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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席　丹

　　摘要: 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信息化社会具有不同于信息化以前的人类社会的特征
和规律, 研究这些特征和规律有助于推进信息化的发展。本文旨在对信息化的概念、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差
异、信息化的作用、信息化带来的新的经济规律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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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的世界性技术革命和
产业革命, 已经把信息化推到了世人的面前。信息化对人类
社会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业化, 使世界进入到信息社
会的新时代。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在积
极应对信息化的挑战, 而信息化也给我们提出了理论上的新
课题, 要求我们对之作出理性的回答。这里, 仅就什么是信息
化, 信息化与工业化有何差异, 信息化有什么作用以及信息
化有什么新的规律作一个初步的研究。

一、关于信息化的概念
发端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信息化浪潮, 一开始就引起了

各方面的高度重视。1960 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信息化”、
“信息社会”等概念。由于信息化出现的时间不长, 实践的发
展又十分迅猛, 信息化社会本身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因而
对信息化的理解不尽相同。总体上讲, 对信息化的理解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理解主要指信息技术产品和通信业的
发展; 广义的理解则除了以上内容外, 还包括信息服务业, 以
及以信息处理为主要内容的其他产业的发展。这里就三个问
题作出进一步探讨。

1. 信息化的内涵。信息化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结
果, 许多学者如哲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通信科学家
等都从不同的高度, 去理解信息化的内涵。我想, 从本质上
看, 信息化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即信息的网络化、信息的
数字化、信息的智能化。

第一, 信息的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基础, 它主要是指信息
的构成方式问题。信息存在的历史与人类发展的历史相同
步, 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构成绝大数是以自然方式存在,“结绳
记事”、“剑舟求剑”等就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但是在计算机出
现并广泛应用于信息处理与传播的时候, 人类使用的绝大部
分信息可以转化为数字信息, 能够用机器进行处理, 这样也
就构成了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础。因此, 信息化的历程也可
以称为信息数字化的历程。

第二, 信息的网络化是信息化的基本特征, 这主要是指
交流形式问题。信息传输的方式有许多, 有直接的、间接的;
有一对一的、一对多的和多对多的。其中, 最具效率的是直接
的、多对多的形式, 即网络形式。在计算机网络出现之前的信
息交流, 以一对一为主要特征; 而计算机系统的出现, 则为多
对多的信息交流提供了技术可能。因此, 以计算机互联网络
为特征的信息组织, 是迄今为止信息网络化的最高水平, 也
是信息化时代与前信息化时代的根本区别。

第三, 信息的智能化是信息化的发展特征, 这主要是指
信息的加工处理问题。在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之
前, 人类所有的信息加工处理方式都是机械的、非智能化的,
智能只存在于人脑之中。计算机大大地延伸了人脑的信息功
能, 不仅仅是存储, 更重要的是智能化加工。因此, 信息的智

能处理的革命意义在于, 它成为人类大脑的外延。
2. 信息化是一个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也是信息

不断普及、重要程度不断提高、信息需求不断增长的历史。但
在计算机技术出现之前, 都不能称之为信息化, 而是前信息
化阶段。信息化是一个过程, 主要有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 信息化是某一个或几个领域率先突破, 再向全社
会、全世界广泛扩散, 影响也随之扩大的过程。国际互联网就
是在美国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取得突破, 再运用到所有
大学、应用到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过程。这个扩散的次序一
般是, 由技术先进的国家向技术落后的国家、由城市向农村
扩散等等。

第二, 信息化也是由低级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转变, 影
响越来越深远的过程。从企业的信息化来分析, 最初阶段, 主
要是计算机处理管理信息、编制财务报表、办公自动化等, 应
该讲未进入到企业生产活动之中; 然后是用计算机技术进行
产品设计 (CAD ) 等方面的工作, 开始进入到生产领域; 再向
前发展, 就是产品设计的自动化、工艺过程的自动化、管理的
信息化和市场的电子商务等, 这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

第三, 信息化的基础是工业化, 推进信息化可以带动工
业化, 两个过程不能严格区分。一般而言, 信息化是建立在工
业化的发展基础之上, 没有工业化的基础就没有信息化。但
是, 对于后进国家, 并非一定完成工业化才推进信息化, 工业
化和信息化可以同步推进。更为重要的是, 推进信息化, 发挥
后发效应, 能够较好地带动工业化的发展。

第四, 信息化的过程也应该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有
些与工业化、农业化相同, 具有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有些
规律是信息化特有的规律, 这还需要实践的推进和理性的探
索。

3. 信息化的目的。从总体上讲, 信息化是解决信息的供
需矛盾。供需矛盾是经济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信息的供需
矛盾存在了许多年, 但随着人类信息需求的上升和信息供应
的“爆炸”, 信息化的供需矛盾已经上升到经济中的一个主要
矛盾, 解决信息的供需问题, 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建立在
“三化”基础上的信息化, 为解决信息的供需问题提供了革命
性的方式, 开辟了新的发展天地。

信息供需矛盾的表现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供小于求, 许
多人由于技术手段、搜索方法等问题, 找不到需要的信息。一
般而言, 信息革命和信息爆炸之前, 人类社会的信息供求是
以“供不应求”为主要特征的; 一种是供过于求, 由于信息爆
炸和技术手段的改善, 可以提供的信息大量产生, 出现了所
谓的信息“冗余”现象。应该讲, 现代社会信息“稀缺”和信息
“冗余”并存, 已成为信息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就不同的专业领域而言, 信息化解决的问题也有其特殊
性: 从市场上讲, 信息化主要是解决市场的均衡问题, 为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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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提供充分的信息, 减少交易成本, 降低社会总成本。从生
产上讲, 信息化主要是增加产品的信息的含量, 提供新的附
加值, 满足消费的需求。从技术上讲, 主是是解决信息的有效
传递问题, 利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融合
和集成, 建立网络、打通通道、互联互动。从管理上讲, 主要是
解决管理效率问题, 提高管理效率最重要的是信息沟通, 有
了准确、及时的信息, 决策才有基础, 管理才能有效。

二、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差异
中国政府提出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 把
信息化放到与工业化同样重要的高度, 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的
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原则上讲, 信息化和工业化都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不断从较低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信息化
的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 并能带动工业化的发展,
同时, 两者也有着许多重要的差异。

1. 功能上的差异
从总体上讲, 工业化主要解决生产活动中的动力和机械

问题, 一方面是解决人的体力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
面是解决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问题, 俗称
“手的延伸”, 工作对象主要是物质和能源, 实现物质和能源
的转换, 扩大物质生产的数量和提高物质生产的质量。信息
化主要解决信息的编码、传输和处理等问题, 一方面是解决
人的智力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将人从繁重的智
力负担中解放出来的问题, 俗称“脑的延伸”, 在许多方面具
有能代替人脑的记忆、计算、推理、思维等方面的功能。信息
化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信息和知识, 通过解决信息的编码、传
输和处理等问题, 既能在更高的层次扩大物质生产的数量和
提高物质生产的质量, 同时也能实现信息的综合和提高。

2. 发展速度及影响面上的差异
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看,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

期, 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 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现在, 经
过 200 多年的历史, 工业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与此同
时,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发端的信息革命更是使
信息化处于加速发展的时期, 50 多年来, 信息化所赖以发展
的人类科学文化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 这段时期积累的科学
知识总量超过了此前人类创造的知识总和。以计算机芯片技
术发展为例, 莫尔定律指出, 计算机芯片的存贮量, 每 18 个
月翻一番, 而价格下降一半。这虽然是一个经验定律, 但它能
比较恰当地反映当代科技知识积累的情况。同时, 信息化所
创造的人类财富迅速增长, 成为全世界的重要产业。在美国,
信息产业 (硬件和软件业) 跨越传统的钢铁、汽车、石油产业,
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 在我国的工业门类中, 从 1999 年开始
信息产业也已成为第一支柱产业。信息化的影响面也随之扩
大, 远远超过了工业化, 不仅仅对传统的工业、农业等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而且超出了经济领域, 进入到社会、政治及文化
等方方面面。

3. 发展模式上的差异
在发展模式上, 工业化主要是需求导向, 由于工业化主

要解决“手的延伸”问题, 因为凡是人“手”不能解决的问题,
都成为工业化的需求。信息化则是解决“脑的延伸”问题, 一
方面它解决“脑”不能解决的问题, 坚持“需求导向”; 另一方
面由于信息的综合和智能化, 以技术革命创造出新的需求,
出现了所谓的“供应导向”。新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供给
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这个在工业化时代遭到否定的定
律, 在信息化时代成为了规律。例如, 由于技术革命产生了互
联网, 它使得“虚拟世界”成为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技术供给
创造了需求”。因此,“需求导向”和“供应导向”并举, 是信息
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

4. 发展动力上的差异
工业化的发展以资本为第一推动力, 资本是产业发展的

首要因素, 显现出“资本导向”的特征。美国是世界上信息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从广义的技术进步看, 其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开始进入到信息化的社会, 而 60 年代前为高度工业化的
时代,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占到第一位, 而此后由
于广义技术进步的发展,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上
升为第一位, 整个国家也相应地进入到信息社会。因此, 信息
化的发展以技术为主要动因, 以技术的不断突破带动产业的
进步, 而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成为次要因素, 显现出“技术导
向”的特征。

5. 发展条件和手段上的差异
工业化的基础是农业化, 即在基本解决人类“吃”的问题

的基础上, 开展的一场产业革命。信息化的基础是工业化, 即
在解决人类“手的延伸”问题的基础上, 掀起的一场产业革
命。在手段上, 工业化主要靠竞争来实现。在工业化之初, 由
于资源掠夺和竞争, 有时不惜由国家出面发动战争。而信息
化除了竞争外, 合作也上升为一个同样重要的主题。信息化
的许多工程特别是基础工程, 需要广泛的合作甚至国际合
作, 甚至形成了必须人人参与的局面。工业化的观念是, 参与
面越少越好; 信息化的观念是, 人人都是参与者。

6. 管理模式上的差异
工业时代的经济管理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物质的生产

过程是流水线型的; 二是信息的传递过程是垂直的, 与此相
适应的管理过程是垂直的, 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这种信息
传递模式主要是受到传递手段的限制, 而信息技术则为信息
的多点同步传输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由于在信息化的条件
下信息传输可以形成网络方式, 那么建立在信息传输之上的
管理模式也就相应地由垂直方式转移到更具活力、中间过程
更少、成本更低的的网络管理方式。

7. 时空发展上的差异
时空差别是工业经济模式下的一个重要特点。大部分的

经济活动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由于信息沟通不畅, 许多
市场信息不能同时到达不同的消费者手中、时差的影响不同
地域的企业不能同时获得信息、时间关系使许多经济活动不
能十分高效的运行等等。而在信息化的条件下, 以上的许多
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电子商务的出现, 不同的消费者可以
同时取得第一手信息; 由于同步传输技术的改进, 在中国处
于黑夜间时可以记录下美国白天股市的一切记录; 由于网络
的出现, 一些季节性、临时性的经济活动成为永久性、常规性
的活动, 如“永不落幕的网上交易会”等等。空间问题上同样
存在这样的改进, 信息化的出现, 使等距离经济成为可能。

三、信息化的作用
信息化作为一次重要的产业革命, 对经济发展具有独特

的促进作用, 这种作用不仅表现为宏观经济的增长, 而且在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启动新的需求、提高企业及社会的整体
经济效益等诸多方面, 都有着极大的作用。

1. 信息化具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问题一
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 新增长理论提出, 内生的技
术进步增长模型由多个基本要素组成: 以消费品单位衡量的
资本、以劳动者数量衡量的劳动力、以劳动者知识积累效应
衡量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水平系数。这个模型在理论上进一
步解决了知识信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利用多种相关
模型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分析表明, 知识信息和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50% 甚至更高的份额。
因此,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社会或者信息化社会。
那么,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信息化是如何起到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呢?

第一, 知识信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 成为
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经历了以劳动力数量为主、以
土地资源占有为主和以资本投入量为主的阶段, 已经进入到
以知识信息为主的阶段, 知识信息也由外生变量上升为内生
变量, 成为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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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知识信息的投入改善了其他要素, 特别是促进了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知识信息在自身作为生产要素的同时,
它能改善劳动者的素质, 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专业化人才的技
能, 创造出全新的人力资本, 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作出贡
献。

第三, 知识信息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具有乘数效应。乘数
效应是指知识信息对经济增长的投入与产业的有乘数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投入中, 劳动力数量和资本投入量都有明确的
计算标准和方法, 而增长的产业也是可以计算的, 那么决定
投入量与产业量之间关系的乘数或者称为函数关系, 就是由
知识信息、管理方式、人力资本多个因素决定的, 通过知识信
息等的投入, 能够改善投入、产出的函数关系, 放大信息的乘
数效应, 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2. 信息化具有对企业和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
信息化能够带来更多的整体经济效益, 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是信息化的一个重要作用。

第一, 从企业生产内部看, 减少了生产成本。智能化的设
计和生产过程, 降低了劳动力的投入, 提高了生产的整体效
益。管理信息交流的出现, 出现了垂直管理、网络管理, 降低
了体制成本, 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有效性, 创造了管理效益。生
产产品的信息量含量提高, 降低了产品的物质和能量消耗,
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有人对不同种产品的单位重量价格
作了比较, 最能说明增加产生的信息含量的价值。1987 年, 钢
材 1 千克约为 7 美分, 汽车 20 千克约为 7 美元, 从钢材到汽
车、飞机和集成电路, 产出的信息含量是上升趋势, 而相应的
价值也同步上升。

第二, 从市场交换看, 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概念
源于制度经济学家对企业起源及性质的解释, 实际上在企业
外部同样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搜
索成本。施蒂格勒认为, 搜寻行为产生有效劳动市场的信息,
系统掌握了劳动市场的信息, 也就相当于掌握有一项无形资
本。同样, 掌握了市场上的相关信息, 就相当于掌握了无形资
本, 可以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电子商务是信息化时代的基
本标志, 是提高市场交易效率的最有效的途径, 它甚至成为
一种新的生产模式。

第三, 信息化的出现还能够有效的降低时间成本, 提高
生产效率。时间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参数, 单位时间内
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销售更多的商品, 一直是经济运行的
一个目标。信息化的出现, 使经济进入到一个无时间差别的
新时代, 并行、同步等新模式把经济活动的时代效率大大地
提高了。

第四, 信息化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很大部分是正外部效
应, 有利于社会整体效益的提高。

3. 信息化具有对产业结构调整与融合的优化作用。信息
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具增长前景和影响力的先导技术, 信息产
业是前后关联系数大、投入效率高、增长速度最快的支柱产
业, 这就决定了信息产业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信
息化对结构调整和融合的优化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信息技术的产业化, 形成了新的支柱产业, 推动了
产业结构高级化。以美国为例, 1993 至 1999 年间, 计算机服
务业和软件业平均每年增长 10. 7% , 而同期全美增长在
5. 0% 的水平。同时, 信息技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GD P)的
比重, 由 6% 上升到 8%。1995 至 1998 年, 信息技术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平均每年超过了 1ö3。在我国, 电子信息产业的
增长幅度连续 5 年在 25% 以上, 它占到 GD P 的比重已经达
到 3. 4% , 已经成为工业中的第一支柱行业。从全球看, 世界
经济五个重点行业中, 个人计算机由 1990 年的2 697万台,
增长到 1997 年的 4 500 万台, 增长了 66. 9% , 增长速度远远
高于谷物、石油、钢铁、汽车,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 信息技术加快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 推动了
传统产业的升级模式。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行业, 是产业升

级换代的重要途径, 也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仍以
美国为例, 信息技术设备在工业的设备总量中占有最大的份
额, 用美元现值计算, 工业中投入在信息技术设备上的经费
从 1993 年的 1 420 亿美元上升到 1998 年的 2 330 亿美元,
并且始终在工业的所有设备中保持着大约 1ö3 的份额。由于
技术更新速度较快, 考虑通货膨胀系数后, 信息技术设备上
的投资在工业全部设备经费的份额达到了一半以上。因此,
这些数据可以说明, 信息技术设备是整个工业最重要的技术
装备。从我国经济看, 传统产业所占的比重很大, 存在结构不
优、效率不高、成本不低等诸多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
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改善传统产业, 使之升级换代。

第三, 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大大地超出了传统的工业领
域, 大举进军到服务产业, 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传统的
信息服务业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 大大地增强了服务功能与
服务范围, 新兴的信息服务业蓬勃兴起, 为国民经济注入了
新的活力。

4. 信息化具有启动和刺激新的需求作用。需求是经济发
展的基础, 信息产品需求是一种重要的需求, 对信息需求的
满足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的重要力量。

第一, 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最重要的消费热点之一, 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在我国, 计算机市场发展迅速, 由计算
机软件、硬件和信息服务构成的计算机市场规模, 从 1993 年
的 615 亿元, 增长到 1999 年的 1 720 亿元, 而 1981 年的市场
规模仅为 5. 2 亿元, 1990 年为 55. 1 亿元, 1981 至 1990 年的
9 年间增长了近 10 倍, 而 1990 至 1999 年的 9 年间增长了 30
多倍, 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另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
移动通讯市场。我国移动通讯起步于 1988 年, 从 1989 至
1999 年的 12 年间, 我国已经启动并完成了第一代移动技术
设备, 以第 2 代移动技术设备为主, 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三代
移动技术设备的时代。1999 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4 323
万户, 2000 年达到8 526万户, 用户总数居世界第三位, 约占
全球用户总数的十分之一, 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位。信息产
业正以大大超过全产业 GD P 和工业的发展速度增长, 成为
拉动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

第二, 信息产品消费更新换代快, 且有自动锁定的特征。
信息产品消费的热点较多, 不断有新技术推进, 也不断有新
的消费热点出现, 而信息产品消费一旦产生, 就会有一种自
动引导、强化这个消费的“锁定”效应。从大的方面讲, 在使用
计算机之前, 会计人员用手工计帐, 一旦使用上计算机之后,
会计人员就会对计算机产生依赖性, 最终是无法摆脱使用计
算机, 导致别无选择。计算机芯片也就由 286 到 386、486, 甚
至奔腾系列。从小的方面讲, 我们也可以对某些具体的产品
的某些品牌产生“锁定”效应。这里最典型的是微软公司的
W indow s 操作系统。我们不仅仅使用W indow s, 而且使用依
附在它之上的W o rd、M edia p layer 等多种软件, 各种自建数
据库也都建立在这个系统之中。如果我们想采用另外不同品
牌的软件, 就有一个兼容问题。因此, 为了“方便”, 我们又不
得不进一步使用W indow s 系统。这样我们就可能离别的软
件更远了, 同样也就更深地“锁定”在W indow s 上面。而在
W indow s 上开发的新软件, 则相对容易地成为不断扩大的信
息消费的来源。

第三, 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需求空间。即除了信息技术
方面本身是需求外, 它还常带了许多新的需求。 IP 电话是基
于网络的一种增值服务, 就通信功能而言, 它不过是一种电
话服务, 但这种电话服务具有价格低廉和容量大的特点, 于
是 IP 电话的需求迅速上升, 甚至对传统的电话服务带来了
极大的冲击。

5. 信息化具有对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推进作用。信息
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者之间
相互促进、相互推动、互为整体。

第一, 信息化为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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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信息技术与网络为市场化、全球化采购、生产、消费、
管理等提供了技术手段。现在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
力量, 而它们都在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信息系统, 以美国沃尔
玛为例, 它的全球信息系统投资高达 7 亿美元。

第二, 信息化为推行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新经营模式
提供了可能, 从而在企业经营模式上推动了市场化与全球
化。随着网上办公系统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人在家中办公, 他
们按照信息指令从事专业化的工作; 随着模块化的信息技术
工作理念的广泛应用, 利用市场机制对生产、开发活动进行
外包, 正如许多美国计算机公司的产品不是在美国生产、而
是在中国台湾省、印度生产。

第三, 信息化使公司内部出现了以网络管理为核心的新
模式。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命令传输和信息传导, 已被微
型、网络化的模式所取代。

四、信息化带来的新的经济规律
信息是有别于物质和能源的一种重要资源, 信息技术具

有发展速度快、影响面广的特点, 在信息产业已经成为许多
国家支柱产业的情况下, 我们在区别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特征
的同时, 还要进一步探求信息化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新经济规
律。

1. 从报酬递减到报酬递增
长期以来报酬递减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它的

基本含义是: 在一个经济系统中, 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某些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呈下降的趋势。这个规律统治了
经济学多年, 而 20 世纪初经济学家阿林·扬对此提出质疑,
提出了报酬递增的规律。而真正认识到报酬递增也是一个规
律的, 则是在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之后, 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
们给予其规律性的阐述。他们认为, 知识、专业化分工、人力
资本和扩大出口等都能带来报酬递增的效应, 有的人甚至认
为它是信息化经济 (知识经济)的一个特殊规律。我们认为报
酬递减和报酬递增都是经济发展的规律, 两者不是对立的主
体,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条件下, 两者可以互
相转换, 或者讲, 在物质经济时代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
时间较长、范围较广; 而在信息经济时代报酬递增规律表现
较强一些。

第一, 技术条件发展变化, 可以直接产生报酬递增。古典
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减的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技术水平不变, 有
了这个前置条件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因此, 他们举例最多的
就是农业的例子, 因为农业技术变化最慢。而信息化经济是
一种典型的技术导向型经济, 它的技术水平不是不变, 而是
最主要的变动要素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技术进步带来了
专业化分工, 技术进步积累了知识和人力资本, 这些都构成
了报酬递增的基础。总言之, 如果在信息化经济中技术水平
停止不变, 那么经济规律就会由报酬递增转为报酬递减。因
此, 就技术变化这个因素而言, 技术进步带来分工, 这个时候
报酬递增规律发挥作用, 导致持续地增长; 一旦技术进步放
慢甚至停止, 或者是全新技术产业, 就带来了另一个新经济
系统的分工, 那么原有的报酬递增就会转为报酬递减, 增长
的速度明显放慢, 甚至停止增长。这就是报酬递增和报酬递
减规律相互转换并起作用的周期循环。

第二, 信息产品具有能低廉地甚至无成本地复制使生产
收益呈递增的特点。生产对象不同对报酬递增规律的影响不
同。传统的物质资源的生产具有较高的成本, 每增加一个新
的产量, 就必须相应增加新的成本, 那么对投入的回报就会
有减少, 也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而信息资源具有一旦
产生就能低廉地甚至无成本地复制, 增加信息产品的份数往
往不会带来更多的成本上升, 相应的收益就会呈递增的特
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物质经济条件下报酬递减规律比较
普遍, 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报酬递增规律比较普遍的原因。

第三, 进一步的成本分析表明, 信息经济具有特殊的成
本结构, 能够保持报酬递增。信息经济是一种典型的高固定

成本、低边际成本经济, 刻录一张光盘可能成本不到 1 美元,
耗资 8 000 万元软件的成本大部分在第一份拷贝上。从成本
结构看, 信息经济的固定成本大部分是沉没成本, 许多是研
究费用, 一旦软件开发失败, 那么以前所有投入都无法换回。
而一幢楼房做好了不想用, 还可以卖掉, 至少还可以收回残
值。信息经济的可变成本也有特殊性, 即使已经生产了许多
信息的复制品, 产生一份拷贝的成本也不会增加, 即当生产
者有了第一份软件之后, 生产 100 万份的成本相差无几。另
外, 信息产品的定价也不是采取传统的长期物质产品的定价
方法, 即分摊成本的定价方法, 而是采取以产品的价值总价
的方法。因此, 信息经济的成本特征, 更能反映出边际成本递
减的特点, 因此报酬递增更能普遍地在信息经济范围内发生
作用。

第四, 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 是保持报酬递增效应的重
要原因。社会需求很大, 竞争对手不多, 那么增加对某种产品
的投入, 就会带来报酬递增的效应, 无论是物质经济还是信
息经济都具有这个特点。但是, 一般而言信息经济在技术更
新上比物质经济快得多, 能够产生许多新的需求, 需求导向
和供给导向并举, 这样信息经济也就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更
新快, 收益增加。

第五, 正反馈效应使得信息经济具有导向报酬递增的机
制。正反馈效应类似于马太效应, 它使得强者更强, 弱者更
弱, 一旦成功了, 一切的努力都向着更成功的方向努力。英特
尔和微软的联盟成功是正反馈效应的范例, 它们几乎垄断了
大部分市场, 新的投入带来报酬递增效应。这里有两个关键
的原理在起作用, 一个原理是学习原理。新增长理论者认为,
“边干边学”是报酬递增的一种模式。在信息经济中, 学习效
应是一个基本效应, 学习优势成为新的竞争优势, 通过信息
有效反馈, 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管理, 推进创新, 实现报酬递
增效应。另一个原理是“锁定”原理, 当我们习惯于使用的
W indow s 之后, 我们往往把相关的工具建立在这个平台之
上, 那么就进一步强化了W indow s 在使用中的地位, 要么我
们改用别的操作系统, 这时必须支付“转移成本”, 这是需要
时间和资金的; 要么我们就被“锁定”到W indow s 上面。锁定
能导致正反馈效应, 也使企业能追求到报酬递增的效果。

2. 规模经济性向技术经济性转变
规模经济性也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规律, 它指的

是, 当所有投入相同比例增加时, 产品数量增加比例大于投
资数量的增加比例, 这种情况也称为规模收益递增。它的主
要适用范围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 特征是以生产数量
的增加, 降低各个产品的成本, 取得规模的效应。技术经济性
指的是, 提高生产经营的技术水平或增加新技术的使用, 能
够带来产品的效益成比例的增加。它的主要适用范围是以信
息生产为基础的经济, 特征是技术水平的提高, 增强生产能
力, 取得技术的效应。这两个规律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往往
是两个规律同时发挥作用, 而各自的偏重略有不同, 到信息
经济时代技术经济性的特征更明显。

第一, 规模经济性的核心是规模, 技术经济性的核心是
技术。工业经济时代的规模经济性, 都是生产规模的扩大, 降
低单个产品的成本, 通过资本来扩大生产能力, 达到有效竞
争的规模能力。而以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经济, 竞争的主要力
量是技术能力。以芯片为例, 英特尔公司每一种新型芯片的
推出都不是在生产上以规模为导向, 而是靠技术实力占领市
场, 而市场对该产品产生正反馈, 自动锁定用户, 增加市场需
求, 这样来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经济性
起到了根本的推动作用, 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不大, 不仅“规
模”本身难于确定, 更难确定何时能达到规模经济。

第二, 规模经济性和技术经济性都有很高的门槛, 而后
者更高一些。规模经济性主要是有规模的门槛, 它对市场进
入者是一种进入障碍。以我国为例, 汽车的规模经济是年产
30 万辆, 乙烯的年产量为 30 万吨等等。这些 (下转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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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现代社会里的失信, 以及由此引发的秩序混乱使
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 人来源于动物的
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 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
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 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程度。

注释:
①在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中,“信用”一词注解如下: a. 一个

人的帐户上的顺差结余; 亦指一个人可能接收须待将来偿还的商品
或货币的数额或限度。b. 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的信任。c.
不需要提供物质保证的, 可以按时偿付的。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
源》一书里,“信用”指信任使用之意。

②βµ参见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108、331～
332 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③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 载《财贸问题研
究》, 2001 (3)。

④有关论述请参阅加里·S·贝克尔:《口味的表达》, 北京, 首都
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0。

⑤引自蔡荣鑫:《非正式制度安排与经济组织绩效》, 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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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三方执法的问题。他们认为第二方执法在早期的市场经济里比
较有效, 但在一个现代市场经济里, 应该强调第三方执法。原因在于
第二方执法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而第三方执法则强调其共
同遵守的“游戏规则”。详见《新华文摘》, 2001 (3) , 第 186～ 187 页。笔
者以为, 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在早期市场经济里, 市场范围狭窄, 个人
的交往更多依赖于相互之间的信任, 那时的家族企业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 但随着市场的扩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 个人信用和家族信用
逐渐演化为企业信用和社会信用, 即个人、团体间的游戏规则转变为
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信用”与“法治”不只是简单的第二方执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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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 页) 障碍对资金、技术、人员等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 而投资额是最主要的障碍。而技术经济性则受到双重障
碍。第一是技术投资额的障碍, 开发全新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投资几十亿美元, 一个城市的电话系统投资也是几十亿美
元, 维护一个数十万条记录的数据库需要 100 万美元以上,

等等。因此, 这些与规模经济性相一致。第二是技术的障碍。
一般而言, 创新程度越高的新技术, 它进入的难度越来越大,

如 cpu 技术、大型网络技术、基础软件技术等, 一般都是几个
世界著名的公司推出, 其他企业缺乏对这个行业进入的技术
实力。

第三, 规模经济性是供方经济性, 技术经济性既有供方
经济性, 又有需方经济性。很显然, 在物质经济形式下, 规模
经济性主要反映在供给方, 年产 30 万辆轿车, 往往能产生生
产方的规模经济性, 而需求方也就一辆汽车, 它不可能去买
很多的零部件及其他相关物品, 不可能有规模性。换言之, 轿
车的功能比较单一, 开发增值能力的潜力很小。技术经济性
则有双面性, 供方规模经济性是显然的, 而需方规模经济性
也往往存在。如一个用户购买了一台电脑, 由于电脑在信息
开放上有许多增值功能, 一方面对电脑的各种软、硬件的配
置有要求, 达到一定的配比; 另一方面是电脑技术自身的升
级, 软件升级、硬件升级。因此, 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信息产品
经济的技术经济性存在着需求方的经济性。

3. 联结的经济性
联结经济性是信息化一个特殊规律, 它指的是由于经济

组织之间建立网络的联系所产生的经济性联结, 是不同经济
组织寻求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联结的经济性产生于合作之
间生产的中间过程减少, 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联结经
济性存在于企业之间, 也同样存在于一个企业集团内部。

第一, 联结经济性的本质在于企业间的合作。合作是企
业间关系的主要方面之一, 企业间加强合作能解决由于过度
竞争造成的生产的成本上升, 因此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而企
业间的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联结, 使得企业间的合作上升到
一个新的阶段。企业间的合作有技术合作、人员协作、市场联
盟等等, 而这些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信息的交流。或者讲, 推
进了信息的交流, 才能更为顺利地推进其他方面的合作, 信

息化为这种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服务平台。
第二, 联结经济性的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基于信息

化网络的企业间联结, 由于双向、多点的信息交流, 能够有效
地提高信息交流的效率, 减少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降低交易
成本, 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益, 这是符合对信息化作用的基本
认识, 是不争的事实, 进一步的分析能够提供理论的依据。一
方面, 由于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结性, 可以使网络价值升值, 提
高每一个入网企业的信息获取水平, 带来直接或间接效益。
梅夫卡定律提出, 网络的价值是网络节点的平方, 即网络中
的企业数量越多, 网络的价值就越高; 网络的价值越高, 网络
中企业获得的利益就越大。这样, 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就会大
大降低, 提高企业的效益。另一方面, 联结经济性不仅表现在
企业之间, 而且表现在企业外部, 即信息网络不仅有正的内
部效应, 还同样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 有
许多工作具有负外部效应。例如, 某个地区新建一个工厂, 它
可能有噪音、有污染, 对这个工厂之外的企业、社区和人群带
来负面影响, 而网络更多地具有正外部效应, 一个企业加入
到网络中, 会给网络带来益处, 它的效应是正的。

第三, 联结的经济性对单个企业同样发生作用。一个企
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采用信息化技术之后, 同样能够降低内
部交易成本。一方面, 信息技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内部
网络也是一种重要的网络形式, 同样能够降低成本, 特别是
信息交换成本; 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还能降低企业集团内部
的管理成本。管理的层次传递成本和管理的跨度成本, 是最
主要的管理成本。信息化技术带来的网络管理方式和各个节
点积累所创造的网络价值, 能够大幅度地降低管理成本, 使
得超大型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 增强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

由于联结经济性的作用, 使得企业的范围经济性更容易实
现。范围经济性是指联合生产多种产品比分别生产它们能花
费更少的投入, 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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