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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性假说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出发点"不同的人性假
说!会产生不同的人文理论"人性假说的演变!势必导致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
推陈出新"既有&人性假说丛林'已不能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的需要!依据它们
而形成的相关&理论丛林'!也遭逢难以突破的困境"因此!将人性假说从经
济#社会维度拓展到信息维度!在&人性假说丛林'中!反思与重构&信息人假
说'$信息人是出于天然信息本能#独具强烈信息欲望#拥有多元信息需求#要
求明晰信息知晓#本为中性信息人性!以信息的生产#加工#处理#传输#服务为
主要活动方式!并通过这些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自我发展的人类群
体%信息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活动!均出自其信息人性及其
发展之需要"&信息人假说'的当代适用性!在于增强对&数字原住民'这一新
&物种'的认识!为发展信息学奠定学理基础!并为信息生活的进一步数字化做
好必要准备"

关键词!&信息人假说'"信息本能"信息欲望"信息需求"信息知晓"信
息人性

有研究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并提升人类文明层次的三大动力分别为/食欲&性欲
和(信欲)#!这里所谓(信欲)!指的是对信息的渴望与追求#人们常说的(求知欲)!即源

于这种(信息欲)#此乃人的生命持存之必需!亦为人的发展之首要源泉#可以说!信息欲
是人更为基本的欲望#古之所谓(食&色!性也)!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的本质属性!

但这显然局限于人的自然属性!或曰动物属性#(信欲)!纯粹是精神的!而且是无限的!它
将整个世界!推进到前所未有的信息文明时代#当代人对手机信息的依赖程度!就足以证
明这一点#

人对信息的欲望!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需要
与追求#不仅如此!无论是作为社会个体还是社会整体!人无不在追求(必要信息)的基础
上!刻意追求(充分信息)#从整体上看!全球正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道路上稳步
前进/"!"##.!"#&年!全球信息社会指数*JKJ+年均增长!%)&4!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

%

% 本文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年网络传播研究院校级招标课题(发展信息学引论)*=L!"#&""!+&四川网络文
化研究中心!"#)年度开放课题(网络文化生态综合治理研究)*M0MB#) #&+&四川理工学院产业转型与创新研
究中心课题(产业转型与创新的信息化机理研究)*6=N?!"#)")+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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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年!全球将整体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中国信息社会发展尚处于全球中下游水
平!但是近年来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可以说!从移动互联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当代
社会人类对于信息孜孜以求的生动写照#按照百度总裁张亚勤的说法!移动互联本身不
仅仅是信息!它还是索引*18.9F2+!可以在真实世界将人与服务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工作

或生活*KE1/.,C7A+##信息技术的进步!势必使人的信息化浮出水面!从根本上改变人类

世界的信息时空与思维方式!乃至人的本质属性#

一! #人性假说$的学术范式

人性假说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出发点#$不同的人性假说!会产生不同的人

文理论#人性假说的演变!势必导致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推陈出新#

"""一#%人性假说丛林&扫描

人性假说!亦称人性假设#古今中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无不以人性假说为基

本前提#%若按时间顺序!则有亚当,斯密*LD1EKE9.@+的(经济人)假说*#))&+&梅奥
*O-F/3-PC.F2>1HF+的(社会人)假说*#$**+&马斯洛*LQ/1@1EB1/FCD>1ACFR+的(自
我实现人)假说*!"世纪("年代末+&沙因*PD31/B-2/HK8@-92+的(复杂人)假说*!"世纪

&"年代末.)"年代初+等#此外!还有诸如(工具人)(生物人)(理性人)(成就人)(道德
人)(文化人)(博弈人)等人性假说!共同构成(人性假说丛林)#其中!除(经济人)假说(社
会人)假说广为人知外!(自我实现人)假说认为!人的需要之顶级层次!乃是以高效与完整
的方式表现其丰富潜力"(复杂人)假说则揭示!人是极其复杂的!人的个性不仅因人而异!

而且还因时&因地&因地位和人际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异#

人性假说尽管纷繁多样!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类/(经济人)假说和(社会人)假说#所
谓(自我实现人)(工具人)(生物人)(理性人)假说!可以归结为(经济人)假说!因为(经济
人)包含了个人价值实现等因素#但(经济人)假说不能将人与动物决然区别开来!因为
(经济人)假说侧重强调人的个体性与私人利益!有忽视他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嫌#更何
况!当今社会!人性维度已不限于经济之一隅#所谓(复杂人)(成就人)(道德人)(文化人)
(博弈人)假说!则均可归结为(社会人)假说!因为(社会人)包含了文化创造&人际关系与
社会交往等多种因素#

既有的(人性假说丛林)已不能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网络社会&虚拟世界和智慧地球的
需要!依据它们而形成的相关(理论丛林)!也遭逢难以突破的困境#

社会选择理论的领军人物&#$$+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LE1/.H1
K-2+曾提出(信息扩展)的理念!其实质是修正理性人假设!承认社会选择中价值&伦理&感
性等因素的作用!旨在实现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统一#&

受此启发!笔者提出(扩展信息)的构想!将人性假说从经济&社会维度拓展到信息维度!在
(人性假说丛林)中!反思与重构(信息人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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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性假说&的学术范式

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均建立在有关(人)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之
上#'(人论)或(人学)!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学术范式#

然而!正是对人的研究!遭遇到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因而!研究复杂事物的路径!总是
呈现为自由度的缩并#经典经济学研究生产发展的复杂性!就是首先将人的各种需求抽
象为(经济人)而实现自由度缩并#然而!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经
济人抽象已无法概括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多维追求!也就是无法实现信息化社会人类选
择的自由度缩并#

当今世界!信息化正在使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越来越高水准地实现有序化#(在这样一

个高度有序的社会中!当我们重新审视在这场巨大社会变革过程中人性之特质时!不难发
现!(经济人)(社会人)等既有假说对人性的描述!已因偏于一隅而凸显过时!唯有(信息
人)更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中国文化情景中的人性假说!更是内在多维的&立体的和
对称的!只有在信息人理论基础上!才能准确概括#迄今为止!如果要用一个维度的人性
假说来概括人的立体化的多维选择之本质的话!那只能是信息人#因为信息的抽象程度
最高!只有在信息层次上!才能抽象出各个维度的内涵本质!从而整合起来表达为信息人#
实际上!信息人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新的人性假说所代表的人性需求!既是保证信
息科技发展的现实依据!也是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保证与不竭动力#

二! #信息人假说$的理性反思

与(经济人)(社会人)这些专指名称相比!(信息人)还是一个较新的提法!属于尚未加
以深入研究与系统讨论的概念#

"""一#%信息人假说&的提出与演进

信息人假说的理论背景!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九世纪#当时盛行机械唯物观#在英
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S@FE1ABFQQ-A+眼中!(心脏不过是发条!神经不过是游丝!关
节不过是一些齿轮)"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01>-../9-+则提出(人是机器)的命题#

#5'信息人假说(的提出
历史上!最早提出信息人概念的!是美国情报学家兰卡斯特*<,M,01281A.-/+#按

照他的观点!信息社会中的关键因素!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人...信息人#)在他

看来!成为现代信息人的必要条件是/敏锐的信息意识&良好的信息能力和合理的知识结
构#由此可见!兰卡斯特所说的信息人!系狭义的信息人!即具有一定信息意识&信息素养
和文化知识水平的人!并特指专门从事信息工作的人#

在国内率先明确提出信息人概念的!是卢太宏教授#他认为!在信息时代与信息文化
的生态环境下!人逐渐形成某些具有共同性的信息行为与信息心理!它们构成了人的一种
后天性的特质#于是他提出!当我们撇开人的其他方面而专门讨论这种特质时!可以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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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或抽象为信息人#*

在国内较早提出(信息人假设)的是朱红!不过她使用的是信息人的特指含义!就信息
工作人员而立论#+,-

!5'信息人假说(的演进
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国际上对信息人概念的运用越来越通行!国内也开始

关注(信息人假说)!并对此展开论证#
(#)信息基质说"余潇枫教授即从人的本性出发研究信息人!指出信息需求是人的

生存与发展本能#+,.作为(信息动物)!人不仅生活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人自身就是一个
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这是一种广义的(信息人假设)#这种说法侧重从人的生存状态中
信息交换过程的角度分析!除论证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外!还断定信息作为
(人之为人)的一种特定(基质)!并认为人的本质提升取决于信息交换方式#

按照这种说法!正是信息基质决定了人在根本上是信息人!或者可以说信息人是人之
为人的根本标志#

(!)人性嬗变说"这一说法侧重从信息化时代人类对信息的依赖性论证!不管是物
质需求&精神消费!乃至关乎人类意识层面的自信!都同信息获取息息相关!因而人类是信
息人#

持这一说法者李德昌先生!还运用信息向量!从(货币信息)(权力信息)(知识信息)
(情感信息)(艺术信息)和(虚拟信息)等多个维度构建信息力学模型!力图解释实际生活
中的各种困惑!并断定从本质上说!当人们的信息消费超过食物消费时!人类就从(物质
人)嬗变为信息人#+,/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4!接近联合国划分的!"4.*"4的富足标准#+,0与此同时!!"#&年!中国信息消费
规模达到*%$万亿元!同比增长!!4#+,1这些数据!为信息人嬗变提供了实证依据#

*5现有'信息人假说(的根本缺陷
立足信息时代的多元化现实!我们可以发现!现有(信息人假说)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5狭义'信息人假说(缺乏学术张力
国内学者对信息人的定义!与国外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大多指狭义的&后天的信息

人!与人后天形成的信息意识&信息素养&信息能力&知识结构与文化水平等信息心理与信
息行为密切相关#有时还特指专门从事信息工作的人员#

这样的(信息人假说)流于简单而缺乏学术张力!不能突破(经济人)与(社会人)假说
的局限来论证人的信息特质#

(5广义'信息人假说(疏于严格论证
广义(信息人假说)提出!信息人就是信息场空间中的六维信息向量!即(货币信息)

(权力信息)(知识信息)(情感信息)(艺术信息)和(虚拟信息)!并认为六维信息向量既独
立又统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2问题是!进入网络时代!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和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知识信息)与(艺术信息)之间难以厘清界限!连(货币信息)也呈现
出虚拟化的趋势#从数字支付的日益普及到比特币进入交易市场!着实让(数钱数到手抽
筋)变得(过时)!也让(钱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串数字)草根化了#至于(虚拟权力)(虚拟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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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虚拟情感)(虚拟艺术)等(虚拟信息)!也足以同实体的(权力)(知识)(情感)(艺术)等
实体信息分庭抗礼#

更缺乏论证的!是所谓(信息复杂全息人)假设*J2TF/E1.9F26FEUC-IBFCF3/1U@98
,-/AF2!J6B,+!+,3也就是把人看作是一个全息性&量子化的以及具有自主意识和自适应
性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巨复杂自适应智能系统*O912.6FEUC-ILD1U.9V-J2.-CC93-2.
KHA.-E!O6LJK+#这种基于(格赛思)的(信息人假说)!更是难免过于复杂而疏于论证#

三! #信息人假说$的跨学科重构

将人理解为信息人!有利于更加有效地破解信息时代的人类生理&心理&行为&情感和
思想以及人怎样在与各种信息的交互作用中生存与发展的奥秘#+,4对信息人的研究!将是
多学科&多角度&多目标的#因此!有必要跨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传播学&经济
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对(信息人假说)的基本框架进行全方位研究#

"""一#%信息人假说&的基本内涵

(信息人假说)的重构!应实现信息人概念的深化与扩充!即将原有的(从信息需求到
信息知晓)这一链条!向前延伸到(信息本能与信息欲望)环节!同时向后延伸到(信息人
性)环节!+,5从而建构将(信息本能.信息欲望.信息需求.信息知晓.信息人性)一线串
珠的(信息人假说)#

#5信息本能)人体即信息
信息人*92TF/E1.9F2E12+是(社会人)的高级形态!具有(社会人)的心理特征与(自然

人)的生理属性#+67换句话说!人首先具有一种天然的(信息本能)#从这种意义上!可以模
仿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说法!明确提出(人体即信息)!即将人整体地看作是一个拥有
庞大信息库的信息综合体!其存在是由信息构成的!并以信息的接收与在此基础上的反应
为活动方式#

这一信息人维度!可以从基础性本体论去把握#+6-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92
B-9D-33-/+认为!(在世)必须从(实际性)来理解!这个实际性就包括(身体)#身体的概
念!强调身体对现实环境的感知与互动#身体总是处于特定的场所&情境和语境之中!与
周围的事物产生包括因果&关联在内的各类互动#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梅洛
庞蒂*>17/98->-/C-17W,F2.H+提出(身体.主体)概念!试图克服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缺
陷#(身体.主体)这种延伸就是知觉#这种回归身体&知觉的哲学本体论!对(信息人假
说)的重构极富启发意义!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体)#

由图灵所导致的多媒体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根本变化!就是揭秘人类行为者的相互关
联性!即信息有机体*92TF/E1.9F2F/3129AEA+#实际上!人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已
经把自身信息体化*92TF/39X-+了#自古已有的形体语言表达!到如今(小鲜肉)(颜值)走
红!无不印证着人体即信息的信息本能#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与物联网的发展!作为信息
体的人!若想不被智能机器挤得无业可就!而是能够驾驭智能工具为社会服务!就必须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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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高自身的信息处理潜力与效能#+6.

!5信息欲望)人是信息处理机
信息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作为个体的人!犹如一台电脑!实际上是一部

处理信息的机器#大脑!就是人的(中央处理器)*6-2./1C,/F8-AA923;29.!6,;+#人体
由各类细胞组成并构成不同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各司其职!在大脑的统一协调下支持生
命整体运行#人体细胞各有不同的寿命!然而只有脑细胞!才几乎伴随人之终生/+6/

表!"部分细胞平均寿命的参考数据

细胞 寿命 细胞 寿命

红细胞 #!"天 精子 !.*天
血小板 #"天 骨细胞 !(.*"年
胃细胞 !天 脑细胞 约与人寿命相同

皮肤细胞 #$.*'天 肠壁细胞 #周左右

""脑细胞几乎终生相伴!使人产生了无休无止的信息欲望!令这台信息处理机近乎日夜
不停地忙于信息的选择&获取&加工和处理等一系列活动#由此可见!人脑在本质上不是
物质系统!而是信息系统#换言之!人在本质上是信息人#脑细胞的活跃!导致人(日有所
思!夜有所梦)#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开辟出虚拟世界的广阔天地!更是让人得以将梦想照
进现实!营造出(两个世界!多种梦想)的立体化境界!极大地满足了人的信息欲望#

由于人是信息体!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92TFAU@-/-+#(信息圈)这
一概念由意大利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078912F<CF/9D9+提出#弗洛里迪还提出对(信息
圈)的(重新本体化)*/-WF2.FCF39X923+!该术语对应于(重组)*/-W-2392--/923+#由于(信息
圈)对应于(生物圈)*-8FAU@-/-+!因而其所指范围可大可小#当代社会流行的微信(朋友
圈)!本质上就是一个基于实名制的熟人之间的虚拟(信息圈)#在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
的关联比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个人的行为不仅影响着自己!而且通过(信息圈)影响着他
人#+60信息关联式的融合!将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
共同体)!首先建基于(人类信息共同体)!也就是信息人联合体#正因为如此!人类有必要
通过信息网络的有效治理!构建良性的(信息生态)*92TF/E1.9F2-8FCF3H+#

*5信息需求)信息化的精神自我
如果通过更加广义的信息化洗礼!就可能出现信息化的精神自我!即真正意义上的信

息人#+61这种信息人!不同于通常意义上或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说的信息人
*92TF/E1.9F2C9.-/1.-+#人是信息活动系统的主导因素!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利用
者!具有一定的信息意识与信息能力!侧重于表达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

信息人的主体化与精神化之所以能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技术尤其是信
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是这一时空中的虚拟物质与虚拟能量!也是信息人须臾不可或
缺的精神食粮#对信息的依赖性需求!使信息演变成一种超物质的能量!形成源源不断的
信息流!并造成难以避免的信息鸿沟!出现信息优势与信息劣势的马太效应!造就出不断
累积的虚拟财产!将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分裂成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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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知晓)当代人的重要素质
作为(信息元*源+粒子)!人的信息潜能足以转化为信息功用#当人可以持续地生成

信息&传递信息&消费信息&监管信息!即可以表现出一定的带有共性的信息认知与信息行
为时!就可以具备当代人在信息方面的重要素质#+62尤其是在遭逢信息过剩的境遇时!能
够以面向未来的心态!在崇尚个性的同时!尊重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提升自我实现的应
有能力#在选择与利用信息的过程中!不但遵循最小努力的信息经济法则!而且注重信息
价值的选择过程!以实现适度满足的信息诉求与自我发展的长远目标#+63

值得指出的是!伴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搜索日益便捷!相对而言!对个人
记忆的要求不再像以往那样苛刻#这或许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这有可能削弱人的
个体记忆能力"另一方面!则为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拓展出更大的可能性#因为人得以从
繁重的记忆任务中获得相当程度的解脱!因而有可能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对信息的
理解&感悟及别出心裁的排列组合!导致思维的活跃&灵感的闪现甚至思想的碰撞!从而引
发各种宝贵的创新!尤其是形形色色微创新!并积小步为大步!不断取得突破性的创新#

实际上!所谓互联网思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信息思维#当人具备信息思维之
后!就将习惯地&充分地吸收信息!尽可能地内化信息!以实现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成
为社会意义上的(信息人)!逐步积累自己的信息资本+64/

图!"信息人可拥有信息资本示意图

由图#可见!信息人可拥有的信息资本包括/信息能力&信息控制力&信息权力&信息
载体&自然人信息&组织人信息&社会人信息以及信息人直接拥有的信息#

(5信息人性)由中性而分善恶
关于人性!历来有(性善论)(性恶论)等截然相反的研判!并由此生发出不同的经济&

社会和管理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人性依据!并起到了不同的教化作用#然而!平心
而论!现有的相关理论无不有失偏颇#

无论是作为信息本身的信息人&作为信息处理系统的信息人!还是基于社会进化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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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人!从人性本质而言!一开始都是中性的!善与恶的习性!均是后天接触&处理和接受不
同信息的结果#由此可谓/(人之初!性本中"性相近!习相远)#这也正是在信息传播领域
必须重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侵害与切实保护个人隐私信息不被非法利用的根本

理由之所在#信息化社会的局域对称性!把(信息子)强加在当代信息人身上!使其具有相
应的(信息力)!并希冀其发挥应有的正能量!倡导在人性范畴实现向善&向好&向上#

综上所述!信息人是出于天然信息本能&独具强烈信息欲望&拥有多元信息需求&要求
明晰信息知晓&本为中性信息人性!以信息的生产&加工&处理&传输&服务为主要活动方
式!并通过这些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自我发展的人类群体#作为信息交流的动
物*J2TF/E1.9F28FEE72981.923129E1C+!信息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活
动!均出自其信息人性及其发展之需要#信息人以信息自由为最高目标!以信息共享与信
息开放为基本权利与基础义务!具备能动的信息意识&充分的信息能力和合理的信息
行为#+65

"""二#%信息人假说&的当代适用

(信息人假说)的反思与重构!不仅对于超越传统人性假说&重新认定人性本质具有重
大意义!而且对于新学科的产生与推进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信息社会的全面实现与网络伦
理&全球伦理的全面拓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5增强对'数字原住民(这一新'物种(的认识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阶段之后!信息技术如同过去的供电&供水&供气等技术一样!悄

无声息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数!对全球各国评价结果
显示!中国信息化全球排名大幅度提升!从!"#!年的第*&位!迅速攀升至!"#&年的第!(
位#+87信息人已不再只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新(物
种)...数字原住民#

信息人的形成!是以数字化为前提的#+8-从+"后&$"后到""后甚至#"后!从台式电
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从有线网络到无线上网*M9<9+!从网站到应用程序
*L,,+&二维码!从文字&图片到音频&视频!从影视动画&网页动画*<C1A@+到动漫!从博
客&微博到微信!从转播&录播到直播!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到混合现实!从指纹识别到读
脸支付!从经典计算机代量子计算机!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到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不
仅使年轻一代成了网络与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原住民!也让先前所谓的(数字移民)的概
念有了新解...数字时代的移动互联用户#自!"世纪+"年代以来!国际移动通信产业
的发展!保持着这样的规律!即每#"年更新一代!每一代系统都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提
供更高速的数据传输与更加多样化的服务!推动着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和应用的革新!为
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尤其是近年来!借助智能手机&移动网络
及无线宽带的发展!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在国内取得井喷式发展!在全球范围走在
前列#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6YYJ6+$第'#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年#!月!中国网民规模达)%)!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其中!手机网民规
模达)%(*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高达$)%(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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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联合国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年宽带状况%报告指出!在全
世界'+4的人口已经可以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仍有*$亿人与数字世界无缘#+8.传统的

(代沟)!在信息人面前!化作了巨大的(数字鸿沟)!而移动电话快速普及!将成为缩小全球
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全面而深入地研讨(信息人假说)!显然有利于增强对(数字原住
民)这一新(物种)的认识!并有助于缩小其同传统(数字移民)之间的(数字鸿沟)#

!5为发展信息学奠定学理基础
既有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心理学等发展研究体系!已难以适应飞速发展

的信息时代的客观需求#在这种情势下!反思与重构(信息人假说)!可以为适时推出发展
信息学这一利用信息来推动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信息人假说)的提出与论证!不仅为现实情势下人本理论及其学术规范提供了依据!
也给予人类在不断反思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中新的人性启发#

*5为信息生活的进一步数字化做好必要准备
数字生活是中低收入国家信息社会建设的主要抓手#根据美国$!"#&.!"'(年新兴

科技趋势报告%!(人脑.电脑)界面将会允许我们用思想控制数码设备!使它们成为我们
身体的一部分#+8/也就是说!人成为去除了(肉体效应)的纯粹信息人#+80此时在人的生存

上!一种真正的(后物质文化价值观)!将彻底而全面地体现在这种信息人的存在上#
总之!进入信息社会!信息获取已经从(大海捞针)进入(私人定制)模式#只有确立

(信息人假说)!才能为人类信息生活的进一步数字化做好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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