护受到威胁的语言的手段中，

特别重要的是各国实行全球都主张的语言

权17。因为有损于语言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偏见

是，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应该只有一种正式的

官方语言。以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名，执行削

弱语言多样性、主张单一语言的政策往往会

使语言多样性倒退。单一语言不符合各国实

际情况，据统计，双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一

半，不存在双语的国家很少。但承认语言权

利的程度还很不够。即使有的国家政策正式

提倡多种语言（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这样），

绝大多数语言，不管是享有“国家”语言，

还是“地方”语言地位的语言，在世界范围

内都处于附属地位。除了正式承认这些语言

外，还必须做语言描述工作，这是使它们能

变成工具的必要条件。在某种情况下，（如

中非共和国的桑戈语，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

国的班图语，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瓦努阿图

的比斯拉马语）这些语言在国家建设中起着

重要作用，对其进行语言描述和使其变为工

具的工作就显得更为紧迫。

长久以来，语言多样性被认为是妨碍发

展，这种观点还在世界许多国家盛行。至关重

要的是应承认语言多样性是人类的财富，而不

应该把它视为是障碍，应该把语言多样性和文

化多样性结合起来。现在，平均两个星期就有

一种语言死亡18。一种语言的死亡对所有人都

是一种损失，因为它表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文化的消失，也是世界一种表现形式，一种获

得知识和思想（这种思想往往是独一无二的）

的方式的消失。一些人推测，知识社会繁荣的

同时必然会加快语言消亡的速度，大大削弱语

言的多样性，这对地区语言、土著语言和国际

广泛流行的语言都是如此，这种想法是不完全

和错误的。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双语一般比单语

有更大的认知可塑性和灵活性。

面对崛起的知识社会的众多挑战、面对

人类需要保持思想宁静的挑战，要承认语言多

样性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和掌握知识的多种宝贵

途径，此外，鼓励各种文化间互相了解也有好

处，根据上述情况应执行什么样的指导教育体

系的政策呢？教科文组织认为，应该在各国教

育团体中提倡发展结合母语教育和其他多语种

教育的多语种文化。这种多语种的教育应该从

小开始，因为语言学家认为，11岁标志着“关

键时期”结束，也就是说，在11岁时，耳朵从

只是一个自然的听力器官变成了只能听懂民族

语言了。因此，在二十一世纪，必须提倡至少

是双语教育，在所有有条件的国家则应尽可能

进行三语教育，可以在一个地区，甚至是跨地

区大规模的交流语言教师和助教以推动这一政

策的执行。

知识的媒介语言

由于人文科学传递的经验的独特性质，它最

能促进语言多样性和推动母语的实践。但科技

知识就完全不同了，科技知识属于精确的自然

科学范围。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科技知识的规范化工作主要是由工业化国家来

做的，结果是工业化国家目前垄断了科技知

识。因此，欧洲统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确定了

知识的媒介语言的地域。但是在学术文献中，

占支配地位的欧洲语言的幽灵已大为削弱，

毫无疑问英文已在科学文献中占了支配地

位19。当然，在被称为“硬”科学的学科中，

科学知识的系统化已很完善，语言已变得相对

不重要了，某种语言取得霸主地位是保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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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科学讨论普遍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

是在社会和人文科学范畴内，英文的支配地位

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在此范畴内，如在哲学

或诗歌中，语言的媒介是十分重要的，是语言

构筑了这些知识，因此英语的霸主地位也就难

以解释了。一些专家认为，这种霸主地位甚至

会妨碍完成描述和分析的任务即阐明经验和解

释认知或论证的实践。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

体在做这些工作时，都是以语言作为支柱和材

料的。

反对削弱语言多样性、拥有防止本土语

言消亡的手段，促进广泛传播的大语种媒介语

言的语言多样性，这些斗争不是为一种怀旧

的、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而是认识到语言是

认知的基础、文化的媒介和知识社会的基本环

境，多样性是知识社会的财富和前途的同义

词。

网络空间的语言多样性

对网络空间语言多样性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争

论。一些人认为，有近四分之三的网页是用英

文写的，而其他人认为只有一半20。但必须注

意这些研究忽略了邮件、“讨论论坛”、数据

库或非公共网页。

国际互联网对语言多样性的威胁是数字

鸿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严重威胁了网络内

容的多样性，因为在读取网络空间的内容之

前，必须要经过四个阶段：存在一种是媒介的

语言；有书写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拥有一种

编码可以把这种书写语言输入网络空间；把语

言输入网络空间与已存在的软件相容。随着

新技术的出现，语言多样性的前途是否会突然

改变方向呢？实际上，好几千种语言都没在网

络空间中得到运用，这使以这些语言为媒介的

文化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了。造成这种情况的

许多因素中，应该指出，没有文字的语言决无

可能在国际互联网上成为交流的语言。而世界

6 000种语言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只能说而不

能写的。

在2000年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互联网使

用者已超过网民总数的50%，此后这种网民

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互联网拉近了不同语

言人群间的距离，西班牙语互联网的活力就

是最有力的证明。中国的网民数不久将超过日

本的网民数。关于各种非洲语言的情况，见下

面的框注9.6。另外，英文的支配地位并不一

定意味着网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例如印度就是

个例子。印度也是个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国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英文一直是印度次大陆的

媒介语言，现在英文又成了该国特殊文化的

媒介。

如果说，英文在互联网上的支配地位有

所削弱，那这种再平衡只是有利于很少数的语

种。某些技术，如列入网页的方法，搜索引擎

等会加强用得最多的媒介语言，因为这些技术

有利于被访问最多的网址。媒介语言小型“俱

乐部”的这种支配地位是英语霸主地位和互相

只能靠机器翻译才能沟通的多种语言网络间达

成妥协的结果吗？这是否是形成一个在语言方

面较为平衡的互联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知

识社会将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口头语言将失去

合法性，书面语言才有合法性，因为只有书面

语言才能在网络空间中找到一席之地。今天我

们能估量这种语言断裂必将成为尖锐的问题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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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和加强数字空间的语言多样性，应

该考虑在各个层面进行活动和干预，如2003年

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普及网络空间及促

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就是为了这一目

的。数字空间的语言多样性是“一个以知识为

基础的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该得

到国家、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鼓励。但是，

在国家政策和立法中要落实这一建议必须有两

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对非书面语言进行科学的

描述并予以标注。为此要强调：普遍使用统一

码21，这使某些小语种能得到更多的人使用；

网络内容产业对新的媒介语言的兴趣日浓，微

软公司于2004年夏天宣布决定把斯瓦希里语

版的办公室软件投放市场就表明了这一点。斯

瓦希里语是东非有五千多万人讲的重要媒介语

言。

多样性、翻译
和知识的分享

知识社会只有重申成果分享才能避开文化霸权

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的暗礁，在成果分享的基

础上，真正的多样性才有可能。这也是重申知

识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本质。因为知识社会

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只是科技信条在世界上获得

胜利，尤其是科技信条经常只是表达世界知识

经济中地位最高人士的观点。知识社会的特点

是透明、思想开放和求知欲强，因此应把此看

作是能提高以下的能力：提出疑问和否定被认

为是确定无疑的事。在知识社会中，应该通过

能宽以对人、对事，严以对己的办法来维护多

样性。正如1995年《容忍原则宣言》22所指出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使用互联网的人还很少，语种很多，国家一般都是奉行多种语言

政策，因此它们在倡导网络空间语言多样性问题上特别引人注目。

应国际语言配置法语网（Rifal）的要求，Marcel Diki-Kidiri最近就在非洲讲得最多的65种语

言在互联网上存在和使用的情况作了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和鼓舞人心的。调查固然证

明了英语在非洲网络空间中的支配地位，但也表明非洲一些语言在互联网中有所突破：

被选择的网站中（根据所研究的语言的名称），有7％是全部或部分运用这种语言的，

12％的网络中有非洲语言撰写的文章，19％有语言描述（音位、语法和词汇的梗概），

22％提供了相当好的文献。但是在被调查的65种语言中，只有24种被作为沟通语言来使

用，只有12种语言（南非荷兰语、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豪萨语、茨瓦那语、刚果

语、索马里语、卢旺达语、颇尔语、沃洛夫语、tsonga语和柏柏尔语）在两个以上的网

站中被使用。

90％的非洲语言是非书面语言，这大大减少了在互联网上被作为沟通语言来使用的可能

性。2000年巴马科会晤讨论了“互联网和发展的跳板”问题，正如会晤的建议所强调的

那样，尽管一些人对在网络空间中会更多使用非洲语言表示乐观，但要走的路将是漫长

的。

框注9.6 网络空间中的非洲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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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鉴于“目前直接针对民族、宗教和语

言上属于少数人群、难民、移民工人、移民

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宽容、暴力、恐怖主义、

仇外情绪、挑衅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反犹情绪、排斥、社会边缘化和歧视现象”以

及“针对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个人施加暴力

并进行恐吓的行为的增多”，必须促进“对我

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不同的思想

表达方式和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尊重、接纳和欣

赏”，并鼓励作为多元化源泉的“了解、思想

开放、沟通和思想、良心及信仰自由”。这样

的计划需要大家都有共同的价值观，而这又需

要有坚定的政治意志。

迈向翻译社会？

在上述情况下，知识社会能变成真正的不同文

明间互相理解，进行对话的社会。当然，互相

理解是不能自己产生的。Paul Ricoeur指出，互

相理解基于“翻译的奇迹”，翻译需要进行长

时间的工作，“在似乎是只有不同处的地方创

造相似处”23。翻译在一片喧嚣和混乱中引入

了和谐或理解、翻译不是使不同之处消失，因

为它不是生产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相等的东

西。翻译是文化多样性和知识普遍性之间最好

的中介。不存在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经长期

的工作，在不同的文化遗产和文明间进行交流

后会出现一种共同的语言。虚假的世界主义及

相对主义是不理解和冲突的源泉，为了避免这

些暗礁，知识社会应该是翻译社会。

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新技术的传播为这

条道路提供了最好的线索。今天，尽管机器翻

译尚有缺陷，但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应抓住机

器翻译所提供的机会来维护语言多样性。由于

缺乏资金，这一领域的研究曾经相当慢，但近

几年来，由于互联网市场全球化，这种情况有

所好转：一些产品可以用互联网的主要的媒介

语言，在网页上进行几乎是即席的翻译。在一

定时期内，有可能广大的网民都可运用可以预

见的机器翻译系统，这些系统甚至有可能被直

接纳入硬件，以便为专业人员所用，这有助于

网络语言更透明化。

资料来源
Ali (2001); Ammon (2002); Appadurai (2001); Bain 
(1974); Becerra (2003); Candelier (1998); Carneiro 
(1996); Chanard and Popescu-Belis (2001); De la 
Campa (1994 and 1996); Dietz and Mato (1997); Diki-
Kidiri (2003); Diki-Kidiri and Edema (2003); Dortier 
(2003); Echevarría (2001); García Canclini (1994 and 
2001); Goody (1977); Hagège (2000); Hamel E. (2003); 
Himona N. (2003); Hopenhayn (2002); Hountondji 
(2003); Leach (2002); Martín Barbero (2002); Monke 
(1999); Murthy N. (2001); Nakashima and Roué (2002); 
Omolewa (2001); Philipson (2001); Ramakrishnan et al. 
(1998); Ricœur (2004); Tu (2004); UNDP (2004); UNESCO 
(1945, 1960, 1970, 1972, 2000a, 2001a, 2003a, 2003b 
and 2003f ); UNESCO-ICSU (2000); United Nations 
(1992a); Van der Veken and De Schryver (2003); 
Wildhaber (2001); Yúdice (2002); Zerda-Sarmiento and 
Forero-Pined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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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否每个人都能在知识社会中立足，不

会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

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

或其他身份而受到区别对待？拥有知识的人比

缺少知识的人占有优势，独占知识的诱惑因而

更加强烈，或者知识将再次成为非常有杀伤力

的排斥原则？从十九世纪末起，有远见卓识的

人就已断言，知识的意志中存有权力意志。今

天，知识的重要战略意义已经在南、北半球国

家极度失衡的经济对比中得到充分说明，南半

球国家的“人才流失”既是不平衡的结果，也

是原因所在；而“秘密”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甚至在民主社会内部亦是如此（国防机密、工

业或商业秘密、协议秘密、机密报告或保密记

录），成为知识重要战略意义的另一个注脚。

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成为最宝贵的资源，

在二十一世纪，权力和利润的取得将日益取

决于知识水平。我们能否这样假设，对这种

已经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今后会不会展开越

来越激烈的争夺？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某些国

家会不计代价地将知识据为己有？将来会不会

爆发“知识战争”，就像以前曾有过鸦片战争

或石油战争一样？与此相反的是众人努力实现

知识的共享，而这需要思考，需要取得相互

理解，需要有敢于置疑固有的信条，或者是探

索未知和不排斥异见的能力，需要有合作精神

和团结意识。以前的知识社会大都建立在各种

排斥体制之上，绝大多数的知识为一小部分特

权阶层所垄断。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社会必须超

越这种精英观念，在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知

识”，以及知识社会的全民参与的前提下，进

入社会的人性化发展或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崭新

阶段。

从认知鸿沟到知识分享

知识是赋权和提高能力的源泉，是获得发展的

决定性工具，创建知识社会的雄心正是基于这

一信念。事实上，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

人力资本成为财富收益增值的主要源泉。而

且，知识同时也有助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

人性化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知识社会在全球的

迅猛发展是最不发达国家利用知识普及，缩小

与工业化国家差距的绝无仅有的机遇。

这固然是一个美好假定，但我们也注意到

两个事实，提醒我们要倍加小心。首先，我们

已经注意到，富国和穷国在知识领域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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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突出。发展中国家本身就知识贫乏，回过

来又进一步加剧知识的匮乏，形成一个恶性循

环。第二个事实是，全球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大

量信息或知识1能够通过主流媒体传播开来。

涉及到如何处理这股信息和知识洪流的问题，

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群体在信息的获取和理解能

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弱势社会经济群体不

仅难于获取信息和知识（数字鸿沟），对于信

息和知识的理解上也要逊于处于社会金字塔顶

端的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这种差距。所

以，与知识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

（知识鸿沟）。即使能够平等地获取知识，拥

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最终所掌握的也远较没有

受过教育或者只受过少量教育的人为多。知识

的广泛传播不仅没有缩小最发达与最不发达群

体间的差距，反而将其进一步扩大。是不是可

以说知识只能用于发展而不能用于追赶呢？这

样一来，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球上每一位

公民来说，发展知识社会的种种美好前景能否

真正成为现实？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谈到电信基础设

施的建设，研发潜力的发掘，创新在国民经济

中的重要作用，成人识字率和教育体系的质

量，以及收集数据或运用本土知识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能推导一个结论：每个国家在知

识的挑战面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在前面描

述的所有鸿沟之上，横亘着另一条巨大的鸿

沟，可以称作被全球信息社会遗弃者与“联

网者”之间的“数字鸿沟”，或者称作“科

学鸿沟”、“教育鸿沟”以及“文化鸿沟”2

（还有影响到某些特定群体，比如青年人、老

年人，妇女，少数民族，移民或残疾人的鸿

沟）。这里的断层就是“认知鸿沟”，它把能

够获取知识、参与知识共享的人群和被知识社

会遗弃的人群分隔开来。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与

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利用或知识掌握相

关的全部参数的综合指数（见框注10.1），对

每个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情况进行系统评估，

或许可以准确地描述认知鸿沟。

知识面前的

全球不平等

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

鸿沟。与国际商标和专利相关的统计数字最能

说明这一问题5。我们能够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是，知识产权领域的这种不平衡将会加剧工业

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平衡。第二个结

论是，同一地域内的国家在竞争力方面也有重

大差距。认知鸿沟因而是多重的：在南北的基

本差距之外还有南南或北北的差距6。国与国

之间在知识面前存在如此的不平衡有一个特别

令人担忧的后果：就是“人才流失”，不仅会

影响到知识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也会

影响经济转型期国家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因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新技术和研

究领域的投资不足，受人才流失困扰的国家有

一部分精英移民到科技发展潜力高、善于接纳

外国的优秀劳动力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

件的国家。在知识面前的不平衡不仅会继续，

还会加剧：我们发现，尖端知识非常集中的中

心地区和知识日趋稀少的周边地区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大。正如框注10.2所示，消除国家间的

知识差距绝非易事，最发达国家不断在扩大它

们的知识疆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还在继续流

失，暂时没人能看到尽头，发展中国家所追寻

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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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描述知识差距，必须能将其用可信的统计数据表现出来，能够加以衡量。在研究
复杂人类活动的演变时，指数是一个被优先采用的测量工具，因为它将各种的指标综合为
一个数据，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IDH）。

建立知识发展指数（Knowledge Development Index）是一国政府的工作，如马来西亚3；或者
由国际组织完成，如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4颁布的知识社会指数。建立真实且可靠的指数
绝非易事，因为知识是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偏差难以避免。

联合国发布的知识社会指数建立在研究知识社会发展专家详尽的分析基础之上。对分布在
三个主要领域或称为分指数的一系列指数进行综合后，产生惟一的分值。但这个工具的理
论优势也因而受到削弱，指数为求全面必须包含大量的数据。三个分指数组成了最终的数
字，对被研究国家的分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究竟是哪些因素，很难做出准确判定。而且，
建立这个指数需要大量的数据，因而只能对有条件提供数据的国家进行研究，其总数不超
过45个，其中只有一个非洲国家。所以，这种方法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出研究对象的真实情
况，这里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社会；同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难以用数字准确地表示
出来，这本身就是认知鸿沟的一种表现，对他们而言，指数方法可能没有什么作用（换言
之，知识指数的可行性首先取决于能够采集到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

马来西亚的知识发展指数由政府创建，包括基于四类或称四个分指数（信息基础设施、教
育和培训、信息结构、技术和研发）的25项指标。需要纳入的要素数量极为庞大，在建立
最终数字时很难确定各自的比例。此外，对分指数的检查表明，某些国家在每个分指标上
都取得几乎相同的得分，说明在要素选择上有重复现象，所以应当减少要素选择的数量。

对这些做法的研究表明，建立知识指数需要清除技术上的高壁垒。非统计专业人士有时会
错误理解指数含义，可能只是将其视作为对每个国家排定座次，进而进行评判，不能认识
到这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更好地了解每个国家，建立知识指数的工作所以变得更加艰
难。此外，这种误读还会产生更恶劣的效果，部分国家将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某些硬性参考
指标的分值，而不是努力解决某些被研究领域的具体问题（这些领域的指标自成体系，与
具体细目无关，分值较低）。建立指数的初衷是提醒注意那些亟需采取具体行动的领域，
对指数的错误应用不能掩盖这一点。建立有效的知识指数的确非常困难，但这些障碍不能
影响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决心，对知识生产、传播、应用、保存和治理的相关各方来
说，知识指数可能是最有用的工具。对知识指数的可行性研究值得继续进行下去。

建立这样一个指数应当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有坚实可靠的科学依据，二是要便于解读。
根据这两个要求，衡量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发展水平时，不能将其简化成一个单纯
的数字，而是需要以动态的形式展现，描绘出整体面貌。比如蜘蛛图（见框注10.3）就能
帮助我们在一张图表里理解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在世界银行的知识评价方法（Knowledge 
Assessment Methodology）里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使用者在分成7个大类（绩效、经济
制度、治理、创新、教育、信息和传播技术以及种类数据）的80个指标中自由选择变量，
生成自己的线型图表。

日本教育、文化、体育、科技部开发出一种创新指标的展示方式，颇有新意。每个国家对
应一个花瓶，一朵花和一个花洒。花瓶的大小象征着国家的经济绩效，花洒的大小意味着
研究和创新投入的多少，花的大小表示研究和创新体系的成果。这种比喻方式的优点是能

框注10.1 知识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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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同时体现出定量和更为定性的因素，比如被评估的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此类工具使
我们了解到，对创新的衡量没有绝对数值，必须将它放在特定的环境里：

必须在充分考虑知识活动内在的复杂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以指数形式衡量知识社会。知识
的某些基本领域，如本地或当地知识一直对经典的衡量方式提出挑战。特别需要指出，知
识指数不同于将国家或地区分配座次的做法：它应当包含在具体且可衡量的领域的进步，
还能指引前进的方向。

框注10.1 知识发展指数？

类别 部分 指标 日本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平均

投入

• • 壶
研究人员数量
（10 000人）

72,8 111,4 25,5 16,0 15,9 48,3

• • 水质
研发开支

（千亿元）
16,3 28,5 5,0 3,0 2,9 11,1

实业界与
学术界的
合作程度

• • 茎粗
实业界承担的
大学研究开支
百分比（%）

2,5 7,7 11,3 3,4 7,1 6,4

产出
• • 叶 (左)

专利申请数
（10 000）

79,2 220,6 60,5 25,9 40,0 85,2

• • 叶 (右) 科学论文数量 74 050 242 216 66 420 48 006 68 391 99 817

成就

• • 花瓣
技术出口值
（1亿美元）

102,3 380,3 28,4 23,2 62,3 119,3

• • 花心
高科技产品的出

口市值份额
13,2 25,5 10,0 7,1 8,7 12,9

参考

日本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教育、文化、体育、科技部的创新模型



第 10 章

171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从接触到参与：迈向全民知识社会

为弥合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在知识领域越

来越显著的差距，必须实施积极政策，促进和

传播知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同时还要根据

每个国家的情况（见框注10.3），按照不同的

优先级别，努力发展与知识的各种相互关系。

否则，这种知识不平等交换的经济有可能永远

继续下去。某些国家专注于知识生产，另一些

国家则应用别国生产的知识。这种解决方案蕴

含着过度“认知依赖”的风险，将会在依赖国

家中引发深刻的身份危机。在这样一种认知依

赖的原则上建立世界知识经济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知识首先应当有助于赋权和技能强化。

世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风险是导致世界分裂

为两种认知“文明”（一种建立在知识生产之

上，另一种建立在知识消费或知识应用上），

这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社会中应当极力避

免触到的主要暗礁之一。即使是已经转化为信

息的形式，知识也不能像一件已经生产出来，

并且“包装”好，随时可以使用的产品一样被

消费。认知内容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着

非对称的对立，只有当我们真正超越这种对立

时，知识社会才有可能成为每一个人服务的知

识社会。

乍一看来，探讨与知识相关的各个层面

同步发展的可能性近乎于乌托邦。但事实上，

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等于提出关于教科文组织

呼吁倡导的知识共享最本质的问题。在与国与

国之间相互争夺的稀缺资源进行交换时，知识

本身不会减少，所以有助力于建立国际收支平

衡或出超。这种源自重商时代的资源交换观念

可能确保某些国家在研究、情报和信息系统的

掌握上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领先优势，但它忽略

一个事实：创造力是世界上分布最均匀的自然

资源，而且是“可再生的”资源，只需要加以

保护和鼓励就可以让它充分释放。最发达和最

不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合作，这种形式的知识分

享能让全人类受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

合作能使认知文化的多样性在全世界范围内绽

放。这种合作和知识共享的方式特别重要，因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向工业化国家的世界中心流失已经成为影响世界范围
内的知识共享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于限制专业技术人员及其家
庭成员从东向西和从南向北的流动，同时在某些需要高素质人才的行业（如计算机、医学
专业）仍然大开绿灯，所以对人才流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国与国之间、专家网络之
间，应组织素质高、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士进行平衡流动，展开真正的合作。

这是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韦德在海岛8国首脑会议上（2004年6月）提出的建议，
旨在组织“人才的反向迁移”：“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财政支出或者接受援助
的方式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不幸的是，在他们结束学习和培训后，却被发达国家的经济所
吸纳。这种人才劫持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付出了经济代价，在它们的人
力资源使用计划上也出现真空。所以我建议由发达国家出资，从相反的方向，对非洲转移
专家，以这种形式进行补偿。”

框注10.2 阻止人才流失：韦德总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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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Sagasti 7 提议，我们可以在一张图上标出与一定数量的知识组成成分相关的发展程
度，借此描述某个特定的知识社会的发展面貌：

正如前面提到的马来西亚“发展规划第三稿”8所指出的那样，这张图还可以绘制得更加复
杂一些：

框注10.3 向知识社会的多层面发展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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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图形强调了知识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包括定量以及定性层面（各个不同方面或多或
少地平衡发展）。

便于进行下列几种类型的研究：

— 使我们比较容易发现知识各个不同组成部分比较均衡的发展特点

—  Francisco Sagasti提出，这些图形能够确定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他认为这些不同时
期构成向知识社会演变的各个阶段：

框注10.3 向知识社会的多层面发展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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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帮助我们以历时性的方式查看知识发展各种可能的模式，无论是在发达国家
（爱尔兰），还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加纳），或者处于追赶阶段的新兴发达国家
（巴西）：

框注10.3 向知识社会的多层面发展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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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Georges Sciadas, Monitor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beyond, UNESCO/Orbicom, 2003 (mise à jour 2005). 
On se reportera en particulier à cette publication pour davantage de détails sur la méthodologie utilisée.  9



第 10 章

175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从接触到参与：迈向全民知识社会

为它使最不发达国家能够以完全独立的身份加

入到知识社会的发展浪潮中，这在现在还不多

见。

知识社会的认知鸿沟

及其扩大

认知鸿沟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不可逾越的障

碍吗？我们能有充足理由相信，新兴的知识

社会为我们带来更加美好的前景吗？知识

经济的特殊性让我们依稀看到希望的所在。

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最发达国家，就必须

在真正获得增长后，将增长收益再投入到知

识生产能力（或“认知潜能”）的提高上，

大多数东亚国家和许多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样

做的。知识上的“差距”其本身并不是缺

陷，反而可以成为技能提高的动力10，正如

教育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展示的这样，教育

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为教师与学生存在着

知识的不对等，至少在初期如此。知识差距

（knowledge gap）中蕴含的动力是激励发

展的一个源泉，因而可以成为缩小知识鸿沟

（knowledge divide）的一剂良方。然而，

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发展中国家大幅

增加投资，打造真正的认知能力，创造有利

于知识交流和共享的条件（良好的治理，言

论自由等），应用好本地知识。具备这些条

件，南半球国家才能有朝一日在知识市场上

真正获得竞争力（见框注10.4）。还有非常重

要的一点，它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做出努力，

削减非生产性支出，在预算分配上做出大胆

的抉择。国际社会特别是最富裕的国家也要

同意做出新的增进团结的努力。

知识社会中的妇女

对妇女在知识社会中的作用进行细致深入研究

后，揭示认知鸿沟的另一个特征：认知鸿沟加

剧了社会内部本已存在的不对等现象。男人和

女人在知识面前理应是平等的，果真如此吗？

知识社会的普遍主义理想在日益严重的“性

某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启发我们深思：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愿，建立知识社会并不只
是富国的专利。例如，博兹瓦纳1980年代在教育领域取得的进步远远超出其财政收入所对
应的水平。我们还可以举出印度喀拉拉邦的例子，其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九十九分之一，
但它的高质量的研究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在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上排到全世界第
8位。在教育方面，喀拉拉邦的成人识字率2001年达到总人口的90.9％。同样，我们还可
能从秘鲁Villa el Salvador市的例子中得到启迪。这是1971年产生于利马郊区的一个贫民窟城
市，约有400 000名居民，该市采取非常坚决的行动，致力共同发展，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
行扫除文盲运动：1998年，90 000名6到16岁的儿童被送到小学或中学就读，该市还有10 
000名大学生，在本地或利马的大学读书。

框注10.4 南方国家也能抓住知识社会迅速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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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平等的现实的面前，似乎遭到沉重打

击。学习型社会最初的承诺已经变得非常虚

幻11，这里，“中性个体”能够在虚拟的城邦

广场上进行对话，交流知识。现在，占上风的

反而是认知科学领域的众多研究成果，它们强

调的是性别特征如何影响认识和沟通的方式，

叙述身份的多重性无疑丰富了我们的认知模

式。但是，传统认为只能由男性或只能由女性

从事的工作，其所需要的大部分技能事实上并

无区别：难道不是男女间的社会文化不平等为

在知识面前的不平等制造条件吗，与认知上的

差异其实并无关系。应当如何看待，男女不平

等的日益加剧只是过渡性的，还是知识社会创

造的条件就不利于两性平等？

性别差异和认知鸿沟

两性平等是知识社会兴起后需要直面的主要挑

战之一。如果知识社会将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

的人口拒之门外，它还能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共

享的社会吗？联合国组织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

界会议（1995年于北京召开）在认清知识和新

技术的作用、广泛动员、赋权和妇女投身世界

知识经济浪潮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特别

是对发展中国家妇女来说。但是，贫困、性别

歧视、文盲、语言障碍、缺乏基础设施和信息

技能不足严重制约妇女进入世界信息社会，获

取必需的知识和数据，参与新兴的知识社会。

知识社会的发展前景充分显示出这些问题的严

重性：妇女需要获取新技术，还需要获得受教

育、进行科学研究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妇女在继续接受教育上存在一定难

度，这又加重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全世界

785 000  000名文盲中，近三分之二是女

性。 12在这一方面，男女间的差异在阿拉伯

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和西亚国家

特别明显。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妇

女们受到不少社会观念和习俗的阻挠，不能

接受教育、贷款、就业和从事经营活动。工

业化国家也是如此，但比例相对较小。在知

识面前的性别不平等几乎在各个社会中都存

在，程度不同，根据工业化水平其表现形式

也有所不同。在新技术领域发展比较迅速的

国家，妇女受教育、工作和接触多媒体工具

的机会似乎能够得到保证13，尽管在大学的某

些学科或者行业，如科学、工程或商业领域

里男女比例还是非常悬殊。有研究表明，林

林总总的无意识歧视始终存在，比如妇女生

完第一个孩子后就业面变窄，决策者不愿听

取妇女的意见。妇女们有时不愿接受这种形

式的隐性排斥，往往只能选择加倍努力，来

回应自己所遭受的歧视。

如何建立知识面前的

男女平等

为使妇女在知识领域享有与男子真正均等的机

会，妇女不仅需要能够接受普通教育，还要接

受与新技术相关的专门教育，特别是在男性占

有明显优势的社会。事实上，掌握技术工具是

最基本的要求，特别是在教师或文献资源稀缺

的国家。此外，对妇女进行新技术教育能够为

她们实现财务独立提供捷径，因为新技术使远

距离从事各种工作（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在

妇女传统上倾向呆在家里的国家，新事物正是

在这一方面展现光明的前景。同时还应增加科

学和技术领域的女大学生和女学徒的数量，在

知识社会尤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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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知识社会的飞速发展为妇女改善

条件提供新的机遇。事实上，在以前男权占

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妇女很难进入知识殿堂，

通常只是呆在家里，她们在知识领域的作用局

限于抚养孩子，妇女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够获

取信息和知识呢？在知识社会里，电话、电视

或因特网可以将信息直接带到个人居住地。对

妇女而言，家庭居所成为可以享有更多自由的

地方，伴随着教育水平的进步，还能够在每个

人的一生中不断提供新的机遇，对男子也是如

此。

合作社或小额贷款的实践对妇女自主也

起到激励作用。这些做法促进发展中国家实践

教育的发展，但其成败还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

主程度，及她们在运用自己的资源方面积极性

有多大。新技术方便妇女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

来，可以使妇女们走出相对封闭的环境，也能

使男子更好地理解妇女的境遇。不同背景和不

同视野的妇女聚集起来，开创一条通向新式团

结的道路：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分享经

验。

知识社会的妇女境遇

前景如何？

为促成社会和文化转变，以消除妇女受到的歧

视，男子也应与妇女一同考虑定位问题，即

知识社会构建在摒弃性别偏见、拒绝无知的

基础上，在这样的社会中男女各自占有怎样的

地位。如何对待残留的歧视现象，政治上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鼓

励措施，平等形式或积极歧视措施（平等权利

法案）吗？知识在妇女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赋予她们在知识社会中增加自主性的新的

机遇。如果妇女们在接受新式认知工具时表现

更主动一些，远程办公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对于夫妻两人都工作的家庭，远程办公可以避

免其中一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妇女，被迫停止

任何形式的职业活动。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参与知识经济的程

度越高，追赶的节奏就越快，知识鸿沟缩小得

也越快。在工业化国家，妇女融入得越成功，

在将来几十年里就能更好地解决多方面的问

题，比如缺少专业人才，工作与家庭生活如何

调和。知识社会为改善妇女的境遇所要迎接的

挑战可以概括为：只要不能保证妇女同男子一

样，享有普遍的、平等的获取知识的权利，就

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知识共享。社会欲求发

展，社会内部的民主欲求完善，推动男女两性

平等至关重要。所以，妇女参与知识社会发展

的程度将是一个基本指标，借以判定知识社会

的其他承诺是否有兑现的可能。

普遍获取知识：

知识分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男女两性在知识面前的不平等是认知鸿沟的重

要例证，而认知鸿沟的存在说明知识社会自

身具有排斥的潜力，知识社会的发展随即简化

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经济的扩张，以及旧有

的社会阶层划分模式的扩大复制。最发达国

家有利用其领先优势的倾向，只能导致最贫

困国家无法获得诸如医学和农学新知识之类

的“知识原材料”，营造出特别不利于学习的

环境。“普遍获取知识”因而应当继续作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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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知识社会转型的支柱。只有在产权所有者

的权利与知识内容使用者的权利之间，以及在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与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或

信息）之间找到平衡点，普遍获取知识才能

得到有效推动。基于这一出发点，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致力于“推动以教育、科

学、文化为目的的自由和普遍获取公共领域信

息”14，为此，在2003年通过“普及网络空间

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15。此信息

和知识的公共领域，无论其性质和确切的范围

如何，首先要保证每个人都能不受歧视地访问

公共领域的内容，目前还远非如此。在以赋权

和全民发展为坚定追求的知识社会，公共领域

有助于开发人力资本和创造力。国家扮演重要

的角色，尤其是涉及到辨别和推动公共领域的

信息和知识矿藏，或将公民感兴趣的公共文档

发布到政府的网站上。

知识：共同公有财富

无论我们从知识经济的整体迅速发展中受到何

种益处，知识都不能与市场上其他任何一种

可交换或可买卖的物品相提并论。事实上，

知识呈现两个显著特性：非竞争性和一旦知识

产权保护期结束后即具备的非排他性。第一个

特性即托马斯·杰弗逊揭示的知识的属性，一

个人对于知识的使用并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

第二个特性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

已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保尔·萨缪尔森的研究，这是“公有财

富”的两个属性。因而知识在本义上没有排他

性的产权：能够进入产权体系的只是某个观念

的表现形式或某一项发明，而不是构成此观念

表达形式的据以阐发的事实，或发明诞生前的

诸多思路。换言之，只有以信息形式表现出来

的知识才能受到产权保护，尽管在区分知识本

体和它的表现形式时有诸多困难。

作为一种取之不尽可供全人类使用的公

共资源，知识本身即便不是一种“全球公有

财富”（见框注10.5），至少也是一种“共同

公有财富”16。因为知识不仅不能像其他物品

一样成为交易物品，而且只有在与众人共享时

才有价值。很久以前，共享和共同拥有体制下

的拥有模式便得到法律形式的确立。所以古罗

马法也对物体作了“共有物”（共同所有，依

据法律交由公众使用）、“无主物”（本质决

定其没有所有人，供大家使用）和“公有物”

（由共同体全体成员所有）的区分。信息只有

在刚出现且不大为人所知时才有价值，知识则

不同，本质上是持久的：知识随着时间、公共

化进程以及共享范围扩大不断得到积累和丰

富。借用一句非洲谚语：知识宛如爱情，与人

分享才能不断壮大。

知识共享是知识社会核心价值和核心实

践的基石；共享知识不能像分配战利品一样，

作为一个整体分发下去。知识共享也不能简化

为知识或技能的一部分，每个人靠掌握一部分

知识或技能占据自己的一块专业或专长领域。

知识的进步需要所有人的合作。最新的想法如

果不是在对驳斥过去认为是定论的知识上诞

生，通常在以前的知识上萌发。在网络化社会

中，交换和共享的可能性无限增大：此类社会

构成特别利于知识的环境，首先，它们提供在

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兑现的承诺，能够普

遍获取知识的具体条件。在新兴的知识社会

中，共享精神应与开放性和好奇心这样的价值

相互伴生。然而，在因特网上蓬勃发展的新型

网络社交是水平而不是按等级次序的，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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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动和共享。我们有理由设想，在知识

社会中，不仅可以通过竞争甚至是必要的争夺

模式来发展每个人的认知能力，还可以遵循一

种为共同利益展开合作的精神，科学研究领域

的“合作”模式以及信息工具领域的“开放源

代码”软件都是很好的例证。

这种共享与合作的精神似乎与知识经济

中公司间相互竞争的现实条件相去甚远。但

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交易成本的

降低，从在同一个共享团体内部的交流和合作

开始，到最后出现新的生产组织形式17。网络

化社会倾向于向非常自由的合作组织模式提供

便利，在此类模式中，由网络结构本身创建对

共享过程进行集体控制的条件。做出加入知识

共享的决定之前，需要首先达到某些条件，最

基本的一条是，加入共享团体的个人能够充分

信任其所交换的信息，没有“失去控制”的感

觉。目前有这么一种强烈倾向，推动大幅缩小

公共领域，需要重申，正是这种知识共享的理

念和实践可能是惟一能够在保护产权和推动属

于公共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中间找到平衡。

获取科学知识

从科学知识是“公有财富”的原则出发，可以

得出科学数据和信息应该以最广泛和最可能被

获取的方式进行传播的结论，其社会效益与能

够共享知识的人数成正比18。

在对信息和传播技术进行的研究之中，有

一些在促进科学数据和信息的普遍的获取方面

有着广阔的前景。其中，GRID（信息与数据资

源全球化）网络可以使人们共享因特网上的计

算机的存储能力（见第六章），而万维网只能

共享信息。仍然存在一些“看不见的壁垒”：

高价政策、技术基础设施的缺乏、限制性的知

识产权制度等等。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成为受

害人。但是这也涉及整个知识界，因为科学越

来越依托于国际合作。

很多科学工作者因此担心科学数据和信息

过度私有化和商业化会压缩公共领域并且威胁

到对公有财富的自由获取，同时损害“共享知

识”的传统伦理。而且有可能导致丧失国家层

面和国际层面上的科研机会。例如，人类基因

组的研究如果商业化，医学研究会取得怎样的

结果呢？1980年代这个项目由美国政府发起，

到1998年，这个项目开始面对另一个由私人资

助项目的竞争，这时英国的非营利性基金Wel-

lcome Trust 信托基金介入并与美国政府联合大

幅度提高该项目的投入以至于Sanger研究所

（由美国政府支持）得以完成组成人类基因组

的30亿个“字母”中的三分之一的解码工作。

今天，科学界可以自由地获取全部基因序列。

数码技术和知识产权带来的新商机受到持

续追捧的同时，人们对保证使所有用户受益的

对公共领域的科学数据和信息的自由获取的必

要性反而很少关注，而这种必要性却是至关重

要的。

另外，研究者对于以数码形式提交的研

究成果的保护越来越困难，因为人们总是很容

易就可以不受任何控制地接触到这些成果，所

以研究者们要求加大对因特网上的信息的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那么保护的界限应该如何界定

呢？如何在避免对商机的不当限制和对作者合

法权益的过度保护的同时推广并保护对科学知

识的公共获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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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公有财富供应能否超越国家范围？全球公有财富是否存在？1999年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出版的《全球公有财富：21世纪国际合作》一书旨在阐明此类全球公有财富。
作者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供众多环境、卫生、教育或文化财产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
行。“全球公有财富”的概念也带来诸多问题，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公有财富会
引发如此激烈的辩论。

“全球公有财富”概念引发的问题

所谓全球公有财富是指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都能受益的产品、服务或资源。
对这些财产的性质及其涵盖的内容均有许多不同观点。当我们提到全球公有财富中的臭氧
层、气候或生物多样性（环境财产）、因特网、教育服务或世界遗产，甚至和平、健康、
安全或知识时，说的都是一回事吗？

此外，对于全球公有财富这个概念本身也有两种不同解释，分别对应两种对立的全球治理观
念。一种观念将国际范围公有财富供应视作填补市场空缺（自然垄断、负外部效应等等）的
手段：由此来看，政府实际并无必要介入，完全可以通过代理签署协议，或外部效应市场
（如《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排放权市场）、调节机构（公共或私营）或其他资源集体管理形
式来保证全球公有财富供应。这种方法的前提是系统能够为参与各方立即带来利益，动力源
泉。另一种方法强调全球公有财富的政治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其所要求的几
代人对资源的管理。由此出发，是政治决策和集体选择定义全球公有财富的范畴，所以我们
在全球公有财富中既能找到水、空气，也能找到生物多样性、国际安全以及和平等等。

全球公有财富的问题涉及两大国际挑战：全球治理，暗示着全球政府的假设，无论采取何种
形式，应当负责供应公有财富，以及国际范围内商品和非商品经济的边界问题，管理此类财
产的前提的公共和私营参与者采取国际集体行动，以及独立代理机构进行调节。

但许多专家批评全球公有财富的设想。某些分析家指责其过多被用作辩论的工具，与参与者
的现实行为有一定差距，掩盖了国际冲突或武力对抗的现实。另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是供应财
产的投资，据估计，可能达到每年3 000亿美元之多，大约是目前发展援助金额的六倍。

某些知识可以被视作全球公有财富吗？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兹为《作为全球公有财富的知识》一文撰写
做出贡献，此文由开发计划署出版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的辩论，即能否将知识归于全球
公有财富。当然，知识非常吻合公有财富所具有的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知识
社会中，澄清知识共享的理论和实践方式的必要性在这种解决方案中似乎找到一条出路。但
某些专家认为，知识是一个汇集太多不同现实的概念（既包括受产权保护的发明，也保护教
育体系的运行，科学研究能力，实践或技术诀窍），以至于无法满足定义全球公有财富的经
济标准的要求。此外，教科文组织一直坚持认为，不应仅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考量教育服务
的供应，因为教育不是一般的商品。

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在思考最不发达国家在知识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时，
考虑某些知识能否被视作全球公有财富。世界银行1999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知识服务
于发展》强调，国际性的公有财富供应（国际公有财富）有助于减少知识面前的不平等。
报告援引了咨询集团为支持国际农学研究，赞助世界“农学研究”项目的例子，使用公有
财富资助绿色革命。

框注10.5 某些知识可以视为全球公有财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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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于1996年通过了一项数据库保护制

度，该制度借助于一种独特的制度，把对原

创数据库进行版权保护的制度扩大到“非原

创”数据库。但是，欧盟关于数据库合法保护

的政令还是个案。由科研机构组成的国际科学

联合会理事会（科联理事会）不对这项法令提

出了严肃的保留意见。

大多数数据库和档案库都是由北半球国家

创建并且在这些国家落户。2001年，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的数据库大概只占全球现有数据

库的0.2%。正如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和罗萨里奥

大学的Clemente Forero Pineda教授所指出的，

现在对数据库的日趋严格的保护的趋势如果继

续下去，将限制人们获取科学信息，并且降低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

面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一些国家的立法

者建议，在国际范围内引入这种与传统的通过

专利证书和版权证书进行保护不同的、独特的

数据库保护新形式，科联理事会以及它的科技

数据委员会（CODATA）共同创立了“数据和信

息特别小组”。2000年6月，该小组提出了一

些促进自由和全面访问教育和科研所必需的数

据库的基本原则（见框注10.6）。

某些政府机构对科学数据和信息的获取实

行高价和设置其他限制成为科学界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担忧的另一个主题。

因为这肯定会抑制为公益所做的研究，

而这种研究可能会产生对国家、地区和世界至

关重要的知识，比如在气象学领域。诚然，所

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都要付出成本，但是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成本经常表现为禁止性

的。如何使成本贴近用户（以保证信息可用）

并且同时保证创作和传播条件可以吸引必要的

投资呢？实行优惠价是一个方法。很多出版商

对通过电子形式以优惠价甚至免费在发展中国

家发行他们的作品都很感兴趣，比如卫生领域

研究网络计划（HINARI）（见框注10.7），还

有英国医学日报（British Medical Journal）在科

学和教育方面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用户也是这

么做的，前提是他们的版权得到严格遵守。

和私人出版商一样，专业的科学社团和协

会也寻找自由获取和经济可行的最佳平衡点。

某些专业社团和其他集团实施了自由获取模

式，而大多数仍然倾向于更具保护性的办法。

科学工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他们应该加入

到对政策的讨论中去以便他们对涉及整个科学

界的问题的意见被听到。这种意识引导他们积

极准备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同时，科联理

事会还提出了一定数目的建议，以回应前面提

到的欧洲保护数据库制度（欧盟委员会2002年

启动）。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属于公

共领域的知识推广之间找

到平衡

如前所述，对知识的共享还远未使其所有权失

效。很多专家认为，鉴于最近的诸如著作权或

者专利保护措施的加强，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使

各种形式的盗版作品更易传播，盗版数量不断

增加。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

的推广之间找到平衡是很重要的。在全世界，

新的数码技术大大地改变了内容复制的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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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所进行的投入。通过研究和教育，科学工作者们促进知识的创造和
传播。这可以对各国人民的福祉和各国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科学是我们对未来的重要
的公共投资，是一项可以带来丰厚回报的财产。

科学进步要求完全和自由的获取数据。为科学和为公众服务的最好方法是提供研究和交流
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该尽可能少地为分析数据的获取设限。自由和完全的获取数据的
传统使我们得以在知识方面取得突破，并且取得经济和公共政策方面的进步。由某个个体
或者某个组织来掌管对自然事实的获取或者自称是其主人的思想与科学是格格不入的。

通过商业模式对数据进行获取既不适合科研也不适合教育。科学是集体性事业而不是竞争
性事业。任何个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收集到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所需的全部信
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并且产生社会效益，我们需要采取鼓励数据交流的举措。鉴于科
研经费的紧张，对数据的共享只能在价格能够承受时才有可能。如果数据表面上是用于科
学研究而实际上价格奇高，这就等于对它们的获取被拒绝。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工作者
们遇到的实际问题。

数据的发布对科研和传播知识是至关重要的。科研成果的可靠性取决于支持该成果的数据
发布以及这些数据是否可以使科学界的同事再现该科研成果。在数据发布方面受到限制或
者被迫从源头重新推导时，科学工作者促进知识进步的能力就会被削弱。

数据库所有者的利益应该与社会通过信息自由交流所取得的利益相平衡。要考虑收集数据
时的巨额投入，也要衡量这些投入所体现的社会效益，数据必须服务于最广大的用户。为
了各种目的收集的数据可能对科学有用。法律基础和社会态度应该促进人们找到数据的个
人权利和数据共享所代表的公益的平衡点。

立法者应该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对科研和教学可能产生的影响。著作权平衡的现状虽然
仍然不尽人意，但是它还是促进了科学的充分发展。同时出版业也得以蓬勃发展。任何
新的立法都应该找到平衡点，同时保证对科研和教学需要的数据进行完全和自由的获
取。

框注10.6 科学理事会和科技数据委员会为促进数据完全和开放获取的基本原则

性质，一个简单的“点击”今后就足以完成所

下载的数码内容的完美复制，而阅读它甚至仅

需一个临时的复制件即可。另外，从Napster事

件开始，人们每天看到更多的点对点连接软件

的涌现，内容创作者的权利和生产、传播其作

品的文化产业的权利都受到侵害。1996年修

改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1995年在

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系列框架协议下谈判签

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都将创作

者的利益置于比使用者优先的位置。对于著作

权的保护期限扩大了20年（现在是作者去世后

70年，而不再是50年）以便保护权利所有人

的利益。关于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

动，见框注10.8。另外，还创立了新的知识产

权权种（比如在欧盟，使数据库“可访问”的

权利）。最后，还有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发展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或称DRM），这只

是部分例子而已。我们同时看到知识产权的经

营方式也有新发展（实行按使用收费或者下载

软件必须接受不可转让的证书）。这种演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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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个国家知识产权的特性在不同国家表现为

不同的形式。

这种不平衡甚至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的初衷。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初衷是鼓励知识

的创造、生产以及革新，同时确定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期限。在这个严格的期限内，作者享有

创作所应得的报酬；这个期限结束后，创作的

著作权归于消灭，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以便公众

从中受益。从经济角度看，知识产权通过赋予

框注10.7 促进在线低成本获取科学数据和信息的若干革新性举措

科研信息支持计划（PERI）由国际科学信息获取网（该网络由教科文组织和科联理事会在
1991年建立）制定，提供低收费的对8 000多个期刊和数据库的在线全文访问服务。PERI的
在线服务促进了对地方研究成果的获取，同时促进了研究者、出版商、校阅者、图书管理
员等的因特网发布技术培训。在线非洲日报（AJOL），由科学出版物交付使用国际网络
进行管理，读者可以通过因特网访问50多种非洲出版的期刊，对文章的电子版提供链接
（如果电子版存在的话），同时提供文件复印件的交付服务（www.inasp.info/ajol/）、
（www.inasp.info/peri/）。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领域研究网络计划（HINARI）研究成果访问计划，授
权的公共机构可以享受对2 000多种重要的生物医学刊物的廉价和自由的访问
（www.healthinternetwoek.org） 。

电子期刊交付服务计划（eJDS）由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和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CIPT）负责运作，通过电子邮件向在发展中国家的机构中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发布科学文
章，这些国家的带宽不足，从因特网下载资料比较困难（www.ejds.org）。

非洲论文与专著数据库（DATAD）在2004年1月由非洲大学联合会启动，促进在线访问非
洲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与专著作品。该数据库成为对在非洲进行的研究的质量的控制工
具，因为其他研究人员会检查其内容，并且发现研究空白，避免重复研究。DATAD最初将
包括1990年以来进行的研究的电子版。第二个阶段将加上1980到1990年已经发表的研究
作品；第三阶段将包括1980年以前的研究成果。

托勒密计划是多伦多大学国际外科手术办公室和东非外科医生联合会（ASEA）的成员合作
的成果。它是一个简单的模块，将已经存在的用户社区和大型的大学图书馆连接起来。同
时提供对卫生领域内的高质量电子信息的接入和一种评估其对参加者影响的评估机制。托
勒密计划恰到好处地为非洲的外科医生提供实用和贴切的内容：对他们的工作有立竿见影
的正面影响。它也是一个简单、实用和可复制的模式，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和提升东非地
区诊所的教育和研究能力。

开放存档计划（Open Archives Initiative）是电子印刷档案网络协议的讨论和协商调整的
论坛。它致力于使该协议在国际上被接收并且实现允许突破国家界线的多机构和多学
科进行访问。这些协议保证各种电子印刷档案能够进入互动领域，以便在任何一台计
算机都可以访问任何一篇文章，效果就像各种资料均由同一家虚拟的公共图书馆保管 
（www.openarchives.org）。

http://www.inasp.info/ajol
http://www.inasp.info/peri
http://www.healthinternetwoek.org
http://www.ejds.org
http://www.openarchiv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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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线农业研究系统（AGORA）是一个新的举措，其目的是为某些最贫穷国家的生物
学、环境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其他科学工作者提供自由和廉价地对食品、营养学、
农业和相关产业信息的访问机会。AGORA提供对400个这些领域的大型期刊的访问，希
望在低收入国家长期地提高研究和农业培训的质量和效率。该方案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康奈尔大学曼氏图书馆、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和美国国际
开发署（USAID）的支持。

教科文组织的CD-ROM盒虚拟实验室由教科文组织创立，并得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帮助。
它通过软件创建虚拟实验室，以免费提供信息和相应的工具。它为了使发展中国家的科学
工作者能够在简单的虚拟实验室里操作 （www.unesco.org/webworld/portal_freesoft/software/
virtual_laboratory ）。

可访问科学著作的公众科学图书馆（PloS）是科学和医学的非营利性机构，其宗旨是使国
际科学和医学资料成为免费的公共资源。公众科学图书馆是电子和因特网出版机构，是
可以创造包括已经发表的完整文件和数据的公共科学图书馆，无论何人何地均可自由接
入。它提供快速、无限地对思想、方法、科学成果和结论的访问，这些资料可能加快科
学和医学的进步，并且很快取得公共知识研究的效益。为了发挥这个潜力，缺乏将出版
成本作为研究项目融资的最后阶段的商业科学领域出版新模式。公众科学图书馆与科学
工作者、他们的社团、其他出版社的融资机构共同努力，总有一天会成为免费访问所有
的已经发表的文章的资料库，并且会提供促进科学工作者和公众使用的档案资料的工具
（www.publiclibraryofscience.org）。

2002年，印度Personnel de Seth G.S. 医学院和孟买K.E.M. 医院的季刊--《医学研究生日报
（JPGM）》与出版免费访问期刊的“国际生物信息”联手提供电子出版服务。国际生物信
息和这家期刊的合作树立了榜样，发展中国家的期刊可以从廉价的技术共享中获益，并且
更加开放对他们的内容的访问。

临时的专有权使创作者收回最初的知识投资成

本。这足够鼓励创新，因为它使第一个进入该

市场的人获取了增值。知识产权同时向消费者

提供质量保证，使他们可以相信这些被赋予权

力的产品的质量。但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

是为了保护而保护：它只是一种激励，这种激

励应该鼓励创作者和传播者创造更多的知识。

公共知识领域的存在对于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得

到鼓励的知识创造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

每个新的知识创作者从中汲取共同的资源。而

过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推

广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自动地促进革新：

开放源代码软件或者创作共享19软件的成功显

示，所有制之外的其他经济解决办法也可以取

得丰硕成果。

发展的迫切需要呼吁在知识产权领域“合

适”的解决办法，知识的生产者一般不表现

为特别的保护色彩，除非其事业已经步入正

轨，而在他们的成长期、创新的研究期、消费

知识阶段，他们更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保护知

识公共领域的存在。在发展方面没有“标准尺

码”。因此应该始终良好地衡量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和国际标准对最贫穷国家的影响。全人类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portal_freesoft/software/virtual_laboratory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portal_freesoft/software/virtual_laboratory
http://www.publiclibraryofsci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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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其目的之一是为“以词汇和图像表达的思想的自由流
动”以及“使各国人民都可以获取各国人发表的内容”提供便利。为此，该组织鼓励国家
间在各个知识活动领域进行合作并向相关国家推荐相关的国际公约。它还鼓励各国政府采
取措施以促进文学、科学、音乐和艺术作品的生产和创造。作为鼓励创造和革新以及发展
文化的重要手段的著作权保护也是在该组织成立之初的任务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遵守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
尔尼公约》的保护标准上力不从心，该公约是在著作权保护方面最早的国际工具，教科文
组织当时受命起草一个使不同法制传统的国家享受知识产品的国际保护的国际性公约。著
作权国际公约于1952年通过并于1971年修改，它通过创立共同的法制目标以及促进对创
作者权利的尊重和促进作品的国际流动，特别是促进以教育为目的的国际流动，使得对著
作权的保护扩展到国际范围。

今天，信息和传播技术大大地改变了作品和服务的流动条件以及对受保护的作品的获取和
使用方式。创作者、社会和受保护作品的使用者的关系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1996年通过的因特网协议实际上促进了著作权和其他权利的改善的话，目前的
情况还是任重道远的。作者、艺术家-表演者、文化产业、集体管理社团和接入与服务供应
商、书商、科学工作者、消费者、政府、立法者和国际组织在实现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立
知识社会的有效的司法框架前还有不少路要走。这个重要和紧迫的任务需要辅助于对消费
者的教育，特别是对年轻消费者的教育，以便推动对那些运用创作性才能为全社会的科学
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的权利的尊重。

著作权根植于这样的观点：对创作作品及其作者的保护所获得的利益和保证公共利益以及
基本的自由互相平衡。这种平衡会得出著作权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推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
以及文化的传播。教科文组织承认在电子环境下使用作品和演出时保证权利人和使用者利
益的适当平衡，这种使用限于以满足教育、科研、图书馆、信息传播和视力差的人的需要
为目的。

在这种环境下，教科文组织的政策在于鼓励成员国不仅仅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制
定有效的著作权保护政策，还要促进对知识和信息的全面的合法的获取，以促进科学的进
步和教育的普及。

框注10.8 教科文组织与著作权的保护

只能在更加密切的南北合作中找到利益，南北

合作中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且考

虑到知识产权对地方创造者和发明者的激励

（动员）作用。

因此，如果人们希望知识社会的发展使

最大多数的人获益，保持知识产权保护和发

展公共知识领域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20。这种

平衡不能演变为内容生产者和使用的对立，或

者知识领域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间的对立，因

为这样会成为“总和为零的游戏”并且各方的

利益都不能趋同。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正如

JAMES BOYLE所推荐的，评估采取新的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对知识环境的影响。利益和解的努

力应该实现知识在三个产权领域的平衡发展：

现有立法框架内私有部门临时拥有的所有权的



186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保护领域、公有部门所属的领域以及最终全球

都可以进入的公共领域21。

促进对公共领域知识的

普遍获取

正如“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

建议书”中强调的，信息或者知识的公共领

域是由“公众可访问的信息组成，对这些信

息的使用不应损害任何合法权益和任何保密规

定的。它因此包含了任何人不经授权即可使用

的作品或者邻接权客体，比如国内法或者国际

法没有实行保护，或者保护期限已经失效的作

品。它还包括政府和国际组织产生的并且自愿

向公众提供的公共数据和官方信息”。因此，

对知识的占有问题和扩大公共领域的问题对广

大的公众并非真正存在，因为大多数的可以作

为人类发展工具的基本知识都属于公共领域，

比如数学、水的沸点、电流的特性和医学的基

本知识。知识的占有问题只是在随着全球知识

经济出现的国际竞争中才成为真正的热点。但

是，对公共领域知识的普遍获取，即使有权利

做出保证，仍然远未成为现实。可是如果人们

希望知识社会的发展使全人类受益的话，这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序曲。

不必赘述反对数字分裂的技术和政治解

决方案以及所有人的终生教育的必要性发展，

这里重要的是强调促进对公共领域知识（或者

信息）全面获取可以通过两个方法的普及大大

便利。在最近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后，这

两个方法以他们的开放性和合作性脱颖而出：

第一是提倡著作权法律和条约承认的限制和

例外（例如对内容的“公平使用”的方法），

第二个是共同创造方法（其中开放源代码行动

是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承认对著作权的

限制和例外的这种作法等于是容忍和规范了某

些做法，比如私人复制，只要这些做法不是为

了商业目的或者不对受保护作品的权利人造成

损害。“公平使用”确定了所谓国家关于著作

权和其他权利所有人的权利的例外和界限立

法“开放”的制度（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

在作品或者文化演出是非营利目的，是为了公

益事业和对作品的使用不对作品的正常使用造

成损害时）。这种制度是美国现行的制度。但

是也存在其他所谓“半封闭”的制度，比如英

国的公平交易（fair dealing）制度，还有欧洲

大陆的“封闭”制度。今天，新的针对发展中

国家研究机构的许可证制度力求提出一个对于

在数码环境中潜在地减少设限和例外的范围的

合适的答案，这可以由实行限制对作品和演出

的非许可的获取的技术手段和开发权利数字管

理系统来得出。

合作创作的做法为使用者创造了开发他

们自己所使用的工具的可能性，以至于这些做

法可以鼓励使用者自己成为知识的创造者。

这些做法还表明限定于某一背景的知识可以被

已经超过其最初背景的更大规模的项目的再利

用。他们的原则在于非竞争性共同开发，这个

概念我们在知识共享部分已经提到过。实际

上，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开发比如Linux（见框

注10.9），就是一个很好的促进知识领域内合

作方法，并且值得我们对它给予特别关注。

最后，应该区分公共领域的信息和必须保

密或者加以控制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与私

生活有关的信息（隐私）、与国家安全有关的

信息或者商业秘密。与上述第二类信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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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也就是属于公共领域内的信息应该被

传播。在这方面，政府当局显而易见能够在公

共领域的信息提供方面起到基础作用。当然，

我们不应该把知识公共领域和知识产权的区别

简单理解为公域和私域的区别。很多公共研究

实验室为其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因为这些成果

有利于回收投资或者加强为研究融资的国家的

国力。但是，电子政务的进步为政府促进公共

知识领域的发展开辟了美好的前景22。

知识社会中
民主公共空间的更新

全社会的知识共享的好处并不仅仅限于创造

新的知识、促进公共领域知识的发展和减少

认识论分裂。知识共享的概念远远超过知识

的创造者和知识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普遍获取知

识。知识共享是开放价值、信任、好奇心、交

流与合作的载体，是独立和首创精神的源泉，

知识共享呼吁每个人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去。

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借助于所有人参加社会

生活的更新，知识社会才能成为所有人的知识

社会。现在我们已经从把知识作为共同财产

（res communes）来共享的问题发展到集体参

与一个共同事业（res publicae）。知识社会的

发展对公共生活，对治理和社交模式没有重要

影响吗？有无可能在开放和尽可能透明社会

中，在尊重自由可能成为由个人或者由个人组

成的集体所组成的人类发展的源泉时，鼓励民

主做法的更新呢？连接知识社会与民主的深厚

联系不是正被民主生活中，知识所起到的关键

作用和受过在公共空间完全行使其责任和对政

府的决定有自由评判权利的教育的公民的能力

所诠释吗？

技术民主中的

知识与权力

知识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它还促

进人类的发展和个人的自我赋权。在这方面，

知识是权力的源泉，因为知识创造行动的潜力

和能力。知识社会的缓慢出现导致个人在现代

社会中的行动能力的空前扩张，这种行动能力

首先在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民主制度中得到行

使。从雅典早期的民主开始，权利能力是公

民身份的组成部分。参加选举，不管是历史上

的纳税选举人制度还是或多或少的民主制度，

一直要求满足某种能力为前提，这种能力的定

义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迁也产生了很大的改

变23。普选只是在对所有人的教育普及、确定

男女获得选举权的年龄以及取得公民资格、媒

体自由与独立后才会成为有效的民主事实。知

识因此成为引导为了共同财产和普遍利益进行

的政治选择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知识在民主社会中是公民能力的条

件，应该防止同一个民主国家中的公民之间知

识的差距会导致赋予知识最丰富的人在公共事

务讨论中过多的权威，并且提防知识社会和民

主制度的巧合最终导致将监管权力赋予有限的

公共事务专家圈子。因为专家的权威远非一贯

合理，尤其是当他在非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冒险

并且对经常需要触及集体偏好和常识的公共问

题行使精神权威的时候。对政府在公共空间外

做出决策，尤其是政府根据一些强大的利益集

团的立场做出决策以及民主讨论仅仅是纯形式

上的辩论的怀疑是公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简

单借口。但在知识社会，专业知识的普及不

正是防止滥用权力和抵制压力集团的最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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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软件和“开放源代码”软件促进了创造和共享知识的新方法的出现。当软件的源代码

和设计基本元素对所有人开放时，这个软件就被称为“源代码开放”软件，它与至今还占

上风的不开放的源代码，被认为是秘密并封闭的“所有者”软件相反。这种开发模式被称

为“基于设计者和使用者各自能力领域的分割”的软件。自由和开放源代码软件引起的巨

大的转变在于对源代码的共享，这种共享可以通过反复处理促进其研究、修改和改善。因

为，任何熟悉计算机编程的个人可以研究这种软件的源代码并且自己或者与他人合作修改

或者改善该软件。他还可以在共享空间向其他开发者和用户提交这个对软件的修改并就此

进行讨论。如果这种修改被社会所接收，修改和完善的软件于是成为新的质量更好的基本

版本，并由社会所共享。自由和开放源代码软件是通过分散化和集体参与促进革新的一个

新方式。另外，开发过程的共享性质促进空前的合作模式和学习模式，这个方法的一个成

功因素就在于一种有效的认识论分工，这使不同的参与者专注于他们自己感兴趣或者有特

别技能的领域。

另外，自由和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发展不仅引入了一个开发模式，还引入了新的经济模式，

因为这些软件开发时不需要巨额的投资和申请专利。这就是为什么它已经被在大多数与因

特网有关的项目中以免费、开放、志愿开发和模块化的程序（自由软件）的形式被广泛地

采用。

总的来说，自由和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开发模式可以代表一个新的前景广阔的途径，该途径

可以限制确定限制性（或封闭）标准的影响以及限制其在知识社会中的占有权。像我们所

见到的一样，恐怕对格式的标准化会导致内容处理方面的封闭标准的产生（而不是开放标

准的概念），这与使新技术成为自由的和潜力不断增长的空间是背道而驰的。标准化并不

应该等同于同质化，而应该是在促进创新和文化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共同代码的迫切需要方

面找到平衡。自由软件的开发模式表明同质化的问题并不存在于共同的或者世界的现有的

代码中，而是存在于他们的设计方法中：所以并不是标准化与标准缺失的对立，也不是开

放标准与封闭标准之间的对立。为了真正起到作用，标准应该是全世界都可以接触到的并

且是没有任何限制其使用的措施的自由标准。

框注10.9 自由软件和“开放源代码”

法吗？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能够评

估专家的专业性，这些专家就必须向公众解

释他们的建议会对集体决定产生何种后果。

知识社会的发展可以为各种更具参与性

的民主模式开拓新的途径，在这些民主模式

中，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方式会产生决定性

的影响，而并不影响立法者和领导人的任命

方式，他们的合法代表性仍然是民主制度的

支柱。实际上，技术民主特性将是参与者在

混合论坛中讨论技术或科学问题时表现出来

的异质性。今天，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这将

越来越真实，科学政策的讨论（生物伦理、

转基因、微电子工艺等等）如果缺乏多方参

与者（专家、政治家、非政府组织、媒体、

企业和公民）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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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习的进步，因为今后公众必须获取信

息以便对由公民进行自由审查筛选出来的专

家意见做出明确的判断。知识社会因此在政

治理论界称为审议民主的框架内创造了民主

专业化的可能性。实际上，知识共享建立了

共同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进行民主讨

论，解决争端并且可能达成共识。因此知识

共享并不仅仅促进公共领域知识和信息的发

展。它开辟了真正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民

主聚会和讨论的空间，对手段的讨论总是演

变为对目的的讨论，并且最终成为对价值的

讨论。这足以矛盾地表明，理性和乌托邦在

知识社会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因占有知识而被赋予的权力效力的

评估不应该承认知识内部或者知识共享社会内

部存在的权力效力。知识本身就是行使权力的

场所，因为知识位于社会结构的最深内核中，

比如“协作”的双重含义，既是生产知识的方

法论也是建立在协作、共享和合作基础上的社

会关系模式，有些评论者还强调科学本身就是

同一个知识共享社会的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的

场所。

知识社会中电子民主与

电子政务的承诺

伴随着知识社会而出现的新技术手段（这也是

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一个信号）同样可以给民

主参与提供前景广阔的新工具。很早以前，没

有限制地和低成本地参与政治的梦想以及使政

治活动理性化的意图都先后在技术民主和电子

民主的承诺中有所体现。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

现，理性主导社会的电子梦想诞生了，这个梦

想同时在计划活动中得以体现，特别是在有国

家干涉主义传统的国家。

今天，因特网和其他网络在一些专家的眼

中成为更加民主的新关系模式的颇具前景的工

具，尽管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要过于乐观：每

次通讯革命都会引起抒情诗般的幻觉和完全民

主以及没有冲突的乌托邦幻想，但是历史很快

将其打碎了。但是新的电子政务（e-adminis-

tration）工具可以促进民主治理方式的巩固，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见框注10.10）。

知识社会中

走向民主做法的更新？

那么在那些“联网”的国家，民主参与领域新

技术的发展真的改变了民主行为和做法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确定三个相互矛盾

的阐明电子民主的概念：电子悲观主义、电子

怀疑主义和电子乐观主义。最后一个现在正

在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有些作家认为万维

网并非推广文明讨论和论述并成为容忍和开

放思维之源的空间，而是表现特异反应性的

公共场所，它助长了个人观点的激进化。确

实，新技术在某些国家大大改变了“政治报

价”的性质，引起了选举人新的期待。因此，

通过很多研究，人们可以看到新技术对民主

参与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在重大问题防御方

面的参与和以公民承诺为中心的参与。正如

图10.1所示，在知识社会，人们使用新技术获

取并且完成自己的关于涉及国家利益或者世

界利益的重大问题的观点，最终导致社团激

进主义的升值，而不是导致以选举或者传统

政治军国主义参与政治的古典形式的卷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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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电子行政能力通常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被管理者的日益增长的改善公共

服务质量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私有部门运作者压力（比如公共管理咨询

公司）。电子政务方式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G2C）的互动，促进政府与商业界的互动

（G2B）和政府各部门之间（G2G）的互动。一些南方国家比如智利、巴西和印度是这方

面的领头羊，他们在政府治理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即使在人

均收入不高的国家，人们还是愿意为维护电子政务系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表明了人们

对该系统的满意程度。这也可以使政府的运作更加透明并且达到反腐败的目的。通过电子

政务无疑会引入现代化，电子政务也可以成为民主进程的有力催化者。

诚然，各国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在非洲，优先考虑长期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而在亚洲或者

拉丁美洲，应该在网站的维护或者内容的质量上下功夫。但是无论在哪里，知识社会的出

现都为被管理者们所期待，这种期待是国际信息社会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可以满足的。

框注10.10 南方国家的电子政务

来。面对以前的契约团结，这种发展具备依

托于社团联系的新的团结形式，这不正是表

明知识和价值一样可以作为联合的原则吗？

面对世界范围结社现象的蓬勃发展，还有

必要提醒一下结社也是民主的一个原则吗？这

足以表明在知识社会中，个人的独立性和知识

共享可能导致新的团体民主的发展，同时导致

关系个人主义的出现，这种个人主义表现为不

断与既不实行自由个人主义又没有群族倾向的

他人谈判。在伪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两块暗礁

的夹缝中觅得一席之地。

对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等全球风

险的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进步25表明

国际公民资格的出现，他们的国际动员能力由

于新技术和新技术支持的跨国组织的存在而大

大增强26。因此，知识社会能够成功地促进真

正的观念共享、文化间的对话和民主合作新形

式的形成，而信息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些方

面失败了。

如果政治参与的危机真的与在弥漫着对

公共利益和集体行为漠不关心和索然无趣气

氛的当今社会中项目缺失有关的话，这足以

表明，知识社会的出现可以对建立在未来伦

理基础上的新时代有利。因为知识是通过长

期耐心地积累建立起来的，并不会在短期被

根本否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知识工作与

历史和未来维持着双重关系，它要求具有长

远视野，这使我们得以跳出圈子以批判的眼

光去审视汹涌而来的信息大潮。知识不该将

我们推回象牙塔。相反，在知识社会，展望

未来将引导我们根据可能产生的后果，追问

我们现在的选择和决策。知识社会中的民主

应该是未来的民主。它更具参与性、对个人

发言的开放性，并且增加本地交流空间和论

坛。如果此类演变趋势得到证实，人们有道

理期望知识社会成为团结形式的更新场所。

因为它再不能局限于目前不断更新的对子孙

后代考虑甚少的社会契约定义，那时替代它

的可能将是以时间为导向的契约形式：共同

完成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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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最后，让我们做一个推测或打一个赌：鉴于

信息和传播技术带来的深刻变革，二十一世

纪的各国社会必将会发展成为知识共享社会，

那么它们是否会因此而注定成为知识社会呢？

怎样才能确立这种联系呢？应该提请大家注

意的是，新技术其实是网络技术。既然同一

网络的各个成员之间互相依存，知识共享在

网络内部便已成为现实。在这种前提下，只

要我们想要快捷高效，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就会迫使我们分享知识。既然如此，我们还有

必要将伦理和成就，互助和效率对立起来吗？

知识共享的主要优势之一首先就是通过发展

规模经济和避免无用的多余信息而实现成本

降低。

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社会”的概念为

人性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因为它

既综合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学

习型社会”、“风险社会”和“终生教育”等

概念，同时又有别于它们。

不过，我们应该当心可能危害知识共享社

会发展的两大危险。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推行这种仅按照在最

发达国家已经高度发展的知识经济的要求而建

立起来的惟一模式。因为这种惟一模式无疑会

拉大已经存在的鸿沟并导致新的排斥方式的产

生，这些不仅会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

间，还会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当然，在这

个阶段，知识经济仅仅是作为各种转变汇集后

的特征。这些转变包括知识投入的增长、新技

术的传播、促进知识普及的制度改革。然而，

这种变化很可能最终导致以私有制竞争市场为

基础的组织形式的普及，而发明和创新过程的

私有化可能会使自由获取信息本身成为问题。

知识和信息之间日益加深的概念混淆充分说明

了这种潜在的偏离。此外，鉴于最发达国家为

达到知识经济尚需花费巨大投资以及目前巨大

的数字鸿沟、知识鸿沟和始终存在的发展差

距，如何能期望众多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知识

经济？

再者，应注意不要让联合国关于建立知

识社会的观点看起来像是要改变知识经济或信

息社会这些模式的特殊模式。因为对于发展而

言，只有“量体裁衣”的措施才有可能取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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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不论是关于新技术利用还是关于科学研究

及其成果与发展政策相结合，针对发展中国家

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常常具有不切实际的缺点。

对于最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之间日益

增长的不平衡以及各国内部日益加深的知识鸿

沟的严重性，我们还远没有重视起来。在一些

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农村人口通常占据绝大

多数，他们首当其冲成为实现知识社会必然进

程中的受害者。

知识经济不能独立构成知识社会方案的基

础。因为它不能涵盖知识的所有层面。在这些

层面中还包括一些无法商品化的价值。而在这

些价值中，我们特别强调推进知识有效共享的

重要性，因为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一些不发

达国家有可能沦为全球化知识的简单消费者。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流失，特别是在信息技

术或卫生方面的人才流失，确实使这些国家丧

失掉很大一部分科学人才和科研能力。真正的

知识共享要求很多转变，这些转变将不仅仅局

限于通过网络进入农业、卫生和信息技术等重

要领域的数据库。国际社会应该采用各种手段

来应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及艾滋病

毒/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等传染病的防治在内

的重大挑战，目前在这些方面科研投入实在是

微不足道。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理由谈论面向

全民和世界各国的知识社会。

另一个应当避免的危险是：只要一想到真

正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几乎都会倾向于技术

决定论。因为，对于创新的机械看法无法体现

它的不可预见性。应该在全体社会参与者广泛

民主协商的基础上确立长期社会目标，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迈向知识社会的真正演变。然而这

种讨论目前还仅限于少数社会、机构参与者或

国家，它们通常以不同形式遵循着以知识为基

础，本质为精英主义的经济的逻辑。

当今世界有能力推进
知识社会吗？

建设知识社会的目标是宏伟的。实现全民基础

教育、推进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世界各国研发

力量的普及（通过技术转让、调整人才的世界

流动或发展数字团结来提供帮助），所有这些

旨在使所有人都能参与知识共享、在世界各国

哪怕是在最贫穷的国家建立真正的知识潜力的

努力是我们的一项宏伟任务。这样的志向会实

现吗？国际社会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和政治决心

吗？

目前，我们还无法估算国际社会为把世界

各国引入知识社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和代价。

我们只需想想看，如果进一步开发本土知识就

可以使不发达国家巨大的知识潜能得到发挥利

用。不过，目前相应的开发手段还有待确定，

因此，这项政策的成本暂时还难以量化。

但是，通过一些指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真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知识社会

预期的目标还有多少努力要做。公共开支水

平将直接影响到在入学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

然而，虽说发展中国家2000年拥有2 600万

小学教师，可到2015年这个数字还需再增加

1 500--3 500千万（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需增

加300多万），这就意味着要大幅度增加预算

开支1。再者，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资源不足

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

确立的到2015年所有人都能享受基础教育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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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需要：在非洲，为实现此目标，经济年增

幅需要高于8%，目前这对于这个地区的绝大

多数国家来说是几乎无法实现的。根据教科文

组织的预测，要想在2015年以前在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期国家普及初等教育每年至少还要增

加56亿美元的投入：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

要把这些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到目前水平的

8倍2。

即使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尽

管这种解决方案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很难

行得通，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只照顾最

早进入革新市场的人的利益--，目前的发展

趋势能让人指望知识社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

内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吗？从这个角度来说，

政府不是惟一的涉及对象。民间社会的促

进作用，如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3在孟加拉

国取得的成功经验所示，以及相关国家的私营

部门的贡献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当然知识社会还要求对于优先项目要明确制定

预算，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标榜的目标和政府的

实际行动不相符。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

说，要增加教育预算，除了削减其他开支，特

别是军事开支，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塞内加尔

新近把很大一部分预算用于教育（2004年占其

预算的40%），这项举动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而言，军

事投入相对于教育预算的比重可以被视作一些

国家关于建设知识社会和实现千年目标所定

政策的可信度之重要参数。1990年代，全世

界的军费开支曾一度下降到1997年的7 800亿

美元4；此后，这笔开销直线回升，2001年

为8 390亿美元，到2004年则激增至1万亿美

元5。还应注意到的是，除裁减国防预算，

还可以通过诸如削减部分开支、提高公共事

业部门的收益、对行政部门进行合理化调整、

取消无效补助和反腐败斗争等大胆改革政策来

有效增加资金，以促进教育发展和知识社会

崛起。消除贫困和构建知识社会所需的大部分

资金，都可以通过重新组织现有预算来加以

解决。

近年来，我们采取了一些政治方案和创

新方法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些方法也可以

用来加强知识社会的某些要素⋯⋯债务交换

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所谓债务交换就是债

权人--包括政府、多边组织、私营银行--以

债务国保证把所欠款项用于人文和可持续发

展等具体项目为条件免除债务国剩余债务，对

这些项目的投入通常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

的。这些具体项目中，应该特别提到基础教育

及环境和卫生政策。这些机制既能保证这些

国家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又能减少它们的

外债。

进行国家规划的新方法也能促进将重

点放在知识社会的重要领域。这些新方法中

包括全部门办法，这种办法通过和各发展合

作伙伴（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主要

捐赠者）联手使在战略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优

先干预成为可能。全部门办法特别运用于教

育领域，然而它同样适用于卫生、科学和文化

等领域。另一个使用得越来越多的方法是通过

强制结果将捐赠人的援助用于具体的行业性

事务。

此外，还应当提倡把知识社会发展战略

地方化，因为这种手段突出了重视各地具体情

况和存在于特定区域内部不同发展动力之间的

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性。这也正是2000年3月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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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内部通过的关系到欧洲未来10年发展的

里斯本战略6的目标之所在。对于非洲国家而

言，非洲联盟制定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

划》也构成一种创新构想。其目的就是实现非

洲联盟内部协调发展、通过实施旨在促进和平

以及贸易、教育和文化发展的新型政治经济措

施来改进管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还将

致力于通过地区和次地区伙伴关系促进一体化

的实现、引进同行评议机制和寻求国际援助支

持7。

最后，官方发展援助本身也是构建知识

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然而，鉴于目前捐赠

者的出资规模，如今的局面并不太令人欢欣鼓

舞。2003年，官方发展援助为690.3亿美元，

仅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25%。目前我们

离《蒙特雷共识》或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2002年）中重申的将援助

金额提高到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还

相差很远。可是，比起2003年全年2 000亿美

元的烟草消费开销，或者全世界8 790亿8（比

2002年增加11%）的军费开支来说，这区区几

百亿美元又算得了什么呢？2003年援助国用于

教育方面的援助金额为67亿美元（其中有30亿

美元用于高等教育）9。上世纪90年代，用于

教育的双边援助从50亿美元下降到33亿美元，

仅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7%。2003年，这项

援助再次达到了50亿美元，占双边援助总额的

7.5%。跨国机构用于教育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

从1996-1998年间平均每年9.54亿美元下跌到

1999-2001年间平均每年7.99亿美元的水平，

2002-2003年才增加到13.5亿美元10。尽管最新

统计数字表明情况略有好转，但真能说国际社

会已有能力和政治决心推动知识社会的发展和

在世界范围内的腾飞了吗？

知识社会的三大支柱

面对这些挑战，国际社会--不论是政府，还是

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或是私营

部门--应该优先发展能够作为真正全民知识社

会三大支柱的以下三种战略：

— 更好地利用现有知识以消除知识鸿沟

— 具有更高参与性的获得知识的方法

— 更好地整合知识政策。

支柱一：更好地利用现有

知识以消除知识鸿沟

所有社会都是丰富多彩的知识的所有者，它们

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借助于它们自己通过各种

手段、实践和工具创造出来并加以传播的不同

层次和不同门类的知识。凭借这种方式，它们

拥有了较快获得自身发展能力的基础，而处在

今天这样一个整个地球都在经历全球化洗礼的

崭新时期，今后要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是

否能够维持住因日益加剧的人才外流而受到重

创的现有发展能力。

然而，如今很多发展中国家很难认识和利

用它们的现有知识，并发挥出这些知识的潜力

来为自己的发展服务。因此，首先应该促使每

个社会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知识的丰富性。应该

通过更准确地定位更好地利用这些优势，这种

重新定位从全球化的众多动力中获取更大的好

处。另外还应准确识别每个社会的弱点，特别

是在信息和知识的获得这一方面。所以应该重

新指导教育和科学政策以优先满足广大民众在

农业、水和环境治理、卫生、工业和服务业等

方面的迫切需求，加强人类安全。



197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 ISBN 92-3-504000-0 — © UNESCO 2005

开发现有知识就需要统计教育、科研和

技术发展领域的人才，充分发挥这些方面现

有优势的作用，不管这些优势有多么微弱。通

过这种办法，还可以以其他方式来进行有关贸

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制定发展战略或反贫困

斗争。根据已往经验，如果忽视知识带来的发

展潜力就会导致真正的错误，例如目前在非洲

存在的高等教育危机；还有，凌驾于反贫困战

略之上的宏观经济调整通常会以牺牲教育和卫

生投入为代价；再有就是，没有一个有可参与

性的真正意义的公众讨论可以触及这些首要任

务。

支柱二：具有更高参与性

的知识社会

要想认识现有知识的丰富性，就需要动员一

切社会参与者，而不能只局限于对今天公认

的“本土知识”或“传统知识”的识别，局限

于开发和具体保护的目标。只有最大多数个体

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仅仅是现有知识的

消费者，这样的知识社会才是名副其实的知识

社会。

然而，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建立在全

民参与基础上的知识社会方案在国际民间社会

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意见分歧。一些知识社会的

重要参与者，诸如教师、科研人员、创作者、

记者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对下述领域国家、

地区乃至国际政策决定的正确性表示怀疑：

研究、环境、卫生、风险和危机管理以及新技

术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发展。

于是，正如我们在转基因组织（OGM）问题上

所看到的那样，在与知识社会发展关系最为密

切的领域内部产生出了意见分歧。同样，在一

些社会内部，想要就研究或高等教育未来发展

方向问题达成一致变得极其困难。若要动员全

体知识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纪

的挑战，消除他们之间意见纷争就变得尤为关

键。显然，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关于未来知识

社会的讨论应该在更为民主的基础上进行，这

样才能把知识进步、技术发展和参与性需求有

效地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未来

道德观。

此外，国际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对接触权、

进入权和参与权的迫切渴望印证了在发展和反

贫困方面的新需求。因此需要重新思索公民

参与、接触和进入正在孕育中的知识社会的方

式。事实上，我们不能只从分享利益--这些利

益由上层部门笼统地加以确定--这个角度去把

这些方式想象成为由新技术密集使用和科研应

用催生出来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的简单结果。各

个参与者应该共同决定希望采用的发展模式。

由此，新的制度形式，诸如混合式论坛，公民

会议和由决策者、议会议员、私营部门和民间

社会共同参加的讨论，应该会对未来知识社会

的崛起起到促进作用。

支柱三：更好地整合

知识政策

在众多领域中，我们都能观察到预示着知识社

会腾飞的变化，这些领域数目众多、复杂多

样，于是便呈现出某种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

只有通过更好地整合知识政策和澄清“知识社

会”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目标才能被消除。

归根结底，长期政策的制定有赖于确定上

述目标和制定相应的社会计划。通过制定长期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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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我们就可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满

足以知识为依托的发展需要，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要制定这样的政策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有关

现行各种知识政策社会影响的研究，目前这方

面的研究还很不系统（尽管地方性和国家性计

划层出不穷），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教育政策、

对科学信息获取途径的改造、广大社会参与者

对科学信息的使用或是网络民主（电子政务）

发展可能引发的后果。

为促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的崛起，我

们不能仅限于制定纯粹的行业性政策。从我们

倍加重视的目标来看，应当积极落实达喀尔全

民教育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关于基础教育的六项

目标。关于高等教育问题也应当进行广泛的商

讨。我们目前确实拥有足够的手段来精确衡量

我们要面对的挑战的规模吗？

将预算优先用于教育和研究系统，在地方

范围内通过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内

通过团结最不发达国家和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来

使最大多数人参与进来，这是梦想还是政策？

经过多年旨在更好地了解现行变革之实际情况

的深入思索，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现在是采取

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此篇报告末尾提出的十项

建议就是为此而写的。因为，只要知识社会的

各个参与者--不论他们来自公共部门还是私营

部门或是民间社会--齐心协力实现这个梦想，

落实必要的政策和条件，那么知识社会就会成

为所有人发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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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根据本篇报告提到的观察结果和探讨的思考

方向及行动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提

请各级政府、国际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营

部门及民间社会注意采取以下建议的必要性，

因为这些建议突显了知识社会的伦理框架，并

为推动知识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尝试手

段。

1． 加大对高质量的全民教育的

投资，保证机会均等。

促进知识社会发展的意愿是全世界共同

的一件大事。减轻贫困、确保公共安全和人

权的有效行使是必不可少的。这项意愿不仅

意味着世界各国应更加努力，根据自己的

能力，将自己的经济增长成果重新用于提高

知识生产力，而且还意味着要通过发展中

国家、捐赠国、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间更有效

的合作，为全民教育筹集更多的资金。尤其

是：

ü    各国应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

分投入教育，并确认执行以下原则--任

何致力于发展基础教育的国家都将不

会因资源缺乏而放弃努力；

ü    捐赠国应以有效方式提高官方发展援

助中教育经费的比重，并通过与受益

国合作，使这种援助落到实处，更为

灵活、持久。捐赠国尤其要为这些国

家提供实现全民初等教育必需的补充

资源；

ü    国际社会同样应该提倡实行新的教育

及科研资助方式。这些方式包括重新

分配债务（债务交换）、取消债务及

利息，从而保障基础教育所需资源；

ü    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合作伙伴应该

在未来几十年尝试建立“教育时间信

贷”，个人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可以根

据自身爱好、职业规划、工作经历及

时间安排选择什么时候开始下几年的

教育；

ü    通过安排多样化的教学进度、设置恰

当的教学形式与阶段，继续发挥高等

教育机构在全民终身教育方面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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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所有措施应该首先让最贫困最边缘化

的人群及包括孤儿和残疾人在内的弱

势群体受惠；

ü    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的质量应被视为相

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需要和权利。教

育应该培养可以面对二十一世纪挑战

的学习者，尤其是要鼓励他们发展创

新能力、公民与民主意识及日常生活

和职业生涯中必不可少的本领。教育

投资重在改善学习环境，提高整个

教育工作和教育职业的地位。（见第

一、二、三、四、五和第十章）。

2． 增加公众获取信息和传播技术的

场所

为了方便大众上网，有必要借鉴目前此方

面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这一现象在发

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增加公共上网场所，特别

是“公众多媒体中心”，它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与共享，使得信息和传播技术成为社会化的新

载体。为了熟悉并熟练运用数字工具，同样应

该在没有足够财力支持的社区或国家推广免费

软件和便宜硬件的使用，鼓励软件开发者和入

网提供者创造与文化相适应、能促进表达自由

的内容（见第一和第二章）。

3． 扩大现有的内容，鼓励知识的普

及利用

知识公共领域的发展必须以最大多数人能

确实并方便地获取知识为前提。主要的知识场

所，如高等教育机构、研究中心、博物馆和图

书馆，应该通过自身改善了的资源联网和借助

便宜的高流量连接，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面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自由获取和传播属于公共

领域、尤其是科学方面的知识应该得到政策和

立法的支持。在获得出版社或版权所有人同意

的前提下，鼓励创建有关市场上无法求购的珍

藏书籍的网站，任何对此感兴趣者--图书馆、

企业、行政机构、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都

可以筹建（见第三和第十章）。

4． 为更好地共享科学知识携手

努力

创建不同国家和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

内的研究人员都可以联上的科技合作网，并集

体管理。事实上，这种连接可以让彼此相隔甚

远的科学家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实现合作，比如

对人类基因的探索，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研

究，因此为更好地分享和传播知识（相互操作

准则、元数据标准、设备、数据库、庞大信息

中心、或许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提供了一种

带有特权性质的手段。合作的实现有利于在全

球不同区域间--尤其是“南北”“南南”轴线

间--建立知识共享、长久创新的平台（见第六

和第八章）。

5． 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共享环境

知识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要求工业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共享环境知识。应该设计融合当地知识和

科技知识的全球环境监测器，并创造仪器使用

相应的条件，比如联合国在2005年1月建议：

需要建立全球预警系统，以应对各种自然灾

难。为了保证国际上有关环境的重大提议得以

执行，这种设备将是必不可少的，它也将有助

于“地球信息公共空间”的落实，无论是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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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是对将来，地球信息都是安全的源泉。我

们同样鼓励共享环境知识时，遵循约翰内斯堡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新的合

作类型（见第八章）。

6． 重视语言多样性：

多语的挑战

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之

一。知识社会也将建立在“双重多语”的基础

上：个体的多语和网络空间的多语。一方面，

自初等教育起就应该鼓励学习双语，条件许可

的话，甚至是三语。另一方面，应该支持多语

数字内容的创建，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另外，

可以借助因特网和其他信息及传播技术在网络

空间推广语言多样性，比如依靠相应的科技设

备储存、转化及利用小语种，这些需要公共部

门和私营部门加大研发投资的设备包括：单代

码，自动翻译软件，国际域名在非拉丁字母语

言中的发展，等等（见第二和第九章）。

7． 逐步实现网上知识的认证：

向质量标签迈进

为了确保用户取得一定数量确切可靠的

内容，尤其是科学信息方面的内容，研究设

立知识认证标准的技术与法律可行性是十分必

要的。今后，网络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因

此，为方便上网者，应该设置公平公正的规则

和标准，确认哪些网站提供的信息尤其可靠、

质量可以放心。这种跨学科的规范工作需要汇

集多方努力，除了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公

共或私营机构，还要有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的

参与。比如，可以引入能够涵盖一系列知识的

质量标签这个概念（见第一、二和第八章）。

8．为数字团结加紧创立伙伴关系

为了实现数字团结，应该加紧各方代表间

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对象包括国家、地区、

城市、相关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这项优先考虑普通民众

提议的工作将建立在工业国家、新兴工业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不同国家内部的团结

机制的基础上：城市之间、各个地方行政区域

之间的“数字伙伴关系”，工程“赞助”，

信息公园的更有效利用（见第一、二和第六

章）。

9．增加女性对知识社会的贡献

性别平等和妇女自主应该是知识社会的核

心原则之一。知识的公共领域必须包括女性特

有的文化。同样，方便女性获得发展特需的才

能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通过以下措施努力消

除性别歧视：给女童发放助学金；发展中国家

妇女可以自主安排时间，从而利于接触网络；

增加女教师的数量；提升妇女接受继续教育的

机会，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妇女从事科学研究或

技术工程。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女子监察

员，追究歧视案例，监督目标的按时实现，可

以保障妇女在参与领导（无论是在国内、国际

公共机构还是在私营部门中）方面取得的进步

（见第一、二、四、六和第十章）。

10． 衡量知识：

拟订知识社会指数？

相关行为人可以研究一下拟订知识社会

指数的可行性，这些指数有助于在缩小国内或

国际认知鸿沟方面确认需要优先考虑的对象。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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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政策、各种行动（不管它们属于公共领

域、私营部门还是民间社会）而言，可信的测

量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应该尽可能地打

造统计工具，通过搜集包括经济系数在内的各

种数据，对知识进行衡量。这种追踪体系需要

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私营企

业及民间社会的合作，才能从质量上和数量上

提高统计能力。除了设立科技指数--这项工作

尤其要在对科技认识还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

中进行，衡量工作还要着眼于知识社会的其他

构成部分，如教育、文化和传播（见第六和第

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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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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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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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网络社会》，巴黎，Fayard出版社, 
2001年，第54页）。

4.  Manuel Castells给“信息”所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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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有关事实或思想的一整套有组织的表
达，带有理性判断或实验结果，通过系统的交流
手段转达给其他人”。可见，信息和知识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具有共同
点，即都是有组织的陈述，并进行交流。知识社
会尤其注重生产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获取信
息、知识和数据的能力，还有获取各种专业知识
的能力。参见Manuel Castells，见上述著作，第
38页，注28。

5.  参见Amartya Sen的著作：《发展的自由》，
纽约，Alfred Knopf出版社，1999年（法文译
本：《新的经济模式：发展、公正、自由》，巴
黎，Odile Jacob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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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布达佩斯国际科学大会的敦促下，尤其
是在2005年发表了若干个有关报告（如世界银
行或联合国千年规划的科技和革新特别小组发表
的报告）强调付诸行动的迫切性以后， 这项工
作有望尽快完成。就这样，各主要捐赠国（如英
国、荷兰或加拿大）的开发机构似乎都调整了它
们的行动方向。

7.  参见Peter Drucker的著作：《不连续时代，
多变社会指南》，纽约，Harper & Row出版社，
1969年。

8.  参见Robin Mansell和Ulrich Wehn的著作：
《知识社会：信息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纽
约，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牛津大
学出版社，1998年。

9.  参见Nico Stehr的著作：《知识社会：当代社
会中的劳动变革、财产和知识》，伦敦，Sage出
版社，1994年。

10.  参见Manuel Castells，见上述著作。

11.  教科文组织，巴黎，1998年10月5日至9日。

12.  教科文组织/ICSU，1999年6月26日至7月1日。

13.  约翰内斯堡，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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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各个开发机构把重点放在计算机领域或生物
技术领域。主要通过创造“经济亮点”的方式，
但并不总是充分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现有
的“经济亮点”历史悠久，不是以“年”为计算
单位，而是以“十年”为计算单位。耳熟能详的
有：美国的硅谷、新加坡的硅谷或印度的班加罗
尔等。

15.  阿比莱娜计划由美国在1998年提出的。目
的在于：“建设为尖端科研和教育服务的先进网
络”。参见http://abilene.internet2.edu网站。

16.  因特网的前身 ARPANET网足以说明国防工
业在创造新知识方面的重要性。

17.  参见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3年世界人类
发展报告》。

的，可登录以下网站查阅：< http: //server_bps.
hq.int.unesco.org/Archive/Executive% 20Board/
English/166/166-EX/166-EX-19/019.doc>。

4. 文件《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在上述
引文中。

5.  部长级圆桌会议公报《迈向知识社会》，在
上述引文中，§2。 

6.  于1945年11月16日在伦敦通过、后经修改
的《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导言，第5段。

7.  参见部长级圆桌会议公报《迈向知识社
会》，在上述引文中。 

8.  出处同上，11。

9.  参见本报告第二章。

10.  参见本报告第八章。

11.  参见 < h t t p : / / w ww . u n . o r g / f r e n c h/
millenniumgoals/index.html>。

第1章
1.  2003年10月9日至10日在该教科文组织总
部召开了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其间举行
的部级长圆桌会议发表了公报，题为《迈向知
识社会》（第32C/INF.26号文件），§3 <http: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1/ 
132114f.pdf>。

2.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由国际
电信联盟组织召开，于2003年12月10日至12日
在日内瓦举行。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二阶
段会议将于2005年11月16日至18日在突尼斯举
行。

3.  见参考文献《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
会》，该文介绍了教科文组织在筹备信息社
会世界首脑会议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可登录
以下网站查阅：<http://www.portal.unesco.
org/ci/fr/ev.php-URL_ID=13775&URL_DO=DO_ 
TOPIC&URL_SECTION=201.html>。另可参见第
166EX/19号文件，该文件是在教科文组织执行局
举行第一六六届会议（2003年3月3日）时提交

注释：第1章

18.  详情请参见本报告第十章。

19.  即“知识差距”的假设：一些研究表明，根
据所使用媒体的不同类型（如电视或印刷媒体
等），对拥有相同知识内容的公众有多大程度的
影响。

20.  该报告发表时，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正在筹
备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信息社
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将于2005年11月
16日至18日在突尼斯召开。会议的宗旨是评估
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行动计划”十一点
建议的实施进展情况，并审议在何种程度下，各
国能更好地考虑民间社会的立场，特别是在表达
自由、尊重隐私权、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以及进
入知识的公共领域的权利等方面。

http://abilene.internet2.edu%E7%BD%91%E7%AB%99%E3%80%82
http://www.portal.unesco.org/ci/fr/ev.php-URL_ID=13775&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www.portal.unesco.org/ci/fr/ev.php-URL_ID=13775&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www.portal.unesco.org/ci/fr/ev.php-URL_ID=13775&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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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Carl Cuneo，《信息高速路上全球化和
地区化的数字鸿沟：穿越桥梁、斜坡、立体交叉
公路和阶梯的脆弱综合体》，第33期年度索罗金
读物，萨斯喀彻温大学，2002年1月31日。

13.  出处同上。

14.  人们可以援引一些创举，如在孟加拉国为乡
村妇女推广无线技术。参见Bhatnagar, Subhash和
Dewan, A. , Grameen Telecom: 农村电话规划：世
界银行一个研究项目，<http://poverty.worldbank.
org/files/14648_ Grameen-web.pdf>。

15.  详情见本报告第十章。

16.  Kaye,S.H.，《残疾与数字鸿沟》，残疾问题
统计中心，第22号摘要，2000年7月。

17.  就图1.1、1.3和1.5而言，对于没有2003年
数据的国家使用的是2002年的数据。

18.  DSL ：数字用户线：DSL 技术可以通过利
用高频信号使一对或数对铜上的大流量传输成为
可能。 

19.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2年布基纳法索每
1 000人拥有个人计算机的数量不足1台；南非为
27台，智利为38台，而新加坡则达到172台，瑞
士达到348台。参见Jensen、 Mike所著《非洲
互联网：情况报告》，2002年7月，可登录以下
网站查阅：<http://www3.sn.apc.org/africa/afstat.
htm>。

20.  此项倡议是在2000年7月九州冲绳首脑会议
成立了“数字机遇特别小组”之后发出的。

21.  事实上这正是网络数字的王牌之一，因为网
络数字比“点对点”通信便宜。利用调制解调器
获得的信息流量（每分钟20或30页文本）明显
高于一部传真机，而且便宜，因为最通常是一条
当地电话线路的价格。

22.  就图1.5和1.6而言，对于那些没有2002年数
据的国家使用的是1999至2001年的数据。

23.  比如在一些尚未与互联网相连的地区，可以
通过邮局邮寄一些光盘提供数字数据，尽管这种
做法与希望获得的高流量手段相比显得陈旧过
时，但可能是一种传播信息的“老”技术（通过
邮局）和新的信息载体（数字载体）相结合的务
实办法。 

24.  关于内容多样性这个问题，另见第9章（有
待补充）。

25.  在网络上进行的新闻不法行为往往变成一
些“连续”犯罪行为：一篇有争议的文章的作者
只要他的文章在线便可以被追究，这与所有其他
载体上所发生的情况不同，因为其他载体享受着
一种所谓“被缩短的”时效（法国的情况便是如
此，法国1881年关于新闻自由的法律规定，新闻
犯罪（诽谤、侮辱，1972年以来还有煽动种族仇
恨）的诉讼时效为自第一次发表起三个月）。因
此，相对而言，新闻工作者似乎受到保护，免受
司法机关的干预，而比较难找到的网民受到的惩
处似乎过于严厉。不过请注意，网民可以从网站
上撤掉被指控的文章，从而使犯罪停止。

26.  这并不是说在技术方面没有困难。互联网不
是一个书店，也不是定时播出广播电视节目。因
此人们不能在其中留出一块空间，限制人员进
入，以阻止某些公众（青少年等）接触其内容，
也不能选择推迟几小时后播出某些内容。

27.  见本报告第十章。

28.  关于各国限制表达自由的各种不同做法的详
细情况，可上网查阅协会出版物附件II第19条。
关于第19条，查阅政策抉择中心、英联邦人权
倡议、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文件，《全球信息权
趋势：南亚观察》，2001年7月，网址：http://
www.article19.org/docimages/1116.htm。

http://poverty.worldbank.org/files/14648_Grameen-web.pdf
http://poverty.worldbank.org/files/14648_Grameen-web.pdf
http://www3.sn.apc.org/africa/afstat.htm
http://www3.sn.apc.org/africa/afstat.htm
http://www.article19.org/docimages/1116.htm%E3%80%82
http://www.article19.org/docimages/1116.htm%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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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1.  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世界人类
发展报告》。

2.  在信息革命之前，为了解库存情况，商
人、图书管理员或企业主必须记录所有的进出
库情况并每天更新存货盘存表。有了现在的技
术，从条形码阅读器入手，即可自动收集这类
信息，随着库存的变化，它提供比依靠个人的
认知工作时更加直接、更加完整、更加可靠的
信息。

3.  法官 Stefano Rodotà 认为，一切保护隐私的
判决都应当立足于四条基本原则：反对权、不
知权、盘问知之目的权和遗忘权。参见Stefano 
Rodotà，《电子民主：新概念和政治经验》，
Rennes 编辑，Apogée出版社，1999年。

4.  不知权原本特指关于个人健康状况的信息。
因为，知悉健康状况或获取某些确定个人“命
运”的遗传信息，可能引起巨大的心理创伤。

5.  这个项目名为“自主计算机”，项目主持人
是哲学家兼数学家Alfred North Withehead，这
位学者认为衡量文明进步的尺度是：人们不假思
索就能完成的大型运算的次数。 

6.“分配的认知”是这样的认知过程：完成
一项任务所需的资源由多个个体共享，甚至
由个体和赝象共享。分配的认知理论源自对
于以下现象的观察：单靠一个个体无法解决
的许多认知任务，如果交给一个代理网（每
个代理具备有限的知识），则很容易解决。
记忆、时间、注意力、计算能力等诸多限制
对于我们的认知结果有很大影响，如果我们
把认知看作一个分配的过程，那么这种影响
是可以克服的。

7.  本报告第九章中，我们将谈到在网络空间中
促进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

8.  据伯克利大学的一项研究，因特网的规模

约为15亿千兆字节，即每人每年平均250兆字
节（考虑到有数字脱节问题，这完全是理论数
据）。

9.  例如，美国宇航局(NASA)的“海盗号”宇
宙探测器于1970年代中期从火星发回的数据自
2001年起丢失了，原因是25年前计算机使用磁
带，其格式现在读不出来了。

10.  参见本报告第三章。

11.  可以引述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出版社
协会网的文章：《永久保存世界的记忆：关于数
字信息归档和保存的联合声明》（2002年）。

12.  比如人们观察到，在也门，网民主要访问的
是消遣性网站（45% ），其次是比例低很多的信
息网站 （23%）和宗教网站（19%）。值得注意
的是，院校性质的网站访问率很低（5%）。根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解释这种状况的
理由有多条：也门教育机构尚未把因特网列入
教学体系中；在大多数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中
实际上不存在为院校研究目的而开设的因特网
培训课；英语不是很普及。还应当注意到的是，
用于科研、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在线服务尚未
得到充分应用，甚至不存在。相比之下，在秘鲁
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开发银
行等机构进行的一项有关公用电话间的使用者
（生活在低收入和相对闭塞的地区）的调查表
明，那里的网民主要是大学生。这些电信中心
提供的服务类别似乎显示出，因特网在这里主
要发挥教育作用，无论搜索是必须的（39%的连
接 ）还是自由进行的 （12% 的搜索）都是如
此。参见Norman，《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用户的
人口特征和使用模式概览：也门互联网用户群体
研究》，开发计划署，2002年（http:/ /www.
undp.org.ye/ict.htm），以及Proenza、Bastidas-
Buch和Montero，《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远程计
算中心与农村发展》，粮农组织、国际电联，美
洲开发银行，华盛顿特区，2001年。

注释：第2章

http://www.undp.org.ye/ict.htm
http://www.undp.org.ye/i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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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  参见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
的《学习型社会》，伦敦，哈蒙沃斯：企鹅出
版社，1968年版；托尔斯滕·胡森（Torsten 
Husén）的《学习型社会》，伦敦，梅休因出版
社，1974年版。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关于这个主
题的著作。

2.  皮特·德鲁克（Peter Drucker）,《去除连续
性的时代--变动社会的指南》 ，纽约，哈珀和罗
出版社，1969年版。

3.  就这种新的前景，弗朗索瓦·艾里基耶
（Françoise Héritier）提出了如下人类学意义
上的创新的定义：在给定领域，一种旧体制被一
种逐渐占上风的新体制取代的整体现象。

4.  关于知识的劳动经济学问题，请参见本报告
第二章。

5.  根据熊彼特式的分析，企业家起中继站的作
用，确保技术与经济这两个被认为是相对隔绝的
领域之间进行过渡。两个领域间的隔绝程度在传
统经济中被过高估计了，这在知识社会中绝对是
不可理解的。

6.  指知识网络中信息的创造、转化和组织过
程。

7.  在终身学习这种背景下，“老师”这个词显
然包括父母和教师，而且最好还要包括个人生活
中所有的作用方。

8.  例如《翻译索引（Index Translationum）》
（www.unesco.org/culture/index）、《代表性作
品集》(www.unesco.org/culture/lit/rep)、和美国
国会图书馆藏本 (http://www.loc.gov/)。

9.  各大洲都有例子：法国国家图书馆（网
址：http://www.bnf.fr/）、魁北克国立大图
书馆（网址： http://www.bnquebec.ca）、
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网址：http://www.
bibalex.org/English/index.aspx/）等等。不
过，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比如哲学家
M. 塞尔认为，这些项目的成本与因特网提供
的可能性差距过于悬殊，因此像法国国家图
书馆这样的项目是在使一个过去的世界残存
下去，这个世界继续以积累的方式，而不是
以促进传播的方式运作。参见《第四世界》
杂志1997年3月第163期，塞尔先生访谈录
《知识的救赎》，网址：http://agora.qc.ca/
textes/serres.html。

10.  欲了解更多信息，可以查询亚历山大图书
馆网站：http://www.bilalex.org/French/index.
aspx。 

11.  估计在即将进入2005年之际，每个人平均
需要100个G比特的存储量（显然这个数字适用
于工业化的社会；从全球范围来估算数字要低一
些）。 

第4章
1.  欲了解《达喀尔行动框架》和全民教育
目标的实现情况，请参见网站：http://www.
unesco.org/education/efa/ed_for_all/background/
background_kit_achieve_goal-fr.shtml。

2.  教科文组织《 2005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
告：必须注重质量》（2004年）。 

3.  有相当多的家长出于某些理由，把孩子从
学校领回，或干脆不到学校注册：注册费和学
费提高；教师常常要求补充性报酬；教育体系
成效差，不适应社会经济现实；学校不安全（

特别是对于女孩来说）；经济压力促使父母让
孩子们到非正式的作坊或家庭作坊干活。除上
面这些理由外，还有一个内战和“凋敝国家”的
问题。所以，教育体系的质量与人类的安全问
题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将在第八章中加以阐
述。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的数字，
2005年5月。

4.  请在以下网站参阅《萨拉曼克宣言》文本
和《行动框架》：http://unesdoc.unesco.org/
images/0012/001211/ 121147f.pdf。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ndex
http://www.unesco.org/culture/lit/rep
http://www.loc.gov
http://www.bnf.fr
http://www.bnquebec.ca
http://www
http://agora.qc.ca
http://www.bilalex.org/French/index
http://www
http://unesdoc.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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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广为人接受的信息扫盲的定义是美国图书
馆联合会给出的定义：“一个人要成为‘有信息
知识的人’，就应该知道他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
且能够对所需信息进行定位、评估和有效利用”。
不过须注意的是，现在出现了两种彼此竞争的表述
方法“信息扫盲”和“信息文化”。参见网站：
<http://www.ifla.org/IV/ifla70/prog04.htm>。

6.  下面的统计数据出自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教育数据库，2005年5月。

7.  参阅教育研究和创新中心的《未来学校是什
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年，第三
章，第77-98页。教育研究和创新中心的一名专
家Alain Michel在《未来可能性研究者》杂志上
对这六种方案进行了评论。参阅Alain Michel的
《关于学校的六种方案》，《未来可能性研究
者》杂志第266期，第67-74页，2001年7-8月。

8. 关于此问题，可见本报告第七章。

9. 这第三时期的内容和方式千差万别，根据是
人们所遇到的针对劳动市场的培训体系（如在学
徒学习体系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或较为混合
型的体系，包括更大的学院教育份额。

10.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2005年
5月。

11. 读者可以上网查阅亚太地区全民教育计划公报，了
解该计划活动更多的信息，网址：http://www.unesco 
bkk.org/ips/ebooks/subpages/apelbul.html。

12. 研究工作试图证明国家的支出水平并不影响
与教育相关的指数所获得的结果，但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参见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国家为卫生和教育采取的理智行动”、
《千年发展目标：国家间战胜人类贫困公约》、
《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以及《2005年全民教
育全球监测报告：重视质量》。

13. 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向教科文组织提
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科文组
织，1996年。

14. 全民教育国际论坛安曼（约旦）会议与会者
建议（1996年6月16日至19日）。

15. 关于新技术和远程教育，见本章“电子教
育：新技术和远程教育”。

16. 参见Edgar Morin的《未来教育所需的七
种知识》，瑟伊出版社，巴黎，2000年。这
七种知识是：“对错误和错觉的认识”，知
识组织能力的“思维革新”，“关于人之条
件的初级和普遍教育”，“全球化时代世人
的特性与意识”，“预料不测情况”的能力，
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人类伦理
学”。

17.  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本报告第十章，以及
《2003-2004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跃向平
等》。 

18.  在艾滋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里，人们认为
艾滋病病毒会引起10%的教师死亡。有关情况
请上网查阅，网址：<http://www.unesco.org/
education/efa/ed_for_all/PDF/10sidaed.pdf>。关
于艾滋病对教育界的影响，请见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第四个世界报告，“2004年世界艾滋病疫
情报告”“艾滋病对人和社会的影响”一章，
该报告可上网查阅，网址：http://ww.unaids.
org/bangkok2004/GAR2004_html_fr/GAR2004_
fr.htm。 

19.  这是从虚拟中学计划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之
一，详见本章最后一节，从这一经验教训中人们
看到应有较多的称职人员。

20.  时任巴西教育部长的Cristovam Buarque曾
与科教文组织《今日教育》记者进行过一次谈
话，此次谈话内容于2004年1月至3月发表。
Cristovam Buarque 在此次谈话中这样说到：“这
是父母们为自己的孩子想到的最后一个职业。
这个职业工资低，而且体现不出来在社会上取
得成功。应重新提高这个职业的威望。”全
文可以上网查阅，网址： http://portal.unesco.
org/education/fr/ev.php-URL_ID=27745&URL_
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21.  见本报告第六章和第七章。

22.  见本报告第五章。

23.  有关情况可上网查阅，网址：http://web.mit.
edu/education。

24.  相关情况请上网查阅，网址：http://www.
ngfl.gov.uk/。

注释：第4章

http://www.ifla.org/IV/ifla70/prog04.htm
http://www.unesco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ed_for_all/PDF/10sidaed.pdf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ed_for_all/PDF/10sidaed.pdf
http://ww.unaids
http://portal.unesco
http://web.mit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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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现了另外一些虚拟大学形
式：根据全虚拟校园模式新建成的机构（如马来
西亚的Unitar，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Universitat 
Oberta，塞内加尔的喀达尔法语大学）；一些机
构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组织，增加了远程授课（如
阿根廷的Quilmes虚拟大学，加拿大的Atabasca大
学，肯尼亚的非洲虚拟大学-Kenyatta大学，美
国的马里兰大学-大学学院，等等）；以伙伴集
团为中心建立模式，目的是发展远程教育；最
后那些专门提供教育服务的商业企业，他们经
常仿效印度的多样网（NetVarsity），利用远程
教育的空档来发展自己。参见Susan d’Antoni，
《虚拟大学与电子学习》（网络出版物），国
际教育规划研究所，2003年，www.unesco.org/
iiep/virtualuniversity/home/php。

10. Hazelkorn,E.,《进入知识社会：2004年高
等教育政策审查有意和无意的结果》，教科文
组织研究与高等教育政策座谈会，2004年12月
1日至3日。<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
fr /ev.php-URL_ID=36312&URL_DO=DO_
TOPIC&URL_SECTION=201.html>,2005年上
网。

11. 另可参见本报告第四章。以前还曾提出过另
外一些变通方法，如“后中等教育权”这一概
念。

12. 如需详细了解知识生产方式方面的变化，请
参见本报告上文和第六章。

13. 1999年6月在博洛涅发起的博洛涅进程将完
善这一部署，方法是打算到2010年协调好欧洲
的高等教育系统。

14. 关于1998年这次世界会议的详情，请登录
以下网站：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
f r / ev .php-URL_ID=7148&URL_DO=DO_
TOPIC&URL_SECTION=201.html。在此还应特
别提到《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世界宣言》提出的
建议之一：“学习启迪和发展创造精神应成为高
等教育关切的重大问题。应特别注意使高等教育
加强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尤其是其活动的宗旨是
通过学科间和跨学科有步骤有目的的行动来消除
贫困、不宽容、暴力、文盲、饥饿、环境恶化和
疾病，以及发展和平。”

15. 科研应列入高等教育的迫切任务，这个问题
将在本报告第六章中详述。

第5章
1.  比如在那些大学传统极强的国家里，例如美
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同一年龄段中大约
70%的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现在情况更是如
此，因为通过新技术和建立质量控制使高等教育
实现了现代化，其目的是保证科研产品的相关
性。其他一些国家，如墨西哥，正在积累高等教
育各式各样商品化的经验，在这些国家，那些传
统的重点院校（如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可以发
挥一种调节作用，甚至是一种制约作用。

2.  参见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
2005年5月。

3.  Merr i l l  Lynch的预测。参见Moe, .M.和
Blodget, H.，《知识网：人民的力量，新经济的
燃料》，Merrill Lynch和Co，《全球安全研究和
经济集团》，2000年5月。

4.  参见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
2005年5月，以及 Carmen García Guadilla，
2004年。

5.  关于非洲高等教育的世界银行日程的转变
十分引人注目：19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源开
发”政策，重点是要在几年内保证非洲国家具有
自主发展的能力，建议国家大力支持高等教育机
构。十年过后，从这一“人力资源开发”政策转
向了“投资回报”政策，谴责国家对高等教育的
开支首先是用于那些随后可能出国的毕业生，而
不是用于所有大学生，因此是一种财政拨款错
误，经费应重新转向基础教育。随后又是另一种
政策：鼓励降低单个大学生成本，增加注册费，
将大学院校私有化。到了1990年代，面对非洲
高等教育体制恶化，才重新强调国家投资的重要
性，但增加注册费和大学院校私有化的倾向并未
因此刹车。但应强调指出的是，制定一项高等教
育政策在非洲尤为必要，因为培养教师对促进非
洲地区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培养教师在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为第三级教育坚持不懈地做出努
力。

6.  参见García Guadilla,C., 《接受高等教育：在
全球市场于国际和地区合作之间》，教科文组织
研究与高等教育政策座谈会，2004年12月1日至
3日，第11页。

7.  同上。

8.  同上。

9.  在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http://www.unesco.org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fr/ev.php-URL_ID=36312&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fr/ev.php-URL_ID=36312&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fr/ev.php-URL_ID=36312&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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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1.  有关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
有关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自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 。

2.  根据经合组织，2001年，欧盟对研发投资占
其国内生产总值（PIB）的1.9%，美国为2.8%。
此外，这个数据还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差异，因为
瑞典达到3.8%，芬兰为3.3%，法国为2.2%，但
希腊仅为0.67%，葡萄牙为0.7%。参见：<http://
www1.oecd.org/publications/e-book/92-2003-04-
1-7294/>。

3.  反向工程是从分析一件物品的使用开始创造
出功能相同但有所区别的新物品的过程。

4. 在某些工业化国家，军事科研支出的比重曾
经长期占其公共研发开支的3/4（经合发组织的
数据）。

5. 日内瓦欧洲核研究中心（CERN）的研究
员，他于1992年发明了万维网。

6.  ARPA网站从1969年由美国国防部开发，以
便建立对基础设施无懈可击的信息网。1973年，
该网站通过连接伦敦University College大学（英
国）和奥斯陆（挪威）皇家雷达机构而成为国际
性网站。那时该网站有2 000个用户。1980年分
成两个不同网站：军用网站（DDN）和高校网站
（NSF），后者从1995年成为一个商业网站。

16. 参见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教育数据库，
2005年5月。这些数字只包括在有关国家的大学
里注册的博士，不包括在外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国
民（因此智利的数字不包括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的智利人）。

17. 在此可理解为创造、转化和组织网络上的知
识信息的过程。

18. 见本报告第十章。

注释：第6章

7.  公共/私人部门研发投资比率，2002年
（R I CYT，UNE S CO、OE CD、MST I，
2005/1）：拉美和加勒比：56.9/37.2；美国：
30.2/64.4；经合发组织：30.1/62.1；芬兰：
26.1/69.5；大韩民国：25.4/72.2。

8.“什么都一样”，因为需要具体说明，在工业
化国家之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研发投资差
距也是很大的：私人部门在美国或日本的研发
投资中的比重大于欧洲的比重。因此，欧盟发起
一种战略，以填补与世界最革新国家--美国的差
距。

9.  参见联合国千年项目，科学、技术和创新工
作队（Juma 和Yee-Cheang主编），《创新：在
知识中求发展》，2005年。

10.  参见科学行动框架第62条建议：“在复杂
的世界中，科学家们的意见对做出英明的政策决
定是越来越需要了。因而，科学家们和科学组织
应该认识到，他们的重大责任是在所涉及的知
识范围内，提供独立思考的科学意见。”参见
http://www.unesco.ch/biblio-f/wwk agenda frame.
htm。

11.  人们估计，印度有25-30%的大学生获得毕业
证书后出国学习。参见Creehan,S.，《印度IT危

http://www1.oecd.org/publications/e-book/92-2003-04-1-7294
http://www1.oecd.org/publications/e-book/92-2003-04-1-7294
http://www1.oecd.org/publications/e-book/92-2003-04-1-7294
http://www.unesco.ch/biblio-f/w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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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第23卷，
第2期，2001年夏，以及Hariharan,V.，《印度
能堵住人才外流吗？》，Technology Review，
2004年3月24日。

12.  参见Teferra D.，《重新审视信息时代的人
才流动定律》，非洲人才流失和能力建设会议，
亚的斯亚贝巴，2000年2月22日至24日。

13.  Carrington，W.J.和Detragiache,E.，《人才
流失有多严重？》，《金融与发展：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季刊》，36（2），1999年。

14.  在2002年，尽管2001年“9·11”事件后
签发的签证下降了7%。参见Jachimovicz,M.，
《留学生与访问学者》，2003年，<http://www.
unesco.ch/biblio-f/wwk agenda frame.htm http://
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2004年上
网。

15.  阿布杜拉·瓦德，2004年6月10日在美国
Sea Island 8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16. 已培养出来的人才流失的原因当然是复杂
的，应当谨慎地予以判断，因为应当清醒地考
虑到每个劳动市场的内部结构。欧洲委员会认
为：“欧盟比美国产生更多的理学学士和理学
博士（2000年欧盟为214万人，美国为207万
人，日本为110万人）。不过，欧盟使用更少的
研究员（就业人员的5.4‰, 美国为8.7‰, 日本
为9.7‰）。”参见：欧盟的科研绩效：成绩巨
大而面临重大挑战，欧洲委员会，布鲁塞尔，
2003年。从上述数据表明，还应考虑到科技界
以外的、本国的或国际的人才流失。http://www.
unesco.ch/biblio-f/wwk agenda frame.htm htt 
<http://europa.eu.int/rapid/start/cgi/guesten.
ksh?p_action.gettxt=gt&doc= IP/03/389/0/
AGED&1g=FR&display>p://www.migrationinfor-
mation.org。

17.  参见Chu , J .，《如何堵住欧洲的人才流
失？》，Time，163（3），2004年1月19日。

18.  出处同上。

19.  参见网站：h t t p : / / w ww . s c i e n c e o f 
collaboratories.org。

20.  参阅Glasner, P.,“从社团到‘合作试验
室’？人类基因组绘制项目以及改变科学文化”, 
《科学和公共政策》，23，1996年。我们可

以指出，如果合作实验室采取制度化形式，就
像在人类基因组项目情况中那样，那么，它可
以采取更加非正式的自发的形式，如同人们在
2003年“非典”时期所看到的那样：“公众刚刚
知道了新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就急忙印证这种新疾病。正
是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因特网上交流的信息
和数据，他们才能够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隔离
了非典的病因。这种传染病证明了因特网在世
界卫生紧急情况下能够起到的关键作用。”参阅
Erdelen,W.,“谢谢，贝尔奈斯-李”，全球科学，
1，4，2003年7-9月。

21.  一个使人感兴趣的解决办法是，在某一学科
专用的大楼旁边，挪出一块地盘供各学科交叉
使用。例如，Berkeley大学已经着手建设一座大
楼，用于迎接CITRIS（社会利益信息科技研究中
心<http://www.citris.berkeley.edu/>）项目。这
是一个半私有化的跨学科结构。人们在北美其他
大学也看到类似的创举。

22. 参见：NEPAD <http:www.nepad.org>。

23 参见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报告，《一个公众责任
的问题》，2001年<http://www.msf.org/content/
page.cfm? articleid=A8293378-5AF5-4AFE-
A9CAID673BIAF764>。

24.  参见：<http://www.it-environment.org/
compenv.html>。

25.  美国环保局提供的数据。<http://www.epa.
gov/region01/solidwast/electronic/index.html>。

26.  参见：<http://www.grid.org/>。

27.  这一点是2003年12月8-9日在日内瓦举行
的“科学在信息社会中的作用”大会上的结论，
会议由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CERN）、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和第三世界科学
院共同组织的，作为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的
预备会议。CERN 的总干事Luciano Maiani 认
为，对于信息社会来说，计算屋架是科学的“看
得见的好处”之一。<http://rsis.web.cern.ch/rsis/
Links/speech.html>。

28. 参见：http://www.publiclibraryofscience.
org/。

29.  <http:www.soros.org/openaccess/>。

30.  <http://archivesic.ccsd.cnrs.fr/>。

http://www.unesco.ch/biblio-f/wwkagendaframe.htm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
http://www.unesco.ch/biblio-f/wwkagendaframe.htm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
http://www
http://europa.eu.int/rapid/start/cgi/guesten.ksh?p_action.gettxt=gt&doc=IP/03/389/0/AGED&1g=FR&display
http://europa.eu.int/rapid/start/cgi/guesten.ksh?p_action.gettxt=gt&doc=IP/03/389/0/AGED&1g=FR&display
http://europa.eu.int/rapid/start/cgi/guesten.ksh?p_action.gettxt=gt&doc=IP/03/389/0/AGED&1g=FR&display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E3%80%82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E3%80%82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E3%80%82
http://www.citris.berkeley.edu
http://www.nepad.org
http://www.msf.org/content/page.cfm?articleid=A8293378-5AF5-4AFE-A9CAID673BIAF764
http://www.msf.org/content/page.cfm?articleid=A8293378-5AF5-4AFE-A9CAID673BIAF764
http://www.msf.org/content/page.cfm?articleid=A8293378-5AF5-4AFE-A9CAID673BIAF764
http://www.it-environment.org/compenv.html
http://www.it-environment.org/compenv.html
http://www.epa.gov/region01/solidwast/electronic/index.html
http://www.epa.gov/region01/solidwast/electronic/index.html
http://www.grid.org
http://rsis.web.cern.ch/rsis/Links/speech.html
http://rsis.web.cern.ch/rsis/Links/speech.html
http://www.publiclibraryofscience
http://www.soros.org/openaccess
http://archivesic.ccsd.cnr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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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知识产权--经济发展的马达》，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日内瓦，2003年。

32. 对象征性物品的特殊市场思想或经济思想，
如宗教救助物品，是从二十世纪初由社会学家马
科斯·维伯提出来的。非直接货币的经济问题纳
入了更为一般性的免费物品或外部效应的、经济

学难以定义的问题之中。参见：Jouvenel出版社
（2002年）。

33. 加拿大McGill 大学知识产权政策中心就是
在这个模式上工作的。查阅：http://www.law.
mcgill.ca/research/ centres_cipp-en.htm。

第7章
1.  科菲·安南，“科学为所有国家”，《科学
杂志》第303期，2004年2月13日。

2.  从这个观点看，有关欧洲对科学的立场的分
析是象征性的。2001年欧洲委员会所做的调查
表明，即使欧洲提防某些产品如遗传基因，且不
管其教育水平如何，他们更相信科学家而非政
治家或实业家：所以，科学政策危机更是“政治
性”的而非“科学的”。参见：欧洲委员会，《
欧洲人、科学与技术》，欧洲委员会，布鲁塞
尔，2001年。

3.  在加强能力的使命方面，教科文组织刚刚发
起一系列的指导活动，旨在帮助各国、各研究机
构和各企业建立专门的伦理委员会。

4.  参见：<http://user.it.uu.se/~pugwash/Etik/
uppsalakodex.html>。

5.  这些关键问题的重要性曾在1999年布达佩
斯世界科学会议上强调过：该会议提出的科学行
动纲领，明确委托教科文组织起草一部科学伦理
法典，详细规定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这项工作
目前正在进行。参见《科学议程—行动纲领》第
3.2段“伦理问题”，71-77页。

6. 参见：<http://www.osha.gov/as/opa/worker/
whistle.html>。

7.  见网站：http://www.unesco.org/science/wcs/
background/ethics_uncertainty.htm

注释：第7章

8.  资料来源：Porchet,M.，《年轻人和理科大
学生：改专业的理由，一个行动计划》。法国
教育部报告，高等教育与研究，巴黎，2002年
<http://www.education.gouv.fr/rapport/porchet.
pdf>。

9. 见<http://www.loreal.com/fr/groupe/index.
asp?/loreal-women-in-science/index.asp>和<http://
www.unesco.org/science/ women/evenements_
projets/presentation_prix_loreal_unesco.html>。

10.  为了很好地理解这种区别，比较一下面向公
众的科学读物《bestsellers》的结果以及主要科
技杂志的发行量也许是有趣的，2003年底，《科
学》杂志宣布有128 000个订户，而《自然》杂
志有65 000个订户，《The lancet》有35 000个
订户（这些数字不包括在因特网上查询文章的人
数）。此外，在《科学》杂志订户中，82%居住
在北美，10%在欧洲，5.7%在亚洲，1%在拉美，
0.7%在亚太地区，0.4%在中东，0.2%在非洲。
相比之下，Stephen Hawkins的《时间简史》在
世界上销售了1 000多万份。

11.  南非科技周是这类活动中的一个，前边已经
介绍。

12.  伪科学是指：一些报告表面上介绍科技，实
际上不是论述科技界实用的和可圈点的经验知
识，而是大讲特讲政治、意识或经济问题。也可
参见世界科学会议文件的“科学与其他知识体

http://www.law
http://user.it.uu.se/~pugwash/Etik/uppsalakodex.html
http://user.it.uu.se/~pugwash/Etik/uppsalakodex.html
http://www.osha.gov/as/opa/worker/whistle.html
http://www.osha.gov/as/opa/worker/whistle.html
http://www.unesco.org/science/wcs
http://www.education.gouv.fr/rapport/porchet.pdf
http://www.education.gouv.fr/rapport/porchet.pdf
http://www.loreal.com/fr/groupe/index.asp?/loreal-women-in-science/index.asp
http://www.loreal.com/fr/groupe/index.asp?/loreal-women-in-science/index.asp
http://www.unesco.org/science/women/evenements_projets/presentation_prix_loreal_unesco.html
http://www.unesco.org/science/women/evenements_projets/presentation_prix_loreal_unesco.html
http://www.unesco.org/science/women/evenements_projets/presentation_prix_loreal_unesc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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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Gascoigne,T.和Meltcalf, J.，世界科学
会议，“培养科学家了解和热爱传媒”，载于
《世界科学会议：科学为二十一世纪服务--新的
承诺》，Cetto, A.M.主编，伦敦，Banson出版
社，2000年。

第8章
1. 见本报告第六章。

2.  见John von Neumann所著《我们能幸存于技
术吗？》，《财富》杂志，1955年。文中所表
现出来的恐慌表明，地缘政治分块和技术日益影
响整个世界这两者间的冲突正在加剧，文章从博
弈论发明家（与Oskar Morgenstern一起）的角度
承认，不论几何学头脑取得多么大的进步，任何
在人文方面的决策都永远不能离开追求精确的精
神。 

3.  所谓的“正常事故”论，更为众人所知的名
称是Porrow的悖论，在复杂系统中进行验证：
在一些事件高度相关时，最微不足道的干扰因
素都可能是引发重大灾难的祸根。参见Charles 
Perrow所著《正常事故论，与高风险技术共存》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普林斯顿，1999年）。

4.  参见Philippe Baumard所著《组织中的默认
知识》（Tacit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 ）
（纽约，1999年）。例如人们可以分析降低警惕
机制导致了2003年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
大气层时发生的空难。

5.  在执行小心提防原则中寻求伦理和科学之间
的平衡促使欧洲联盟提出了一项按比例化小心提
防原则，这项原则就是按比例采取措施小心提防
在科学上有可能发生的假设风险。

6.  让-雅克·卢梭早在十八世纪面对摧毁了里
斯本的大地震和海啸就凭直觉预感到，人们不能
指责大自然建造了一些不合适的城市，因为“我
们的大部分物质损失仍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系”一章。参见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会议：
科学为二十一世纪服务--新的承诺》，世界科学
会议，1999年6月26－7月1日，匈牙利，布达
佩斯，Banson出版社，2000年。<http://unesdoc.
unesco.org/images/0012/001207/120706e.
pdf>。

7.  消灭了天花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卫生成就之
一，但此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天花消失而
不必保存疫苗了，可今天有人故意引起这一传染
病的危险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做使我们多脆
弱，应十万火急地重新储存疫苗。

8.  此外具有重要意义的是，Amartya Sen从增
长模式的视角出发，考虑负增长风险，从而将人
类安全观念与人类发展概念联系了起来。参见
阿马尔蒂亚·森在人类安全委员会中提出的见解
《现在的人类安全：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
（2003年，巴黎）第25页至第29页。要提醒的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人类发展所下的定义
是“一个旨在扩大供个人选择范围的进程。最具
决定性的选择所涉及的是能否长寿、处于健康状
态、接受教育，以及是否有办法得到必要的资源
从而达到令人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1990年
世界人类发展报告》第1页。

9.  人类安全网是一个外交部长级的国家集团，
就一些关系人类安全的问题保持对话。该网的成
员国有：奥地利、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
希腊、爱尔兰、约旦、马里、荷兰、挪威、瑞
士、斯洛文尼亚、泰国，南非作为观察员参加。

10.  参见《现在的人类安全》第17页。

11.  Francisco Sagasti报告的一件事情特别具有
说服力：2001年11月，在秘鲁高原一个偏僻的
村子里，28名小学生用一个装过剧毒杀虫剂的罐
子煮奶粉而丧生。他们中间无一人认字，结果全
部中毒死亡。参见《价值何在？》中的“科学、
技术和世界化”。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07/120706e.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07/120706e.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07/12070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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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1999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人性的世
界化》。

17.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应小心不要让自己变成一
些产品的试验田，而对这些产品，一些较为富裕
的国家则是保持缄默。与转基因生物相关的风险
评估程序带来了成本问题。试验越是复杂和精
确，所收集到的数据就越多、越不同，物质、时
间和人力程序成本就越高。为了避免面对这么高
的成本而感到拮据，发展中国家应鼓励采取一些
地区性的策略，以此自主地进行一些自认为是必
要的、适合自己的环境和农业耕作方法的试验。

18.  2002年，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建议：“鉴于目前对限制性转基因技术
缺乏可信的数据而不能评估风险，按照审慎步
骤，在一些相应的数据能够验证限制性转基因技
术可行之前，缔约方不批准含有限制性转基因的
产品进行农田试验。如果是商业性利用，应等待
以透明的方式完成相应的科学评估，科学评估应
得到批准和严格控制，特别是要评估限制性转基
因技术的生态影响和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对生物
多样性、食品卫生和人类健康是否会产生有害后
果，以及是否有条件做到有益而无风险地加以利
用。”

12.  见Beck, U.的《风险社会：走上另一种现代
化的道路》，巴黎，Aubier，2001年。

13.  对此，必须更加看重所谓当地的、传统的或
土著的知识的巨大潜力，以便促进预防风险，多
化元知识社会的飞速发展，尊重文化多样性（参
见第九章，另见本章“预警系统和民众准备”一
节）。

14.  例如，一些企业努力率先第一批采用新的规
范，并在此方面树立榜样，他们的这种努力不能
仅仅只是受到欢迎，还应受到减税、价格优待和
补贴等鼓励（奖励）。相反，法律应该处罚不遵
守规范的行为（惩罚）。

15.  促进人类安全是教科文组织的战略目标之
一。2000年11月举行了第一次和平问题研究和
培训机构负责人国际会议，一百余名与会者在
教科文组织聚首，为的是商定一项行动计划。今
天，教科文组织联合一些地区组织和机构（非
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联盟和拉丁美
洲社会科学学院），共同组织召开一些会议，
指导与该主题相关的地区研究工作。2007年，
教科文组织将召开人类安全地区性会议。有关
情况请登录以下网站查询：http://www.unesco.
org/securipax。

注释：第9章

第9章
1. 从 1 9 8 2 年 墨 西 哥 文 化 政 策 世 界 会 议
（MONDIACULT）后，在国际会议上对文化
领域的政策界限划定发生了重大的的变化。原
来对文化的界定比较狭窄，主要是指文学和艺
术，后由于人类学的工作，界定就宽多了。由佩
雷斯·德奎利亚尔（1996年，“我们创造性的
多样性”一书）主持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
（WCCD）以及1998年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

发展政府间会议都采纳了这种新的文化观，这种
新的文化观后来又纳入了2001年11月教科文组
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
宣言》的前言，前言写道：“文化应被视为一个
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的全部精神、物质、智力和
感情方面的明显特征；除了文学和艺术外，它还
包括生活方式、共同生活的方式，价值观体系、
传统和信仰”。

http://www.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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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教科文组织组织法》。

3. 对生物掠夺，国际社会没有一致同意的定
义。SciDevNet网建议其定义为：违反源自《生
物多样性公约》的法律制度获得或利用基因资源
的活动。生物掠夺也指有关基因资源的未经授权
的专利注册。

4.“同时使用多种语言”一词在这儿是指一个人
会好几种语言，“多样性”是指在一定的地理或
政治空间中多种语言并存。

5.《价值观去向何处？》，见上述著作, 第
78页。

6. 科技知识占上风也表现在“其他”知识一
词中“其他”两个字，无论是在一般词语中还
是在人文科学的词汇中，“其他”这两个字的
概念都是模糊的。在关于地区和土著知识系统
（LINKS）的规划中，教科文组织尽量对地区和
土著知识给以分类明确的定义“地区和土著知识
也被称为是传统生态知识，是指认识、解释以及
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人民所积累和发展的高度
辨别力系统。”1999年，布达佩斯世界科学大
会又做了一些说明：所涉及的不仅是土著知识，
还有难以列入“本地”或“土著知识”类别的地
区知识，非洲的农民、欧洲的牧民和北大西洋的
渔民等可能掌握了这些知识。

7. 保护当地社区、农民和牧民权利及控制获得
生物资源的框架法律。

8. 关于获得基因资源共同规定的第391号决
定。

9. 关于获得生物资源和基因资源的框架协议。

10. 关于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法律。

11. 关于获得基因资源、保护传统知识和分享利
用这些资源和知识产生的惠益的第2.186-16/01 
号临时措施。

12. 教科文组织认为，无形遗产可以是指“所有
表现文化、传统和人民的活动，也就是由一个集
体在习俗的基础上共同的创造，通过口头或动作
进行传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一个集体的
再创造过程而有所变化。口头传说、习俗、语
言、音乐、舞蹈、宗教仪式、庆祝活动、传统医
学和药典、烹调技术、在所有物质和文化领域中
的技艺，如工具和住房等都是无形遗产的组成部
分”。http://www.unesco.org/culture/heritage/
intangible/html_fr/index_ fr.shtml。

13. 新西兰毛利土著人约占10％（2004年统计是
9.7％），新西兰政府把制定的“知识社会”计划
作为民族融合的首要途径。新西兰特别注意网络
空间能为文化表达形式和创新提供的可能性。
毛利网站的增多自然会引起对毛利文化兴趣的剧
增，尽管目前尚难以估计其程度。参考向2003年
教科文组织在东京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地区筹备会议的通报--R.H. Himona 的“鼓励创
造当地内容”。

14. 教科文组织实施的社会变革管理计划的“最
佳做法”数据库是横向国际协调的一个榜样，即
选择这样的样板：在经济上可行的反贫困长久战
略中利用地区知识。这样，能有效促进发展的土
著知识得到了利用，也许在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
的地区也能这样做。

15. 特别是Te r r a l i ngu a、Lingua l s ph e r e 
Observatory、le Summer Institute for Linguistics 
International、l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of Living Languages 和 Language 
Rights等。

16. 语言和平从此成为了以其为名的一个非政府
组织，语言和平方案原来是由教科文组织发起
的。见网址http://www.linguapax.org/fr/homefr.
html。

17. 在涉及语言权的主要国际文书中，我们可以
列举1966年联合国通过并于1976年开始生效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0年教科
文组织通过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1992年联
合国通过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
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1996年许多非政府
组织和机构在巴塞罗那通过的《世界语言权利宣
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
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
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
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
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教
科文组织上述公约明确了在教育领域的语言权
利。

18. 2004年巴塞罗那第十次语言和平会议也提到
了这一点。

19. 2001年，人们估计在流通的科技刊物中，
70％是用英文写的，17％用法文，3％用德文，
1.37％用西班牙语。参见Hamel，2003年。

http://www.unesco.org/culture/heritage
http://www.linguapax.org/fr/hom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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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1. 这里是指可以掌握的或可以交换的知识，因
此是以信息形式呈现的知识，在这里，也只有在
这种情况下，知识和信息是可以互换的。

2. 参见本报告第九章。

3. 参见第五章，2001-2010年发展规划第三
稿，马来西亚，2001年。<http://unpan1.un.org/
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
UNPAN003661.pdf> 。

4. 参见：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5年5月“了解知识社会”报告。参见：
http://www.unpan.org/cdrom-dpadm/DPADM/
Understanding%20Knowledge%20Societies%20
(2005).pdf。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ASCII), 
因而有可能把完全不同的文字如中文、阿拉伯
文、桑戈文、西班牙文、法文或fulfude文编码成
一篇文章。

22. 参见教科文组织会员国1995年11月16日宣
布和签署的《宽容原则宣言》的前言和第1条。

23. 参见，Paul Ricoeur，《价值观去向何处？》
中的“全球计划和众多遗产”，见上述著作。

注释：第10章

20. 我们可以比较在为2005年11月将在突尼斯召
开的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出版的杂志中，John 
Paolillo和Daniel Pimient采取的不同立场。

21. 统一编码是一些信息技术部门的企业、程序
员、研究机构和使用者协会于1991年共同发起
的，只是依据一个简单的原理：只用一个数字对
某一个具体的字进行编码。今天，统一编码已能
处理65 000个特殊的字，这就有可能处理世界所
有的文字系统，统一编码正在逐渐取代American 

5. 参见本报告第六章。

6. 在南半球国家内部，某些唯意志论的“基于
知识的积极发展政策”能够导致与其他经济体
相比令人瞩目的业绩：根据开发计划署的数据
（《2004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韩国
200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何以比加纳2002年的高8倍，比刚果民主共
和国高26倍，而在45年前，这些国家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还是基本相等的。

7. Francisco Sagasti，“知识爆炸和知识鸿
沟”，开发计划署背景文件，参见：http://www.
hdr.undp.org/docs/publications/background_
papers/sagasti.doc。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03661.pdf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03661.pdf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03661.pdf
http://www.unpan.org/cdrom-dpadm/DPADM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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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2001-2010年发展规划第三稿，在上
述引文中。

9. 需要看到，相对其他成分（科学研究，教师
人数等等），知识社会的科技成分在框注10.3的
最后三个图形中似乎估值过高，尽管文盲率也在
研究的范围之类，它们可能比认知鸿沟更适于作
为数字鸿沟的指标。

10.  更何况我们已经看到，像物理学家和社会学
家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差异，也是一种知识“差
异”，如果能被应用到跨学科战略中，创造出新
的知识来（原来存在的知识差异并不因之发生变
化），就是有益的差异。

11.  很多人曾经激动地宣布社会关系新秩序的来
临，在这种新秩序下，人们通过计算机以一种虚
拟身份进行表达，不需要声音，肢体语言或谈话
常用的其他习惯符号，也就无法辨别性别。

12.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文盲数据库，2005年
6月。

13.  所以，在加拿大和美国，使用因特网的妇女
人数略多于男子。由此看来，这种分歧不是欧洲
和北美与世界其他地域的分歧，因为韩国、巴西
或新加坡的互联网女用户与男网民的比例超过
了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的比例。参见，
Cuneo，2002年和Minges和Kelly，教科文组织
统计研究所，2002年。

14.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1999年11月
17日大会第41号决议。

15.  参见：http://portal.unesco.org/ci/en/file_
download.php/cec02683d1c6ff7747a8049285a
8bbbfRecommendation-Fre.pdf。

16.  教科文组织，《2002-2007年中期战略》第
27段（教科文组织2001年10月第三十一届大会
通过第31C/4号文件） “根据现有的和新出现的
全球性挑战，教科文组织在2002-2007年的中期
任务是根据三大战略任务，通过教育、科学、文
化和传播对全球化时代的和平和人类发展做出贡
献，这三项独立的然而又彼此有联系的任务是：
a）制定和促进建立在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基础上的
普遍原则和准则，以迎接在教育、科学、文化和
传播等领域正在出现的挑战，维护和加强“共同
公有财富”（⋯⋯）”。中期战略第29段特别提
到与“共同公有财富”相关的另一种表达：“在
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教科文组织的任务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一个场所，让公共与私营部
门就全世界在思想认识方面的共同问题开展对话
和采取行动”（⋯⋯）。<http://unesdoc.unesco.
org/images/0012/001254/125434f.pdf>。

17.  根据经济学家科斯和威廉姆森的理论，我们
知道，在满足某些假定条件下，市场能使公司的
生产条件趋于均等化：网络型社会交易成本的降
低，催生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端于一个共享
团体内部的交流和合作。这条法则被称作“科斯
定理”。

18.  关于科学数据和信息的开放获取的讨论是从
2003年3月10日到11日的“开放获取与科学数
据和信息的公共领域国际研讨会”后开始的，这
个研讨会由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ICSU）、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美国
国家科学院和国际科技信息委员会（ICSTI）以
及科学工作组联合举办。

19.  “创作共享”提供著作权标准许可合同（既
涉及音乐创作也涉及大学出版物），“可以提前
允许公众根据作者规定的条件使用其作品”，
而不是由使用者事先向著作权所有人申请允许
那些法律规定的例外的使用行为。参见<http:// 
creativecommons.org/>。

20.  这种平衡强调了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
的两款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21.  占有的概念并非同质。不应该忽略私人占有
和公共占有的区别。人们经常把占有的概念与个
人、企业或者私人机构的取得形式所混淆，同
时，人们经常把公共领域看作所有属于集体或者
国家的东西。但是公共占有的概念包括一个重
要的领域，即属于公共集体或者国家的财产或知
识，但是公众无法接触的领域。国防领域的研发
所涵盖的秘密、某些保密的行政规程或情报都属
于这个领域。同时，某些公立大学或者实验室申
请的专利也是属于公共占有。

22.  教科文组织与该运动联合，2004年5月发
表了一个文件，该文件名为《政府公共领域信
息的开发与发展政策方针》，在以下网址可以
找到：<http://portal.unesco.org/ci/en/ev.php-
URL_ID=15862&URL_DO=DO_TOPIC&URL_
SECTION=201.html>。

23.  古代的公民资格除了其他条件，参考获得
空闲时间以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但是它还包
括很多基于身份的例外：奴隶、妇女、外国侨民

http://portal.unesco.org/ci/en/file_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54/125434f.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54/125434f.pdf
http://creativecommons.org
http://creativecommons.org
http://portal.unesco.org/ci/en/ev.php-URL_ID=15862&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portal.unesco.org/ci/en/ev.php-URL_ID=15862&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portal.unesco.org/ci/en/ev.php-URL_ID=15862&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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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果需要更多的解释，尤其是皮帕 û 诺里斯
关于各种形式政治激进主义的区别的说明，请参
考http://www. pippanorris.com。

25.  参考本报告的第八章。

26.  非政府组织的增加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大型论
坛的成功对此做出了诠释。

（来自希腊的外国人）、野蛮人（非希腊的外国
人）等等。后来，能力依托于选举人的经济自治
的条件，以避免腐败并且使之成为真正的自由
人：这是选举纳税人选举理论，旨在证明政治权
利基本上是保留在所有者手中。直到普选思想的
出现，人们才能够设计与知识有关的普遍的政治
能力。

结束语
1. 根据《2003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参见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
《千年发展目标：消除人类贫困的全球公约》，
巴黎，Economica, 2003年。

2.  参见《2002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是否
全世界已上正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出版社，2002年。

3.  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创建于1972年，
是孟加拉国最早的非政府组织。在全国拥有
27 000个雇员，主要业务范围包括以下三方面：
经济发展、卫生和教育。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
将自己定位为“经济发展私营组织”，主要针对
贫困人群，坚持采用整体发展的方法。对于国家
重大计划，这个非政府组织还会与政府进行合
作。见http://www.brac.net。

4. 上述数字由哥斯达黎加前总统、1987年诺贝
尔和平奖得主Oscar Arias领导的基金会提供。见
http://www. arias.or.cr。

5.  根 据 斯 德 哥 尔 摩 国 际 和 平 研 究 所
（SIPRI）估算，要超出1万亿美元。见http://
yearbook2005.sipri.org/highl/ highlights。

6. 见http://europa.eu.int/growthandjobs/。

7. 见http://www.nepad.org。

8.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见前注。

9. 双边和多边援助。

10.  资料来源：经合发组织，国际发展统计资
料，2005年8月。见http://www.oecd.org/dac/
stats/idonline/。

注释：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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