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标志— 信息化

数量经济学专业 欧阳进

一
、

信息化的含义与作用

1
.

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 史发展过程
,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

包括了科技
、

经济
、

政治
、

社会
、

文化等多方面的 内容
。

① 就目前世界范围的情况看
,

当今世 界各国现代化程度的高

低是由各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决定的
。

其中重要的衡量指标是
:

信息产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

( G N P )的比例
。

2
.

信息化是信息活动 (包括信息的生产
、

传播和利用等 )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殆大的过程
,

它是一种物质的社会经济现象
。

信息化过程伴随着计算

机应用的普及
、

通信的现代化
、

知识功能的强化
,

但还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
:

信息与物质
、

能

源
、

资金
、

人和一起成为一切发展的必要资源
,

引起生产和就业的巨大变化
,

甚至影响到人们的

生活和意识
。

②

3
.

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应
。

据估计
,

信息化促进经济效益的平

均倍增 比率为 1 : 3
,

信息化程度一般同经济
、

科技的发展成正比
。

信息同生产力或生产的要素

即劳动者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相比
,

是一种依附于或渗透于这些硬要素之内的软要素
,

其作用

在于提高硬要素的素质
、

功能
、

察赋
,

以及促进它们之间的组合
。

因此
,

信息对生产 力或生产的

发展
,

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

③

二
、

信息化与信息经济及其发展
1

.

信息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强大潮流
。

美国
、

日本等发达国家在 60 年代中后期就提

出了信息化的问题
,

至 70 年代
,

原苏联与东欧各国
、

法国与联邦德国等西欧各国也都把信息化

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

占世界人口不到 30 %的发达国家
,

却拥有全世界近 90 %的信息资源
。

2
.

我国 目前 尚未处于工业化阶段
,

进入 80 年代后
,

才开始注意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同步进

行
。

与发达国家相比
,

我国信息总量和信息活动规模都比较小
,

信息传递方式也很落后
,

1 9 8 2

年我国信息活动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
,

从事信息工作的人数只占劳动就业总人数

的 8
.

8%
。

据计算
,

我国 19 8 3 年信息化指数远远高于 19 7 3 年
,

但仅为 1 9 6 5年 日本的 1 / 6
,

美国

的 1 / 12
。

脱离工业化的发达来追求信息化
,

是不现实的
,

但在工业化过程中若不逐步提高信息

化程度
,

就不可能改变落后状态和赶上发达国家
。

因此
,

工业化和信息化需要互补共进
,

用工业

化养信息化
,

以信息化促工业化
。

3
.

信息经济由信息产业组成
,

据波拉特
、

马克鲁普等 人继 贝尔区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

会之后用具体的经济分析与数值计算
,

60 年代中后期起至 70 年代
,

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

已先后由工业化经济过渡到信息化经济
。

其主要标志是经济活动有一半以上已与信息活动有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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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随着当前欧美西方发达 国家正在兴起的
“

信息高速公路
”

的逐步实现
,

这一信息化的过程正

呈加速度式的发展
。

4
.

经济是基础
。

随着各国经济的信息化发展趋势
,

整个社会必然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

当今

社会
,

没有信息经济的发达作基础
,

是不可想象的
。

信息是物质生产领域效率的重要因素
,

同时

又以工业最新部门的发展和强大工业信息综合体的形成为依据
。

信息经济既是国民经济和世

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

又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强大因素
,

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前

景
。

①

钾

充分注意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反思

坚持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西方哲学专业 法 俊

针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结果
,

有两种相对立的意见
:

有人认为
,

消除现代

化的负面结果的唯一 出路是终止社会现代化过程
; 另一些人则认为

,

只要实现现代化
,

这些 负

面影响可以不加考虑
。

我认为
,

上述两种看法都有不妥之处
。

事实上
,

在西方发达社会
,

许多学

者和思想家对现代化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反思
,

这些反思和批瘁不仅对我们了解西方现代化有

所启发
,

而且对我们正在进行中国现代化过程有借鉴意义
。

下面我主要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对现

代社会的批评谈谈对现代化认识
。

1
.

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第一
,

现代社会是
“

病态社会
” 。

马尔库塞认为
,

发达工业社会尽管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

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物质需要
.

但这种
“

富裕社会
”

是病态的
。

其主要特征就是这个社 会压抑了人性及其真正的需要
。 “
一 卜社

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 (它的结构 )所具有的特点
,

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 手段

使人的存在 (人性 )充分地发挥出来
,

这时
,

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
。 ” 勺 他更用 了

“

单面性
” 一 i司来

表征发达工业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人
。

在发达工业社 会中
,

明人 与人的差异被扯平
.

人变 )t] 厂

同一的工业模式造就的一模一样的社会原子
;②机器消灭了个性

,

人成为社会这部
“

机器
”

的
-

部分
; ③就个人而言

,

他的思想行为和各种机能变成服从同一物质利益的无差别的东西
。

总之
.

人性堕落到一种抹杀个性的野蛮状态
。

第二
,

现代社会是
“
全面异化

”
的社会

。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

现代社会不仅仅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
,

而且表现为经济
、

政

治
、

科技
、

文化
、

心理
、

生理乃至语言等方面的
“

全面异化
” 。

弗洛姆说
: “

马克思的确没有预见到

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
,

特别是那部分人数愈来愈多的居民的命运
,

这部分人主要不

是与机器打交道
,

而是与符号与人打交道
。 ” ③ 因此

,

这个社会是人异化于 自己
,

异化于同类
,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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