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德昌势科学文选



势科学视域中管理系统的逻辑机制
—— 从整体直觉到逻辑演绎的中国管理学研究

李德昌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

　　摘要: 建立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需要 2个必要条件: ①抽象出的管理概念必须具有中国文

化整体性直觉的“元素”;②其管理概念必须具有科学的逻辑内涵。“势”作为一个管理概念正是

二者兼备:首先 ,“势”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直觉的概念 ;其次 ,势= 差别÷ 距离 = 差别×联

系 ,因而 ,势= 梯度= 斜率= 导数= 比例。 势科学理论的意义不仅在逻辑层面上将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真正统一起来 ,而且从根本上揭示了信息化时代创新、创业及组织和个人成长的动力

机制。在势科学的视域中 ,沟通是对组织求导 ,激励是对个人求导 ,经营是对市场求导 ,决策是

对路径变分。 探讨阐述了管理领域中各种理论和方法与势科学理论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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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bout Managerial System in the View of Potential Science

—— Chinese Management from Overall Infuition to Logic Deduction

LI Dechang

( Xi 'an Jiao tong Univ ersity, Xi 'an,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schoo l of management science needs tw o necessa ry condi tions.

One is the management concept that abst ractness makes must have“ Chinese element”; ano ther is i ts

management concept must have scienti fic logic intension. As the“ potential” of Chinese t raditional cul-

tural impo rtant element , is just bo th to have po tential. Therefore, “ Po tential makes every thing” f rom

Lao zi and “ Everything has propo rtion” f rom Pythagoras. Po tential science can no t only make the nat-

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tog ether in logic, but also can show the mo tion o f innova tive busi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in info rmation age. In the view of po tential science: communicate is

the deriv ation o f o rganization. Encourage is to individual, operate to market , and decision to route

w hat communica te to o rg aniza tion. Finally w e can expound that al l the theo ry and method in manage-

ment have relation wi th the theo ry in po tential science.

Key words: management; potential science; Chinese management; system dynamics;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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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的科学管理和管理科学不可一世的

格式化推进中 ,各种中国式管理也在蓬勃兴起。

具有代表性的有“东方管理”、“和合管理”及“和

谐管理”等。

气势宏大的东方管理学在综合“中国管理、

西方管理、华商管理”的基础上 ,用“学”、“为”、

“治”、“行”、“和” 5个字概括了它的理论体系 ,

提炼出 “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

谋、术、效、勤、圆” 15个要素 ,抽象出“三为”原

理 ,“四治”体系和“五行”管理理论 ,即“以人为

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治国、治生、治家和

治身”和“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 ,并提出

和贵、中和与和合的社会和谐目标 [1]。可见苏东

水的东方管理学理论博大精深 ,几乎涵盖了传

统文化的主要精髓。

黄如金 [2]的“和合管理”建立在“和合”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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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上 ,把和合管理的基本原理概括为“和气

生财 ,合作致胜”。 “和” ,即和谐、和睦、和平、谐

和、中和 ;“合” ,即合作、联合、结合、融合、组合。

“和”、“合”联系在一起 ,表示了和睦共处、和气

生财、合作聚力、协作致胜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正像李京文 [3 ]　①所评价的 ,“从中国传统文化浩

如烟海的典籍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中 ,提炼出

一种共性的并且符合国情的和合管理理念及其

价值观准则 ,从而为《和合管理》的理论升华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席酉民的“和谐管理”主张以问题为导向 ,

在抽象出和谐主题的同时以“协则”的设计机制

与“和则”的演化机制展开和耦合 ,在强调“三个

一致 ( E-O-L /环境 -组织 -领导的一致性 )”的基

础上追求“异质同构”的和谐目标 [4, 5] ,理论宏

大、体系完备。

各种中国式管理虽然都有自己的体系和特

点 ,但共同之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认

同 ,而且认为这种认同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逻

辑认同的、具有持久不变性 (相比之下 ,和谐管

理理论秉持了较为弱化文化背景的原则 ) ,这就

可能存在一个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传统文

化无法保持不变性 [6]。“肯德基”、“麦当劳”等西

方饮食文化已经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

化 ,聚会时的“ AA制”在老一辈人看来是不可

思议的 ,而在“ 80后”的一代中则是理所当然

的。要想有一种中国式管理能够始终适应变化

着的中国文化 ,从而也能走出国门成为具有普

适性的管理科学 ,就必须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

化中考查是否真正具有逻辑认同的不变性的管

理要素。

在各种中国式管理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的

众多具有整体性直觉的“词”、“字”中 ,一个极其

重要的镶嵌着内在逻辑而深具不变性要素的

“词”或“字”被遗漏了 ,这就是 “势”。什么是

“势”? 诸子百家都在论势 ,但没有逻辑的定义 ,

所以传统文化一直不能走向科学。笔者作为一

个外行和旁观者 ,深深地被各个管理学大师的

理论所吸引 ,在深表敬意而孜孜不倦地研习这

些理论的同时 ,从势科学的视角产生了一点对

管理的看法。本文将在综合传统文化及现代科

学中有关势的本质意义基础上给出“势”概念的

逻辑定义 ,研究势机制对各学科领域的普适性 ,

阐述势理论可能对现代管理学具有的一些最普

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因而将在最广泛的

意义上论述有关人和组织以及社会成长和发展

的内在逻辑 ,而非限制在狭义的企业管理。

1　势概念的内涵

1. 1　中华文化中的势概念

中华文化中有关势的词语比比皆是 ,诸如:

势如破竹、势均力敌、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声势

浩大、因势利导、气势磅礴、蓄势待发 ;有钱有

势、有权有势、审时度势、人多势众 ;造势、乘势、

趋势、形势等。

孙子有关势的论述颇多 ,例如: “激水之疾 ,

至于漂石者 ,势也” ;“故善战者 ,求之于势 ,不责

于人 ,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 ,其战人也 ,如转

木石。木石之性 ,安则静 ,危则动 ,方则止 ,圆则

行。故善战人之势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势

也” (《孙子·势篇》 ) ,就是说 ,善于作战的将帅

营造的作战情境就像在高山之
山

颠滚动圆石 ,狂

奔直下不可阻挡 ,这就是“势”。

老子的论势最著名: “道生之 ,德蓄之 ,物形

之 ,势成之” [7] , 12字概括了管理的真谛:无论干

什么事要有个道理再去干 ;干什么都要遵守行

业规范和职业道德 ;干什么事都必须有适当的

物质资本才能去干 ;最后 ,能否成功还在于

“势”。

1. 2　自然科学中的势概念

在化学中 ,有化学势。在物理学中 ,有电势、

位势、真空势、量子势和超量子势。真空势推动

了宇宙的暴涨产生了世界万物
[8]
,是暴涨宇宙

学的出发点 ,量子势和超量子势是著名物理学

家玻姆 [9 ]提出的 ,洪定国等称为“一级隐缠序的

信息场”和“二级隐缠序的泛函信息场” ,是“一

切量子效应的唯一缘由”。日常人们最熟悉的是

位势和电势 ,所谓位势 ,一般是指引力场空间中

2个位置点由于高低差别形成的梯度 ;所谓电

势 ,一般是指电场中某点至无限远点之间的场

强之差 ,在数值上等于把单位正电荷从某点移

到电势为零的点时 ,静电场力所作的功 ,所以 ,

电势有时也称为电动势 ,往往与“能”和“功”联

系在一起。一般而论 ,造就一种势场 ,就具备了

一种作功的本领 ,所以 ,对于一个系统来说 ,营

造信息强势是系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对外竞争

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势场将产生“非

平衡非线性”作用 ,为事物造就内在的创新分岔

机制 ,成为宇宙、社会、组织及人才成长的共同

规律。

1. 3　势概念的逻辑定义

综合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中各种有关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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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意义 ,可以发现 ,势的概念中有 2个最基本

的概念要素 ,即“差别”和“联系”。例如 ,孙子说

的“激水之疾 ,至于漂石者 ,势也”。就是说 ,湍急

的水 ,飞快地奔流 ,以至能冲走石头 ,这就叫做

“势”。实际上 ,水流急的地方 ,位置的高低“差

别”大 ,而水作为一种流体又是内在连续 (联系 )

的 (流体力学的基本假设之一 ) ;在物理中 ,电场

中某点的电势是电场中某点与无限远点之间在

场强“联系”中的“差别” ,引力空间中的位势 ,是

2点在引力场空间“联系”中的“差别” ,量子势

是微观粒子在一级隐缠序信息场“联系”中的

“差别”等。而在世俗社会中人们常说的“有钱有

势”和“有权有势”也完整地表达着势概念中“差

别”与“联系”嵌套的内在机制:你越有钱、越有

权 ,与别人的“差别”就越大 ,别人还越想找你 ,

与你“联系”得越紧。当然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 ,

总是可以体会到钱和权可以将“差别”更大的人

紧密“联系” (组织 )起来。另一方面 ,势的一个直

观的概念是“梯度” ,水流越急 ,水面的梯度就越

大 ,势越大。因为梯度可以用“差别”与“距离” 2

个坐标 (见图 1)表达为差别÷ 距离 ,而距离与联

系成反比 ,距离越大联系越小 ,距离越小联系越

紧。所以可以逻辑地给出“势”的定义:

势= 梯度= 差别÷ 距离= 差别×联系 ;

而

梯度= 斜率= 导数= 比例。

所以 ,老子说“势成之” ,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

比例”。

图 1　势= 梯度= 差别÷ 距离= 差别×联系

2　势科学原理、方法和逻辑框架

　　在势概念的逻辑定义基础上 ,研究势的产

生及运行机制的科学叫做势科学 [10, 11]。

要找到复杂管理的内在逻辑、从而将管理

丛林的各种理论联系起来 ,就必须从哲学的高

度上来抽象。一般来说 ,越是抽象的概念回到实

践就越有力、越有用 ,越是抽象的理论就越能将

复杂多样的学科领域统一起来。哲学的 2个基

本抽象概念是“差别”和“联系” ,然而 ,当哲学家

们谈及差别时总是具体事物的差别 ,谈及联系

时总是具体事物的联系。而且哲学家往往顾此

失彼 ,顾及联系的成了本体论 ,顾及差别的发展

成各种学派 ,以致像哲学家说“有多少个哲学家

就有多少种哲学”。哲学要能够真正走向适用 ,

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抽象 ,像数学一样抽象出不

涉及任何具体内容的纯粹的概念—— “差别”和

“联系” ,而且始终如一地像科学家操作导数 (导

数 = 差别×联系 )一样不偏不倚地研究“差别”

与“联系”的作用 (运算 )机制 ,才能有力地回到

实践产生真正的应用价值。

势科学正是依据这种科学的逻辑思路 ,在

哲学数学的高度上抽象出纯粹的、不包含任何

具体事物和内容的“差别”和“联系” ,然后将“差

别×联系”定义为势 ,再研究差别与联系的作用

机制而产生的。

势科学理论认为 ,个人、组织、社会以及宇

宙的成长、发展及演化都是由各个层次上的势

推动的。势科学的主要基石是势科学原理 ,它由

3个势定律组成:

( 1)势的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

大差别 ,所以“势趋”不变 ,宇宙加速膨胀 ,社会

加速发展 ;

( 2)势的稳定增长达到某种临界值 ,系统就

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 ,从而衍生出各

种素质、创新和风险 ;

( 3)势在一定层次上的增长极限产生对称 ,

对称形成数学结构的群 ,无阻尼的物质势作用

形成物质群 ,所以宇宙和谐 ,无干扰的信息势作

用形成素质群、组织群及社会群 ,才能产生素质

和谐、组织和谐与社会和谐。

由此可见 ,势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与“素

质”、“创新”及“和谐”有关的、现有理论无法给

以科学阐述的涉及复杂系统的内容。

势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理论逻辑缺失的

管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势科学研究的主要方

法和数学工具是非线性科学理论和数学群论。

势科学研究的可操作性概念是“对称性”。势科

学研究的逻辑框架是:势—对称—群—和谐—

进动—势。

势科学显然是一个新型的综合性科学或横

断科学 ,像许多新型科学一样 ,其理论体系只能

在不断研究中完善。势科学内容较为详细的论

述见文献 [10～ 12 ]。由于本文的重点是阐述势

科学视域中的管理问题 ,所以 ,有关势科学理论

的详细内容无法一一展开。在此 ,只能在阐述势

科学的普适性及科学的内在统一性基础上 ,根

据势科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研究信息人社会

的素质形成、管理决策和时代创新的一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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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势科学的普适性与科学的内在统一性

几乎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问题 ,都可以归

结为导数或偏导数构建的势函数问题 ,本质上

就是广义“除”的问题 ;所有的社会科学问题及

管理问题 ,都可以归结为事与事、人与人以及人

与事之间“差别”与“联系”的关系问题 ,本质上

可表达为广义“乘”的问题 ,而势 = 差别÷ 距离

= 导数 = 差别×联系 ,所以 ,在势科学的视域

中 ,“除”的问题与“乘”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可

逆的两面 ,因而有可能通过对势的普适性论证

(即逻辑演绎—— 用同一个道理、原理、假设或

规则来演绎各种现象、事物、问题或关系的表

述 ) ,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真正统一起来。

3. 1　科学势与技术势

科技的本质就是寻找现实世界中差别巨大

的事物之间的运行规律 ,找到的规律越深刻 ,不

同事物就联系得越紧密 ,科学势就越大。由势在

逻辑上表现为导数的定义看 ,从牛顿定律到麦

克斯韦方程 ,从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到相对论的

场方程 ,都是由导数和偏导数 (某种斜率和梯

度 )构建的势函数 ,所以科学是“找势”—— 将宇

宙各个层次上的势结构找到并表达为势函数。

而所谓技术势 ,就是将各种“差别”巨大的物质

形态 ,利用各种工艺技术使其相互转化而紧密

地“联系”起来 ,从而营造出信息势。工艺技术越

好 ,不同物质形态之间转化的路径就越短 ,联系

就越紧 ,技术势就越大。

3. 2　情感势

情感势是人在认识事物时感受到事物在联

系中的差别、或差别中的联系所激励的一种情

感梯度。母亲总是喜欢最优秀的孩子或最弱小

的孩子 ,是因为在同样的母子联系中 ,他们与其

他孩子的差别更大 ;在一群同样智力和身体条

件的孩子中 ,母亲总是喜欢自己的孩子 ,是因为

在差别一样的孩子中她与自己的孩子联系更

紧 ,可见情感后面是理智 ,支撑感性的是理性。

在学习中 ,学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时激情澎

湃 ,而学习琐碎的专业规程时贫乏无味 ,因为普

遍理论表达的是差别很大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

系 ,形成了强大的信息梯度或信息势 ,在信息势

的诱导和激励下就产生情感势 (爱 )。而专业规

程则是一些知识点 ,就事论事 ,零散而没有内在

联系 ,无法形成信息势就无法激励情感势。追溯

科学与宗教产生的历史渊源可以发现 ,情感势

是科学与宗教成长的同一原动力—— 是由于人

类对大自然的无限神力 ,“爱得了不得” ,就产生

崇拜甚至敬畏 ,从而就产生了宗教 ;是由于人类

对探索大自然秘密的无限兴趣 ,“喜欢得了不

得” ,就产生了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从而就

产生了科学。而感性与理性的互动机制 (另一个

层次上的势运行机制 )又形成情感势增长的原

动力—— 是因为喜欢 (爱 ) ,所以才能很好地理

解 ,是因为理解 ,所以就能更加喜欢。

3. 3　管理势

所谓管理势也叫管理信息势 ,就是管理过

程中要素信息之间的差别乘联系。管理是沟通。

沟通的效用是使“差别”很大的元素“联系”起

来 ,组织中成员的个性化“差别”越大 ,“联系”得

越紧 ,凝聚力越强 ,组织势就越大 ,越具有竞争

力 ;管理是激励 ,激励是使成员感受到未来与现

在的巨大“差别”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紧密地

“联系”起来 ,激励越有效 ,成员的内在信息势就

越大 ,积极性就越高。所以沟通是对组织求导 ,

使组织关系产生梯度 ,营造组织发展的动力机

制 ;激励是对个人求导 ,使个人意识产生梯度 ,

营造个人成长的动力机制 ;经营是对市场求导 ,

使市场中差别很大的经济要素紧密地联系起

来 ,营造组织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决策是对路径

变分 ,选择一条最短的路径达到目标。而组织和

个人的成长过程 ,则是在不断求导营造信息强

势中的积分过程。

制度管理是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制度管理本质上就是以线性的格式化方式营造

一种组织信息势 ,制度要求不同的人们遵守同

一种规定 ,就是用同一种格式化的规范将“不

同”的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消除信息不对

称的基础上 ,制度的格式化越强 ,营造的势越

大 ,制度管理就越有效。

文化管理是信息量最大而作用量最小的最

经济的管理 ,是管理追求的理想。文化是人类生

活中最具有格式化效应的元素 ,组织文化可以

将个性化“差别”很大的组织元素在价值观和意

识形态上紧密地“联系”起来 ,组织成员的个性

化程度越高 ,组织文化的凝聚力越大 ,组织文化

营造的势就越大 ,文化管理就越有效。

团队建设是现代组织管理学意义上的新名

词 ,一个团队 ,其组成人员“个性化”程度越高 ,

对称性素质越好 ,业务上“联系”得越紧密 ,意识

上“凝聚”得越坚固 ,团队的信息势就越大 ,战斗

力就越强。

“虚拟企业”是将市场空间距离“差别”很大

的各种业务 ,以核心技术为统帅紧密地“联系”

(组合 )起来 ,所以 ,虚拟企业在企业的发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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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了最大的经营势—— 不办工厂就可以出名

牌。

“细节决定成败”之所以成为管理领域的热

门话题 ,是因为细节才能将个性化“差别”很大

的成员“联系”起来营造组织信息势 ,不注意细

节就会在细节的地方得罪人而使联系断裂失去

势。一个精明的老板 ,在顾客生日的时刻寄一个

小礼物给他 ,是典型的细节管理 ,其目的就是为

了将情感和商机紧密地联系起来 ,营造组织的

信息强势。

就法约尔提出的五大管理职能“计划、组

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来说 ,每一项职能的实施

基础都基于要素之间的差别×联系。计划——

需要将未来与现在的巨大“差别”“联系”起来 ,

将组织现有的各种“差别”巨大的资源“联系”起

来 ;组织和指挥—— 其首要任务就是将“差别”

巨大的个性化成员紧密“联系”起来 ;而且领导

人的综合信息势 (钱、权、知识、情感、艺术和抽

象信息势 ) [12]越大 ,组织和指挥的效率就越高 ;

协调—— 更是直白的差别×联系 ,联系得越紧

协调就越好 ;控制—— 只有将“差别”巨大的各

种问题和要素及人员紧密地“联系”起来 ,才能

进行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 ,五大管理职能的实

施过程 ,就是在“差别”中寻求“联系”的过程 ,就

是组织管理中营造信息势的过程。

所谓势科学视域中的管理系统 ,就是指一

个要素之间具有差别与联系关系的连续性 (例

如政策、制度、法律的连续性及组织思维及个体

思维层次上信息的连续性。显而易见 ,我们不可

能对一个思维不连续的精神病患者实施逻辑的

管理—— 求导 ,而只能实施没有逻辑的管押 )、

从而可以进行求导营造管理信息势的系统。所

谓管理系统的“逻辑机制”就是指管理系统的运

行具有“求导”的内在逻辑。而在势概念的定义

中:

势 =差别÷ 距离 =导数= 差别×联系

因而 ,管理系统的逻辑机制充分展现在应

用“差别×联系”演绎的求导过程中。在本文中 ,

当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阐述“差别”与“联系”的

作用过程时 ,就是在管理过程中演绎实际的“求

导”逻辑——管理系统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整个

文章的主要内容都是在演绎管理系统的逻辑机

制 ,从而阐明如何在管理过程中营造管理信息

势。

3. 4　教育势

所谓教育势也叫教育信息势 ,就是教育过

程中有关要素信息之间的差别乘联系。教育和

管理一样是有关人才和组织成长的问题。在传

统社会中 ,学什么用什么而且用一辈子 ,所以有

势 (爱 )无势 (爱 )无所谓 ,机械地传承和记忆就

已足够。在信息化社会中 ,学习者面对的是一个

创新的时代 ,创新则需要创新的素质。在以往的

各种研究中 ,因为没有给素质一个逻辑的定义 ,

所以 ,就无法对创新以及创新素质进行科学的

研究。在势科学的视域中 ,素质的逻辑定义是

“对象结构或功能的秩序 (有序 )” [13]。空调取热

的效率是电炉的 8倍 ,因为空调的结构比电炉

更有序 ;人们的工作效率不一样是因为思维的

有序程度不一样。道德素质是行为的有序 ,行为

无序像精神病就无法判断道德 ,智慧素质是知

识的有序。一般来说 ,消息的有序是信息 ,信息

的有序是知识 ,知识的有序是智慧。怎样才能有

序?非平衡是有序之源 (耗散结构 )。而势大才能

非平衡。大爱产生大的追求 ,心理“不平衡”才会

追求。从自然到社会 ,每一种“活”的有序结构都

是在某种“势”和某种“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

中形成的:知识的有序结构—— 智慧素质 ,是在

“情感势”和“意识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

成的 (学习过程是在一种响往学习的“情感势”

推动下不断去“意识”的过程 ,“意识”的不断积

累产生“意识流” ) [9, 13 ]。在管理中只有不断地营

造信息势 ,才能使管理势和管理中各种信息流

产生非平衡非线性作用 ,使组织结构及功能不

断走向新的有序。这种有序在动态上就表现为

选择分岔和决策创新。

教育和管理、科学一样 ,本质上是一个求导

过程。如果科学是对自然求导 ,沟通是对组织求

导 ,激励是对个人求导 ,经营是对市场求导 ,教

育就是对思维求导。在思维过程中构建巨大的

知识“差别”之间的紧密“联系” ,使思维产生张

力 ,建立思维过程中的信息强势 ,推动思维的有

序、相变和分岔 ,产生创新。科学的数学本质是

寻找自然过程中的势函数 ,管理和教育的数学

本质是人工构造某种势函数 ,并在管理和教育

的实践中运行这种势函数 ,所以 ,教育和管理在

本质上有了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 ,现代社会

的课堂教学正在变成“育人管理” ,新东方教育

的成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求导必须保证函数的连续性 ,自然演化在

宏观上是天然连续的 ,所以“可导” ;市场的连续

性在于法律的规范性和市场信息流传导的宏观

连续性 (一处的价格变动可以宏观连续地波及

他处 ) ,从而经营才能对市场求导 ;环境、组织及

人才的可导性在于国家政策的连续性、管理制

·796·

管理学报第 5卷第 6期 2008年 11月



度的连续性以及人才职业规划的连续性 ,从而

管理才可以对环境、组织及成员求导 ;教育的可

导性则要求受教育者思维的连续性 (逻辑思维 )

和知识结构的融合性 ,所以 ,一方面必须培养逻

辑思维能力 ,另一方面必须使已学到的知识融

会贯通 ,教育才可能求导。已有的经验证明 ,组

织成员的逻辑思维能力越好、已学到的知识的

融合程度越高 ,学习能力就越强 ,也就是教育求

导的效率就越高。

3. 5　信息势

按照信息论的计算 ,在剔除无用信息的情

况下 ,信息表达为负熵 ,负熵意味着熵减 ,即意

味着有序 (这里是指经过整合后的有效信息 ,限

定在科学中的信息范畴 ,而非哲学中的信息范

畴 [14 ] ) ,有序就构成梯度 ,梯度就是势。所以 ,可

以简单地表达为:信息= 负熵= 有序 = 梯度 =

势。由此可以通过信息论证明 ,信息势与有效信

息量是等价的。因而 ,如果说能够营造强势的组

织和管理是好组织和好管理 ,那就是说能够产

生更多有效信息量的组织和管理是好组织和好

管理。又因为势= 梯度= 斜率= 导数 ,所以 ,也

可以说 ,求导能力最强、综合导数值最大的组织

和管理是好组织和好管理。

由于各种事物的描述在本质上都可以抽象

为信息层次上的描述
[14 ]

,所以 ,各种“势”本质上

都可以概括为“信息势”。例如 ,科学势是科学信

息势 ,文学势是文学信息势 ,管理势是管理信息

势……。由于有效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 ,而

“钱”、“权”、“朋友—— 情感” (广义的社会网络

关系—— 社会资本 )都是经过社会在一定范围

中“融会贯通”地整合以后的有效信息 [11] ,所以 ,

有钱的人占有的有效信息量大 (账户中的货币

数字大 )势大—— 有钱有势 ;权力大的人占有的

有效信息量大 (权力越大汇报的人越多 ) [11]势大

—— 有权有势 ;知识多的人占有的有效信息量

大 (经过融会贯通地整合后的知识 )势大—— 知

识就是力量 ;朋友多的人占有的有效信息 (情感

信息 )量大势大—— 人多势众 [12]。

一定意义上 ,管理是消除不确定性的。对一

个组织或个人来说 ,某一时刻占有的有效信息

量越大 ,势越大 ,能够控制的思维和行动就越有

序 ,能消除的外在不确定性就越多。毋庸置疑 ,

一个组织或个人如果具有无限多的钱、无限大

的权力 (对于组织来说就是在行业中的话语

权 )、无限多的知识信息 ,即具有无限大的势 ,那

就没什么外在不确定性了。当然 ,过多的钱、过

大的权、过多的知识又会导致内在不确定性 [15 ]。

由此可见 ,组织或个人占有的有效信息量

是势—— 能力 (办成事的可能程度 )的真正象

征。因此 ,不能否认有钱有权有“朋友”的人实际

上就是真正有能力 (有势 )的人 ;有知识的组织

或个人是否有能力 (有势 ) ,要看他的知识是不

是被经过“融会贯通”地整合后形成了势 (知识

势 )。零乱的知识放在一起构不成有效信息量 ,

就没有知识信息势 ,就没有能力。

一种信息的社会融合性越好 ,它的“柔性的

格式化”程度就越高 ,这种信息就越好使:

钱的社会融合性最好 ,所以 ,钱最“好使” ,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比喻 ,说明钱已经接近上

帝那样的柔性格式化 (因为“鬼”本来是神和上

帝才能指挥的 ) ,差不多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宗

教” ,只要有钱谁花都灵。

权力的融合性比钱要差一些 ,所以权力就

不像货币那样好使 ,不但受权力本身的“局域

化”限制 ,而且往往还要讲究使用的技巧和方

法 ,也就是管理学中所说的管理还需要管理艺

术。显而易见 ,“不会买东西”的人很难找到 ,而

“用不好权”的却大有人在。但由于信息化造就

的社会横向个性化和纵向集约化趋势 ,以及信

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可观测性—— 知识价值和个

人能力准确评价原则的丧失 ,使人们对权力的

依赖程度加强 ,所以 ,在权力范围内权力也将变

得越来越好使。

对知识来说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单纯的

知识变得越来越不好使。在传统社会 ,由于社会

生产、意识形态以及科学技术的整体对称性 ,是

使用知识的时代 ,所以 ,知识的格式化程度很

高 ,掌握一种知识哪里都能用 ,甚至用一辈子。

在信息化社会 ,由于信息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的

局域化和生产的个性化 ,以及人的个性化 ,知识

的社会格式化程度越来越差、局域化越来越强 ,

同一种知识被不同的组织或个人掌握 ,产生的

使用途径和使用价值大不一样。这就像著名的

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的: “知识就是力量”的说

法已经过时 ,“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而“知识

的知识”就是经过融会贯通整合以后的有效知

识 ,就是知识之间的联系 ,也就是知识的有序 ,

是一种真正的知识信息势。所以 ,在信息化时

代 ,一个组织或个人掌握一种知识以后 ,必须与

其他知识进行内在的融会贯通 ,从而整合成一

种具有“活性”的、成为组织或个人核心竞争力

的“知识的知识” ,才能真正派上用场。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信息势作为人和组织

及社会成长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日趋明显。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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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信息改变了美国—— 驱动国家转型的

力量》 [16]
一书全面论述了信息 (势 )在美国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 ,是对信息势作为发展动力的最

好阐述。而最后一章的标题: “信息时代:连续性

与差异性” ,几乎接近直白地从“联系 (连续性 )”

与“差别 (差异性 )” 2个向度表述了信息势概念

的内在逻辑。美国人表达的究其本质也是中华

文化中的一个“势”字。

4　势科学视域中的一般决策

管理史上 ,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但决策

的本质是选择。世界万物在选择中诞生、在选择

中成长、在选择中发展。而选择的基础是“势”。

计算机网络通过搜索选择从而帮助决策 ,

已成为信息化时代各种学习和决策的重要手

段 ,就在于计算机营造的是前所未有的信息强

势。它通过程序语言将各种对象抽象为可进行

逻辑计算的“比特” ,将“差别”巨大的事物在信

息层面上“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软件技术的

不断发展 ,计算机创造的信息势越来越强 ,帮助

选择和决策的功能越来越大 ,各种管理软件的

蓬勃发展不断地验证着“信息势决策”的效率。

计算机网络创造的这种决策和选择环境在现代

文坛上被称为“赛博空间” ,除了超时代的无所

不知的“上帝”的大势以外 ,赛博空间营造了最

为强大的时代信息势 ,而且还不断增加着造势

的速率和不断削减着造势的物理距离 ,使选择

决策不断跨越着时间和空间的障碍。

其实 ,我们生活中熟悉的许多选择或决策

都是在某种势场中进行的:要在众多的商品中

选择一件好而贵的商品 ,必须在足够的货币信

息势场中才能进行 ,就是说要有足够多的钱才

能买下 ;要在一群优秀的管理者中选择一个最

优秀的 ,或者在一组好的决策方案中选择一个

最好的方案 ,决策者必须具有足够的管理信息

势 (管理知识 ) ,才能判断哪个更好而进行选择。

就像要在许多现代技术中选择一个最好的技

术 ,必须将这些技术放在一个足够强的科学信

息势场 (科学知识 )中才能做到—— 这就是通常

进行的专家鉴定。所以 ,我们常常看到 ,钱越多

势越大越有决策权 ;权越大势越大越有决策权 ;

知识越多势越大越有决策权。

强大的势产生好的选择 ,好的选择又增强

势 (例如组织选择了好的成员就增强了组织势 ,

个人选择了有效的信息和知识就增强了知识

势 ) ,但在落后文化中选择又可能削减势。我们

的科学技术以及课程教材等 ,是来自于西方科

学的翻译引进 ,后来又进行进一步的改编或选

择。但就在按照所谓的国情改编和选择的过程

中 ,实用主义文化的渗透就使得原创科学具有

的信息强势被削减—— 丰富的生活描述和深入

的未知探索统统被删除 ,只保留公式和定理的

教材最后与手册没什么两样。若遇到的教师只

会照本宣科 ,教书就变成了念经 ,课堂就变成了

教堂 ,而教堂与教徒有关 ,与科学无缘!

事实上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谁能营造最大

的信息势 ,谁就可以得到最好的选择。由于信息

在运行中实际的自由链接速度总是大于人类对

信息进行整合而形成的链接速度 ,也就是说 ,实

际运行的信息势总是大于任何一个社会、组织

或个人掌握或营造的信息势 (结构性信息不对

称 ) ,所以 ,现代科学和管理不但不能进行完全

准确的选择 ,而且科学和管理的选择越来越面

临着时代的挑战 ,准确地选择人才和知识成为

管理和科学的世界难题。

5　势科学视域中的时代创新

创新的本质是系统过程在大势作用下的非

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当作用中势不太大时 ,

过程是平衡的线性的 ,只有当系统势超过某个

临界值 ,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才能发生 ,创

新才能实现。例如 ,当电压 (电势 )不太大时 ,电

压与电流的作用是平衡的线性的 ,而当打雷的

高电势发生时 ,闪电就出现像树枝一样的分岔 ,

见图 2。

图 2　高电势产生的电流闪光分岔: 创新的逻辑机制

在传统社会 ,由于物理阻隔、信息阻隔、技

术稳定、产品单调、消费不变、心理趋同 ,许多事

物、问题和信息既差别不大 ,又联系不紧而不能

营造信息强势 ,产生相变和分岔 ,因而创新稀

有、发展缓慢。在现代 ,科学的高度发展找到了

更多的规律 ,将差别巨大的事物联系得越来越

紧 ,同时交通的迅速发展和计算机为核心的信

息化、网络化 ,在技术层面上将许多极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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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距甚远的事物联系起来 ,全球化将世界不

同的经济成分紧密地联系起来 ,所有这些都营

造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强势 ,使信息化社会成了

真正的非线性社会 ,各种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

分岔不断涌现 ,社会各个层面上越来越多的决

策创新和创业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仔细分析

创新和风险的系统特性 ,则可发现成功的创新

(创业 )占 30% ,失败的风险占 70% ,见图 2。这也

正是风险投资的普遍规律。

在科技领域 ,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自学

科之间的交叉 ,而学科交叉的本质就是在更深

的层次上将“差别”更大的事物和机制“联系”起

来 ,营造更强大的科技信息势 ,催生更多的技术

分岔 ,社会层面上的表达就是科技创新。

在能不能创新的问题上 ,人们在不同的领

域差别很大。同一个人 ,在某个领域可以连续创

新 ,而在别的领域则一事无成 ,而另外一个人则

可能恰恰相反。归根究底在于不同的人由于个

人爱好、兴趣特征和知识背景的不同 ,对于不同

领域的留意和关注程度不同。长期的留意和关

注就会抓住某些有关细节的信息 ,将差别很大

的问题和事物联系起来 ,营造信息强势而产生

创新。著名数学家陈省生在微分几何领域的成

就举世闻名 ,然而他说自己对音乐没有感觉 ,跑

百米不如女生 ,而且面对记者采访交流之际 ,他

说自己此时此刻脑子里想的还是数学。围棋大

师聂卫平说 ,这些人不可能有什么业余生活 ,就

像他下棋一样 ,无论什么时刻想的都是棋。 80

后的亿万富翁大约三分之一没有大学学历 ,以

至马云在“赢在中国”的创业大赛中点评时说

“创新与学历无关” ,重要的是持久的激情。这话

虽然有点偏颇 ,但的确表明了创新的根本就在

于持之以恒的热情和一如既往的倾情关注营造

的信息强势和情感强势。

实际上 ,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我们提供了各

种各样寻找联系和加强联系的工具 ,营造了一

个人人可以创新的平台 ,创新不再是学者的专

利。说句轻松的话 ,在信息化这个平台上 ,人们

只要倾情关注、一如既往 ,真有可能“一不小心

就创新”!

在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基础上 ,财富的

集中、权力的集中、知识的集中都为创新提供了

条件保障。财富越集中 (钱越多 )势越大越能办

大事 ,权力越集中 (可以调动更多的人齐心协

力 )势越大越能办大事 ,知识越集中 (越多的学

科交叉整合、融会贯通 )势越大越能办大事 ,注

意力越集中势越大越能办大事。没钱没权没知

识又不能持之以恒一如既往地倾情关注 ,则注

定一事无成。

剥去创新的神秘外衣 ,看看生活中越忙的

人往往就是势更大的人、创新路子更多的人。因

为势大以后他与环境的信息作用成为非线性和

非平衡 ,产生许多相变和分岔 ,宏观上就呈现出

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或需要干的事 (创新 ) ,而

且这些事都能够干成 ,会带来效益。使我们感到

惊奇的是 ,传统文化中有关势的成语:蓄势待

发、势不可挡、势在必行、势在必得、势如破竹

等 ,早已形象地描绘了创新及创业过程的势科

学机制。

科学化和信息化发展到今天 ,由于时代的

信息强势为社会嵌入了创新机制 ,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将是不言而喻的。科学化营造了二

维信息强势:一方面 ,科学的专业化发展使事物

在纵向上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营造着纵向上的

信息强势 ;另一方面 ,科学的交叉性和融合性发

展使事物在横向上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营造着

横向上的信息强势。信息化也营造着二维信息

强势:一方面 ,信息化使技术和各种交流突破空

间的隔阂 ,将全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物理空

间上营造了信息强势 ;另一方面 ,信息化使技术

和各种交流突破时间的障碍 ,越来越可能实现

紧密的同时性联系 ,在物理时间上营造了信息

强势。科学化和信息化造就的四维信息强势推

动着时代进入非平衡非线性社会 ,因而相变和

分岔将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科技创业、管理创

新将是发展的基本模式 ,人们担心的环境问题、

能源问题都将在连续不断的、愈来愈快的创新

格式化中得到解决 ,过去由于技术的长期稳定

造成的生产收益的边际效应导致的不可持续发

展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6　结语

基于“势”理论基础上的中国管理学研究 ,

有可能成为一种管理理论的逻辑在于以下几个

方面:① 科学的历程证明 ,越是具有普适性的

理论 ,其抽象要素的个数就越少 ,该理论的抽象

要素只有一个 ,就是“势”。 ②在漫长的人类历

史的演化过程中 ,人性在演化
[6]、文化在嬗变 ,

但“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别”的势机制不

会变 ,而科学就是研究不变性的。 ③ 真正有价

值的理论必须具有可操作性 ,牛顿力学有“加速

度” ,相对论有“等效变换” ,量子力学有“不对易

关系” ,控制论有“负反馈” ,信息论有“信息熵” ,

协同论有“序参量” ,突变论有“吸引子” ,耗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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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非平衡”。势理论的可操作性概念是“对称

性” ,势的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

差别” ,由此差别越来越大 ,联系越来越紧 ,差别

最大是相反 ,联系最紧是相同 ,既相反又相同就

叫相反相成 ,即“对称” (杨振宁称其为“对称性

支配相互作用
[17]

) ,而对称则构成数学结构的

群 ,成为宇宙万物及社会和谐的数学模型。实际

上 ,势的运行机制既产生“对称”形成群达到和

谐和稳定 ,又促进“对称破缺” ,产生更高层次上

的有序和更高维数的对称 ,形成更高层次和更

多阶数的群 ,从而螺旋式推进发展。 ④ 势科学

视域中的管理理论通过“差别”与“联系” 2个哲

学向度 ,将信息哲学作为可靠的哲学基础 ,上与

哲学的思维接轨 ,下与科学的方法融通。 ⑤ 迄

今为止 ,几乎所有能成为重要科学的理论 ,其理

论的逻辑形式都是与导数联系起来的 ,势科学

视域中的管理理论正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

势= 梯度= 斜率= 导数 ,而且通过“求导”、“梯

度”、“有序”、“负熵”、“信息”及“数学群论”这些

最为普遍的数学、物理和信息科学的概念和方

法 ,使管理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与实证科学的

概念和方法统一起来 ,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

逻辑体系。⑥势科学理论符合科学评价的 6个

标准—— 新颖性、创造性、自洽性、包容性、简明

性、实践可检验性。

在势科学理论基础上将演绎出对称化管理

和局域化对称管理以及社会和谐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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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基础研究的理性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理论

李德昌
(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

　　摘要: 基于中国文化的管理学情景依赖表现在 2个方面: 其一 ,人性假设的多维性、立体性

和对称性 ,即信息人假设:信息人生存于“货币、权力、知识、情感、艺术、虚拟抽象” 6维信息势

(场 )空间 ,信息势的持续增长达到了非线性作用的临界值 ,所以 ,信息人社会既是创新社会又

是风险社会。其二 ,管理过程的整体抽象性 ,最具代表性的是老子的“势成之”理论:宇宙演化与

社会发展是由不同层次上的势推动的 ,真空势推动了宇宙暴涨 ,量子势是量子化的唯一缘由 ,

化学势、生物势是化学反应和生物成长的根本动力 ,信息势则是人才成长和组织发展的动力之

源。管理学实现创新应对风险的根本战略就是生产更多的信息量、营造更大的信息势。

关键词: 信息人 ; 势科学; 管理复杂性研究; 对称化管理; 管理学在中国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 2010) 04-0489-10

Logos Information Person Assumption and Potential Science Theory

in Management Fundamental Researches

LI Dechang

( Xi 'an Jiao tong Univ ersity, Xi '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cul ture, scene dependence lies in two aspects:

fi rstly , symm etry , three-dimensionali ty and the multi-dim ensionality of the assumption of human na-

ture, e. g. info rmation person hypothesis, which supposes tha t info rmation person subsists in the six

dimension info rmation po tential ( Chang ) spaces of 'currency, pow er, know ledge, feeling s, a rt and

ficti tio us abstractness '.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 f info rmation po tential has reached the critical v alue

o f nonlinear ro le; therefo re the info rm ation person society is not only innovation society, but also risk

society. Secondly , the overal l abst raction in manage process. The representativ e is the theory o f po-

tential o f Lao-tse, which argues that tha t the univ ersal ev olution and society developm ent is promo ted

by the po tentials on di fferent lev el. It proposes that the vacuum po tential ha s promo tes the univ erse to

rise suddenly , the quantum po tential is the only cause o f quantization, the chemical potential and the

biological po tential are the radica l mo tiv ations of chemical reactions and biolog y g row th and the info r-

ma tion potential is the source of the pow er o f talent g row th and org 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basic

st rateg y fo r innov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is to produce more informa tion and construct larg er in-

forma tion potential.

Key words: info rmational person; potential science; research of com plexi ty o f management; sym-

m etrization management;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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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 ,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诞生在

西方社会 ,而且只要能称其为科学的理论 ,一旦

形成就成为普适性的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美国

物理学和中国物理学之分 ,也没有看到一个日

本生物学与英国生物学之别。 “管理学在中国”

可以存在的基本逻辑就已充分说明现代的西方

管理学理论还不能称其为科学理论 ,实际上它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可以阐述所有的管理现

象。这就为中国学者在“管理学在中国”的平台

上探索管理学理论的逻辑基础留下了广阔的空

间。

无论是社会学、管理学还是经济学 ,其研究

的逻辑起点总是建立在有关“人”的理论假定基

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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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了经典经济学 ;西方管理学在“经济人”

和“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基础上建立

了管理学的经典理论。面对信息化营造的强大

信息势导致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 ,管理学必

须重新考察“人”的基本假设及管理过程的内在

逻辑 ,进行根本的理论创新 ,才能找到管理学研

究的逻辑起点 ,进而应对时代的挑战。

考察中国文化的管理学情景依赖表现在 2

个方面:其一 ,人的基本假设 ,中国人不仅讲钱

(理性 ) ,而且讲情感 (感性 ) ;不仅重视知识 (逻

辑性 ) ,而且重视直觉 (整体抽象 ) ;不仅追求权

力 (攀比职位 ) ,而且兼顾和谐 (艺术审美 ) ,所

以 ,中国文化情景中的人性假设是内在多维的、

立体的和对称的 ,这只有在信息人理论基础上

才能概括。其二 ,中国能够在历史上创造人类最

辉煌的文化繁荣与经济文明 (大唐盛世 ) ,绝不

是偶然的 ,就在于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文化概

括了管理学的精髓 ,“小做事、中作市、大作势”

的文化感悟与老子“道生之 ,德蓄之 ,物形之 ,势

成之”的理论概括 ,从最深层次上揭示了管理的

真谛: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营造势”。而无论是人

性假设还是“势成之”理论 ,只有在信息的抽象

层次上研究才能使之逻辑化科学化 ,从而揭示

中国管理的真功夫 ,演绎管理过程的普适性机

制—— 这就是本文所要阐述的管理学基础研究

的理性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理论。

1　从物质人到信息人

由于信息革命的推动 ,社会生产效率的不

断提高和物质生活的富裕 ,促进了人类需求层

次的提高 ,推动了人类本性的嬗变:人类从“物

质人”、“生物人”、“社会人”变成了“信息人”。

“人”无法再以“善”和“恶”来论处 ,而且也不能

以单纯“经济理性”来刻画。表观上看 ,人变得越

来越复杂 ,越来越难以捉摸 ,而实际上 ,人变得

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简单 (只选择显著信息进行

决策 )。由于社会信息势的不断增长达到了非线

性作用的临界值 ,信息化社会的非线性机制凸

显:以“信息人”为中心的新经济成了行为经济、

人气经济 ,经典经济学无法解释新经济 ,管理学

找不到统一理论 ,在社会层面上恶性事故频繁 ,

恐怖活动蔓延 ,邪教迷信盛行 ,社会浮躁发展 ,

政府腐败升级 ,非正常死亡增长 ,家庭婚姻嬗变

……。信息人社会在不断创新中成了真正的风

险社会 ,使社会学和管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

物质人:从人的物质结构本质看 ,人是物质

人。构成人体的所有元素包含在物质世界的元

素周期表中。

生物人:从人的有机体新陈代谢的本质看 ,

人是生物人。生物人依赖于物质营养 ,需要物质

营养维持代谢 ,因而对于物质的需求、生产乃至

争夺构成了人类文明与野蛮对峙的历史。

社会人:从人作为社会元素之间的联系性

质看 ,人是社会人。人口增加使生物人密度增

加、联系加强 ,从众和趋同使自然人变成了社会

人 ,产生了社会文化、民族精神和宗教信仰。

信息人:从信息化时代人类生存的依赖性

质看 ,人是信息人。随着工业的信息化进程 ,物

质生产迅猛发展 ,以至于在不少地方出现了物

质产品的饱和甚至过剩 ,许多人的信息消费超

过了食物消费 ,人类即将摆脱物质依赖的同时

却产生了信息依赖—— 人变成了“信息人”。信

息如货币、权力、知识和价值情感等可以使信息

人产生自信 ,是信息人的必备营养 ,信息枯竭之

时 ,就是生命终结之日。信息作用的强化导致的

“格式化” (一个规则来规范所有对象 )加强 ,使

得社会的局域化不断深化 ,产生了信息人的彻

底个性化。

实际上 ,只有当人类蜕变到信息人的时候 ,

才真正活成了“人”。因为无论是物质人、生物人

还是社会人 ,本质上没有脱离其动物性。物质人

与生物人的动物性显而易见 ,至于社会人的社

会性并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在动

物世界 ,我们可以到处看到动物的社会化生活 ,

只有像老虎那样的少数动物才具有独处的特

性。社会分工和使用工具 ,也并不能将动物与人

类严格区分 ,因为简单的分工在动物世界中也

存在 ,一些动物也有制作并使用工具的能力。例

如 ,猴子就可以简单修剪一根树枝作为敲打果

实的工具。区别动物与人的基本标准是生存的

内在性。动物性—— 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是外

在的 ,只有信息人类的生存才是内在的。

2　从科学到势科学

在信息势的推动下 ,人类个性化的迅速发

展使人们无法把握人的本质 ,所以不得不在更

高的层次上抽象来认识人的统一性 ,这就催生

了信息人理论的诞生。在今天 ,由于管理学是人

类科学史上最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

学科 ,而科学的迅速分化 (个性化 )却与管理学

的研究背道而驰 ,我们必须在更加抽象的层次

上提出新的科学理论 ,将极度分化的各种科学

研究统一起来揭示科学研究的本质 ,才能为管

·490·

管理学报第 7卷第 4期 2010年 4月



理学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研究奠定逻辑

基础。势科学理论就是这样诞生的。换句话说 ,

当人类从物质人、生物人、社会人嬗变到信息人

之时 ,科学也就不得不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文学艺术及宗教文化统一为势科学。如果信息

人理论阐述的是人的信息化 ,那么势科学理论

则阐述的是科学与管理科学的信息化。

“势”是传统文化整体性直觉的概念 ,诸如:

势如破竹、势不可挡、蓄势待发 ,等等。随着科学

的发展 ,出现了电势、位势、化学势、生物势、量

子势和真空势等概念。真空势推动了宇宙暴涨 ,

量子势是量子化的唯一缘由 ,化学势、生物势是

化学反应和生物成长的根本动力 ,而信息势则

是个人成长和组织发展的动力之源—— 不同层

次上的“势”是世界万物成长发展的共同机制。

2. 1　势概念的逻辑定义及势科学

综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中有关势的本质

意义 ,可以给出势的科学定义:

P = dc= d /s , ( 1)

式中 , P为势 ( po tential) ; d为差别 ( difference);

c为联系 ( contact) ; s为距离 ( distance)。 —— 势

即梯度、即斜率、即导数、即比例 (“即”表达推进

到本质联系的极限过程 ) ,见图 1,所以 ,老子说

“势成之” ,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比例”。在势

概念的科学定义基础上 ,“差别÷ 距离” ,即自然

信息之导数 ,简称“自然导数” ,将阐述各种自然

科学 ;“差别×联系” ,即社会信息之导数 ,简称

“社会导数” ,则阐述各种社会科学。由此 ,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将统一在势科学理论 (势函数

理论—— 导数理论 )的基础上。研究势的产生和

运行机制的科学就是势科学
[1, 2]。

图 1　势= 梯度= 差别÷ 距离

2. 2　势科学理论的普适性

从牛顿定律到麦克斯韦方程 ,从量子力学

的波函数到相对论的场方程 ,都是由导数和偏

导数 (某种斜率和梯度 )构建的势函数 ,所以科

学是“找势”—— 将宇宙各个层次上的势结构找

到并表达为势函数 ,自然科学即势科学。

管理中 ,沟通使“差别”很大的人“联系”起

来 ,激励使人感到未来与现在的巨大“差别”可

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联系”起来—— 沟通是对组

织求导 ,激励是对个人求导 ,教育是对思维求

导 ,组织和个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求导”营造

信息势中的积分过程。制度管理用同一规则将

差别巨大的个性化成员联系起来营造管理信息

势 ,细节管理通过注重细节将组织成员联系起

来营造管理信息势 ,文化管理是用统一的价值

观将组织团队凝聚起来营造管理信息势。管理

过程唯一有效的可操作性机制就在于“营造人

才素质信息势 (知识结构差别大联系紧 )、组织

结构信息势 (成员个性化差别大联系紧 )、经营

战略信息势 (经营方向及产品结构差别大联系

紧 )、产品质量信息势 (质量好价格低 )、市场营

销信息势 (客户差别大联系紧 )和管理方法信息

势 (管理技巧差别大联系紧 )” [1, 2]。

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将个性化差别巨大的人

物通过某种情节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水浒

传》 ) ;交响乐势大是将差别巨大的弦乐与管乐

等在统一指挥下紧密联系起来 ;宗教势大是因

为宗教能将差别巨大的不同人群紧密凝聚起

来 ;好的教育和教材总是用同一个道理将差别

巨大的内容联系起来 ,西方教育的成功在于西

方教育文化构建的强势 (如《夸克与美洲豹》 ,一

个道理讲所有的事 ) ,东方教育的失败在于东方

教育文化的弱势 (如《论语》及《十万个为什么》 ,

一个事讲一个道理 )。

势科学理论的基础是势科学原理 ,由 3个

势定律给出
[3]
:

( 1)势的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

大差别 ,所以“势趋”不变 ,宇宙加速膨胀 ,社会

加速发展 ;

( 2)势的稳定增长达到某种临界值 ,系统就

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 ,从而衍生出各

种素质、创新和风险 ;

( 3)势在一定层次上的增长极限产生对称 ,

对称形成数学结构的群 ,无干扰的物质势作用

形成物质群 ,所以宇宙和谐 ,无干扰的信息势作

用形成素质群、组织群、社会群 ,才能产生素质

和谐、组织和谐、社会和谐。

3　信息人之 6维信息势

物质人是 3维的 ,其生存的物质空间也是 3

维的 ;忽略人的物质性和生物性 ,信息人实体是

物质的 ,因而也是 3维的 ,但信息人意识是 6维

的 ,即金钱意识、权力意识、知识意识、情感意

识、审美意识和虚拟 (抽象 )意识 ,因而由信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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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社会是“货币、权力、知识、情感、艺术和

虚拟 (抽象 )” 6维的信息势 (场 )空间 ,信息人是

信息势 (场 )空间中的 6维信息势向量 ,即“货币

信息人”、“权力信息人”、“知识信息人”、“情感

信息人”、“艺术信息人”和“虚拟 (抽象 )信息

人”。 6维信息势向量表达着信息人生存的 6维

信息依赖 ,以及信息人追求的 6维“不变性”机

制 ,既独立又统一。

3. 1　货币信息人与货币信息势

在物质人和生物人时代 ,货币是物质财富

的象征。在信息化时代 ,货币几乎成了单纯的数

字信息—— 对于富人们来说 ,存在银行里的钱

可能永远用不上 ,然而“货币数字”却能给他时

时带来喜悦和自信:所谓的“财大气粗”就是说

“越有钱就越自信”。

货币信息势早有俗话表达为“有钱有势”。

一个人越有钱与别人的差别就越大 ,别人还越

喜欢与他来往 ,从而产生更紧密的联系 ,所以叫

有钱有势。从时空视角看 ,货币信息势是一种时

间信息势 ,即一个人具有的货币总量除以他的

有生之年 ,也就是单位时间可以消费的货币信

息量。

3. 2　权力信息人与权力信息势

生物人时代 ,权力意味着对物质的占有 ,甚

至意味着对人的占有。在信息化时代 ,权力不再

显露原始的野蛮 ,但权力本质上却意味着对于

信息的占有 ,权力越大 (职位越高 ) ,来汇报的人

越多。权力作为信息占有量的标志 ,给信息人带

来自信 ,同样成了信息人的营养源。权力越大 ,

职位越高 ,就越有自信。

权力的基础是服从 ,权力越大意味着服从

的基础越广。服从意味着人性的内化 ,所以权力

是“人性内化”的结果。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丰

富 ,权力的效用将不断增加。这是物质社会到信

息社会转化的必然趋势。

权力信息势早有俗话表达为“有权有势”:

一个人越有权与百姓的差别就越大 ,百姓还越

喜欢与他联系 ,所以叫有权有势。从时空视角

看 ,权力信息势是一种空间信息势 ,权力越大 ,

管的范围越大 ,联系起来的人越多。

3. 3　知识信息人与知识信息势

一些人不追求财富 ,不追求权力 ,却花其毕

生追求知识 ,是典型的知识信息人。对于知识信

息人来说 ,知识能产生自信 ,因而是信息人更基

本的营养。

知识信息势早有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

识越多 ,与普通人的差别就越大 ,人们都喜欢与

有知识的人联系紧一些。同时 ,知识越多 ,越能

将更多的不同问题联系起来 ,所以知识越多势

越大。从时空视角看 ,知识信息势既是时间的 ,

又是空间的:时间上表现为知识老化带来势的

衰减 ;空间上表现为知识越多 ,联系起来的问题

或事物越多 ,信息空间的覆盖面越大。

3. 4　价值情感信息人与价值情感信息势

一些人没钱、没权、也谈不上有知识 ,他们

生活的信心依赖于自身坚守的价值和情感:母

亲依赖对儿女的情感 ,儿女依赖对父母的情感 ,

信教徒依赖对宗教的情感。同样 ,朋友间的情

感 ,恋人间的情感 ,都为人们带来信心和自信 ,

成为信息人又一种基本的营养。情感越丰富 ,信

仰越虔诚 ,交往越广泛 ,活得就越有信心。

货币、权力、知识具有的普适性导致了人类

的共同追求 ,形成残酷的竞争 ,产生了人们之间

经济、地位和文化的巨大差别。这是“格式化”

(全球化、统一化 )导致了局域化 ,然而情感信息

本身却是如此局域化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感

对象以及不同的情感追求 ,因而不同的人在不

同的情感环境中得到了同样的情感愉悦和快

乐 ,所以情感信息才是“大众食品” ,人人可以得

到的最基本的信息营养。

情感是“人性的基础”。情感不能像“金钱”

一样表示富有 ,不能像权力一样象征力量 ,也不

能像知识一样代表能力 ,然而情感却可以使所

有这一切有意义或无意义:它可以使钱“一钱不

值” ;可以使权力失去威力 ;可以使知识产生恶

果—— 核武器、网络黑客、知识犯罪 ;可以使艺

术改变性质—— 美变为丑、丑变为美。

价值情感信息势常常表现为“爱的力量” ,

爱是一种情感梯度 ,是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感受

到事物在联系中的差别或差别中的联系所激励

的一种情感梯度 ,母亲疼爱最弱的小孩 ,是因为

在同样的母子联系中差别更大 ;在一群同样智

力和身体条件的孩子中 ,母亲总是喜欢自己的

孩子 ,是因为她与自己的孩子联系更紧。在学习

中 ,如果在差别很大的问题中找到内在的联系

和统一 ,就会产生强大的情感梯度或情感势 ,形

成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推动力。

3. 5　审美艺术信息人与审美艺术信息势

艺术本身是信息选择的结果:一张名画之

所以成为艺术 ,是因为画家在所要画的对象的

全部信息中选择出最能体现所画对象的艺术特

征的信息 ,如果将他所看到的都画下来 ,那就是

照像而非画画 ;舞蹈艺术在于舞蹈家选择了生

活中最有艺术特征的信息 ,并用他们的形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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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达出来—— 艺术家都是艺术信息人 ,他们

靠在生活中选择出艺术信息作为自己的营养。

正因为如此 ,大多数真正的艺术家的现实生活

总是不尽人意 ,甚至穷困潦倒 ,例如梵高。

在势科学的视域中可以逻辑地定义美: “美

是形象信息之导数” ,而导数即斜率 ,即梯度 ,即

有序 ,即负熵 ,即信息 (“即”表达推进到本质联

系的极限过程 ) ,所以 ,在信息层次上来说 ,美的

本质就是信息之占有量。一个对象的形象信息

之导数值越大、具有的信息量 (这里的信息与

“形象信息”中的信息相比是更高层次上的信

息 ,可以称为审美信息 )越大就越美。这种信息

之美揭示了美的本质 ,适于一切美的对象。例

如 ,就漂亮而言 ,一个少女所以比一个老年妇女

漂亮 ,是因为少女眉清目秀 ,五官棱角分明 ,像

俗语所说“鼻子是鼻子眼是眼” ,而且“肌骨丰

满 , 3维凸显 ,纤手细腰 ,亭亭玉立” ,差别大联

系紧 ,形象信息之导数值大、具有的审美信息量

大 ,所以才漂亮。而一个老年妇女则“皮肤松弛、

眼帘塌陷、腰圆膀粗 ,弯腰弓背” ,差别消失联系

松弛 ,生物形象信息量消减 ,当然就无从谈及漂

亮了。

按照信息量与信息势的等价性 ,可以清楚

地阐述审美对象美的客观绝对性和主观相对

性。每一个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审美信息量是绝

对的 ,所以美的客观性是绝对的。不同的人之所

以对同一个对象的美的感觉不一样 ,是因为不

同的观察者具有的审美信息量不一样。具有审

美信息量大的观察者能更多地理解 (识别 )对象

具有的美感信息 ,所以就感觉到更美 ,而审美知

识信息量小的观察者 ,不能理解 (识别 )对象的

全部美感信息 ,所以就不能认识对象的全部美

感 ,从而就感到不够美或不美。例如 ,就科学家

的美而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识别的 ,一些高

学位的秀女之所以愿意嫁给一个年老但著名的

科学家 ,是因为她们积累了丰富的审美信息 ,才

能识别科学家之美。实际上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

文化的农村姑娘能够认识科学家之美而愿意嫁

给一个科学老人。

信息之美具有普适性价值 ,而且一种信息

的抽象度越高 ,就越容易被识别 ,因而其美的价

值就能被更多的人所欣赏。例如 ,一个农村姑娘

虽然不具有科学之信息量 ,而不能识别科学家

之美 ,但能够识别财富之美 ,因为财富即“货币

信息”比科学与文化信息的抽象度更高 ,货币是

万物价值的抽象 ,所以其美的价值就能被更多

的人所欣赏 ,以致一个农村姑娘虽然不一定愿

意嫁给科学家 ,但常常容易嫁给一个有钱的大

款或老板。同样 ,一个人可能听不懂俄语 ,但“莫

斯科郊外的晚上”几乎人人都懂 ,因为音乐比语

言的抽象度更高。

艺术信息人的特征体现为对艺术的追求、

艺术的生产、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表现 (表演 )和

艺术的消费。对于物质人、生物人及社会人来

说 ,物质生产在消耗体力的同时感觉是劳苦的 ,

而对信息人来说 ,信息生产在消耗脑力的同时

感觉反而是幸福的 ,就在于信息生产本质上是

一种艺术活动 ,所以 , IT产业的职员可以不吃

不睡地保持生产的活力 ,作曲家、画家、歌唱家

以及所有艺术家没有一个不是在兴奋中生产和

创作。真正的科学家正是由于在生产和创造知

识信息的过程中深潜在艺术审美的体验中 ,所

以 ,才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

艺术是“人性的最高体现”。各种艺术对象

以及漂亮和潇洒是视觉、听觉及感觉信息组织

的有序和信息结构的和谐。它与人类基因信息

的结构有序形成默契、共振 ,所以人类“骨子里”

都会追求艺术和喜欢漂亮及潇洒。

艺术信息势表现在 ,艺术修养越高与观众

的差别越大 ,越受观众的欢迎 ,从而与观众的联

系越紧势越大 ;同样 ,出众的漂亮姑娘和潇洒小

伙与众人的差别越大 ,越受众人的宠爱势越大 ,

对眼球的吸引力越大 ,回头率越高。

管理的艺术性体现在管理者能通过巧妙的

管理技巧和方法将差别巨大的管理目标和管理

环境与管理对象在文化甚至伦理的基础上紧密

联系起来 ,营造丰富的管理艺术信息势 ,使管理

对象感到自然、和谐、愉悦和舒畅。

3. 6　虚拟信息人与抽象信息势

在信息化的网络时代 ,产生了依赖于网络

生活的新人类 ,他们沉迷于网络而逃避现实 ,称

为典型的虚拟信息人。广义地讲 ,虚拟信息人也

包括沉迷于“赌博”、“抓彩”、“股市”等行当的追

求侥幸行为的市民。

无独有偶 ,当人类创造了大工业的时候 ,强

大的机器生产线将人类捆绑在机器上 ,因而机

器的模式同化了人类 ,产生了一大批“活着的”

机器人 ,他们的思维成为纯粹机械的、还原论

的 ;当人类创造了网络世界的时候 ,网络强大的

“格式化”作用 ,将人类再次同化 ,创造了网络的

虚拟信息人。在人类创造出机器的同时 ,大机器

把人类再造成机器人 ;在人类创造出网络的同

时 ,网络也把人类再造成虚拟信息人。

从网络游戏到 IT产业 ,从虚拟企业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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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不断证实着虚拟将是信息人社会最重要

的生存和竞争方式。

虚拟抽象是“人性最终的简化”。在虚拟层

次上把握不好对称性生存机制的人来看 ,“人”

一生只不过活一种“感觉”或“感受” ,所以钱再

多又能怎样 ,权再大又能怎样 ,知识再渊博又能

怎样……。人生既然是一种感受 ,那就直接去感

受—— 创造一种虚拟抽象环境去直接感受——

虚拟信息人将人性在信息生活的本质上通过抽

象而彻底简化了。

抽象信息势是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可以

将任何对象都抽象为比特 ,从而统一在一个虚

拟的信息环境之中的信息势 ,它创造了充分发

挥想象的以致看起来无所不能的游戏空间 ;将

所有差别很大的对象可以即刻联系在一起的无

所不在的网络世界 ;将世界各地优势资源迅速

重新整合 ,从而诞生不用办工厂就可出名牌的

虚拟企业 ,等等。

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都已表明 ,人类的

进化历史典型地凝缩到从卵子受精到胚胎发育

及出生成长的全过程中。而人类从物质人、生物

人、社会人到信息人的嬗变过程也同样凝缩到

人类从卵子受精到出生成长的全过程中:从卵

子的受精到胚胎的成熟是一个细胞的分裂成长

过程 ,因而是一个物质人成长占主导的过程 ;刚

出生的婴儿 ,拿什么都往嘴里放 ,这个时期主要

是通过食物的代谢支持生物体的发育成长过

程 ,所以是一个典型的生物人成长过程 ;从他喜

欢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开始 ,就经历着社会

化的实现过程 ,所以是一个社会人的成长过程 ;

而以后在“激情”和“爱”主导下的一切过程 ,就

是信息人的生活和成长过程。

4　信息人抽象的科学基础

一种概念或理论要能够成为科学的 ,必须

具有逻辑的和数学的构建机制 ,即简化要素必

须具备独立性、完备性和相容性。对于信息人概

念来说 ,也需要考察 6维信息势向量的独立性 ,

完备性和相容性。

4. 1　独立性

货币、权力、知识、价值情感、审美艺术、虚

拟抽象 6维信息势向量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

的 ,因为 6维之间没有重叠也不可能化约 ,“钱”

不能当“权”用 ,“知识”也不是“情感”、“艺术”和

“虚拟” ,以及任何 2维之间都不可化约。

4. 2　完备性

简单地说 ,如果独立性要求的是简化要素

不能“多” ,多了就可能重叠、线性相关 ;那么完

备性要求的则是简化要素不能“少” ,少了就不

能充分地描述对象的所有特征。 6维信息势向

量既不重叠、又基本上概括了信息化时代的各

类人群 ,因而具有相对的完备性。

4. 3　相容性

广义的相容性概念要考虑数学中的集合。

对于数学中的一个集合 ,相容性简单地说就是

各要素之间的平权性、一致性和联系性。例如 ,

考虑一个水果的集合:梨、苹果、枣等都可以放

在一起 ,因为它们具有水果的平权性、一致性和

联系性 ,但如果把石头也放在一起 ,这个集合中

各要素就失去了平权性、一致性和联系性。石头

与梨、苹果、枣等不具有水果的相容性。一个人

可以同时兼备 6维信息要素 ,说明 6维信息向量

具有相容性。

一般来说 ,在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完备性

集合中 ,元素之间的独立性越强 ,相融性越好。

在 6维意识空间中 ,当独立性强化的时候 ,相融

性也在增加。现代社会为什么权钱交易愈演愈

烈?知识变成金钱的速度为什么越来越快?情感

友谊为什么成了赚钱和晋升的社会资本? 为什

么歌星、明星愿意被大款包养? 就是由于“钱”、

“权”、“知识”、“情感”和“艺术”等意识向量之间

的独立性和相容性机制所致。对于现代社会的

“企业集合”来说 ,企业之间的资产专有性越强 ,

企业之间的联盟就越容易紧密。同样 ,一个社会

中人的个性化越彻底 ,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就

越紧密 ,社会整体的信息量就越大势越大 ,社会

的竞争力就越强 ,发展就越快。本质上都在验证

着“差别越大联系越紧”的势科学机制。

信息人理论的科学性的逻辑验证是 6维信

息人的两两对称—— 货币信息与情感信息的对

称 (货币靠情感来把握 ,不然就可能认钱不认

人 )、权力信息与艺术信息的对称 (权力靠艺术

来实现 ,权力越大越讲究管理艺术 )、知识信息

与虚拟抽象信息的对称 (知识靠抽象来提升 ,知

识零散就成为教条 )构成的可逆元集合 ,“信息

人”为恒等元形成数学结构的群。根本上证明了

信息人理论假设符合数学要求的独立性、相容

性和完备性 ,具有科学的逻辑基础。而这种独立

性 (差别 )和相容性 (联系 )同时也保证了信息人

结构具有最大的信息势 ,因而具有最好的竞争

力。

迄今为止 ,如果要用 1个维度的人性假设

来概括人的立体化的多维性选择本质 ,那就只

能是信息人。因为信息最抽象 ,只有在信息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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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才能抽象出各个维度的内涵本质从而统一

起来表达为信息人。当然 ,多个维度的具体内涵

选择可能不是唯一的 ,但无论怎样的内涵分维 ,

其各个维度的集合必须符合数学要求的独立

性、相容性和完备性才具有科学性。这就像我们

描述物质空间 ,你可以不用直角坐标分维而用

极坐标分维或任何一种斜坐标分维 ,但任何一

种坐标的 3个分维构成的集合也必须符合独立

性、相容性和完备性要求 ,才能准确地描述物质

空间的每一点 ,从而才能具有科学性。

另外 ,一个判断某种假设或抽象是否科学

的实践标准 ,就是看该种假设或抽象是否包容

了过去已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具有“时空局域”可

靠性的各种研究假设或抽象结果 ,信息人理论

假设的科学性就在于它很好地包容了以往的各

种人性假设 ,例如 ,货币信息人涵盖了“经济

人” , 权力、知识、价值情感、审美艺术和虚拟抽

象信息人则涵盖了“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

过去所谓“复杂人”预见了人是多维的 ,但本身

则是一个糊涂的概念 ,把说不清数的问题用复

杂来概括不是科学的行动。人的“非理性”或“有

限理性”假设则是基于利益最大化选择为前提

的 ,实际上 ,人之所以不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

化 ,就是为了追求综合信息最大化。信息人也的

确是经济非理性 ,但是信息更理性 ,否则 ,否定

人的理性 ,对人的科学研究以及管理科学本身

都将不复存在!

5　信息人的管理素质

素质的本质是所指对象“结构或功能的有

序” , 空调取热的效率是电炉的 8倍 ,是因为空

调的结构和功能比电炉更有序 ; 2个人工作效

率不一样是因为各人思维的有序程度不一样 ;

道德素质是行为的有序 ,行为无序像精神病就

无法判断道德 ;智慧素质是知识的有序 ,一般来

说 ,消息有序是信息 ,信息有序是知识 ,知识有

序是智慧。而非平衡是有序之源 (耗散结构 ) ,势

大才能非平衡 ,知识的有序结构—— 智慧素质

是在信息势的激励下产生的“情感势”与“意识

流”的非平衡非线性作用中激励“超熵产生”而

形成的
[3, 4]。

6维信息各自都有特定的有序结构—— 信

息即负熵、即有序、即梯度、即势。可见 ,信息量

与信息势是等价的 (科学而非哲学的范畴 )。而 6

维信息势则表达着信息人的 6维基本管理素

质。管理素质在实践中体现为“办成事的能力”。

没有人怀疑“货币”、“权力”、“知识”是办成事的

能力 ,而“价值情感信息” (朋友和社会网络资

源 )、“审美艺术信息” (审美能力和艺术技巧 )和

“虚拟抽象信息” (综合概括能力 )也实实在在就

是一个人或组织在社会中行动的素质或能力

—— 信息人理论基础上的管理 ,就是一个不断

积累财富 ,不断攀登职位 (对于组织来说就是行

业中的话语权 ) ,不断学习知识 ,不断交结朋友

(社会网路资源 ) ,不断培养审美和谐意识 ,不断

提升抽象概括能力 (对于组织来说就是构建愿

景、把握虚拟和实施并购的能力 ) ,营造管理信

息势的过程。

6　信息势与信息力及其管理执行力

我国哲学家黎鸣 [5]称: “力其实就是信息” ,

而常言中又用“势力”来描述某些人在社会中的

竞争地位 ,但实际上 ,“势”和“力”是两回事 ,力

既不是信息也不是势 ,有力必有势 (信息 ) ,但有

势 (信息 )不一定有力。势或信息要成为力 ,还需

要一种阻尼 ,即一种对该信息的粘性。人们常说

“有钱有势” ,但并不一定“有钱有力”。钱是一种

信息 ,钱要对某一对象产生力 ,该对象必须对钱

有粘性 ,产生阻尼—— 想象一个完全不爱钱的

人 ,他对钱是完全“光滑的” ,没有粘性 ,不产生

阻尼 ,钱就无法对他发生作用 ,就不产生力。同

样 ,人们也说“有权有势” ,但也不一定有权有

力 ,权力是信息的占有量 ,但一种权力再大 ,他

不属于该权力所管 ,对该权力不产生粘性没有

阻尼 ,该权力就无法对他发生作用 ,因而就不产

生力。实际上 ,对于任何一种信息 ,必须有一种

对于该信息的粘性 (或阻尼 )存在 ,该信息才能

产生力 ,即

F≈ MA , ( 2)

式中 , F为信息力 ; M为信息阻尼 ; A为信息或

信息势。

正像在物质空间中 ,不可能存在绝对没有

粘性的理想流体和绝对光滑而没有阻尼的平

面 ,在信息空间中 ,也没有绝对不爱钱的人和绝

对不受权力控制的人—— 正像在物质世界中 ,

物质力支配了物质空间 ,在人类社会 ,信息力支

配了信息空间。在一个越来越以代谢信息为基

本营养的信息人社会 ,人类的基本生活正在从

物质生活上升到信息生活 ,在人们身上发生的

作用 ,也正在从人与自然的物质作用上升到人

与人的信息作用。人们常常感到生活的压力 ,工

作的压力 ,不是别的力 ,正是由于人们对各种社

会信息具有情感阻尼而产生的信息力。适度的

信息力是个人进步的推动力 ,而过大的信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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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能导致焦虑、惶恐和抑郁 ,所以 ,在势科学

的视角下 ,面对普遍的、客观的、个人无力改变

的信息势场的作用 ,减小信息力作用的唯一途

径就是消减个体对信息势的阻尼。实际上 ,心理

咨询的主要功能就是消减文化阻尼和情感阻

尼。通俗地讲 ,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

钱、权、环境以及情感的压力时常常所说的“想

开点”。

各种信息形成不同向度的信息势或信息

场 ,因而产生着不同向度的信息力。权力信息的

作用力显而易见 ,像俗话说权力可以“呼风唤

雨” ,“官大压死人” ;货币信息的作用力也不难

理解 ,“有钱能使鬼推磨” ;知识信息的作用力则

有名言在先“知识就是力量” ;情感信息的作用

力更加普遍 ,人们都愿意为亲人、情人、恩人而

“赴汤蹈火” ,甚至为爱而献身 ,而宗教情感的力

量使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不敢与宗教为敌 ;艺

术信息的力量使艺术家为追求艺术而战胜艰难

困苦 ,不惜忍受长期的孤独 ;虚拟信息的力量使

多少青少年不吃不睡而沉迷在网络空间中。

全面研究信息的作用机制 ,我们可以抽象

出信息力学的 6个定理:

第 1定律:在一个不受外界信息作用的封

闭信息环境中 ,人们将保持原有的文化状态

—— 惯性守恒机制。

第 2定律:对象所受的信息力等于作用于

该对象的信息势与该对象对该信息势的阻尼之

积—— 社会动力学、管理动力学与教育动力学

机制。

根据该定律 ,信息力 F是信息阻尼 (情感粘

性 )M和信息势 A的函数 ,即 F = F (M , A ) ,用

显式表达即

F = f M A = f Mdv /ds = f Mdvdl , ( 3)

式中 , M为信息阻尼 ,即人们在一定的信息环

境中对该类信息的信息粘性或信息依赖 ; A为

“信息” 或“信息势” ; dv为信息元之间的差别 ;

ds为信息元之间的距离 ; dl为信息元之间的联

系 ; f 为环境风险系数。一般情况下 , f = f 1 -

f 2 ( f 1≥ 1, 0≤ f 2 < f 1 ) ,当外环境不确定性增

加时 , f 1增加 ,组织压力增大 ,人们的心理危机

感增强 ,在同样的信息势和信息阻尼条件下 ,感

受到的信息力增大。当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时 ,

即组织信任度减小时 , f 2增加 ,同样的信息势与

信息阻尼条件下 ,感受到的信息力减小。当外环

境完全确定时 , f 1 = 1,当内环境完全确定时

f 2 = 0(相当于物质实体 ,不确定意义上的内环

境消失 ) ,此时 f = 1- 0= 1,信息阻尼 M退化

到物质阻尼 m ,信息势 A退化到物质势 a (加速

度 ) ,因而信息力还原到物质力 F = ma。

在物质世界中 ,受力物体是完全被动的。在信

息世界中则不然 ,受力对象可以通过调节对于各

种信息的信息阻尼来调节自己的受力状态。这是

人类社会比物质世界更加复杂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 ,信息力与物质力符号逻辑的一

致性表达了信息作用与物质作用内在规律的统

一性。物质作用中的牛顿力只不过是普遍的信

息作用力的一种特殊情况 ,即在完全确定的物

质环境中作用系数 f = 1的情况。真像牛顿力

学是相对论力学的一种特殊情况 ,牛顿力学也

是普遍的势科学视域中信息力学的一种特殊情

况 ,这又一次证明了势科学理论的包容性、普适

性及其科学内涵。

第 3定律:信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 ,分别作用于 2个不同对象—— 情

商的控制机制—— 沟通不变性机制 (想知道对

方对你的感觉 ,就体会你对对方的感觉 )。

第 4定律:信息不对称导致关系不对易 ,产

生社会的量子化—— 信息人社会的内在风险机

制。

第 5定律:信息相互作用遵守等效变换原

理 ,全球化 -局域化 -个性化机制。

第 6定律:势定律—— 势趋不变性 (差别促进

联系、联系扩大差别 )导致相变分岔以及对称形成

群——和谐创新机制—— 复杂性科学机制。

从“势 = 执+ 力”可见 ,似乎有势就有了执

行力 ,但实际上 ,势必须通过阻尼转化为力 ,才

能执行。由于人们对于 6维信息势存在着普遍

的信息阻尼 (粘性 ) ,所以 ,钱越多越有执行力 ,

权越大越有执行力 ,知识越多越有执行力 ,情感

越丰富 (朋友越多、社会网络资本越大、对下属

越体贴关怀 )越有执行力 ,越讲究管理艺术越有

执行力 ,构建的愿景越美好、产生的激励越强烈

越有执行力。

7　信息势测度的复空间表达和张量求解

从最基本的管理学意义考查 ,管理的本质

无非是人和人、人和组织以及组织和组织的相

互作用问题 ,以及人和组织的成长问题。由于 6

维信息势既描述成员个体在管理中的信息位

(个人在组织及社会中所处的管理地位 ) ,也表

达组织 (独立法人 )在管理中的信息位 (组织在

行业及社会中的管理地位 ) ,因而 6维信息势及

其相互作用将囊括管理过程中的所有管理信

息。换言之 ,由 6维信息势构成的个人和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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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势的测度和表达 ,以及 6维信息势之

相互作用的求解就是管理学所需要解决的基本

问题。

7. 1　信息势的共轭复空间测度

仔细考察“货币、权力、知识”和“价值情感

审美艺术、虚拟抽象” ,可以发现前 3维和后 3维

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前 3维是显化的有限可

测的 ;后 3维是隐化的难以测度的。在势科学理

论中 ,将前 3维叫做“显势” ,后 3维叫做“潜势” ,

显势与潜势构成复势 ,即组成徐飞等 [6]和高隆

昌等
[7]
从数学的逻辑层面提出的“管理二象对

偶”理论中所说的“实象”和“虚象”的二象对偶。

其复势的测度必须在共轭复空间中进行 ,即

|P|= (X + iQ) (X - i Q) = X 2 + Q2 , ( 4)

式中 , |P|为复势 ,表达组织或个人“显势”与

“潜势”耦合作用的复合信息势 ; X为显势 ,表达

组织或个人的显化能力:信息人的显势由“货币

信息、权力信息、知识信息” 组成 ,组织的显势

由“可计算的资金、资产 (货币信息势 )、行业中

的话语权 (权力信息势 )、技术信息即学历构成

及专利技术等 (知识信息势 )”组成 ; ± iQ为潜

势 ,表达组织或个人的潜在能力:信息人潜势由

“价值情感信息、审美艺术信息、虚拟抽象信息”

组成 ,组织潜势由“成员个性结构 (价值情感信

息势 )、组织文化即包括制度法规等 (审美艺术

信息势 )、并购能力和品牌战略等 (虚拟抽象信

息势 )” 组成。

由式 ( 4)的计算可以证明 ,组织或个人的

潜势又必须是对称的 (即 + iQ和 - iQ的对

称 ) ,其复势|P|才能取得最大值 ,从而营造组

织结构强势和信息人管理素质强势。这是复势

共轭的基本特征 ,也就是徐飞等和高隆昌等提

出的复杂系统的“复合二象性”。

构建组织潜势中组织成员个性结构的对称

性就是要在组织中“既培养刻苦钻研的 ,又培养

灵活变通的 ;既培养擅长研发的 ,又培养擅长管

理的 ;既培养擅长生产的 ,又培养擅长营销的 ;

既培养`唱红脸’的 ,也培养`唱白脸’的” ,等等。

构建组织潜势中组织文化的对称性则必须

在组织中营造和谐的诸多要素 ,如“既有严格的

纪律 ,又有足够的自由 ;既有规范的制度 ,又有

充分的民主 ;既能很好地执行 ,又能主动地发

挥 ;既有严肃的行动 ,又有浪漫的气氛” ,等等。

构建组织潜势的并购能力或品牌战略的对

称性则需要“既能靠财力兼并 ,又能靠情感融

合 ;既能用话语权整合 ,又能有艺术性执行 ;既

依靠品牌统一 ,又实施跨文化管理” ,等等。

营造信息人潜势中价值情感信息的对称性

必须养成“既充满自信 ,又谦虚待人 ;既激情浪

漫 ,又沉着冷静 ;既灵活变通 ,又刻苦钻研 ;既有

独立冒险精神 ,又有广泛社会交往” ,等等。

营造审美艺术信息的对称性必须坚持:既

追求高雅 ,又入乡随俗 ;既欣赏他人 ,又愉悦自

身 ;既简洁明快 ,又风趣幽默 ,等等。

营造虚拟抽象信息的对称性必须坚持: 既

能总结归纳 ,又能逻辑模拟 ;既能善于抽象 ,又能

驾驭经验 ;既能浮想联翩 ,又能把握直觉 ,等等。

7. 2　管理信息势的张量求解

管理学的复杂 ,本质上在于人的复杂。不可

想象 ,一粒没有意识的“宇宙尘埃”的行为都必

须用张量来表达 (相对论 ) ,一个“活生生”的人

的行为怎么就能用一个简单的“经济人”来概括

呢? 如果信息人的 3维显势用 X 1、X 2、X 3表示 , 3

维潜势用 iQ1、 iQ2、 iQ3表示 ,则信息人 6维信息

势之间的作用机制就可以用张量形式表达 ,即

Wi j = X i iQj =

W11 W12 W13

W21 W22 W23

W31 W32 W33

,

i = 1、 2、 3; j = 1、 2、 3。 ( 5)

式中 , 3维“显势”与 3维“潜势”的正对称作用由

主对角线上的分量来求解 ,即

W11 = X 1iQ1 (货币信息势与情感信息势的

制约机制 ) ,其管理学意义是“情感把握货币 (薪

酬管理 )、货币激励情感”。

W22 = X 2iQ2 (权力信息势与艺术信息势的

作用机制 ) ,其管理学意义是“艺术实现权力 (管

理技巧形成执行力 ) ,权力激励艺术 (权力越大

越讲究管理艺术 )”。

W33 = X 3iQ3 (知识信息势与抽象虚拟信息

势的作用机制 ) ,其管理学意义是“抽象提升知

识 ,知识孕育抽象”。

“显势”与“潜势”的总体作用机制是 “显势

靠潜势来驾驭 ,潜势靠显势来激励”。潜势与显

势的互动作用形成“知识创造的螺旋” ,推动着

个人和组织的成长。其余张量分量Wi j则表达信

息人 6维信息势在管理过程中各种斜对称相互

作用。势科学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结合信

息人的时代特征详细刻画每一个管理张量分量

所表达的管理学意义。也就是解读出Wi j中所包

含的所有管理信息 (例如 ,不仅货币激励情感 ,

权力和知识都是激励情感的核心要素 ;不仅抽

象提升知识 ,情感追求和审美能力都是提升知

识的核心要素 ) ,即真正在逻辑层面上求解管理

过程的势函数。由此 ,管理的复杂性及管理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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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内容将囊括在一个简单的管理信息势的张量

表达中 ,即

P = ∑ Wi j ,　 i , j = 1, 2, 3。 ( 6)

　　由此 ,势科学理论将为现代管理学的复杂

性研究奠定抽象而有力的张量研究的逻辑基

础 ,为管理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开辟有

效路径。

8　结语

宇宙与社会的演化与发展镶嵌着 2种机

制:一种是“熵”的机制 ;另一种是“势”的机制。

按照熵的机制 ,世界将越来越无序 ;按照势的机

制 ,世界将越来越有序。科学对于“熵”机制的研

究已有许多论著 ,然而对于“势”机制的研究却

关注甚少。如果宇宙是一个孤立系统 ,则可能熵

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宇宙是一个开放系统 ,则可

能势起着主导作用 ,而要问是先有熵还是先有

势 ,则可能正像要问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

样 ,超出了人类思维可以达及的范畴 ,势科学理

论同样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势科学理论与信

息人假设在基本的信息层面和逻辑层面上奠定

了信息化社会管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为管理

学研究的逻辑化、科学化以及管理学理论丛林

的统一开辟了有效路径。

实际上 ,人类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具有无限

大的势 ,但人类只要处处对称就能不断营造更

大的势 ,从而不断接近上帝 ;人类也不可能像上

帝一样具有无限好的抽象能力 ,但人类只要处

处逻辑地应用数学 ,特别是应用抽象层次更高

的数学 (如张量、群论和黎曼几何及希尔伯特空

间理论等 ) ,就能将更复杂的问题表达得更简

单 ,就能不断地接近上帝。当然 ,由于上帝达到

了最高的抽象 ,所以 ,在上帝那里根本就用不着

数学 ,一切都是直观的。 —— 上帝是不会用数

学的 ,人类是由于抽象能力不够而又必须抽象

地思考问题才需要应用数学。 —— 真正的管理

大家和真正有智慧的管理也常常是用直觉而不

是用数学 ,然而 ,当我们仔细考察各种成功的直

觉时 ,就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对称性

方法和对称化战略举措。就中国文化语境中的

某些具有逻辑内涵的管理理论而言 ,无论是席

酉民的和谐管理理论的“和则”与“谐则”、还是

徐飞等基于纯粹数学的“管理二象对偶”理论 ,

以及鞠强基于文化的“二元平衡管理”理论 ,其

核心价值就在于镶嵌了对称化的管理思想和方

法 ,所以 ,对称化管理是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管

理理论 ,也是人类接近上帝应对不确定性风险

的根本路径。

势科学理论的深远意义还在于它从更加抽

象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符号逻辑:

人类第 1次文明始于整体直觉认识了 “能”

(mah ) ,并学会利用自然能 ,产生了原始文明 ,

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类第 2次

文明始于逻辑分析认识了“力” (ma )并学会了

使用人工力 (牛顿定律导致了大工业的建立 ) ,

产生了工业文明 (物质文明 ) ,使人类从繁重的

体力消耗中解放出来 ;今天 ,我们通过整体直觉

到逻辑分析认识“势” (a ) ,即导数的本质—— 信

息 ,也就是认识信息的物理直观和几何直观 ,并

充分地利用势 (信息 ) ,则将实现人类的第 3次

文明—— 管理文明 (信息文明、精神文明 ) ,使个

人或组织格式化地只专注于营造信息势 ,而不

再拘泥于勾心斗角的相互揣摩以及挖空心思地

相互算计 (无为而治的管理 ) ,进而才有希望从

复杂的管理纠缠和思想困惑中彻底解放出来。

从“mah”→“ma”→“ a”的逻辑符号演绎中 ,剥离

了距离 h、剥离了阻尼 m ,抽象出真正的核心价

值“ a” ,即“势”即“信息” , 揭示了人类应对风险

和不确定性 ,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文明的逻

辑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通过智慧性抽象从复杂

走向简单的势科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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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传统亲情缘分和信息博弈是中国文化中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信息的强作用中 ,个体

之间的社会交换一般是对称的 ,在信息的弱作用中 ,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换可能会不对称 ,导致不平等关系 ,成

为社会道德风险形成的根源。按照“势 →对称 →群 →和谐 ”的演化发展规律和信息量与信息势的等价关系 ,

最好的社会网络关系是“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的关系 ”,由此构建的社会群包含最大信息量 ,具有最大信

息势 ,从而储藏最大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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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社会学概念是在中华文化的特殊场域中提出

的 ,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 ,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

关注和研究。边燕杰对各种有关研究进行了综合性梳

理 ,概括出关系社会学研究的三种主要理论形式 [ 1 ]。

第一种为“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 ”模型 ,第二种为

“特殊主义的工具关系 ”模型 ,第三种是“非对称性的

社会交换关系 ”模型。如果从更深层次上来看 ,“非对

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 ”模型虽然关注到了交换中的即

时利益不对称 ,然而 ,在“人情交换中的双方共赢 ”(即

“人情获取方得到了工具性的满足 ,人情提供方得到

了地位的认同 ,提高了网络关系的中心性 ”) [ 2 ]却证明

双方在包括情感信息在内的信息层次上是对称的。也

就是 ,看起来“经济非理性了 ”,但“信息更理性了 ”。

人类从食物匮乏时代的经济理性到食物富裕时代的经

济非理性 ,再到生产将近过剩时代的“信息理性 ”的递

进 ,正像物质世界中在一般作用层次上 C、P、T对称 (C

电荷变号 , P镜像发射 , T时间反演 ) ,当作用层次递进

时 C、P对称破缺 ,而 CP对称却建立 ,当作用层次进一

步递进时 , T对称破缺 , CP对称也破缺 ,但 CPT对称又

建立 [ 3 ] ,低层次上的对称破缺就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

建立对称。同样如此 ,信息人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

大化 (经济利益层次上对称破缺 ) ,正是为了追求包括

经济和情感在内的“货币、权力 (职位越高汇报的人越

多 )、知识、情感、艺术审美和虚拟抽象 ”[ 4 ]六维综合信

息最大化 (综合信息层次上建立对称 )。所以 ,信息人

不是不理性了 ,而是更理性了。信息理性为人的基于

信息相互作用的科学性研究以及信息人的关系社会学

研究奠定了基础 ,否则 ,如果人真的不理性了 ,对人的

科学性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本身都将不复存在。其实 ,

科学研究已经证明 ,在物质作用中 ,当强作用是对称的

时候 ,弱作用往往是不对称的 [ 3 ]①。在关系社会学研

究的人类信息作用中 ,这种情景与边燕杰曾经提出的

“强关系假设 ”[ 5 ] (边燕杰 , 2001)有关 ,对中国传统文

化制约的人际关系来说 ,人情关系显然被认为是最重

要的 ,因而是强作用 ,相比之下经济利益则被认为是

“小人 ”之间的功利性得失“计较 ”,因而不被重视成为

弱作用 ,甚至 ,人们常常用“认钱不认人 ”来形容某人

不可交。在这个层次上 ,第三种理论模型与第一种理

论模型将情感作为强作用的关系来说 ,其本质上是一

致的 ,都是以亲情伦理为纽带的关系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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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第三种理论揭示了在弱作用中的不对称社会交

换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不对称交换将产生不

对易关系 ,而不对易关系将在深层次上导致“量子化 ”

机制 [ 4 ]
,从而产生社会学层面上的“道德风险 ”。行动

者利用了强作用中的情感对称性作掩护 ,使弱作用中

的利益不对称形成的关系不对易凸现 ,获得“量子化

的利益 ”收益 ,而关系中的另一方则承受了弱作用中

的“量子化成本 ”———“道德风险 ”。有关不对称交换

产生内在的量子化从而导致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日益凸

显的深层次问题 ,作者将另文陈述。

在社会信息作用中 ,扮演个体元素的人们之间为

什么要有“关系 ”,为什么在关系中弱作用会有不对

称 ,而强作用就对称 ? 关系社会学怎样才能在信息化

社会的信息作用中 ,寻求到保持关系対易的交换而使

社会和谐发展 ,最好的关系其元素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

等等。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逻辑途径需要研究“势 ”

到“对称 ”到“群”的信息作用机制。

一、势科学视域中的“势 →对称 →群 →和谐 ”

宇宙与社会的演化和发展镶嵌着“熵 ”与“势 ”两

种机制。按照熵的机制 ,世界将越来越无序 ,最终走向

死寂 ;按照势的机制 ,世界将越来越有序 ,从而推动创

新与发展。宇宙暴涨从真空势开始 ,化学势、生物势是

化学反应与生物成长的根本动力 ,信息势则是人才成

长、组织创新及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纵观宇宙万物

和人类社会演化与发展的所有过程 ,每一种包含着不

断创新的有序结构都是在某种“势 ”和某种“流 ”的非

平衡非线性作用中形成的。热对流中的 Benard花纹

的有序结构 ,是在“热力势 ”与“热流 ”的非线性非平衡

作用下形成的 ; B - Z (B lousov - Zhabotinskii)反应的有

序图样及有序的化学振荡 ,是在“化学势 ”和反应“物

流 ”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 ;植物生长的有序

结构 ,是在“生物势 ”和光合作用的反应“物流 ”的非线

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 ;社会运行的有序结构 ,是在

“国家制度势 ”和“社会信息流 ”的非线形非平衡作用

中形成的 ;市场运行的有序结构 ,是在“经济法律势 ”

和“经济信息流 ”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 ;知识

的有序结构 ———智慧素质 ,是在人的“情感信息势 ”和

大脑的“意识信息流 ”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

(学习过程是在一种想望学习的“情感信息势 ”推动下

不断去“意识 ”的过程 ,“意识信息 ”的不断积累产生

“意识信息流 ”) [ 6 - 7 ]。势的逻辑定义是 :势 =差别 ÷

距离 =差别 ×联系 ;势即梯度、即斜率、即导数、即比例

(“即 ”表达推进到本质联系的极限过程 )。所以 ,老子

说“势成之 ”,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比例 ”。

科学定律都是以导数表达的势函数。因此 ,科学

活动就是“找势 ”,将自然世界各种层次上的势结构找

到并表达为势函数 ———势科学。在社会交往和组织管

理中 ,“沟通 ”可以将差别很大的人联系起来 ,“激励 ”

可以让人看到未来与现在的巨大差别可以通过努力联

系起来 ,教育可以将受教育者的当下意识与差别巨大

的目标意识联系起来。所以 ,沟通是对组织求导 ,激励

是对个人求导 ,教育是对思维求导 ,个人和组织的成长

就是在不断求导营造信息势中的积分过程。研究势的

产生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叫做势科学 [ 4 ]。

势的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

别 ”。势趋不变 ,差别越来越大 ,联系越来越紧 ,势不

断增长从而推动宇宙加速膨胀 ,社会加速发展 ;势的增

长使各种系统达到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的临界

值 ,由此衍生出“素质“、”创新“和 ”风险“。差别最大

是相反 ,联系最紧是相同。既相反 ,又相同就叫相反相

成 ,即对称 ,而对称与泛对称元素构成数学结构的群或

泛群。所以 ,无干扰的物质势作用形成物质群 ,从而实

现宇宙和谐 ,无干涉的信息势作用形成素质群、组织群

和社会群 ,才能推动素质和谐、组织和谐及社会和谐。

例如 ,人类在最初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原始文明社会

中 ,人口及其稀少 ,在主要以打猎为生的民族中 ,没有

猎手与弓匠之分。所有的猎手都是弓箭制作者 ,所有

的弓箭制作者也都是猎手 ,统称为猎人。这是由于他

们之间社会来往很少 ,社会联系松弛 ,社会关系淡漠 ,

自给自足 ,从而保持着整体对称 ,构成一种置换群的社

会和谐 [ 4 ]。当然每个人还是具有不同的个性状态 ,就

像全同离子的每一个都有一个自己的态 (自旋 )一样。

随着人类人口密度的增加 ,猎人们之间的来往增

多 ,联系加强 ,在比较中显示出差别。猎人的整体对称

破缺 ,有的猎人射箭的水平显得高一些 ,有的猎人弓箭

做的稍微好一些。射箭水平高的猎人射猎的效率高 ,

猎物就会有所剩余 ;弓箭做的好的猎人做弓箭的效率

高 ,弓箭就有所剩余。这种 ”联系中的差别 ”形成了关

系中的势动力 ,产生了交换的欲望 ,好的弓箭与剩余的

猎物的交换使猎人们联系的更加紧密 ,产生了相互依

赖。在交换的相互依赖中 ,随着交换程度的增加 ,差别

又不断扩大 ———射猎水平高的猎人越来越多地从事射

猎 ,从而促进射猎水平不断提高 ,以致最后成了纯粹的

“猎手 ”;弓箭做的好的猎人越来越多地做弓箭 ,从而

促进弓箭的制作水平不断提高 ,以致最后成了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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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匠 ”。在天长日久的“联系扩大差别、差别促进联

系 ”的势的运行机制中 ,自然经济社会中猎人的置换

对称破缺 ,同时产生了新的对称 ,即猎手与弓匠的变换

对称 :将猎手与弓匠位置变换 (即使猎手成为弓匠、弓

匠成为猎手 ) ,而猎物与弓箭的交换关系不变 (变换以

后的不变性叫做对称 )。由此 ,原来所有猎人的置换

对称组成的置换和谐群 ,由于猎人之间交往信息的相

互作用而发生猎人之间置换对称的破缺 ,置换和谐群

解体。同时 ,又在作用信息量不断增加、信息势不断增

大、信息作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对称 ———变

换对称 ,从而形成新的变换和谐群。

实际上 ,人类社会分工的每一次进步 ,都是一次信

息相互作用的旧的对称的破缺和新的对称的建立。更

加确切地说 ,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 ,每一次普通商品的

交换都是一次“强关系 ”的具体实现 ,都是一次“差别

最大、联系最紧 ”的具体的对称 ———变换以后的不变

性 ———将交换商品的双方主体位置变换 ,交换关系不

变 (交换价格不变 ) ,完全符合对称的逻辑定义。就像

左右对称 ,将左右反射变换 ,身体没变 ,即对称。所以 ,

只要人们在生活和交换 ,对称就是常态。文明发展的

趋势 ,就是交换更加频繁的趋势 ,因而就是对称化更加

显著的趋势 ,也就是强关系假设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

趋势。

二、信息势与信息量的等价性及“关系 ”产生的

历史溯源

　　势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概括性 ,就在于势揭示了

信息功能的本质。信息论的研究表明 ,信息是负熵 ,负

熵是有序 ,而有序就可以排成一个梯度 ,梯度就是势

(这里镶嵌了一个抛弃现象差别追求本质联系的极限

过程 )。从信息论可以证明 ,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

的 (在科学的范畴而非哲学的范畴 )。所以 ,“势 ”实际

上是信息的物理学直观和社会学直观 ,为信息的有效

测度提供了可能 ,为人们在宏观上把握或感受信息强

度建立了可操作性原则。

在社会化进程中 ,人类的生存是一个信息博弈的

过程 ,信息博弈决定胜负的核心要素就是“信息人 ”

(包括个人和组织 )占有的信息量 [ 4 ]。单个人占有的

信息量总是有限的 ,为了获得更大的信息占有量 ,一方

面 ,人们需要尽可能以更少的成本或取更多的信息。

这就需要减少交易成本 ,而利用“关系 ”就是一个有效

的路径 ,因为关系中包含着信任 ,信任就能免除不必要

的谈判、竞价和扯皮。另一方面 ,在个人占有的信息量

不足以应对博弈的时候 ,就需要借用个人日常建立的

非正式组织的信息量 (社会资本 )。而可靠的“关系 ”

就能提供有效的信息保证。所以 ,在中国文化的场域

中 ,关系的产生缘起于亲情缘分和信息博弈中的互惠 ,

而社会化进程中越来越强烈的信息博弈则进一步维系

和推动了关系的发展。即情缘和博弈产生了关系 ,而

博弈又进一步加强了关系。个人生存的信息博弈是关

系维系与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信息化社会 ,信息人的

社会性生存与传统社会生物人的生物性生存不一样 ,

生物人生存主要以食物营养为生存诉求 ,信息人生存

则主要以信息营养为生存诉求 ,信息营养是在信息博

弈中获得的 ,而良好的社会关系是信息博弈中获得信

息 (包括三维有限可测的显信息“货币、权力、知识 ”和

三维不可测度的潜信息“价值情感、审美艺术、虚拟抽

象 ”[ 4 ] )营养的重要基石。所以 ,社会的信息化进程

越迅速 ,社会中的博弈越强烈 ,关系的重要性就越凸

显 ,关系圈就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不但是关系社会学

与势科学理论可以逻辑地演绎出的结果 ,也是边燕杰

与张文宏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 :“在社会关系的资源

结构中 ,由亲属和朋友 (即强关系 )所提供的人情 ,总

的趋势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断上升 ”[ 5 ]。这是

信息化社会有目共睹的现实。

三、信息及其信息作用中的强作用对称与弱作

用不对称

　　信息不仅在表达和理解方面分为语法信息、语义

信息和语用信息 ,而且在获得和测量方面 ,信息也与个

体和社会关注的问题直接相关。这在本质上涉及到信

息的“相对性 ”和“绝对性 ”理论 [ 8 ]。不同的人和不同

的社会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关注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关

注方法的有效程度不一样 ,所获得的信息的质和量就

不一样 ,观察到的环境的信息的质和量也不一样。在

中华文化的语境中 ,人们关注的是“亲情 ”、“人情 ”、

“面子 ”、“哥们儿 ”[ 2 ]以情感为核心的信息 ,也就是人

们之间在情感关注方面的“差别 ”和“联系 ”问题。所

以 ,在社会交换中就强调有关情感的交换 ,如果你得到

请客而不还请 ,得到送礼而不还礼 ,那将被视为“不合

情理 ”而“不可交 ”。当然 ,“还请 ”和“还礼 ”的方式可

能是多种多样的 ,但一定是“礼尚往来 ”的。即在礼节

人情层面上的信息交换一定是强作用 ,因而必须是对

称的。

强作用为什么必须是对称的 ? 所谓强作用 ,就是

作用中包含巨大的信息量 ,因而具有强大信息势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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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即负熵 ,负熵即有序 ,有序即梯度 ,梯度即势 ,

即差别 ×联系。所以 ,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作用就是

最强的作用 ,而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作用恰恰是对称

性作用 ,因而强作用就必然是对称的。一种属于“置

换对称 ”(即集合中两元素的位置交换 ,集合整体不

变 )的信息量最大、信息势最强的强作用的社会化直

观就是“人人能够感觉到、个个都能看得见 ”(即每一

个人都处在信息对称的环境中 )。这与我们常常在公

共管理中所说的“信息公开 ”是一样的效果。信息公

开就是在可观测的环境范围释放最大的信息量 ,从而

将差别巨大的个性化人群紧密联系起来营造最大的信

息势产生最强烈的作用。这样 ,信息量最大的信息公

开就营造了一个“光天化日 ”,在众目睽睽之下 ,“人人

都是君子 ,个个都作忠良 ”,由此构建的信息作用环境

就成为民主的、公平的、可以抑制腐败的环境。而“民

主 ”和“公平 ”的数学本质就是变换以后的不变性 ,即

将民主和公平联系的元素的位置变换 ,民主和公平的

整体性质不变 ,即还需要这种“民主 ”和“公平 ”,就像

老百姓所说的“是否公道打个颠倒 ”,用实证科学的语

言表达 ,就叫做对称。所以 ,强作用一定是对称的。

作为社会中一个个独立的人 ,无论是父子、姊妹还

是一般亲戚以及哥们儿或陌生人。每个个体各有各的

事业、各有各的情趣、各有各的生活圈子 ,所以都是差

别巨大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则依据“情分 ”的不一样

而紧密程度不一样 ,从而进行着不同层次上的情感交

换。父子之间是“骨肉之情 ”,姊妹之间是“手足之

情 ”,亲戚之间是“血缘之情 ”,哥们儿之间是“义气之

情 ”,陌生人之间也有“面子之情 ”。在中国文化关注

情感的场域中 ,人们在不同的情分之中进行着不同的

情感交换 ,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分中 ,因为人们对有关

“情 ”的信息是敏感的 ,所以是强作用 ,因而 ,也必须是

对称的。父子之间的交换可以根本不考虑利益得失

(关系群中的恒等元 ,详见后 ) ,但“父有父望 ,子有子

规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的传统是基本的文化约束

和行动的对称性规范 ;姊妹兄弟之间“一家人不说两

家话 ”(关系群中的恒等元 ) ,但情感交换也必须是对

称的。一个成为大款的兄弟可以请大家吃“山珍海

味 ”,一个下岗的弟兄也得请吃“粗茶淡饭 ”。所以 ,家

人逢年过节轮番请吃 ,营造着一道中国家庭文化中情

感对称化交换的绝好风景线。实际上 ,父子及兄弟之

间情感交换的对称性强作用关系早有俗语为证 :“上

阵亲兄弟 ,打仗父子兵 ”。

亲戚之间一般的血缘纽带是关系圈的一个重要范

畴 ,虽然在信息化的冲击下 ,即使在陕北这些历来被认

为的偏远地区 ,也传送着俗语的说教 :“投亲不如闲

店 ,吃米不如吃面 ”。然而“出门在外 ,投亲靠友 ”终究

具有最小的交易成本 ,而“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

也至今成为打工者职业流动的重要途径。陌生人之

间 ,在没有根本厉害冲突的情景中 ,相互含蓄地关照面

子 ,也成为中国人平淡而对称化情感交换的重要方式。

弱作用为什么可以不对称 ? 所谓弱作用就是作用

中信息势弱小的作用 ,即信息量弱小的作用 ,信息量小

的微弱作用是不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所以 ,在难以观

测 (在物理中叫做不可观测 )的作用中 ,一方面 ,他人

不关注 ,一方面作用的双方也不在意 (在林南定义的

“不对称交换 ”情景中 ,至少是“不在意当下利益 ”,或

“当下不在意利益 ”[ 9 ]。所以 ,就为不对称作用创造

了条件 ,交换就可能是不对称的。

四、社会群的和谐关系

关系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无疑在于寻求如何构

建社会网络中最好的关系。什么是最好的关系呢 ,按

照“势 →对称 →群 →和谐 ”的运行机制 ,最好的网络关

系就是“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 ”的关系。首先 ,这里

所说的信息量最大的“信息 ”,不是指人们在求职过程

中得到的那种有关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信息 ,本质上

说 ,这种信息只能叫做消息 ,科学中所说的信息是“具

有有序结构的信息 ”,即具有负熵功用的、能够构成梯

度的成为“势 ”的那种信息。“有序 ”不仅是信息结构

的本质 ,而且在人类的“知识 ”和“智慧 ”要素中同样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即“消息有序是信息、信息有序是知

识 ,知识有序是智慧 ”[ 7 ]。因而 ,“信息量最大 ”就是信

息势最大 ,即网络结构中元素之间的“差别最大联系

最紧 ”。这样的元素就是对称性元素 (本文第一部

分 ) ,即具有相反相成互补性的、共轭的、相互耦合性

作用最大的元素。这种结构由于包含的信息量最大 ,

信息势最大 ,所以在求职过程中竞争力最好 ,可利用的

效能最高。边燕杰在研究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

作用时指出的 :“网络内人从事不同的职业 ,处于不同

的职位 ,资源相异 ,影响所及互补 ”是网络产生社会资

本的重要方面 [ 9 ]。其次 ,“作用量最小 ”。则是指构建

这样的网络过程和利用这样的网络资源的过程中“干

扰和摩擦最小 ”,即相互作用过程是自由的、互惠的、

心甘情愿的 ,以及构建和利用这样的网络资源过程的

个人行为方式是包含着“艺术性技巧 ”而展现着“审美

和谐 ”的社会学行为。最后 ,“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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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关系是一种能够在数学意义上“收敛 ”的“和谐

而稳定 ”的关系。而边燕杰强调的 :可靠而稳定的关

系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资本 ,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在多

次的“重复博弈 ”中确立和强化的。具有这样的“信息

量最大作用量最小 ”的多元对称的元素构成的网络结

构 ,恰恰是一个具有泛化特征的数学群结构的社会群。

1. 物质群结构 ———物质世界的和谐机制。群的

概念是伽罗华在 17岁时研究高次代数方程根的对称

性时提出的 ,从此以后群论就成为研究对称性结构和

对称性原理的有力的数学工具。也许我们不知道高次

方程的根是如何对称的 ,但一元二次方程的两个根的

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 ,对称性是群结构的本质。

由于势的运行机制 ,物质世界在各种层次上产生

对称 ,因而构成不同层次的群 ,呈现出各种层次上的和

谐。例如 ,质子与中子的结构由 SU ( 2)群表达 ,重子

和共振态粒子由 SU (3)群表达 ,加上轻子等由 SU (5)

群表达。至今 ,物理学家认为物质世界的和谐结构可

能是按照 SO (10)群设计的 [ 10 ]。

但完全规整的群只在数学意义上存在。数学要求

的严格精确性 ———没有大小的点 ,没有粗细的线和没

有薄厚的面 ,在现存的物质世界中是找不到的。宇宙

在从基本粒子到宏观物质、星体及生命世界和人类社

会的演化过程中 ,对称在不断泛化 ,许多严格的对称被

近似的对称所代替 ,因而在不同层次形成了泛化的群。

所谓泛化的群是指 ,数学定义的群的条件被近似满足。

然而 ,数学家认为体现群的本质特征的恒等元 (恒等

元往往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 )条件和可逆元条件甚

至封闭性条件的规定性仍然存在。例如 , SU ( 2)群相

对应质子与中子的对称叫同位旋 ,此群是由两个客体

相互变换来确定的. 然而质子与中子的质量只是近似

相同 ,中子 (940) ,质子 (938)。所以 ,这样的群是近似

的泛群。从基本粒子到晶体结构以及不同物质层次上

各种群在不断泛化 ,到生物层次和人类社会 ,群的泛化

程度越来越大 ,以致拨开近似和泛化的现象迷津寻求

本质上的对称机制 ,成为从自然到社会不断增长的复

杂性对人类认识能力和智慧成熟程度的最大挑战。

在自然界 ,物质作用产生了元素结构群、基本离子

群、分子点群、晶体空间群及星系泛群、生物泛群等 ;在

人类社会中 , 信息作用生产了各种各样的社会

泛群 [ 4 ]。

2. 社会群结构 ———人类社会的和谐机制。在物

质到生命的发展中 ,虽然经过漫长的演化 ,许多精确的

对称出现了泛化 ,但对称性的根本机制没有变。例如 ,

虽然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 ,但人们还是很容

易辨认出叶子的特征 (标度对称 ) ,而不会将叶子与果

实混淆 ,并且是柳叶还是柏叶一看就明白。同样 ,自然

向社会的演化过程中 ,虽然出现了不少泛化 ,但群结构

的基本特征没有变。例如 ,在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中 ,

各种意识或思想构成了该社会空间的群元素 ,这些元

素的集合满足群的四个基本条件 ,即 :

(1)所有社会意识中 ,存在一种表征时代精神的

意识。它承认这个社会中的任何意识 ,因而它与任何

一种意识作用等于被作用意识 (恒等元条件 )。

(2)对于每一种意识都可能存在一种相反的意识

(逆元素 ) ,此两种意识作用等于恒等元意识 (可逆元

条件 )。

(3)任意两种意识作用的结果得第三种意识 ,也

是该社会空间一种可能的意识 (封闭性条件 )。

(4)任意三种意识 A、B、C作用 ,在一定条件下满

足结和律 : A· (B·C) = (A·B ) ·C。

由此可见 ,在一个特定社会中 ,各种社会意识组成

了社会意识群。

信息化社会中 ,信息的强烈作用使各种社会群体

及组织成员在联系中扩大差别 ,差别中促进联系 ,从而

不断地个性化、不断地向标准对称性元素逼近。所以 ,

各种社会群体及组织具有的泛化的“意识群结构 ”也

会越来越规整 ,变换群的结构也将显得越来越清晰。

徐飞和高隆昌以应用数学的逻辑符号从企业发展

的视角 ,给出了社会群的数学表述 :“例如 ,一个市场

范畴内的企业集合 (记为 X)中 ,出于竞争的目的 ,需

要进行资产重组活动。若把任意二企业 xi , xj ∈X间

的组合叫做一种运算 (记为“· ”) ,则有 xi ·xj = xk

仍属于 X,即仍有 xk ∈X。这时 ,若进一步界定 0元素

为破产者 , xi 的逆元素为 xi
- 1

,满足 xi ·xi
- 1

= 0 (失败

组合 ) ,则按照“群 ”的定义 , X 即是一个群 , 记为

(X, , ·) [ 11 ]。这里 ,显然是将恒等元定义为 0元素即

破产企业。如果将 1元素即政府界定为恒等元 ,这样

在企业群中就存在这样的作用 (运算 ) , xi ·xi
- 1

= 1;

1·xI = xI。即任意两个业务互补的可逆元企业作用

等于恒等元政府 ,即实现政府的目标 ;政府与任一企业

作用等于该企业 ,即支持该企业的生产活动。

五、个体在社会群结构中的社会资本

在一个具有社会群结构的社会网络之中 ,对于任

意一个担当着可逆元角色的元素来说 ,每一个个体元

素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并不是一样的。首先 ,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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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社会资本就是与自身可逆的那一个元素的资

源 ,因为这样的资源是互补的对称的。其次 ,是社会群

中作为恒等元元素的资本 ,即边燕杰所说的处在社会

网络顶端的元素的社会资本。按照群的作用机制 ,恒

等元与任一元素作用等于该元素 ,即支持该元素的行

动 ,但这显然取决于该元素与恒等元元素的亲密程度。

由于在一个实际的泛化的社会群中 ,各个元素与处在

网络顶端的恒等元元素的亲密程度是不一样的 ,得到

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因而 ,对于恒等元元素资本的可

利用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 ,由于在一个比较规范的

群结构中 ,任意两个元素作用 ,可能形成相当于第三个

元素的功用。这样 ,在一定程度上 ,作为第三个元素的

其他元素的资源也可以得到部分利用。但这取决于群

结构的规范程度 ,许多情况下是极其泛化的 ,具有很大

程度的不确定性。所以 ,一个人要能够充分利用自己

所在社会群中的社会网络资本 ,就必须像边燕杰在研

究“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来源及作用 ”时指出的 ,要尽可

能地处于“网络顶端 ”[ 9 ] ;而处于网络最顶端的元素 ,

就是社会群网络中的恒等元。所以 ,一个人要充分利

用自组织的社会网络资本 ,最好就是在构建自己的网

络关系时 ,组建一个以自己为恒等元的社会群网络。

实际上 ,由于社会交往的随机性和复杂性 ,人们总

是处在不止一个社会网络之中 (例如有体育活动形成

的网络 ,有文艺活动形成的网络、有工作和业务关系的

网络、甚至还有打牌喝酒产生的网络等等 )。人们虽

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之中得到不同的社会资源 ,

但只有在一个以自己作为恒等元的社会群网络 ,才能

最大限度地利用该网络中的资源 ,形成自己的社会资

本。虽然这种期望在实际的社会现实中是不容易实现

的 ,特别是处在社会阶层低端的个体更加困难 ,但在今

天迅猛发展的互联网上 ,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拟而真实的交流空间 ,人人是中

心、个个是老板。只要细心选择 ,在交流中注意自己的

审美状态和交流的艺术技巧 ,即注意使交流的“作用

量最小 ”,则一定可以为自己构建一个以自身作为恒

等元的恰当的相对“信息量最大 ”的社会群网络资源。

边燕杰在上述研究中还指出 ,取得社会资本的该

网络应该是“网络规模大 ”[ 9 ] ,用社会群理论来看就是

指社会群结构中的元素多 (在符合群结构联系的集合

中 ,元素越多差别越大 ,信息量越大 ,信息势越强 ,网络

的社会资本越大 ) ,而在同一研究中提出的该网络应

该是“网络构成合理 ”[ 9 ]
,则是指元素集合符合数学群

要求的规范程度 ,即在该网络中的人 ,与该社会网络群

结构要求的元素的差异程度符合数学的群结构要求。

所以 ,边燕杰提出的形成社会资本的网络应该具有的

四个方面的特征 ,即“网络差异大 ”(可逆元 )、“网络顶

端高 ”(恒等元 )、“网络规模大 ”(群中的元素多 )、“网

络构成合理 ”(元素集合符合群结构的程度 )。这些特

征已经完整地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了一个符合数学群

结构要求的、关系社会学寻找的“信息量最大作用量

最小 ”的具有最好“关系 ”的社会群网络。尤其需要重

视的是 ,网络中可逆元的“可逆 ”程度 (即群中元素的

差别程度 ) ,即边燕杰指出的“网络差异与社会资本总

量指标有近乎同等的解释力 ”。

六、结论与展望

关系社会学研究 ,是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经济迈向

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希望走出国门 ,并在国际社会学研

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研究途径 ;是一个缘起于中

国文化场域的 ,将“情感 ”作为“强作用 ”机制的研究路

径。“情感 ”似乎自古以来就归属于“感性 ”范畴 ,从而

与“理性 ”背离。因而 ,研究“情感 ”的作用机制也就理

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描述性 ”、“感悟性 ”的非科学性研

究。然而在势科学理论基础上 ,情感是可以逻辑化科

学化的 ,具有科学中“导数 ”的内在逻辑。情感是人们

在感受到对象关系中“差别中的联系或联系中的差

别 ”而激励的一种情感梯度 ,即一种情感势、情感信

息。例如 ,一个家里有几个小孩 ,母亲对其倾注的情感

(爱 )可能是不一样的 ,喜欢最优秀的理所当然。然

而 ,母亲往往是更加痛爱那个最弱的或有点残疾的。

因为都是自己的小孩 ,联系是一样的 ,那个差别大与那

个之间的导数值大 (导数 =差别 ÷距离 =差别 ×联系

=势 ) ,即情感信息势大。同样 ,几个一样聪明一样漂

亮一样身体健康、但是不同人家的小孩 ,母亲总是喜欢

自己的。因为在差别一样的情况下 ,自己的小孩与自

己联系的最紧 ,因而导数值最大 ,情感信息势最大。由

于“情感 ”是可以逻辑化的 ,因而将情感作为强作用机

制研究的关系社会学就具有内在的逻辑基础。有关情

感的逻辑化基础上的关系社会学研究 ,笔者将在“强

关系假设 ”和“势科学与信息人理论 ”基础上另文

阐述。

本文在给出“势 →对称 →群 →和谐 ”的逻辑机制

基础上 ,研究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社会群特征。这些研

究进一步在数学的逻辑层面上证明了以往边燕杰等有

关社会网络实证性研究的结论。例如“强关系假设 ”

和社会网络资本的四个特征 ,即“网络差异大 ”(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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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网络顶端高 ”(恒等元 )、“网络规模大 ”(群中的

元素多 )、“网络构成合理 ”(元素集合符合群结构 )。

也许对数学群论不太熟悉的学者会觉得似乎很泛化 ,

但实际上认识泛化的、近似的事物是对人类智力成熟

的真正考验 ,科学正是在这种认识中前进的。如群论

在从数学到物理再到社会应用中的种种泛化特征。尽

管如此 ,当笔者见到一个刚会说话的小孩 ,指着一个黑

人朋友叫“动物 ”的时候 ,感到非常惊奇 ,然而仔细一

想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小孩的智力不成熟 ,

他们的抽象能力太差 ,没有能建立起一个“人 ”的普适

性概念来概括所有的人 ,所以认为人都应该是一样的 ,

即像中国人这样的人。因为动物才是千奇百怪的 ,所

以不像中国人的人 ,就只能化类入动物。这种极端的

实例有力地说明 ,认识泛化的事物才是人类智慧成熟

的重要标志。

“群 ”的思想是伟大的。它对各种现象的统摄性

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威力 ,就在于它将哲学在形式上

数学化了。恒等元相当于“道 ”,表达着抽象、整体、统

一。可逆元是对立事物存在的前提 ,既对立又统一于

恒等元中 ;而封闭性及结合律表达着对象集合的普遍

联系性。所以 ,群论将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和普遍联

系的思想作了根本上的形式化、数学化。这就使“群 ”

的思想具备了广泛的概括性和统摄性 ,既抽象又具体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可操作性 (而不象哲学那样

泛化及难以操作 ) ,使它不仅能强有力地描述自然和

生命 ,也能得心应手地描述人文和社会。

群论的无穷威力使我们由衷地崇敬那位只有 21

年生命历程的法国数学家伽罗华 ( Galois, 1811年 10

月 25日 - 1832年 5月 31日 ) ,也使我们想起了 E·T

贝尔所说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 ,只要能应用群论 ,从

一切纷乱与混淆中立刻结晶出简洁与和谐 ,群的概念

是近世科学思想的出色的新工具之一 ”[ 12 ]。也许我们

可以期待 ,在由各种矛盾和现象构成的复杂社会关系

中 ,只要有效地应用“群 ”这种“近世科学思想的出色

的新工具 ”,就可从社会的“一切纷乱与混淆中立刻结

晶出简洁与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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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ng rel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Under a strong information action, social exchanges between individuals are generally

symmetrical. Under a weak information action, however, social exchanges can be unsymmetrical, leading to unequal re2
lations, a source of social and moral risks.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law of " potential→symmetry→

group→harmony" and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volume and information potential, the best social

networks relationship is one that contains maximal information volume and m inimal action. Social group s constituted

based on the above encompass the maximal information volume, possess the maximal potential and keep the maximal so2
cial cap ital.

Key words　relational sociology; social group; social cap ital; social networks; potential science;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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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科学视域中的和谐社会及理论模型
�

李德昌
(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 西安 � 710049)

摘 � 要:宇宙及社会的演化与发展是由不同层次上的势推动的。势= 差别 �距离= 差别 联系, 势的运

行机制是! 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别∀, 由此产生对称构成数学的群结构, 实现不同层次上的和谐。势科学

理论不仅在逻辑层面上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真正统一起来,而且揭示了万物和谐及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

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

关键词:势科学; 对称化管理;和谐社会; 系统动力学;社会群

中图分类号:D616 � � 文献标识码: A � � 文章编号: 1001- 8263( 2010) 04- 0069- 08

� � 早在几千年前, 老子就指出: ! 道生之, 德蓄

之,物形之,势成之∀# 。也许在宇宙诞生之始,就

镶嵌了两种运行机制: 一种是!熵∀的机制, 一种

!势∀的机制, !熵∀随时间的流失,一直在不可逆的

增加,而!势∀随时间的进程也在不可逆的增大。
如果宇宙是一个孤立系统, 则可能!熵∀起着主导

作用,如果宇宙是一个开放系统,则可能!势∀起主

导作用。然而, !熵∀得益于西方文化的理性分析,

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明确定义而早已变成了

科学, !势∀则受东方文化整体思维的约束,而一直

无法进行科学的逻辑分析。本文在给出势概念的

逻辑定义基础上,从势科学理论的视角出发, 阐述

了和谐机制的数学模型,论证了和谐是社会稳定

的逻辑基础和社会管理的最优机制。

� � 一、势概念的逻辑定义及势科学理论的普适性

宇宙的演化与社会的发展是由不同层次上的

势推动的:宇宙暴涨从真空势开始,量子势是量子

化的唯一缘由, 化学势、生物势是化学反应及生物

成长的根本动力, 信息势则是人才组织成长和社

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综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中

有关势的本质意义, 可以给出势的科学定义: 势=

差别 �距离= 差别 联系,因而,势即梯度即斜率

即导数即比例(图 1)。所以,老子说!势成之∀,毕

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比例∀。研究势的产生和运行
机制的科学就叫做势科学 ∃ % 。

图 1� 势= 梯度= 差别除以距离

从牛顿定律到麦克斯维方程, 从量子力学的

波函数到相对论的场方程,都是由导数和偏导数

(某种斜率和梯度)构建的势函数, 所以科学就是

!找势∀ & & & 将宇宙各个层次上的势结构找到并表
达为势函数。

管理中,沟通使!差别∀很大的人!联系∀起来,

激励使人感到未来与现在的巨大!差别∀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联系∀起来。所以沟通是对组织求
导,激励是对个人求导, 教育是对思维求导,组织

和个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求导∀营造信息势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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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过程。制度管理用同一规则将差别巨大的个

性化成员联系起来营造管理信息势, 细节管理通

过注重细节将人们联系起来营造管理信息势, 文

化管理是用统一的价值观将组织团队凝聚起来营

造管理信息势。

� � 二、势科学理论与和谐机制

什么叫!和谐∀, 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标

准。也许!和谐∀就是不断地!去掉不和谐∀。可是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和谐作比照, 那怎么知道不

和谐? 又怎么去掉不和谐而构建和谐社会呢?

首先,一个和谐的标准模型,必须能够囊括从

宇宙到社会各种各样的和谐表象。考察!和谐∀的

自然属性,应该注意四种和谐的自然表象,其一是

最好的!有序∀呈现的和谐,例如像自然数的有序

呈现的和谐;其二是最平稳的运动呈现的和谐,例

如机器或轮子不振动的平稳运动呈现的和谐; 第

三是世界万物相辅相成、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

呈现的和谐;第四是具有相同元素的集合构成的

和谐,诸如全同粒子的和谐、晶体结构的和谐以及

日常生活中地板砖构成的和谐和自给自足的传统

社会!万众一心∀的和谐, 等等。实际上,以上四种

不同的和谐表象具有统一的结构本质, 就是数学

的!群∀结构。前三种和谐结构是数学的变换群结

构,第四种和谐结构是数学的置换群结构。所以,

群结构是和谐的数学模型,囊括了所有的和谐属

性。自然数的和谐和宇宙万物的和谐是静态的群

结构和谐, 机器或轮子平稳而不振动运行的和谐

是动态的群结构和谐。

其次, 一个标准的和谐模型应该是基于某种

运行机制而形成的, 理论上能够逻辑地演绎出来。

而实际上和谐的数学群结构也正是可以从势科学

理论基础上逻辑地演绎出来。推动和谐发展的动

力学过程就是:

势∋对称∋群∋和谐
由于势的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

大差别∀,所以系统元素之间差别越来越大,联系

越来越紧,最后达到差别最大既相反,联系最紧即

相同,既相反又相同就叫!相反相成∀即对称, 而对

称与泛对称元素则构成具有数学结构的群与泛

群,从而实现各种层次上的和谐。

1. 数学群 & & & 数的和谐机制

数学上给定一个集合 G ( { E, A, B, C, D

))} ,该集合满足四个条件, 即:恒等元,可逆元、

封闭性和结合律。就组成一个!群∀。

(1) G中存在单位元素 E ∗ G, 使得对任何 A

∗ G,有 E+A= A+E= A, E也叫做恒等元。

(2)对任意元素 A ∗ G, 存在一个唯一元素 B

∗ G,使得 A+B= B+A= E, A 叫做 B 的逆, B也叫

做A的逆。

( 3)G中任意两元素 A和 B作用或组合得到

的元素仍属于 G, 即如果 A, B ∗ G, 则 A+B= C ∗

G, B+A= D ∗ G(一般 C ,D) ,其中符号! +∀表示两

元素的作用或组合, 既可以是乘也可以是加。

(4)群元素的组合满足结合律, 即对于任意

A, B, C ∗ G, 有A+( B+C) = ( A+B)+C。

根据以上定义,自然数的加法作用形成群, 0

是恒等元。0加任何数等于任何数, 满足恒等元

条件;对于任意一个正数,可以找到一个可逆的负

数,二者相加等于 0, 满足可逆元条件; 任意两个

自然数相加等于第三个数,第三个数还是一个自

然数,满足封闭性条件,任意三个自然数相加不分

先后顺序,满足结合律条件。所以,自然数呈现的

有序之所以是和谐的, 是因为在加法作用下其结

构是成群的。

同样,有理数的加法作用也形成群,实数将零

除外的乘法作用也形成群, 1 是恒等元。其中成

群的核心要素是对称性, 有理数(包括自然数)的

加法作用成群是由于任一有理数都有一个与之对

称的相反数(正负数对称) ,实数的乘法作用成群

是由于任一实数都有一个与之对称的倒数。

2. 变换群 & & & 运动的和谐机制
群的概念是伽罗华在 17岁时研究高次代数

方程根的对称性时提出的,也许我们不知道高次

方程的根是如何对称的,但一元二次方程的两个

根的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说明为什么对称

性元素(方程的根、运动、变换、操作等均称为元素)

构成群以及轮子的对称性平稳旋转形成群,我们先

看正方形的对称性旋转变换(操作)怎样形成群。

!对称∀, 简单说, 就是某种变换以后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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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图 2, 一正方形旋转 90 度以后, 该正方形

的位置形态没有变, 所以相对于旋转90度的变换

的不变性就叫做对称, 使正方形保持对称的变换

叫做对称变换。该正方形绕垂直穿过纸面的轴的

对称变换和逆变换有旋转 90、180、270、360 度和

- 90、- 180、270、- 360度,分别用 a
1
、a

2
、a

3
、a

4
和

a
- 1
、a

- 2
、a

- 3
、a

- 4
表示, 将正方形原有的位置用 E

表示, 代表恒等元。恒等元和以上变换元 a
i
组成

对称变换群,满足群的四个条件:

图 2� 正方形十六阶变换群(八个旋转加八个映射)

( 1)恒等元条件。E+ a
i
= a

i
+ E= a

i

( 2)可逆元条件。a
i
+ a

- i
= a

- i
+ a

i
= E

( 3)封闭性条件。a
i
+ a

j
= a

j
+ a

i
= a

r

( 4)结合律条件。( a
i
+ a

j
) + a

r
= a

i
+ ( a

j
+ a

i
)

i= 1, 2, 3, 4, - 1, - 2, - 3, - 4 � � ( i , j , r)

所以,正方形的对称旋转变换组成群,由此我

们可以体会为什么!群∀的概念是在研究对称性的

时候提出来的。

对于一个轮子来说, 旋转任意小角度,轮子都

保持对称不变, 见图 3。所以, 相对正方形的十六

阶变换群(正反八个旋转和对于两条对角线和两

条中线的八个反射变换) , 一个质量均匀分布的、

对准安装的、没有椭圆度的轮子旋转变换后的不

变性则组成一个无限阶变换群,所以,轮子的旋转

才是平稳的、和谐的。

在这里,对准安装、没有椭圆度和质量分布均

匀是保证轮子旋转成群,实现平稳和谐运行的必

备条件。具有椭圆度和安装偏心的轮子的旋转变

换不成群,从而震动不和谐是显而易见的。但如

果轮子是质量分布不均匀的(就像社会中的分配

是不公平的一样) ,则轮子在运动中照样会产生振

动,产生不和谐,最后导致破坏。这是因为质量分

布不均匀的轮子的旋转变换不能形成变换群。一

个质量分布均匀的轮子在运动中, 虽然沿半径方

向上的每一点处,由于相对位置不同,对离心力贡

献的大小不一样,而所受的离心力不一样(就像在

一个公平的社会中, 每一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不

一样,对社会的贡献不一样,他得到的分配就不一

样) ,但在同一个半径的圆周上不同点处,所受的

离心力却是一样的(就像在公平社会中,具有同样

贡献的人所得到的分配是一样的)。这样,轮子的

所有旋转运动就形成一个无限变换群, 每一个无

限小角度的旋转都是这个群中的一个变换元素:

轮子保持不动的旋转是恒等元, 不动的旋转与任

一旋转相加等于该旋转, 符合恒等元条件;对于每

一个旋转都有一个相反的旋转与之对应,是可逆

元,一个旋转与一个相反的旋转相加等于不转,即

两个可逆元作用等于恒等元, 符合可逆元条件;任

意两个旋转相加所得旋转也是轮子的一个可能的

旋转,是变换群的封闭性;任意三个旋转相加与先

后次序无关,是群的结合律。由此可见,一个质量

分布均匀的、没有椭圆度的轮子在对准安装下的

旋转运动就实现了一个变换群。所以这样的运动

才是平稳的、和谐的。

图 3 � 轮子任意小角度旋转形成无限阶对称变换

& & & 运动和谐的数学模型

3. 物质群 & & & 物质世界的和谐机制

由于势的运行机制, 物质世界在各种层次上

产生对称,因而构成不同层次的群,呈现出各种层

次上的和谐。重子和共振态粒子由 SU ( 3)群表

达,加上轻子等由 SU( 5)群表达, 所有的基本粒子

由不同层次的群表达。至今,物理学家认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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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可能是按照 SO( 10)群设计的−。

完全规整的群只在数学意义上存在, 数学要

求的那种严格精确性 & & & 没有大小的点, 没有粗

细的线和没有薄厚的面,在现存的物质世界中是

找不到的, 因而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实际存在的

群是泛化的群。

宇宙在从基本粒子到宏观物质、星体及生命

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对称在不断泛化,

许多严格的对称被近似的对称所代替; 因而在不

同层次形成了泛化的群。所谓泛化的群是指,数

学定义的群的条件被近似满足, 然而数学家认为

体现群的本质特征的恒等元(恒等元往往是抽象

的而不是具体的)条件和可逆元条件甚至封闭性

条件的规定性仍然存在。例如 SU( 2)群相对应质

子与中子的对称叫同位旋,此群是由两个客体相

互变换来确定的. 然而质子与中子的质量只是近

似相同, 中子( 940) , 质子( 938)。所以, 这样的群

是近似的泛群。从基本粒子到晶体结构以及不同

物质层次上各种群在不断泛化, 到生物层次和人

类社会,群的泛化程度越来越大,以致人们必须深

入仔细研究才能找到对象之间存在的群结构 . 。

一般来说, 一个系统中作用越强烈,联系就越

紧密,极化也越厉害,对称性就越好势越大,泛群

就越规整。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在离心机中,当离

心机起步时,转速较低, 离心力场较弱, 离心势较

小,离心力作用不大,加入离心机转鼓中液固混合

物料的微观单元之间的联系松散而分布不均匀,

这时离心机转鼓的旋转运动- 数学上叫做变换-

组成的变换群就是泛群,因为旋转变换之间不能

完全对称。当离心机达到正常工作时的高转速

时,离心力场增强,离心势增大,离心力作用增大,

同时物料沿周向的作用力增加, 物料微观单元之

间的联系加强,迫使原来分布不均匀的物料达到

均匀分布(在商业市场中, 当市场信息作用强化以

后,市场利润分布会趋于均匀) ,转鼓的旋转变换就

会变的越来越对称,旋转变换群就会越来越规整。

在自然界, 除了机器或轮子这种平稳而不振

动运行的动态和谐群结构以外, 更加普遍的是各

种各样的静态和谐群结构:物质作用产生了元素

结构群、基本离子群、分子点群、晶体空间群/及

星系泛群、生物泛群;信息作用则生产了各种各样

的社会泛群0。

4. 社会群 & & & 人类社会的和谐机制
在物质到生命的发展中, 虽然经过漫长的演

化,许多精确的对称出现了泛化,但对称性的根本

机制没有变。例如, 虽然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

的叶子,但人们还是很容易辨认出叶子的特征(标

度对称) ,而不会将叶子与果实混淆, 并且是柳叶

还是柏叶一看就明白。同样,自然向社会的演化

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不少泛化,但群结构的基本特

征没有变。例如,在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中,各种

观念或思想构成了该社会空间的群元素,这些元

素的集合满足群的四个基本条件, 即:

(1)所有社会观念中,存在一种表征时代精神

的观念,它承认这个社会中的任何观念,因而它与

任何一种观念作用等于被作用观念(恒等元条件)。

(2)对于每一种观念都可能存在一种相反的

观念(逆元素) , 此两种观念作用等于恒等元观念

(可逆元条件)。

( 3)任意两种观念作用的结果得第三种观念,

也是该社会空间一种可能的观念(封闭性条件)。

(4)任意三种观念 A, B, C 作用, 在一定条件

下满足结合律:A+( B+C) = ( A+B)+C。

由此可见,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各种社会观念

组成了社会观念群。

信息化社会中,信息的强烈作用使组织成员

在联系中扩大差别, 差别中促进联系,从而不断地

个性化、不断地向标准对称性元素逼近,所以组织

具有的泛化的!群结构∀也会越来越规整,变换群

的结构也显得越来越清晰。

5. 管理群 & & & 组织与管理的和谐机制

首先,信息人社会(个性化社会)中,任一希望

营造大势的组织必须构成!变换群∀: 在一个组织

中,有一种主体意识,规定和引导着这个组织的发

展,是这个组织群的恒等元,这种主体意识典型地

集中在组织领导的身上,所以在狭义上可以将组

织领导视为恒等元。组织中各成员都是组织群中

的元素,按照变换群的要求(集合的要求) ,这些元

素不能有任何两个是相同的, 即要求组织中每个

成员都是个性化的。每个成员及所在的岗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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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群的关系来规定: 恒等元领导与每一元素成员

的作用,等于该元素成员(支持该成员的工作) ,即

该成员及岗位是领导认可的, 满足了恒等元条件;

任一元素成员及相应岗位,总存在一个可逆的元

素及岗位(对称性营造大势) ,例如,有搞外交的,

就得有搞内勤的; 有搞研究的,也有搞管理的;有

搞开发的,也有搞加工的。任意两可逆的元素成

员之作用等于恒等元(主体意识) , 意味着他们的

工作互补就能实现领导的目标, 满足了可逆元条

件;而往往有随意两元素成员作用产生的效果或

者相当于另一元素的作用,或者产生另一种组织

需要的功能,意味着组织群的封闭性条件在一定

程度上成立。表达了组织成员虽然要各自独当一

面, 但他们的工作是有联系的,不是毫不相干的。

组织不是一个随意的成员组成的大杂烩,而是具

有!群∀结构联系的能独立工作的人组成的具有主

体意识和目标的!群∀。

其次, 相对于组织或系统的对称化发展的结

构群, 组织或系统的!管理方法∀在另一个层次上

形成!群∀:所有的管理方法组成一个管理集合,在

这个集合中,有一种无为而治的管理就是管理群

中的恒等元(广义的文化管理) , 它与任一种管理

作用等于该种管理; 对于任一种管理,都存在一种

与之相反的管理(如 � 管理和 y 管理) , 两种相反

的管理作用等于无为而治的恒等元管理(体现恒

等元管理的主体目标) ; 任一种管理方式,都可看

作某两种管理方式作用的结果。

最后,一个实际组织的管理过程,就是这种管

理方法群的展开过程: 恒等元的实现过程是计划

决策的过程,是管理的整体性,并且决策计划作出

以后要在一定程度上无为而治; 可逆元的实现是

各种管理方法的具体展开,采用不同的可逆方法

实现不同的管理, 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分可

能是刚性的制度化管理, 对于现代技术密集部分,

可能是柔性的文化管理。在更加局域化的范围,

每一种具体的管理都要用它的可逆的两面来展

开,比如柔性的一面,刚性的一面, 表扬的一面,批

评的一面; 民主的一面, 集中的一面; 改变领导作

风的一面,改变领导环境的一面;封闭性条件则是

管理展开的有界性, 收敛性,管理目标和方法的限

定性。

在数学和理论物理中, 研究群论更加重视群

表示论。物理学家应用群表示论, 预言了新粒子,

而且建立了统一场论的理论框架。结合社会和管

理的群结构性质,我们猜想,或许在管理中也需要

进一步研究群表示论,例如,正像三夸克构成所有

共振态粒子和重子的定义表示1 ,管理中的!情、
理、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管理群的定义表示。

情、理、法象三个坐标轴,撑起一个管理的三维空

间,任一具体的管理就是该管理空间的一个管理

矢量,由情、理、法的不同组合所表达。而!三个代

表∀则是中国政府宏观管理群的定义表示。!三个

代表∀是三个不等价不可约表示, 构成完备集, 缺

一不可。像三个坐标轴撑起了一个中国迎接新经

济挑战的三维发展空间,该空间中的任何一个发

展!态∀,都由!三个代表∀的组合所表达。就是说

!三个代表∀涵盖了新经济发展空间的所有态矢

量,是我们从事各个领域工作的行动指南。

6. 社会和谐的人格不变性泛群模型

一个人格不变性主导的和谐社会的!数学泛

群∀模型如图 4所示。

社会的和谐分维可以抽象为四个向度, 即能

力、分工、财富和职位。四个分维的抽象是否具有

科学性,要用数学意义上要求的独立性、相容性和

完备性来检验。首先,能力、分工、职位和财富各

自具有完全独立的社会学意义, 既不等价又不可

约化,因而独立性成立; 其次, 四个分维在信息层

次上没有差别,能力(狭义上)是知识信息(或思维

信息) ,分工是行业信息, 职位是权力信息,财富是

货币信息, 这些信息高度集约地嵌套在每一个信

息人身上(就像苹果、葡萄、香蕉、橘子等, 虽然都

不一样,但都是!水果∀,可以放在一个容许盛放水

果的篮子里而具有相容性) ,所以, 相容性成立;最

后,四个分维基本上可以描述每一个信息人在社

会信息空间中确定的信息位置, 就像三个坐标可

以准确地确定每一个物体在物质空间中的位置一

样。所以, 四个分维具有相对完备性。所谓相对

完备性,一方面是说社会的抽象不可能像数学的抽

象一样绝对精确而无一遗漏,另一方面是指人们还

可以进行其他的抽象分维,就像描述物体在物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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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的位置还可以应用其他的坐标系一样。

图 4 � 和谐社会的人格不变性数学泛群模型

四个分维产生四种对称性极化,即:能力的大

小、分工的优劣、财富的多少、职位的高低。按照

和谐群的基本结构, 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以

能力的大小为直径画圆,其余各维张力点要落在

这个圆周上,就是说能力的大小、分工的优劣、财

富的多少、职位的高低八个点要在同一个圆周上,

这样就保证了各种差别造成的社会张力对称, 社

会在运行中(轮子在旋转中)才能平稳而不发生震

动表现为和谐。

首先,构建这样的和谐群结构,要求在社会层

面上(图 4中大圆层面上)制度和法制既是健全

的、又是刚性的(以保证大圆没有椭圆度) ,所谓健

全的是指制度和法制能够打破行业垄断、杜绝各

种灰色收入和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所谓刚性的

是指社会在运行中(轮子在旋转中)制度和法制的

刚性能够抵抗各种权力干扰和人情的干扰,保持

圆的均匀对称性而不发生椭圆度变形。要不然,

如果制度和法规是软的,一旦权力和人情干扰制

度和法规以及分配和分工,这个社会的和谐模型

(旋转中的轮子)就会变形,运行就会产生震动而

不和谐。

其次,要在社会的整体层面上摒弃社会歧视。

解决社会歧视问题,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就是保持

社会!人格∀的不变性。保持人格不变性的社会结

构实际上就是一个 24阶的旋转变换群(如图 4所

示) , 即以 45度及其倍数的正反 16个旋转变换和

分别以能力、财富、分工和职位为平面的 8个反射

变换。在这样的变换中保持社会人格不变,就是

指穷人变成了富人, 还能以原来的态度对待穷人,

不歧视穷人;富人变成了穷人还能以原来的态度

看待富人, 不嫉妒富人; 老百姓变成当官的,还能

以原来的态度对待老百姓,没有傲慢;当官的变成

了老百姓,还能以原来的态度对待当官的,既不敌

意又不自卑。这样一来, 这个结构旋转 180度以

后,或者分别以能力、财富、分工和职位为平面的

四个反射变换以后, 各分维张力端点位置互换,但

由于不存在各种社会歧视,社会保持了人格不变

性,所以这个群结构没有变,这个社会就真正达到

了和谐。社会常常要求领导成为人民的公仆,把

当官叫做为人民服务, 在数学意义上就是要保持

社会群反射变换的不变性。从宏观上说,保持社

会群反射变换的不变性,是一个社会整体的文化

素养,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只有坚持不懈

的弘扬先进文化才可能实现。

至于旋转 45度以后, 职位的高和低、落在了

能力的小和大两点, 同样由于社会不存在歧视,职

位高的不会看不起能力小的, 能力大的也不会看

不起职位低的, 平等相处的各人状态同样维持了

社会结构和人格的不变性。本质上, !和谐性∀是

由!不变性∀主导的, 正像光速的不变性主导着物

质世界运动的和谐性, 人格不变性才能主导人类

社会运动的和谐性。

第三,要消减文化阻尼。杜绝由于传统!忠

效∀文化导致的!抱团∀陋习,从根本上推进社会的

!个性化∀民主进程。!抱团∀破坏和谐的直观的例

子是在洗衣机中, 当我们洗完衣服将要甩干的时

候,总是要将衣服一个个抖开(成为个性化的) ,如

果衣服缠绕在一起!抱成团∀, 洗衣机在甩干进程
中就会产生震动而破坏和谐。

第四,要在政府主导的各个层面上信息公开。

就是说,社会在每一个时期产生的信息量都能等

强度地、没有阻尼地、不产生消减地作用到社会的

每一个成员。这就要坚持信息公开和! 透明∀, 公

开和透明的信息才能充分发挥信息势的作用机

制,才能将差别巨大的民众和民众、民众和政府联

系起来,真正构建信息强势,从根本上既推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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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化进程, 又抑制腐败及一切不规范的行为。

当信息是公开和透明的时候, 所有的冲突和摩擦

都会自动消除,社会的和谐就在不言之中。信息

公开和透明是信息化社会构建数学结构的社会群

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原动力。

一个社会群的生成过程, 就是社会实现和谐

的过程, 或者说, 一个社会的和谐过程, 就是一个

社会群的实现过程。能力、分工、财富、职位四个

分维在旋转变换过程中相互迭代的不变性,根基

于四个分维的!信息本质∀,其不变性体现为信息

的不变性。

数学可以证明真理、也可以推导出真理, 但遗

憾的是许多重要的真理都是靠个人悟性和集体智

慧得到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十六个字!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跨越了数

学的逻辑,揭示了社会和谐的群机制,概括了实现

社会和谐的途径和条件。!民主法治∀是社会集合

元素个性化的基本条件,因而是社会成群的基本

条件:只有推进民主,才可能弘扬个性, 只有完善

法治, 社会才能维护个性化成长的环境; !公平正

义∀是保持社会群和谐模型中各分维极化张力的
均衡和一致,保持社会群旋转变换的对称性、不变

性的基本条件。只有坚持公平正义, 才能抑制腐

败,才能打破行业垄断, 才能实现教育公平,才能

缩小贫富差别; !诚信友爱∀是保持社会群模型中
以各分维为基础的反射变换的不变性, 即保持!人

格∀不变性的基础,只有诚信友爱, 才能消除贫富

歧视、职位歧视、分工歧视和文化歧视; !充满活
力∀就是要信息公开,是社会和谐群实现的动力机

制。只有保持活力, 信息公开,信息才能进行充分

作用,社会才能具有畅通的流动机制,社会集合中

各要素才能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各种资源才能

得到合理利用, 各种不对称因素才能在不断互动

中达到对称而实现和谐。信息越是公开、流动越

是畅通、作用越是自由, 形成的信息场就越连续,

信息势就越大, 其信息作用效果就越强烈,社会元

素的联系就越紧密, 对称性就越好, 泛群就越规

整,社会就越和谐。

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各分维的对称性张力会不

断增加。贫富差别、职位差别、分工差别、文化差

别、美与丑、雅与俗的差别会不断增加,但只要保持

这些张力一致,使各维的对称性极点处在同一个圆

周上,而且没有社会歧视和文化阻尼, 保持社会人

格的不变性,社会群就能成立,社会就会和谐。

当然, 信息人社会的整体和谐从结构层次上

看, 还依赖与组织、家庭以及信息人素质的和谐。

但无论哪一个层次上的和谐, 其基本的和谐结构

都是具有数学意义的群结构��� 。

� � 三、和谐是稳定的逻辑基础、管理的最优机制

稳定的一个直观模型是陀螺的运动, 陀螺旋

转的越快越稳定,不动则必然倒地。又如一个轮

子不动时可以任人摆布,而当一个轮子高速旋转

时,没有人敢碰它。所以,旋转(或自旋)是事物稳

定而又具竞争力的基本条件。而其根本的逻辑机

制就是因为旋转(或自旋)构成了无限阶变换群,

形成了和谐结构,所以!和谐是稳定的逻辑基础∀。

考查宇宙万物可以发现,具有稳定寿命的基本粒

子都有自旋,成型的长寿命天体都在自旋,一个打

出去的子弹必须在枪膛中螺旋线的作用下高速旋

转才能稳定地命中目标,不旋转的子弹必然飘荡

不定, 而基因的螺旋结构则是保证生命稳定遗传

的固化了的自旋。

前已述及, 组织的管理需要组织人员的个性

化形成对称性的和谐结构、对称性的管理方法形

成对称化的和谐管理等,组织才能自旋稳定而有

竞争力地不断成长。就是说组织是在领导为恒等

元、对称性成员为可逆元, 管理方法是在!无为而
治∀为恒等元、对称化管理为可逆元, 分别形成组

织群和管理群的条件下实现!组织的自旋∀和!管

理的自旋∀而使组织及其管理能够既稳定而又有

竞争力。

同样,社会管理需要按照前述以!人格不变性

为恒等元∀、以能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财富的多

少和分工的优劣为对称性可逆元,形成具有数学群

结构的和谐结构,社会才能自旋稳定而不断发展。

管理的本质是应对不确定性的,而之所以有

不确定性, 是因为管理主体相对管理环境对象的

势小,当管理主体之信息势大于环境信息势时,管

理的不确定性就荡然无存。这好比谈恋爱,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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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常常犹豫不决(不确定)的时候, 那一定是

他(她)的信息势比你大, 要么是更有钱,要么是地

位更高,或者是更漂亮等等。很显然,想象一个管

理者具有无限多的钱、无限大的权、无限多的知识

(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限多的社会网络资本

(广义情感势)、无限丰富的管理艺术技巧(艺术信

息势)和极具虚拟抽象思维能力(抽象信息势) ,那

就没有不确定性了(当然太大的势也会导致管理

者产生内在不确定、即太多的选择带来的不确定

性)。所以,管理机制的最优化就转化为管理营造

最大管理信息势的过程。由于对称差别最大联系

最紧,所以对称化管理势最大,而多维对称构成数

学结构的群,形成管理的和谐结构, 所以, 管理的

和谐机制就是社会管理的最优机制, 就是符合数

学群结构的机制。

群论的无穷威力使我们由衷地崇敬那位只有

21年生命历程的法国数学家伽罗华, 也使我们更

加相信 E.T .贝尔所说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 只要

能应用群论,从一切纷乱与混淆中立刻结晶出简

洁与和谐, 群的概念是近世科学思想的出色的新

工具之一∀�� 。也许我们可以期待, 在由各种矛盾

和现象构成的复杂社会中, 只要有效地应用!群∀

这种!近世科学思想的出色的新工具∀, 就可从社

会和管理的!一切纷乱与混淆中立刻结晶出简洁

与和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只有!成群!才能具有生

命力、竞争力和成长性。信息人生存的竞争机制

就是形成不同层次上的!群∀: 个人素质必须形成
!群∀,才能参与社会竞争;组织成员必须形成!群∀

才能参与企业竞争; 产业结构必须形成!群∀, 才能

参与国际竞争: 民族文化必须形成群才能参与世

界竞争。群所具有的竞争力在于群中元素的对称

性营造了最为强大的竞争态势 & & & 管理信息势。

从!势 & & & 对称 & & & 群 & & & 和谐 & & & 稳定 & & &

发展∀是如此抽象,但又如此简单和清晰。

� � 四、结束语

势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揭示了人

类文明发展的符号逻辑:人类第一次文明始于整

体上认识了!能∀ ( mah)并学会了利用自然能, 在

原始的选择创新基础上产生了原始文明,使人类

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第二次文明始于

逻辑分析认识了!力∀( ma)由此学会了使用物质

力(牛顿定律) , 产生了技术创新进入了工业文明

(物质文明) ,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消耗中解放出

来;人类通过从整体直觉到逻辑分析认识!势∀

( a) ,才能学会使用势(信息)、使用信息力, 实现教

育创新、管理创新和社会创新, 进入第三次文明

& & & 教育文明、管理文明和社会文明(信息文明、

精神文明)。从! mah∀ ∋ ! ma∀ ∋ ! a∀的符号演进

中,剥离了距离 h、剥离了阻尼 m, 抽象出真正的

核心价值! a∀即!势∀即!信息∀,人类才能应对不确

定性实现自由和文明, 从复杂社会及管理纠缠和

教育困惑中彻底解放出来并最终建立和谐社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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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德昌:2新经济与创新素质 & & & 势科学视角下的教育、管

理和创新3 , 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66& 204、133 &

152页。

� % . ��!李德昌:2信息人社会学 & & & 势科学与第六维生存3 , 科

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2&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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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徐飞、高隆昌:2二象对偶空间与管理学二象论 & & & 管理科

学基础探索3 ,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43、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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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94年版, (伽罗华一节)。

� ��∀宁平治、曾月新、李磊主编:2杨振宁科教文选 & & & 论现代科

技发展与人才培养3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90 &

292、176、401页。

9责任编辑:宁 � 岩:

(下转第 83页)

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第 4期



� �#∃康晓光、韩恒:2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

究3 ,载2社会学研究32005年第 6期。

� �#%周建明等:2和谐社会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3 ,清华

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6期。

� �#&4美5罗伯特+D.帕特南:2独自打保龄球3 ,载2规划师32002年

第 8期。

9责任编辑:宁 � 岩:

Double Building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e Practical Proposi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Wang Jiaf eng & Kong Fanbin

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civil rights,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have become the basic

way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o honor their commit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citizens. And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public goods and public services determine a poly�centric order of public governance. Poly�
centricit, the social network form of governance pract ices, as well as the reliance on civil society, result

in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rebuild itself and the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gic of the publ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action. As for China,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mprov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strengthen the meta�governance, and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social forces and to enhance the capabili�
ties of governance by network.

Key words: public governance; government; s capablity; social network; double building

(上接第 76 页)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oretical Model in Potential Science

Li Dechang

Abstract: Universal and soc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promoted by the potential on different

level , Potent ial= difference�distance= difference  connecti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otent ial is

! difference promotes connection, connect ion enlarges difference∀, this produce symmetrical forms of the

group structure of mathematics, and realize the harmony on different level. Tendency science theory not

only in logic unifies the social science with the natural science, but also reveals the intrinsic logic, form

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law of all things on earth harmony and society harmony.

Key word: potential science; symmetrized management; harmonious society; systems dynamics;

societ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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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型教育与对称化素质 ) ) ) 势科学理论视角
*

李德昌
1
,  张守凤2

( 1. 西安交通大学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能动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济南大学 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  宇宙演化与社会发展是由不同层次上的势推动的。真空势推动了宇宙暴涨, 量子势是

量子化的唯一缘由,化学势、生物势是化学反应和生物成长的根本动力,而信息势则是素质成长和教育

发展的动力之源。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集约型教育就是/ 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0的教育,由于对

称性元素产生最大的信息量,所以, 集约型教育即对称化教育,对称化教育产生对称化素质形成素质的

和谐结构,包含最大素质信息量, 具有最好的就业竞争力。势科学理论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基本的

逻辑层次上统一起来,为各种学科交叉研究和通识性教育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原则,为教育学理论的重

建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势科学;素质教育; 教育决策;集约型教育; 对称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 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110( 2011) 01- 0137- 08

  宇宙和社会的演化镶嵌着/熵0与/势0两种机
制, 按照熵的机制, 世界将越来越无序而走向死

寂;按照势的机制,世界将越来越有序, 因而推动

创新与发展。有关熵的机制已经被充分的研究,

而有关势的机制才刚刚被关注: 真空势推动了宇

宙暴涨, 量子势是量子化的唯一缘由, 化学势、生

物势是化学反应和生物成长的根本动力,而信息

势则是个人成长和组织发展的动力之源。

一、势科学及其普适性

势科学及其普适性势的逻辑定义:势= 差别

@联系= 差别A距离,因而,势即梯度、即斜率、即

导数、即比例( /即0表达剔除现象差别推进到本质
联系的极限过程) ,所以, 老子说/势成之0,毕达哥
拉斯说/万物皆比例0。研究势的产生和运行机制
的科学叫势科学。[ 1] , [ 2] 科学定律都是由导数构建

的势函数即势科学, 管理中,沟通是将差别很大的

人联系起来,激励是让人看到未来与现在的差别

可以通过努力联系起来, 所以, 沟通是对组织求

导,激励是对个人求导, 教育是对思维求导,人和

组织的成长过程就是在不断求导营造信息势中的

积分过程; 母亲总是喜欢自己的小孩是情感势

(爱)所为,同样的母子联系中母亲总是喜欢最弱

小的,是/差别 @ 联系0的求导结果。势的运行机
制是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别,势不断增长而

衍生出素质、创新和风险; 差别最大是相反,联系

最紧是相同,既相反又相同就叫相反相成即对称,

而对称形成数学结构的群,由此实现素质和谐、组

织和谐、社会和谐及宇宙和谐。

势科学理论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基本的

逻辑层次上统一起来。为各种交叉学科研究和通

识性教育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原则。为管理学理

论的统一和教育学理论的重建开辟了有效的研究

路径。

势科学的极大概括性在于势揭示了信息功能

的本质: 信息即负熵、即有序、即梯度、即势、即导

数( /即0表达剔除现象差别推进到本质联系的极
限过程) , 所以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为了区

分科学中与哲学中信息的不同含义(哲学中将噪

音、废话都叫信息) , 有时将科学及势科学中所说

的信息叫做有效信息。势是信息的几何直观、物

理直观和宏观测度, 由此揭示了信息的教育学意

义和管理学意义以及教育和管理过程的信息动力

学机制。

势科学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从整体直觉到

逻辑演绎,应用的基本数学工具是非线性理论和

群论,基本研究路径是:势 y非平衡 y素质y创新
y对称y群y和谐y进动 y势。
势科学理论的深远意义在于揭示了人类文明

* [收稿日期] 2010- 0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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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符号逻辑: 人类第一次文明始于整体上认

识了/能0( mah)并充分利用自然能, 在原始的选

择创新基础上产生了原始文明, 使人类从自然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类第二次文明始于逻辑分析

认识了/力0( ma)由此学会了使用力(牛顿定律) ,

产生了技术创新进入了工业文明(物质文明) , 使

人类从繁重的体力消耗中解放出来; 人类通过从

整体直觉到逻辑分析认识/势0( a) ,才能学会使用
势(信息) ,实现教育创新和管理创新,进入第三次

文明 ) ) ) 教育文明和管理文明(信息文明、精神文

明)。从/ mah0 y / ma0 y / a0, 剥离了距离 h、

剥离了阻尼 m,抽象出真正的核心价值/ a0即/势0
即/信息0,人类才能应对不确定性实现真正的自
由和文明,从复杂社会及管理纠缠和教育困惑中

彻底解放出来。

势科学理论在/信息0和/导数0的逻辑基础上
对于教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 也许就像当

年牛顿定律在/导数0的逻辑基础上对于自然科学
研究的作用一样, 铺垫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基础。

但正像牛顿定律必须具体化(逻辑地演绎)为固体

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欧姆定律本质上

是牛顿定律)等学科理论才能制造出机器一样,势

科学理论也一定要具体化 (逻辑地演绎)为管理

学、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理论才能

真正发挥作用。无论如何,势科学理论提供了以

研究信息作用为核心的理论框架, 为教育学及社

会科学开辟了基于/ 研究信息作用0的科学化
路径。

二、教育过程的本质是生产有效信息量营造

教育信息势

所谓教育信息势, 就是教育过程中有关要素

信息之间的差别 @联系。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生
产有效信息量,从而营造教育信息势的过程。在

传统社会中,教什么学什么记什么用什么而且用

一辈子,所以有势(爱)无势(爱)无关紧要,机械的

传承和记忆就足以应对。在信息化社会中,学习

者面对的是一个创新的时代, 创新则需要创新素

质。在以往的教育学研究中, 因为没有给素质一

个科学的逻辑定义, 所以,就无法对素质进行科学

的研究。在势科学的视域中, 素质的逻辑定义是

/对象结构或功能的秩序(有序)0。空调取热的效
率是电炉的 8倍,因为空调的结构比电炉更有序;

人们因为思维的有序程度不同而工作效率不同。

道德素质是行为的有序,行为无序像精神病就无

法判断道德。在消息、信息、知识、方法及智慧的

层级递进中,消息的有序是信息,信息的有序是知

识,知识的有序是方法,方法的有序是智慧。怎样

才能有序?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耗散结构) ,而势

大才能非平衡。大爱产生大的追求, 心理/不平
衡0才会追求。从自然到社会,每一种/活0的有序
结构都是在某种/势0和某种/流0的非线性、非平
衡作用中形成的(如/热力势0与/热流0、/化学势0
与/反应物流0、/管理势0与/ 信息流0等) :知识的

有序结构 ) ) ) 智慧素质, 是在/情感势0和/意识
流0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学习过程是在
一种想望学习的/ 情感势0(爱)推动下不断去/意
识0 的过程, / 意识0的不断积累产生 / 意识
流0。[ 3 ] [ 4]

教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演化与

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是信息的相互作用即信息势的

推动作用,所以,实现好的教育的根本路径就是在

以下五个环节中生产有效信息量、营造教育信

息势。

其一,课堂有效信息量, 简单说就是不说废

话, /就事论事0和重复的话都是废话, 而/海阔天
空0毫无联系的话也叫废话, 有效信息量就是/差
别大联系紧0的问题阐述和用一个道理阐述所有
问题的逻辑演绎。

其二,教材有效信息量,教材是教育信息量的

重要载体,教材的有效信息量体现在教材撰写的

内容差别大联系紧, 一般来说总是将生活体验、定

理公式和没有结论的探索集为一体融会贯通, 而

不是像现在的许多教材成为定理与公式的堆积,

以致使书本像手册一样, 加上老师的照本宣读,教

书就变成了念经,课堂就变成了教堂。

其三,专业有效信息量,就是要求专业的课程

设置要差别大联系紧, 避免开设同类型的课程形

成知识的重复,力求课程之间由内容的巨大差别

形成知识张力生产有效信息量, 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提倡开设跨学科交叉性课程。

其四,学校有效信息量,就是学校的专业设置

要差别大联系紧, 各个专业之间要通过最基础的

普适性理论联系起来融会贯通地推进教学,避免

/各搭各的台子各唱各的戏0, /讲文的不讲理0,
/讲理的不讲文0而使学校教育的整体有效信息量
消减,势科学的普适性理论为这种教育提供了有

效的逻辑途径。

其五,教师有效信息量,这是最基本的有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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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量,就是要求教师的知识结构差别大联系紧,跨

学科的知识建构应该成为教师提升教育素质的

常态。

从以上五个方面推进教育实践和教育评价,

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由于教育学理论的逻辑缺失

造成的评价困惑和教育误导。很显然, 一种教育

评价如果能够促进教师不断地追求新知识和进行

跨学科的知识建构, 这种评价就是有效的,如果一

种评价使得教师只能拘泥于现有的知识中谨小慎

微地进行技术性教学安排,那么这种教育评价必

然是失败的。

生产有效信息量的教育过程的具体实施和评

价,可以组织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根据学科特征

拟定具体的评价原则,但就各学科共性而言, 生产

教育有效信息量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向度:

1. 从理论到实践的向度。理论与实践差别

最大,但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能将理论与实践紧密

联系起来,就具有丰富的信息量,则将营造强大的

教育信息势。

2. 从简单知识到复杂知识的向度。这是知

识纵向方面的向度, 将差别巨大的简单知识与复

杂知识联系起来,就具有丰富的教育信息量, 将营

造强大的信息势。这也就是一般专业内容教学的

向度。

3. 从本学科知识到跨学科知识的向度。这

是知识横向方面的向度, 一般来说,学科知识差别

越大联系的越紧,信息量就越大,营造的教育信息

势就越大。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跨学科融合性教

学的向度。

4. 从历史性知识到现代性知识的向度。历

史性的知识往往是典型的就事论事的知识,但有

一定的特点,与现代高度抽象的知识差别很大,通

过一种普遍规律和原理的教学使二者紧密联系起

来,用普遍规律来统帅历史性的典型知识就具有

丰富的教育信息量, 也将营造强大的教育信息势。

5. 从专业知识到基础知识的向度。专业知

识往往是具有深度的知识,基础知识是具有广度

的知识,在深度和广度的巨大差别向度上将知识

紧密联系起来就具有丰富的信息量, 则将营造强

大的教育信息势。

( 6)从科学到哲学的向度。就是将所讲知识

在哲学的高度上进行总结和归纳, 使差别巨大的

科学实证与哲学思辨紧密联系起来, 就具有丰富

的信息量,也将营造强大的教育信息势。

( 7)从教师及著名人物的经历到学生个人体

验的向度。教师及著名人物与学生的差别很大,

但教师通过课堂介绍自己的经历就会使学生感受

到在实际生活情感方面与教师的紧密联系,通过

介绍著名人物的成长经历使学生与自己的生活体

验和奋斗目标联系起来, 就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将

营造强大的教育信息势。

( 8)从成熟知识到未知可能性探索的向度。

也就是现有知识与未知探索的向度, 在现有知识

基础上展开丰富的形象直觉和具有逻辑理性的探

索,将差别巨大的已知与未知紧密联系起来,就具

有丰富的信息量,则将营造强大的教育信息势。

( 9)从知识教学到课堂管理的向度。传统的

工业化生产是生产者单向推进的批量生产,现代

信息化生产是生产者与客户双向互动的订单生

产;传统教育是单向灌输的整体性教育,现代教育

是双向互动的个性化教育;传统教育是决定论的、

还原论的知识教育, 现代教育是探索性的、非线性

的创新性教育。所以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育

过程的信息相互作用本质没有被揭示, 呈现出的

是与工业生产一样的物质生产特征。只有将教育

真正变成双向互动的, 教育过程的信息相互作用

本质才能显现,才能真正培养出个性化的创新性

人才。所谓双向互动的教育,学生在课堂上踊跃

发言积极参与只是一个方面, 互动教育的本质指

的是/激励与反应的互动0,是激发热情与爱的互
动,是使学生内心深处产生冲动、从而使脑神经产

生兴奋,保持对于信息刺激的敏感和积极回应,并

且在回应中分析、反思、批判的学生与教师的思维

和思想的碰撞。而/激励0和/互动0恰恰是现代管
理的关键词和基本特征。由此可见, 现代教育正

在从传统的课堂教学变为现代的育人管理,从知

识教学变为信息管理。

三、生产最大信息量的教育 ) ) ) 集约型教
育 ) ) ) 对称化教育

集约型教育即/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的教
育0。所谓/作用量最小0指教育过程的路径最短,

阻尼最小,效率最高,具体说, 包括语言精练、字体

公正、图表清楚、方法得当、情景合适、联系生活体

验、关照知识背景、强调逻辑思维等等, 也就是常

规教育所倡导的各种教育教学细节, 是教育过程

的技术性保障。所谓/信息量最大0则是教育过程
的战略性选择,强调教育过程的各种教育要素和

教育内容差别最大联系最紧, 教育过程中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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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或问题差别最大联系最紧, 而差别最大联系

最紧的结构是对称性结构(像磁铁的南北极, 离不

得见不得) ,所以,实现教育/信息量最大0的根本
路径就是实施/对称化教育0。毋庸置疑,只要在

教育过程中实施/感性与理性的对称0, /理论与实
践的对称0, /直觉与逻辑的对称0, /知识与抽象的
对称0、/学习与探索的对称0和/早期引导与后期
激励的对称0等对称化教育,必将生产最大的教育

信息量,营造最大的教育信息势。所以,集约型教

育的科学化称为/对称化教育0。
1. /感性与理性0的对称也就是/情商与智

商0的对称,是人才成长的根本动力。李约瑟之谜

指出:西方有科学是因为西方是理性的,东方无科

学是因为东方是感性的, 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西方

的理性不言而喻,而西方的感性更加惊人 ) ) ) 决
斗几乎成为生活的常态。而东方则既非理性又非

感性,东方的非理性众所周知,东方的非感性更为

显著,讲究/中庸0、讲究/天动地动心不动0的文化
世俗,如此才是有/城府0, 能成大事, 动不动就激

动那是/无能0。相对西方文化/决斗0这种极端的
感性表达。东方人则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

烧0奉为生存信仰,而/好死不如赖活着0也几乎成
为大众的人生哲学。可想而知,一个人不激动,一

个民族不激动, 如何参与世界的全球化竞争?

实施/感性与理性的对称化教育0就是要从小
既关注小孩的情商发育, 又关注小孩的智商培养,

在培养小孩对事物的敏感性和内在激情的同时培

养小孩的理性成长, 使理性与感性上升到一个良

性循环轨道, ) ) ) 喜欢促进理解, 理解就更加喜

欢。使理性与感性的彰显中差别最大联系最紧,

从而有效地营造教育信息势, 推动小孩的集约型

成长。

2. /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化教育0是信息化社
会突出的教育特征。这是因为, 一方面由于信息

的爆炸使信息的相互作用更加复杂, 只有高度抽

象的理论才能将信息及零散的知识统一起来找到

规律性来把握整体;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迅速变换

的时代来说,应对实践的能力更是显得至关重要。

而且往往是理论的抽象度越高、其内涵就越丰富,

回到实践就越有力, 所以,只有将高度抽象的理论

与迅速变化的实践对称(统一、紧密联系起来) ,才

能产生有用的创新应对复杂社会的生存。其具体

的决策建议是: 在高校通过制度创新推进开设类

似于/势科学理论0这样能将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

的高度抽象的理论教育,同时利用各种有效资源

推进学生参与生产实践活动。

在过去技术长期稳定不变的时代,教育的实

现过程是/学以致用0,甚至可以是/现蒸现卖0,理
论能力和实践能力合而为一包含在知识之中。所

以,传统的大学教育就是知识教育,实验就是把理

论重复一遍。在信息化时代,强大的信息作用使

理论与实践在深层次上被/极化0, 理论强调更深
层次上的抽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实践则强

调应用中的/创新0、/竞争0、/挑战0甚至/ 冒险0,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实验0、/试验0及/实习0等。

有关实践的重要性, 奥地利作家梅依林克写

过一则极富哲理的寓言:有一只不怀好意的蛤蟆

问一条蜈蚣说:当你向前伸出你的第一条腿的时

候,你还有那几条腿同时向前伸出? 当你弯下第

十四条和第十九条腿的时候, 你那第二十七条腿

的脚掌在做什么? 蜈蚣专心思索这些问题,却不

会走路了。

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故事,它告诉人们,保持

我们原始的创造性,一定要投身于实践。走路是

蜈蚣最原始的创新,而离开/ 走路0这样最基本的
实践,考究腿的动作排列,蜈蚣就不会走路了。同

样,想要学会游泳,就必须到水里边去游, 光在课

堂上学习流体力学, 即使你考上一百分可能还是

不会游泳。所以那些脱离实践的教育, 就像那个

不怀好意的蛤蟆。

3. /直觉与逻辑的对称化教育0是集约型教
育至关重要的路径。逻辑思维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 在前述种种感性与理性的对称中已有论述。

直觉的重要性在于它无论在科学发现还是理论学

习中,都具有启迪性作用。实际上/直觉与逻辑0
的对称性互动一直就是科学发现与知识创新的内

在机制。虽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科学理论看起来

都是一个逻辑体系, 但实际上光靠逻辑是无法创

新的。因为,对于逻辑来说, /结论就包含在前提
之中0。在科学以及经济、管理和教育中, /直觉0
的作用可能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经济学家

总是以理论计算为基础,但预测经济危机往往一

说就错,而成功的商人从来不计算却失误很少;管

理学家总是用理论建模来运筹管理, 但却无法真

正有效地指导管理, 而企业家从来不计算却不断

展现着管理的成功; 许多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是不

懂数学的,但却做出了符合真理的行动。直觉在

教育和学习中的重要性可能主要在于直觉能够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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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到存在于知识后面的内在逻辑, 从而通过/有效
的集约0找到理论的根基。真正能够把握整体的
直觉往往是更深层次上的抽象。实际上可以想

象,人类之所以使用逻辑或数学,主要是因为人类

的直觉能力太差, 必须依靠逻辑按部就班才能得

以前进,当人类具有像上帝一样的直觉能力时,逻

辑就可能成了多余的,所以就有/ 人类一思考, 上

帝就发笑0。
4. /知识与抽象的对称化教育0是集约型教

育的重要内容。相对于抽象, 知识是具象的, 在这

里,抽象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联系起来, 就是

通过抽象在知识中找到更深层次的规律。前已述

及,一种概念或理论的抽象层次越高,其内涵就越

丰富,回到实践就越强大,可以更加有力地指导实

践。所以,知识与抽象的对称化教育,就是要彻底

改革过去以知识教育为主的传统习惯, 在知识教

育的同时加强抽象能力的提升, 在提升抽象能力

的同时进行集约型知识教育。知识离开抽象就成

为零散的无用的知识,甚至成为约束能力、约束创

新的教条,而抽象离开知识就可能成了幻想。在

知识与抽象的互动彰显中,知识与抽象差别越大

联系越紧,营造的教育信息势就越大,集约型教育

就越有效,学生成长的推动力就越大。

5. /学习与探索的对称化教育0是强调在/学
习已知中探索未知, 在探索未知中巩固已知, 并且

在已知与未知的关联中建构新知0。而在深层次
上也寓意着不能将知识当成一个完备真理从而形

成一种继续教育和学习的智障。这是集约型教育

建构知识框架体系的重要逻辑,也是集成/认知结
构理论0与/建构主义理论0的合理内核的核心所
在。认知结构理论强调学习过程中的探索和发

现,但忽视了学习过程中已知与未知的信息建构,

由已知来把握整体跨过逻辑建构新知。实际上,

如果要将现有的知识都重新发现一遍, 那肯定是

效率极低甚至是不可能的,根本上不符合集约型

非线性教育的宗旨。而建构主义理论由于不研究

信息作用机制, 因而不能明确地阐述教育的内在

逻辑。桑新民在/透视美国教育技术学主流学派

的发展轨迹 ) ) ) 兼评瑞泽5教学设计和技术的趋
势与问题60 [ 5]

一文中指出: /学习科学的理论基础
除了认知科学之外, 还包括认知人类学、情境学

习、日常认知、生态心理学、分布式认知以及杜威

的实用主义,,这些显然是建构主义学习观之要
旨0。如果一种行动需要这么多理论来制约, 那

么,这种行动的效率就值得怀疑,因为建构主义的

这些理论的综合不能给教育行动者一个明确的指

导原则。实际上,所有这些理论的一个统一基础、

一个统一的内在机制, 就是势科学理论阐述的教

育学机制,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势科学理论的

教学设计, /将差别最大而联系最紧的内容展现给
学生0,既利用对称性的教育技术手段(如图示的

和文字的、视频的和音频的) , 又利用对称性的教

学设计(如理论的和实践的、记忆性的和理解性

的、单向传承的和双向互动的等等) , 由此产生更

多的信息量,营造更大的教育信息势。

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建构0,建构就是/打
框架0,框架与实体的本质区别就是留有/ 空缺0,
/空缺0可能是差别巨大的各种内容, 但通过/框
架0构成整体剔除了内容的发散,所有能够填补空

缺的内容都是差别巨大但联系最紧而最有序的默

化内容(在空缺被填补之前, 这些内容不是明朗

的) , 这些有序默化的内容形成梯度、产生信息势

推动着学习者心里情感的非平衡, 萌生着追求的

欲望。在追求探索中学习,使相应的默化内容显

化而各就各位填补空缺,最终形成有序的显化知

识及其方法 ) ) ) 知识和方法的有序形成智慧、从
而产生创新。可见, 建构主义教育学习理论的理

论基础就是势科学机制,但建构主义由于理论的

抽象度太低、甚至不是逻辑的叙述教育学原理,而

是形象地描述教育过程,不研究教育和学习过程

中的信息作用机制, 所以无法将教育和学习机制

用最精炼的语言(例如/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0)
给以逻辑的概括, 无法形成明确的教育和学习的

指导原则,因而失去了可操作性。

当然,建构主义理论第一次强调学习的/建构
机制0,使教育从强调基础扎实的传统教育中解脱
出来,是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强调

基础扎实的教育违背了人才成长的逻辑机制。前

已述及, /学习与探索的对称化教育0建构的/知识
框架结构0就像一个微缩的/海绵0, 一遇到水分
(知识)就吸收,学习过程呈现/自主吸0的特征,效

率极高,而且吸进的知识填补空缺/各就各位0,形
成更加有序的知识。而强调基础扎实的教育,呈

现/强迫塞0的特征,最后扎实得像/铁板一块0就
/刀枪不入0了,而且强行塞入的知识不但形不成

有序的结构,甚至原有的知识结构也会被/强行塞
入0的行动破坏,使知识更加零乱而成为教条。

6. /早期引导与后期激励的对称化教育0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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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约型教育非线性机制的内在逻辑。非线性

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初始条件的敏感性。通

俗地说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0,一个人在教育
和学习的成长过程中, 早期的微小差别可能导致

后来成长的大相径庭。所以, 在集约型教育过程

中,除了在正规教育和正规学习的每一个阶段一

以贯之地坚持教育的/信息量最大0的激励原则之
外,在非正规的早期家庭教育中,一定要注意时代

性和科学性的信息引导教育。因为人的成长过程

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的不断选择过程, 同一个老师

上课,不同的学生由于原有知识信息结构的差别

形成不同的选择功能, 对课堂信息进行不同的选

择并进行不同的组合从而构建不同的新知识, 在

不同的新知识基础上继续进行更加不同的选择从

而使学生的差别越来越大。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

的信息引导可以使小孩在早期的信息选择中占据

优势而有效地应对非线性成长中的初始条件敏感

性制约。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布尔迪厄尤其强

调早期信息引导的社会化和有家庭所传递的文化

资本对于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最初获得的文化

资本借助自身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使用和强化而

获得了承认和延续, 从而学校教育的效果与持久

性也与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出身紧密关联。
[ 6]
著

名英国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提出的教育知识编

码理论是最接近势科学教育理论的信息作用机制

和信息选择成长的理论。他在/谈到社会学研究
机构进行的一项关于儿童如何分类的调查0时指
出: /他们向 60个儿童展示了一些彩色的食品图

卡,并要求他们按喜欢程度归类, 在归类时,工人

阶级的儿童比中产阶级的儿童更依赖直接经验。

工人阶级儿童在归类时大部分依据-我们在家吃
的东西. 、-妈妈所做的东西. , 而中产阶级的儿童
则更有可能自觉地说-这些产生于海洋. 、-这些都
有奶油在里面. 0。[ 6]

可见不同的生活和早期信息

引导在儿童的早期学习中产生了不同的信息选

择,构建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在现代信息人社会

中,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家庭中,即使普通工人家庭

的父母也已具有较高的文化学历, 因而一般不会

有像伯恩斯坦提到的上个世纪那种工人家庭的背

景。但即使各家父母都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由

于对小孩早期所给的信息引导的差别会使小孩建

构起不同的知识结构, 从而使小孩在非线性的成

长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初始位置而极大地影响小孩

以后的成长。

四、集约型教育即对称化教育实现生态化教

育即和谐教育

集约型教育即对称化教育理论的根基是势的

运行机制即对称性机制,是一个从无意识的宇宙

灰到有意识的人类都遵循的普遍法则。就是我们

不进行对称化教育, 人的有效成长也必然是对称

性的,而进行对称化教育只是为了使人才的成长

成为更加集约型高效率。实际上, 集约型教育即

对称化教育必须关注人的整个一生, 即从出生时

似乎还无意识直到老年以后意识衰减的终身教育

过程。例如,对于一个刚出生不久,只懂得哭泣和

伸手要东西的幼儿, 卢梭指出: /孩子最初的眼泪
是请求。如果人们不加注意, 它们就会变成命令。

它们从请求别人帮助开始,以要求别人侍候告终。

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从幼年起就必须分辨他们

的表情或哭声究竟有什么秘密的意图。要是孩子

不说话, 而使劲伸出手, 他还不能正确估计距离,

但是相信可以拿到那个东西, 他是估计错了。但

是他要是伸着手又喊又闹,那他就不是错误估计

了距离,而是命令东西靠近他,或者命令我们把东

西拿给他。在第一种情况下应该把他一步步慢慢

抱到东西面前;在另一种情况下不要马上做出仿

佛我们听懂了他。他越叫我们越不理会他。重要

的是让他渐渐养成习惯, 即不命令人,因为他不是

他们的主子,也不命令东西,因为它们听不懂他的

命令。因此,如果一个孩子要一个他看到的东西,

人们想给他,那么最好是把孩子抱到东西面前而

不要把东西拿过来给他。他会从这个习惯中得出

与他年龄相应的结论,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教

他这一点。0 [ 6]

毫无疑问,卢梭给出的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

对称化集约型教育的案例。/请求0和/命令0是两
种完全相反的情感指向,然而在索要同一个东西

的情景中紧密联系起来,因而成为差别最大联系

最紧而具有最大信息量要求、形成最大信息势攻

势的对称化意指。我们如何应对小孩这种天然的

包含最大信息量的对称性挑战, 就必须进行包含

同样大的信息量具有同样强的信息势的对称化教

育:当他是测不准距离或者是请求的时候,我们将

他慢慢抱到东西面前,而当他是命令的时候,我们

就不理会他! 无疑, 在这里对称化教育具有更加

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情景给

以相应的恰如其分的教育。唯有要坚持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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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数学群结构的/恒等元0选择就是任何时候
不把东西给他! 所以, 对称化教育的完整数学模

型就是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及教育内容在不同层

次上的对称性构成数学群结构的教育。因为群结

构就是/生态结构0(物理学家也将粒子构成的群
结构称为/生态结构0)也是/和谐结构0,所以对称
化教育就是/生态化教育0,也就是/和谐教育0。

势的运行机制即对称性机制, 不仅支配着人

的成长和教育过程, 而且支配着教育理论的发展

逻辑。仔细考察迄今为止已有的四种基本教育理

论,可以发现他们是两两对称的:行为主义教育理

论强调/刺激和反应之间形成联结0,是/动物性0
的;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强调/知情意需求和学生中
心论0,是/人本性0的;认知结构教育理论强调/认
知结构和信息加工0, 是发现式和加工型的;建构

主义教育理论强调/ 建构意义和反思性教学0, 是
建构式和生成型的。由此可见, 行为主义理论和

人本主义理论构成对称化教育理论, 认知结构理

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构成对称化教育理论。所以,

势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集约型教育即对称化教育理

论,既演绎了教育过程的微观机制,也概括了教育

过程的宏观规律, 而且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理论

本身和谐发展的逻辑轨迹。

五、集约型教育培养对称化素质构建和谐

素质

集约型教育即对称化教育培养对称化素质,

是现代教育参与全球化人才竞争的基本战略。毛

泽东当年提出的/德 #智 #体 #美0不是全面素质
而是对称化素质, 德与智对称,体与美对称,形成

可逆元, /爱0是恒等元,由此构建数学结构的素质

泛群形成具有丰富信息量、强大信息势的和谐素

质,构建传统社会人才素质的基本竞争力。如图

1所示

图 1 传统社会以爱为恒等元的四维对称的五阶素质泛群

在现代社会的急剧信息化过程中,各维信息

势的积累达到了临界值, 从而产生相变与分岔,使

得传统的四维素质激化为现代的八维素质,传统

素质的四维对称激化为现代素质的八维对称, 即

/德0激化为/处善0与/进取0的对称、/智0激化为

/理论0与/实践0的对称、/体0激化为/身强力壮0

与/心理健康0对称、/美0激化为/追求高雅0与/入

乡随俗0的对称。由此,传统素质以爱为恒等元的

五阶素质泛群激化为现代素质以爱为恒等元的九

阶素质泛群,传统素质的低维对称和谐提升到现

代素质的高维对称和谐, 包含的信息量更大、信息

势更强、竞争力更好。如图 2所示。

图 2  现代社会以爱为恒等元的八维对称的九阶素质泛群

六、结  语

势科学理论揭示了世间万物成长的共同规

律,也找到了人才素质形成的基本机制,从而在真

正的逻辑基础上为教育的有效决策及评价提供了

新的路径。势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集约型教育即对

称化教育,将在根本上推动人才素质的非线性成

长,使学生后天智力的非线性成长与生理固有的

非线性成长同步, 使学生在生理成熟的同时达到

智力的成熟,用成熟的智力把握成熟的生理,从而

真正消除学生青春期的种种困惑而实现和谐成

长,也真正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

要革命0的教育战略和钱学森指出的/ 18岁就硕

士毕业0的教育理想。这并不是幻想,超越教育理

论的人才成长实践已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0的教育经典,在信息化社会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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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够了,因为/信息爆炸,知识翻翻0, 但看看今

天学生成才的现实, 好学生没有毕业就可能超过

老师,十几岁的小孩有关网络和计算机的知识可

以给专家上课, 少年作家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所

有名家之和,十来岁的小孩就能考上大学也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等等。人才成长的现实已逼迫教

育理论工作者不得不设身处地重新思考信息化社

会教育的内在逻辑, 提出真正符合时代特征和具

有科学的逻辑内涵的教育学理论 ) ) ) 集约型教育

是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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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fect, chemical potent ial and biolog ical po tent ial are the mot ive fo rce of chem ical react ions and biolog-i

cal g row th w hile info rmat ion potent ial is the mot ive for ce of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ducat ion deve-l

opment. Info rmat ion content and informat ion potential are equiv alent. Intensive educat ion is one with

the richest information and the minimum cost and called symmetry education w ith the featur es of har-

mony and the training fo r the best competit iveness for employment . The potent ial theory can help in-

tegr ate 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 at the basic log ic level, w hich prov ides the operat ional prin-

cipl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general education and some new approaches to educat ion theo-

r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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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过程中，信息相互作用的势科学机制以及

能够生产最大信息量从而营造最大信息势的对称化教

育在教育质量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理，对称化

要素构建强大的信息势在万物生存竞争中也具有重

要的意义，笔者拟对此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探讨人才

竞争的素质战略，阐述对称化素质在信息化社会竞争

中的战略意义。

一、对称营造最大的信息势是世间万物的生

存机制

（一）势的运行机制与对称性机制

根据势科学理论，势的运行机制即信息的相互作

用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以致差别越

来越大，联系越来越紧，最后达到差别最大即相反，联

系最紧即相同，既相反又相同，就叫“相反相成”。这样

的关系在数学和物理中叫对称 （当两个元素之间的距

离趋于零而差别又无限大时，意味着两个元素之间的

联系无限紧密而又不能具有同一个态，所以就成为对

称化元素，营造了系统信息势的极值）。所以，几乎所有

的相互作用过程都产生对称，杨振宁先生称之为“对称

原理决定相互作用”。这是杨振宁先生在研究规范场理

论时得出的结论，而且，他认为“所有的相互作用都是

规范场”〔1〕。
（二）世界万物的对称性生存机制

由于对称性支配物体的相互作用，所以世间万物

在相互作用中都形成了对称，从而营造了最大的信息

势。正数和负数对称，正负数之间差别最大而联系最

紧；正电荷与负电荷对称，正负电荷之间差别最大而联

系最紧；磁铁的南极和北极对称，南北极之间差别最大

而联系最紧，既相对相反，又相成相吸。如果将一块磁

铁从南北极中间截开，使南极和北极分离，就会发现南

极的一端立刻生出北极，北极的一端也立刻生出南极，

犹如俗话所说的“见不得，离不得”。实际上，我们再也

无法找到比对称化元素之间差别更大、联系更紧密的

元素了。所以，事物之间对称性越好，其包含的信息量

就越大，信息势也就越大。
势的运行机制产生对称，对称以后势最大，也就是

对称化教育和对称化素质 *
———势科学视角下的人才竞争战略

摘 要：根据势科学理论，世间万物正是利用对称性生产和建构了最大的信息量与信息势，从而有效地参与
生存竞争。与此同理，对称化的人才素质在参与社会竞争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教育过程中信息相互作用机
制即势科学机制，信息化社会人才素质竞争必须从传统社会的“德与智、体与美”的四维对称化素质，激化嬗变到
现代社会的“处善与进取、理论与实践、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追求高雅与入乡随俗”的八维对称化素质。

关键词：势科学；对称化素质；对称化教育；人才竞争；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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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所称的“对称决定力量”〔2〕。我们感到惊奇

的是，从物质世界到人类社会，无论是没有生命的“宇

宙灰”还是大智大慧的人类精英，无一不知晓通过应用

对称性来营造大势，彰显力量。金刚石分子结构由于完

美的对称性，彰显着力量，成为最为坚硬的材料，而具

有同样元素的石墨，则由于欠缺分子结构的对称性，一

捏就碎。人类至今不能控制病毒，就在于病毒结构的球

对称性具有巨大的信息量和信息势。而石墨烯的强度

之所以是钢的 100 倍，一条一平方米的睡床重量只有

0.77 毫克，也在于石墨烯分子结构的完美对称性。所有

的基本粒子都是对称地生成，展现着生态型的和谐；所

有的晶体结构都显示着内在的对称性，展现着漂亮的

结构美；生命基因 DNA 因双螺旋内部结构多重的对称

性而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展现了对生命的强大管理能

力；而冬虫夏草之所以具有最好的抗病毒功能，就在于

冬虫夏草结构的对称性，一半是虫子一半是草———动

物与植物的对称性；蚯蚓能将垃圾变为高蛋白，在于蚯

蚓的对称性极好，将蚯蚓切断，头部可以再长出尾部，

尾部可以再长出头部，而且蚯蚓雌雄对称，想为雌则为

雌，想为雄则为雄。科学如此发达，人类至今之所以也

无法将垃圾变为高蛋白，也许就在于人类没有蚯蚓的

对称性———谁也不敢将自己的头割掉看看能否再长出

一个头！

（三）信息博弈中的对称性机制

可想而知，信息化社会要是没有计算机，许多复杂

的事物将无法处理。计算机之所以能在信息博弈中应

对各种复杂的系统或问题，就在于计算机的结构能够

产生最大的信息量，营造最大的信息势，其中的奥秘还

是对称性，即“0”和“1”的对称以及“逻辑”和“非逻辑”
的对称。计算机是一个逻辑系统，但运算的核心却是

“N=N+1”，计算机程序中如果没有 N=N+1 这个运算逻

辑，就只能原地踏步而无法计算，而 N=N+1 显然已破

坏了逻辑。更加能够从结构和制度中证明在信息博弈

中对称性具有的强势是，虽然计算机可以战胜象棋大

师，但至今战胜不了围棋大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围棋

的结构设计与计算机具有同样的对称性，因而具有同

样大的信息量和信息势，而象棋的结构设计则对称性

较小，因而具有的信息量也较小。计算机用同一个规则

（制度）计算，联系最紧，而象棋的规则（制度）太多，車、
马、炮、仕、象各按照不同的规则（制度）行走，规则（制

度）太多消减了联系，因而也消减了对称性，所以能够

构建的信息量小于计算机，就必然会败于计算机。而围

棋则和计算机结构一样，既有“黑子”和“白子”构建的

最大差别，又有统一规则（制度）建构的最紧联系，所

以，围棋与计算机具有同样大的信息量和同样大的信

息势，二者势均力敌，谁也战胜不了谁。
（四）人类竞争中的对称性机制

对于人类而言，我们往往称某些领袖人物有大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应用对称性营造的大势，体现在他们

既具有深厚的文史哲修养，又具有良好的数理化功底，

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科学理论家。他们在社会科学

领域的贡献众所周知，而对于自然科学，马克思的《数

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举世闻名。毛泽东

的大势不仅体现在他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武斗”乱象

的实践中———在没有手机和电视的时代，用飞机撒“传

单”的形式，就得心应手地平息了一场动乱，而且就“性

病”和“黑社会”这种只要有人的地方都避免不了的社

会“顽疾”，在毛泽东营造的时代大势下，也因被轻而易

举地全部“格式化”而荡然无存了，就像我们今天的计

算机感染了病毒，只要进行格式化，病毒就立刻被清除

一样简单。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营造如此强大的社会信

息势，就在于他自身的素质结构构建了对称性信息强

势：既重视理论的哲学抽象（如《矛盾论》、《实践论》），

又重视实践的社会探索（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而且他自己就是农民出身）；既有浪漫诗人的风格，又

具精明政治家的风度；既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又被

称为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大师（西方人评价说，资本

主义如此强大也不敢批判自己，而毛泽东则经常解剖

自己）。毛泽东应用对称性营造的信息强势，在人类历

史上创造了奇迹。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并没有

数学和物理学的丰富知识，他是如何获得基于逻辑有

效的基本战略的呢？

实际上，数学可以检验真理，也可以用来发现真

理，但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一定要从数学中推导出来。
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以及许多没有学过数学

的大作家、大诗人、大艺术家、政治家和企业家，大都依

靠他们丰富的个人经历和天才的整体直觉领悟能力而

获得真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学习数学才能

成才。人们之所以需要学习数学，是因为人们的抽象能

力不够，需要借助数学来一步一步地演进。整体直觉本

4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2012 年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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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代社会信息环境下人类素质的激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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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最深刻的抽象，正像康德所说的，“没有直觉的

概念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3〕。而正是

对称性为人们提供了应对复杂事物时消减盲目的有

效直觉路径———势科学机制即对称性机制，它总是可

以很好地帮助人们提高应对复杂问题的整体直觉能

力。
（五）社会分化与变迁中的对称性机制

在势的运行机制即信息的相互作用机制中，社会

不断强化的信息化过程使得社会的总体信息量越来越

大，信息势越来越强，对称性极化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凸

显。就经济与社会层面而言，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

方面是消费不足；一方面是许多高级岗位空缺，另一方

面是高学历人才难以就业；一方面忙的人越来越忙，另

一方面闲的人越来越闲；一方面是高雅艺术的彰显，另

一方面是低俗文化的盛行；一方面是新房的空置率越

来越高，另一方面是没有房住的人越来越多。就信息人

个体的发展而言，一方面越来越信息化，追求信息的营

养，另一方面越来越生物化，追求生物性的舒适；一方

面越来越注重内在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越来越讲究

外在漂亮和打扮；一方面追求广泛交往和自我实现，另

一方面又越来越喜欢安宁甚至孤独；一方面追求信息

人的信息快乐（后现代主义的繁荣），另一方面又追求

生物人的食性感受（身体哲学的兴起）。在不断增长的

信息势的推动下，一个所谓的“风流才子”的时代可能

正在到来。势科学机制即对称性机制导致的这种社会

变迁，其本质就是要使社会的整体信息量更大，整体信

息势更强，从而不断挑战人类的应对能力。
对称性极化营造各种原初大势，推动着宇宙万物

的发展和演化：“道”有阴阳对称，推动着太极世界的演

化；“力”有正负对称，推动着宇宙世界的演化；“性”有
雌雄对称，推动着生物世界的演化；“情”有爱恨对称，

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有理性和感性的对称，推

动着人才和组织的成长。
综观万事万物，从物质宇宙到生物世界再到人类

社会，从基本离子的对称到晶体结构的对称再到生物

体的对称和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对称，对称性具有极大

的普遍性，“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具有内在的逻辑和

强大的威力，以致许多物理学、化学乃至生物学的诺贝

尔奖都是以对称性研究为主线的，甚至连研究信息的

对称与不对称的经济学家也获得过诺贝尔奖。

二、对称化素质与信息化社会的人才竞争战

略

目前，素质教育成了现代教育的核心主题。但由于

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人才整体素质 （或叫做综合素

质）的具体结构仍然不能为人们所揭示，致使在许多教

育专家笔下产生了许多“全面素质”教育的误导，导致

了人们对素质教育的迷茫和困惑。
势科学理论为教育学的逻辑化与科学化研究开辟

了有效路径。基于研究教育过程信息相互作用的势科

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过程的信息动力学理论，它

明确地阐述出能够真正推动人们竞争力成长的素质结

构是对称化结构。“德、智、体、美”的素质结构之所以在

传统社会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素质结构，不是因为它是

全面素质，而恰恰是两两对称的对称化素质。“德”与
“智”对称，所以人在小的时候大多很善良，但随着年龄

和知识的增长，纯真和善良往往不断消减。中国传统文

化的道家学说中也有“抱瓮入井”之说，意思就是说打

水不能用机械，用了机械就会有投机取巧之“机心”，
因而就不符合道德之纯真，表达了德与智的对称性机

制〔4〕（当然，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突破素质守恒

的过程，这需要更深层次上的势即情感势的内在推动，

将另文陈述）。同样，“体”与“美”也是对称化素质，“体”
表达外在的身强力壮，“美”表达内在的审美价值。

实际上，按照传统文化的溯源，人类在原生态时，

德和智是融为一体的，智者德也，德者智也，德和智统

一于“性”；体与美也被集于一身，强壮者美也，美丽者

壮也，体和美统一于“灵”。由于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信息

作用机制即对称性机制的推动，“性”激化为“道德”和
“智慧”，“灵”激化为“肉体”和“审美”，由此产生了传统

社会人才素质“德智体美”的对称化结构（如图 1）。

传统社会在达到“德”与“智”、“体”与“美”的对称

化之后，在势的运行机制的推动下，信息量需要继续增

加，因而传统的德与智的对称和体与美的对称被进一

步激化而破缺，形成更高层次的对称化素质。“德”的对

称性激化形成“处善”与“进取”的对称，“智”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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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对称，“体”的对称性激化

形成“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对称，“美”的对称性

激化形成“追求高雅”与“入乡随俗”的对称。可想而知，

面对信息化社会的竞争，只有处善而没有进取是无法

参与社会竞争的，目前，诸多的弘扬狼精神的书籍便可

见一斑。信息化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培养进取精神的

社会，只有理论知识而没有实践能力的人难以参与信

息化社会的竞争，实践能力和冒险精神可能是信息化

社会更加重要的竞争能力。只有身强力壮而心理不够

健康的人，可想而知，他更加无法参与信息化社会的竞

争。现实也告诉我们，学生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健康的

重要指标。同样，只追求高雅而不能入乡随俗的人也难

以参与社会竞争，信息化社会更加需要善于沟通、善于

融合的人格特征。毫无疑问，“雅”作为审美的核心元素

是永恒的，然而“俗”也成为信息人社会构建和谐审美

的重要路径。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小沈阳的走红、张
广天艺术在知识界受到的关注、芙蓉姐姐在网上的轰

动、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探讨的“文学的触底反弹———
文学的粗鄙化”、美国走音天王的走红和“我爱你就像

老鼠爱大米”等歌曲的走红，等等。所有这些，正预示着

素质“美”将走向从“雅”到“俗”的激化和对称。也就是

说，一个人的美育素质必须构建从“雅”到“俗”的美感

信息张力，既能居高竞雅，又能入乡随俗，进而从根本

上实现“雅俗共赏”。
由此可见，在信息化社会强烈的信息博弈竞争中，

人才的素质结构在“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
势运行机制，也即信息作用机制的推动下，必须从“四

维对称化素质”通过激化嬗变到“八维对称化素质”（如

图 1），这是信息化社会人才竞争的根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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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ical Education and Symmetrical Quality
———Talent Competi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i Science

LI De-chang
（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hi science theory,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constructs the large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shi by applying the symmetrical production, thus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survival competition. Simi-

larly, symmetrical talent quality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competi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mechanism, that is the shi science mechanism,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he talent quality competition in the

informationalized society must develop from the four- dimension symmetrical quality of“being moral and knowledgeable,

and being healthy and kind”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the eight- dimension symmetrical quality of“being virtuous and

enterprising,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being healthy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pursuing elegance and observing

the customs of the place”in the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shi science; symmetrical quality; symmetrical education; talent competition;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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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课堂失效与教育纠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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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缺失的教育理论受到各种质疑〔1〕〔2〕〔3〕，现

有各种所谓教育学理论，基于唯象学的描述和想象，没

有揭示教育的本质。逻辑缺失的教育理论，导致教育实

践迷失、大学课堂失效，逃课成为学生“自觉行动”的常

态，当然，学校强大的督导队伍是课堂出勤率的重要保

障，然而，结果却使得课堂更加尴尬———你讲你的，我

看我的，互相干扰、互相摩擦。神圣的课堂变成了“纠

结”的课堂，如此现状，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一、基于信息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教育学研究

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与高等教育课堂失效的根本

原因是现代高等教育没有研究教育过程的本质，即教

育过程信息相互作用的基本机制，从而没有揭示课堂

教学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一部科学的发展史告诉我

们，所有能够揭示本质规律而生产伟大实践的理论，都

必须研究相互作用机制。自然科学研究物质相互作用

的过程，充分表现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在基本机制上

的研究都叫做“力学”：研究宏观物质作用机制的叫做

“牛顿力学”，研究电磁相互作用机制的叫做“电动力

学”，研究引力作用机制的叫做“相对论力学”，而研究

强作用和弱作用机制的则叫做“量子力学”。今天的教

育学研究，之所以遇到如此多的困惑和纠结，而且在许

多时候只能叫做哲学社会科学，就在于没有研究信息

是如何作用的，因而无法在根本机制上揭示教育的内

在规律，以致教育界应对社会各界对现行高等教育各

种违背规律举措的质疑时，最后的挡箭牌就是各种层

次上教育专家的哲学思辨。在势科学与信息人理论基

础上，给出信息的科学定义，理清信息的本质内涵，研

究信息的作用机制，探讨教育研究的逻辑化、科学化路

径，是现代教育的必由之路。

二、信息及其概念意义

教育过程的目标是应对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不确定

性，并为人才成长提供动力学机制。而人才成长的确定

性与不确定性及其成长的动力学机制问题，根本上是

信息相互作用的问题，但“什么是信息”却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即使《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给出了信息的

符号表达，但当人们问他“信息究竟是什么”，他回答

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能量，也不是物质———给出

了一个完全没有信息的回答。可见，维纳并不是超时代

的，他没有理解信息的科学意义。
有关信息的概念问题，科学界有许多论述，重要的

当属维纳和香浓给出的概率性表达，但二者的公式相

差一个负号，由此我们的某些信息哲学家对二者的正

确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两个表达正好相反。事实上，一

个是从发信息的角度看，一个是从收信息的角度看，二

者刚好差一个负号。就如某人赚了许多钱，那是实实在

在的，就没有负号，如果某人欠了许多债，那就得加一

摘 要：高等教育的课堂失效是有目共睹的教育现实，而高等教育的文化纠结则需要理论上的深层次探索。
学习和教育过程是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其核心问题是“信息”的问题；人才成长的过程是动力学过程，动力学理

论的核心问题是“导数”的问题。“信息”和“导数”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课堂失效与教育纠结的根本原因何在。只

有在势科学暨信息动力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信息与导数的内在统一，才能从根本上阐释课堂失效与教育纠结的逻

辑本质。
关键词：势科学；信息动力学；课堂失效；教育纠结；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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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负号。比较而言，维纳将信息作为负熵的表达，更易

于理解。熵是热力学的核心概念，其意义为混乱度，而

负熵则意味着熵减，即意味着有序。可见，信息的本质

是有序。
从本体论层次上考察有序概念的本质：“有序决定

于两个要素，即‘差别’和‘联系’。没有差别就谈不上有

序，没有联系就不存在有序。差别和联系任一为零，有

序即为零。所以，差别和联系的作用关系就只能用‘×’，
才能表达任一要素为零、有序即信息为零的逻辑内涵。
因而，信息即负熵、即有序、即差别×联系=差别÷距离，

可见，信息即有序、即梯度、即斜率、即导数、即势。”〔4〕

在狭义上，对于没有导数概念的读者，信息与势的关系

也存在一个更加直观的理解，所谓“有序”即按照“大小

个排起来”，由此产生一个斜坡，即一个可以直观的“趋

势”，即梯度、即势———可见，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
为什么信息及其相互作用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就在于信息与发展变化的动力学机制———导数具有内

在的一致性。信息与导数的概念在科学的逻辑基础上得

到了完美的统一，所以，恩格斯早就给出了概括性阐述：

导数的发现是人类精神上的最高胜利。
信息=差别×联系的概念，也叫信息定律，对于教育

学理论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从逻辑基础上为教

育学研究开辟了科学化研究路径，为变革时代的教育

教学改革铺垫了理论基础，特别是为教育评价提供了

可操作性原则。教育不可能进行结果评价，因为人才成

长是一个过程，不像做机器，是好是坏做个试验，当下

就能见效。近年来，在强大的教育学研究经费的支撑

下，许多专家提出人才成长的跟踪性研究，但实际的结

果可以预见，即使跟踪几十年，结论还可能是个未知

数。所以，教育的评价只能进行过程评价，课堂质量就

是课堂的信息量，信息的科学性概念即信息定律，为课

堂评价提供了准则：课堂内容差别越大、联系越紧，课

堂信息量越大。所以，教育改革的有效路径、教育质量

提升的可靠保证，是建立在科学信息概念基础上进行

教师的跨学科理论培训。教师的跨学科知识差别越大，

知识之间的联系越紧，即融会贯通的程度越好，教师掌

握的“知识信息量”就越大，教学效果就越好。

三、信息量缺失的文化和教育纠结
信息化社会是信息量急剧增长的社会，然而，对于

每一个个体来说，又可能是一个没有信息量的社会。因

为社会绝对信息量越大，每一个人实际上能得到的相

对信息量可能越小，也就是说，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信息

集合中，人们更加难以找到各种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

或相互联系，众多的绝对信息不能使个体的相对信息

量增加，反而不断消减个体对于社会的认知程度，从而

消减个体对于社会的相对信息量，产生文化和教育的

困惑。种种困惑在众多网民的互动中，一个重要的关

键词被抽象和创造出来，这就是“纠结”。纠结一词深

刻而形象的描述，不但很快就成为网络流行语，而且

许多重要媒体和权威杂志都发表了含有“纠结”命题

的文章。
纠结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其核心是主体与客体的

信息量对比问题，主体的信息量大于客体的信息量，主

体不纠结；如果主体占有的信息量小于客体的信息量，

主体就会纠结。教育纠结的本质是由于信息概念的误

导，某些信息哲学家将信息定义为“什么什么的显示、
反映、表征”，从而使人们将没有信息的“废话”和“噪

音”的显示、反映、表征，也误认为是信息，而实际上其

不能产生能力的提升，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由

此导致“教育纠结”。显然，对学生没有信息量，而学生

还不得不坐在教室的课堂中，导致“学生纠结”；学生对

于教师的讲课毫无感觉而不理不睬，教师得不到关注

的信息量，导致“教师纠结”。
信息量缺失导致纠结的另一种表达是“不给力”。

在高等教育的课堂上，当学生遇到一些就事论事的没

有信息量的传统课程时，学生在网络上的表达就是“这

课上得好枯燥，不给力呀！”即纠结。所以，本质上是由

于信息量缺失的教育纠结导致了课堂的失效。依据唯

物史观实践决定意识的认识论原理，追溯“纠结”一词

产生于中华文化的社会及其历史原因，可以发现，中国

文化的复杂性是纠结一词创造的实践基础。西方文化

的简单性常常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一根筋”，但一根

筋的文化表述，在数学上的意义恰恰呈现为“线性独

立”的科学价值。在数学中，只有线性独立的要素才能

构成集合，进而产生叠加的效果———即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联系，产生最大的信息量，营造最大的信息势，

从而才能产生强大的竞争力。西方社会的竞争力正在

于此，崇尚个性化的文化役使，造就了社会中个性独

立的个体，由此具有了可叠加的成长性———两人联合

的竞争力是一人的两倍，三人联合的竞争力可以是一

人的三倍。另一方面，线性独立的文化又为系统的结

构稳定性提供了“唯一解”，即在一个 N 维要素组成的

线性系统中，一定可以列出 N 个方程，使其 N 维系统

具有确定的唯一解，从而确保了西方社会结构的稳定

性。
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则表现为，一方面，忠孝文化导

致“线性相关”；另一方面嫉妒心理导致“非线性纠缠”。
线性相关常常导致 N 维要素组成的系统只能列出 N-
M（N﹥M）个方程，因而使得系统无解，或者有无穷多

解。另一方面，非线性纠缠则不但无法产生叠加性增长

效益，而且常常产生无益的内部消耗。正是这种非线性

纠缠的直接后果，严重地抑制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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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社会文化和谐。

四、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导致课堂失效与教
育纠结恶性循环

无论是“课堂失效”还是“教育纠结”，其内在原因

是教育过程中有效信息量的缺失，常常使无用的废话

和杂乱的噪音填充了高校课堂。而教育信息量缺失的

根本原因则是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其无法提供一个

应对时代变革所需要的有效的教育变革路径，致使大

规模的教育改革走向了歧途，导致“教育纠结”与“课堂

失效”在传统文化的役使中形成了恶性循环：科学与技

术的进步催生了信息化时代的复杂性变革，复杂的非

线性时代变革首先导致了传统教育的纠结（教什么、学
什么、用什么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线性时代已经不复

存在，复杂非线性时代的变革使得“知识的知识才是力

量”———托夫勒），由此引起了传统课堂的失效。传统课

堂的失效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没有得到教育

界学者和领导的足够重视，没有出台真正有效的战略

措施，促进教育的非线性变革，反而在传统文化的役使

中，导致了传统线性教育更加变本加厉地反扑过来抑

制课堂，适合传统不变性社会的线性规章制度更加有

增无减地应用于“督导”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中，由此

导致课堂教学更加纠结！

人们总是将中国教育的问题归咎于教育的行政

化，不可否认，教育的行政化的确需要进行改革。但可

能更加重要的教育问题不是行政领导的问题，而恰恰

是所谓的教育专家的问题。一些重要的教育指导性文

件不是领导写的，而是专家写的；许多督导制度和评估

条款，也不是领导制定的，而是出自于专家之手。领导

的职责是决策，而教育决策需要教育专家提供决策的

依据和方案。但在传统文化的役使中、在传统教育体制

下成长起来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从根本上研究

教育过程信息作用的内在机制，往往依靠传统的经验

做研究，由此而提供给领导的可能是一个过时的甚至

是误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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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room Failure and Education Tangl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Dynamics

LI De-chang, FAN Ji-xuan JIA Quan-ming
（Huang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Abstract: The classroom fail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obvious re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culture tangle of
higher education needs deep exploring in theory.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the core problem is a matter of“information”; the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 is a dynamics process
and the core problem of dynamics theory is a matter of “derivative”. What on earth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ormation”and “derivative”and what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classroom failure and education tangle.
Only when revealing the inherent unity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deriva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tenti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dynamics, can we fundamentally explain the logic essence of classroom failure and education tangle.

Key words: potential science；information dynamics；classroom failure；education tangle；edu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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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势科学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
多维势场融合分析

周海洋, 张守凤, 李淑萍
(济南大学 � 管理学院 , 山东 � 济南 � 250022)

[摘要 ] 文章通过梳理企业家精神研究成果, 提炼出基于势科学研究理论的企业家精神潜势部分: 创新意识、

冒险意识、危机意识, 企业家的三种意识与企业所处显势环境因素: 政府环境、社会环境、行业环境, 构建了

显势和潜势两个势场, 通过维度整合, 确定企业家精神的六维和九维势场, 从而得出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

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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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he Integration ofM ulti- dim ensional Potential F 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erprise External Environm ent Based on Potential Science

ZHOU Ha i�yang, ZHANG Shou�feng, LI Shu�ping
( Schoo l of M anagem ent, University of J inan, J 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 t: Through ana ly sis entrepreneurship resea rch, refine entrepreneursh ip based on potentia l research. Entrepreneursh ip is been di�
v ided into la tent potentia l and m an ifest potentia ,l latent potential con tains innovation consc iousness, adven ture consciousness, cr is is con�
sc iousness, m an ifest po ten tia l conta ins government factors, soc ia l facto rs, industry factors. These two aspects constitute two potential

fie lds. By d im ension integration, de term ine the six- d im ensiona l and n ine- dim ensiona l potentia l fie ld o f entrepreneursh ip, com e to rea l�
ize the re la tionsh ip betw een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erpr ise ex terna l env ironm ent.

K ey words: potential science; en trepreneursh ip; ente rprise ex ternal env ironm ent; mu lti�dim ensional po tentia l fie ld

� � 一、引 � 言
当代企业家精神研究源于熊彼特 ( Joseph Schumpter),

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现、推动新生产要素组合的本质, 是

创造社会经济的主要要素, 并论证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是企业家, 他们通过开发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创

新活动来激发经济活力, 将企业家精神描述为一种 #创造性
的破坏过程∃ [ 1]。德鲁克 ( D rucker, 1985) 从创新的角度定

义企业家精神: 是一种革新行为, 这种行为为现有资源赋予

了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德鲁克已把企业家精神明确界定为

社会创新精神, 并把这种精神系统地提高到社会进步的杠杆

作用的地位 [ 2]。以上看出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皆是通过对企

业家的特质研究来论述企业家精神的实质。企业家精神从精

神特质方面予以着手的研究极为广泛。M iller[ 3]认为, 企业

家精神应具备三种特性: 创新 ( Innovative ), 风险承受力

( R isk - Tak ing ), 环境适应力 ( P roac tiveness); Cov in and

S lev in[ 4]将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和行为概括为三个方面: 创新

性 ( Innova tiveness)、风险性 ( R isk - Tak ing ) 和预警性

( P roactiveness) , Lum pk in and Dess[5]则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

五个指标: 自治能力 ( Autonomy )、创新能力 ( Innovative�
ness)、风险承受能力 ( R isk- Taking)、事前因应能力 ( P ro�
activeness)、积极竞争能力 ( Com pe titive Aggress iveness)。企

业家精神特质成为研究企业家精神的主要指标。

将企业家精神纳入势科学领域, 基于国内的市场环境寻

找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 将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企业家精

神, 分析当前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者对市场环境的评价之

间的关系。势科学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李

德昌教授提出来的, 定义了差别与联系的关系, 势即差别与

联系的乘积 [ 6]。纵观整个中国历史长河, 势应该是贯穿其中

的一个重要思想, 从老子的 #道生之, 德蓄之, 物形之, 势

成之∃ 到 %孙子 & 势篇 ∋ 的 #激水之疾, 至于漂石者, 势

也; 鸷鸟之疾 , 至于毁折者, 节也。是故善战者, 其势险,

其节短。势如彍弩, 节如发机。[ 7] ∃ 再到后来 #富者得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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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失势则客无所之∃ %史记 & 货殖列传序∋; #然羽非有尺
寸, 乘势起陇庙之中∃。%史记& 项羽纪赞∋ 都贯穿在势的理
论下。 #道生之, 德蓄之 , 物形之, 势成之∃ 就是说, 事物

总是基于某种道理而产生的, 之为道生之; 事物的发展必须

遵循某种行业规范或道德规范, 之为德蓄之; 事物的构建必

须有某种物质资源, 之为物形之; 事物必须在某种势的推动

下才能成功, 之为势成之 [ 8]。张福墀在 %管理场论纲∋ 中将
管理定义在场的范围内, 其中就提到管理场的造势, 并强调

造势对于管理的有效性和系统性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 9]。张

福墀将势定义为力的储备状态, 是力的内隐形态, 它反映出

的是力的动力学特征, 它体现的乃是力学系统的结构形

态 [ 10]。在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也需要对企业家精神构建

势场, 确定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从联

系中寻求差别和改进的方向。

二、方法选取

(一 ) 势科学角度下的企业家精神
势科学视角下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者对环境的评价构

成了六维势场, 在六维势场中, 政府因素、社会因素和行业

因素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所处环境的真实感受, 构成了企业

家精神显势场, 创新意识、冒险意识和危机意识是企业经营

者对自身的衡量, 构成了潜势场。势场图如图 1所示。

图 1� 企业家精神势场图

(二 ) 企业家精神一阶势
在对企业家精神做初步分析时, 将企业家精神势场中的

显势和潜势分开来研究, 企业家精神中三维显势: 政府因

素、社会因素、行业因素用 X 1、X2、X3 表示; 三维潜势:

创新意识、冒险意识、危机意识: Q 1、Q2、Q 3表示的管理。

(三 ) 企业家精神二阶势
企业家精神下的六维一阶势通过复合作用, 构建了九维

复合变量。九维复合变量中包含了企业家精神势场中某两个

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九维复合变量公式

Z=

X
1

X2

X3

( [ Q 1Q2 Q3 ] =

�
11
�

12
�

13

�21 �22 �23

�31 �32 �33

,

其中, i= 1, 2, 3; j= 1, 2, 3 ( 1)

企业家精神的十五维变量 =六维基本变量 +九维复合变

量, 囊括了企业家精神的全部信息。

三、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环境

(一 ) 企业家精神指标评价体系
企业家精神考量标准暂借鉴李兰教授在中国企业家调查

系统中的分类标准, 在这个调查系统中, 李兰教授将企业经

营者对企业家精神的自我评价分为了四个部分, 分别是对创

新意识的自我评价、对机会敏锐性的自我评价、对冒险意识

的自我评价和对挑战意识的自我评价 [ 10]。本文将企业经营

者对机会敏锐性的自我评价和对挑战意识的自我评价归结为

企业家对冒险意识的自我评价上。从总体上看, 这样划分有

利于本文实证的进一步研究, 但是由于调查并不是针对本文

和本模型的评价, 所以理论上的证明不能充分说明现实生活

中不存在偏差。但是就数据可靠性来说, 本文的研究引入了

势科学, 在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方式, 这种证明方式以及论证

的结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故本论文在没有针对性调查的基

础之上得到的结论也其实用价值。

本文的数据摘录 %2009& 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
题调查报告∋, 在 %企业家精神 2009& 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
展报告∋ 一书中对调查行业、地区、企业规模、经济类型、
企业盈亏能力、生产状况以及企业经营者的性别、年龄构

成、所学专业、文化程度、现任职务都有详细地描述。

企业家精神潜势场中的的创新意识、冒险意识、危机意

识各个方面统计均值如表 1所列。

表 1� � 企业家经营者对企业家精神的自我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均值

创新意识

冒险意识

危机意识

决策层重视研究和开发 4� 53
在开发新产品方面领先竞争对手 4� 36

决策层强调技术领先 4� 30
企业战略注重探索和原创 3� 93

决策层倾向于实施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 2� 73
决策层在投资行为中极有魄力 3� 80

通常避免同竞争对手发生正面冲突 2� 04
通常不会主动挑战竞争对手 2� 53

在市场竞争中采用积极主动地策略 4� 44

在市场环境不确定时, 战略决策更趋于谨慎 4� 32
决策层善于快速抓住瞬息万变的市场机会 4� 30

决策层总能洞察别人看不到的市场机会 4� 11

(二 ) 企业外部环境分析
在确立了企业家精神潜势场均值之后, 统计企业经营者

对当前企业外部环境的评价, 企业经营者对政府因素的评价

从政府政策、政府职能转变两个角度予以评价; 在对社会因

素的评价中, 主要是对合同和产权保护的评价、对融资难易

程度的评价以及对当地人力资源供应的评价; 在对行业竞争

因素的评价中, 企业对行业的竞争强度、行业增长情况和行

业技术变化作了评价。企业经营者对企业外部环境的政府因

素、社会因素、行业因素评价的统计均值见表 2所列。

四、企业家精神势场分析

(一 ) 企业家精神一阶势
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与企业家精神构成了势科学视角的六

个维度, 对企业家精神三维显势场和三维潜势场均值进行统

计分析。

三维显势场: 政府因素 X1 = 0� 326165, 社会因素 X2 =

0� 31954, 行业因素 X3 = 0� 35429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政府因素、社会因素、行业因素对企业经营者的影响比较均

衡, 也是对企业家精神影响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

三维潜势场: 创新意识 Q 1 = 0� 377176, 冒险意识 Q 2 =

0� 244547, 危机意识 Q
3
= 0� 378277。对企业家潜势的评价,

可以看出, 企业家对创新意识非常看重, 同时对于企业的机

遇看的很重要, 十分重视市场竞争中决策的主动性, 这说明

企业家的危机意识很强。但是, 企业家对冒险意识的自我评

价不高, 这方面与国外的企业家精神中看重的冒险品质相

悖, 说明中国人比较内敛, 既与所处的市场环境有关, 也与

中国的 #商而兼士, 贾而好儒∃ [ 12]的儒商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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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2� 企业家精神对外部影响因素满意程度评价体系

(二 ) 企业家精神二阶势
企业家精神下的六维一阶势通过维度整合复合作用, 构

建了九维复合变量。维复合变量如下所示:

Z =

X1

X2

X3

( [ Q1Q 2Q3 ] =

0� 326165
0� 31954
0� 354295

( [ 0�377176 �

0� 244547� 0� 378277] =

0�123022
0�120523
0�133631

0� 079763
0� 078143
0� 086642

0�123381
0�120875
0�134022

从上面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九维复合变量中, �11
= 0� 123022, �22 = 0�078143, �33 = 0� 134022这三个维度分别
代表着企业经营者对政府因素的评价与其自身企业家精神创

新意识之间的作用势、对社会因素的评价与其冒险意识之间

的作用势、对行业环境因素的评价与其危机意识之间的作用

势, 从三个作用势来看企业家冒险意识构建的势场最小, 影

响力最弱, 与一阶势场分析结果相同。创新意识构建的势场

较强, �
11

= 0�123022, �
31

= 0� 133631说明当前国家和企业
行业内部对企业的创新比较重视, 这与国家重视自主开发能

力和当前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寻求新突破息息相关。

冒险意识构建的势场较弱, �12 = 0�079763, �22 =

0� 078143, �32 = 0�086642说明政府、社会和行业对冒险的认
识相同, 进一步论证了中国人的儒商文化对冒险意识与国外

存在区别。

危机意识构建的势场最强, �13 = 0�123381, �23 =

0� 120875, �33 = 0� 134022与国外的对于创新意识最为看重的
情况不太一致, 但总体上还是符合国内外的普遍认识。当前

国内市场遭受实体经济危机的冲击, 就说明了中国在应对突

变的国际市场时存在不足, 而这恰恰说明国内市场对企业发

展过程中机会成本看的较重, 存在抓住眼前利益的心态, 影

响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最大程度上的重视。

环境因素中政府因素和行业因素, 所占权重较大, 说明

当前政府对企业的引导还有很强的势场, 企业需要重视政府

导向, 这个关系到中国的国情和体制, 不必一一论述; 行业

因素的影响关系到企业当前的切身利益,所占权重大, 说明企

业必须时时刻刻关注企业、行业的变化, 以做出及时调整。

五、结 � 论
势科学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分析将企业

家精神分成了显势和潜势两个部分, 并具体划分构建了政府

因素、社会因素、行业因素和创新意识、冒险意识、危机意

识六个维度, 在六维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维度整合构建了企

业家精神九维复式结构,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者对环境的

评价分析显示, 创新意识、危机意识、政府因素、行业因素

构建的势场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突出, 在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过程中应予以着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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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企业文化被国内外众多学者誉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因素。但企业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它又可分为企业文化的

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1]企业的制度文化处于精神文化和物

质文化的中间，是连接两者的纽带。它一方面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具

体体现，另一方面又规范着核心价值观在物质层面的约束。可以说是

一个企业正常运行的基本框架。只有建立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制度文

化，才能保证企业健康地运行下去 。

一、制度文化辨析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

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制度本身不止指那些

显性的内容，如行为规范、明文规定。还包括一些隐性的约束，如道

德规范、约定俗成的规矩等。

广义的文化定义则是人类所创造的一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总

和。[2]

因此，所谓的制度文化也就是企业内部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

员工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规定。

既然制度文化有一定的规范作用，那么结合企业文化的相关内容

可以得出，企业的制度文化有以下作用：首先，反应企业文化的核心

价值观，并保证员工获取这些信息并从内心上认同；其次，规范员工

的行为，使其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企业的精神和期望；再次，惩罚、排

除不能和企业融合的违规者。

二、势科学原理

由于势的科学概念本身是涵盖了信息功能的本质，因此在某些

层面上，势就等同于信息。每个企业内部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用势

语言来说就是，内部都有强大的信息势。而势的运行机制——差别促

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也揭示了事物（包括企业）的内在发展规

律。[3]

任何企业，只有内部的信息多到形成一定的信息势，而正是这个

信息势在帮助企业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状况。即强大的信息势把复杂

的状况处理单纯化。但企业内部信息势的营造本身也存在差别和联系

的关系。即企业要形成强大的信息势，必须保证信息能在企业内部自

上而下、从下而上的顺利流动。同时也要保证信息在员工个人之间、企

业各个部门之间的平行流动的通畅。营造一个内部广阔的信息网，这

个信息网把企业的每个人都涵盖了进来。进而形成一个综合强大的信

息势，然后一致对外解决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但企业内部这种四通

八达信息网的建立需要企业制度文化的保障。只有良好的企业制度文

化，才能保证企业内部信息的流通不受阻碍。可以说，企业制度文化

是企业强大信息势建立的必要前提和保证。无论是企业的制度文化理

论，还是势科学，目的都是为了以相对稳定的理论来解决管理实践中

的不稳定状况。两者相互融合和促进，共同为企业的良好运转服务。下

面就具体运用势科学的原理解释企业制度文化的作用机制。

三、势科学原理与企业制度文化发展

企业的制度文化是从企业的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不过在企业

不同的发展时期，制度文化的变现方式不同而已。

当企业还处在发展初期，规模很小的时候，企业或许没有显性

的明文规则条例，但制度文化却已经存在了。企业创始人拥有企业

的规划信息、发展信息、财务信息、人事信息等等。员工则只拥

有关于企业的较少的信息，他服从老板调配，完成份内工作。两

者无论从信息拥有量还是从能力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老板把他

从势科学的角度看企业制度文化
蒋亚丽 / 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

【摘    要】管理中势科学的目的是应用其所拥有的信息量来应对管理时间中的复杂状况。势的运行机制可简化为差别与联系的关
系，即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的目的是对企业中的一些显性和隐性行为加以规定，把日常运营的各项
活动都纳入到制度文化的体系中来，以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来保证企业内部信息势的形成和稳定，来应对日常管理中的各种状况。本
文试图站在势科学的角度，对企业制度文化如何保证企业内部信息势的形成和稳定加以分析。

【关键词】势科学；管理；企业制度文化

希望员工完成事情的信息传达给了员工，员工也成功接收到了信息。

整个企业内部达到了一种势的平衡，维持企业正常运作下去。整个

信息流通的过程无形中已经向员工传达了日常的行为规范，反映了

企业的企业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得到了体现。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为了使整个组织的行为更加有序、

规范，会出台相应的显性制度，如行为规范、明文规定呢。这是

组织的势的一种营造。整个组织的领导层把促进企业发展所要求员

工必须具备的素质的信息，变成企业的制度文化向下层员工传达。

并通过岗前和在岗培训使员工充分接收到。而制度本身也保证了这

种信息流通的通畅性。在工作过程中，员工逐渐掌握了更多的信

息，这些信息更多的跟市场和客户贴近，是领导层应该掌握的第一

手材料。这也就在基层营造了较强的信息势。这时上层管理者掌握

的信息势与基层员工比起来小得多。这就又要求信息能够从下往上

的无障碍流通。一般说来，信息自上而下的流动比较通畅，覆盖

面也比较广。但是自下往上的流动则没那么顺利，或多或少会受到

企业组织结构、制度规定等的限制和制约。

如果企业的制度文化建设的比较好，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也比

较畅通，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由企业的最下层员工到达最上层管理

者，则企业内部就保持了一种势平衡。上层管理者和下层操作者的

差别和联系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两者的这种对立统一导致了企业内

部的和谐发展。如果一个企业底层的信息在往上传达的过程中打了

折扣，如只能到达组织结构的某一层级，或者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被

上层管理者获知，或者有用信息根本不被领导层重视。就造成了企

业信息流通上的障碍。上层管理者要求的信息和下层操作者掌握的

信息差别越来越大。双方的联系越来越少，关系也越来越淡漠。企

业势的失衡状态越来越严重。

在企业出现势失衡的时候，如果企业能够及时认识到这种情况，

及时地根据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整，比如缩短组织层级、修改信

息流动的通道、改变领导的行为方式等——反映在制度文化层面上

的变动，则会及时弥补失衡状态下带来的错误，增强两个信息主体

的联系。同时，也是企业制度文化不断完善和修复和过程。另一

种情况则是，本身企业的制度文化存在严重缺陷，这种缺陷使企业

的领导者不能及时意识到企业信息沟通方面的问题，或是及时意识

到了问题所在但没有产生相应的变革行为，则会造成管理势的严重

失衡，最后导致企业提前结束其生命周期。

四、结语

企业信息势的形成是为了营造强大的能力把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复杂问题处理简单化。信息势的积聚和形成本身又需要一个通畅

的管道，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发达的信息网。而这个信息网的构架

就是企业的制度文化。一切信息势的形成都是在企业制度文化的大

框架下进行的，并且需要制度文化保证这个架构的合理和完善。而

完善的企业制度文化又为企业更大的信息势的形成提供条件。两者

互为前提，紧密联系，共同促进企业强大信息势的形成，为企业

解决复杂问题提供强大的能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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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竞争优势的势科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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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势科学理论为研究这一复杂问题开辟
了一条科学化的路径。从势科学理论来看，企业竞争优势 =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别 ×联系，企业要
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一方面要实施对称化管理促进生产要素的差异化，以形成“差别最大，联系
最紧”的对称性结构，其“作用量最小，信息势最大”; 另一方面要营造情感势，以此把千差万别
的要素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的情感势越大，要素之间的联系就越紧，竞争优势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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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词汇，从古到今，

人们一直渴望把握它，利用它。老子在 《道德经》

中指出: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1］。

数学中有所谓集合势、势函数，物理学中有所谓重

力势、电动势等概念。从中国汉字的结构 来 看，

“势”可分解为 “执”字和 “力”字，它寓意着

有“势”才有“执行力”，或者说在力的支撑下执

行才有“势”。于是有了 “审时度势”、 “因势利

导”、“蓄势待发”、 “势不可挡”等成语。可见，

在中国古老的汉字结构中早已隐含了势理论的力

学解读。西安交通大学李德昌副教授把势的概念

进一步引申，提出了势科学理论，对势的形成及其

运行机制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把自然

科学中势的形成机制扩展到社会科学，揭示人才

成长、组织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

按照势科学理论，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必须提

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需要造势; 一个企业要想发

展，就必须提高市场竞争实力，也要造势。这种势

就是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源泉，那么，什么是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竞争优势

形成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如何构建企业竞争优势?

这些问题，势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势科学视域下的企业竞争优势

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企业竞争

优势，形 成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理 论 体 系。波 特 ( M．
Porter) 的竞争位势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

于企业所处的产业、在产业中的合理位势及其在

价值链上的活动; 企业集群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

势的获得得益于企业由于在实体空间中的各种信

息、知识、资金、渠道等方面的共享而产生的外部

经济效应、空间交易成本的节约、学习与创新效

应; 生态位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生态位

的差异; 组织生态学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

企业之间的合作;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竞争优势依

赖于企业的异质性的、非常难以模仿的、效率高的

专有资源; 能力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的关键在于培育和积累核心能力，这种能力具有

三个特征: 延展性、独特性、难以模仿性; 动力能

力理论强调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企业必

须不断取得、整合、再确认内外部的行政组织技

术、资源和功能性能力; 知识基础理论认为知识尤

其是一些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默会知识是企业

竞争优势的根源……。

上述理论都把企业的竞争优势归结为某几种

要素。事实上，一个企业的成功和一个人的成功一

样，往往是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以及内外因素之间

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复杂因素中，

有没有规律可循? 势科学理论运用系统哲学的方

法研究了势的产生和运行机制，为我们研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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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按照势科学

理论，势概念的逻辑定义是: 势 = 差别 ÷ 距离 = 差

别 × 联系。显然，势即梯度，在几何学中是斜率，

在微积分理论中是导数，本质上都是比例。所以，

势的本质是: “差别中的联系”或 “联系中的差

别”［2］。一般在自然科学中，人们通常用 “距离”

来表示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在社会科学中通常是

用“联系”来表示人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

“差别 ÷ 距离”是自然导数，“差别 × 联系”是社

会导数。因为“距离 = 1 /联系”，可将 “距离”转

换为 “联系”，就使势的概念具有了极大的普遍

性。所以，无论是除还是乘，都包含着势 ( 导数)

的内在逻辑，从而通过势科学的普适性论证，从根

本上获得了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的机

理，为研究和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

条逻辑通道，也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

指导性原则。

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的素质。“素质”一词狭义

上讲，本来是生理学的概念，是指人的身心组织结

构及其质量水平; 广义上讲，素质是指研究对象的

结构和功能的有序程度。空调和电炉同消耗一度

电，发热量却差距很大，是由于它们内部零部件的

结构功能的有序程度不一样; 人的工作效率有高

有低，是由于他们的思维和行为的有序程度不一

样，即人的素质不同; 同一个行业内的企业，生产

效率却差距很大，是由于生产要素的有序程度不

同。企业素质指的是人、财、物、管理、技术等各

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结构和功能的有序程度。

而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指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在

产品质量、产出规模、组织结构、劳动效率、信誉

度、新产品开发以及管理和营销等方面高胜一筹

的素质和能力。生产要素的有序是企业素质，企业

素质的有序是企业竞争优势。按照势科学理论，有

序即梯度、即斜率、即导数，因此企业竞争优势是

企业素质的一阶导数、企业生产要素的二阶导数，

其大小等于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别乘以它们之间的

联系，即企业竞争优势 = 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别 ×

联系。也就是说，差别和联系两者相互交织、相互

作用，共同决定着企业竞争优势的大小。差别越

大，联系越紧密，企业素质就越高，竞争力也就越

强; 差别和联系只要其中一项为零，企业竞争优势

就会为零。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总是把差别很大

的资源通过管理手段紧密地联系起来，组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形成竞争对手不可替代的、难以模仿

的素质或能力。

二、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势科学解读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是自组织理论的一个

基本观点。它包括两方面的涵义: 其一，系统状态

是远离平衡态，即指系统的开放和流动; 其二，系

统结构为非平衡有序结构，即指对称性破缺的结

构。因此，我们可以将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表

述为开放和流动是有序之源”［3］。从自然界到人类

社会，每一种“活”的有序结构都是在某种 “势”

或“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植物生

长的有序结构，是在 “生物势”和光合作用的反

应“物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 社会

运行的有序结构，是在 “制度势”和社会 “信息

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 市场运行的

有序结构，是在 “法律势”和市场 “信息流”的

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同样，企业作为一种

开放系统，其运行的有序结构也是在 “管理势”

和企业“生产要素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

成的。根据流和力的关系，非平衡态可分两种情

况: 对于离平衡态不远的近平衡区，流与力成线性

关系，所以近平衡区也称为线性非平衡区; 对于远

离平衡态的情形，流与力成非线性关系，所以称为

非线性非平衡区。为了使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就必须推动它越过近平衡态的线性区，到达远离

平衡态的非线性区。这需要有强大的管理势，因为

系统处于近平衡态时，管理势和生产要素流是一

种线性关系: 管理势增强一点，生产要素流就会加

快一点，不会产生质的飞跃。对于企业员工而言，

他们只愿意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任务，干也行，不

干行，干好也行，干不好也行。这时系统不会有超

力和超流产生，也就没有超熵的产生，企业就形不

成新的有序结构，更谈不上创新。

普里戈金指出: “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对称破缺

的耗散结构”。“功能 － 结构 － 涨落”之间的相互

作用会引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现象，包括通过涨落

达到有 序，就 成 为 理 解 社 会 结 构 及 其 进 化 的 基

础［4］。同样，这一机理也是我们理解企业竞争优势

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当管理势很大时，企业在强大

的管理作用推动下，因势利导，子系统内部以及与

环境之间以非线性的方式相互耦合、相互作用，使

系统原有生产要素中存在的微涨落，在非线性作

用下形成巨涨落，这时企业就会产生新的更加有

序的结构。也就是说，当管理势越来越大时，要素

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大，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从而

达到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的临界点，衍生出



· 126· 商 业 研 究 2013 /11

各种素质、创新和风险: 企业的新思想不断产生，

新技术不断涌现，新产品不断上市……，企业的整

体素质得到了发展，这也就是竞争优势的形成。

李德昌认为，“势在一定层次上的增长极限产

生对称，对称形成数学结构的群”。群是一种优美

和谐的代数结构，是保持物体形态或规律不变的

变换的集合，其中任何两个变换的复合仍在此集

合内，并且每个变换的逆变换也如此。也正因为多

种相互作用都可以通过 “势”来刻画，因此对称

性 ( 变换下的不变性) 的要求就成为一个决定相

互作用形式的强有力的原理。所以，势科学理论的

核心是“对称性原理”。有关对称性概念和原理的

重要性，在自然科学中已经有过广泛的论证。杨振

宁曾把对称性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一

个基本原理: “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1957 年，

他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演讲中指出: “当我们

默默考虑一下这中间所包含的数学推理的优美性

和它的美丽的完整性，并以此对比它的复杂的、深

入的物理成果，我们就不能不深深感到对对称性

定律的力量的钦佩”［5］。

将这一原理应用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就

是在强大管理势的推动下，企业在运行中使各种

要素形成对称。对称性越高，所包含的信息量就越

大，企业的整体素质也就越好。程世清在 《对称

化管理》一书中也认为，有没有做到对称管理是

企业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6］。对称管理要求系统地

把握社会、企业、个人和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及

其相互对称关系，促进员工雇佣和民主之间的对

称、下属控制和激励之间的对称、个人和组织之间

的对称、创新和放弃之间的对称、组织利益和社会

利益之间的对称、内部职工和外部顾客之间的对

称、集权和授权之间的对称、人本原理和效益原理

的对称、责任和权力之间的对称、目标和发展之间

的对称等，努力做到宽严相济、有张有弛，物尽其

流、人尽其用，信息通畅、资源共享，企业诚信、

团队精神，机会平等、良性竞争，这样才能使企业

有序运作、稳定发展、形成不同数学结构的群。

由此可见，对称性思维方式就是和谐的思维

方式，对称性发展观就是和谐发展观。有些企业为

了追求利润、提升竞争力，牺牲员工、顾客和公众

的利益，造成企业内外的不和谐、不健康，甚至殃

及人类自身。富士康十连跳，三鹿奶粉事件，就是

这些企业为了获得暂时的利润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没有了和谐，干部精神懈怠，员工牢骚满腹，顾客

产生抱怨，企业失去了正确的目标，失去了平衡的

心态，失去了良好的关系，失去了协调的行为，失

去了友好的环境，也就失去了共赢的结果。在这种

内部沟通不畅、外部关系恶化的环境中，企业生存

都困难，何谈发展呢! 所以，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

的健康和谐，是增强竞争力的源泉。源泉枯竭了，

面临的只能是死亡!

综上所述，可以把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路径

简单描述如下 ( 图 1) :

图 1 企业竞争优势形成机理的示意图

三、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对称性策略

势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势的运行机制是 “差

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在企业的运行过程

中，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它们之间的联

系也越来越紧，最后达到差别最大即相反，联系最

紧即相同，既相反又相同，就叫 “相反相成”，这

种关系在数学和物理学中叫做对称。对称性结构

具有“最小作用量”和“最大信息势”，显示出优

美和谐的数学群结构，从而形成良好的竞争优势，

应对各种复杂的不确定性。所以，势科学的可操作

性概念是对称性，应对复杂系统的根本战略就是

对称化管理［7］。管理中的对称性，是指两个管理对

象存在某种共同属性，并在某个有价值的管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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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下的共同属性保持不变。企业要增强竞争优势，

就要不断注意整理自己已有的战略要素，促进战

略要素的对称化。
( 一) 内部能力、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对称和谐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内部能力、资源是保

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但是，在企业与外界

环境隔绝的情况下，核心能力和异质资源对竞争

优势的贡献是效益递减的，并且由于企业对其内

部传统习惯的过分遵循或者受到企业家行为、企

业文化、组织结构等具有明显路径依赖性的影响

而产生刚性僵化。在环境开放的条件下，企业的核

心能力和异质资源很难抵御竞争者的模仿，其价

值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竭，或者被创新所

削减。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 2000 中国企业峰

会上，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都提到 “企业要长三

只眼睛”: 第一只眼睛盯住企业内部员工，使企业

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最大化; 第二只眼睛盯住企

业的外部市场，盯住用户，使海尔的用户对海尔的

满意度最大化; 第三只眼睛盯住企业的外部机遇，

盯住国外市场，使海尔融入全球一体化［8］。为保持

企业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必

须提高网络能力，把国家政府、社会公众、产品客

户、商业伙伴等外部主体手中的资源有效地整合

进来，达到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的对称和

谐。企业应该在发现环境机会和规避环境威胁的

前提下，充分利用企业自身的优势资源，寻找出增

值业务，因此企业从事的核心业务应该是企业环

境与企业内部资源竞争、协同的结果。同样，作为

企业核心资源的企业家能力也应该是对称和谐的:

一方面企业家必须具有组织、学习、决策、创新、

识人用人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会影响企业的

经营业绩; 另一方面企业家还必须具有对外在信

息的分析能力、认知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在许多

情况下，企业家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放弃某些熟悉

的行业，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并将资源投向新的行

业或市场。
( 二) 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对称和谐

企业资产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

资产具有可触性和可视性，如厂房、设备、存货

等，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物质保障。传统观点比

较重视有形资产，许多人都认为，企业总资产规模

越大，企业的实力就越强。但是有形资产的合理使

用，只能产生互补效应，即实现 1 + 1 = 2 的效果。

实际上，只有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效地整合

起来，才能产生协同效应，即 1 + 1 ＞ 2 的效果。邱

国栋、白景坤从协同学的视角进一步指出，隐性资

产的共享能够导致互补效果的升级，因此在合作

双方共享隐形资源以前的互补效果是资源互补产

生的初级协同效应 ( 1 + 1 = 2 ) ，而在共享隐形资

源以后的互补效果是资源互补产生的高级协同效

应 ( 1 + 1 ＞ 2 ) ［9］，如图 2 所示。无形资产通常包

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外购品牌、异质型人力资

产、关系资产、客户关系等，它们贯穿于整个价值

链。技术诀窍可以提高有形资产的使用效率，从而

决定一个企业在成本方面或奇异性方面相对竞争

能力的高低。但是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素质能力

等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不同，它们具有难以复制、

不可买卖的特点，本身就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因此，有形资产是无形资产的载体，而有形资产的

有效利用要靠无形资产去实现，两者的互补和对

称是企业发展的资源保障。

图 2 互补效应与协同效应的关系

( 三)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对称和谐

近年来，在关于企业竞争优势问题的研究中，

制度学派的思想日益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新

视角。所谓制度是人们设计的约束自身交往活动

的游戏规则，一般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

式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契约、法律法规等，非

正式制度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生

活方式、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正式

制度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保障，好的制度可以

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使企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进行，还可以保障土地、资

本、信息和技术这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在正式

制度缺失或执行不力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作为

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和支持，影响和制约

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工作效果。而非正

式制度中的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和共同愿景等，

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的发展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它们能够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

统一起来，创造出巨大的凝聚力、驱动力，使员工

心甘情愿地为组织的发展而竭尽全力，这也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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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度无法替代的。因此，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

排，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对称和谐。
( 四)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称和谐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为

社会创造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企业就

是因为过多地注重自身利益，损害了企业的形象，

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了威胁。也有不少品牌因

为多方面的原因已经消失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就此，有学者指出: “品牌的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

识别性，它是产品、服务质量和企业形象的载体，

是企业经营状况、市场信誉和消费者认可程度的

体现”［10］。企业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绝对的矛盾，

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提供服务，社会支持企业发

展、希望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一个注重社

会利益的企业必将会被社会接受、支持，获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这就说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互

相对称，相互协调的。

四、结语

老子曰: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

以灵; 谷得一以盈; 万物得一以生; 侯得一以为天

下正。”这里“得一”就是要在差别巨大的对象中

找到内在的统一性，认识到尊重规律、运用规律的

重要性。营造这样的势，天才能清朗，地才能宁

静，神才能灵验，川谷才能充盈，万物才能充满生

机，侯王才能使天下安定。势科学理论系统地研究

了势 ( 信息) 的运行机制，把自然规律运用于社

会科学，为研究经济、管理、教育等问题开辟了一

条科学化的路径。企业要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一

方面要促进生产要素的差异化，以形成 “差别最

大，联系最紧”的对称性结构，因为其 “作用量

最小，信息势最大”，所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就

要实施对称化管理; 另一方面，要营造情感势，以

此把千差万别的要素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的情

感势越大，要素之间的联系就越紧，企业的竞争优

势也就越强。通过这一探讨，希望能进一步丰富企

业竞争优势理论和势科学原理，相信势科学理论

必将广泛地应用于管理学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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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about current Chines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ory provides a way to study this complex problem． According to potential theory，Multiplying production fac-

tors difference by connection，we get enterpris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refore，in order to improve own competitive

advantage，on the one hand，enterprises should implement symmetric management to promote production elements' differ-

ences，which can form symmetry structure with“the biggest differences，the most closely connected”，because the sym-

metry structure has the least action while the largest information force; on the other hand，enterprises should also create

emotional potential to link with different elements． The bigger emotional potential enterprises possess，the more close el-

ements conne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also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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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势科学是研究系统论、信息论、创新论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新兴理论之一。虚拟的网络空间具有“差别最

大化，而联系最紧密”等特点，因而拥有最大的“信息势”; 以 IT 科技、电子商务、云智慧为代表的网络新兴

产业集聚模式符合“势增”驱动机制; 构建信息人社会环境下网络新兴产业集聚要素模型，凝练出吸引力、管

理力、创新力、转化力、资本力及辐射力 6 项关键要素，并依托势科学的“成群”原理分析网络新兴产业向数

字化、网络化、云智慧等逐步演进的“园区集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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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tential Science is the study theory of system structure、information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 The difference of network space is the largest and connection is the most close，Therefore It has the biggest trend
of " Information Potential" . This article construct network industry cluster element model and concise“attraction force、
management force、innovation force、transformation forces、capital force and radial force”etc. From the potential scien-
tific view，Analyze the network industry clustering development path，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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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 ( Industry Cluster) 是指相关产业在某
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并形成集聚效应的现
象。产业聚集能形成资源汇聚与产业辐射双重效
应［1］。产业集聚研究最早产生于 l9 世纪末，英国经
济学家马歇尔在 《经济学原理》中研究产业集聚这
一经济现象，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 “内部经
济”和“外部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在 《工业
区位论》中首次建立了有关产业集聚的一套规则和
概念;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 《经济发展理论》中
提出创新产业集聚论;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
胡佛在 20 世纪 30 年代论证了不同产业的区位结构，
提出了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 迈克尔·波特在 《国
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了 “产业群”概念，并认
为产业集聚能提高国家产业的竞争力［2］。我国学者
钱颖一较早研究产业集聚问题，他运用 “栖息地”

( Habitat) 的概念来解释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产业集聚研究快速发展，邱成利
等分析制度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关系; 范剑勇［3］研究
我国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 贺
灿飞等分析我国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群测量与辨
识问题等。而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科技的发展，以
硅谷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印度班加罗尔软
件园、日本九州硅岛、英国伦敦 SOHO 创意产业园
等这些产业集聚地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组
成部分。2000 年以来，我国高新产业集聚趋势日益
明显，例如: 上海浦东高新区、广州科学城、大连
软件园、武汉光谷、西安与成都的高新区等，已经
形成一定集聚、辐射效应，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
点领域［4］。李建玲等针对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北京高新技术产业集
聚发展的政府作用; 胡永亮等论证了我国软件产业
集聚发展的必然性; 王子龙等分析创意产业集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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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机理，针对我国高新产业集聚进行实证分析;
陈建军等分析长三角高新产业集聚间分工和地区竞
争优势; 赵玉林等根据武汉光谷的调研分析其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的组织效应; 刘艳等提出了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演变与空间布局构想。据相关
统计数据，2013 年，我国六大新兴产业产值已超
1. 5 万亿元; 同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 10
万亿元，其 中 网 络 零 售 交 易 额 大 约 1. 85 万 亿 元。
2014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联合
下发通知，同意东莞、宁波、长沙、义乌等 30 个城
市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这将进一步推动我
国网络新兴产业向纵深领域集聚发展。

2 信息人社会环境下基于 “势科学”的网络新兴
产业集聚机制分析

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指出: “道生之，德蓄之，
物形之，势成之”; 孙子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
势也”; 还有“电势、化学势、量子势”，“造势、优
势、等势”等相关概念，从传统文化到现代科学，有
关势的论述较多，但并没有关于“势”的统一科学定
义。我国西安交通大学李德昌教授提出了关于“势”
的科学内涵，他认为 “势”是一个 “梯度”度量，
是一个差别与距离的导数，并且认为“势”理论是自
然界、科学界与社会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
2. 1 势科学理论与信息力学六定律

根据势科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可以总结归纳
以下几点［5］: ( 1) “势” = “差别 ÷ 距离” = “差
别 × 联系”。“差别”实质是指事物的多样性、复杂
性和异质性; “联系”是指事物的结构规侓、信息
联系与协同效应; “×”表示叉积。( 2) “势”理论
构成了一个增长、放大的系统，符合势增原理———
“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 ( 3) 信息量与信
息势是势科学理论的核心，信息势 ( A) A = dv /ds
= V × C，其中 V 表示信息的差别，S 表示信息的距

离，C 表示信息的联系。从势科学的角度来看，信
息量与信息势具有等价性，因此根据信息势的大小
画出不同层次的信息等位面或等势面 ( 球体面) ，
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占有的综合信息量的大小，生存
在不同的信息等位面上，并根据个体努力的情况，
占有的信息量相对增加或相对减少，在不同的信息
等位面之间移动。 ( 4 ) 信息力学六定律［6］。根据
“货币、权 力、知 识”三 维 有 限 可 测 的 显 信 息 和
“情感、艺术、虚拟抽象”三维难以测度的潜信息，
建构了信息人所依赖的六维信息相空间并推导出 6
个定律: 封闭空间信息势守恒定律; 信息力等于作
用于该对象的信息势与该对象对该信息势的阻尼之
积; 信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且方向相反; 信息
不对称导致关系不对称; 信息力相互作用遵守等效
变换原理; 根据信息力学 “势趋不变性”，将导致

系统结构的“相变”、“分岔”与 “创新”，并最终
形成“群”。 ( 5) 群与群的集聚。群是一个集合的
概念，符合 “封闭性、结合律成立、单位元存在、
逆元存在”等条件的数学集合。

综上所述，从广义的 “势科学”角度来看，自
然界与人类社会所构建起来各类系统结构都会形成
一个个复杂、庞大、相互作用的群域，从而具有集
聚与辐射效应。
2. 2 信息人社会环境下网络新兴产业集聚机制分析

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来源广泛、互联互通、跨越时
空、差异明显的不断动态演进的虚拟网络，因此能够
产生强大的网络信息势。实质上，互联网信息势是指
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将任何对象都抽象为比特进行
传送与交互，从而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之中形成一个个
聚集群域。而信息人 ( 包括企业、组织与个人) 具有
以下特点: 个性化、相互独立、线性无关，并且符合
数学集合规律，具有群聚特征，适用势科学原理与规
则。信息人社会进化过程，就是在信息势所产生的信
息力的 推 动 下，由 “群 等 效 变 换 机 制”控 制，按
“群”的结构规则逐步演化的过程，因此“成群”的
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集聚、不断变换，最终形成一个创
新结构的过程，这个机制也适用于网络新兴产业集聚
过程［7］。通过立体化、多维、虚拟化网络信息空间，
信息人可以利用搜索引擎、微信、论坛、SNS、TAG、
ＲSS 等多种手段进行交流、交互与分享，并在信息势
所产生的作用力——— “成群”机制的驱动下，形成不
同层次、不同区域的群域，这就是网络新兴产业聚集
的内在动力。从势科学角度分析，技术进步潜力，就
是指能够不断地营造创新技术信息势; 市场增长潜
力，即能够不断地营造市场信息势［8］。整体来看，网
络新兴产业集聚发展之“势”涉及到网络基础设施、
科技能力、人才教育、物流配套、政策法规及产业扶
持等多方面环境因素，根据 “势科学”驱动要素理
论，可以分为吸引力、管理力、创新力、资本力、转
化力和辐射力等 6 个维度进行衡量，从而构建起信息
人社会环境下网络新兴产业集聚要素模型 ( 如图 1) 。

图 1 信息人社会环境下网络新兴产业集聚要素模型

网络新兴产业的各类要素通过协同、互动、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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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促进网络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与集聚。本模型中的 6 项要素核心内容包括: ( 1)
吸引力，包括政治法规环境 ( P) 、经济贸易环境
( E) 、社会文化环境 ( S) 、网络技术环境 ( T) 等。
企业是在环境中生存、发展，环境为企业提供信息、
资源与市场，同时也带来了威胁与机会。政治法规
环境包括了网络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和标准; 经济与贸易环境包括城市的经济规模、效
率、发展成本、产业水平、商贸服务水平及产品生
产流通辐射能力等;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了改革开放、
城市发展水平、城市服务水平、城市教育与文化、
城市信用、市民观念等; 网络技术环境包括城市 IT
基础设施、信息化发展指数 ( IDI) 、网络科技竞争
力等。( 2) 管理力，由政府管理力、行业管理力与
产业组织能力等方面组成。其中，政府管理力包括
了监督、规范、管理能力和政府培育、服务能力等
多个方面; 行业管理力包括了行业协会规模、行业
协会的管理组织和行业协会活跃度 3 个方面; 产业
组织能力主要包括网络新兴产业规模、网络企业数
量、产业层次与水平、产业集聚辐射能力等方面。
( 3 ) 创新力，是指跟网络新兴产业发展相关的教
育、科研、专利与创新网络，其中，高校、科研院
所及企业研发机构数量与能力是衡量创新力的重要
指标，另外还包括: Ｒ＆D 经费占 GDP 比重、专利数
量、权威论文数量等。创新力体现了城市的科技投
入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创新经济绩效以及综合服
务创新能力。 ( 4) 资本力，是指智力资本与投资资
本。智力资本包括创新创业人才数量、人才培育、
人才集聚等; 投资资本包括天使资金、风险投资、
PE 资本等，同时也包括资本形成市场与资本交易市
场等。资本力的实质是 “人才 + 资本”的综合竞争
力。 ( 5 ) 转化力，是指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与服
务，并培育出企业、品牌的能力。转化力体现了城
市创新转化水平，主要包括孵化器、创业园区、创
业文化建设等。 ( 6 ) 辐身力，是指网络新兴产业由
于集聚发展所形成的产业效应、社会效应及区域领
导地位。产业效应包括产业集聚能力、产业带动效
应、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网络品牌影响力等方面;
社会效应包括网络新兴产业所引起的城市就业、城
市和谐、环境改善及其他社会影响等; 区域领导力
是指 IT 科技区域领先水平、产业区域领头羊作用、
城市综合指数等。

总之，信息人社会环境下，通过虚拟网络空间，
将差别巨大的各类信息资源集聚起来，同时通过交
流、交互、渗透、融合、协同、创新等 “信息势”
变换手段，大幅促进资源之间的联系，形成虚拟网
络强大的 “势增”趋势。网络新兴产业在吸引力、
管理力、辐射力、创新力、创业力与资本力等六大
环境因素影响下，通过各种 “势”与 “力”相互作

用、相互促进，最终构建一个横向、纵向、立体化、
多维度的网络新兴产业聚集群域，从而推动网络新
兴产业快速集聚发展。

3 信息人社会环境下我国网络新兴产业园区集聚路
径分析

根据势科学的“势增”理论，随着信息化水平
的提升，信息内容不断丰富，而差别则不断增加，
但信息内在联系却不断加强，由此产生的信息势越
来越大，其作用力也越来越强。而势的稳定增长达
到某种临界值，系统就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
岔，从而衍生出各种创新与风险; 同时系统将依托
“对称性”原理产生最大的信息量、营造最大的信
息势，并导致 “成群”现象逐步显现。这种 “成群
现象”会根据市场需求、地理区域、科技水平、政
策导引等多种因素，不断进行深化与演进，并最终
形成网络新兴产业园区聚集特点。在网络新兴产业
园区集聚过程中，恒等元就是创新思维，结合律是
虚拟网络空间，通过园区内各类信息要素的深度融
合，使所有企业资源都围绕创新目标而集聚起来，
其中包括: 企业文化愿景、创新创业精神、企业家
素质，等等，这些构成了园区企业相互交流、协同、
协同的基础。在信息人社会环境下，网络新兴产业
集群符合这种园区聚集模式，形成了更为强大的
“知识势”、“创造势”与 “创新势”，形成多层次、
立体化、虚拟化的集聚群域，并产生强大的区域产
业辐射效应，其产业集聚演进路径为: 数字化→网
络化→电子商务 ( 电子政务) →移动商务→云智
慧，并向更高阶段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不同梯度的
网络新兴产业集群的“园区聚集带” ( 如图 2) 。

图 2 网络新兴产业聚集路径模型

根据发展演进阶段与区域划分，我国网络新兴
产业园区聚集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1 ) 数字产业
集聚带。数字内容产业包括网络内容产业 ( ICP) 、
综合信息内容产业 ( CISS ) 、创 意 产 业 ( CI ) 等，
是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高度融合的产业形态，涵盖
互动娱乐、影视动漫、立体影像、数字学习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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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网络服务、内容软件，等等，能够为三
网融合、云计算、无线网络等新兴技术和产业提供
内容支撑，例如: 北京通州数字音乐产业集聚区、
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市数字媒体产业园，
等等。( 2) 网络基础支撑产业集聚带。网络化发展
离不开计算机、软件、通信传输、网络安全、多网
融合等基础支撑产业，这些技术提供了应用通信系
统、安全管理机制与支付结算系统，目前已经形成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集聚发展态势，例如: 深圳高新
技术产业园拥有华为、中兴、联想、长城等龙头企
业。( 3) 电子商务 ( 电子政务) 产业集聚带。电子
商务产业包括: 门户网站、电子商务平台、网上零
售、网络金融、Web2. 0 应用，等等。我国已经形成
以北京朝阳区 CBD 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杭州西湖
区电子商务产业园、广州黄浦区状元谷电子商务产
业示范基地、上海浦东新区电子商务创新港等为典
型代表的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带。 ( 4 ) 移动商务产业
集聚带。移 动 商 务 是 指 通 过 无 线 通 信 网 络 ( 3G、
4G) 来进行网上商务活动的新型业态模式，其产业
类型包括: APP 产业、移动营销、移动购物、移动
娱乐、ＲSS 订阅，等等。我国移动商务产业正处于
创新发展阶段，目前已经打造了众多的产业园区，
例如: 广州海珠移动电子商务创业园、宁波 4G 移动
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等。 ( 5 ) 云智慧产业集聚带。云
智慧 产 业 由 多 层 体 系 构 成: 首 先 是 基 础 设 施 层
( IaaS) ，提供计算、存储、服务器、宽带等云基础
设施服务; 其次是系统平台层 ( PaaS) ，是为云系统
开发提供接口和软件运行环境的服务层，提供云计
算系统管理、系统集成、资源分配及第三方应用功
能集成的强大功能; 最顶层是各种应用软件功能模
块 ( SaaS) ，能够提供在线的软件服务，包括管理信
息系统 ( MIS) 、客户关系管理 ( CＲM) 、供应链管
理 ( SCM) 、网上办公 ( OA) 等各类功能模块，等
等。2011 年 9 月，中国云产业园在北京亦庄启动;
2012 年 7 月，杭州西湖区云计算产业园开工; 2013
年 4 月，中科云智慧 ( 宿州) 产业园成立，我国云
智慧相关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网络新兴产业集聚路径充分利
用了“信息势”的成群机制，采用 “科技孵化 + 风
险资本 + 园区集聚”等创新模式，通过将一大批中
小网络科技公司集聚于一块相对集中的区块，并给
予政策、资源、人才、孵化等方面配套服务，从而
形成强大的区域领先优势。从本质来看，园区集聚

的根本机制就是利用网络对称性要素形成群，从而
能够产生最大的创新信息量、营造最大的创新信息
势。因此，利用园区聚集发展模式，我国网络新兴
产业将能够不断产生巨大的创新信息量，从而成为
营造强大的网络经济信息势的优势产业。

4 结论

我国网络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集聚趋势日
益显现，基于势科学理论的 “成群机制”具有重大
的借鉴指导意义。在势科学理论指引下，我们还需
要做好以下几点: ( 1) 深化推进改革开放与制度创
新，从而营造制度财富信息势，提升区域环境吸引
力; ( 2) 优化政府、行业、组织结构与行为，提升
管理信息势，强化区域产业管理力; ( 3 ) 加强科
研、专利与科技投入，凝聚企业与产业创新势，提
高区域创新力; ( 4 ) 加强人才培育、引进与集聚，
促进风险投资发展，营造智力与货币信息势，提升
区域资本力; ( 5) 大力促进孵化基地、创业园区软
硬件建设，提升区域转化力。只有通过运用势科学
“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势增运行机制，
打造园区集聚发展模式，合理规划数字化、网络化、
电子商务、移动商务及云智慧等不同产业的集聚发
展区域，才能促进我国网络新兴产业健康快速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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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势科学的
企业竞争优势测度方法创新

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维持良好经营业

绩的基础，它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对企业竞争优势进行测度，有利

于企业识别出优势与劣势，从而采取针对

性措施。而目前关于竞争优势的测度，主要

是找出衡量竞争优势的指标，并对这些指

标进行专家评估打分，最后综合求和，根据

总分判断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弱，这种评价

方法忽视了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具有很

大的片面性。利用势科学理论求出企业竞

争优势的“复势”，并利用张量求解法对其

进行测度，不仅可以从方向和大小两个方

面表述企业竞争优势，而且充分考虑了各

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具有很强的

科学性。

企业竞争优势来源因素分析

人们主要是从外生和内生两个方面

来分析企业竞争优势形成原因。外生论

认为企业所处的产业结构决定企业的业

绩，外生论的典型代表迈克尔·波特认

为，产业选择（即企业进入一个非常有吸

引力的产业）和竞争地位（即企业在一个

产业内拥有有利的竞争地位）共同决定

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外生论相反，内生

■ 丁月华  刘翠荣  教授（太原科技大学   太原   030024）

▲ 基金项目：山西省软科学项目“山西省重型机械装备制造业发展实

证分析与战略研究”（2013041027-03）

◆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论则认为，企业内部条件决定了竞争优

势的形成，典型的内生论有资源基础观、

能力基础观、制度基础观等，这些理论分

别认为企业的异质性资源、核心能力、制

度等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产业环境、异质

性资源、核心能力和制度规范涵盖了企

业的生产属性和规制属性，构成了影响

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因素。这四个基础

要素的相互作用和有机结合共同决定了

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弱，它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使企业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度有序

向高度有序演化，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竞

争优势形成后，又会促进企业竞争地位

的提高、独特资源和核心能力的形成和

制度的规范科学，使企业的竞争优势进

一步增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推动竞争

优势螺旋式上升。

企业竞争优势内涵的势科学

解释

“势”这个字的运用几乎涉及各个领

域，比如，成语中有“倚财仗势”、“势不

可挡”、“势如破竹”等；《孙子兵法》中

有“自然形势”和“内在气势”二

种战争局势；数学有集合势、势函

数的概念；物理学中有引力势、重

力势、电动势的概念。学者李德昌

（2011）基于对这些领域“势”的

认识，提出了势科学理论，用来研

究势的普适性概念、形成和运行

规律。他认为：势=差别÷距离=

差别×联系，其中，“距离=1/ 联

系”，“距离”是自然科学中的概

念，“联系”是社会科学中的概念，

这就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

起来。

在势科学视角下，世界万物都有自己

的素质。机器有机器的素质，人有人的素

质。同样，企业有企业的素质。企业素质

是指构成企业要素（如产品、人员、技术、

工艺、管理、营销等）的质量及其相互结

合的本质特征，即企业要素的有序程度。

而企业竞争优势是指与竞争对手相比，企

业在生产要素上更胜一筹的素质和能力。

企业素质有高有低，企业在各个方面表现

出较高的素质就是企业竞争优势，也就是

企业素质的有序。按照势科学理论，有序

等同于数学上的导数，因而企业竞争优势

可以用企业素质的一阶导数、要素的二阶

导数来表达，其数值大小为：企业要素之

间的差别×联系。所以，企业要素之间的

差别和联系二者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竞

争优势的强弱。当构成企业的各个要素之

间形成对称性结构（即差别最大，联系最

紧）时，企业竞争优势达到最强，增强企

业竞争优势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推动企业要

素的对称性。

企业竞争优势的共轭空间测度

在势科学理论中，“显势”和“潜势”构

成信息人素质的对称性结构，“货币信息、

权力信息、知识信息”是显化的、可测的，

被称为“显势”；“情感信息、艺术信息、虚

拟抽象信息”是默化的、难以测度的，被称

为“潜势”。“显势”和“潜势”的有机结合

提高了信息人的素质。“显势”和“潜势”相

当于高隆昌和李伟提出的“管理二象对偶”

理论中所说的“实象”和“虚象”，管理就

是组织通过“虚、实”对偶机制来实现的一

个特殊的、高级的自组织过程。就企业而

言，正是由于“显势”和“潜势”的对偶互

动作用促使企业素质的提高，从而增强了

企业的竞争优势。

产生企业竞争优势的产业环境包括

图 1  企业竞争优势势场图

内容摘要：企业竞争优势的大小，关系

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竞

争优势进行测度，企业能识别出优势

和劣势。本文利用势科学理论，把企业

竞争优势的来源因素分为显势和潜势，

显势和潜势的耦合作用形成“复势”，

并利用张量求解法对其进行测度，不

仅可以从方向和大小两个方面表述企

业竞争优势，而且充分考虑了各个因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企业竞争优势   势科学   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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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盈利性和产业地位，产业盈利性

从各种统计年鉴中可以查阅，产业地位

可以用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五种力量模

型测量，即现有竞争者的竞争程度、潜在

进入者的威胁程度、替代品的威胁程度、

供应商的威胁程度、销售商的威胁程度，

因而产业环境属于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

“显势”。企业拥有的资源分为有形资源

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是指可得见、摸得

着、能用货币直接计量的资源，主要包括

物质资源和财务资源，一般体现在会计

报表中，因而属于“显势”；无形资源是

指企业长期积累的、没有实物形态、往往

无法用货币精确测量的隐性因素，主要

包括技巧、关系、文化、声誉、品牌等，

显然属于“潜势”。核心能力是企业在长

期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知识积累和特殊技

能与相关资源组合成的一个综合体系，

具有独特性、难以模仿性等特点，属于

“潜势”。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

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组织结构、产权结

构、规章制度、企业章程等，属于“显势”；

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企业文化、价值观、

行为习惯等，是根植于全体成员内心深

处共同认可、约定成俗的行为准则，属于

“潜势”。可见，产业环境、有形资源、正

式制度属于“显势”；核心能力、无形资

源、非正式制度属于“潜势”。“显势”和

“潜势”综合起来构成“复势”，并可用势

场图表示，如图1 所示。

复势的测度必须在共轭复空间中进

行，即：

     （1）

式中，│P│为“复势”，意思是组织

或个人的“显势”和“潜势”由于耦合作用

而产生的总信息势。X 为“显势”，表示企

业外显化的能力和素质，是看得见、摸得

着、测得出的，由“产业环境、有形资源、

正式制度”三维分量组成。±iQ为“潜势”，

表达企业潜在的能力和素质，是看不见、摸

不着、测不出的，由“核心能力、无形资源、

非正式制度” 三维分量组成。

由式（1）可知，企业的“显势”和“潜

势”是一组对称关系，同时，由于+iQ和-

iQ 是对称的，因而“潜势”也必须是对称

的，这时，“复势”│P│最大，满足了复

势共轭的基本特征。企业的“复势”越大，

营造的素质越强，竞争优势就越明显。

因此，构建企业竞争优势就是要用对

称性方法创造“显势”和“潜势”。首先要

促使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外部环境能力的对

称性，一方面要在提升内部能力上下功夫，

创造别人难以模仿的核心能力；另一方面

要提升外部环境适应能力；其次，要促使

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对称性，一方面要

提升有形资源的质量，另一方面要注意积

累隐性知识、建立良好的声誉、提高品牌

价值等；再次，要促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的对称性，一方面要制定严格的规章

制度，来约束员工行为，另一方面要培育

优秀的企业文化，利用软约束弥补正式制

度的不足。同时，各要素的组成部分之间

也要坚持对称性原则，比如：构建的企业

文化既有严格的纪律，又有足够的自由；既

有严肃的行动，又有浪漫的氛围等；企业

中成员的个性既有擅长刻苦钻研的，又有

擅长灵活变通的；既有精明的决策者，又

有踏实的执行者；既有机敏的反馈者，又

有冷静的建议者等。

企业竞争优势张量求解方法

企业竞争优势具有大小和方向的综合

特征，即具有矢量特征。首先企业竞争优

势来源因素有大有小，所处的产业环境有

好有坏，资源的质量有高有低，能力有大

有小，制度有强有弱。同时，构成企业竞

争优势的因素具有明显的方向性，构成企

业核心能力因素的管理者洞察力、预测力

等具有明显的方向性；构成非正式制度

的企业文化具有导向作用；战略选择中的

偏好、选择也难以排除方向性等。因此，

对竞争优势的测度应从大小和方向两个维

度进行。

张量求解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测度提供

一种有效的方法。只有张量才能够完整地

描述既具有量性（大小），又具有向性（方

向），还具有对称性的事物或问题。如果企

业竞争优势的三维显势“产业环境、有形

资源、正式制度”用X
i
(i=1，2，3)来表示，

三维潜势 “核心能力、无形资源、非正式

制度”用iQ
j
(j=1，2，3)来表示。企业竞争

优势的六维一阶势通过复合作用，组合成

九维复合变量，包含了企业竞争优势中两

两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公式可用

张量形式表示出来：

                                                             （2）

由此，企业竞争优势由十五维变量组

成，其大小等于六维基本变量+ 九维复合

变量，囊括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全部信息。公

式中主对角线上的分量表示三维“显势”和

三维“潜势”的正对称作用，即：

δ
11
=X

1
×iQ

1
表达产业环境与核心能

力的作用机制，管理学的意义是：环境变

化改变核心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核心

能力往往会成为核心刚性，因而核心能力

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态地调整；核心能

力使企业把握市场机会，适应环境变化，甚

至掌控环境。

δ
22
=X

2
×iQ

2
表达有形资源与无形资

源的作用机制，管理学的意义是：有形资

源是无形资源的载体和基础；无形资源可

以提升有形资源的价值。无形资源和有形

资源的耦合作用可以使得资源产生协同作

用，即“1+1>2”的效果。

δ
33
=X

3
×iQ

3
表达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的作用机制，管理学的意义是：正式

制度表现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保障正

式制度。一个缺乏了公平、正义的文化氛

围的企业，虽然制度制定健全，但是执行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流于形式，因

而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保障。

而“显势”和“潜势”的整体作用机制

是：显势靠潜势来驾驭，潜势靠显势来激

励。显势和潜势的互动作用形成“知识创

造的螺旋”，推动企业的发展和成长。

在（2）式中，其余的张量δ
ij
(i≠j)表

达的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各个要素，在

优势形成的过程中各种可能发生的相互作

用。因此，企业竞争优势的复杂性的全部

变量将囊括在一个简单的信息势的张量表

达中，即：

│P│=∑δ
ij
  i=1，2，3；j=1，2，3

这就为管理实践中对企业竞争优势的

测度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方法。    

企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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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势科学阐释

惠树鹏
( 兰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 从势科学视觉看，区域差距形成、扩大到追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般演进过程，实际

上是区域经济系统中自然区位成势、系统自我扩势和制度不断造势的过程。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

展实际，本文认为，制度逆向造势在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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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概念的逻辑定义可以用公式表达为: 势 = 差

别 ÷ 距离 = 差别 × 联系［1］。由于距离与联系互为

倒数，所以系统造势的基本原理是: 使系统元素之间

的差别最大联系最紧［2］。由此可知，只要系统中的

元素存在差别，他们之间就会按差别促进联系，联系

扩大差别的作用机制推动系统整体越来越快向前发

展。在区域经济发展系统中，区域差距的形成、扩大

和缩小的逻辑演进过程正是自然区位成势、系统自

我扩势和制度不断造势的过程。

1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自然

区位成势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部地区以冲积平原为主，

土壤肥沃，地势平坦，地处季风气候区，有雨热同期

气候资源，水土资源匹配较好。而西部地区多为山

地、丘陵和戈壁沙漠，地形地貌复杂，耕地资源不到

土地总面积的 10%，且西南缺土，西北缺水，绝大部

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山高水险、地域偏僻、土地贫

瘠、水贵如油，大多属于“老、少、边”地区，人文环境

差，文化教育严重滞后，农民综合素质低下，土地生

产力低下，农业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交通

通讯状况滞后，深居内陆腹地的地理区位，没有直接

的海洋运输条件，远离国际市场，使西部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和交流的难度加大［3］。区位条件即自然地

理环境的差别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初始

原因。正是这种差别形成了区域经济系统中的势，

东部地区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而处于高位势，西部

地区区位条件较差，处于低位势。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系统

扩势和制度造势

2． 1 系统扩势

区域经济系统中差距一旦形成，按照差别促进

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机制，势越来越大，推动力越

来越大，区域经济系统发展越来越快。一方面，由于

区域差距亦即位势差的存在，区域经济系统内部产

生了一种自强化机制，强者更强。东部地区由于具

有较大的势，由此产生了一种引力，劳动力、资金、技
术、等要素资源受要素收益差异吸引由西部地区向

东部地区流动，这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回波效应”。
从势科学视觉看，就是系统中要素差别越大，强者的

势越大，其联系力越强，即差别促进联系; 较强的联

系使得强者更强，它与其它要素的差别更大，即联系

扩大差别。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整体发展越

来越好，而区域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系

统自我扩势的结果。
2． 2 制度造势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的另一重

要原因就是制度造势。即国家对东西部的正式制度

差异和东西部非正式制度差异形成了制度势，最终

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正式制度造势。一是国家实施的区域非均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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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加快东部地区

发展，进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国家对东部地区在

市场准入、要素流通、企业政策等方面给予了不同层

次、不同等级的优惠政策和一系列发展的自主权，推

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西部地区在这种

战略执行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二是在投融资体

制改革中，资金来源渠道的比重变化也存在明显的

区域差异性。无沦是从上市公司数、集资额等绝对

值，还是从集资额占 GDP 比重反映的相对值，都呈

现出明显向东部地区倾斜的迹象。而西部地区政策

性资金依然占有较高的比重，资金的市场化配置程

度低，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部

门，对企业的直接投资比重很低，影响了西部经济的

发展。
非正式制度造势。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

束、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

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

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

理、意识形态等。它们与正式制度一起构成区域经

济系统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差

异也是东西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东部沿海地区由

于最早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和西方现代观念的影

响，伴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

经济要求的以货币关系为纽带的现代工业文明，具

有活跃性、开放性和现代气息，处于非正式制度强

势，有力地推动着东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的快

速发展。而传统文化深厚的西部地区受近代、当代

文明的冲击较少。其文化依然是以亲情、血缘关系

为纽带传统农耕文明，具有封闭性、独立性、凝固性

等特点，对各种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粘性，不适应市

场经济的要求。在商品经济的意识上，由于东部地

区先行一步，在开放意识、创业精神等方面与市场经

济发展相适应，敢于抓住时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外国投资，快速步入市场经济的

轨道，经济增长比较迅速。而西部地区由于僵化、封
闭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

体制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不能形成良好

的招商引资的软、硬环境。
2． 3 系统扩势和制度造势的函数解释

设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函数为，其中表示系统

中元素经济发展联系因子，表示制度联系因子，则我

国区域经济发展效应表示为: ，其中表示系统自我扩

势的发展效应函数，表示政府制度造势的发展效应

函数。按照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机制，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表征函数为: ，可见在系统自我扩

势和制度造势两种发展效应叠加下，我国经济发展

越来越快，同时区域经济差距却快速扩大。

3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制度逆向造

势

尽管地区差距是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曾有

过的共同现象，但我国东西部地区差距已经超过了

合理的界限，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东西差距

还将会继续扩大，但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出现

“马太效应”，必将对本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因此，缩小东西差距，实现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成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

的主旋律。
我国区域经济系统中的东西差距依靠系统自身

是无法缩小的，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按照系统

自我扩势的机制，东西部差距会继续扩大。东部地

区的势越强，其联系能力越强，导致东西部经济发展

梯度进一步扩大。对此国家实施了持续的非均衡发

展战略，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央明确提出“六个更加注重”
的要求，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进一步加大

对西部地区特殊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体现项目倾

斜。这一系列支持政策旨在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步

伐，缩小区域差距。这是又一轮的制度造势，在东西

部之间形成制度差别。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

处于制度强势，其联系能力增强，在制度优势作用下

其发展速度加快，才有可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如果将增强系统中位势大的元素的造势称为正

向造势，将增强系统中位势小的元素的造势成为逆

向造势，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逻辑机制可用如

下函数表示:

f( x，y，y’) = f( x) × f( y)
f( y’)

，其中 f( y’) 表示政

府逆向制度造势的发展效应函数。而制度逆向造势

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表征函数为 ( x，y，y’) =
［f( x) ］× ［f( y) ］

［f( y’) ］
，可见只有逆向制度造势才有

可能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4 结论及延伸

区域发展差距是区域经济系统运行的常态，零

差距的匀质区域只是理想化的模型，有差别就会有

差别的扩大。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形成于自然区位条

件，扩大于系统扩势和制度造势，最终亦将缩小于制
—59—



度逆向造势（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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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势科学阐释 

按照系统扩势和制度造势原理，当 

小[ /(/)] < c^lfix)] X糾/(y)]�区域经济差距继 

续扩大，但扩大的速度延缓；当办[/(7’）]= 

c/> [fix) ] Xc/,[/(j)]，区域经济差距保持在一定水 

平；当小[/(>•’）] ></>[/(幻]xcK/(y)]�区域经济 

差距开始缩小。但由于西部地区的极端弱势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诸多障碍，在西部制度逆向造势的发展 

效应是有限的。加之系统不断地扩势，就目前而言， 

制度逆向造势只能延缓东西差距扩大的速度，而缩 

小东西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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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循环再利用 简单处理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可可可 刁
、、、

拾拾门门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害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区区区 荒荒
可可可可 峨厨垃级

、

食食食 垃垃垃 体沮计
、

废电电电 收收收 废纸
、

包装盒盒盒 垃垃垃 者者
回回回回 钧残喳

、

瓜皮皮皮 圾圾圾 他
、

废灯管
、、、

垃垃垃 袋
、

废塑塑塑 圾圾圾 及及
收收收收 果壳

、

烟头
、、、、、

荧光棒
、

有毒毒毒 圾圾圾 料
、

废玻瑞
、、、

箱箱箱
、、

垃垃垃垃 砖瓦阳瓷
、

清清清清清 医疗垃级等等等等等 废金属和度织织织织织 贩贩
圾圾圾圾 土

、

卫生废纸纸纸纸纸纸纸纸纸 物物物物物物

居居动喻留涛愁蹂线幼 惹毋庚叙旨旨

垃垃圾处理厂厂

不不可回收垃圾圾

图 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系统流程

一般不会进行垃圾分类就直接打包送到小 区的垃圾桶或者

垃圾房
,

再由拾荒者进行第二次分类
,

然后 由城建局的环卫

部门将这些暂时存放在小区的生活垃圾进行清运处理
。

目前

环卫部门的垃圾收集车主要采用上门回收
、

路边收集两种方

式回收
。

环卫部门会将收集好的垃圾直接送到垃圾填埋场做

填埋处理
,

或者送到垃圾中转站进行压缩减量 的初步处理
,

再送到垃圾填埋场做最终的处理
。

垃圾中转站分类
、

压缩处理

由环卫部门将社区内收集来的垃圾统一送到垃圾中转

站
,

进行压缩减量处理
。

辽宁省的各地级市纷纷设立了许多

固定式和可移动式垃圾中转站
,

垃圾中转站并不是简单堆放

垃圾的
“

仓库
” ,

而是垃圾被集中到此
,

经过专业设备实现压

缩
。

沈阳市已在居民小 区
、

重点街区等地
,

每隔 米范围设

立一个可移动的垃圾中转站
,

对所有的垃圾进行现场压缩处

理
,

配备密闭式垃圾清运车
,

实现垃圾收集清运过程的全封

闭
、

无污染
、

不落地
。

垃圾最终处理系统

城市生活垃圾经过垃圾中转站进行集中压缩处理
,

最后

送到垃圾处理中心
,

然后几乎全部进行卫生填埋
。

在沈阳
、

大

连
、

营 口
、

阜新
、

辽阳
、

鞍山等地先后建立起若干生活垃圾填

埋场
。 “

二五
”

期间
,

沈阳市还将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

目
,

计划建设两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建设两座餐厨废弃

物处理场 大连市生态治理 个生活垃圾处理场
,

并规划新

建 个垃圾处理场
。

现有的沈阳老虎冲等垃圾场能够实现利

用垃圾产生的沼气并网发电
,

同时利 用发酵沼渣所富含的有

机质
、

腐殖酸类物质等成分
,

通过脱水干化及合理辅料添加

等的营养混配工艺
,

生产出农民所需要的有机肥
。

二
、

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系统存在 的

问题

一 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普及少
,

居民缺乏指导

目前
,

辽宁省对垃圾处理和垃圾如何正确分类方面的知

识宣传较少
,

甚至个别城市并没有做过任何的相关宣传教育

工作
。

居民的环保意识差
,

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了解少
,

所

以不能自觉将垃圾分类
。

另一方面
,

即使有些居民有将垃圾

分类的想法
,

却不知道按照哪些规则和要求对生活垃圾进分

类
,

最终只好放弃分类
。

习 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成本过高

当前辽宁省回收垃圾的运行成本相当可观
。

目前用于垃

圾分类的可降解垃圾袋每只 元
,

如果每户每天用 只
,

成本 元
。

分类垃圾桶每只 元
,

每户两只计 元
,

如

何全省将垃圾分类工作全部开展起来需要投资上亿元
。

如果

不能产生循环经济效应
,

那么这样的高成本投入是很难被大

家所接受的
。

曰 垃圾回收方式不规范
,

不具有表率性和影响力

在辽宁省
,

除了个别试点单位以外
,

生活垃圾从产生地



以及 区域经济市场供需情况
,

将各种相关教育资源进行整合

与优化
,

相互协作
、

取长补短
,

使其成为具有规模化
、

个性化

和集成化的教育产品
,

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教育资源

开发
,

最终提升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
,

成为服务区域经济的

助推器
。

现代教育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纯粹传授知识的问题
,

而

是一个有关人的成长
、

组织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整体性发展

问题
。

当今社会是教育社会
,

谁掌握了教育
,

谁就掌握了主动

权
。

势科学理论认为
, “

有效的教育势是指经过融会贯通
、

整

合优化以后具有 内在联系的教育势
。 ”

有效教育势越大
,

教

育势就越大
,

学生学习热情就越大
,

学习效率就越高
,

学生成

材率就越高
。

将势科学理论引用到增城市高职院校教育资源

配置与共享领域
,

就是研究增城市各高职院校的教育资源教

育的相互作用
,

从根本上找出有效的教育势
,

发现教育资源

与管理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

打破专业
、

学科和学校的界限
,

融

合集成
,

优化重组
,

通过资源共享与整合形成合作互动
、

优势

互补
、

互利共赢
,

提高办学效率
,

在保证质量
、

形成教育特色

的同时极大限度地降低教育成本
,

并且从根本上培养出新

型
、

通用型和创新型人才
,

以更好地为 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

做出贡献
。

增城市教育群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

各高校地理位置邻

近
,

在增城一体化建设进程中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是

重要部分
,

并且增城市发展规划年中明确将高职教育产业列

为其重点发展产业
,

所以势科学理论是增城教育资源整合持

续稳定发展的保障
。

四
、

增城市高职教育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

一 各校具体办学情况存在差异

教育群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共享是以该群内教育资源的

发展为基础的
。

增城 目前的高职教育办学以民间投资为主

角
。

由于没有政府拨款
、

缺乏财政资金扶持
,

私立院校对投资

办学方面更注重投资回报
,

在资源投资方面更加慎重
,

造成

教育群内各院校资源参差不齐
。

习 教育群资源教育共享意识缺乏

当初政府集中建立各私立院校并令其地理位置毗邻的

初衷之一就是为了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

虽然不少增城市私立

高职院校因是与广东省著名大学有紧密的教学合作而形成

自身一定的教育教学特色的
,

但在现实中
,

由于利益驱使
,

更

受经费相对不足等因素影响
,

各高校较多地考虑本校利益
,

各自为战
,

教育资源共享与整合意识不强
,

对教育资源共享

缺乏热情
,

不愿分享本校有价值的优势资源
,

害怕在资源共

享中失去优势与竞争力
。

当今社会
,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使世界经济发展

越来越快
、

越来越复杂
。

势科学认为
,

具有知识的人解决复杂

问题的战略就是用知识
,

因为知识是抽象的
,

知识越多就能

将复杂系统中越多的
、

差别越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营造信息强

势
,

当由知识营造的信息势超过面对的复杂问题的信息势

时
,

复杂问题就迎刃而解
。

但是
,

任何一家企业都越来越明 白

自身的知识资源总是有限的
,

仅仅依靠自身的知识资源难以

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发展出企业

所需的竞争能力
。

所以
,

在企业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

资源共享与整合寻求帮助
,

例如阿里巴巴集团与海尔集团建

立战略合作 在教育界
,

美国两所私立学校圣班奈迪克学院

和圣约翰大学 如 〔 咏 建立合作
,

实现资

源共享
、

优势互补以及互通有无
。

通过资源共享
,

两所私立学

校不仅缓解化解自身的资源与发展危机
,

而且可以提高优质

教育资源的利用率
,

产生协同效应优势
,

在推动优质教育资

源的均衡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 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
,

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立足之地孔

目 领导不重视
,

缺乏统一协调各院校资源共享与整合

的机构
、

平台
、

政策

教育资源的共享与整合需要跨学校
、

多单位范围协调与

集中
,

整合一系列资源和通用过程
,

置于统一的框架之下
,

以

提供快速和准确的保障
。

要想顺利实现这一 目标
,

仅依赖各

院校自身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

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

帮

助与出面协调
。

正确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是促进教育教育

资源共享的有力保障武器
。

地方政府要承担更多责任
,

充分

发挥宏观调控能力
,

协助各院校建立一个专门的平台与机构

进行协调管理
,

以及颁布一套完善的教育资源共享制度与政

策
。

但是
,

由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与不少院校领导重视不够
,

缺乏必要的行政参与
,

没有出台一系列具体有效的调控政策

和措施
,

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
。

回 教育资源配套不合理的制约

教育资源有硬件和软件资源之分
。

硬件资源主要包括教

学楼
、

学术交流中心
、

图书馆
、

体育场馆
、

网络教育
、

实验等教

学设施器材 软件资源主要是指生源
、

师资力量
、

专业
、

课程

和教学管理等
。

只有硬软件资源协调发展
、

相互促进
,

才能显

著地提高教育质量
。

由于增城市各高校的投资主要来自民间
,

校内的硬软件

资源的配置往往只注重自身的需求和优势的发展
,

按照各自

原有的思路进行管理
,

而忽视了增城市高职教育群内整体教

育功能的挖掘与提升
,

这样就造成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不合

理
。

而且
,

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
,

各院校形成了 自己的资源优

势项目
,

在这些优势项目上的硬软件资源配备也比较先进
,

但

其他项目的资源配备就显得不足
。

笔者了解到
,

在增城市
,

民

办高职院校专业主要集中在包括机电类
、

计算机类
、

外语外

贸类
、

经济管理类的传统文科和几个在增城市应用性较强的

学科领域
,

这样各院校的优势资源较集中与重复建设
。

然而
,

根据势科学理论
,

优势资源差别越小
,

联系越松散
,

形成的教

育信息势越小
,

教育能力就越弱
。

并且
,

没有一定数量的优质

资源的供给
,

教育群整体难以实现长期有效的优势互补
,

制

约着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的发展
。

五
、

增城市各高职院校教育资源共享与整合模

式构建的基本设想

一 建立教育资源共享体系的目标

教育资源共享体系是指增城高职院校教育群内各个高

校的教育资源共建
、

共享
、

整合与协同管理的体系
,

指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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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距离越小,跨国并购后绩效改善越明显,规范性制度距离增加降低跨国并购后的企业绩效,而管制性制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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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ransnation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Listing Corporation

LI Qiang
(School of Finance Economics,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Bengbu 233000)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merger and acquistion(M&A) between
transnational M&A contries from the angle of system. Result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smaller
insti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 country, the performance more obvious after transnational M&A. The
increases of normativ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reduce transnation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contro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ransnation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depends on M&A life and M&A national quality.
Key words:institutional distance; transnation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1　 引言

在对外投资中,跨国并购是各国常用的一种方式,从
世界范围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中的 76% 是通过跨国并购

实现的。 我国的跨国并购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10
年我国跨国并购交易额就已经达到了 620 亿美元,比 2003
年增长了五倍。 但是《2012 年大中华海外并购焦点报告》
对 69 个并购参与企业的调研结果表明,只有不到 20% 的

企业认为它们的并购是非常成功的,多达 44% 的企业表

示并购不是很成功。 对于中国跨国并购失败的原因,国内

外的很多研究都认为并购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是重要的影

响之一。 基于此,考察制度差异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

的关系,以试图得到制度距离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

的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
Yiu 研究欧洲跨国并购中的制度影响,认为低劣的制

度质量会增加并购后的运营成本,降低并购绩效 [1] ;Rui
和 Yip 的研究认为中国特有的所有权结构,能够弥补中国

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 [2] ;然而 Chen 和 Young 利用我国

2008 ~ 2009 年间 39 个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数据进行了实

证分析,认为中国特有的所有权结构反而降低了跨国并购

的绩效 [3] ;阎大颖实证研究了东道国的制度约束影响我

国跨国并购绩效的机制,认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与

东道国的管制性制度约束成反比 [4] ;后锐等采用啤酒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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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的跨国公司数据,认为我国的制度与母国差异越

大,母国企业失败的概率越高 [5] ;谢洪明等利用对卧龙和

均胜近两年的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东道国规

范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并购绩效的改善 [6] 。
2　 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并购的机制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下,伴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深化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改变,我国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始了“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速度不断

提升,地理距离增长带来高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不断增长

的风险。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相对陌

生,制度差异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时对不确定性和风险

的认知,从而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的当期和未来的并购绩

效。 因此,有必要理清以制度距离考察制度差异时,不同

的制度距离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传导机制。
由于我国特有的发展历史和经济发展过程,影响我国

企业跨国并购的因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另外在

跨国并购经验上我国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很大的差

距,例如我国企业面临的政策管制相对严厉,像新企业准

入许可证制度、资本扩张的管制、税收制度以及外资比例

的限制等,这可能会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 随着

我国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的企业跨国并购相关制

度变得越来越宽松,但是与发达国家采取的渐进式国际化

进程不同,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采取的是快速化的进程。
因此,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具有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传导机制。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选择并购区位时,会权衡并购地点

的风险与利润。 并购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会

影响跨国并购企业的区位决策和并购后的绩效,一方面两

国之间制度距离增加会导致并购风险的增加,但同时制度

距离的增加也会带来经营收益的增长 [7] 。 我国企业在进

行跨国并购时,由于缺少相关的国外运作和经营的经验,
容易在并购过程中受到外来者劣势的影响而遭受损失,所
谓“外来者劣势”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产生的,而东

道国的企业不会产生额外生产支出 [8] 。 外来者劣势对跨

国并购企业来说是绝对竞争劣势,可以从两个地方体现出

来:一是地理距离,导致跨国并购企业运输协调成本的增

加;另一个是制度距离,由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在制度方

面的差异而产生成本的增加。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理

距离对跨国并购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制度距离却逐渐成为

主要的影响要素。 我国作为经济转型的国家,具有与其他

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例如政府在

企业中持股是比较常见的,另外我国特有的文化价值观,
像关系、平均分配、和谐等与西方具有不同的认识,这就使

得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较大的制度距离,使并购后的

整合变得困难,降低并购后的绩效。 相反,在与我国具有

相似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差异小,我国特有的制度下

产生的独特经验能够带来外来者优势,进而提高企业跨国

并购后的绩效。

制度差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管制性制度差距;一
类是规范性制度距离差距。 同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文化、经济制度以及思

维方式上体现出管制性制度差距。 并购国家间的管制性

制度差距会加大并购后的成本,例如监督成本以及解决冲

突的成本等,同时也会带来并购后信息共享成本和战略资

源转移成本等的增长,使跨国并购时存在一定的外来者劣

势。 因此,管制性制度差距的增加使跨国并购后公司的掌

控难度升高,降低了企业并购后的运营绩效。
除了法律和经济等管制性制度差距之外,规范性制度

上的差距同样也会产生外来者劣势,是我国跨国并购绩效

的主要制度影响因素之一。 作为跨国并购的决策者,除了

要考虑管制性制度差距导致的跨国并购失败之外,规范性

制度距离同样会对并购后的整合效果产生影响,进而会影

响跨国并购绩效。 我国大部分失败的跨国并购案例显示:
并购后我国的企业能否整合对方企业,受到公司治理体

系、文化和结构差异的影响。 我国跨国并购中存在的规范

性制度距离的增加,带来了并购后企业员工行为以及工作

理念等整合成本的增加,从而使得并购后的绩效降低。
综上所述,可得得到如下理论命题:
命题一:我国与被并购国家的制度距离越小,跨国并

购后绩效改善越明显。
命题二:我国与被并购国家的规范性制度距离增加,

降低跨国并购后的企业绩效。
命题三:我国与被并购国家的管制性制度距离增加,

有利于跨国并购绩效的提高。
3　 研究方法与实证分析

3． 1　 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3． 1． 1　 制度距离(D)
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国家治理指数来测度制度距

离变量,制度距离(D)以该指标为基础,通过我国的国家

治理指数与并购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国家治理指数差值

来计算。 要分别度量规范性和管制性制度质量,以此来确

定这两种制度距离。 管制性制度距离(RD)和规范性制度

距离(ND),通过我国与并购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这两种

制度质量差值来计算。
3． 1． 2　 绩效指标

大多数文献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度量采用的是跨国并

购前后双方股票价值的变化,但是用股票价格去衡量跨国

并购绩效可能会出现偏差。 基于此,本文拟用企业财务指

标来反映跨国并购的绩效。 选取两个财务指标来度量跨

国并购绩效,一是用来体现企业资产整体运营效率的指

标:总资产收益率(ROA),用企业的税前利润除以平均资

产总额来计算;二是用来体现企业股东权益资本收益情况

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用企业的税前利润除以平

均权益资本总额来计算。
3． 1． 3　 控制变量

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除了制度距离之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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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身的属性以及国家宏观层面的因素都会影响企业跨

国并购的绩效。 本文选取企业价值倍数、流动比率和资产

周转率三个反映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 具体来说,企业价

值倍数(EVM)变量反映资金增值的企业成长能力,按照

通常的计算方法,用企业价值除以企业息税折旧前盈利的

百分数获得。 流动比率(CR)变量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和

财务状况,按照财务的计算方法,流动比率等于流动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 资产周转率(AT)变量反映企业投入资产

的产出速度,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用销售收入净额除以

资产总额平均余额的百分数获得。 除了微观影响因素之

外,在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地理距离变量,选择

并购目标国家所处的大洲进行度量,设置虚拟变量测度地

理距离(DIS),具体来说我国并购企业中处于亚洲的为 0,
华人相对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为 1,例如港澳台和新加坡

等,亚洲剩余国家为 2,世界其他国家为 3。
3． 1． 4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企业绩效变量数据来自《全球上市公司分

析库》(OSIRIS),数据库包含全球范围内 155 个国家共计

80000 多家各行业上市公司的详尽财务数据、评级、股票

收益预期、股价系列及上市公司重大新闻等信息。 本文选

取我国 2003 ~ 2012 年 438 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其中 218 家

公司在此期间发生了跨国并购,而剩余的 220 家没有发生

跨国并购。 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一部分来自《全球上市公

司分析库》;另一部分来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和国泰安

金融数据库。
3． 2　 实证分析方法

本文采取倍差法来研究跨国并购绩效的自然实验,得
出制度距离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变化。 根据倍

差法的估计方程设计方法,拟设定如下估计方程:
R it = β 0 + β 1du it + β 2dt it + β 3du it∗dt it + β 4 cons it + μ it

其中 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R 表示企业跨国并购绩

效增长率,du 和 dt 表示组别和时间虚拟变量,cons 表示控

制变量。
3． 3　 实证结果分析

3． 3． 1　 基本实证结果

通过倍差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分别

包含了以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作
为解释变量的情形,前两列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

果。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无论

是以总资产收益率还是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绩效变量,我国

企业的跨国并购都没有明显的绩效改善,即 β 3 的估计结

果都是不显著的。 从制度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来

看,制度距离(D)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就

不同的制度类型来看,管制性制度距离(RD)变量的估计

值为正数,从符号上来看与预期相同,但是不显著。 规范

性制度距离(ND)估计值为负值而且是非常显著的,说明

被并购国家与我国的规范性制度距离增加会降低跨国并

购的绩效。 主要是因为规范性制度距离越大,意味着我国

与当地社会的文化差异大,增加了跨国并购后企业整合和

外部关系网建立的成本。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

是变量估计值显著性改变,这说明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是有偏的。 通过估计结果可以看到:β 3 估计系数

的显著性发生了改变,变成显著的估计值。 这说明与没有

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相比,跨国并购能够明显地改善并购

后的企业绩效。 制度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变得显

著且为负数,这说明加入控制变量后,制度距离差距降低

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改善的提升作用是显著的。 不

同的制度类型与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相似,管制

性制度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值为正数不显著,规范性制

度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值为负值而且是非常显著的,说
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与两国间的总体制度距离和规

范性制度距离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作用。 因此,无论从总

体制度距离还是规范性制度距离来看,这些估计结果都验

证了命题一和命题二是正确的,但是管制性制度距离的估

计结果是不显著的,因此命题三没有被验证。
就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除了地理距离变量的估

计值不显著外,其他控制变量都是显著的。 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也能反映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即并

购企业的财务状况、成长能力和产出速度对企业跨国并购

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1　 基本回归结果

ROA 增长率 ROE 增长率 ROA 增长率 ROE 增长率

du 0． 063 0． 075 0． 054 0． 066 ∗

(0． 255) (0． 211) (0． 082) (0． 034)

dt - 0． 232 - 0． 450 - 0． 028 ∗ - 0． 023 ∗

(0． 370) (0． 134) (0． 015) (0． 012)

du × dt 0． 022 0． 023 0． 215 ∗∗ 0． 372 ∗∗

(0． 321) (0． 021) (0． 037) (0． 032)

D × du × dt - 0． 054 - 0． 061 - 0． 047 ∗∗ - 0． 039 ∗∗

(0． 269) (0． 158) (0． 022) (0． 016)

RD × du × dt 0． 037 0． 065 0． 124 0． 171
(0． 215) (0． 228) (0． 127) (0． 115)

ND × du × dt - 0． 051 ∗∗ - 0． 016 - 0． 187 ∗∗ - 0． 268 ∗∗

(0． 022) (0． 037) (0． 014) (0． 049)

EVM 0． 035 ∗ 0． 057 ∗∗

(0． 018) (0． 013)

AT 0． 013 ∗∗ 0． 026 ∗∗

(0． 007) (0． 011)

CR 0． 071 ∗∗ 0． 080 ∗∗

(0． 005) (0． 016)

DIS - 0． 030 - 0． 044
(0． 173) (0． 162)

　 　 注:由于制度距离(D)、管制性制度距离(RD)和规范性制度距

离(ND)变量不是本文要关注的估计值,所以考虑到篇幅问题没有在

表中列出。 括号内为估计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

著水平下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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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考虑并购年限的实证结果

通过对并购绩效进行动态化来分别估计,主要是由于

跨国并购后的绩效改变可能在当期并没有直接体现出来,

而是过几个时期之后才能够产生明显的绩效变化。 基于

此,本文以跨国并购后企业的绩效变量第一年到第五年的

变化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考虑并购年限的实证结果

ROA 增长率 ROE 增长率

并购后一年 并购后两年 并购后三年 并购后四年 并购后五年 并购后一年 并购后两年 并购后三年 并购后四年 并购后五年

du 0． 064 ∗∗ 0． 063 ∗∗ 0． 057 ∗∗ 0． 045 ∗∗ 0． 056 ∗∗ 0． 071 ∗∗ 0． 070 ∗∗ 0． 066 ∗∗ 0． 075 ∗∗ 0． 098 ∗∗

(0． 027) (0． 026) (0． 025) (0． 022) (0． 004) (0． 013) (0． 025) (0． 012) (0． 013) (0． 016)

dt - 0． 026 ∗∗ - 0． 029 ∗∗ - 0． 035 ∗∗ - 0． 041 ∗∗ - 0． 044 ∗∗ - 0． 031 ∗∗ - 0． 022 ∗∗ - 0． 032 ∗∗ - 0． 054 ∗∗ - 0． 072 ∗∗

(0． 013) (0． 015) (0． 012) (0． 013) (0． 012) (0． 010) (0． 012) (0． 014) (0． 014) (0． 006)

du × dt 0． 226 ∗∗ 0． 224 ∗∗ 0． 231 ∗∗ 0． 220 ∗∗ 0． 230 ∗∗ 0． 378 ∗∗ 0． 376 ∗∗ 0． 372 ∗∗ 0． 368 ∗∗ 0． 374 ∗∗

(0． 019) (0． 021) (0． 026) (0． 009) (0． 001) (0． 033) (0． 028) (0． 014) (0． 008) (0． 001)

D × du × dt - 0． 060 ∗∗ - 0． 065 ∗∗ - 0． 074 ∗∗ - 0． 091 ∗∗ - 0． 084 ∗∗ - 0． 141 ∗∗ - 0． 148 ∗∗ - 0． 150 ∗∗ - 0． 159 ∗∗ - 0． 165 ∗∗

(0． 029) (0． 031) (0． 034) (0． 015) (0． 007) (0． 053) (0． 070) (0． 031) (0． 005) (0． 003)

RD × du × dt 0． 119 0． 128 0． 126 ∗ 0． 139 ∗∗ 0． 147 ∗∗ 0． 127 0． 131 0． 130 ∗ 0． 134 ∗∗ 0． 138 ∗∗

(0． 118) (0． 079) (0． 068) (0． 044) (0． 025) (0． 175) (0． 120) (0． 070) (0． 043) (0． 021)

ND × du × dt - 0． 144 ∗∗ - 0． 146 ∗∗ - 0． 150 ∗∗ - 0． 154 ∗∗ - 0． 158 ∗∗ - 0． 160 ∗∗ - 0． 161 ∗∗ - 0． 164 ∗∗ - 0． 166 ∗∗ - 0． 163 ∗∗

(0． 022) (0． 021) (0． 015) (0． 008) (0． 007) (0． 006) (0． 005) (0． 004) (0． 002) (0． 001)

　 　 从估计结果来看:随着并购年限的变化制度距离变量

交互项估计值的显著性和大小都发生了改变。 制度距离

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一直都是显著的负值,对总资产收

益率绩效的影响先增加后减小第四年时最大,对净资产收

益率绩效的影响一直在增长。 从不同的制度类型来看;管
制性制度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值一直保持为正数,但是

前两年不显著,从第三年开始变得显著并且逐年增长;规
范性制度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值仍然为负值而且是非

常显著的,在该时间段内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规范性制度

距离影响相对稳定主要是由于规范性制度主要体现为社

会的道德、信仰以及价值观等,这些制度变化相对缓慢周

期长,在考察的时间段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相对

于管制性制度距离来说规范性制度距离的估计值会更稳

定。 相反管制性制度灵活性大,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并在

短期内产生调整效果,所以会出现估计结果显著性的改变

和估计值的不稳定。
3． 3． 3　 考虑制度距离方向性的实证结果

在前文的研究中没有考虑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目的地

的国家类型,没有就跨国并购目的地国家按照制度质量进

行分类。 为了体现与我国制度质量的方向性,即体现我国

跨国并购目的地与我国制度距离的方向,本文用 D s - h 表

示制度距离方向。 D s - h > 0 的国家为低于我国制度质量,
即并购地的制度质量较差;D s - h≤0 的国家为高于我国制

度质量,即并购地的制度质量较好。 利用变量 D s - h > 0 和

D s - h≤0 把被并购地国家分为了两类样本,对这两类样本

分别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被并购国家的制

度质量高于和低于我国的样本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制度距

离和规范性制度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都是显著的

负值,这个结果与前文的相同。 但是管制性制度距离变量

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取决于并购目的地国家的制度质量,当
并购地国家的制度质量较好,即 D s - h≤0 时,管制性制度

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为显著的正数,这说明并购目

的地国家的制度质量较高时,管制性制度距离的增加有利

于跨国并购绩效的改善,这验证了命题三的正确性。 但是

当并购地国家的制度质量较差,即 D s - h > 0 时,管制性制

度距离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并购

目的地国家的制度质量较差时,管制性制度距离的增加不

利于跨国并购绩效的改善,命题三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是

不正确的。
表 3　 考虑制度距离方向性的实证结果

ROA 增长率 ROE 增长率

D s - h≤0 D s - h > 0 D s - h≤0 D s - h > 0

du 0． 070 ∗∗ 0． 032 ∗∗ 0． 054 ∗∗ 0． 036 ∗∗

(0． 012) (0． 011) (0． 015) (0． 009)

dt - 0． 041 ∗∗ - 0． 014 ∗∗ - 0． 046 ∗∗ - 0． 019 ∗∗

(0． 014) (0． 012) (0． 009) (0． 013)

du × dt 0． 242 ∗∗ 0． 131 ∗∗ 0． 381 ∗∗ 0． 133 ∗∗

(0． 001) (0． 005) (0． 010) (0． 009)

D × du × dt - 0． 086 ∗∗ - 0． 010 ∗∗ - 0． 074 ∗∗ - 0． 012 ∗∗

(0． 026) (0． 000) (0． 013) (0． 001)

RD ÷ du × dt 0． 130 ∗∗ - 0． 049 ∗ 0． 138 ∗∗ - 0． 043 ∗∗

(0． 067) (0． 025) (0． 054) (0． 021)

ND × du × dt - 0． 152 ∗∗ - 0． 154 ∗∗ - 0． 159 ∗∗ - 0． 156 ∗∗

(0． 063) (0． 057) (0． 072) (0．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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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跨国并购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式,一直是

学者研究的对象,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后也表现出不同的并

购绩效,本文考察制度距离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

响。 首先提出了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机制,得出

了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三个理论命题;并利用倍

差法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

可以得到:我国与被并购国家的制度距离越小,跨国并购

后绩效改善越明显,规范性制度距离增加降低跨国并购后

的企业绩效,而管制性制度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

响取决于并购年限和并购国家的制度质量。
虽然管制性制度距离的增加有利于跨国并购绩效的

改善,但随着各个国家管制性制度的不断改善,我国企业

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利用被并购国家的制度缺陷提升跨国

并购的优势逐渐降低,因此我国企业要寻求企业管理的突

破,实施正规的管理模式。 被并购国家的规范性制度距离

与我国差距较大时,应寻求当地中介服务机构的咨询服务

或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期并且经济

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在进行跨国并购时要充分考虑到制度

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在跨国并购的前期阶段,要
利用独立的文化咨询机构进行评估,将评估中发现的问题

与并购后运作重组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及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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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加速中国企业国际化创新发展，以势科学理论创新性建立评价企业国际化发展能力的企业势模型。选

取华为公司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华为相对于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的差别和联系，计算出华为的企业势相对

得分为 64. 09 分，验证华为国际化发展能力远高于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 企业势中第一二层势得分高低情况也

与华为相应方面国际化发展能力高低较为一致。表明企业势模型有参考和应用价值，有利于企业管理层了解清

楚企业在国际化竞争中的发展能力和市场表现，加速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国际化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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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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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the paper innovatively establi-
shes a corporate power model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cience theory. Huawei company is chosen to support the em-
pirical research，and the paper calculates that Huawei＇corporate power is 64. 09 points relatively to Chinese general interna-
tional companies，which confirms that Huawei’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bility is much higher than Chinese general in-
ternational companies. The first，second level power scores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ir curr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bilities. The result reflects that the corporate power model has reference and applying value，which helps corporate leaders
precisely understand company＇s 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ccelerate innovation develop-
ment，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power science; corporate power model; Huawei

1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企业逐步跨出国门开
拓国际市场，参与到国际化竞争中。2001 年中国加
入 WTO 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提速。来自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2001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仅为
67 亿美元，而 2013 年已达到 902 亿美元。对于大多
数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但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发
展起步晚，没有高附加值产品，深受产业链两头夹
击导致生存空间狭窄，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Hitt 等［1］将企业国际化定义为 “企业跨越国界
进入不同市场和区域的行为”。Annavarjula 等［2］认为
可以从海外运营、海外资产拥有权、管理风格、战
略及结构的倾向来定义企业的国际化。快速国际化
的企业常见于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较高的研发

成本、可持续的创新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市场支撑［3］。
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借鉴、合作、引入专业人才等来
获取国际经营的经验［4］。周寅猛等［5］倡导新兴经济
体企业的国际化研究范式应从 “理论驱动”转变到
“问题驱动”，应该跳出西方原有理论框架，构建出
新的理论体系。

风险感知是企业从事国际化发展时采取的首要
步骤，在国际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应根据企业实力和
竞争特色，树立风险意识，选择正确的目标市场和
进入模式［6］。葛京等［7］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学习与实
践不断地扩充自身国际化相关知识，改善与发展企
业的知识存量，能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学术界对企业国际化研究很多，但用东方哲学
思想指导中国企业加速国际化创新发展方面目前文
献较少，还可以再深入研究。 “势”在中华文化中
应用广泛，有气势磅礴、顺势而为、仗势欺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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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破竹、蓄势待发、势均力敌等说法，这些词语都
体现“势”在中华文化中认可度很高，清晰易懂。
用来研究势的产生与运行的机制称为势科学，是由
西安交通大学的李德昌率先提出。势科学的精髓来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经中有: “道生之，得蓄
之，物行之，势成之”，表明势在自然界有很高的哲
学意义，寓意具有强大的能量。势也可称为梯度、
斜率，社会科学中定义 ［8］。牛顿定律和麦克斯韦方
程等都是由导数或者偏导数构建的势函数，是客观
存在的，所以自然科学是找势，而对于企业则是要
造势，提升实力以取得发展优势［9］。势的作用可以
用瀑布形象地比喻。瀑布的垂直落差高度代表势的
差别，瀑布的水流速度代表势的联系，当有巨大的
落差和湍急的水流时，瀑布就能有更强的冲击力，
就会产生壮观的景象和强大的气势。因此，可以利
用势科学建立评价企业国际化发展能力的客观透明
机制，帮助中国企业做到法治和人治更好地协同，
加快创新发展，在国际化竞争中后来居上。

2 模型设计

为了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在国际化竞争中知己
知彼，创新企业认知和发展方式，本文利用势科学
相关理论建立评价企业国际化发展能力的企业势模
型 ( Corporate Power model) 。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
发展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不易克服、法律差异不能有
效掌握、与当地知识和管理水平不协调、对国外市
场陌生、人才管理缺乏经验等建立管理势，并从中
细分出制度管理势、组织管理势、战略管理势、项
目管理势、人力资源势 ［10］; 根据产品附加值低、不
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销售渠道布局不佳、品牌在
国外没有名气、风险意识差等建立经营势，并从中
细分出成本控制势、产品质量势、经营方针势和风
险防范势［11］; 根据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与合作伙伴
关系处理能力不强建立责任势，并从中细分出社会
责任势和互利合作势; 根据企业创新意识不够和创
新能力差等建立创新势，并从中细分出技术创新势
和营销创新势。在企业势模型中，第一层势有管理
势、经营势、责任势和创新势，第一层势细分出的
13 类势为第二层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企业势模型

借助势科学理论，企业势中势的计算依据为 。
因为企业势并不是凭空计算得到，它是通过需要计
算企业势的目标企业与评比对象的国际化发展能力
比较后获得，而且相对比较更为客观公正，所以差
别和联系来源于目标企业与评比对象的相对比较，
可用减法表示，公式表达如下:

Di = Differencei － Difference' i ( 1)
Ci = Connecioni － Connecion' i ( 2)
Differencei 和 Connecioni ( i = 1，2，…，13 ) 表示目

标企业 第 二 层 势 Pi 的 差 别 和 联 系，Difference' i 和
Connecion' i 则表示评比对象第二层势 Pi 的差别和联
系，通过相减就能得到目标企业相对评比对象的差
别值 Di 和联系值 Ci。如果 Di ＜ 0，表明目标企业第
二层势 Pi 的差别落后于评比对象; 如果 Ci ＜ 0，表
明目标企业第二层势 Pi 的联系落后于评比对象; 如
果 Di ＞ 0，表明目标企业第二层势 Pi 的差别领先于
评比对象; 如果 Ci ＞ 0，表明目标企业第二层势 的
联系领先于评比对象。

因为对目标企业与评比对象的差别和联系的调
研几乎都会是先得到文字性比较信息，还需要将包
含的差别和联系文字信息转换成数值，因此在实际
操作中，需要先将目标企业和评比对象的第二层势
的差别和联系情况调研归纳清楚，再通过找专业人
士打分的形式得到差别值和联系值。得到第二层势
的差别值和联系值后，就可以计算出第二层势数值，
计算公式如下:

Pi = －Di·Ci Di ＜0，Ci ＜0
Pi =Di·Ci Di ＞0，Ci ＞0
Pi = －Di·Ci Di·Ci ＜0，Di + Ci ＞0
Pi =Di·Ci Di·Ci ＜0，Di + Ci










＜0

( 3)

第一层势的数值通过计算其细分出的第二层势
均值得到。最后，企业势的计算公式为:

CP = αMP + βOP + χＲP + γIP ( 4)
在式 ( 3) 中，当 Di ＜ 0，Ci ＜ 0 时，表明目标企

业的第二层势 Pi 落后于评比对象，所以 Pi 计为负值;
当 Di ＞0，Ci ＞ 0 时，表明目标企业的 Pi 领先于评比
对象，所以 Pi 计为正值; 当 Di 与 Ci 异号时，表明目
标企业与评比对象在 Pi 的差别和联系上各有优势，
若正值大于负值，表明目标企业领先评比对象多一
点，Pi 计为正值; 若正值小于负值，表明目标企业落
后评比对象多一点，Pi 计为负值。第一层势数值带入
到式 ( 4) 可计算出企业势的大小，限定有 α + β + χ
+ γ =1，这 4 个系数表示相应第一层势对企业势的影

响力大小。企业势 CP 正 ( 负) 值表示企业的国际化
发展能力领先 ( 落后) 于评比对象。

通过以上企业势的计算流程的实施完成，企业
可以对自身和评比对象在国际化发展的诸多方面进
行实质性的比较，更清楚地发现自身不足和有待改
进的方面，找到适合自身国际化创新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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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 1 华为公司: 中国企业国际化标杆
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中，华为是少数成功者之

一，它的发展过程和成功之道值得中国企业同仁学
习，因此选定华为公司作为企业势计算的目标企业，
评比对象选择的是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这有利于
我们整体性认识和指导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通过
咨询华为员工、通信运营商员工、高校教师和查阅
有关华为的资料，归纳总结出在企业势模型中华为
公司相对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的差别和联系，如表
1 所示［12］。差别是指相对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华
为具有的独树一帜的企业行为; 联系是指华为与中
国普通国际化企业都采取的相似性企业行为。

表 1 华为公司相对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的差别和联系

第一层势 第二层势
华为相对中国普通

国际化企业差别

华为相对中国普通

国际化企业联系

管理势
( MP)

制度管理势

将“毛 泽 东 思 想”、
“狼性文化”、 “军事化

管理”作为企业的制度

管理方针

在企业文化和员工培养

的影响上华为员工向心

力更好，员工对企业认

同感强

组织管理势

轮值 CEO 制 度 及 员 工
100% 持 股，确 保 组 织

运营民主化和监督有效

华为 1998 年 起 便 开 始

聘请 IBM 帮助建立核心

部门，并聘请著名咨询

公司协助提升管理

战略管理势

成立之初就制定国际化

发展目标，采取了“农

村包围城市”战略稳步

推进

“贴近客户”、 “本土化

经营”的策略，坚持聚

焦法则，各个市场逐个

击破

项目管理势

通过项目带动技术骨干

轮流 赴 海 外 工 作 制 度，

极大促进了员工领导能

力的培养

“不让雷锋吃亏”的理

念，主要 看 工 作 绩 效，

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人力资源势

海外工作收入是国内 2
倍以上，直接从大学里

招收优秀学生到海外历

练和积累经验

华为租用当地最安全舒

适的 公 寓 作 为 员 工 宿

舍，为每位员工购买各

种保险，为家属报销来

回探亲机票

经营势
( OP)

成本控制势

聘请德国 FhG 等帮助进

行生 产 工 艺 体 系 的 设

计，缩短生产周期，提

高效率和交货速度

与上游厂商长期合作保

证原材料优势，技术投

入保证研发优势，确保

企业成本领先优势

产品质量势

公司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

量、响应速度以及工程交

付能力都在同行领跑

产品性能优越，价格便

宜，坚持产品做到高质量

和低价格，竞争力明显

经营方针势

强调技术为王，强调深耕

目标市场，建立完善的营

销、服务网络和队伍

贴近客户，快速响应客

户需求，拒绝机会主义，

不倚靠价格战

风险防范势

企业领导层有强烈的危

机管理意识，公司网由

信息安全部监控，保护

公司秘密

向每一个员工传达危机

管理意识和加强自我批

判不断改进思想

责任势
( ＲP)

社会责任势

国外员工本地化占比 70%
以上，大量招收本地员工

给当地增加了就业岗位

提供奖学金以及为优秀

学生提供带薪实习机会

等，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互利合作势

通过合资等方式与客户

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客

户提供买方信贷等打开

海外市场

华为人在第一时间处理

客户的网络故障，工作

之余中国员工和当地人

打成一片

续上表

第一层势 第二层势
华为相对中国普通

国际化企业差别

华为相对中国普通

国际化企业联系

创新势
( IP)

技术创新势

长期坚持不少于销售收

入 10% 的 研 发 投 入，

40% 的 人 员 做 技 术 研

发，研发创新是生命线

将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

科技创新介绍到发达国

家来; 不同国籍组成项

目团队促进双方的技术

互补

营销创新势

2011 年 开 始 多 元 化 营

销，成立华为终端公司

提升品牌影响力，开发

政企市场

仅仅围绕运营商进行长

期深 层 次 的 友 好 合 作，

并邀请客户到公司考察

根据表 1 构造了问卷，采用被调查者对华为公
司相对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的差别
和联系的主观评分，得到华为企业势第二层势的差
别和联系得分。利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进行测量，略
好、好、很好、非常好、最好分别打分 1、2、3、4、
5，实现对华为与评比对象在差别和联系上的量化。
因为华为第二层势的差别和联系都要好于中国普通
国际化企业，所以才会将打分都定为正数，如果是
目标企业差别或联系落后于评比对象的情形，采取
－ 1 ～ － 5 的类似打分方式。考虑到对华为国际化发

展情况作调查，重点是找到专业人士调查以得到更
可信的结果，我们以企业管理研究生和通信行业人
士作为调查对象，他们对企业国际化发展和华为有
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提高调查的信度水平。共发
放问卷 49 份，剔除填答不全后最终获得 30 份有效
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61%。
3. 2 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 SPSS 19. 0 软件处理调查所得数据。在
李克特 5 级量表法中，对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见
表 2 所示，信度分析中差别量化值的信度系数 达到
0. 81，联系量化值的信度系数 达到 0. 87，信度系数
都大于 0. 8，代表该 5 级量表拥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数据可靠性高，因此可以用来做基准研究。

表 2 样本的可靠性分析

类别 第一层势 信度系数

差别

管理势 0. 58

经营势 0. 72

责任势 0. 24

创新势 0. 10

0. 81

联系

管理势 0. 68

经营势 0. 68

责任势 0. 84

创新势 0. 38

0. 87

表 3 和表 4 分别为企业势模型中 13 个第二层势
的差别、联系量化得分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其中第 5 列及以后的列中括号前的数值为相关系数
值，表示该行左边的第二层势的数值与括号内序号
所对应的第二层势的数值的相关系数大小，在表 3
和表 4 中只列举了满足 p ＜ 0. 1 的相关系数。

表 3 描述华为相对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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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情况。在管理势中，组织管理势、项目管理势、
人力资源势均值分别为 4. 17、4. 37、4. 07，得分都
超过了 4 分，而制度管理势和战略管理势均值为
3. 87 和 3. 43，得分稍低。在经营势中，有 3 种势的
均值在 4 分以上，华为的经营方针势均值为 4. 31，
表明华为的经营方针获得非常高的评价; 在责任势

中，社会责任势和互利合作势均值为 3. 97 和 3. 93，
接近 4 分; 在创新势中，技术创新势也与项目管理
势得到了差别量表中最高得分 4. 37; 营销创新势也
达到了 4. 17 分。差别中各相关系数都没有大于 0. 8，
忽略相关性对研究影响。

表 3 华为公司相对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差别得分统计

第一层势 第二层势 均值 标准差 第二层势相关系数

管理势
( MP)

1 制度管理势 3. 87 0. 97 0. 40* ( 6) 0. 44* ( 8) 0. 40* ( 11) 0. 44* ( 13)

2 组织管理势 4. 17 1. 18 0. 45* ( 3) 0. 41* ( 4) 0. 61＊＊＊( 8) 0. 50＊＊( 10)

3 战略管理势 3. 43 1. 30
4 项目管理势 4. 37 0. 72 0. 36* ( 5) 0. 43* ( 6) 0. 47＊＊( 7) 0. 49＊＊( 8) 0. 40* ( 11)

5 人力资源势 4. 07 0. 83 0. 44* ( 6) 0. 61＊＊( 7) 0. 43* ( 11)

经营势
( OP)

6 成本控制势 3. 93 0. 87 0. 67＊＊＊( 7) 0. 51＊＊( 11) 0. 39* ( 13)

7 产品质量势 4. 03 0. 89 0. 46* ( 8) 0. 62＊＊＊( 11) 0. 44* ( 13)

8 经营方针势 4. 33 1. 00 0. 52＊＊( 12)

9 风险防范势 4. 00 0. 79 0. 38* ( 11) 0. 43* ( 12)

责任势
( ＲP)

10 社会责任势 3. 97 0. 72
11 互利合作势 3. 93 0. 69 0. 38* ( 13)

创新势
( IP)

12 技术创新势 4. 37 0. 81
13 营销创新势 4. 17 0. 95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表 4 描述华为相对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的联系
得分情况。在管理势中，除了制度管理势均值为
3. 93 分外，其它 4 个第二层势均值都超过了 4 分，
其中战略管理势均值得到 4. 23 的最高分; 在经营势
中，成本控制势均值也为 4. 23 的最高分，另外 3 个
第二层势的均值接近于 4; 在责任势中，社会责任

势和互利合作势均值为 3. 90 和 3. 43，低于差别中的
3. 97 和 3. 93; 在创新势中，技术创新势和营销创新
势均值为 4. 00 和 3. 90，低于差别中的 4. 37 和 4. 17。
联系中各相关系数都没有大于 0. 8，只有弱相关性，
忽略相关性对研究影响。

表 4 华为公司相对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的联系得分统计

第一层势 第二层势 均值 标准差 第二层势相关系数

管理势

( MP)

1 制度管理势 3. 93 0. 78 0. 65＊＊＊( 3) 0. 39* ( 6) 0. 39* ( 10) 0. 40* ( 11) 0. 51＊＊( 13)

2 组织管理势 4. 13 0. 78 0. 41* ( 4) 0. 47＊＊( 11)

3 战略管理势 4. 23 0. 77 0. 43* ( 8) 0. 40* ( 10) 0. 46* ( 11) 0. 45* ( 13)

4 项目管理势 4. 00 0. 87 0. 57＊＊＊( 7) 0. 51＊＊( 10) 0. 53＊＊( 11)

5 人力资源势 4. 13 0. 68 0. 54＊＊( 7) 0. 43* ( 10) 0. 43* ( 11)

经营势

( OP)

6 成本控制势 4. 23 0. 73 0. 45* ( 7) 0. 51＊＊( 8) 0. 46＊＊＊( 10)

7 产品质量势 3. 97 0. 76 0. 42* ( 8) 0. 45* ( 10) 0. 44* ( 11)

8 经营方针势 3. 97 0. 85 0. 52＊＊( 10) 0. 52＊＊( 11)

9 风险防范势 4. 03 0. 89 0. 57＊＊＊( 10) 0. 54＊＊( 11)

责任势

( ＲP)

10 社会责任势 3. 90 1. 09 0. 72＊＊＊( 11)

11 互利合作势 3. 43 0. 97 0. 38* ( 13)

创新势

( IP)

12 技术创新势 4. 00 0. 79
13 营销创新势 3. 90 0. 76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3. 3 结果分析
利用势科学中 ，将表 3 的差别均值乘以对应表

4 中联系均值，就得到第二层势得分，并对得分除
以 25 进行百分制标准化。相应的第二层势得分平均
值即是第一层势得分，如表 5 所示。在管理势中，
项目管理势的得分 69. 92 最高，组织管理势和人力
资源势得分也较高，战略管理势得分 58. 04 最低，
管理势的百分制得分为 64. 98。项目管理是华为在国

际化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和发展基石，在国内外许多
项目的竞标过程中，华为每个项目团队的高效管理
运作确保了华为在全球许多国家的通信设备集采上
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因此可知，项目管理
得分位居管理势第二层势第一名实至名归。另外华
为在组织管理上十分民主和科学，公司的员工也是
行业佼佼者，所以组织管理势和人力资源势得分较
高也相符。华为一直倡导 “狼性文化”，员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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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压力相对较大，因此在制度管理和战略管理上会
遭受诟病，这也与制度管理势和战略管理势得分相
对较低相对应。在经营势中，经营方针势得分 68. 76
最高，得分最低的产品质量势也达到了 64. 00，经营
势的百分制得分为 65. 94。华为在国际化经营中的成
功主要还是因为经营方针制定科学有效，所以经营
方针势得分最高符合实际。在责任势中，社会责任
势得分为 61. 93，高于互利合作势得分 53. 92，这 2
类势在第二层势中得分稍低，也导致了责任势百分
制得分只有 57. 93，远低于管理势、经营势和创新势
得分，体现华为在企业责任实践上还没达到一流企
业标准，还有上升空间，也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华
为的社会责任由于更多是在公开场合进行，所以对
企业的宣传作用肯定要强于互利合作事迹，得分排
序也符合实际。在创新势中，技术创新势获得了
69. 92 分，与项目管理势得分并列第一，营销创新
势得分为 65. 05。技术创新势高于营销创新势毋庸置
疑，创新势百分制得分在第一层势中最高，达到了
67. 49 分，验证了华为在中国企业中创新做得最好。

表 5 企业势模型组成成分计算结果 分

第一层势 第二层势 得分 百分制得分 百分制得分

管理势

( MP)

制度管理势 15. 21 60. 84

组织管理势 17. 22 68. 89

战略管理势 14. 51 58. 04

项目管理势 17. 48 69. 92

人力资源势 16. 81 67. 24

64. 98

经营势

( OP)

成本控制势 16. 62 66. 50

产品质量势 16. 00 64. 00

经营方针势 17. 19 68. 76
风险防范势 16. 12 64. 48

65. 94

责任势

( ＲP)

社会责任势 15. 48 61. 93

互利合作势 13. 48 53. 92
57. 93

创新势

( IP)

技术创新势 17. 48 69. 92

营销创新势 16. 26 65. 05
67. 49

根据 CP = αMP + βOP + χＲP + γIP，并假定公式
中各系数相等，都为 0. 25，将表 5 中管理势、经营
势、责任势、创新势的百分制得分带入计算，得到
华为相对领先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的企业势得分为
64. 09 分。如果考虑到中国普通国际化企业整体国
际化不佳表现，将它们的企业势得分设定为 30 分，
那么华为的企业势实际得分将达到 94 分，接近满分
水平，这与华为在中国企业中近乎完美的国际化成
功表现一致。

4 研究结论

企业势的相对得分情况，第一层势之间的得分比
较和第二层势之间的得分比较中，它们的得分高低程
度基本上都与华为国际化成功中这些方面的发展能力
高低程度一致，表明企业势模型计算结果能够反映出

华为真实的国际化发展能力，因此也能在实际应用中
准确统计反映出我国其他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能
力情况，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加速创新发展的有力工
具，切实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国际化发展能力。

企业势模型可以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创新发展把
脉。微观上，企业不仅能对自身的各项不足进行调
查并获得充分的认识，也能在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中
发现对方的优点和弱点，从而可以在细节上不断完
善企业自身; 同时，宏观上，企业势也可以用来检
验企业一段时间的发展成果，通过企业势得分的变
化发现企业这段时间进步与退步状况以及相比竞争
对手的发展快慢程度，管理层能够不断跟踪企业的
发展情况，并及时有效调整企业的战略，让企业更
顺利地完成国际化目标。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
都可以利用企业势模型提升企业管理势、经营势、
责任势、创新势，通过创新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多优
势，追赶领先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完成从产品到
品质再到品牌的快速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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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企业委托代理矛盾

的深化，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公司

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问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也渐渐

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关于财务治理要素、结构、

机制、模式及财务治理理论框架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

果，但整体上其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待继续研究和

拓展。

鉴于近年来，学术界倾向于将原本孤立的学科联系起

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学科间的交叉地带，运用新视角研

究老问题，获得新想法新思路，并且已取得很多创新成果，

本文将采用一个全新的思路，将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及

环境放入“势科学”领域进行诠释。本文希望通过一个研究

视角的创新，用中国的原创管理理论解释中国的公司治理

及财务治理问题，挖掘势科学与财务治理之间的潜在联

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

二、文献回顾

（一）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研究起源于西方，但早期西方学者是从财务

理论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单独进行研究的，直至 1992 年

《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面世才开启公司治理财务问题的

研究。在西方财务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分别在 20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和 70 年代遭遇了三次重大变革，实证研究

成为西方财务研究的主流方法，绝大多数财务治理研究都

是实证研究，以西方新资本结构理论为主，探讨融资结构、

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经营者激励问题等，却没有

深入研究财务治理概念、相关理论及财务治理体系构建等

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

析探讨。

至今为止，我国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已经历四个无法精

确划分的阶段。第一阶段是 20世纪中后期的初步认识阶

段，我国学者将产权理论引入财务理论，代表观点有：汤谷

良的“财务的产权思考”，干胜道的所有者财务治理，李心

合的财会治理结构，谢志华的“出资者财务”思想等。第二

阶段是奠基阶段（2000年至 2002 年），学者们对财务治理

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财权、

财权配置等概念，虽然成果颇丰，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体系。第三阶段是理论体系探索阶段（2002 年来），随着财

务治理内涵研究的深入，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框架研究提上

日程，多数学者认为财务治理框架构建应该围绕以下因素

进行：以公司治理框架为主导，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以财

权配置为核心，以财务信息为载体，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内

容包括财务治理结构研究、财务治理机制研究（尤其是财

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模式研究。第四阶

段是实证应用阶段（2008 年来），成果虽然不多，但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学者们研究了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的关系，

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务治理效应问题。

（二）势科学

势科学是信息动力学的一个分支，与其相对的是已被

众多中外学者充分研究的耗散结构。尽管国外学者早在

20世纪中期就提出了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研

究，但并没有明确提出熵的对立面“势”，而是用负熵来对

其解释，直到 21世纪初，中国学者李德昌结合传统文化精

髓，提出了“势科学”。

势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信息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即信息

动力学，与耗散结构相对应，主张在开放系统下而非孤立

【摘 要】财务治理研究起源于西方，势科学是中国学者原创的理论，两者结合势必产生联系。文章通过文献回顾分析了有效

的财务治理与势科学理论的内在统一性，并从信息人假设与财务治理主体、信息势与财务治理客体、势场与财务治理宏观环境三

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试探性研究。学科的巨大差别促进了彼此的联系，为此，文章就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五点建议。

【关键词】财务治理； 势科学； 利益相关者； 财权； 信息势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36-03

势科学视角下财务治理主体、客体及环境研究 *

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宋 鹏 周雅琴 郝晓雁

*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债权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投资效率双重因素”（教社科

司〔2010〕255 号）；山西省教育厅教改项目（2014104）“SERVQUAL 模型在本科财务管理教学质量评估中的应用研究”（晋财大

教〔20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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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研究信息作用机制，以变换对称机制的势增原理对

应传统的置换对称机制的熵增原理，认为“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别”而非“差别消减联系，联系缩小差别”，推崇

信息人假设，主张对称化管理。势 =差别÷距离 =差别×

联系；在势科学原理下构建系统强势要求组成元素是差别

最大联系最紧的对称化元素。李德昌致力于研究势科学视

野中教育、管理及创新问题，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些领

域。此外，其他学者的研究较少，其中，周海洋等（2011）在

势科学视角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

场的融合，分别构建了显隐两个势场，确定了企业家精神

的六维和九维势场。

（三）小结

综上所述，西方财务治理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很少

涉及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在此方面

研究较多，不过尚处于理论的构建初期，并没有形成完整

成熟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未来研究空间很大。

国内财务治理相关研究已有 30多年历史，势科学研

究也历经 10余年，然而，至今二者都没有交集。尽管势科

学已涉及管理学问题的研究，从管理的不确定性、管理信

息势、对称化管理、理性信息人假设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

索，但未涉及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由于财务治理属于应用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范围，因而财务管理与势科学

的交叉研究还是空白。本文将对此领域尝试探索性研究。

三、信息人假设与财务治理主体

传统经济学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随着时代的

变迁，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理性人”假设已无法为自身

固有的缺陷辩解。李德昌提出人类不断地从“物质人”、“生

物人”、“社会人”变为“信息人”，提出六维信息人假设———

货币信息人、权利信息人、知识信息人、情感信息人、艺术

信息人和虚拟抽象信息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不仅

仅是外在动物性的表现，更多的应该是内在信息的储备与

体现。资本市场是信息市场，需要市场参与者具备相应的

信息含量，信息量越大的主体越能在资本市场中占据有利

地位，信息势越强的主体越能影响市场。

随着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财务治理主体范

围逐渐扩大，不难看出财务治理主体呈层次化分布、多元

化发展趋势。势科学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

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众多理论中更具有包容性、前沿

性，更加复杂，隐含了李德昌的六维信息人假设，将独立

的、有差别的个体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差别越大联

系越紧，产生的“势”越强，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生命力更

强，学术界多数学者对其青睐有加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人假设下的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可称为利益相

关信息人。利益相关信息人参与公司财务治理主要取决于

利益相关度、谈判能力高低等条件。从信息人与企业的关

系来看，可大体上分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和外部利益相

关信息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

层、监事会和员工等；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债权人、中

小股东、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劳动力市场、政府部门、客户

等。整体上看，无论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还是从利益相关角

度或是从谈判能力高低角度来看，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的

信息势要远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人控制”现象就是

很好的证明。在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中，债权人由于自身

固有特点及与企业建立的债权债务契约，相对其他主体而

言，更加关注企业财务治理状况，加之我国企业债权人多

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因而，债权人更强“势”，在企业财务治

理中所起的监管作用强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此外，值得注

意的是，虽然中小股东势单力薄，但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时

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 2010 年“国美控制权之争”

中，小股东的投票成为焦点，决定了投票的最终结果，在事

关企业未来的争夺战中，小股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信息势与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什么是财务治理客体”存在不同声音：

张敦力认为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油晓峰认为是财务冲

突；大多数像伍中信、杨淑娥等学术专家都赞同财务治理

的客体是财权。

势即导数，即将复杂的现实用简单的字或符号抽象表

示，用以表达其中的内涵，使得大量的信息得以在最短的

路径传播，途中尽可能少地损失势能，避免信息传播过程

中噪声的干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务冲突只是客体

中的某一方面，而财权是财务治理众多客体的一个抽象概

括。“财权”两字内涵的信息更多、更广、更复杂。复杂即信

息量、信息势，“复”即联系，“杂”即差别，复杂即差别×联

系。财权表现为对财力的支配权，财权与抽象的货币资本

和财产权利紧密相连，在产权构成要素中六维信息势最

大。因此，财权更适合作为财务治理客体。

如果将企业抽象为人，有钱的人即拥有财力的人，借

助高度抽象的“钱”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通过一定数量的

货币信息势“摆平”困扰；有权的人即拥有狭义财权的人，

通过信息的占有，源源不断地从周围获得信息，增强权力

信息势；既有钱又有权的人往往是大众关注的焦点，通过

强大的货币信息势与权力信息势造势，吸引着潜在的关联

者，通过信息流的有序流转，拓宽财权的影响范围，减少管

理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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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财权配置。笔者认为势原理下的

财权配置包括财权的分配和分配中冲突的化解，通过财权

的有序分配，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权、责、

利的平衡；通过矛盾化解，减少组织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

经济效率。

五、势场与财务治理环境

财务治理不同于财务管理：财务治理关注宏观制度设

计，是对企业战略高度的把控；而财务管理侧重微观运营

管理，是对财务关系和财务活动的操作与控制；战略财务

是两者的桥梁与纽带。因而，对财务治理宏观环境的分析

可以借助宏观环境分析模型（PEST 模型）。PEST 模型中

的 P 代表政治和法律环境，E 代表经济环境，S 代表社会

和文化环境，T 代表技术环境。财务治理所面对的政治和

法律环境是 2006 年颁布了新《公司法》、新《证券法》、新会

计准则及《企业财务通则》等；经济环境是转轨经济背景

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持续进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基本结束，现代规范化企业越来越多，资本市场不断成

长，公司治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文化环境是企业越来

越重视文化，很多企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财务

文化是财务观念在企业文化中的体现，目前财务文化研究

尚属起步阶段，财务文化的树立、推广还有待发展；技术环

境是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拓宽了企业信息收

集的渠道，提高了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可靠性，完善了网络

财务软件的性能，降低了企业信息系统的运营与维护成

本，为基于财务信息的财务治理提供基本保障。

势场是某种有序事物或信息构成的物质场或信息场，

营造一种像电场那样的“势场”，就具备了作功的能力，当

势场强大到一定程度，趋于某种临界值时，系统内创新及

发展的机遇就会凸现。财务治理的外部环境为企业营造了

一个势场，但这个势场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即使有效，起到

的可能是正效应、负效应或混合效应，这与企业的类型、性

质及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有效的势场，能促进企业的发

展，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因此，企业需要分清现有势场的效

应如何，其构成要素中哪些是显势哪些是隐势，思考这些

因素是否相互对称，如果不对称的话该如何协调从而改进

势场的效应等问题。

六、结论与展望

笔者尝试将势科学与财务治理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

干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研究，即将两个有很大差别的学科

联系在一起，符合势科学“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

别”的运行机制，验证了“差别越大，联系越紧”。本文回

顾了财务治理及势科学的相关研究，从信息人假设、信

息势和势场三个角度对财务治理主体、客体和环境进行

了试探性分析，发现势科学与财务治理有着紧密的联

系，信息是两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是两者共同存在的

基石。

通过财务治理与势科学的试探性结合，笔者发现该领

域内藏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前景广阔，为此，提出以下五

点研究建议，希望学者们能给予关注，进行更为细致、深入

的研究。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如下：（1）借助势科学具体分析

财务治理相关概念及理论，为两者的结合打好基础，充实

理论内涵；（2）结合势科学对称化原理探讨财务治理与公

司治理、财务管理等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深入探讨财务

治理关系网的构建，由简入繁、由无序到有序梳理相关概

念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信息流转路径；（3）通过势科学

的运作机制分析财务治理机制；（4）在势科学指导下进行

财务治理框架研究；（5）按照势科学“势———对称———

群———和谐”的演化规律分析财务治理内在的差别与联

系，发掘潜在的研究对象等。

此外，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势科学尚处于理论构建初

期，其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多以描述为主，加之财务治理

理论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不同，也是定性分

析，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

法、逻辑化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法。然而，采用上述研究方法

使得本研究缺乏数据支持、模型论证，对研究结果的支撑

力度不足，因此，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可以吸引学者们对

该领域的深入研究。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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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为什么没有发生?
———一个势科学的分析框架

惠树鹏
( 兰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 从势科学的视角分析中国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 理论上东部沿海地区由

于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处于产业发展的弱势，中西部地区具备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而

处于强势地位，产业应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但实践中由于产业转移的粘性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仍然

处于产业发展的强势，其联系能力仍然很强，加上系统自我扩势，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没发生。只

有政府通过持续不断的制度造势，使中西部地区处于制度强势，当其联系能力超过东部沿海地区的

联系能力时，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才可能发生。
关键词: 大规模; 产业转移; 势科学

中图分类号: N9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408( 2015) 04-0057-03

按照科学的逻辑视角，“势”是一个“梯度”。而

梯度等于差别除以距离，由于差别与联系成反比，所

以差别除以距离就等于差别乘以联系。势的本质是

“差别中的联系”或“联系中的差别”。没有差别就没

有梯度，但只有差别没有联系，也无法谈及梯度。毫

不相干的差别，根本无所谓梯度。由于在自然科学中

总是用“距离”来表示元素之间的关系，而在人文社会

科学中总是用联系来表述元素( 即人或问题) 之间的

关系，所以将“距离”转换为“联系”来表达势，就使势

的概念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性，从根本上产生了将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的势科学机制。势概念的

逻辑定义可以用公式表达为: 势 = 差别 ÷ 距离 = 差别

×联系［1］。势科学表明，非平衡是有序之源，造势又

是非平衡之源，宇宙世界的发展是由势推动的，经济

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都需要造势，即使系统中元素差别

最大，则联系最紧。只要系统中的元素存在差别，他

们之间就会按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作用机

制推动系统整体越来越快向前发展。

1 基于势科学的中国产业转移理论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

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那些处

在成熟阶段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门所组成的区

域属于低梯度地区。而创新活动包括新兴产业部门、
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大都来源

于高梯度地区［2］。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东部沿

海地区凭借独特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制度优势成

功的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有力的促进了区域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中

西部地区确实存在梯度差异，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

论，随着产业进一步集中和经济快速发展，东部沿海

地区会逐渐出现要素成本上升、市场趋于饱和、资源

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就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市场

空间和资源环境而言，东部沿海已失去了比较优势，

处于产业发展条件的低位势; 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

资源能源富集，劳动力充裕，市场广阔，环境容量大，

处于产业发展条件的高位势。按照差别促进联系的

原理，中西部地区由于处于产业发展条件的高位势，

其联系能力更强，由此东部沿海地区丧失比较优势的

产业应该向中部地区转移，如图 1。

2 基于势科学的中国产业转移实践

实践与理论却出现了偏差，中国大规模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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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势科学解释

转移并没有发生。据白彦等［3］学者研究表明，1980
－ 2007 年，东部地区的产业集中度从 0． 3228 上升

到 0． 5947，东北三省、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产业

集中度却进一步下降。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非但没有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反而出现了进一步高度集中的

现象。传统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遇

到了困难。已有文献把这一现象归因为产业转移的

粘性。关于产业转移的粘性，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
综合已有文献可以发现，产业转移粘性的本质是一

种阻碍产业转移的阻力，这种阻力有维持产业在原

产地发展的特性。对于产业转移粘性的成因，学者

们从自身的研究目的出发，从多维视觉进行了研究:

一是劳动力流动说［4］。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跨区域劳动

力流动的障碍被逐步被破除，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

条件下，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

转移，抑制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上涨，延缓了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二是转移成本

说［5］。高昂的转移成本是阻碍产业转移的主要原

因，中西部地区的要素成本、运输成本、制度成本和

交易成本过高，阻碍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 三是产业集群说［6］。改革开放以来，东

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大量的产业集群，2008 年我国东

中西产业集群数量比例为 79: 12: 9。产业集群化发

展形成了当地专业化市场、客户、协作配套商、客户

群体以及独特的产业文化，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

效率。而单个转移的企业将会失去原有集群内的协

作配套能力等良好环境，因而选择本地化发展; 四是

制度环境说［7］。中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制度、对外

开放度、财税制度、政府效能等区域制度环境与东部

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决定东部沿海地区产

业本地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五是区域能力结构

说［8］。东西部在要素配置能力、学习能力、技术能

力、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转

移有相当的差距，这些差距决定东部沿海地区产业

转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由小到大、由浅入

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渐进过程。
上述产业转移粘性的相关成因虽然不同，但都

构成了产业转移的阻力。事实上区域间产业转移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产业转移不但取决于中西部

地区的拉力，而且还取决于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阻

力。从势科学的逻辑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具

备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大量的产业集群、产业本地化

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结构性能力，这些产业转移的

粘性事实决定了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处于产业发展的

高位势区。系统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其联系能力更

强，因此强势一方与弱势一方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强

者更强，而且不断强化。由此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势

越大，这就是系统的自我扩势。在我国区域产业发

展系统中，中西部地区目前仍处于产业发展条件的

弱势，其联系能力依然很弱，这就决定了中国大规模

的产业转移在短期内不会发生，甚至会出现向东部

沿海进一步集聚的态势，如图 2。

图 2 中国产业转移实践的势科学解释

3 基于势科学的大规模产业转移时机

传统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表明，只要存在经济

发展的梯度，产业就会因为梯度差而向低梯度地区

转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存在经济发

展现实梯度，但因为产业转移的粘性，大规模的产业

转移并没发生。综合前文分析的结论发现，区域间

产业转移事实上构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动力系统，

产业转移是否发生取决于这一系统中两种作用力相

互作用合力的方向。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充裕

的能源、广阔的市场等优势构成了产业转移的动力，

而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无限供给导致的劳动力低成

本、较高的转移成本、大量的产业集群和良好的区域

结构性能力等产业转移的粘性形成了产业转移的阻

力。当动力不足以抵消阻力时，产业不会发生转移;

当动力超过阻力产业就会发生转移。政府要通过产

业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使产业转移

的动力超过阻力是今后的努力方向，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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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势科学的逻辑视觉下，有梯度就有势，通过在

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造势机制，最终使强

势的一方更强。但在系统内部强势和弱势两方面的

联系是相互的，只是强势的一方联系能力强，弱势的

一方联系能力较弱，两种力是反向共线的，合力的作

用方向指向强势的一方。由此，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产业要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必须通过制度成

功造势，使中西部地区处于产业发展制度强势，增大

中西部地区的联系能力，使其在产业发展的条件上

由弱势转变为强势，产业才会发生大规模转移。

图 3 中国产业转移时机的势科学解释

4 结论及说明

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

业应该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大规模的产业

转移并没出现。本文从势科学的维度对产业转移的

系统动力学机制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和说明如下:

结论一: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较低的要素成

本、大量的产业集群、产业本地化的制度环境、优越

的结构性能力和高昂的产业转移成本，由此导致中

国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处于产业发展系统内的强势区

域，其联系能力仍然很强，所以当前东部沿海地区的

产业有本地化和进一步集聚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

出现大规模转移。
结论二: 通过产业转移进行全国生产力布局重

构、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的重要思路之一。按照势科学的作用机制，只有政

府持续不断的造势，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联系能力，当

中西部地区的联系能力超过东部沿海地区的联系能

力，中西部地区由产业发展的弱势区域转变为强势

区域，大规模产业转移才可能出现。由于产业集群

的培育、制度环境的形成和结构性能力的提升是一

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因而实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结论三: 造势是势科学的核心内容，造势的基本

原理是: 使系统元素之间差别更大联系更紧密。我

国区域产业发展系统造势就是政府通过制度供给给

予产业发展弱势的中西部地区一定的优惠政策，改

变产业发展条件，使其处于产业发展的制度强势，改

善产业发展环境，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联系能力，最终

吸引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产业。近年来，国家和各级

政府为推进产业转移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造势:

2010 年 8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

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 截止 2013 年 5 月，国家发改

委在中西部地区批复设立了九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更是不断出

台。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的制

度强势，但产业转移的整体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

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条件的极端弱势和部分制度

造势不力甚至造势失败。
说明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系统是

产业发展系统而非区域经济发展系统，系统内部的

强势区域是指产业发展的诸条件相对优越、联系能

力较强的区域，弱势区域是指产业发展的诸条件相

对较差、联系能力较弱的区域。本文所讲的产业转

移一是特指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

二是特指已经由东部沿海地区转出且在中西部地区

成功扎根的产业。少量转移、个别转移成功案例和

虽然转出但没有成功落户扎根的产业不在本文研究

的范围之列。
说明二: 传统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很好地解释

了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但在解释具有明现经济发

展梯度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

移却遇到了障碍，主要是因为产业转移粘性的存在。
但在势科学的框架下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一方面说

明传统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有待于进一步创新完

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势科学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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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的作战力量而言，其主要作用是瞄准敌方的作

战体系结构，选取体系结构序列中的关键节点予以

打击，破敌作战体系结构，打乱其作战要素的有序

性，从而达成瘫体系，降效能的目的［11］; 对装备保障

网络而言，不仅要具备网络化保障能力的物质基础、
技术条件，更重要的是在作战过程中，如何针对敌方

的不断攻击与袭扰，确保装备保障网络结构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从而保持、恢复或提高网络化保障能

力。与此同时，可以采用复杂网络中可靠性、稳定性

等评估方法对装备保障网络中的能力指标、效能指

标、可靠性指标、鲁棒性指标、适应性指标等进行仿

真评估，检验装备保障网络的结构、效能是否达到预

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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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lex Networks in the Field of Equipment Support
ZHAO Jin-song1，2 LIU Ya-dong2 YI Hong-bing2 YANG Jie-xuan2

( 1． Equipment Command ＆ Management Dept，Ordnance Engineering College，Shijiazhuang 050003，China;

2． Equipment Support Dept，Academy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Tianjin 300161，China)

Abstract: Firstly，the paper analyses the generation and mainly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networks;
secondly，it takes a normative description for equipment support network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s; and
then，it summarizes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support; At last，it expatiates application direction of com-
plex network in the field of equipment support network．

Key words: Complex networks; Equipmen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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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Not China’s Massive Industry Transfer Happen?
———A Potential Scientific Analysis Framework

HUI Shu-pe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are analyzed from potential scientific vi-
sion． In theory，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lie in the weakness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due to the gradu-
al loss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lie in a strong position． So industry should
transfer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in practice，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re still in the
strength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because of viscosity of the industry transfer，and the link capacity is
still strong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so large-scale industrial transfer didn’t happen． Only can govern-
ment mak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lie in strength through continuously making potential of sys-
tem，when their link capacity exceeds the link capacity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large-scale industrial
transfer may occur．

Key words: Large-scale; Industrial transfer; Potent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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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解构与中国情境管理的结构机理

———基于文化、人口与制度环境的情境理论研究

周建波
（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

　　摘要：中国文化属于“关系感性－实用理性”文化；西方文化属于“规则理性－个体感性”文

化。中国管理环境最具差别化的要素是文化、人口和制度，这构成了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
中国文化应用周易的阴阳两仪对称太极生态图，刻画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换言之，中国文化

信息从宏观结构上是对称的、是整体的，从文化信息表现上是简单和清晰对称的，但中国文化

信息从微观上是复杂不对称的。由此，企业组织和一般组织的动力学原理即情境机理为：和方

式引领复杂差别，可以促进竞争有序（竞争差序与组织管控）；合作式引领复杂竞争，可以扩大

品性差异（差别性共赢与组织优势）。
关键词：中国文化；中国人口；中国制度；环境特性；情境管理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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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学者逐渐开始认真反

思管理理论与企 业 实 践 脱 节 的 现 象，为 什 么 西

方管理理论东渐中 国，在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洪 流

中觉得力不从心，或 者 说 西 方 管 理 理 论 在 中 国

实践中遇到了理论失灵和水土不服的问题？有

人从人性假 设 视 角、现 存 体 制 视 角、文 化 视 角、

企业发展阶段层面，都发现了差异；也有人从科

学、技术、知识和逻辑的普适性视角，否认差异。

问题是，在实践层面，既存在着普适性的管理技

术、方法和工具，又确实存在对源自西方的管理

理论 的 高 估、隔 膜、真 一 半 假 一 半 的 接 受 和 否

认。与此同时，很 多 企 业 家 运 用 中 国 先 人 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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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经验管理自己 的 企 业，且 取 得 了 不 俗 的 绩

效。

在互联网环境下，全球化与同质化潮涌 潮

现，仿佛世界 已 大 同。与 此 同 时，不 同 国 家、地

区和民族的人群与 组 织，又 带 着 抹 不 去 的 肤 色

烙印、割不断 的 语 言 脐 带、除 不 掉 的 文 化 基 因、

挖不净的商业密码，存 在 着 因 文 化 不 同 而 造 成

的差异。中国 管 理 环 境 存 在 着 特 殊 性，集 中 体

现在文化、人 口 和 制 度 环 境 的 特 殊 性 上，为 此，

关于理论与实 践 融 合 的 理 论 研 究，即 基 于 中 国

社会文化、人口、制度的环境解构研究和情境理

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１　中西文化结构

人类进入２０世 纪，中 国 进 入 现 代 国 家 后，

中国文明是古为今 用、洋 为 中 用 的 中 西 结 合 的

体系，即在科学体系、社会管理和科学知识体系

上，全面接受了西方普适性的东西，而在国家独

立、政治体制、哲 学 思 想 和 文 化 意 识 上，创 建 了

历史与世界结合的新体系。由此，基于文化、人
口、制度环境的情境管理研究以及文化研究，本

研究试图解构的中 国 文 化，是 社 会 经 济 行 为 和

日常生活层面上的 亚 文 化，而 这 种 亚 文 化 内 生

于管理环境和组织内部人员的意识结构中。

１．１　中国文化的源续结构

中国 文 化 的 源 头 出 自 于 象 形 文 字 和《周

易》，在周易阴阳太极图中，存在着阴阳冲突、阴

阳矛盾、阴阳 对 立 与 阴 阳 对 称、阴 阳 对 偶、阴 阳

和合的整体 统 一。先 秦 的 诸 子 百 家 争 鸣，形 成

了强盛的儒道互补 文 化，继 承 和 延 续 了 易 文 化

内核。也就 是 说，中 华 文 化 源 于 周 易，盛 于 儒

道，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容度，并且早已根植于

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内构成为中国人的基因，

以至 于 中 国 文 化 源 续 至 今，生 生 不 息、绵 绵 不

断，并反映在中国人的言行之中。

从文字符号层面，先祖文字属于象形文字，

更具有形象思维特性，其象喻结构和功能，决定

了其文化的象喻性和象征性源头。

从存在与思维的哲学层面，其世界观和 思

维观出自于《周易》的太极图，世界生生不息，是
由像鱼一样对称运 动、辩 证 翻 转 的 阴 阳 构 成 的

整体。

老子总结为 道，大 道（事 物 的 内 在 规 律，人

和世间万物的灵魂）至简，像太极图阴阳和合互

动，象征世间万物生生不息。孔子总结为德，明

德（事物规律的知识体现，众 人 选 择 的 取 向）至

善，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

德平天下。老 子 和 孔 子 以 及 诸 子 百 家 思 想，都

源于《周易》，但是，老子偏于世界万物的自然之

道，孔子偏于社会人生的教化之德。

为此———

中国文化从精神和知识层面，注重阴阳、有
无、道德、善恶、虚实、家国、身心、男女的二元辩

证、对称、合一，强调阴阳合一、物我合 一、心 我

合一、事我 合 一、知 行 合 一，注 重 本 质 论、本 体

论、终极论和整体论。

中国文化从教化和传播层面，强调伦理 关

系，礼仪制度，形成了社会等级文化。礼仪是等

级、传统、经验、学习尊崇的取向，中庸 是 和、是

人际关系，仁 爱 是 合、是 社 会 和 谐。儒 家 注 重：

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勤，温、良、恭、

俭、让，忠、勇、敬、谦、宽，亲、诚、惠、和、容。

中国文化从种族生存、族群繁衍和社会 延

续的伦理层面，注重“缘”，即血缘、族缘、亲缘、

地缘，形成了差序格局的文化生态；注重人口繁

衍、子嗣繁茂、姓 氏 延 续；强 调 天、地、君、亲、师

等级，强调家我、群我、大我关系，强调 家 人、熟

人、族群、圈子 的 亲 疏 远 近，形 成 了 伦 理 关 系 和

社会等级。

中国文化从修炼和理想层面，注重修身 齐

家治国平天下；注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注重 苦 思 冥 想 顿 悟，注 重 心 学 修 悟；强

调礼仪而治，无 为 而 治；强 调 以 静 制 动、敏 于 行

讷于言。

中国社会亚文化即经济行为和日常生活文

化是典型的二元文 化，具 有 二 元 悖 论 式 结 构 的

特征，呈现典型的“意言 行”错 位 结 构，亦 即“心

里想的不一定是嘴 上 说 的，嘴 上 说 的 不 一 定 是

实际做的”。在问题是非曲直的判断上，习惯于

“非此即彼”、“过山车”式的 思 维，所 谓“透 过 现

象看本质”，极容 易 现 象 也 没 看 清、本 质 也 没 看

透［１］。

中国 人 日 常 生 活 遵 从 心 则 文 化，所 谓 心

则［２］，指人的 内 心 规 则 和 原 则。正 面 的 心 则 及

其文化特性更多体现为含蓄委婉的文化特征和

长远的、方向的、合力的战略性特征。负面的心

则即最经济心则，是 指 个 人 或 者 小 团 体 在 利 益

目的和伦理形式上，形 成 了 明 处 求 伦 理 正 义 和

私下求利益最大化的二元智慧守则。其文化特

性则体现为言行不 一，把 表 面 和 私 下 的 言 行 不

一说成伦理的、宣传的一致性，唯有运用并习惯

于潜规则和暧昧性一致［３］。

１．２　现代中西文化结构比较

中外文化学者，其结构性研究极其稀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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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性 特 质 的 定 性 研 究。基 于 结 构 视 角 的 研

究，最为杰出的是费孝通［４］的“关系”差序格局，

最具结构意 义；梁 漱 溟［５］的 伦 理 关 系 本 位 对 应

官本位解释 的 结 构 递 进；美 籍 华 人 孙 隆 基［６］的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用“语 言 的 文 法 结 构 去

比喻文化的深层结构”。他认为：中国人对“人”

的定义是将自我铲除，是“仁 者，人 也”；“仁”是

“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

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

著名文化 历 史 学 者 黄 仁 宇［７］，针 对 明 朝 的

研究，恰恰是对应欧洲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萌

芽与发 展、工 业 革 命 和 科 技 革 命 的 历 史 时 期。

按照文艺复兴在欧洲盛行的１６世纪，切入明朝

万历１５年的历史文化研究，他明确解释：“血缘

关系和礼仪制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同样，

‘仁’的学说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统一的力量。”他

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

极，这是一切 问 题 的 症 结。”这 也 是 在 某 种 程 度

上解释李约瑟［８］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

技发展做出了很多 重 要 贡 献，但 为 什 么 科 学 和

工业革 命 没 有 在 近 代 的 中 国 发 生？”除 了 黄 仁

宇［７］论及的上 述 原 因 之 外，他 的 大 历 史 观 即 从

“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认 为，中 国 历 史 上 的 国

家没有数目字管理，从 而 限 制 了 商 业 和 资 本 的

发展，也是其主要原因。

人类社会需要历史、现在和未来洞悉和 穿

透，中国以及东方人和其文明灿烂悠久，属于早

熟智慧、关系智慧和心则智慧；西方人和其文明

相对 晚 熟，属 于 晚 熟 智 慧、结 构 智 慧 和 规 则 智

慧。关系智慧易于形成隐性文化，在熟人、圈子

内意会，不容 易 形 成 显 性 知 识、复 制 和 传 递；而

结构智慧容 易 形 成 知 识、复 制 和 传 递。这 也 就

是，中华文化 在 先，西 方 文 化 在 后，但 是 近 代 以

来，西方文化复制、传递、传播、影响更加广泛和

深刻的原因，也是成为主流的原因。

中国文化从思维心理、言行结构、出世入世

观上观察，从与人有关的冲突与和谐、矛盾与中

庸、战争与统一角度观察，无不出自《周易》的阴

阳两仪太极结构图，是典型的二元悖论式生态。

中国文化经历先秦 诸 子 百 家 后，奠 定 了 哲 学 思

想的高度发 达，成 为 中 国 人 的 智 慧 宝 库。西 方

社会经历 了 古 希 腊 思 维 逻 辑 和 古 罗 马 法 制 之

后，进入了宗教社会，奠定了宗教思想的高度发

达。

从哲学本体论上来说，中西方哲学观和 世

界观都存在一元论 和 二 元 论，但 从 科 学 哲 学 和

管理哲学角度 即 强 调 过 程 论 视 角，西 方 更 为 强

调二元论，源自于柏拉图的二元论哲学观，即存

在感性世界和睿智 世 界，亦 即 后 来 的 感 性 和 理

性二元存在。正如毛泽东［９］强调认识论的二分

法，即对立统一的结构观。同样，从科学哲学和

管理哲学角度即强 调 过 程 论 视 角，中 国 更 为 强

调一元论，源自于老子的道德经一元论哲学观，

即物我合一、天 地 合 一、阴 阳 合 一，亦 即 后 来 的

心我合一、言 行 合 一、知 行 合 一。正 如２０世 纪

５０年代，哲 学 家 杨 献 珍 与 毛 泽 东 的 笔 墨 争 论，

他强调“合二为一”［１０］。一般来说，过 程 论 强 调

二元 论、多 元 论，亦 即 过 程 结 构 是 二 元 或 多 元

的；而本体论强调一元论，亦即终极本质归于整

体的一元。

西方人和东方人有交集和共性，但是差 别

性显 示，相 对 于 东 方 人，西 方 人 更 显 得 直 来 直

去、有一说一，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由此，西

方人更为注重事物过程在结构功能上的二元或

多元，与此同时，在逻辑和伦理取向上趋于一致

性，由此形成在公开 与 私 下 底 线 上 的 一 致 性 规

则意识。

中国强调内在的人性善良，注重心治和 哲

学，人的和社会的逻辑是情理法；西方强调外在

的人性私恶，注重法治和科学，人的和社会的逻

辑是法理情。中国人讲究和合、圆满和整体，崇
尚自然的道德、心悟的智慧和生存的道行，中国

人的智慧是早熟的、聪明的智慧；西方人探究分

解、结构与整 合，崇 尚 自 然 的 法 则、思 维 的 智 慧

和生存的道 理。西 方 人 的 智 慧 是 晚 熟 的、结 构

的智慧。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明显客观存 在

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过程论和本体论，显性的

强调一元论，隐性的则是二元论，形成了早熟智

慧及其早熟智慧后遗症。西方文化则强调过程

多元，但分解过程注重逻辑取向一元，形成了规

则的一致性意识和 守 则 理 念，更 易 建 立 起 组 织

管理机制。

１．３　中西文化思维的内生结构

中国文 化 思 维 是 以 典 型 的 二 元 悖 论 式 存

在，并以非此即彼的、过山车方式的过快地划向

一元本质论而存在，亦 即 过 程 对 偶 性 思 维 和 逻

辑整体性思维。举要如阴阳、此彼、对错、好坏、

美丑、善恶、真假，以对称的、对偶的、对 立 的 方

式，但却奇妙地整合在太极图之中，由此形成了

非此即彼思维、过山车式思维、顿悟性思维与合

一性思维。

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即缘我关系是社 会

行为和日常生活的 动 力，中 国 文 化 之 阴 阳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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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感性－理性结构的相互作用，是以个体家我

关系为核心形成的 群 己 结 构，以 事 物 象 喻 阴 阳

为基础形 成 的 对 称 整 体，构 成 了 感 性 文 化（倾

向）。

中国文化感 性 的 个 体 实 为 家 我 而 非 自 我，

其感性首先是人际 关 系 的 感 性，故 感 性 文 化 和

关系智 慧 早 熟，构 成 了 感 性 文 化 表 象 和 倾 向。

感性从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层面，先有象喻、阴
阳对称思维、整 体 意 识，延 续 至 哲 学 精 神；从 人

性善，到礼制、人品和道德；从因果轮回、到宿命

和信义，构成 中 国 文 化 感 性 的 一 面。由 于 这 种

文化天生早熟，属 于 早 熟 智 慧、关 系 智 慧，是 前

喻文明。

然而，关系感性不是没有理性的，其理性为

家我、缘我的 小 团 体、小 集 团 利 益 和 优 先 关 系，

这种追求 利 益 和 优 先 关 系 的 智 慧 亦 可 称 为 聪

明，亦即实用的理性。人的欲望、小团体利益和

实用理性构成了中国理性文化的集体性和利我

关系的实用价值。

近代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有一种普遍 的

观点，即 中 国 文 化 是 感 性 的，西 方 文 化 是 理 性

的。其实不然，前者有其感性的一面，但是在逐

利求实方面，同样具有高度的理性，这种理性呈

现实用主义 特 征。关 系 感 性 在 先、实 用 理 性 随

后，构成了关系感性－实用理性的文化结构。为

此，从结构的视角，中国文化属于“关系感性－实

用理性”文化。

西方文化思维则是典型的过程结构性思维

和逻辑一致性思 维，举 要 如 从１到０或 从０到

１，可以按０．１、０．０１等无限基数作为逻辑基点，

趋向于微积分的概念和原理。由此，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的日 常 生 活，其 思 维 是 结 构 性 思

维、过 程 性 思 维、规 则 性 思 维 和 逻 辑 一 致 性 思

维。亦即逻辑 上 始 终 保 持 趋 向 的 一 致 性，即 逻

辑的一致性和正义性。

西方文化是以个体独立人格为基点形成的

己群结构，以事物 分 解 单 元 为 基 点 形 成 的 逻 辑

结构，构成了理 性 文 化（倾 向）。理 性 从 社 会 行

为和日常生 活 层 面，先 有 逻 辑、结 构 分 析 思 维、

规则意识，延续至科学精神；从人性恶，到法制、

契约和诚信；从 宗 教 原 罪，到 忏 悔 和 信 仰，构 成

西方文化理性的一面。

从西方历史可以看到，其文化蕴育漫长，属

于晚熟 智 慧、结 构 智 慧，是 后 发 文 明。人 的 欲

望、情感和想象构 成 了 西 方 感 性 文 化 的 美 感 和

精神价值。西 方 文 化 从 逻 辑 分 析 开 始，所 形 成

的理性思维表现为理性的一面，但是在人性、情

感和审美层 面，又 具 有 感 性 的 特 征。规 则 理 性

在先、个体 感 性 随 后，构 成 了 规 则 理 性－个 体 感

性的文化结构。为此，从结构的视角，西方文化

属于“规则理性－个体感性”文化。

２　管理环境的文化、人口与制度结构

中国管理环境的最差别化要素是文化、人

口和制度，由于文化的复杂性、人口的体量性和

制度的条块性，都会 产 生 和 涌 现 出 大 量 冗 余 信

息，增加信息 的 不 对 称 性。虽 然 冗 余 信 息 也 会

抵制环境噪音，某些 情 境 下 增 加 有 用 的 负 熵 信

息，但是冗余信息意 味 着 环 境 会 增 加 组 织 的 时

间成本、精力成本、社会成本，以及管理成本、关

系成本、资源成本和经济成本。从文化、人口和

制度信息的生成、传递、繁殖、增值、反馈和测量

程序视角，管理理论信息转换、传递至管理实践

过程，存在着复杂的 层 级 转 换 和 路 径 传 递 的 阻

碍，导致生成复杂信息冗余，并形成信息复杂不

对称。这也就是源自于西方文化精神和思维方

法论的管理理论，在东渐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存
在着水土不服、理论失灵、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信

息学现象［２］。

２．１　文化悖论性与信息复杂不对称

象形文字与象喻文化、道悟合一文化、修心

克己文化、心学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伦理方

式和关系方式，所演 化 形 成 的 社 会 亚 文 化 具 有

其复杂性。从社会经济行为与日常生活层面的

文化结构和层次视角考察，可以发现：中国人思

维方式呈现意言行 错 位 结 构，即 心 里 想 的 不 一

定是嘴上说的、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实际做的［３］，

导致其社会文 化 习 惯 于 含 蓄、恭 维、暧 昧，习 惯

于面子、熟人、圈子，习惯于公开是公开、私下是

私下，习惯于“环 顾 左 右 而 言 他”。中 国 人 在 意

言行上表现出的拐弯思维、错位思维，且呈现二

元、多元的悖论式结构，锻炼了小聪明和人际关

系智慧。常说 的 中 国 人 聪 明，心 眼 多、脑 袋 活、

见风使舵、跟 得 紧、转 变 快，内 在 与 阴 阳 之 间 对

称是一条线而无结构有关，导致思维非此即彼、

过山车式，导 致 社 会 心 理 敏 感 脆 弱。外 在 与 历

史上专制制度有关，也 与 人 口 密 集 导 致 竞 争 挤

压强劲有关。

中国人在伦理言说、言表、表述、表演上，公

开场合言伦理、正义，言做人真诚、朴 实、大 度、

包容等；私下场合则 家 我 缘 我 关 系 小 团 体 利 益

至上，体现取利、逐利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

向。这种典型 不 一 致、悖 论 式 的 社 会 经 济 行 为

和生活习惯，在 伦 理 言 说、宣 传 和 传 播 上，强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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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的做人 观、清 明 的 权 利 观、和 合 的 义 利 观，

强调他人利益、大 家 利 益、公 家 利 益，强 调 表 里

如一和一致性；但在私下场合则是实用的、功利

的追逐个人和小团体利益。

中西方“关系”的实际含义存在着很大的不

同，西方“关系”体现“理性规 则 关 系”，中 国“关

系”复杂属 于“感 性 实 用 关 系”［２］。社 会 亚 文 化

即管理层面，中 国 的 关 系 复 杂 性 强、普 适 性 弱，

西方的关系普适性强、复杂性弱；亦即人的和社

会的思维、表 达 和 行 动，西 方 的 一 致 性 强、不 一

致性弱，中国的不一致性强、一致性弱。

中国世俗文 化 中“心”的 含 义 极 其 复 杂，既

具有复杂的社会性，又 具 有 典 型 的 个 人 和 小 团

体行为的特征。收敛在个人内心深处的复杂文

化意识，又可随时 转 化 为 支 配 行 为 目 的 的 最 简

单经济原则，即功 利 实 用 的 利 益 套 现 动 机 和 行

为。这种源于 内 心 和 私 下 的 利 益 规 则、情 感 规

则和理性规则，构成了情理法的社会文化，形成

了早熟智慧（聪明），主 要 包 括 个 人 及 小 团 体 利

益至上原则、人际关系与人脉资源至上原则，公
开与私下言行悖论 方 式，只 可 意 会 不 可 言 传 方

式，螳 螂 捕 蝉 黄 雀 在 后 方 式，表 面 和 谐 心 知 肚

明、私下纷争心照不宣方式。

中国文化之于中国人，在其能力特质结 构

中，根生着性格习惯差异，体现为细节节点上的

固执性和难 改 变 性 特 征。也 就 是 说，思 维 定 型

的中国人，其骨子 里 的 思 维 观 念 和 方 式 几 乎 不

改变，所接受新知识信息和组织的理念模式，只

是表象的改变，而其思维方式、惯习心理和行为

模式的深层结构，很难改变。

由此，中国文化环境决定了管理环境的 复

杂性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也就是说，中国文

化信息生态具有复杂的不对称性。在超冗余信

息和复杂不对性的 文 化 环 境 下，关 系 资 源 配 置

存在着严重的信息 不 对 称，超 冗 余 信 息 意 味 着

信息熵小、熵 值 低，导 致 信 息 识 别、甄 别 严 重 的

困难。

２．２　人口密度性与信息复杂不对称

中国自古以 来 的 种 族 生 育 结 构 和 人 口 观，

导致历史上和当代都是一个人口大国。源于农

业文明对劳动力依 赖 的 历 史，汉 民 族 的 人 口 观

和人口繁衍文化成为中国历史存续和文明繁衍

的基本推动 力。若 不 考 虑 人 口 变 量 因 素、人 口

文化约束和人 口 环 境 的 复 杂 性 影 响，就 不 可 能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适合于中国人口环境的管理

理论，也解决不了实践中的管理问题［１１］。

中国人口环境和人口文化，一方面是数 量

庞大和密度高，另一方面是所形成的人口文化，

其非正式组 织 文 化 强 韧 持 续、繁 茂 根 生，血 缘、

亲缘、地缘文化构成 的 小 集 团 利 益 和 伦 理 情 感

文化氛围，对组织有着强劲的挤压力和渗透力。

人口环境与人口文化因素，根植于组织内部，构
成组织外生与内生的机理性因素。

中国１３亿 多 人 口，从 人 口 就 业 和 工 作 竞

争的信息生态视角，从小微商业组织数 量 和 竞

争挤压的信息生态视角，从城市空间人 口 密 度

和竞争挤压、从 组 织 职 位 安 排、人 际 关 系 渗 透

和岗位竞争挤压的信息生态视角，从社 会 工 作

职位信息、市场职位竞争信息、信息秩序 视 角，

其人口环境信息极其复杂，人口竞争信 息 极 不

对称。

人口 环 境 下 的 劳 动 力、人 力 资 本、智 力 资

本、知识资本 的 信 息 生 态，包 括 需 求 信 息、商 业

信息、个体行为信息和关系信息，处于复杂的生

态。经济 学 意 义 上 的 人 口 红 利 与 人 口 负 债 并

存，管理学中观意义 上 的 人 口 竞 争 与 人 才 需 求

的治理机制粗糙，微 观 组 织 意 义 上 的 人 口 环 境

挤压、人员关系渗透 与 成 员 绩 效 考 核 的 管 理 机

制粗放。管理 的 层 层 委 托 代 理 环 节，存 在 着 复

杂的内外部人际关系、小团体非正式组织，存在

着复杂的“你不干他干”、“骑马 找 驴”的 职 位 需

求［１１］，存在着无数个体商业、小 微 企 业、中 小 公

司的透支求生求利运营，为此，委托者与代理者

之间处于信息超级不对称状态。

２．３　制度意志性与信息复杂不对称

中华文明是在地理广袤和人口众多基础上

发生和繁衍的，因而属于陆地文明和山文化，漫

长的 农 业 文 明 所 形 成 的 疆 土 观、人 口 观、整 体

观、一统观，泱泱大国和中央帝国意识已植入国

家民族的性格之中，成 为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的 基 本

架构［２］。中华 文 明 与 哲 学 核 心 是 周 易 的 阴 阳、

老子的道和无为、孔子的德和帝王之术、大秦的

一统思想，历经朝代更迭，延绵至今。古代社会

国家君主制和社会 结 构 基 础 的 家 长 制，其 社 会

的治理与教化演进，是以皇权和家权为主体、以

官权和男权为纽带的制度文化与伦理文化。这

种文化的潜意识，依 然 影 响 着 现 代 社 会 生 活 和

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政治制度的潜意识是与天神玉皇大帝统治

一切的观念一起，植 入 进 人 间 君 王 的 社 会 意 识

之中，天地君亲师，承接了天地、国家、社会和家

庭的“一把手”唯一意识和意志。按照现当代历

史学者的研 究 成 果，中 国 明 朝 即１６世 纪 中 叶，

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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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０年 鸦 片 战 争 爆 发，中 国 已 经 积 重 难 返，中

华民族欲以不分裂的独立国家与世界强国并存

于民族之林，必须跨越资本主义初期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和社会制 度，发 扬 其 国 家 文 化 的 核 心

力，即整体至上、举国体制、独立至上、优先发展

的战略意识。

为此，晚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孙中山晚年和

蒋介石都谋求党国体制，新中国建立后，也一直

延续了一党为主、多 党 合 作 和 中 央 政 府 集 中 领

导的政治制度，在此政治制度下，中华民族及其

人民真正具有了凝聚力、团结力，国家真正意义

上独立了，具 有 了 国 格、人 格，毛 泽 东 和 他 的 人

民经过艰苦卓绝的 斗 争 和 建 设，奠 定 了 国 家 战

略之基，改革 开 放３０多 年 来，中 国 逐 步 发 展 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政府社会治理体制、

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

为次一 层 级 的 制 度。在 政 治 制 度 稳 定 的 前 提

下，这些体 制 是 改 革、变 革 的 基 本 要 求。但 是，

无论怎么变革，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具有意志性，

这种意志性体现在制度摸索、转型、过渡的过程

中，毋庸置疑，具有复杂性。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 立

的初期和转型期，很多政府、公共组织和企业组

织的治理与管理过程，如决策水平与效率、政策

制定与执行、资源配置程度和尺度、市场监管方

式和程度、企业主体与市场竞争、顾客主体与需

求，都存在着宏观层面的结构缺陷、中观层面的

机制缺陷和微观层面的巨复杂、不规范、秩序乱

的状态。

为此，微观组织运行的社会和市场存在 大

量的信息冗余，治理结构混乱，市场上违规违章

违法现象、假冒伪 劣 产 品 和 投 机 求 利 的 忽 悠 组

织和个人都层出不穷。市场管理层面的制度信

息超级不对称，制度环境和制度信息生态差，官
商关系、微观组织的委托代理关系，都在利用这

种信息严重不对称，进行寻租寻利的资源配置，

委托代理处 于 高 风 险 状 态。故 而，在 中 国 特 殊

社会环境即管理环 境 下，管 理 理 论 与 实 践 之 间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 脱 节 现 象，如 何 依 据 特 定 情

境进行管理和管理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３　中国情境管理的结构机理

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管 理

实践的特殊性，而 决 定 中 国 管 理 环 境 和 中 国 管

理实践最为差别化的因素是：文化思维、人口密

度和制度体制，这 三 大 因 素 决 定 了 中 国 管 理 环

境和中国管理实践 与 其 他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不 同，

或者说有着充满文 化 个 性、人 口 挤 压 和 制 度 形

式的巨大差 异。从 广 义 文 化 上 来 说，人 口 和 制

度亦在文化范畴，为此，需要探究组织运行环境

和组织管理环境，亦 即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行 为 与 日

常生活的文化环境机理和组织的情境机理。这

种情境机理，可以在 信 息 即 势 的 抽 象 层 次 上 简

化到信息势空间中，即 成 为 相 对 于 整 体 一 致 性

平直空间的文化特 殊 性 弯 曲 空 间，按 照 处 理 弯

曲空间的现代科学 方 法，即 相 对 论 提 出 的 等 效

变化方法———局域 对 称 化 方 法，也 就 是 相 对 于

制度管理的整体格 式 化，需 要 文 化 管 理 的 局 域

对称化。情境 管 理 的 本 质 就 是 等 效 变 化，即 合

适的地方、合 适 的 时 间、针 对 合 适 的 问 题、用 合

适的方法、干合适的事。

３．１　情境管理的信息理论解构

按照信息学理论，信息是负熵，熵用来表示

一种情境的不确定性和无组织性冗余是不必要

的信息，不是信息制造者或发送者选择的信息，

是制造和发送控制规则所生成的。冗余信息也

不是全无用，他可以抵制、抵消噪音［１２］。负熵信

息是动态有序、有效信息［１３］。

钱学森认 为 信 息 即 激 活 的 知 识［１４］。李 德

昌［１５］从势科学的角度，认为 信 息 即 负 熵、有 序、

梯度、导数、比例，即势。信息的势科学定义：信

息＝势＝差别÷距离＝差别×联系＝信息势＝
信息量。即表达推进到本质联系的极限。管理

过程是信息相互作 用 的 过 程，开 放 系 统 不 断 走

向有序化的信息作 用 机 制，即 势 的 运 行 机 制 为

“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这与导致系统

无序 的 熵 增 原 理，形 成 鲜 明 的 对 比，所 以 李 德

昌［１６］将其称为势增原理。势增原理支配下的信

息相互作用，必然使 系 统 要 素 趋 向 差 别 最 大 而

联系最紧，由此形成要素的对称性结构，即最大

的差别×最大的联系，产生最大的势，而系统要

素的多元对称构成 群，所 以 群 包 含 的 信 息 量 最

大最美，由此 使 得 系 统 产 生 最 好 的 竞 争 力。物

质世界和 人 类 社 会 运 行 机 制 可 以 简 单 表 达 如

下［１６］：

势 → 对称 → 群

↓ 　 　↓ 　　↓
动力 → 机制 → 模型

李德昌［１６］在举例分 析 信 息 势 时 说：老 子 曰

“道生之，德 蓄 之，物 形 之，势 成 之”；长 江 商 学

院的校训是“取势、明道、优术”；“势”＝“执”＋
“力”，有 势 才 有“执 行 力”———势 在 必 行。由 此

可以看出，中国文化 应 用 周 易 的 阴 阳 两 仪 对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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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生态图，刻画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从深层

次上揭示客观世界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也

就是说，中国文化信息从宏观结构上是对称的、

是整体的，从文化 信 息 表 现 上 是 简 单 和 清 晰 对

称的，故信息 势 最 大。把 这 一 原 理 应 用 到 实 践

中，比如管理者观察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成员，

他们 含 蓄、委 婉、暧 昧 表 达 的 背 后 是 利 益 的 简

单、清晰诉求，因 为 在 他 们 的 心 理 价 值 中，利 益

代表自我价值实现 的 肯 定，也 就 是 说 利 益 和 自

我价值是对称的。

然而，中国文化信息从微观上是复杂不 对

称的，用 公 式 表 示，信 息 不 对 称 势＝差 别÷差

别×联系（这里可能还需要讨论，该公式可以简

化为：差别÷差 别＝１，所 以 不 对 称 势＝１×联

系＝联系，可以 说 明 中 国 文 化 强 调 忠 孝 的 联 系

性，而舍弃了差别的作用，所以弱势），主要体现

在创新和人性关怀 信 息 势 弱，企 业 运 营 成 本 信

息势弱，而客观实 践 的 复 杂 性 运 行 总 是 遵 循 差

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形成差别与联系的

对称性彰显形式信 息 势 大、个 体 性 格 节 点 差 异

信息势强。对 于 微 观 管 理 来 说，信 息 复 杂 不 对

称意味着命令 链 传 递 信 息 冗 余 多、沟 通 歧 义 信

息势大、非正式组织信息势强、成员小聪明信息

势大，由此导致组织管理和运营成本高。

同样，中国人口密度高，宏观管理主要体现

在人口体量和劳动力对称信息势强大，但是，微

观管理信息复杂不 对 称，主 要 表 现 在 就 业 关 系

信息势强大、职 业 关 系 信 息 势 和 岗 位 挤 压 信 息

势都强大。

同样，中国制度集中统一，宏观管理主要体

现在中央体制 和 举 国 体 制 对 称 信 息 势 强 大，但

是微观管理信息复杂不对称，主要表现在政府、

公共组织约束体制 信 息 势 弱，官 员 寻 租 和 不 作

为信息势强大。

复杂性信息不对称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信息

冗余多，可以 抵 制 抵 消 噪 音；缺 点 则 是 负 熵 少，

熵信息多，情 境 的 不 确 定 性 和 无 组 织、无 纪 律、

无自律性信 息 势 强 大。微 观 信 息 复 杂 不 对 称，

一方面增加了管理成本，即管理过程信息沟通、

传递、反馈的成本 高，无 疑 推 高 了 管 理 成 本（包

括体力、精力、时 间、经 济 和 信 息 成 本）；另 一 方

面，组织创新、变 革 和 科 学 知 识 涌 现 差，治 理 成

本必定高。

按照现代信 息 经 济 学 的 几 个 基 本 模 型（见

表１）［１７］，在组 织 管 理 过 程 中，无 论 是 委 托 代 理

关系、命令执 行 关 系、管 理 沟 通 关 系，都 存 在 信

息微观传递的复杂不对称性，在前３个模型中，

增加了信息识别的难度，在后一个模型中，增加

了信息隐藏 的 道 德 风 险。也 就 是 说，微 观 信 息

复杂不对称性增加 了 组 织 治 理 和 管 理 的 成 本，

管理处于复杂环境 更 需 要 情 境 化 管 理，即 局 域

对称化管理。
表１　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隐藏行动 隐藏信息

事前逆向选择

（１）逆向选择模型
（２）信号传递模型
（３）信息甄别模型

事后道德风险
隐 藏 行 动 的 道 德 风

险模型

（４）隐 藏 信 息 的 道 德 风 险

模型

３．２　组织内外环境的情境机理

中国管理者言行一般表现为“外和内争”思

维，行为方 式 中 的 文 化 因 子 主 要 包 括“滞 性 因

子”（滞惰的、经验的、过 去 的、整 体 的）和“利 性

因子”（个 人 的、家 我 的、小 团 体 的、利 益 集 团

的），管理 者 思 维 和 言 行 中 反 映 了 前 喻 文 化 意

识、观念和习 惯，即 滞 性 因 子 和 利 性 因 子 意 识；

西方管理者言行一般表现 为“外 分 内 构”思 维，

行为方式 中 的 文 化 因 子 主 要 包 括“过 程 因 子”
（分竞转合思维），“规则因子”（逻 辑 基 点、法 治

意识、结构思维），管 理 者 思 维 和 言 行 中 反 映 了

并喻文化意识、观念和习惯，即过程因子和规则

因子意识。

中国人外和趋向宏大、论道、中庸和整体思

维，内争则趋 向 个 人、小 团 体 的 逐 利 倾 向，且 作

为私 下 文 化，其 关 系 智 慧、小 聪 明 非 常 发 达 早

熟，体现在个人身上，中国人的性格差异节点特

别突出和固执，呈现个人心理敏感、社会心理脆

弱的特征。为此，中 国 人 利 性 因 子＝欲 望×差

异×关系，亦 即 欲 望 促 进 差 异，差 异 建 立 关 系，

关系扩大差异格局。

在中国管理环境下，一般来说，组织内外部

环境中普遍存在实用理性逻辑和关系感性智慧

的言行倾向，且在组 织 活 动 过 程 和 人 际 关 系 生

活中处于较 强 的 支 配 地 位。也 就 是 说，在 社 会

经济活动和日 常 生 活 中，人 与 人、组 织 与 人、组

织与组织的思 维、言 说、行 动 的 方 式 不 同，科 学

理念方式与文化惯 性 思 维 方 式 并 存，以 人 为 核

心的组织管理并非 完 全 技 术 层 面、完 全 公 开 法

律正义、逻辑 正 向、社 会 公 德 的 层 面，组 织 内 部

管理和外部竞争，都面对着规则关系、潜规则关

系和暧昧方式的不同目的群体。

故此，关系远近产生小团体优先选择倾向，

关系感性倾向促进 实 用 理 性 发 达，趋 利 逐 利 的

实用理性又增进感 性 关 系 紧 密，生 成 了 感 性 欲

望与理性目的相互作用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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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感性－实 用 理 性 的 结 构 即 是 中 国 社 会

行为与日常生活的文化结构，其结构机理为：人

的感性思维核 心 体 现 为 缘 我 关 系，缘 我 关 系 促

进了利我理性，利我理性又紧密了缘我关系，构

成了文化运行的内生动力。

规则理性－个 体 感 性 结 构 即 是 西 方 社 会 行

为与日常生活文化的结构，其运行机理为：人的

理性思维核心 体 现 为 个 体 欲 望 和 规 则 意 识，规

则意识下的个体欲望未满足的创造力促进了精

神价值的实现，精神价值需求扩展了个人欲望，

构成了文化运行的内生动力。

在信息复杂不对称的中国管理环境下，环

境是 一 个 整 体、依 据 和 方 式，把 科 学 结 构“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１８］进阴阳整体之中，分解阴阳为个

体、具体和细节部分，形成个体部分间的和气竞

争，竞争促进 转 化，转 化 扩 大 差 异 和 增 加 合 作，

差异与合作生成新 的 阴 阳 结 构，即 事 物 的 整 体

和生命。

由此，微观组织情境管理的动力学机理，即

情境机理为：和方式引领复杂差别，可以促进竞

争有序（竞争差序与组织 管 控）；合 作 式 引 领 复

杂竞争，可以扩大品性差异（差别性共赢与组织

优势）。中国管理环境下，组织情境机理只要满

足如下条件，就处于运行状态。

条件１　中国管理环境下的企业组织和一

般组织。

条件２　组织中有足够的中国人。

条件３　组 织 处 于 非 纯 机 械 式、工 具 化 的

运行状态。

４　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情境原则

全球管理知识的３类理论模式证明管理理

论具有普适性和情 境 性，管 理 实 践 离 不 开 具 体

的环境。全球管理知识［１９］的３类理论模式分别

是与情境无 关 的 理 论———适 用 于 任 何 社 会、文

化或政治情 境；受 情 境 制 约 的 理 论———适 用 于

部分而非全部 情 境；针对具体情境的理 论———

只在某种特 定 情 境 下 有 效。为 此，需 要 研 究 中

国管理环境特殊性下的组织运行管理。

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其

所存在的社会环境，而 中 国 的 社 会 管 理 环 境 具

有特殊性。从空间和时间的坐标系来考察管理

环境，既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又有中国与世界

交互全球化的共识性。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

与共识性，体现在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上，一方

面，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等

层面，已经与国际接轨，这构成了中国社会管理

环境的共识性；但 另 一 方 面，在 生 存 观、思 维 方

式与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等方面，与

西方人存在着较大 的 差 异，中 国 的 人 口 环 境 和

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同样存在着很大差异，这

些环境要素构成了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为

此，不仅需要解构环 境 文 化 机 理 和 组 织 情 境 机

理，还需要细分组织情境的运行结构。

４．１　管理理论中国化：普适性与情境性

西方管理学系统引进中国近３０年来，在技

术层面即管理科学 的 应 用 与 创 新，具 有 广 泛 的

接受性和普适性，在 方 法 层 面 也 部 分 地 具 有 普

适性，如“灰色理论”、“可拓学”、“势科学”等，但

源自于西方的管理 理 论，在 本 体 论 和 方 法 论 层

面，植入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和管理环境，还存在

着文化和制度的反刍。虽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

管理学是建立在生 产 力 基 础 上 的 理 论 架 构，但

依然保存着生产关 系 要 素、西 方 上 层 建 筑 观 念

和西方文化环境因素，而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观念和文化环境因 素 方 面，中 西 方 存 在 着 明 显

的差异。

依据狭义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４个层面

结构，来分析管理理论的普适性和情境性［２０］。

第一个层面为概念、原理和世界观层面，高

度抽象、概括的概念是理论思想、事物原理的具

体认识，反 映 其 理 论 体 系 的 世 界 观 和 价 值 观。

在这个层面，中西文 明 样 式 和 哲 学 思 想 是 有 差

别的，认识世界和人 生 的 观 念 存 在 着 明 显 的 差

异。例如，关于 人 性 假 设 的 差 异，基 督 教、天 主

教与佛教、禅 宗 的 差 异，周 易 与 泰 勒 士、赫 拉 克

利特的差异，老 子、孔 子 哲 学 思 想 与 苏 格 拉 底、

柏拉图的差异，由此 导 致 管 理 理 论 在 中 西 方 既

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二个层面为方法论层面，方法论反映 思

维方式、心理 惯 习、生 活 方 式 和 行 为 方 式，中 西

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例如，因果逻辑和亚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式 逻 辑 存 在

着明显的思维方式 差 异，中 医 治 病 方 式 与 西 医

治病方式存 在 着 明 显 的 方 法 论 差 异。同 样，管

理理论在 中 西 方 组 织 环 境 中 存 在 着 共 性 和 差

异。

第三个层面为方法层面，中西方在传统 技

术方法和机理路径上也存在着差异，例如，古代

社会在度量衡上存 在 着 计 量 方 法 上 的 差 异，在

食品烹制、酒饮制作工艺过程也存在着差异，但
是，现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比较一致地接受

了现代科学技术方 法 和 标 准 化，因 而 在 中 西 管

理上也同样比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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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层面为技术工具层面，现代企业 管

理在这个层面上几乎已经全面接受源自于西方

的科学技术工具了，具有广泛的普适性，管理理

论的普适性主要体现在技术方法与工具知识层

面上。

由此，自西方管理科学、管理理论引进中国

经济社会后，在理论转化和应用层面，一直存在

着争议和与事实不 符 的 现 象，这 是 因 为 中 国 社

会环境与西方 社 会 环 境 存 在 着 明 显 差 别，这 种

差别 主 要 体 现 在 世 界 认 识、人 性 认 识、思 维 方

式、言 行 方 式、人 际 关 系 方 式 和 生 活 习 惯 等 方

面。故此，微观 组 织 在 中 国 管 理 环 境 的 每 一 次

运行，即为一个个情境运行，需要受约束的或特

定的情境管理，解析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才

能解构中国企业 组 织 与 一 般 组 织 的 实 践 机 理，

才能探究、建构中国企业组织、一般组织的情境

管理理论。

４．２　中国情境管理：理路与实践融合

中国人的利益观、生活观和表达形式是 独

特的，亦即在组织管理实践中，高层领导者背后

的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人财物决策与公开场合

讲的、公布的、决 断 后 的 说 法 往 往 是 不 一 致 的，

公开场合的和谐、含 蓄 表 述 与 所 谓 公 开 公 平 公

正透明，与背 后 的 利 益 之 争、矛 盾 妥 协、各 种 复

杂关系考量、心理好恶感及其偏好选择，存在着

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透明，这是文化结构和

方式造成的，与现代制度选择无关。

组织使命、文化与管理制度是清晰的，指向

现代制度知识体系，但是，组织内部成员往往是

以个人和小团体的非正式组织形式呈现意愿言

行，这种显隐二元存在的组织文化，与西方组织

以显性文化为主体管理行为存在着结构性的差

异，而显隐性交替存在，并且往往是隐性组织文

化处于支配地位 的 管 理 行 为 和 方 式，就 是 某 种

意义上的中国方式［２］。

管理理论是依据管理实践活动过程建立的

过程观理论，因而管理研究必然以实践为导向。

中国管理环境 的 特 殊 性 导 致 管 理 的 情 境 性，基

于实践导向的 情 境 管 理 研 究 和 理 论 建 构，需 要

从特殊情境层面、受 约 束 的 情 境 层 面 和 具 有 战

略共性的方法论层面，抽象其运行机理，概括其

理论结构。亦即从文化、人口、制度环境特殊性

机理切入，解构中国微观组织实践结构，建构情

境管理理论架构。

除了管理科学的普适性技术方法和工具层

面之外，中国情境管理的理论结构，从层次上划

分包括特殊的情境和受限制的情境［２０］。

（１）特殊情境 层 面 与 方 法 论　管 理 行 动 本

身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实 践 活 动 若 用 文 字 符 号

抽象概括，就会省略、丢失其本身的丰富性与核

心元素。特殊 情 境 下 的 管 理 实 践 研 究，主 要 研

究理性成 分 和 感 性 成 分 在 决 策 和 行 动 中 的 作

用，通过大量实际管 理 案 例 中 规 则 的 定 性 与 定

量研究，来积累理论知识的“初产品”，并提炼萃

取出在特殊情境下可以借鉴应用的动态共性的

经验理性和 实 践 知 识。例 如，在 特 殊 时 空 背 景

下，潜规则对组织中 非 正 式 组 织 群 体 的 同 化 程

度；以及在组织管理活动中的存在与作用；潜规

则前提下组织中的“暧昧法则［４］”机理以及激励

与约束机制等。

（２）受情境制 约 层 面 与 思 维 原 理　在 受 情

境制约的环境下，源 自 于 普 适 性 理 论 需 要 修 正

其理论的限制条件 和 变 量 因 素，而 限 制 条 件 和

变量因素 是 通 过 管 理 实 践 导 向 的 情 境 问 题 研

究。这些受情 境 限 制 的 理 论，应 该 设 计 出 不 同

情境条件下变量约 束 的 理 论 模 型，并 回 到 实 践

中检验和指导实践，在 不 断 应 用 和 完 善 中 建 立

起具有中观 共 性 的 理 论 架 构。例 如，对 某 一 类

公司发展规划和公 司 文 化 进 行 战 略 情 境 研 究，

探究其“虚实结构”和“品名成 分”，以 及 其 运 行

环境的特殊性程度 和 运 行 机 理，并 在 中 观 层 面

探究出管理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性约束条件和

变量因素，从而建立 该 类 公 司 现 阶 段 管 理 环 境

下情境管理的中观转换机制。

４．３　中国情境管理的一致性原则

中国（企业）组 织 情 境 管 理，要 依 据 情 境 生

成机理，说中国话、办组织事；受理科学，道法自

然，德得入世；分竞转合为过程，竞合兼容“外和

内争”与“外分内构”方 式；遵 守 实 战 竞 先 原 则、

略术相生原 则、尺 度 平 衡 原 则、容 度 层 次 原 则、

和合双赢原则。真正做到小情境、大格局，竞有

术，续有道。

（１）容度层次（合）原 则　容 度 是 对 中 西 文

化、智慧、理论和经验的融会贯通，形成结构，方
可为原则。曾 国 藩 总 结 中 国 文 化 于 实 战 之 道，

即外用孔孟，内用申韩［２１］。从结构层次论角度，

最核心层应是人性 生 态 道 法 自 然 理 念 原 则；第

二层应是法治激励 与 约 束 原 则，包 括 制 度 激 励

与约束、责任激励与约束，即曾国藩的内用申韩

原则；第三层 应 是 和 合 文 化 原 则，包 括 义 利 观、

合作观、和合观、和谐观等要素的伦理宣传与战

略体现的尺度设计、双赢设计原则；第四层即表

层，主要体现器物亲和形象和理性真实原则。
（２）实战为先（先机，得德）原则　在游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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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思考转化撞击分

合合分融合，实战为先、为导向，直面实战行动，

努力获得预期效益。领导者所驾驭的组织进入

实战，就要具有冒险精神、克难意志、持韧转机，

通过黎 明 前 最 后 一 公 里 的 意 志、勇 气 和 耐 力。

无论成败要有心得，要有理念转换、建立新的思

维模 式、提 炼 萃 取 经 验、抽 象 概 括 具 体 情 境 机

理，保持理性（理论）与实践转换的原生结构。
（３）略术相生原则　战略要有远见卓识，远

见是洞察透析 未 来 环 境 变 化 的 大 趋 势，卓 识 是

识别，尤其在信息 过 度 的 互 联 网 世 界 和 地 理 空

间世界，诡计与诚信信息交织丛生、虚假与真实

信息交织丛生、欺骗与创意信息交织丛生、组织

决策者面对纷 杂、过 度、掩 盖 的 信 息 丛 林，怎 么

样识别找到有效信息、人才和资源是关键，而捕

捉关键细节、细 分 信 息 需 求，技 术 析 出 依 据，判

断细节背后 是 关 键 能 力。战 略 冷 静 是 对 冲 动、

诱惑的限制，大事 大 决 策 面 前 必 须 有 战 略 冷 静

的能力，通过战略冷静来判断方向、选择行之有

效的方案、组 合 战 略 战 术。战 略 节 奏 是 对 战 略

过程的安排，是通过资源配置的谋术方法，对资

源予以配置布局、投入时间节点、节奏流程的聪

慧控变把握，从 而 获 得 实 现 节 奏 战 略。战 略 自

然，是指战略 道 法 自 然、成 竹 在 胸，对 未 来 变 换

充满自信，完成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

手的规划和拥有拿捏方寸的能力。

（４）尺度平衡 原 则　情 境 管 理 就 是 要 适 应

环境、引领环境、创新环境，就是要设计适应、顺

势、引领、创新的内容芯片，嵌入特定环境之中，

引发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撞击、融合，驾驭组织在

实践中获得 先 机、效 益 和 可 持 续 之 道。尺 度 平

衡原则要基于中国 企 业 的 现 实，企 业 家 们 在 用

什么语言、用 什 么 办 法 管 理 企 业，用 什 么 办 法、

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来 获 得 资 源，是 怎 样 做 市 场

做客户做经 营 的？一 般 组 织 是 怎 么 做 的，什 么

行为、什么关 系、什 么 文 化 形 态？组 织 成 员、员

工们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是怎么抱团的，他们私

下是怎么想 的、怎 么 做 的？他 们 相 信 组 织 的 文

化和战略目标吗？情境管理的尺度原则是在理

念和真实之间建 立 可 以 激 励 相 容 的 平 衡，是 纽

带和桥梁的 功 能。为 此，尺 度 原 则 要 考 虑 战 略

本身和表象文化 之 间 的 平 衡 尺 度，要 考 虑 宣 传

和信诺之间的尺度 平 衡，要 考 虑 管 理 理 念 与 现

实利益之间的尺度 平 衡，要 考 虑 每 一 个 管 理 决

定与实现目标之间 的 尺 度 平 衡，要 考 虑 管 理 行

为与环境与内部成员之间的尺度平衡。
（５）竞合（和合、合作）双赢原则　其实文字

和文字背后的文化、组织的理念是有差别的，是
竞合观还是和合观？竞争与合作是先有鸡还是

先有蛋？理论 上 可 以 说 不 清，但 实 践 中 是 完 全

清晰的。也就 是 说，若 能 做 到 双 赢，是 任 何 人、

任何企业家所希望 的，但 现 实 环 境 不 一 定 是 这

样的。为此，要根据企业组织的实际境遇，制定

相应的战略，即 在 竞 合 战 略、合 作 战 略、和 合 战

略之间选择双赢的战略方式。真实的市场环境

下企业间竞争，很多是选择二元悖论方式的，即

形式上言说上是双 赢，实 际 运 行 要 么 是 竞 争 为

先、获胜为先，并 未 为 竞 争 对 手 考 虑；要 么 是 事

后特意安排兼顾合 作 的 现 象；再 或 是 真 的 兼 顾

合作、平衡，不 把 竞 争 者 置 于 死 地，让 竞 争 者 获

得一定的市场空间和份额，真实的以优势心态，

与其合作共 赢。直 面 企 业 实 战，而 非 终 极 亦 非

大跨度的战略言说 或 者 文 化 宣 传，决 策 者 在 制

定战略时，其内心意 识 深 处 或 者 嵌 入 这 样 的 理

念，考虑尺度、容 度 的 合 作，建 立 战 术 层 面 竞 争

为先、战略层面真实 合 作 或 让 出 一 些 市 场 空 间

的战略，对于企业组织来说，是一项利己利人的

战略，可以从这个层面和程度上，真实地试验式

地建立这样的战略理念并恪守原则。

５　结语：中国文化优劣势与情境管理研究

范式

　　中国文化的优势与劣势，可以概括如下。
（１）跨越古代 与 现 代 的 优 势 层 面　画 龙 点

晴、点到即止，显 现 出 文 化 的 优 势：文 明 底 蕴 恢

宏、智慧格局 大 气、战 略 有 远 见 容 度、战 术 有 卓

识空间、历史 时 序 持 韧、精 神 内 涵 内 生 丰 富、精

神形式内敛优雅、人文意境含蓄优美、技艺匠心

精微优良，文本结构委婉精准。

（２）历史上领 先 的 优 势 层 面　一 统 意 识 至

上，文化对称超强，天地君亲师社会宏观等级结

构与国家治理 结 构 稳 定，血 缘、亲 缘、地 缘 社 会

微观关系结构与文 化 治 理 结 构 稳 定，文 化 中 心

观同化能力强盛，人 口 繁 衍 观 与 宗 性 子 嗣 观 强

韧，文化遗传性强韧。

（３）社会 亚 文 化（社 会 经 济 行 为 与 日 常 生

活）层面历史劣势与现代显 现　社 会 亚 文 化 的

关系感 性－实 用 理 性 世 俗 化，文 化 外 延 结 构 缺

失，阴阳对称（辩证）思维转换结构缺失，意言行

悖论文化盛行，因果轮回思维盛行，虚无功利互

补文化盛行，社会心理敏感与脆弱过度，小团体

关系利益智慧泛滥，社 会 规 则 暧 昧 化 与 公 共 底

线缺失。

中国文化具有典型的二元性特征，体现 于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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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底蕴 性，也 就 是 说 时 空 容 度 博 大 精 深。

由此产生了和合观、合一观、对称观、义利观、礼
仪观、仁爱观、中庸观、和谐观，这些观念对于民

族、国家存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伦理

对于个人和家庭、宗族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这些观念在 社 会 中 观 层 面 却 长 期 缺 失 转

换机制，导致社会亚文化，即经济行为与日常生

活层面的文化高关系性、高实用性，社会亚文化

的隐蔽性和负面性支配了社会环境即管理环境

的观念取向、风气习惯，对组织运行的影响更持

续顽韧。

从近现代中国接受西方科学技术文明、社

会分工结构和企 业 经 济 管 理 的 逻 辑 体 系 以 来，

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一直都隐隐显现着曾经第

一的、无意识的追赶理念，无论是社会单元的基

本单位如家庭或企 业，还 是 社 会 群 体 乃 至 上 升

到民族和国 家 层 面。从 另 一 个 角 度 看，中 国 管

理环境至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急切或者说着急

心理，这与源续文化的大我、大国中心意识息息

相关，其主体意 识 观 念 与 思 维 心 理 体 现 为 整 体

性与合二为一的潜 意 识 理 念，包 括 理 论 与 实 践

的合二为一意识。

与此同时，体现为社会群体意识和行为 者

主体，即管理者 不 自 觉 的 潜 意 识 要 求 自 己 既 是

思想者、研究 者 和 理 论 者，也 是 领 导 者、实 践 者

和实务者。理 论 与 实 践 之 间 是 有 距 离 的，这 种

距离从科学分 类、分 工、分 立 的 视 角，是 彼 此 客

观独立存在的结构均衡，是个体独立人格、分工

主体和社会角色的 结 构 效 率，有 利 于 主 体 发 展

变化的结构转换，也 就 是 说 动 力 均 衡 的 转 换 机

制才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有效的结构关系。犹如

习近平［２２］治 国 理 政 思 想 中 的“治 大 国 若 烹 小

鲜”，其“治大国”的宏观战略和“烹小鲜”的微观

机理重要，同时，“治大国”与“烹小鲜”之间的中

观转 换 机 制 尤 为 重 要，对 于 企 业 家、组 织 决 策

者、制度政策制定者来说，甚为重要。

从空间和时 间 的 整 合 视 角 考 察 管 理 环 境，

要基于文化习惯、人 口 体 量 和 制 度 结 构 的 环 境

要素展开，中国企 业 组 织 所 存 在 的 社 会 环 境 和

市场环境，最为基本的情境因素是人群行为、机
制作用和文化习惯，这 是 中 国 情 境 管 理 研 究 的

逻辑基点和基本范式，也是创新的、普适的和情

境的中国管理理论诞生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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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称视阈下的教育教学观

——基于李德昌先生的势科学理论

李瑞芳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信息时代对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挑战。教育工作者需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理念、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手段等，力求获得更大的教育信息势，以实现教育理念与时代要
求、教育教学评价手段与教育目的、教师提供信息与学生需求信息的对称，从而更好地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

关键词：信息对称：教育；教学；势科学

每个新时代的到来，都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化，都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巨大
冲击，信息时代也同然。如何生产信息、获得信息及处理信息，促成信息的对称，是今人必
须思考和研究的一个课题，在上述背景下，西安交通大学李德昌先生于近年提出的一个全新

的理论体系一势科学，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势’’本质上就是所得信息。为了获得更多
的有效信息，教育工作者需与时俱进、砥砺奋进，方可更好地胜任教育教学工作。本文基于
李德昌先生的势科学理论，以信息对称为视阈，对教育教学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一、教育教学理念与时代要求的对称
何为师?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老师，是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
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

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开。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传统社会中的老师的职责是传道受
业解惑：二、由于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社会，学生有了问题，只能求助于老师。老师是知识
的拥有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学生对老师要尊重，

要绝对服从，但老师不需要尊重学生。在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下，教学模式不顾学
生感受的注入式或填鸭式的教学。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是会把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没问题，学生
带着问号进课堂，带着句号出课堂。然而，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是开放社会，学生获取知
识的途径增多了，学习的自主性增强了，学生离开老师照样可以成才。在大学，好学生没有
毕业就已经超过老师的比比皆是；在IT行业，十几岁的小孩有关网络和计算机的知识可以
给专家上课；据统计，像韩寒、郭敬明等少年作家的作品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名家
的作品之和：十岁出头孩子考上大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人才成长的事实对教师这个职业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教师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有的学者提

出如下一些新型的教育理念：教师观一“教”转变为“导”；学生观一一“灌输对象”、
“知识容器”转变为“学习主体”；教学观一一“教为中心，知识中心”转变为“学为
中心，问题中心”：课程观一一“学科中心、知识中心、书本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本”、
“课程综合化”、“特色化、个性化、多功能化”；媒体观一一“知识载体”转变为“认
知工具”。基于此，现代意义上的教学不能再是教师的满堂灌，而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

交流、互动，是师生问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早在1996年，联

作者简介：李瑞芳(1977一)，女，山西太谷人。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
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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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一一财富蕴藏其中》也提到“教学是一门艺术，任何东西都
无法取代丰富多彩的教学对话”⋯‘P170)。因此，课堂上，师生之间以民主平等的方式

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互动已成必须。对话式的教学方式要求老师精心设计问题，引发
学生思考，老师越讲学生越有问题。为了解决困惑，学生会在课后自觉查阅资料，进
而提高自己的能力。而且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宗
教思想都产生于交流互动中，产生于对话中。比如，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基本上是在对话中产生的；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之一《奥义书》，其成书的过程与《论语》
非常相似，因此有人把它视为印度的《论语》；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大量运用了对话的方式，
佛祖与他的追随者和信徒的对话与论难，后来被结集为佛经；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苏格拉
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对话大师。这都说明对话教学方式的重要性。下面是一个课堂
对话的例子。

在美国的一堂商业管理课上，教授向全班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手里有一个杯子，杯

子下面有一个小洞，漏水。请同学拿出补好杯子的办法，使之滴水不漏。当然也可以另辟蹊
径，想出其他可以解决杯子漏水的主意。事成之后，最好的人可以获得100美元的奖励。

大家各抒己见，争先恐后回答起来。

甲说：我想用最先进的激光技术把这个杯子焊好。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杯子不漏水，而且
完好如初，看不出一点破绽。

乙学生说：我想找一些合适的材料把这个洞堵上。这样既简单易行，还可以保证不漏水。
丙学生说：我想找个一模一样的好杯子来代替这个坏杯子。

丁学生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我可以用50美元向大家征集一个最好的解决
办法。我坚信，我肯定能征集到最好的办法，并能得到100美元的奖励。

教授听后非常坦率地点评道：就目前来看，我认为乙学生和丙学生回答得最好，成本低、
效果好，是上等的智慧：丁学生回答得最不好，成本太高了，是下等的智慧；甲学生回答得
还可以，是中等的智慧。但究竟谁是真正的智者，我的看法究竟对不对，也需要经过和实践
的考验。我已经记下了这四位学生的姓名，10年后我会与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每个人生活得
如何。

10年后，教授兑现了的诺言。他了解到：那个甲学生成了著名的工程师，那个乙学生和
丙学生平平常常，那个丁学生则成了世界软件巨头微软的首席执行官，他就是人人皆知的史
蒂夫·鲍尔默。

这个简单的对话案例说明：一、采用对话教学，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二、教师的话不是
权威，真理应由实践去检验；三、善于激发和借助大家智慧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教师也
应借助学生的智慧，实现教学相长。

二、教育教学评价手段与教育目的的对称
哲学家弗洛姆认为，现代生活最突出的一个心理特征是，许多为实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及活动，已越来越篡夺了目的的地位，而目的本身却成为模糊的、非真实的存在⋯⋯我们已
陷落在手段之网中，经常忘记了我们的目的。【2】(P1∞’现代社会到处到充斥着手段取代目的的
活动，高校也不例外。比如，如果问学生，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有的学生会讲，考试过关，
拿毕业证和学位证。显然，这些同学已经把大学考核手段当成了上大学目的。那么，教育目

的是什么?“教育目的是指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对教育对象质量规格的总体要
求，是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目标的总方向。，，I州

我国宪法和教育法规定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既然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那么，学校采用的各种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

高的手段应紧紧围绕教育目的展开。而且毋庸置疑，科学的教育教学评价手段在促进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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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提高方面，其作用是明显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些高校的过分强调教学评价手段的
重要性，甚至把教学评价结果和教师评职称挂钩，使得许多老师不得不把教育教学评价手段

当成教育目的，把教书育人作为教学的手段，因而出现了许多畸形的教育现象。如一些学生
用教学评价威胁老师、教师不敢管学生甚至去巴结学生。这些都使教师失去应有的尊严，而

失去尊严的老师怎么可能让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呢?要想解决教育教学评价手段与教学
目的之间的不对称，首先，教师应下工夫把课备好，用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思想赢得学生；

其次教师要多读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籍，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学生、管理学生；再次，
应让真正懂教育科学、教育规律的人员来从事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

三、教师提供信息与学生需求信息的对称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一切需要和欲望都含有缺乏。，，14J【272】作为学生，应该

是渴望知识的。但为什么高校课堂尤其是思政课课堂要么逃课，要么听课率很低，而且学生
不听课既不感到可惜，更没有愧疚感，说明教师提供信息与学生需求信息之间出现了的严重
的不对称，需老师作出调整。

首先，教师要了解影响师生信息对称的要素：

教学过程中各个要素包括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或教学手段等，任何一个因
素发生变化的时候，都可能出现师生信息的不对称，都会影响教学效果。在现实中，教师可
能遭遇过这样的困惑，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学内容，同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为什么不同

学期的教学效果却不同?因为教育对象发生了变化。不同专业的学生具有不同特点，即使是
相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也不一样，甚至同年级同专业，班与班的学生亦不同。

其次，设法了解学生想学什么、爱听什么、需要什么、反感什么；
再次，’要加大课堂有效信息量。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999假大空的话、不知所

云的话、漫无边际的话教师当听众的时候不喜欢听，学生也不会喜欢听。势科学理论的创立
者、西安交通大学的李德昌先生认为，教学过程的基本机制就是追求生产更多的有效信息量，
即营造更大的教育信息势。“势”本质上是所得信息。那什么样的信息是有效信息?就是那
些差别大联系紧的信息。所以，教师如能将言和形结合起来，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国
内的和国外的结合起来，把简单知识与复杂知识结合起来，把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结
合起来，把文字叙述与多媒体的视频结合起来等，产生有效信息量并满足了学生对信息的需
求，课堂听课率自然提高，反之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讲课的好坏就在于他是否

拥有比较多的有效信息。
第四，要做到五个统一。
一是教书与育人的统一。如果说教书是联接师生间知识的桥梁，那么，育人是联接师生

情感的纽带。育人是真正触动学生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是学完这门课程后，所有知识都忘掉
所留下的东西。只有育人，才能说明教师愿意为学生的成长真心付出，只有育人，才能说明
学生愿意接受教师对他的影响，所以，育人和教书必须统一；

二是生动与抽象的统一。发现知识的过程本来是一个具有生动性、形象性、直观性、创

造性的过程。而抽象的知识却是逻辑思维的结果。所以，将发现知识的过程告诉学生，让学
生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实际上，很多时候，当教师将发
现知识的过程讲给学生，结论不言自明；

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本来来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所以不能将理论与实践

割裂开来。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的教学，显得空洞、乏味；只有实践没有理论的教学像流水账，
没有高度和深度；

四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创新不是所有新的东西都称之为创新。创新得遵循一定的规律，
须含有科学性。而且，不是所有知识有可以创新。有的知识只能传承不能创新。比如，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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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发生在1840年，天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851年，这些知识无法创新。但是对这些历史事
件的分析评价可以有创新。

五是知识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教师对所讲内容应有自己的思考，要有基本的态度。单纯
的知识传授吸引不住学生，如再加上照本宣科、照屏宣读，使教书变成了念经，课堂变成了
教堂就更无法激起学生听课的兴趣。教师能找到的知识，学生通过网络等媒体也能找到。即
教师的知识可复制，而思想是不能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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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是李德昌先生的一本新著。根据对信息人假设的观 

点，信息人的信息需求表现在货币、权力、知识、情感、艺术和虚拟抽象等六个维度上。在信息社会的开放系 

统中，势=差别×联系，管理的本质即产生更多管理信息，营造更强管理势 教育的关键在于通过非线性、集约 

型教育生产更多教育信息量，营造更强教育信息势。创新是系统信息势达到阈值时发生的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 

分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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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究竟哪些对象更明 

显、更符合?如何用科学的方法验证与检验?这都 

需要探索和研究。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偶然机会 

得到西安交大李德昌老师的专著 《信息人教育学 
— — 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因为之前已读过李德 

昌老师的著作《新经济与创新素质——势科学视角 

下的教育、管理和创新》和 《信息人社会学——势 

科学与第六维生存》，深感震撼。势科学是李老师 

集原创、新颖、逻辑、哲学于一身的大学问，对于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相互联系与相互统一都具 

有普适意义。由于工作时有繁忙，拿到该书却读读 

停停，虽将读时的感受和想法在书页上时加批注和 

乱划，但并没有专门整理。因为势科学涉及的学科 

很多，知识及水平有限，加之融会贯通能力也稀松 

平常。要给予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实属心有余而力不 

足，只是写点想法，权当抛砖引玉。 

1 信息人假设揭示了信息社会人类赖以生 

存的本质 

信息人假设的观点既不同于 “经济人”(假设 

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自己的私 

利)、“社会人”(认为人不是机器和动物，人是有 

思想、有感情、有人格的活生生的、以社会性交往 

为生活之依赖的 “社会人”)、“自我实现人”(认为 

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乃是 “自我实现”，即以其最 

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他的潜力)，也不同于“复 

杂人”(假设人是极其复杂的，不仅人的个性因人 

而异，而且还因时、因地、因地位和人际关系等各 

因素的变化而异)和 “文化人”(组织中的人是有 

思想、有情感、有价值观的人)假设。信息人的信 

息需求表现在六个维度：货币、权力、知识、情 

感、艺术和虚拟抽象 。虽然不同文化熏陶、不同 

价值取向、不同个性、不同专业、不同身份地位的 

人们在不同信息维度方面的倾向和追逐各有差异， 

但大多数人们在追逐某些维度的信息时并不排斥 

对其他维度信息的向往和占有。当然，从群体社会 

的相对性考量看，不同维度的信息之间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等位面或等效面。作为信息人，信息是其生 

存的必备营养要素，信息使其产生自信，信息使其 

具有活力，越有信息越有身份、越有地位。笔者觉 

得信息人假设更符合当今信息社会下的信息作用 

机制。因为信息社会充斥着大量信息并有许多冗 

余，拥有信息并使之有序化是信息社会成功人士奋 

力追逐的目标，这既是人们应对复杂社会状况、不 

确定性环境的有效途径，也是人们消除自身内在焦 

虑紧张和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 

2 势科学理论揭示了信息的本质及其作用 

机制 

对势科学理论，从自然科学看，就是发现、寻 

找和探索自然界的 “势现象”、“势机制”、“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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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从社会科学看，就是摹仿、营造和推广社 “生产知识”和 “服务社会”的事业与产业，只有 

会活动的 “势规律”、“势结构”、“势形象”。如果 在充分尊重个性化的文化沉积与平等开放的环境 

说在自然经济、农业经济及前工业经济的物质文明 氛围中才能孕育出教育信息强势。在自然经济、农 

中，势=差别÷距离，势即梯度、即斜率、即导数、 业经济及前工业经济的传统社会下，知识量少且之 

即负熵的话，那么到了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的信 间的关联度小，所实行的传统教育是一种 “点性知 

息文明中，势 =差别×联系 (差别×联系=差别÷距 识”和 “零散知识”传授、解惑的线性教育，传统 

离，距离和联系是反比)，势即信息、即有序、即 的线性教育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特点和教育 

结构、即和谐。笔者觉得作者对势的概括与表述揭 要求。而在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的现代社会下， 

示了信息的本质，将老子 “道生之，德蓄之，物 信息爆炸、知识翻番、联系紧密，需要实行一种 

形之，势成之 p’整体直觉思量的势概念与毕达哥 “面上知识”和 “立体多维知识”教与学互动结合 

拉斯 “万物皆比例”逻辑考量的势内涵统一起来。 的非线性教育，非线性教育的基本特征是不再受 

当然，作者在这里描述的信息是除去噪音、废话等 “叠加原理”支配。今天学到的 “1”和明天学到的 

冗余的有效信息，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特别 “1”，加上之间的联系，就会产生非线性作用，就 

指出的是作者给出的势定理—— “差别促进联系、 可能出现 1+1>2的局面。根据势科学理论，要使 

联系扩大差别” ，揭示了信息相互作用的内在机 教育过程实现信息量最大，即信息势最大，就必须 

制，从根本上阐述了信息化社会加速发展的现实， 使教育过程中教育要素之间差别最大联系最紧，而 

恰恰也是由信息的作用机制导致的“差别不断扩大 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要素就是对称化要素。因此， 

而联系不断加强”，从而使信息势不断增加，社会 实施对称化教育是实现集约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如 

发展的推动力不断增强。 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的对称化教育、感性教育与理 

3 管理过程是不断生产管理信息量，营造 

管理信息势的信息动力学过程 

从势科学视角来看，管理的本质即产生更多管 

理信息，营造更强管理势，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管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就是揭示管理信息生产的 

内在规律，从而在不同的管理层次和不同的管理过 

程中生产管理信息量、营造管理信息势。管理团队 

中成员个性越凸显，之间差异越巨大，通过常沟通 

与强联系越能使其提高团队凝聚力、增强团队管理 

势、提高团队竞争力。据此，可以认为：管理过程 

是应对信息不确定性的过程，也是管理人才和管理 

组织的成长过程，而无论是应对信息不确定性，还 

是促使管理人才和组织的成长，都是一个信息相互 

作用的过程。因此，管理过程即信息动力学过程， 

管理势就是将具有差别的管理要素有机地联系起 

来。企业管理就是追求一定投入下的产出最大或一 

定产出下的投入最小或一定投入与产出下时间最 

少或效率最高。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各种 

方式的对称化管理 H ，突出管理要素之间的差别， 

加强要素之间的联系，实现管理信息势最大化。 

4 教育过程的本质是通过集约型教育生产 

教育信息量，营造教育信息势 

从势科学视角看教育，教育即 “生产人才”、 

性教育的对称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化教育、 

直觉与逻辑的对称化教育、具体与抽象的对称化教 

育等。 

5 创新的本质是信息势达到临界值时的非 

平衡相变与非线性分岔 

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地给出创新的逻辑定义： 

“创新是系统信息势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发生的非平 

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并用传统文化中的势术语 

形象地描述了创新发生的逻辑过程：蓄势待发一势 

不可挡一势如破竹一创新分岔。创新的内在机制不 

但来自经典场论下信息势达到阈值时发生的非平 

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而且也来自于量子场论下由 

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关系不对称而产生的量子化 

创新。现代创新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瑟夫·熊彼 

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 “建立一一种新的生产函 

数”，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 

显然，熊彼特仅给出了创新是什么，但没有表述创 

新怎么实现。而作者在书中则给出了由量变到质 

变、由线性作用到非线性作用的非平衡相变和非线 

性分岔的创新实现途径。在科学技术领域，创新的 
一

个主要来源是学科之间的渗透、碰撞、交流和交 

叉，学科交叉渗透的本质是在更深层面上将差别巨 

大的不同学科联系起来，营造更加强大的科技信息 

势，催生更多的技术分岔和科技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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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 《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 

学》，有许多启示和感悟。势科学具有一定的逻辑 

性和普适性，作者以势科学为基点，在教育、管理 

和创新等方面的见解开启了通向势科学的大门。但 

仔细思考，“势现象”、“势机制”、“势规律”在人 

类社会各种系统或活动中的表现却并不一样，有的 

明显一些，有的隐含一些。那么究竟哪些对象更明 

显?哪些对象更符合呢?在现代物理学中，对称性 

是指一个理论的拉格朗日量或运动方程在某些变 

量的变化下的不变性。对称性分为整体对称性和规 

范对称化 (或局域对称性)，如果这些变量随时空 

变化，这个不变性被称为规范对称性，反之则被称 

为整体对称性。数学上，对称性由群论来表述，对 

称群分为连续群和分立群。那么不同的对称性和对 

称群以及对称化程度与势规律之间是否存在一定 

的关联性?如何用科学的方法验证与检验呢?这 

些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德昌．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 [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1：22． 

【2]邵汉明，陈一弘，王素玲．百子全书：老子·庄子 【M】．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48，61． 

[3】李德昌．势科学与现代教育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27 

(2)：84—92． 

[4】李德昌．信息力学与对称化管理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4，24 

(2)：13—19． 

[5】李德昌．新经济与创新素质——势科学视角下的教育、管理和 

创新 [M]．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7：166—204． 

(上接第 8页) 

的航海类高校与职业技工学校，对水运人才的专业 

理论知识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教育 ；另一方面，作 

为人才输入方的企业等用人单位，向学校提供与理 

论教学相匹配的实践基地，并且通过经验交流和实 

际操作观摩等形式使企业从业人员与学员进行经 

验交流与共享。从而使云南的水运技能人才成为基 

础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 

5 结束语 

通过对云南水运技能人才培养现状的调研，课 

题组充分认识到对于水运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以 

及培养输入的不足。云南水运发展的区位优势明 

显，但各区域的水运发展特征不尽相同，参与水运 

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较多，这决定了云南水运技能 

人才的培养需要综合考虑适任考试、职业教育和实 

践培训等多方面因素，形成满足区域特色的 “多元 

制”培养模式，为云南水运事业发展提供丰富的人 

力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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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将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等教
育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从势科学理论来看，“势”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方向。要发挥“势”的动
力学机制，实现培养目标的引导功能，就是要将大学生培养成为有用与可爱相结合、善良与担当相
统一、专业与通识相融合的创造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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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和信息网络技术

的迅猛发展，大学校园的开放程度日益增强。一项

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呈现出价值取向

多元 化、价 值 追 求 实 用 化、价 值 选 择 矛 盾 化 的 趋

向。［1］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与信息化催生的人类生

存环境及其本性的嬗变，使成长中的当代大学生萌

生了许多思想困惑，产生了一些明显的不确定性。
针对大学生的思想现状，我们如何因势利导，“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 势科学理论告

诉我们，“势”，即趋势也; 利导，即引导也。这就是

说，教育者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势，向着有利于大学

生实现自己“梦想”的方向加以引导。《史记》作者

司马迁也曾说过，“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史

记·孙子吴起列传》) 2012 年 11 月习近平同志在参

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

标。”［3］大学教育也为每一个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教育者要善于抓住人的

本性，利用这一良好的环境，因势利导，让“势成之”
的古训与当代“中国梦”的实现相衔接。

1 做人要有用与可爱相结合

如何做人? 这是一个只有人才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人的存在是先于本质的。华中科技大学陈海春

教授从自己亲身的感悟中给出一个可供参考的例

证: 一个能成功的人就是既“有用”又“可爱”的人。
2009 年 8 月，他在中央教育台《东方名家》———“人

脉管理”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4］我们

从势科学的角度来抽象陈海春的观点，可以发现他

所说的“有用”和“可爱”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具有

“势”的人。因为“有用”的基础是差别，一个人必须

和别人不一样( 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资源) 才能对别

人有用;“可爱”的基础是联系，你与他人联系的越

紧，他人就越感到你可爱，所以，有用 × 可爱 = 差别

× 联系 = 势，而且有用与可爱必须兼而得之，一个为

零，势就为零。你再有用，但不讨人喜欢，就无法将

人们联系在你的周围，就无法作用于别人，因而也就

没有了势，如图 1 所示［5］。
势 = 梯度 = 差别 ÷ 距离 = 差别 × 联系

由图 1 可知，势 ab ＞ cd，所以势( 梯度) 在几何

学中是斜率，在微积分中是导数。而斜率和导数的

本质就是比例( 在这个推演过程中，包含着剔除现

象差别推进到本质联系的极限过程) 。在这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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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东方老子提出“势成之”的同

时，西方大师毕达哥拉斯也提出“万物皆比例”的观

点。可见，势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根本上将老子宏观

图 1 势概念的科学内涵

的哲学概括与毕达哥拉斯微观的数学分析统一起

来。让我们更为惊喜的是，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问

题都可以归结为导数或偏导数构建的势函数问题，

所有的社会科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与人、事与事

以及人与事之间的差别与联系的关系问题———差别

中的联系或联系中的差别，所以在势科学的视域中，

即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

来，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实证的方法。
陈海春教授所说的“一个成功的人就是既‘有

用’又‘可爱’的人”，从复杂系统中信息作用的内在

机制来看，就是一个具有“信息势”的人; 具有信息

势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见老子所说的

“势成之”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具有逻辑内涵的普遍

规律，正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适合于

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及任何组织。
大学教育一定要抓住这一规律性的东西，一方

面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注重对其“有用”能力的培

养，另一方面要积极培养学生自觉合作的意识，因为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与人发生联系的

一种中介。既然“有用”的基础是“差别”，这就要求

教育者要因材施教，实施“分层培养”模式，注意发

挥学生各自的特长，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比如，有

的学生具有“组织能力”，可以作为“准领导者”来培

养; 有的学生具有“研究天赋”，可以作为“准学者”
来培养; 有的学生具有“实干精神”，可以作为“实干

家”来培养，等等。同样“可爱”的基础是“联系”，这

就要求我们要积极搭建平台，加强学生之间的交往

与沟通，让学生在人格上得到提升。比如，学校可以

创新开展各种类型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联系中发

挥各自特长，在差异中挖掘个性潜能。实践证明，学

生社团活动能够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统筹安排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这种观 点 表 明: 人 创 造 环 境，同 样，环 境 也 创 造

人。”［6］也正是在这种改变环境的过程中，人的意

识、观念、思想才得以现实地生成。所以马克思说: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

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7］

2 做事要善良与担当相统一

如何做事? 这是每个人需要从小培养的能力。
就处事来说，既要能“分辨是非”，还要能“敢作敢

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论语·里仁》中

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一般的理解是:“孔子

认为，‘只有仁人才能够喜爱某人，厌恶某人。’”［8］

然而，这个译文会使人产生一个疑问: 喜爱某人，厌

恶某人难道不是人人都会做的事吗? 为什么说只有

仁者才能做到呢? 上海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通过深

入研究，发现孔子的这句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道德

规训，它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南宋著名思

想家朱熹继承了北宋程颐的高足游酢的思想，认为

“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

所系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

也。”［9］我们知道，“心”在中国哲学中的内涵是非常

丰富的: 有时表示情感，有时表示心智，有时表示意

念。相应地，“心有所系”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或指

情感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或指心智停留在某个层

次，或指意念聚焦于某种利益。在这三种情况下，良

知或本心都受到遮蔽，从而主体的所好非善，所恶非

恶，也就是不得好恶之正，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第一种情况，可谓为情所困或为情所迷; 第二种情

况，可谓知有不逮或知所不及; 第三种情况，可谓利

令智昏或利欲熏心。如果说，在第一和第二种情况

下，主体的好恶偏离正道是出于无心或无知，那么在

第三种情况下，主体的好恶偏离正道则属于有意而

为或明知故犯。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这种差异，但从

儒家的观点来看，它们都属于有私心，应当加以克

服。按照现代著名国学大师钱穆的理解，“仁者”的

品格中内含着“勇”和“知”两种德性。因此，钱穆对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一语做了别开生面的诠

释: 只有仁人才敢爱( 好人) 敢恨( 恶人) ; 只有仁人

才明白怎样( 正确地) 去爱( 好人) 去恨( 恶人) 。［10］

所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句话中的“能”字

就具有“勇”、“知”两种含义: 其一是“勇于”或“敢

于”; 其二是“知道”或“明白”。所以，一个具有正义

感的人就是既能“分辨是非”又“敢作敢为”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遇到一些人为了个人私

利而不得好恶之正，甚至是非颠倒。
一项调查表明［11］: 在“小悦悦”事件上，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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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2. 89% 的 人 表 示 会 毫 不 犹 豫，立 即 施 救，

53. 15%的人要帮忙，但会注意方式方法，13. 80% 的

人想帮，但不知该怎么帮，7. 93% 的人想帮，但怕会

引火烧身。从对“小悦悦事件”所持态度来看，绝大

多数学生是能够“分辨是非”的，但为什么会有相当

数量的学生做不到“敢作敢为”呢? 这说明我们在

信息化时代，忽略了各种信息势的强大作用，“德

育”的内在信息激化发生对称破缺，产生了相变和

分岔，形成了更高层次上的“处善”与“进取”两个维

度。传统意义上我们常认为“德”就是对他人的爱，

核心是为善。所以，往往偏重于对学生进行“善”的

教育，开展诸如“诚信”、“感恩”等主题系列活动，特

别是乐于开展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讲座。但是，只

有素质和谐才能使学生的个体素质在信息化空间中

形成几何性自旋，才能使学生的德智体美保持稳定

而健康的发展和养成。因此，我们要在“为善”教育

的同时加强对学生进行追求民主、勇于奋斗的“进

取”精神的培养。在学习中，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

敢于批判，善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在生活中，要

倡导学生勇于奋斗，敢于超越，自信自强自立地书写

人生。此外，还要广泛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3 做学问要专业与通识相融合

如何做学问、搞研究? 这是当代高等教育肩负

的重要历史使命，因为基础教育的主要职能是使新

一代人能投入社会生活，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维持

人类的生存; 而高等教育则不仅要维持人类生存，还

负有发展的重要使命。所以，培养人才、延续和发展

科技文化、服务社会就成为现代大学的三项主要职

能。作为大学主体的学生，就是要既学好专业知识，

还要争取成为一名“通才”。早在 90 多年前，蔡元

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已经看到了在教学

中由于文理分割所造成的弊端:“乃文科学生，因与

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

疏”;“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

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

杨叔子院士也曾指出: “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

人文; 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创新首先

要推动科学与人文交融。”［12］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

授认为:“本世纪人类的知识突飞猛进，跨学科的知

识更是如此。”他指出，大部分创新的科学都是透过

不同学科的融合，擦出火花来完成的。［13］

古人云:“求木之长，必固其本; 欲流之远，必浚

其源。”今天，科学的兴趣正从“实体”转移到“关

系”，转移到“信息”，转移到“时间”上。所以，“跨

学科研究是沟通知识的桥梁，非线性思维是创造知

识的源泉。”［14］因此，当代大学生要注意把握物理、
事理和人理的整体性，自觉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

思 维 的 历 史 和 成 就 的 基 础 上 的 理 论 思 维 的 支

配”［15］，在自己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征途中，知道选择

什么样的道路和选择哪些新的方向，通过跨学科学

习来沟通知识的差别，采用非线性思维来点燃思想

联系的火化，以正确理解和解决各种复杂的理论问

题和实际问题。
21 世纪信息化环境下的人才素质，已经由过去

四维素质的对称，激化为八维素质的对称模型，如图

2 所示［16］。

图 2 信息化社会下大学生素质的八维对称模型

李德昌先生就此指出，“素质和谐无疑使个体

素质在信息化空间形成几何性自旋，从而使素质保

持稳定并具有明确方向地发展和养成。素质的和谐

程度越好，就相当于自旋速度越高、素质越稳定、发
展的方向越明确、‘攻守兼备’竞争力越好、成长的

效率越高。”反之，“没有自旋特征的素质既不能稳

定又没有方向，在社会信息空间漂泊不定，不仅影响

成长，而且威胁生存。”［17］因而，我们要针对当代大

学生的思想实际，把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

任务，因势利导，实施跨学科的融合性教育，培养一

批具有专业深度、学科广度、理论高度和远见卓识的

创新人才。

4 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是对年轻一代的关怀与爱。
这种爱不是为了索取与控制，而是一种给予之爱，从

一开始就以年轻一代的自主与自立为目标，从一开

始就打定主意准备抽身离开。如前所论，人都有教

育需要性，教育就是以此为起点，并以人不再依赖教

育，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独立为‘终点’。一句

话，‘教育是为了不教育’。”［18］但是，在市场经济和

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应试教育还很严重的时期，人

性的这种需要遇到了一种悖论式的危机。然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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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学以后的学生就解放和自由了许多，因此，我们

要乘势而上、因势利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引领下，培养学生自觉地用道德与理性的力量来控

制人性的多种欲念，进而实现精神的自由与人性的

尊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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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科学视域下的现代高等教育教学心理研究 

。殷华西 张红利 

[摘要] 势科学认为，对于开放 系统，根据势的运行机制，要素之间会差别越大联 系越大。这一理念对高校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极具启发，不仅科学地解释 了各个学习心理学流派的产生与建构的规律，而且对高校教育心 

理学的教育 目标、教 学内容、教育对象以及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均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势科学；高等教育教学心理学；信息人 

[作者简介] 殷 华西(1976一)，女 ，博士在读 ，广州大学松 田学院，研 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湖北 

武汉 430072)；张红利(1968一)，男，博士在读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研究方向：县域经济。(陕西 

西 安 710061) 

一

、势科学的界定 

“因为有大地的不平衡，才有了河流；因为有温度 

的不平衡 ，才有了万物生长的春夏秋冬 ；因为人生的 

不平衡，才有了我们绚丽的生命”。因为 自然界中存在 

着各种不平衡 ，才有了“势”。势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 

“差别”与“联系”。研究势的产生与运行机制的科学 

就是势科学。由此可 以得到三个推论。(1)世界万物 

的演化与发展是有不同层次上的势推动的，势的运 

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 ，所以“势趋” 

不变 ，宇宙加速膨胀，社会加速发展。(2)势的稳定增 

长达到某种临界值，系统就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 

性分岔，从而衍生出各种素质、创新和风险。(3)势在 
一 定层次上的增长达到极限产生对称 ，对称形成数 

学结构的群 ，无干扰的物质势作用形成物质群，所以 

宇宙和谐 ，无干涉的信息势作用形成素质群、组织群 

和社会群 ，才能产生素质和谐 、组织和谐与社会和 

谐 。 

势科学的核心就是“对称性原理”。因为根据势的 

运行机制“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由此，差别 

会越来越大，联系会越来越紧，差别最大是相反，联系 

最 紧是相同，既相反又相同，即相反相成 ，即对称 。 

对称性是人们在观察和认识 自然的过程 中产生的一 

种观念。对称的简单定义是“变换以后的不变性”，例 

如，对称性可以理解为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保持一个 

图案或一个物体的形状在外表上不发生变化 ，即对 

称。在自然界千变万化的运动演化过程中，运动的多 

样性显现出了各式各样的对称性。在物理学中存在着 

两类不同性质的对称性 ：一类是某个系统或某件具体 

事物的对称性，另一类是物理规律的对称性。物理规 

律的对称性是指经过一定的操作后 ，物理规律的形式 

保持不变。 

二、势科学对传统高校教育心理理念的批判 

势科学认为教育心理学曾经为教育的研究做出 

了重要贡献，但是面对 日趋复杂的信息化社会，在综 

合各种复杂的教育因素提出的素质教育中，教育心理 

学无法告诉人们创新素质是怎样来的。爱德华 ·威尔 

逊在《论契合：知识的统一》中指出：“我们在看一下批 

评理论 、功能主义 、历史主义 、建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 

等，如果我们不是顽冥不化的人，我们就该承认 ，这些 

理论和主义都陷入了心理分析的泥潭 ，20世纪 ，有许 

多学术都在这种泥潭 中消失 了。” 

1．教育心理学为教育学科提供的理论逻辑缺失。 

教育心理学理论的逻辑缺失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 

问题。西方行为主义理论将刺激与反应作为教育的机 

制 ，是对人作为生物人的将人简单化的教育 ；人本主 

义理论更像是一种慈善的表达，忽略了学习的动力和 

过程 ；认知主义强调学习过程的信息加工和发现，却 

忽略了人是情感动物，情感要素对人类的成长和学习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构主义尽管提出了理想中的 

知识体系的框架和学习的规律 ，但是具体该如何操 

作 ，如何推动学生的元认知却缺乏有理有利的解释。 

在现代社会中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 ，要求培养的人才 

是创新式的人才。 

2．现实中的高校教育督导不排除走向误导。“想 

气死就谈教育，想活好就教育 自己”体现出了现代高 

等教育的无奈与悲哀。高校的专业课堂成为最没有效 

率的市场 ，逃课、开小差 、玩手机司空见惯 ，在你教你 

的我看我的，互相摩擦、互相干涉中，成长的生命无为 

地淹没在了内耗中。在高校以教育督导为主的教育评 

价，成为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误导。在高校，能作为督导 

的大多是一些年龄大而不忙或者退休的老教师。在其 

中，能注重直接经验依靠 自觉的感悟而懂得教育规 

cHINA AD盅国成人教育1 57LT EDUChT10N I CHINA ADU 



律，并不断学习的老教师是重要的教育督导资源，但 

现实情况是许多不再学习的老教师督导，使得“传统 

评现代 、外行评 内行 、落后评先进”屡见不鲜 ，使得教 

育评估成为一种无理论指导的就事论事的“工匠式作 

坊 ”的评估。 

3．倡导在势科学的基础上重建高校教育心理理念。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量充斥的社会，培养的人才也要 

求是能够适应社会信息化的信息人。由于科学的融合 

和技术的集成，使得个性化与创新化成为社会发展的 

主流。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要打破专业界限，打破 

学科界限，课程必须要进行融合 ，才能培养出来新型 

通用型的创新人才，只有知识的融合才能培养出来能 

应对各种变化适应各种变化的个性化人才。这种人才 

成长的逻辑机制只有在势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才能给 

予科学的阐释。故而要在势科学的理论基础上重建现 

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心理理念。 

三、势科学对目前高校教育教学心理理念的启示 

势科学的理念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必须要 “找势” 

“演势”和“造势”。找势是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科学研 

究 ，演势是在课堂上通过方程的推演“传道 、授业 、解 

惑”；造势是在教育中用统一的理论将各种差别巨大 

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 。 

(一 )势科 学视域下的教 育心理理念 

1．教育 目标。教育 目标应转化为培养拥有学习能 

力的人，不是单单的学会掌握知识 ，而是学会掌握知 

识的知识和能力；二是要培养个性化的信息人。每一 

个人都不是生产线上作业下来的商品，每个人的发展 

均具有其个性化，教育就是要为信息人的个性化发展 

提供平台。 

2．教育动力。势科学认为感性与理性的彰显与互 

动是信息人成长的根本动力。学生学习的真正动力来 

自于感性与理性的互动，从小关注情感成长和培养逻 

辑思维是启动感性与理性互动机制的关键 ，这种情感 

关注与逻辑培养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感性与理性的互 

动机制就被触发 。 

人们因为喜欢才会理解，因为理解了才能增进喜 

欢。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动力，而要有兴趣首先要喜欢 ， 

教育就是要激发信息人对知识的喜欢 ，才能完成创新 

性的学习和任务型的工作。理性与感性 、智商与情商、 

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和彰显才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动力。 

3．教育对象。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量极大的社会， 

教育对象也由简单的物质人向信息人转化。信息人指 

的是依赖信息、适应信息社会生存的人。由信息人组 

成的社会是“权力、知识、货币、情感 、艺术和抽象”六 

维的信息势空间，信息人是信息势空间的六维信息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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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六维信息势向量表达着信息人生存的六维信息 

依赖 ，以及信息人追求的六维“不变性”机制，既独立 

又统一 。 

教育的对象不再是简简单单地依赖于物质生活 

的人，而是要生存于现代信息量极大的信息社会的信 

息人，在处理信息或代谢信息时能敏锐的识别信息， 

选择信息，加工信息，消化信息，创造信息。 

(二)势科学视域下的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 

要想培养拥有学习能力的信息人，那么现代高等 

教育必须是纵向和横向“两条腿走路”，教学必须以融 

合性跨学科教学为主导进行改革。只有进行跨学科的 

融合性的教学，才能把不 同学科的知识 内容连在一 

起 ，激发学生强烈的知识碰撞 ，从而产生固有知识体 

系的不平衡，顺着内心需求平衡的欲望，将各种知识 

整合 ，借助情感势与意识流的非线性非平衡的作用， 

形成有序的知识结构激发创新的思维火花，养成智慧 

素质。也就是说，知识的有序结构——智慧素质是在 

“情感势”和“意识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 

这个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由平衡——失 

衡——平衡——失衡⋯⋯的过程。 

为了培养有个性有创新性的信息人，高等教育必 

须要打破专业界限和学科界限，课程必须要进行融合 

性集成 。 

(三)势科学视域下的课堂组织 

高校课堂教学的改革是高校教育心理理念革新 

的核心内容。在高校，第一生产力就在课堂，教师在课 

堂上无论其讲课的内容、对内容的组织与表达、课堂 

氛围的营造还是在于学生互动中产生的各种效应，直 

接作用于学生 ，对学生产生影响。所以，每一位教师对 

知识理解及其相关知识的融合程度越高，给予学生的 

信息势强度越高，对学生情感的激发越大 ，效果就越 

好 ，“课 堂生产力 ”就越高。 

1．教学内容的设计——“围绕主线索组织更多的 

知识量”。教育心理学认为教材中的知识内容和知识 

结构 ，必须要经过教师的再选择 、再组织 、再加工，这 

个过程中教师的核心工作是激活和活化教材的知识 ， 

通过这个激活和活化的过程，使教材中表面上看是死 

的知识变成教学过程中生动的、活泼的知识。 

势科学的理念认为在课堂上，教师提供的信息量 

越大 ，学生的受益面越大 ，每个学生都能从 中捕捉到 

对 自己有益的知识点。 

2．课堂氛围的营造——让课堂充满“爱”。只有在 

课堂上真正将给予变成是双向互动的，才能培养出有 

个性的人才。所谓双向互动，值得是“激励与反应的互 

动”，是激发热情与爱的互动，是使学生内心深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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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英语思维能力的教学实践研究 

。刘玮珊 王 岩 

[摘要 ] 大学英语精读是一门综合性课程 ，其教 学任务不仅强调语言基础知识的积累，更注重培养学生从 

语义、文体等多角度分析 、理解、欣赏英语原文，在巩 固语言基本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鉴赏能力，使 学生逐步达 

到 自然、流畅地使用英语的水平。笔者在大学英语精读教学实践 中研究培养学生英语思维能力的方法，旨在探 

索如何帮助学生养成用英语思维的良好习惯，促进精读教学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 英语思维能力；大学英语精读；语篇教学 

[作者简介] 刘玮珊(1980一)，女 ，硕士 ，齐鲁师范学院外语 系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课程与教 学论 ；王岩 

(1979一)，女，齐鲁师范学院外语 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山东济南 250013) 

[课题来源] 山东省教育厅“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 目编号：201tGG066)。 

一

、引言 

英语思维能力的培养是近年来英语教学研究领 

域非常关注的课题。外语教学心理学家别利耶夫曾指 

出：“在语言学习中，我们必须迫使学生用所学的语 

言进行思维。”研究调查发现 ，学生在讲英语时需要经 

过汉译英这个语码转换过程之后才能说的出，但在英 

语基本交流过程中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允许他们进 

行这样的翻译转换，最终的结果是学生对汉语的依赖 

导致了他们英语言语输出的迟缓和不足。如果能够帮 

助学生在使用英语时有意识地直接用英语语言形式 

组织所要表达的内容 ，减少对汉语的依赖，使学生形 

成用英语思考并表达的习惯，其言语反应就会更加及 

时和充分，交际效果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那么，在中 

国这样的汉语语言学习环境中英语思维是否可以培 

养?如何培养?大学英语教学中研究的“培养英语思维 

能力”，是要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理解 ，其核心是 ：在用 

英语表达时使用英语母语人士的思维模式来组织语 

言的意识。精读课作为一门语言能力综合训练课程， 

其教学任务不仅是要帮助学生扩充词汇量和巩固语 

法知识 ，更是要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分析 、理解与表 

冲动 ，从而使脑神经产生兴奋，保持对信息刺激的敏 

感并积极回应，并且在回应中分析、反思 、批评的学生 

与教师 的思维和思想 的碰撞 。 

心理学研究证明，伴随“爱”的情绪记忆犹如“一 

见钟情”，是最迅速 、即刻完成的，而一般的知识记忆 

要动用大脑中 30—40个记忆区，需要 4o多分钟 ，积 

极的、充满“爱”的情绪记忆像一个特使 ，可以直接进 

入细胞核记忆蛋白而完成记忆。所以在高校教学课堂 

中应尽可能地营造强烈的情感势能氛围，激发学生学 

习的热情，使他们“爱”上课堂。 

3．师生关系的确定——“生为主角 ，师辅助之”。 

古人云：“亲其师则信其道”。“亲师”指 良好的师生关 

系，是学生接受教师教育的前提 ，这一点与现代教育 

观念是共同的。教育是一门艺术，对待师生关系 ，教师 

和学生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正确理解“民主”“平 

等”的内涵，对教育过程发生的问题在思想上要有明 

确的认识 ，处理要适度妥当。 

在高校教育中，教师更多地是在扮演辅导者 ，让 

学生成为主角。教师要积极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 ，创 

设宽松 、和谐的学习气氛，为学生提供生动活泼、主动 

发展的学习空间，以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 、自学能力 

和创新精神。让学生们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动脑、动 

手 ，在活动中探索、体验、领悟各个知识点并能学以致 

用，直接反馈到课堂上，由教师再加以辅导，协助学生 

形成 、建构 、不断完善补充 自己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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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大学生思想困惑的势科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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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势成之”的古训与“信息势”、“信息力”等科学概念通过“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这一

机制演绎出一个崭新的逻辑体系和理论构架。基于这一理论，我们从信息化时代人类本性的嬗变

和势科学的内涵出发，系统地分析了当代大学生面临的五大困惑，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

势科学机制。
关键词: 势科学; 五大困惑;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N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408( 2013) 04-0056-04

在传统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带来教育误导和社

会风险凸显的大背景下，当代大学生面临诸多思想

困惑。

1 学业问题的凸显

信息化催生的人类生存环境及其本性的嬗变与

传统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造成了原有人性假设与高

等教育的尖锐矛盾。大学里学习氛围明显弱化，有

的大学生感叹，看见的是一个个沉沦堕落的影子，现

在的我们是那么的苦闷，不知所求、无所事事，彷徨、
茫然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心理，有这些负面心理的学

生比比皆是。教学的质量评价也缺乏客观公正的评

价标准。原因自然是多元的，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

“教学是一种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无效教

学，其极具普遍性的照本宣科教学方式与‘划重点、
背答案’的应试性考试方式‘相得益彰’。”［1］

一般而论，“势”是指某种有序的事物或信息构

成的物质场或信息场，营造一种势场，就具备了一

种做功的本领。所以，对于一个系统来说，营造信息

强势是系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对外竞争的基本条

件。势的本质含义是“差别中的联系”或“联系中的

差别”。知识的融合度越高，信息势就会越强，由此

就会激发出更强烈的情感势。也就越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 情感阻尼) 和提高他们原有知识的

信息势强度。由于学习能力本质上是个人或组织具

有的内在信息力，即学习者具有的知识信息势乘以

其对于该类知识信息的情感阻尼。［2］所以，教师讲

课时知识的融合程度越高，学生对相关问题就越感

兴趣，教学效果也就会越好。因此，现代大学“课堂

成立”的基本条件是课堂本身的有趣。有趣的课堂

只能在激情和爱中产生，而创造激情和爱的机制不

是知识教学，而是沟通和激励。［3］从理论与实践上

讲，沟通和激励都是为了营造信息强势。因而，创新

的教学是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是留有发展空间的开

放式教学，它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比它所解释的问题

更加重要，从而能够更加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求

知欲望，通过知识信息的“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

差别”的运行机制来营造教学的信息强势。所以，要在

信息化时代使教师的“教”继续在学生的“学”中占据主

导地位，就必须发展创新的教学。这对教师的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差别大联系紧”的对称性人

格特征主导下形成“德才兼备、文理兼通、教研相融”以

及无限的激情和广博的学识，具有能够将各种跨学科

知识融会贯通、形成有序知识和方法的综合性素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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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品德、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4］

2 就业形势的严峻

目前的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

方面由于金钱对于富裕家庭的孩子不产生激励，所

以富二代与穷二代相比，少了一种货币信息势的作

用; 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对于干部子女激励不足，所以

与布衣孩子相比，少了一种权力信息势的作用。相

反，穷二代、布衣学生由于“反势”的激励作用往往

学习态度更加端正，学习热情更加高涨。多一种作

用，就多一种势，多一种推动力，就多一种成才的机

会。这就从理论和逻辑上证明了为什么“寒门出贵

子”。
陈海春教授认为: 一个能成功的人是既“有用”

又“可爱”的人。他自励的理念是:“内在优于外在、
长远优于即时、习得优于天赋、内省优于灌输。”李

德昌又从势科学的角度做了进一步解读: “有用”和

“可爱”的人，其实就是一种具有“强势”的人。因为

“有用”的基础是差别，一个人必须和别人不一样才

能对别人有用; “可爱”的基础是联系，你与他人联

系得越紧，他人就越感到你可爱。所以，有用 × 可爱

= 差别 × 联系 = 势，而且有用与可爱必须兼而得之，

一个为零，势就为零。你再有用，但不讨人喜欢，就

无法将人们联系在你的周围，就无法作用于别人，因

而也就没有势。［5］

3 人际交往的困惑

在高校这一“象牙塔”里，每个人都可以看成是

具有适应能力的主动的个体，简称“适应性主体”。
所谓具有适应性，是指他能够与周围环境以及其他

主体进行交互作用。主体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交互作

用中，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

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人在交往过程中是以激

情定向的。也就是说，人与人的交往过程其实是借

助情感来确定其选择方向的。与什么人交往，交往

到什么程度，尽管与个人的性格、脾气、习惯以及交

往双方的利益密切相关，但在实际交往中，“情绪、
情感具有放大和强化作用。任何一种表达，如果带

有浓厚的情绪和感情色彩，其带来的结果效应就可

能被放大。情绪、情感具有相互感染、分享等特点，

既起着自我激励与激励他人的作用，也起着人际间

相互依存、承认的作用。”［6］因而，在人际交往中，情

绪、情感对个体生命的激扬和对群体凝聚的作用不

可低估。
人类学研究表明: “交往需要已经在人类的发

展过程中沉淀为人性的内在需要。但在电子媒介时

代，人性的这种需要遇到了一种悖论式的危机。”［7］

电子媒介拓展了人类交往的同时，又将我们置于陌

生人的境 遇 里，使 我 们 或 者 面 对 的 只 是“人 的 碎

片”，进行表层交流; 或者只能间接交往，无法真切

感知对方。所以在信息化时代，“人们感到前所未

有的孤独和疏离，人性的深度需要无法得到满足。
其表面上的后果是当代人的各种心理疾病的滋生，

更深层的后果则是人性的变异，社会的冷漠。”［8］原

因在于，时空的本质属性是“约束”，即将事物或事

件隔离开来的属性。根据“势”的运行机制，现实的

差别产生了各种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又导致了

信息时空的凸显，因此在信息化时代，普遍的信息不

对称导致信息不均匀，滋生了信息势，产生了信息

力，正如物质引力使物质时空弯曲一样，信息力也导

致信息时空间的弯曲，“平移不变性”消失了。所

以，信息化使人们感到在物理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

却同时感到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同班同学有时感觉

彼此难以理解和沟通，这是由于信息时空的弯曲形

成了诸多信息等位面的阻隔，使信息人之间的交流

需要通过“做功”或支付“信息成本”才能实现。

4 情感心理的焦虑

朱小曼教授在《情感·道德·素质教育》一文

中指出:“情感对于人的发展而言是一种基模性的

质料，它与生俱来，不断发育成为支持德、智、体、美
诸方面素质发展的基础性、内质性材料。”［9］她认为

情感培养其实从胎教就开始了，抚摸、应答、亲吻、微
笑……这些情感经验带来的安全感、悦纳感和惬意

感，有助于形成善良、宽容、诚实、开朗的品质。这些

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相互支持，为一个人持续、自主

地发展供给内部保障。所以，情感发展伴随着人的

一生直到死亡。美国心理学家汤姆金斯指出，“情

感是构成进化成果的一个关键部分，甚至比饥饿、性
欲这些基本的内驱力更为重要。”［10］钱穆先生早已

指出:“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情感者，心

理活动之中枢也。真情畅遂，一片天机。”［11］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人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情

感本身的不确定性，然而，理性发展必然导致感性的

不确定性。传统社会是一个感性化的时代，特别是

在自然哲学还没有分化的时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

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大同模式，一派信息整体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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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然而在信息化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人们明显地感到竞争的压力和利益的冲突，不得不

理性地分析周围环境及其变量。所以情感稳定性基

础即信息的整体对称和意识的趋同的丧失是信息人

不确定性的社会根源。一些大学生对与异性交往在

生活中的意义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多半与这方面

的因素有关。
彼得·圣吉认为，“复杂性”可区分为“细节性

复杂”与“动态性复杂”两种［12］。对于前者导致的

不确定性，要利用“潜意识”的感性来掌控，即用“默

化”的知识来应对; 对于后者导致的不可预知性，则

需要用系统思考的方式来解决，即用“显化”的知识

来处理。李德昌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科学的发展，实

际上是一个不断营造显势和不断将潜势转化为显势

的过程。对于“潜势”与“显势”的综合研究正是势

科学理论所阐述的“信息势激励情感势而情感势作

用下产生意识流”的教育和学习的机制［13］。在这

里，意识的第一机构的性质基本上是情感性的。人

的情绪作为一种能量，是由情绪所由产生的脑生理

机制及整个生命机体的相应反应决定的。这种能量

在人的生理健康水平下不会消失，只会表现为潜在

的平和。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这种激情或能

量维系着原有的水平，而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即外

化为情绪。因而，意识在人类身上的发生、发展以及

与认知系统的整合，都是情绪的功能。情感在一定

程度上是人对于环境或事物及问题的一种高度整体

直觉性抽象。相反，如果没有外部和内部情感上的

支持，人的许多潜能很可能被压抑下去，并可能逐渐

成为一种不为人觉察的生理、心理病症。所以，当代

大学生要想走出日益凸显的迷茫和困惑，就必须摈

弃传统的观念和思维方法，从根本上采取“信息势

→情感势→意识流”相互作用的势科学方法，让“一

种新的思考架构深植于心，于是一个开关被启动了。
……那时‘我们在生活上的各个层面便充满了各种

环路’”。［14］

5 家庭教育的偏颇

教育学看重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人的可教育

性，此确证了教育存在之合法性; 二是人对教育的需

要性，此表征着人之教育的可行性。人作为一种社

会化的动物，必然是一种具有承继性的生物，是一种

需要教育又可以教育的生物。雅斯贝尔斯指出，

“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

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

何充分生成。……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

选择决 定 成 为 什 么 样 的 人 以 及 把 握 安 身 立 命 之

根。”［15］也就是说，教育无非要做两件事: 一是调动

人的潜能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自立于天地人

间; 二是对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具有深刻的认知，并

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享受自己的生活。
按照高德胜教授的说法，长辈成长于以书本为

主的印刷媒体时代，晚辈成长于以互联网为主的电

子媒体时代。“在电子媒介的适应和使用上，我们

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代。对成年

人而言，不再是知识的优势问题，而是知识和观念落

伍的问题; 对年轻一代来说，不再是知识差距的问

题，而是成年人跟不上节奏、观念保守的问题。”［16］

这样一来，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代际不对称性明显缩

小，家长优势普遍降低，权威性较差，两代人之间存

在的“成熟差”大大削弱。
然而，传统家庭教育既抑制了孕育激情的情感

培育，又磨灭了认知逻辑的理性成长。由于普遍的

信息不对称产生了信息时空，形成了诸多信息等位

面的阻隔，使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变得困

难。更为严重的是，在现实的家庭教育中，尊严教育

和无尊严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更是刻骨铭心，比如，一

些父母对儿女的袒护娇惯，个别的家庭暴力和父母

离异……这些“精神范样”所折射出来的人性品格

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虽是无形的，却是猛烈的，持久

的。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认为: “教育的成功与

否往往取决于生活环境中一定的内部气氛和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一定的情感态度。”［17］所以，家庭环境的

熏陶、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孩子的心灵深处埋下

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沉淀为人性的内在需要并形成

一种“潜意识”; 随着后续教育的延展和教育程度的

提高，这些“种子”从小变大，由弱变强。据此考量，

失败的家庭教育不单是对时光的错过，更重要是一

种情感与尊严培养的缺憾。

6 结束语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 “相互作用是

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18］，我们认为，非平衡非线

性相互作用决定了事物的生发［19］。因为系统的演

化发展只有被推进到“非平衡非线性作用”的临界

值，各种“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才会产生，

派生出各种创新机制和新生事物，所以这一思想彰

显了信息化时代的主题———创新。势科学理论揭示

了信息功能的本质: 信息是系统演化发展的动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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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势是信息的几何直观、物理直观和宏观测度，从

动力学机制上更加完备地描绘了信息化时代的精神

面貌。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因为势的一个直

观概念是“梯度”，即梯度 = 差别 ÷ 距离 = 差别 × 联

系( 因为距离与联系成反比) 。所以，势的本质内涵

是“差别中的联系”或“联系中的差别”。这样势的

概念就突破了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具有了更大的普

遍性，从根本上产生了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

起来的势科学机制。
当我们把视角转向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各种思想

问题时，实际上探讨的也是各种作用问题，但是这里

的作用不是物质作用，而是信息作用。信息对于人

类意识的作用，正像力对于物质的作用( F = m·a)

一样，也是改变客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因而叫做“信

息力”。信息的本质是“对象世界联系中的差别”或

“差别中的联系”，是一种概念梯度或意识梯度，所

以，信息力( F) 用更科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信息势

( A) 乘以信息阻尼( M) ，即 F = f·M·A，其中 f 为

环境作用系数。［20］因此，信息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

育就是要通过研究不同学科的交叉性，将大道理的

灌输融合于各学科知识的接受中，才能把各种不同

学科的知识、观点、方法、理念联系起来，生产巨大的

信息量，营造强大的信息势，真正实现“给力”的预

期效果。
所以，“教育从一开始就以年轻一代的自主与

自立为目标，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准备抽身离开。

如前所论，人都有教育需要性，教育就是以此为起

点，并以人不再依赖教育，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

独立 为‘终 点’。一 句 话，‘教 育 是 为 了 不 教

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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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deological Confusion among Modern College Student
From Potential Scienc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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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symmetry dictates interaction，the old saying，“all things are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condition”and scientific concepts such as information
potential and informational power develop a new system of logic and theoretic framework． Based on this
theory，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ive types of ideological confusion among modern college
students，and propose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must adopt the mechanism of
potential science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in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essence of po-
tent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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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困惑与势科学解惑术
——《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带来高等教育变革的希望

惠树鹏

(兰州A．x-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50)

摘 要：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引致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乱象和困惑，李德昌先生在《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

一书中阐述了教育的本质及作用机制，揭示了高等教育乱象的根源，指明了规正高等教育的路径。李德昌先生开创的信息人教育

学理论以及其致力于学术的精神正在和即将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变革。

关键词：高等教育；困惑；势科学；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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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培养人才的主渠

道，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动力之源，

高等教育发展的成败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当前高等教育出现的诸多乱象使社会各界困惑和担

忧：“盲目地改，不停地试”几乎成为中国教育的常

态；高校的课堂教学中，大学生迟到、早退、逃课、玩

手机、说话、吃喝、睡觉、看无关书籍，你讲你的，我看

我的，教与学双方陷入了相互影响、相互摩擦无止尽

的内耗之中，由此导致了教育的生产力市场——大

学的专业课堂成为所有生产市场中最没有效率的市

场。面对这些现象，传统教育理论失效，中国高等教

育呼唤新的理论来指导教育实践。201 1年，西安交

通大学教授李德昌先生在其数十年潜心研究的基础

上，出版了《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

学》一书。该书从势科学的逻辑视角阐述了教育的

本质和运行机制，揭示了信息人社会素质形成、人才

成长的一般规律，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种种困惑的

根源之所在，为教育改革奠基理论基础，为教育质量

评价提供可操作性原则，为教育学研究和教育学理

论的重建开辟科学的逻辑途径。

一、传统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信息人教育

学应运而生

任何--I'1科学，必须要有明确、规范的概念，必

须要研究作用机制。什么是教育，其作用机制是什

么，之前没有人研究过。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论只

适合于动物性人类，而对信息社会的信息人无效；人

本主义忽视了教育是软暴力和教育是信息作用的过

程；认知主义强调信息加工与发现，但将人的情感因

素排除在外；构建主义虽然讲得头头是道，但对于如

何构建、作用机制是什么没做回答；连接主义(当下

盛行的mooc理论)认为人的注意力只能集中18分

钟的前提不符合现实，不要说成年入，即使一个小孩

在看动画片时，他可以专注数个小时而不动¨]8¨90。

这些理论只针对课堂教学，对于教材建设、课程设

计、学校管理无效。心理学研究曾为传统教育理论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面对信息人教育，以心理

学为基础的传统教育学不能告诉我们素质、创新及

创新素质是怎样来的。李德昌先生在《信息人教育

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中从势科学的视角阐

述了教育的作用机制，深刻揭示了高等教育乱象及

困惑的根源，从科学的逻辑角度扫除了人们对当前

教育的种种困惑。

二、势科学视域下信息人教育的科学逻辑

在科学的逻辑视角下，“势”是一个“梯度”、斜

率和导数，自然科学中的导数可以表述为差别除以

距离，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导数可以表述为差别乘

联系。这就使势的概念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性，从根

本上产生了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的势科

学机制。研究势的产生与运行机制的科学叫做势科

学，势科学原理。1¨4。16可以表达为：世界万物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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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是由不同层次上的势推动的，势的运行机制

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所以“势趋”不

变，宇宙加速膨胀，社会加速发展；势的稳定增长达

到某种临界值，系统就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

岔，从而衍生出各种素质、创新和风险；势在一定层

次上的增长极限产生对称，对称形成数学结构的群，

无干扰的物质势作用形成物质群，所以宇宙和谐，无

干涉的信息势作用形成素质群、组织群及社会群，才

能产生素质和谐、组织和谐与社会和谐。考察势科

学的基本原理发现，势科学的科学逻辑可以表述为

图1。

势 势增

差别×联系 差别促进联系

差别+距离 联系扩大差别

对称 垒竺翌苎

差别最大

联系最紧

群和泛群

具有数学结构

具有和谐性质

图l势科学的科学逻辑

信息是负熵，负熵即有序，有序即梯度即势(表

达剔除现象差别，推进到本质联系极限过程)，所以信

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由此信息人的成长是一个信

息作用的动力学过程，信息人教育的目标就是生产有

效信息量即营造最大教育信息势(图2)。

教育信息势 对称
多维对称 教育和谐

群和泛群

悟且差别×信息联系 差刷促进联系差期最大联系最鬃

信息差别÷信息虚离 联系扩大差别 教育信息势最大

图2信息人教育的势科学逻辑

三、信息人教育的作用机制

信息势=信息差别X信息联系，差别越大、联系

越紧的信息其信息势越大，这类信息就越能吸引人。

情感势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内在势，是在由家庭和社

会环境的文化铺垫基础上，通过外在的信息势激励

产生的∽J。物质环境中，外电势加载在导体上激发

了内电势，从而产生电流。但其条件是必须加载在

导体上，而导体的特质是其中的电荷可以自由移动。

物理学表明，外电势加载在绝缘体上不会产生电流，

原因是绝缘体中电荷不能自由移动。如同物质环境

中外电势激发内电势产生电流一样，外在的强势信

息加载在一个具有情感基因的生物个体上，推动其

情感势(内势)会产生意识流——生成有意义学习

的内在基础。情感势要被推动的前提是该生物个体

中存在自由移动的情荷(图3)。

物质环境{外电势j．．邀发．一(善热)；．．．．．≤电流i

教育环境[石矗；]—!堕L叫—i蠹季孚i_1_—悃
图3 势科学关于教育的信息作用机制

物质环境中，外电势加载在绝缘体上，不会产生

电流，而当持续增加外电势足够大时，原来被束缚的

电荷开始自由移动产生电流，物理学上叫击穿；教育

情境下，对于那些对什么信息刺激都无动于衷的信

息盲人(信息绝缘体，其内部情荷不自由)，只要给

其加载足够大的信息势，原来被固化的情荷会自由

移动产生意识流，形成有效学习的内在动力。势科

学及信息动力学称之为点燃(图4)。

物质环境i足够大的外电势；妻骜(电篱禁管由)；妻誓内电势；．≤电流；
⋯．．．．．．．．．．．： ．．．．．．．．．．．．J ··----．： ⋯···--·

教育碱I足够强的信息势H侑躲豁H情感势H意识流I
图4信息盲人情感势的点燃机制

四、高等教育困惑的势科学阐释

高等教育的困惑缘于信息化催生的两个变化：

一是人的本性发生了变化，人类从“物质人”、“生物

人”、“社会人”嬗变变成了“信息人”¨-2。接收信

息、加工处理信息和发送信息是其基本职能。二是

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

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传统社会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传

承记忆，教什么学什么，学什么记什么，记什么用什

么，而且用一辈子。因为在传统社会的生产中，只需

要单调的操作，而不需要变通和创新。但信息化社

会的基本特征是创新，越来越彻底的柔性化生产代

替了日复一日的格式化生产，单件的、个性化的、创

新性的生产成为主流。每一个人面对的可能是一个

任务，而不再是一个操作⋯啦93。作为高等教育主

体的人，其本陛及其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而教育理论

在逻辑上停滞不前，这正是高等教育乱象及困惑的根

源所在。信息人教育是一个信息势推动情感势的过

程，高等教育课堂乱象及其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信息势

推动隋感势这一机制的断裂。规正高等教育课堂乱象

就是要修复这一断裂，其路径有二：一是增大高等教育

课堂的信息量，营造强大的课堂信息势；二是培育有利

于隋荷自由的民主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专

业环境、课堂环境乃至社会环境。而对于少数信息盲

人，要持续增强课堂信息势，点燃其情感势。

教育过程是一个信息相互作用过程，《信息人

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一书对于教育理

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从势的概念出发，结合科学界维

纳和神农有关信息的论述，重新梳理并揭示了信息

的本质意义，即信息=差别×联系。很显然，课堂教

学的本质就是生产课堂信息量，教师的演讲内容差

别越大、联系越紧，课堂信息量越大，如果用一个道

理演绎所有的问题，就将生产最大的课堂信息量，由

万方数据



128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此，也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评价给出了基本原则。而

信息的相互作用机制“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

别”，则从本质上为“超循环自组织”等重要的现代

科学理论，在本体论层次上奠定了逻辑基础。

五、有感于李德昌先生及其信息人教育学理论

李德昌老师，势科学及信息人理论的开创者，他

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个纯粹的学术人的追求。在

这个相对浮躁的社会里，李老师放弃了许多追名逐

利的机会，四处奔走，讲授着势科学及信息人理论。

截至2014年，李老师在全国许多知名的2ll、985高

校演讲，在各种场合讲座达570多场，仅2014年暑

假期间，势科学理论在全国各地演讲报告达48场，

其中全国高校教师的培训就有30场，深得学界的好

评。笔者真诚地将《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

育动力学》一书推荐给长期工作在教育一线的同行

们，希望他们能够从信息人教育学理论中获益，理解

这一理论并在教育实践中践行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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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zzl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olutions by Potential Science——Hope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Brought by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beings——Potent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Dynamics

Hui Shupeng

(Economic Management College，Lanzhou Unwen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City，Gansu Province，730050)

Abstract：Due to the lack of logic in education theories，there exist lots of confusions and puzzl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Mr．Li Dechang elaborates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and the mechanism in its function in his book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beings—Potent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Dynamics．reveals the SOUrce for confusions in

higher education，and points out the correct route for higher education．The education theory of information beings

created by Li Dechang and his spirit devoted in academics have the potential force to push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forf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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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势科学的视角阐释教育的信息作用机制，即信息势

推动情感势产生爱，进一步解释了高校课堂乱象的根源在于这

一机制的断裂。在此基础上提出规正高校课堂乱象的对策：营

造课堂信息强势，培育情荷自由移动的文化环境。

关键词 高校课堂；势科学；MOOC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4)23-0003-03

1 高校课堂的乱象与困惑
课堂教学是高校教学的基本形式，是培养大学生素质

的主渠道，也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主阵地。然而，

在高校的课堂教学中，大学生迟到、早退、逃课、玩手机、

说话、吃喝、睡觉、看无关书籍以及你讲你的、我看我的

等乱象普遍存在。普通教师的课堂如此，即使国家及教学

名师主导的课堂中，也总有部分学生的注意力游离在课堂

之外；普通高校如此，即使是一些知名的 211、985 高校亦

是如此。教与学双方陷入相互影响、相互摩擦无止境的内

耗之中，由此导致教育的产生力市场——大学的专业课堂成

为所有生产市场中最没有效率的市场。有一个“5 小于 2”

的理论，讲的是五天学校课堂学习的效果不如周末两天自

学好，正是当前高等学校课堂失效的写照。

针对高校课堂乱象，教师困惑，校方的系列管控策略

无效，传统的教育理论解释无力。本文认为高校课堂乱象

之原因除了教师和学生两大参与主体之外，更重要的还在

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作用机制，即教育的本质问题。

2 高校课堂乱象丛生的根源探索
厘清高校课堂乱象的根源和出路，必须回答教育是

什么，即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机制问题。对此，已有的教育

理论已经做了不同层面的回答：行为主义认为教育是不断

的刺激与反应的过程；人本主义将教育的本质归纳为慈善

主义；认知主义强调信息加工与发现；建构主义认为学生

应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知识意义；连接主义（当下盛行的

MOOC 理论）认为人的注意力只能集中 18 分钟，故将课程打

碎，借助网络实现课堂翻转。

这些理论对教育的本质及作用机制的解释只要稍加推

*基金项目：兰州理工大学重点教学研究项目“新形势下西部地方工科院校经管类专业特色培育机制研究”。

作者：惠树鹏，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势科学及信息动力学、区域产业管理与决策；李亚兵，

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服务管理（730050）。

10.3969/j.issn.1671-489X.2014.23.003

高校课堂教与学的困惑及势科学解惑 *

◆惠树鹏  李亚兵  张玉春

敲便漏洞百出：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论只适合于动物性人

类，而对信息社会的信息人无效；人本主义忽视了教育是

软暴力和教育是信息作用的过程；认知主义虽然强调信息

加工和发现，但将人的情感因素排除在外；构建主义虽然

讲得头头是道，但对于如何构建、作用机制是什么没做回答；

连接主义认为人的注意力只能集中 18 分钟的前提不符合现

实，不要说成年人，即使一个小孩在看动画片时，他都可

以专注数个小时而不动。

那么教育的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势科学及信息动力

学认为，教育是一个信息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学

生的情感因素。

3 高校课堂乱象的根源——势科学解惑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工程，讨论教育的本质及其作用机

制必须首先明确人的本质。从构成人体的三大物质元素看，

人是物质人；从生物有机体的代谢规律看，人是生物人。

随着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甚

至相对过剩。生物人摆脱了对物质营养品的依赖的同时却

产生了信息依赖。当生物人摄取的信息营养量超过其消费

的物质营养量时，生物人嬗变成为信息人。信息人是信息

社会的基本单元，接受信息、加工信息、创造信息和发送

信息是其基本的功能。

势科学关于教育的信息作用机制  势科学的理论认为，

势是一种梯度，梯度等于差别除以距离，也等于差别乘以

联系，距离与联系成反比。梯度就是几何中的斜率，微积

分中的导数，就是老子所说的“势成之”，毕达哥拉斯所

说的“万物皆比例”[1]。势的作用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别，“势趋”不变 [2]。

按照势科学关于势的作用机制原理，高校课堂的教与

学是一个信息势（外势）推动情感势（内势）的过程。信

息势 = 信息差别 × 信息联系，差别越大、联系越紧的信息

其信息势越大，这类信息就越能吸引人。小说《水浒》之

所以引人入胜，就是因为其将 108 个差别很大的个性化人

物联系起来集聚在梁山上，营造了极强的信息势，读者一

看就放不下。情感势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内在势，是在由家

庭和社会环境的文化铺垫基础上，通过外在的信息势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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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 [3]。在物质环境中，外电势加载在导体上激发了内

电势，从而产生电流。但其条件是必须加载在导体上，而

导体的特质是其中的电荷可以自由移动。物理学表明，外

电势加载在绝缘体上不会产生电流，原因是绝缘体中电荷

不能自由移动。如同物质环境中外电势激发内电势产生电

流一样，外在的强势信息加载在一个具有情感基因的生物

个体上，推动其情感势（内势）会产生意识流。情感势要

被推动的前提是该生物个体中存在自由移动的情荷（图1）。

如同电荷只有在导体中才能自由流动一样，个体的情

荷必须在家庭、课堂、专业、学校及社会营造的自由而宽

松的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实际上是

一种“精神的民主”环境，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民主”

环境。这种环境具有积极向上、尊重人格、追求科学、允

许不同意见和观点等特点。如课堂民主环境就是教师和学

生要相互尊重人格、积极向上并围绕课程内容形成互动、

争鸣和畅所欲言的氛围，学生可以尽情探索知识，而不是

简单地服从知识，更不是教师的一言堂。

在物质环境中，外电势加载在绝缘体上，不会产生电流，

而当持续增加外电势足够大时，原来被束缚的电荷开始自

由移动产生电流，物理学上叫击穿；在教育情境下，对于

那些对什么信息刺激都无动于衷的信息盲人，只要给其加

载足够大的信息势，原来被固化的情荷就会自由移动而产

生意识流，势科学及信息动力学称之为点燃（图 2）。

高校课堂乱象的势科学阐释  按照势科学理论，教育

是一个信息作用的过程，即信息势推动情感势产生意识流

的过程。高校课堂的乱象表明这一信息作用的过程没有很

好地实现，即信息势推动情感势的机制存在断裂。其原因

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信息势太小，即教师的授课内容平淡无味，差别

不大，联系不紧；或者是总是反反复复讲些重复的内容，

或者所授内容看起来天花乱坠、海阔天空、差别很大，但

实际上杂乱无序、毫无联系，一个问题讲一个道理。

二是学生本身不具备或缺少自由移动的情荷。

不同的个体由于其内在的情感势的差异，对于同等的

外在的信息势的推动其感兴趣的程度不一样，表现在高校

教育中，就是对学习的热爱程度有差异。最极端的情况就

是什么信息刺激都不能使他激动，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外

界发生的一切他都无所谓，类似于物质环境中的绝缘体，

称之为信息层面上的盲人，其内部情荷不能自由流动。这

就是为什么同一个教师授课，有的学生非常激动，而有些

学生却无动于衷；或者是一个教学名师能使绝大多数学生

对自己的课感兴趣，但总是有那么几个学生无动于衷。

4 基于势科学理论的高校课堂乱象规正
高校课堂的教与学是一个势科学视域下的信息动力学

过程。要规正高校课堂的乱象，提高课堂效率，必须修复

这一动力学过程中的断裂，使信息势推动情感势，让学生

对课堂感兴趣。按照势科学的理论，除了剔除传统教育的

伤害、重构情荷自由文化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营造强大

的课堂信息势。

营造强大的课堂信息势  按照势科学信息势与信息量

的等价原理，营造强大的课堂信息势就是要求以教师为主

导的课堂信息量要大，而最大的信息量就是差别最大，联

系最紧。最大的差别是相反，最紧的联系是相同，既相反

又相同即为对称。一个主讲产业经济学的教授在介绍产业

分类时，如果照本宣科地讲，则理性、抽象的定义会使课

堂显得平淡无味；如果能结合直观具体的、差别大联系紧

的例子，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表 1）。

利用牛羊这一概念，通过差别很大的喂养、杀宰和吃

喝行为，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联系起来，差

别大、联系紧，同时实现了抽象与具体、理性与直观的对称，

产生了极强的信息势，推动了学生的情感势，使学生一听

就忘不了。

所以营造最大的课堂信息势就是要营造多维对称，对

称化教育是高效率的教育，是集约型教育的核心。高校课

堂的多维对称表现在：围绕课程教学目标，授课内容对称

化，既涉及理工科的知识，又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知

图 1  势科学关于教育的信息作用机制 

图 2  信息盲人情感势的点燃机制 
（下转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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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于信息化教学的内涵有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解。当然，

在这种信息化教学理论的指导过程中，还必须强调传统的

教学手段的优势，而且应该把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与传统教

学手段有机结合在一起，让二者成为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

的教学手段，尽可能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重视高中数学教学中信息化教学的科学性  信息技术

与高中数学课程的教学整合，首先应该认识到信息技术不

仅是高中数学教学的有效辅助工具与手段，而且是高中数

学教学实现创新性教学、提升教学效率与效果的有效方式，

高中数学教师应该让二者能够实现有机融合。这就需要高

中数学教师设置一个统一的教学目标，并根据整合教学手

段与对象来设计出合理的教学情境，遵循高中数学的学科

特点来组织和挖掘数据，通过信息技术来对数学课程中的

一些图像进行分析与研究，最终找到合适的问题解决办法。

鉴于当前一些高中数学教师的图像处理能力不够，应

该尽快加强对数学教师的图像处理工具的使用培训工作，

让他们熟练掌握并应用专业的数学教学软件，并把网络资

源与本地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为高中数学教学提供一个浓

郁的信息化教学氛围，从而让高中数学教师利用信息技术

为数学教学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

通过开展相关的专题培训活动来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

学能力  现在大部分高中数学教师平时把主要时间和精力

等投入日常教学活动当中，而对于一些科研活动的参与热

情并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科研活动的认知存在一

定的误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积极鼓励高中数学

教师积极主动参与到各类科研活动中去，并开展一些专题

的教育培训工作，比如：指导高中数学教师学会使用 Word

文字处理软件，学会制作优质的教学课件等，还让他们掌

握一些基本的计算机功能，真正实现高中数学学科与信息

技术的有效教学整合，并引导他们学会信息化教学设计工

作。此外，还应该组织各类学习和研讨活动，帮助高中数

学教师解决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教学难题，提高教师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这样的教师才有可能培养出具有较高

信息素养的学生，让他们成为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高中

数学学习主人。■

参考文献

[1] 刘建玲 . 从误区入手探索如何提高教师信息素养 [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07(10):60.

[2] 吕林海 . 教师教学信念：教学活动中技术整合的重要影

响因素 [J]. 中国电化教育 ,2008(4):20.

[3] 王旭媚 . 信息技术与数学学科教学整合的尝试与思考

[J]. 数学教育学报 ,2004(5):97.

识；既有定量计算，又有定性分析；既有抽象的理性分析，

又有具体的感性的生活感悟，运用同一个原理去分析阐述

所有问题。授课方法对称化，既有讲授，又有动手操作；

既有引导，又有激励；既有基础性学习，又鼓励渐进性探索；

既有系统性讲授，又有渗透式讲授。技术手段对称化，既

有现代多媒体技术，又有传统板书。教师知识结构对称化，

既要精通专业知识，又要熟悉相关知识，教师的知识结构

应该是博专结合型的。

教学督导评价以课堂相对信息量为标准。高等院校目

前都成立了相应的教学督导评价机构，其构成人员基本都

是些退休的老教师，而这些人基本不搞教学研究，更不明

白教育是一种信息作用机制，其所遵循的仍是传统的、落

后的教育理念，导致高校的教学督导成为“传统评现代，

落后评先进，错误评正确”的怪象。这种督导评价机制进

一步强化了课堂乱象。因此，营造课堂信息强势，教学督

导评价必须坚持以课堂相对信息量为导向。

培育有利于情荷自由的文化环境  情感势要被推动的

前提是学生要具有自由移动的情荷，而情荷自由地培养需

要精神民主、自由的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环境

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其情荷被压抑束缚，情商缺失、近似

于中庸。这需要坚持营造家庭民主、课堂民主、专业民主

和学校民主的文化氛围，彻底剔除传统教育的伤害。家庭

民主就是家庭中人人平等，都具有话语权，而不是家长作

风和有意识地压制小孩；课堂民主就是课堂上，师生相互

人格尊重，围绕课堂主题探讨争鸣，而不是知识服从和教

师一言堂；专业民主就是专业内允许各相关学科内容，反

对专业排斥和打压；学校民主就是学校内倡导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鼓励学科交叉，允许学术观点对峙冲突。必须

看到，情荷自由的文化环境的培育需要削减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李德昌 .势论 [J] . 系统科学学报 ,2008(1):35-39.

（上接 P4）

表 1  产业分类的释义

产业分类 理性、抽象的释义 直观、具体的解释

第一产业 通过人类劳动直接从自然界取得产品的部门 喂牛、养羊

第二产业 对第一产业提供的产品进行加工的部门 杀牛、宰羊

第三产业 对消费者提供最终服务的部门 吃牛肉、喝羊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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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钱学森向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现在

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

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

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

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近十年来，求解

“钱学森之问”成为学界努力探索的方向。西安交通大

学李德昌先生的势科学理论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有效

的研究途径。他于 2011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信息

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可以称得上是开

辟了教育学发展的新时代、引领培养创新人才的总纲

领。
一、信息人教育学是教育学发展新的里程碑

（一）教育学发展的简要回顾

教育学作为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问题、揭示一般

教育规律的科学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17 世纪

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A.Comenius，1592—1670）

的《大教学论》成为教育学产生的标志。夸美纽斯继承

了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遗产，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人

文主义与新教教育的成果，系统地论述了新兴资产阶

级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体现了“让旧的学校的崩溃与

按新的观念的学校的设立同时进行”的理想，从而为

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泛

智论”“自然适应性原则”是夸氏的教育思想体系的两

个核心。所谓“泛智论”即“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一

切人必须学会一切事物”；所谓“自然适应性原则”即
“学校改良的基础应当是一切事物里面的恰切的秩

序”。“泛智论”成为近代西方国家政府管理教育，建立

统一学制，普及初等教育的思想基础。他的“自然适应

性原则”引证于自然，否定了凭借圣经准则论证的做

法，吹响了为教育学理论寻找科学根据的前奏曲，也

冲击了古希腊罗马教育理论植根于思辨哲学的现象

和古代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直观性，在教育学史上是

一次方法论的革命，开了科学教育学的先河。
19 世纪初，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

ch Herbart，1776—1841）的著作《普通教育学》是最早

以“教育学”命名的专著。赫尔巴特改变了从夸美纽斯

到卢梭、洛克以自然类比法来推导和建立各自的教学

论的方法，从心理学中寻找其教学论的理论依据，第

一次使裴斯泰洛齐的“我要使教育心理学化”的目标

由空想走向科学。赫尔巴特的另一个重大的理论贡

献，是将教育目的论建立在伦理学基础之上，用五道

念构成教育目的论的理论基础。五道念即自由、完善、
仁慈、正义和公平等五种道德观念。《普通教育学》的

出版，使教育学和其他古老以及新兴学科一样，从此

拥有了自己的使命、特性和结构。《普通教育学》被公

认为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成为近代教

育理论走向科学的开山祖和奠基石。
（二）势科学理论为信息人教育学提供了新的科

学基础

赫尔巴特生活的 19 世纪，“漫长时间里增加的知

识量只不过比公元前的人类知识量翻了 4 倍”，远远

没有达到倾毕生时间和精力也不能完全穷尽的程度。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爆炸”现象。与赫尔

巴特时代相比，需要教育学深入研究的教育问题越来

越多，例如教育的本质问题；不断变化的人、社会、教
育三者的关系问题；不同社会时期教育的目的、内容、
教育实施途径、方式、方法及彼此的相互关系问题等。
随着社会的演进，教育的主体问题、教育的制度问题、

教育学发展新时代的标志和纲领

———评李德昌《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
○贾全明 樊继轩

［摘要］ 李德昌《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提出了具有一体化趋势的、能够推动教育学研

究沿着新的基本机制发展的势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信息人教育学为教育创新提供了纲领，指明了可操

作性的路径，开辟了教育学发展的新时代，将引领教育学跨越第三个里程碑。
［关键词］ 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教育动力学

［作者简介］ 贾全明（1971-），男，黄河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樊继轩（1950-），男，黄河

科技学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河南郑州 450063）

［课题来源］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项目“基于 WSR 方法论的本科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11YJC88005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重点课题“中原经济区建设中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2011］-JKGHAB-007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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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管理问题，都会面临新的挑战，发生新的变化。
教育学仅仅依靠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科学的发展，难以

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到近代结束为止，为

教育学理论寻找科学依据的工作有了起色，然而仍是

一个基本上没有解决的难题。现代教育学科学基础的

薄弱，使教育学理论缺乏可信性和稳定性，必须为科

学教育学寻找新的理论依据，而且，因为教育学与社

会发展和其他学科发展的关系紧密，教育学的科学基

础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即若干门科学的有机结合构

成未来教育学的科学基础。
势科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具有一体化趋势的，能

够推动教育学的研究新发展的科学基础。“势科学”以
“信息人”假设为逻辑基础，认为随着信息革命的发

展，人类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人类从“物质人”“生物

人”“社会人”变成了“信息人”。科学也从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文学艺术及宗教文化统一为“势科学”。信息

人理论阐述了人的信息化，势科学理论则阐述了科学

的信息化。社会科学面对的教育、管理及种种社会问

题，本质上是信息作用的复杂动力学问题。势科学理

论根据复杂系统的普遍不确定性，将社会各领域的复

杂问题转换为统一的信息问题，进而赋予一定的物理

直观和几何直观意义，最终归结为一定程度上可以整

体直觉的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基于信息相

互作用的基础上逐步走向逻辑化、科学化。“势科学”
中势概念的逻辑定义为“势 = 差别÷距离 = 差别×联

系，因而，势即梯度即导数即比例”。
“差别”和“联系”是势概念的两个基本要素。在个

人及组织系统中，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产生

最大的差别是相反，最紧的联系是相同，既相反又相

同就叫相反相成即对称，而对称形成数学结构的群，

成为生态化和谐的标准理论模型。势科学理论从整体

直觉到逻辑演绎，应用的基本数学工具是非线性理论

和群论，基本研究路径是：势→非平衡→素质→创

新→对称→群→和谐→进动→势。将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在基本的逻辑层次上统一起来，为各种交叉学科

研究和通识性教育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原则，为教育

学理论的重建开辟了有效的研究路径。因为教育过程

是人和组织的成长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势机制主

导的动力学过程。用具有“信息势”和“信息流”两个自

由度的势科学宏观动态研究教育过程，比用具有多个

自由度（个性化带来无数的自由度）的心理学微观静

态研究更加有效。
（三）信息人教育学开辟了教育学发展的新时代

经验与思辨的水平、实验的水平、基本机制的水

平，是科学史上的三个里程碑。今天的教育学绝大部

分是以经验和思辨的水平凭借直观在理论的“迷宫”

中徘徊，尚未较好地越过第一个里程碑，而现代科学

技术却早已跨过了第三个里程碑，进入了以基本原理

为基础进行大量发明创造的时代。这就导致了教育理

论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相适应。
信息人教育学认为教育过程是一个势机制主导

的动力学过程，主导教育过程的是“信息势”，教育过

程是一个信息作用过程，只有研究信息作用的内在机

制，才能揭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使教育学建立在教

育基本机制的研究成果上，从而使教育学的发展跨入

更高的阶段，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理论与科学技术发展

不相适应的矛盾。信息人教育学也为研究信息作用的

内在机制指明了方向：人类只有通过从整体直觉到逻

辑分析认识“能”（mah）中的“势”（a），才能学会使用势

（信息），实现基于信息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教育创新和

管理创新，进入第三次文明———教育文明和管理文明

（信息文明、精神文明），人类才能应对不确定性实现

真正的自由和文明，从复杂社会及管理纠缠和教育困

惑中彻底解放出来，真正实现生态化的精神文明。信

息人教育学将引领教育学跨越第三个里程碑，进入一

个新的时代。
二、信息人教育学是开展教育创新的总纲领

任何一门独立性的学科，必须有一个区别于其他

学科的研究对象。信息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新人

类———“理性信息人”的成长规律。围绕这个研究对

象，《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动力学》一书，

在第一、第二两章论述了教学理论重建的科学基础势

科学理论；第三、第四两章，可以说是信息人教育学的

对象论，分析了教学对象“理性信息人”的生存机制；

第五章论述了信息势与信息力的作用机制，试图寻求

教育问题的自然科学的表达方式；第六章指明了信息

人教育学开展教育活动的一般规律，即一般由“演势”
“找势”到“造势”，并以这种规律在不同学科中的普适

性为例提出了信息人教育学的学科教学论；在与传统

教育学比较的基础上，第七、第八章分别探讨了“理性

信息人”假设基础上的教育理论重建的路径和教育创

新的路径；第九、十、十一章可以说是信息人教育学的

教育方法论和管理论———素质和谐的模型、通识性教

育的逻辑基础和对称化教育，这些方法论和管理论的

实际运用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信息人的成长。
正如前言中所说的，该书确实做到了在“理性信

息人”假设和“势科学”理论基础上，探讨了新人类的

成长规律，揭示了现代教育的内在逻辑，阐述了素质、
创新及和谐的科学概念和形成机制，为教育改革奠定

新的理论基础，为教育质量评价提供可操作性的原

则，为教育学理论的逻辑重建和发展开辟科学的研究

途径。全书可以说是开展创新教育和教育创新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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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一）从势科学出发，人的创新和创新的人就能搞

好教育创新

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是各种

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做了进一步地深入具体地研

究。李德昌先生在《信息人教育学———势科学与教育

动力学》和 2007 年出版的《信息人社会学———势科学

与第六维生存》中，提出的信息人假设给关于人的本

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由哲学思辨向科学分析的

转向。李德昌先生从人对外界依赖程度的角度，分析

了人从物质人向生物人、社会人到信息人不断创新的

过程。人也必须成为创新的人，通过不断创新自己生

存的中介系统，不断成为新的人类。而人的创新和创

新的人都需要教育创新。这就要求教育必须打破专业

界限，而且要打破学科界限，课程必须进行融合性集

成，才能从根本上培养出适应未来信息化生产的新型

通用性创新性人才。只有知识的融合与集成才能生产

出应对各种市场变化和适应各种任务性生产（而非操

作性产生）的个性化人才。在势科学理论基础上才能

找到这种人才成长的逻辑机制，只有在势科学理论指

导下才能有效而有序地实现这种跨学科的融合性教

育。
（二）势科学理论为教育创新指明了可操作性的

路径

教育创新是对传统教育的突破，人类第一次文明

是原始文明，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第

二次文明产生了工业文明（物质文明），人类从繁重的

体力消耗中解放出来；人类的第三次文明———教育文

明、管理文明和社会文明（信息文明、精神文明），使人

类脱离其“制约性管理”和“管制性教育”，即中国文化

历来注重的“无为而治”的教育和管理，不管理的管

理、不教育的教育，使个人或组织格式化地只专注于

营造信息势，进而才有希望从复杂的管理纠缠和思想

困惑及教育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
势科学理论的可操作性概念是“对称性”，势的运

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由此达到

相反相成，即“对称”（即杨振宁说的“对称性支配相互

作用”）。所以，教育就需要对称化教育，管理需要对称

化管理，文化繁荣需要多元化的对称性文化，而对称

性元素构成数学结构的群，由此可以将高度抽象的群

论引进作为数学工具可建立和谐机制的数学模型，从

而有效地研究素质和谐、组织和谐与社会和谐及文化

和谐。
势科学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阐述了素质的形成

机制、信息量与信息势的等价原理，揭示了信息势激

励情感势是人才成长的动力学机制，因而也是教育的

基本规律。所以，剔除教育理论逻辑缺失的误导和风

险，规正教育的有效路径，就是要在不同的教育环节、
不同的教育过程和不同的教学层次上营造教育信息

势。有效的教育评价就是教育信息量的评价，即教育

信息势的评价。这些环节和层次包括“学校中的专业

设置和运行”“专业中的学科设置和运行”“学科中的

教材组织和编撰”“课堂中的教学设计和演讲”“教师

队伍的个性化结构和匹配”及“教师本身的知识结构

和学习路径”等。
教育与科学一样，其营造信息势必须是二维的：

一方面是纵向的专业方向营造信息势，即从简单到复

杂，将差别巨大的专业内容紧密联系起来营造教育信

息势，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跨学科融合性营造信息势，

即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地紧密联

系起来营造教育信息势。按照势科学原理，教学必须

以融合性跨学科教学为主导进行改革。教育就是“讲

道理”，好的教育就是讲“大道理”，融合性跨学科教育

就是在各种学科知识中讲大道理的教育，只有大道理

才能把不同学科的知识内容连在一起，才能产生融合

性教育。大道理在本质上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营造

强大的信息势，激励强烈的情感势，从而推动学生产

生“心理不平衡”的那种“追求”和“爱”。大的情感势推

动下，才能出现情感势与意识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

用，形成有序的知识结构和创新的思维分岔，产生智

慧素质。
恩格斯天才地预见了导数将成为社会进步和变

革及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动力学模型。信息力学乃至

信息动力学研究了“信息”的导数本质以及人类社会

演化与发展的动力学机制，同时也使我们在逻辑层次

上真正理解导数以及作为动力学理论模型的微分方

程概念在社会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信
息人教育学，在势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教育学发

展的逻辑，为教育学更多的突破和完善奠定了新的科

学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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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大辞典［S］.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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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创新人才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建设创新

型国家战略目标的政策方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建立国家

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人才制度优势，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的生动局面。”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建设创新型国家

是一项纵无前辙、横无旁例的开创性工作，其成败与

否的关键在人才。研究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对培养

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人才成长规律具

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因此，人才的成长或学习能力是

个人或组织具有的内在信息力合规律的交互作用的

结果。本文拟以动力学和信息论原理为基础，从信息

力学视角探索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
一、培养创新人才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学者王通讯、林崇德、庄寿

强等相继关注和研究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1998 年，

江泽民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引发了对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

大讨论。孟天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庄寿强、戎志毅

主编的《普通创造学》，孙玉朱《知识经济与创造型人

才培养》，佟景才《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郭淑

英、戴万津《高素质创新人才研究》，林崇德《教育与发

展———创新人才的心理学整合研究》等专著深化了创

新人才成长问题的研究。
多年来，王通讯、杨晓慧等对创新人才的成长规

律与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阎光才、李祖超、陈权等对

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培养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刘文

利等认为创新人才培养始于人生的开端期；魏发辰

等，归纳出创新人才成长的 5 种模式或规律；林崇德

提出培养 T 型结构创新人才的模式；郝克明、郭广生

等研究了创新人才的内涵、素质和特征；李德昌从事

科学理论的视域对创新人才素质进行了研究；朱永

新、高宝立等讨论了大学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王英杰、刘宝存等研究了国外研究型大学创新人

才的培养理念；马廷奇等讨论了交叉学科建设与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刘泽双等结合广义的逻辑

曲线模型描绘了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及能力成长曲

线；朱晓妹提出了创新型人才心理契约动态变化模

型。
美国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的创造教育到 1970

年代目标明确的创新教育体系的构建，对培养创新人

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心

理学家吉尔福特（J.P.Guilford）《创造性才能》奠定了

用心理学研究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巴伦（F.Barron）

等以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为对象研究了创新人才成长

规律共同的人格特质；R. J. 斯坦伯格从能力、意愿、承
担风险的愿望和自信心方面研究了创新人才成长规

律共有的特点；E.L.格林提出了构成创造能力的十大

要素；罗尔菲尔德、科恩·杰弗里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

度出发提出了构成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 30 多种特

征。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和“产学研”合作机制、英国的

分类教学、日本的科技产业园、法国的实践教学基地

等都促进了创新人才的成长。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多从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

信息力学视阈下创新人才学习能力数理模型的构建

○樊继轩 贾全明

［摘要］ 信息是客观事物和社会关系存在、联系、作用和发展变化的反映，其作用可抽象为信息力。创新人
才素质中最重要的学习素质和学习能力也是一种信息力。信息、信息力的研究角度凸显了人才学习和成长规律
的自然科学属性，并使构建人才成长学习能力的信息力学数理模型成为可能。教育组织作为信息场能够营造强
大的信息势，可以激励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兴趣势能，成为他们一生学习和成长的动力，而理性与感性、智商
与情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和彰显是不同类型的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和途径。

［关键词］ 信息力学；创新人才成长规律；学习能力数理模型
［作者简介］ 樊继轩（1950-），男，黄河科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贾全明（1971-），男，黄

河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河南郑州 450063）
［课题来源］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项目“基于WSR方法论的本科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1YJC88005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重点课题“中原经济
区建设中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课题编号：［2011］-JKGHAB-007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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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创新成果等角度阐释创新人才成长的问题；

国外学者对创新人才成长规律和素质的研究主要与

人才特征、性格特征相联系，更关注人才的知识结构

及个性品质，强调二者的综合性，注重从心理学的角

度加以比较研究。心理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终身

教育理论是国内外学者进行创新人才研究的三种主

要方法论。无论国内国外的研究，都立足于传统社会

状态下，通过对人才成长的内部观照来展开的。21 世

纪的信息化社会已经极大改变了人才成长的方式、规
律和路径。因此，从人才成长的社会科学规律和信息

力学的自然科学属性相融合的角度，探索创新人才成

长规律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化、拓展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二、从信息、信息力到信息力学的概念界定

信息指以适合于通信、存储或处理的形式来表示

的知识或消息。在信息论中则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

报道的内容是接受符号者预先不知道的。［1］信息作为

一个科学术语被提出和使用，可追溯到 1928 年 R.

VHartly 在《信息传输》一文中的描述。他认为：信息是

指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1948 年，克劳德·艾尔伍

德·香农（C.E.Shannon）博士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中，

给出信息的数学定义，认为信息是用以消除随机不确

定性的东西（信息是肯定性的确认、确定性的增加），

并提出信息量的概念和信息熵的计算方法，从而奠定

了信息论的基础。而关于信息，有多种定义。信息是物

质、能量、信息及其属性的标示（逆维纳信息定义）；信

息是事物现象及其属性标识的集合；信息也泛指人类

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人类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

社会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不同事物，得以认识和改造世

界。在一切通讯和控制系统中，信息是一种普遍联系

的形式。［2］可见，至今为止，信息的概念仍然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
信 息 论 之 父 克 劳 德·艾 尔 伍 德·香 农（C.E.

Shannon）借鉴了热力学的概念，把信息中排除了冗余

后的平均信息量称为“信息熵”，并给出了计算信息熵

的数学表达式。［3］一个 X 值域为 x1，……，xn 的随机

变量的熵值 H 定义为：H（X）=E（I（X））其中，E 代表了

期望函数，而 I（X）是 X 的信息量（又称为信息本体）。
I（X）本身是个随机变量。如果 p 代表了 X 的机率质

量函数（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则信息熵的公式可

以表示为：

H（X）=∑n=1p（xi）I（xi）=-∑ni=1p（xi）logbp（xi）

信息熵可以认为是系统中所含有的平均信息量

大小，也可以认为是描述一个系统需要的最小存储空

间长度，即最少用多少个存储空间就可以描述这个

系统。
信息是客观事物存在、联系、作用和发展变化的

反映。信息就是指能够为视觉、听觉、触觉和嗅、味觉

等信息采集器官采集到的各种直观的、抽象的事物

（例如文字、数学、音乐、景物、色彩等都被称之为信

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信息是事物运动的存在或

表达形式，是一切物质的普遍属性，实际上包括了一

切物质运动的表征。传播学研究的信息是在一种情

况下能够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它是人

的精神创造物。信息过程普遍存在于生物、社会、工
业、农业、国防、科学实验、日常生活和人类思维等各

种领域。
动力学主要研究的是力对于物体运动的影响。动

力学的基础定律是艾萨克·牛顿提出的牛顿运动定

律。恩格斯指出：相互作用是世界万物的真正的终极

的原因。力是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使物体获得加

速度和发生形变的外因。力有三个要素，即力的大

小、方向和作用点。力也指能力。［1］实际上谁也没有看

到力，人们只是看到了各种作用以及作用的结果———
运动的变化。人们所熟知的物质力只不过是一种抽

象。［4］由于只有“力”才能真正表达作用的逻辑机制，

所以以往处于描述性和想象的教育学和管理学也在

不少场合使用了力的概念，诸如“学习力”“领导力”
“执行力”“竞争力”以及“环境压力”“生活压力”“工作

压力”“社会压力”，还有“创新能力”“抽象能力”“工作

能力”“交往能力”等。在此，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物质

力”的概念，将以上所有力统称为“社会力”。同样，人

们只是看到了各种社会力作用以及作用的结果———
运动的变化。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力也不过是一种抽

象。种种“社会力”概念的提出，旨在从实证科学到人

文社会科学用一个统一的“力”阐述宇宙和人类社会

运动的共同规律。
社会力是一种抽象的信息的作用，信息的作用可

以抽象为一种力———信息力。在物质世界，是由于物

质作用产生了物质力；在信息化社会，是由于信息交

流产生了信息力。在物质空间，有几个维度的作用就

产生几个方向的力；在信息空间，有几种交流方式（几

种作用方式）就可能产生几个向度的力。我们也可以

用大多数人的日常经验来说明这种信息力：当无线通

信在某个时间达到数量暴增时，原有的通信设备将很

可能出现超载而致瘫痪，这也说明了“信息”即“力”的
原理。信息力是一种信息能力，它是指人们对信息的

搜集、筛选、免疫、存储、处理、利用、交互、和创造等能

力；信息力还包含信息意识、信息道德等内容，信息力

又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信息素养；信息力还是一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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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它是指一个国家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

信息经济等方面实力的总和，是人类对信息所蕴含的

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开发与利用能力［5］。
综上所述，我们把有关信息力和信息作用的所有

问题的研究定义为“信息力学”。
三、学习能力信息力学数理模型的构建

由前所述，信息熵是信息论中度量信息量的概

念。按照信息论的描述，产生信息则是为系统引入负

熵的过程。在信息论中，信息表达为负熵，负熵意味着

熵减，即意味着有序，有序就构成梯度，梯度即势能。
研究信息力学，首先要阐明作为基本的交流方式的信

息是不是力，其次要分析信息在什么场合下产生力。
信息化社会使人的教育过程成为生产有效信息量，即

营造教育信息势的过程。李德昌教授对创新概念赋予

了逻辑定义：“创新是系统信息势达到某个临界值时

发生的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势达到临界值的

信息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混沌状态的非线性空间，而营

造信息强势是一切创新和发展的共同机制。［6］教育组

织也是信息场，营造强大的信息势，可以激励学生产

生强烈的情感和兴趣势能，成为他们一生学习和成

长的动力。理性与感性、智商与情商、理论与实践的

互动和彰显是不同类型的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和途

径。
从牛顿定律可知：F=ma=mdv/dt，式中，m 为物体

的质量；dv／dt 是加速度，即速度对时间的导数。从势

定律原理可知，势 = 差别÷距离 = 差别×联系（距离

与联系成反比），因而势是一种梯度。［6］一方面，梯度

是一种有序，有序是负熵，即信息（科学的范畴中而不

是哲学的范畴中）；另一方面，梯度是一种斜率，即导

数，所以信息在功能意义上也是一种导数，即一种势，

而不是力。在人才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才素质

结构是学习的素质，学习素质的具体表现是学习能

力，也是一种信息力。从牛顿定律可推导出：信息力是

信息与信息加速度的乘积。对于任何信息，必须有一

种对于该信息的黏性或阻尼存在，该信息才能产生

力。由此，可以推导出学习能力的逻辑定义：学习能

力是个体或组织具有的知识信息势乘以个体或组织

对于该种知识信息的情感阻尼（黏性），即个人或组

织具有的内在信息力。［6］信息力 F 是信息阻尼（情感

黏性）M 和信息势 A 的函数。即 F=F（M，A），用公式表

达为：

F=f·M·A=f·M·dv／ds=f·M·dv·dl

即：信息力 = 情感阻尼（黏性）×信息势。其中：M

表示信息阻尼，即被作用者在一定信息环境中对该类

信息的情感黏性或情感依赖，相当于对所学知识的兴

趣；对于作用者来说，M 也表达被作用者所具有的信

息量，被作用者占有的信息量越大，信息“质量”就越

大，就越难以推动。被作用者占有的信息量越大，他对

同样的环境信息的黏性（依赖性）就越小，受力就越

小，当然就不易被推动。A 表示“信息”或“信息势”，一

般指的是有效信息量 A=dv／ds；dv 为信息差别；ds 为

信息距离；dl 为信息联系 dl=1／ds；f 为环境作用系

数，可看做环境的风险指数。当环境完全是确定的时

候，f =1，信息力退化到物质力，信息阻尼 M 退化到物

质阻尼 m（物体质量），信息势 A 退化到物质势 a（物

质加速度）。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们的心理危机感

越强。因为人类社会的所有信息环境，总是具有不同

程度的不确定性，所以，一般情况下 f>1。因而在最具

确定性的环境下，对于同样的信息势和同样的信息阻

尼，人们所受的作用力最小，生活状态最稳定。忽略学

习环境的不确定性系数 f，f=1，可推导出人才成长的

学习能力为：

F=M·A=M·dv／ds=M·dv·dl

即：学习能力 =情感阻尼（黏性）×内在知识信息

势。由此可见，人才成长的学习能力是一种个体或组

织具有的内在信息力。（详细的数理推导公式略）

四、基于信息力学的创新型人才成长规律和路径

探讨

学习能力的信息力学数理模型给出了提高创新

人才学习能力的科学的可操作途径：这就是除了不断

培养个体或组织对有关知识的兴趣外，个体或组织还

要经常整理已有的知识，特别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统

摄原有的知识，使其成为一个具有逻辑结构的“框

架”。
学生学习的真正动力，来自于感性与理性的互

动，从小关注情感成长和培养逻辑思维是启动感性与

理性互动机制的关键，这种情感关注和逻辑培养达到

一定的临界点，感性与理性的互动机制就被触发。
“外势激励内势，情商决定智商；喜欢促进理解，理解

加深喜欢”。并由此构建起由喜欢和理解相互彰显的

动力机制，成为学习过程内在的推动力。优秀学生学

习为什么不需要督促? 这是因为学习成长的动力本

质来自另一个比知识层次更高的层次———内在的情

商和智商的层次上势的运行机制，情商与智商之间

的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使感性越感性，理性越理性，以至于感性与理性都达

到极致，形成对称构成“元势”，成为人才成长的原动

力。［6］

感性与理性的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统一于同一

个社会个体中，形成极性，构成“情偶极子”（如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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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电偶”极子和由束缚电流或原子电流引起的“磁

偶极子”），产生最基本的“元势”，成为信息化社会个

体成长的内在动力。所以，在信息化社会，营造最大的

教育信息势是推动人才培养的根本动力。感性与理性

的对称本质上是“情商与智商”的对称，二者的互动彰

显是人才成长的根本动力。
人的成长符合信息力学的科学规律。因此，可运

用信息力学数学模型对拔尖创新人才、应用创新型人

才、幼儿和少年创新人才成长的动力学过程分类进行

实证研究。
人才成长的学习能力是个体或组织具有的内在

信息力即知识信息势，符合信息力学的科学规律。而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则提供了优化的内在组织结构和

稳定的外部政策环境。由此推论，在信息力学数理模

型的基础上，可描绘出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和路径曲

线图，曲线图对培养不同类型创新人才均具有普适

性；可对拔尖创新人才、应用创新型人才、幼儿和少年

创新人才成长的动力学过程分类进行实证研究；并进

一步运用数理模型对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和路径进

行深层次的、预见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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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考）是个人自学、社会

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经过 30 多

年的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它开放性、灵活性、学
考分离的学习特点，以其严格的质量和良好的声誉得

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在籍考生达 3000 万人，已成为

我国规模最大的开放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高等教育

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制度之一。自考开办过程中，出

现了以面授、函授、广播、电视、音像、网络等形式的助

学活动，一个多形式的自考助学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

成。然而，各种方式的助学服务由于受到办学条件、经
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自考助学服务质量也因助学机

构、助学模式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随着现代信息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建立基于信息互联技术的自

考助学服务体系，为自考生提供个性化的助学服务已

信息化环境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助学

服务体系建构

○马国刚

［摘要］ 本文分析总结目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服务的现状，基于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程项目所取得
的成功经验和成绩，从数字化课程资源体系、“助教、助学”师资团队、助学服务中心和网络教学与助学服务平台
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了构建信息化环境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助学服务体系具体的建设策略，
对目前自学考试助学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自学考试；助学服务；信息化
［作者简介］ 马国刚（1967-），男，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继续教育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远程教育与

继续教育。（山东青岛 266580）
［课题来源］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考试科学研究专设课题”及全国教育考试“十一五”科研规划课题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助学支持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09JKS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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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信息势和谐发展研究
———基于势科学的视角

胡广阔，惠树鹏

（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　要］本文在借助信息人假 设 和 势 科 学 理 论 分 析 现 代 大 学 主 要 信 息 势 及 其 矛 盾 与 冲 突 的 基 础 上，

认为显势与潜势的包围与突围是我 国 现 代 大 学 的 主 要 矛 盾。依 照 势 科 学 理 论，建 立 起 以 学 术 自 由 为 轴 心、

货币势与权力势相互作用、学术势和情感势彼此融合的现代大学信息势和谐发展模型，能够为我国现代 大

学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现代大学　信息势　势科学　重构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 （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１２－０５

　　现 代 大 学 是 常 态 化 的 高 等 教 育 和 学 术 养 成 机

构。常态化是相对于临时性或非全日制而言的，高

等教育区别于初、中等教育。学术养成是通过学术

思维和方法开展学术实践以提升受教育者的学术水

平，服务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人类文明是在继承的

基础上螺旋 式 上 升、发 展 的。现 代 大 学 应 顺 势 而

为，在不断演化中拓展和提升自身。

　　一、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阐述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就像当年航海技术和航空技

术的发明和应用一样，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思维、行为和偏好。托马

斯·弗 里 德 曼 在 《世 界 是 平 的》一 书 中 认 为，手

机、网络、开放源代码等科技进步成果通过与社会

协定的交合，不断抹平着这个世界［１］。在这个平坦

化的世界里，人 与 人、人 与 事 之 间 的 联 系 空 前 紧

密，信息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人类进入信息化时

代后，由曾经对于物质的高度依赖转变为对信息的

不可割舍，“物质人”、“经济人”、“社会人”嬗变

为 “信息人”。“信息人”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最早提出 “理性信息人”假 设 的 李 德 昌 教 授 认 为，
信息人是信息场空间中的六维信息势向量，分别是

货币信息人、权利信息人、知识信息人、情感信息

人、艺术信息人和虚拟抽象信息人［２］。与 “理性经

济人”相类似，“理性信息人”都期望发挥自身的

信息优势，优化配置资源，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

的信息 量，成 为 社 会 网 络 信 息 的 中 心 节 点 或 核 心

点，形成信息强势，从而达到影响他人、完善自己

的目的。
“理性信息人”的 六 维 信 息 势 向 量 相 互 独 立 而

又相互统一。第一，货币信息人。货币是物质财富

的符号表达。信息人拥有的货币量越大，与别人的

差别就越大，以其为中心的节点就越多，联系也越

紧密，导致其货币信息势就越大。第二，权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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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力以服从为基础，服从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

权力信息势 的 大 小。人 微 言 轻 者，对 其 汇 报 的 人

少，占有的信息量少，势就小；权高位重者，汇报

的人多而广，占有的信息量多，势则大。第三，知

识信息人。知识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后所获

得的信 息 以 及 对 信 息 的 有 序 组 织 和 应 用。知 识 越

多，越容易在差别巨大的事物中找到联系，信息势

则越大。另外，知识越多，与他人的差别越大，被

他人所需要的可能性就越大，联系就会增多，信息

势就会增强。第四，情感信息人。情感是人性的基

础，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会有不同的情感对

象、情感强度和情感体验。基于亲情、友情、爱情

的情感是朴素的，而激情则是理性信息人真切的情

感表达和冲动，这种冲动是信息人对外在信息进行

内化、升华的高强度渴求和追寻，是信息人创新活

动取之不竭的源泉。第五，艺术信息人。艺术是人

对客观世界信息 进 行 选 择、概 括、提 炼 后 的 升 华、
创造和表达，它与人类基因信息结构形成谐振，从

而给人以高层次的美感享受。信息人的艺术修养越

高，就越受到他人的喜爱与拥戴，与他人的联系也

就越 紧 密，艺 术 信 息 势 就 越 大。第 六，虚 拟 信 息

人。虚拟是相对于现实而言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数

字化和网络化，是信息时代的标识化产物。在虚拟

世界中，信息人通过一个虚拟的载体和数字化的符

号活动存在于集成交互式的超现实世界里。在这个

世界里，虚拟信息人个个独立、人人平等，每个人

既是信息中心，又是信息边缘，既是信源，又是信

宿。无中心、无边缘的开放性使地球村的人联系紧

密；信源与信宿两位一体，使每个人都成为巨大的

信息储存体，形成较强的虚拟信息势。虚拟的本质

是抽象，是人性的简化，所以虚拟信息人将人性在

信息生活的本质上通过抽象而简化了。
“理性信息人”假 设 提 出 的 六 维 信 息 势 向 量 形

成相互独立而又彼此对称的统一信息势。势科学认

为：势即梯度，梯度等于差别除以距离，联系是距

离的倒数，所以势＝差别×联系。势的本质是 “差

别中 的 联 系”或 “联 系 中 的 差 别”［３］。因 此，有 差

别、无联系，信息堆砌，杂乱无章，势则小；有联

系、无差别，絮絮叨叨， “豆腐二两、二两豆腐”，
使人厌烦，势则小；无差别、无联系，更谈不上梯

度，势更小。势的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

扩大差别。
“信息人”假设及 势 科 学 理 论 为 现 代 大 学 的 信

息势和谐发展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

　　二、现代大学信息势解析

广义而 言，现 代 大 学 面 临 的 信 息 势 是 多 元 化

的，政府、企业、社会、管理者、教师、学生及其

家长等都会参与其中，他们共同组成了现代大学的

信息势体系。在众多的信息势中，笔者认为中国特

色现代大学所面临的信息势主要有四维向量，分别

是以行政为主体的权力信息势、以企业和市场为主

体的货币信息势、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信息势和以

学生为主体的情感信息势。前两个属于显势，反映

了组织和个人的显化能力；后两个属于潜势，表达

了组织和个人的潜在能力。用势科学和信息人假设

的理论来分析目前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现状，可以

概括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显势强，潜势弱；显

势包裹潜势，潜势努力拓展空间。总而言之，显势

与潜势之间的包围与突围是目前中国现代大学的主

要矛盾 （见图１）。

图１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信息势结构图

（一）学术信息势对权力信息势的依附与冲突

我国现代大 学 的 权 力 信 息 势 来 自 于 两 个 方 面，
一个是宏观的高等教育行政权，一个是微观的高校

管理权。权力势内部遵从自上而下、层层负责、逐

级减弱的运 行 机 制，上 下 级 之 间 差 别 越 大，势 越

大；越 到 底 层，势 越 小。就 中 国 高 校 现 状 而 言，
“所有正规大学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 僚 层 级 体 系 之

中，使得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科研

单位，一 元 化 的 行 政 权 通 天 贯 地，靡 不 在 其 毂

中”［４］。
学术信息势是学术组织或学者个人通过专业知

识和学术能力所获得的信息差异。它对应于信息人

假设中的知识信息 势、艺 术 信 息 势 和 抽 象 信 息 势。
学术势不同于权力势，它来源于学科和专业领域的

信息梯度；它屏弃权威与服从，追求对真理的自由

表达和不同地位间的平等对话。权力势强调纵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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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学术势注重横向联系。所以学术势是相对松散

的一种信息势。
当权力势和学术势在现代大学这个载体中相遇

时，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和服务，也在一

定程度上对其形成制衡与监督。但在长期的博弈过

程中，权力势不断趋 向 于 空 间 的 扩 张 和 势 的 膨 胀。
孟德斯鸠说过：“有权之人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们

使用手中之权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这是一条亘

古 不 变 的 经 验。”［５］权 力 势 的 无 限 扩 张 巩 固 了 其 核

心、主导地位，学术势则因其自由松散性而只能屈

居于附属地位。现实中，预算审批、职称评定、绩

效考核、课题申报、教学评估、领导任免、评奖选

优等无不是权力势的意志介入与行为干预。学术势

因多方受人掣肘，只能依附、顺应于权力势。
但现代大学注定是要进入社会中心的，学术势

开始对权力势的挤压进行突围。这种改变是基于大

学的合法性地位的，学术势本应占据大学的核心地

位，“因为大学的核心价值与核心竞争力从来都是

由学术系统 而 不 是 由 行 政 系 统 提 供 的”［６］。大 学 中

的学术信息势完全遵从并依附权力信息势时，大学

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地位。所以，学术势势必

要扩展自己 的 生 存、发 展 空 间，争 取 有 利 信 息 资

源，对权力势提出要求和挑战、遏制其势的持续膨

胀，两种势力的冲突成为必然。
（二）货币信息势对学术信息势的冲击与扭曲

市场经济的泛化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强化了货币

信息势，它势必冲击大学内不甘清贫、蠢蠢欲动的

学术信息势。曾经的孤傲清高、特立独行逐渐被软

化和弱化，代之以趋利和参与：自办产业、开办各

类培训班、为企业咨询、给政府做规划，甚至直接

办公司、做独董、炒股票、买卖期货等等，不一而

足。当然这是大学服务社会、积累学术信息势的重

要环节，但当大学的人才培养、课程内容、学科建

设、课题研究普遍受到货币势冲击时，学术势本应

有的教育功能、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还能正常甚至

超常发挥作用吗？事实上，货币势的干扰与冲击使

非常多的学者和学术团体将注意力从本专业转移出

去，忙于应付横向课题和经济发展战略，被扭曲为

经济的工具，成为了货币势的 “小伙伴”。
（三）学术信息势对情感信息势的失效与无奈

情感势是 人 类 意 识 的 一 种 内 在 势，是 在 家 庭、
教育、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通过外在的

信息势激励而产生的一种意识流［７］。激情是情感势

落差最大、“自由情荷”运动最快、最协调有序的

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能够激发信息人主动学习，甚

至引发创新思维。然而在很多高校的课堂上，学生

的情感势没有被外界的学术势有效激发：迟到早退

甚至翘课，上课发呆、玩手机甚至睡觉，你在上面

讲得口干舌燥，我在下面听得昏昏欲睡。情感势与

学术势像两条平行 的 轨 道，不 能 擦 出 激 情 的 火 花。
何以如此？主要是教师在课堂上没有营造出强大的

信息势———总是反反复复、啰哩啰唆地讲些重复的

内容，或者听起来天花乱坠、海阔天空，但实际是

乱七八糟、毫无联系的内容。真正有效和强大的信

息势是差别大联系紧———内容差别很大、但与主题

联系很紧的信息，这样的课堂才是信息势最大的课

堂，才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势。可惜的是，这样的状

态在目前的大学还是稀缺的，事实上有很多老师在

课堂上是还 “照”老师 （照本宣科的老师）。所以，
学术势对情感势激发的失效以及情感势的无奈与纠

结是我国目前高校里的普遍现象。

　　三、现代大学信息势和谐发展模型的重构

势科学认为，事物的演化发展是由不同层次上

的势所推动的，按照 “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

别”的势运行机制，“势驱”不变，宇宙加速膨胀，
社会加速发展；势的稳定增长会发生非均衡相变和

非线性分岔，衍生出各种素质、创新和风险；当势

达到对称后，会形成相互作用的群，无干扰信息势

群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依照势科学理论，笔

者尝试建立了以学术自由为轴心、货币势与权力势

相互作用、学术势和情感势彼此融合的现代大学信

息势和谐发展模型 （见图２）。

图２　以学术自由为轴心的现代大学信息势和谐发展　

　　　　　机制模型图

（一）以 学 术 自 由 为 轴 心，在 传 承 中 创 新，在

创新中发展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存在的内在逻

辑，也是构建现代大学信息势和谐发展机制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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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归宿点。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传授和研究

高深学问为目标。中 世 纪 的 西 方 大 学 受 教 皇 庇 护，
专心致志于学术问题的探究，免除了世俗社会的干

扰。现代大学延续了这一学术自由精神，所以大学

才能够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息、茁壮成

长。美国马歇尔法案认为，大学应为自由研究精神

所塑造，而不应成为任何势力的工具。大学回归和

坚守学术自由本体，就是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

做出应有的贡献。《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写到：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益

处呢？大学也是如此，如果失去了学术自由这个灵

魂，大学还有什么用呢？坚守学术自由，并不是严

防死守，而是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螺旋式上

升。传承是学术创 新 的 基 础，创 新 是 传 承 的 升 华。
传承的是一种崇尚知识、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崇

尚止于至善的价值观，创新的是新的学术思想、学

术见解、学术知识和学术方法。
（二）强 化 货 币 势，提 供 保 障；弱 化 权 力 势，

释放空间

强化货币势就是指增强大学自身的货币信息势

以抵御外部市场货 币 势 对 大 学 的 冲 击，简 单 地 说，
就是高薪养教。据考证，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立京

师大学一级教授月薪３００圆，二级２８０圆。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中 国 大 学 渐 入 黄 金 期，大 学 教 师 的 收 入

普遍稳定增长，一级教授月薪可达５００圆。一些全

国著名教 授 如 胡 适、陈 桓 等 人 除５００多 圆 的 薪 酬

外，还有稿酬、学术演讲费、科研经费等，月收入

在１　５００圆左右［８］。而同期五口之家的月均用度一

般在１１－１５圆之间，大 学 教 授 的 收 入 之 高 可 想 而

知。正因为他们本身具备了很强的货币势，所以能

对外界的经济诱惑无动于衷，专心致志地提升自身

的学术信息势。民国时大师名流辈出，与当时高薪

养教、提供货币强势保障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
权力势日盛、学术势式微，是目前我国高校里

的势生态。然而，民国时期大学里的学术势却是高

过权力势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建立由教授组成的

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全权处理学术事务，并

选举产生校长。也就是说当时高校里的权力势是由

学术势衍生而来的，权力势服务于学术势，所以学

术势才能三 木 成 林，发 展 壮 大。在 目 前 的 中 国 大

学，我们应逐渐分化、弱化权力势，争取 “大学的

事让大学 自 己 去 办”，让 大 学 自 治，让 学 术 自 由。
而权力势则应定位于引导、扶持、推动、服务和维

护，以此释放更大空间，为学术造势。当然对权力

势而言，灭自己威风、涨别人气势则需要极大的魄

力和执行力。但正如约翰·Ｓ·布鲁贝克在 《高 等

教育哲学》中所说， “明智的分权并不等于真正削

弱权力，反 而 可 以 多 出 成 果”［９］。所 以 分 势 （而 不

是去势）可以营造另一种势，使现代大学的学术蓄

势待发，这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三）以学术势 推 动 情 感 势，产 生 良 性 循 环 势

生态

在我国高校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情感势数量最

多，但势最小，因为他们是高度分化、低度整合的

群体，个体之间的联系随机而离散，因此而常常被

削弱和忽视。但从学术势的可持续发展和高校信息

势和谐发展的角度而言，情感势必须得到强化和激

发。势科学理论认为，学术势＝学术差别×学术联

系。学术 （或者知识）的差别越大，联系越紧，则

势越大，所以在课堂上教师要通过差别大、联系紧

的知识来营造强大的信息势，推动和激发学生的情

感势，让其对学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和主动探究的內

驱力。另外，教师的治学态度、为人处世的价值观

念等都对情感信息势形成吸引和影响，能够促进情

感势的壮大 发 展。情 感 势 之 间 也 应 相 互 碰 撞、感

化，加强联系则能营造出更大的信息势。当情感信

息势逐渐增强到一定程度时，会反哺学术势，促使

学术精进，止于至善，形成良性循环的势生态。陶

行知先生曾言：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

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学

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

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

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以引导

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

势科学认为，物质作用产生粒子群、分子群和

晶体空间群，而信息作用则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泛

群，不同的作用产生不同的造势结果：“太极造势，

乾坤成群；道 是 恒 等 元，阴 阳 是 可 逆 元。”［１０］现 代

大学中的各种信息势相互作用、和谐发展也会产生

相应的造势结果：大学造势，学术成群；自由是恒

等元，继承与创新是可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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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发展，使当今社会变成了真正意义上

的信息社会。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大学

生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处于高位，占网民总人数

的25.1%。为了较全面地反映当代大学生参与网络的

情况，了解大学生通过网络与辅导员老师的沟通状况

和效果，以便为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路，笔

者以四川师范大学全体在校本科生为调查对象，进行

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和问卷设计主要包括：

大学生上网的基本情况、网络对其身心的影响、通过

网络与辅导员沟通的情况等内容，共发放问卷550份，

回收问卷528份，有效问卷524份，有效回收率为95％。
其中，男生占26.5％，女生占73.5％；大一学生占

22.6％，大二学生占49.2％，大三学生占21.9％，大四学

生占6.3%；师范类专业学生占41.4%，非师范类专业学

生占58.6%。调研结果显示：手机取代电脑成为学生上

网的主要工具，寝室取代网吧成为上网的主要地点，

上网聊天、刷微博比例大大高于查资料完成作业，成

为大学生网络生活的主要内容；辅导员普遍积极利用

新媒体，建立与学生的联系，形成了网上网下立体网

络；网络沟通渠道虽已建立，但大学生愿意与辅导员

老师沟通内容有限；随着当代信息化过程的加快，沟

通的即时性要求大大加强，辅导员老师如果不能及

时、准确地给予学生回应，使沟通的效果大打折扣；大

学生对辅导员在引导大学生文明上网中所扮演的角

色仍然有期待，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网络

时代的真切到来和学生的巨大需求，要求辅导员开展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因势利导，恰好势科学理

论认为从信息化时代人类生存的依赖性质来看，人是

信息人，从理性信息人假设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势科学

理论，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提供了新的视

角。
一、势科学理论对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启示

最早提出信息人假设的学者李德昌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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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势

科学理论认为，势的运行机制即开放系统的信息作用

机制遵循着“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的势趋

不变性原理。信息化社会的学生培养环境是一个开放

复杂的系统，各种环境要素之间差别促进联系使联系

更紧，联系扩大差别使差别更大，最后达到差别最大

即相反，联系最近即相同，既相反又相同，即相反相

成，即对称。笔者认为势科学理论提出的对称化教育

中部分内容可以参考。
1.德育与智育的对称化教育：在人才成长的过程

中，历来就有“小成靠智，大成靠德”的教诲，其内在规

律就在于只有靠德，才能将人真诚地联系起来，才能

将心联系起来营造最大的信息势。在传统教育中，虽

然也提出了德智体美，但德和智的教育是分离的，而

不是对称的……以致使许多学校的德育成为了一种

校级课题：《大学生参与网络行为匡正与观念引导》，校级一般项目编号：12454901

作者简介：张桢（1980-），女，硕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讲师；李玮（1980-），女，博士在读，四川师范大学数学与软

件科学学院讲师。

势科学理论视角下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有效路径选择
———对称化教育

张 桢，李 玮
（四川师范大学 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1）

摘要：互联网作为当下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使网络生活日益成为大学生校园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大

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行为观念产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随着智能手机和无线WIFI的普及，当代大学生网

络生活日渐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必须立足大学生网络生活现实，了解

学生的参与网络行为习惯与观念情况的新特点，来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本文从势科学理论的角度，借

鉴对称化教育的路径来探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思想政治工作打开新思路和新方

法。
关键词：势科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称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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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逆反的“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2.系统式学习和渗透式学习的对称化教育：系统

性学习注重知识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渗透式学习则注

重不同知识在学习信息空间的相互渗透，有效的学习

成长是二者的对称化教育。实际上，在教育和学习的

过程中，看起来差别很大的有点混乱的思维，往往潜

伏着巨大的信息势，只要持之以恒理清头绪，就将产

生有价值的理论判断。
二、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的路径选择———对称化

教育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真切来临，互联

网思维、大数据时代和认知盈余，使得每一个参与网

络的个体都成为教育与被教育的对象。学生一代比一

代更加个性的现实中如何在信息混杂、即时交互的新

网络环境下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时代提出的

新命题。
1.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高校和辅导员老

师顺势而为，采取渗透式的对称化教育，紧紧抓住互

联网时代的大背景，利用各种新媒体和新信息渠道加

强与大学生的沟通与了解。信息人的教育是一个信息

相互作用的复杂动力学过程……对于信息化催生的

个性化时代，信息人的个体心理差异也越来越大，社

会的自由度的也越来越大，不可能用心理学分析每一

个人的心理状态然后再实施教育。大学生生活主要内

容已然从现实世界搬到网络世界，据笔者在高校开展

的大学生网络生存调查显示：手机取代电脑成为上网

的主要工具，大学生每天在网络上停留时间普遍超过

2小时，上网聊天、刷微博比例大大高于查资料完成作

业，成为大学生网络生活主要内容，登录QQ或者微信

和好友聊天、刷微博（占77.1%），上网用以查资料完成

作业（占38.9%），了解最新时政要闻（占34.9%），打游

戏（占22.9%），网购、看电影（占9.4%）。只有深入内心，

深入了解大学生的所看、所说、所思、所想，才能打动

内心。所以，辅导员老师一定要主动学习、主动掌握网

络时代的各种新媒体、新工具，特别是社交网络，比如

腾讯QQ、微信、Facebook、微博等新的自媒体工具和渠

道，顺势而为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还要求高

校和辅导员老师学会造势，利用互联网时代的即时交

互性，第一时间抓住社会舆情、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即时交互

的时代，对信息的反馈预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学生是积极参与网络生活的受教育群体，“参与是

一种行为，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出席很重要，让你看到

或听到某些东西时觉得自己的回应也是活动的一部

分”。这段话反映了大学生在网络生活中的心声。笔者

的调研也从现实印证了这一现象：超过64.2%的高校

学生都是辅导员老师的QQ好友或飞信好友，96.9%的

学生通过QQ、飞信来和辅导员老师交流；在网络上与

辅导员沟通的内容从高到低的比例是：63.2%（在学习

过程中遇到的困境），33.6%（遇到情感挫折或心理困

惑），16.6%（遇到不公平待遇），9.5%（家庭经济困难而

导致苦恼），9.2%（最新时政热点与辅导员沟通）。对于

大学生认为在网络上与老师沟通是否达到了预期效

果，调查显示有52.1%的同学认为只是有时能达到预

期的效果，而仅占11.1%的同学选择经常能达到很好

的效果。对于大学生与辅导员老师在网络上沟通未达

到预期效果的原因，选择“老师的回复不及时而使沟

通效果不好”和“老师的回答没有抓住重点没有解决

问题”这两项的比例最大，分别占33.6%和34.5%。因

此，在学习和掌握的网络时代的新的交互工具后，还

要一步要求辅导员老师要使用好工具，针对大学生关

心的社会热点和网络舆情，适当造势：做到尽量第一

时间掌握，第一时间反馈，第一时间教育，用正能量的

信息势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3.巩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更要求高校和

辅导员老师乘势开展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事前事后两

个关键时间节点、德育智育两个相结合的对称化教

育。现今的互联网时代被喻为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

代》提出的“关联物，预测的关键”的观点：通过给我们

找到一个现象的良好关联物，相关关系可以帮助我们

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以此为基础的“反馈经济”等新

经济、新商业模式正在开始形成。如果说教育是一种

反馈，是对知识的反馈，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像是

一种思想的反馈、意识的引导。所以，越是早掌握大学

生思想政治状况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越是能起到最好

的效果。因此，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要开展网上网下

两个阵地，摸清事前事后两个现状，理清发展趋势，使

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德育的情感信息势又有预测的知

识信息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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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生态教育链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势科学视角

周丽华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450063)

摘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项系统工程，必须以系统的观点统筹婴幼儿期、学前期、小学、

中学、大学乃至就业等各个环节，在家庭、学校、社会相通的空间中建构起早期教育、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五位一体”生态教育链，从而形成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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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势科学理论视域中的创新

机制解析与启示

1．1势科学视域中的“势”与“七维

素质群”

在势科学的逻辑视角下，“势”

是一个“梯度”。梯度的代数表达

是：梯度=差别除以距离(差别乘以

联系)。由于距离与联系互为倒数，

所以系统造势的基本原理是：使系

统元素之间的差别最大联系最紧。

人才在教育过程中成长的速度和

质量决定于教育造势的强度。而造

就强势的机理是培育对称性元素。

随着社会信息作用的强化，素质信

息的“可观测性量”增加．以往社会

层面上的种种对称发生破缺，信息

不对称凸现，原来德智体美素质

(爱是恒等元)发生分化，正在被极

化为新的“七维素质群”。七维素质

群图谱以爱为恒等元，以“德——

智”、“体——美”、“实践——理论”

形成三对对称的守恒量。新经济时

代素质的造势，必须造就一个从

“为善”到“处恶”，从“理论”到“实

践”，从“身体”到“心理”，从“竞雅”

到“随俗”的素质泛群。势科学重视

不同维度的对称性．并突出强调爱

(激情)是素质形成的本源。

收稿日期：201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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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创新的动力机制与创新型人

才的素质培养

创新即“系统信息势超过某个

临界值时的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

分岔。”就如同高电势作用下的电

流闪光分叉图形，大的分叉30％，萎

缩了的分叉70％，而人类社会与大

自然也具有这样惊人的内在统一

性。成功创新的只有30％，70％的

都是风险。在信息作用很弱的时

代，“学以致用”强调的就是学什么

用什么：在新经济时代可能“学了

的不可以直接用．要用的又无法直

接学”。这也是创新的特征：不可能

直接教，也不可能直接学。信息化

时代的信息人，占有的信息量、信

息势越大，分岔、相变越多，自然创

新也多。素质成长的逻辑机制应是

“对称化素质”或“成群的素质”。因

而真正具有创新型素养的人。应该

是具有“完备的素质”。个体在有差

别的恒等元的基础上，素质越完备，

个性化创造性的程度也就越高。

2我国教育体制阻碍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弊端分析

2．1早期教育：被忽视与浪费的家

庭教育财富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从时间上

讲，它始于儿童降生的那一刻；从

空间上讲。它是存在于儿童接触的

第一个环境即家庭。早期教育不等

于早教教育。那些重灌输轻探索的

集体教学式的早教培训模式．反而

泯灭了婴幼儿的差异性．束缚了儿

童天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实际上

早期教育最大的价值应该是为儿

童提供身心自由成长的环境，家庭

应该成为早期教育的主场。

2．2学前教育：剥夺自由与快乐的

条框式教育

幼儿园本应是儿童另一个快

乐的家，宽松、自由、民主的氛围对

儿童的人格的塑造与学习兴趣的

培养都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许多

幼儿园从未让儿童产生心理安全

感，许多儿童害怕去幼儿园，因为

在那里他们将受到种种限制，他们

从小要学会归顺于集体．要服从

“程序”与“规章制度”。要经常保持

安静，要谨慎地说话，要进行他们

有时并不感兴趣的活动。

2．3初等教育：扼杀批判与个性的

标准化教育 ；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习惯以

所谓的标准答案作为教育评判依

据，习惯以所谓的考试摸底作为掌

握学生学习情况的途径。其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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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生态教育链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趋同，想象力越

来越枯萎，脑子里越来越多的是标

准答案。儿童的创造性就在这种标

准化的答案、标准化的课程乃至标

准化的课桌摆放中被无形地扼杀

掉，所谓的素质教育只沦为了治标

不治本的形式主义。

2．4中等教育：充斥竞争与压力的

应试化教育

上学伊始学生就被绑上了升

学考试的战车；到了初中，中考成

了学校的唯一主题；升至高中，一

切又都要为高考让路。过度竞争和

强大压力．使很多学生丧失了追求

知识和探究科学本身的乐趣．个体

的创新思维被局限．创新意识被

湮灭。单一的以考试成绩为标准

的评价体系。不仅是阻碍学生创

造性思维发展的根源之一．它已

经成为阻碍我国教育内涵深层次

变革的瓶颈。

2．5高等教育：脱离生活与实践的

书呆子教育

大学生在知识储备上已经比

较充足．观察力记忆力等已经达到

较高的水平．思维的深刻性严密性

也趋于发展成熟，高等教育阶段本

应成为他们发挥创造性的良好时

机。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却

是强调模仿与重复脱离实践的“知

识型”人才培养模式。忽视学生的

动手操作能力与解决实践问题的

应变能力．导致学生既缺乏创新精

神，更不具备创造能力。

3“五位一体"生态教育链的

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

“差别”和“联系”是“势”的两

个核心要素。在进行创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设计时要创造出最大的势

能，在把握教育阶段的差异的同

时，还必须找准它们之间相通的结

点。从创新性发展的阶段来看，创

造力与思维萌芽于早期教育与学

前教育，成长于初等教育与中等教

育，成熟于高等教育，显然这五个

阶段的教育不能孤立割裂开来。

“五位一体”生态教育链要求打破

教育阶段“各自为政”的局限，联通

．?家庭、学校、社会三大场域，立足人

才成长的核心势能，多效并举由外

源及内发．为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创

造最大的信息势。

3．1关怀教育——解放思想势。塑

造自由独立人格

关怀教育着眼于对学生的尊

重．使学生脱离培养工具人的戕

害。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具有个

体独立性的人。而个性的自由发展

正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前提之一。

因此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为学

生建立一个充满关爱张扬个性而

不是充斥淘汰布满屈辱的环境。生

态教育链中的核心场域家庭、学

校、社会应立足于学生多元化的智

力结构，改变以认知为本的学科教

育方式和以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评

价体系。

3．2融合教育——营造教育势。奠

定创新知识基础

信息化时代。科技上的重大突

破，新科学技术的生长点，大多是

综合交叉的研究成果。融合教育成

为当代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模式。融合教育强调的是“以融合

性和跨学科教学为主导进行教学

改革”．以有序的知识结构将不同

学科的知识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引

导学生在具有差别的事物中找到

内在的联系，形成最大化的信息

势。产生创新的思维分叉。融合教

育不是创新不同知识的拼盘，而是

在把握学科差别的基础上．抓住知

识间的内在联系，利用产生高效的

信息势，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

育、自然科学教育与社会科学教育

的相通相容，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综

合素质。

3．3迁移教育——发挥场域势．培

养综合创新能力

现代教育贯穿于人的终生，家

庭、学校、社会三大教育场域交织

成教育网络，相互渗透相互关联。

美国大学的证据表明．“所有对学

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

件．有4／5都发生在课堂外”。在知

识激增的信息化时代，学生不可能

在学校里掌握全部的知识和技能，

学生在不同场域中获得的不同经

验都可以对创新活动产生正向积

极的影响。因而应发挥家庭一学

校一社会三大人才成长场域势能

量的作用，在迁移教育理念下，通

过课程改革，联通家庭、学校、社会

三大场域，引导学生以重组性迁移

的形式，借助相互激发的场域势，

重新组合原有认知系统中某些构

成要素。调整各成分间的关系或建

立新的联系。

3．4互动教育——激发情感势．激

励思考探索精神

互动教育的本质是把握“疑是

思之始，学之端”的教育原则，建立

起“激励与反应的互动”。激发学生

本身对求知的爱。有效的互动不是

看似踊跃的学生课堂发言．不是看

似激烈的小组辩论，而是使学生内

心深处产生冲动．大脑神经保持兴

奋，对信息刺激进行积极回应，在

回应中分析、批判、反思。原本枯

燥无味的课堂可以采取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等“多边”互动的方式。

把握互动的时机形成教育共振．

以沟通和激励的方式创造出充满

爱与激情的课堂．从而激发学生

内在的好奇心，养成开放进取的心

态、勤于思考的习惯与乐于探索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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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素质教育的势科学探析

廖启云 武 杰
(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势成之”的古训与“信息势”“信息力”等科学概念，通过“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这一

机制演绎出一个崭新的逻辑体系和理论构架。基于这一理论，从信息时代人类本性的嬗变和势概

念的内涵出发，阐述了素质教育的科学意蕴，提出用道德和理性的力量控制人性欲望是教育的首要

任务，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是人才素质形成的主要机制，感性与理性的相映互补是信息人顺利

成长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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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一句耳熟能详的

俗语。前半句表示人的志向和追求: 人的本性是向

上的，要优于同类人并不断提升自己; 后半句描述的

是一种自然规律: 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水会自然往

下流。这是一句励志的话，是说人要是不努力、不奋

发图强就会像水一样只能往下流了。因此，我国教

育实践要善于抓住人的本性，因势利导，为国家培养

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在这里“势”是趋

势; 利导就是引导，“因势利导”就是要顺应事物的

发展规律，朝着有助于实现目标的方向进行引导。
正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善战者，

因其势而利导之。”近年来，李德昌以势科学与信息

人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教育过程中信息作用的内在

规律，揭示出素质教育、和谐发展的科学内涵，阐述

了人才成长和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认为教育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和组织的成长是一个动力学

过程。笔者在认真学习这些理论的同时，也试图从

势科学的视角审视当代素质教育，以阐述势科学对

我国教育发展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1 用道德和理性的力量控制人性欲望是教

育的首要任务

进入 21 世纪，随着市场经济和网络技术的迅速

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商品交换日益频繁，整个

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多因素、大势差的信息

作用使社会运行呈现出一派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

岔的情景。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个人的成长，还是

组织的发展都显露出“集约化”“跨越式”发展的态

势。比如，在市场竞争中，“以柔克刚，以小博大，甚

至无中生有”已成为博弈的常态; 在思想意识领域，

焦虑、彷徨、浮躁等不良情绪正考验着信息人的基本

生存状态。所有这些非平衡非线性现象都引起了世

人的关注，也激励着社会科学特别是教育学、管理学

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认真研究信息作用，才能从根本

上揭示人才成长和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切实做到

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取得实效性，从而使自己

成为真正的科学。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教

育理论的逻辑缺失使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统教育的

误导日益凸现，受教育者的风险也在增加，所以钱学

森晚年多次提出世纪人才的疑问。但是“差别促进

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势运行机制是不变的。在

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无名氏墓碑上刻有这

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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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

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

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

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

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
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

时，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

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在家

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

后谁知道呢? 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1］

这几句话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古代《礼记·大

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本一致:

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

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

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后来这一传统思想与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参见《孟子·尽心

上》) 的积极态度相结合，成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教

育理念。
同时我们也知道，科学是理性的产物，是研究变

化中的不变性，以找到一些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势

科学在势概念的基础上严格定义: 信息力 = 信息阻

尼( 情感黏性) × 信息( 势) ，而势是信息的几何直

观和宏观测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定量研究教育过

程中信息的作用机制和学习能力等核心概念，为填

补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奠定了可靠基础。老子“势

成之”的本义在于“势”所包含的动力学机制和控制

力量可以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地推

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当代势科学理论的普适性在

于“势”概念所揭示的信息功能的本质: 信息是系统

演化发展的动力之源［2］。所以它的科学性就在于

通过“差别”与“联系”两个向度，上与哲学思维接

轨，下与科学方法融贯，构建了一个“人 － 社会 － 教

育”的系统性研究平台。“理性信息人”假设是势科

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六维信息人”→“六维

信息势”→“教育信息势”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系统

的逻辑体系，从而使社会各领域的复杂问题转化为

统一的信息问题而得以解决。这样，势科学理论运

用“势 = 导数”这个最为抽象而普遍的科学概念和

方法，将素质教育从根本上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

法融通起来，构成了一个可以直接与经验和实践相

联系而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理论。
所以，在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忽略人

的物质性和生物性不计，信息人意识是六维的，即由

金钱意识、权力意识、知识意识、情感意识、艺术审美

意识和虚拟抽象意识组成，因而“货币、权力、知识、
情感、艺术和抽象”的六维信息势就构成了当代信

息人的生存空间。这六维信息势向量既是信息人生

存的“路径依赖”，也是其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它

们既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由此，李德昌指出，“素

质和谐无疑使个体素质在信息化空间形成几何性自

旋，从而使素质保持稳定并具有明确方向的发展和

成长。素质的和谐程度越好，就相当于自旋速度越

高、素质越稳定、发展的方向越明确、‘攻守兼备’竞

争力越好、成长的效率越高。”反之，“没有自旋特征

的素质既不能稳定又没有方向，在社会信息空间漂

泊不定，不仅影响成长，而且威胁生存。”［2］163 所以，

在素质教育中就要用道德和理性的力量控制人性欲

望，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遵循“差别促

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势运行机制，实施跨学科

的融合性教育，因势利导，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

“做人要有用与可爱相结合、做事要善良与担当相

统一、做学 问 要 专 业 与 通 识 相 融 合”的 创 新 型 人

才。［3］

2 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是人才素质形

成的主要机制

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素质教育已逐渐成为我

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但目前的教育改革和素质

教育仍充满着许多困惑和迷茫，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笔者认为，素质概念不清和对素质形成机制把握的

偏颇，是素质教育充满迷茫和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
教育( educate) 一词源于拉丁文，蕴含“内发”的

本义，旨在把自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引发出

来。那么什么是素质呢? 根据《辞海》的注释，素质

既是人和事物的特征，又可以在实践中生成。所以，

李德昌从相互作用的视角指出，“人和事物的素质

是在 各 种 相 互 作 用 中 形 成 的，即‘作 用 产 生 素

质’。”［4］“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严师出高徒”充分

印证了参与的作用不同，形成的素质就不一样。
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看，素质是所指对象的微

观结构和功能的有序性，表现为沟通的效率与层次。
例如，同样“当量”的电能和热能转化为不同形式的

能量时，其效率会相去甚远，这取决于事物的微观结

构。智慧是知识和方法的“有序”，因此有智慧的人

才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对于创新而言，尽管没有

统一的规程，但只有具有有序知识结构和灵活思维

的人，才能获得成功。一般而言，消息→信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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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智慧是层层递进的，犹如一个由低到高的

金字塔，支撑这一“建筑构架”的是结构的有序性。
正如玻姆( David J． Bohm) 所言: “实际上，必须领会

可定义的物质形式的序，借助于它我们会有希望去

领会智力。”［5］有序是梯度、即导数，所以智慧是方

法的一阶导数、知识的二阶导数、信息的三阶导数。
因而，也可以说，智慧是方法的一阶势、知识的二阶

势、信息的三阶势。［6］同样，强烈的情感势可以促使

理性觉醒产生道德升华形成道德素质; 道德素质在

内在信息作用下会自发对称破缺，产生分岔被激化

为“处善”和“进取”，形成更高层次上的对称性。因

此，教育的本质是信息作用的过程，要探寻素质形成

的机制，就必须将其置于势运行的基础之上。
人的成长同所有具有演化发展机制的系统一样

是一个开放系统，对于开放系统的“活”结构，怎样

才能达到有序? 普里戈金( l． Prigogine) 指出: 非平

衡是有序之源。从自然事物到人工系统，每一种有

序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势”和“流”的非平衡非线

性作用，例如热对流中的贝纳德花样、化学中的 B －
Z 反应。需要强调的是，居于人类素质结构“顶层”
的智慧素质也是“势”和“流”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

势是“情感势”，这种流是“意识流”。那么，怎样使

其达到非平衡? 大势是非平衡之源。耗散结构理论

告诉我们，系统与环境之间需要有充分的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交换，即需要强大的推动势，才能使系统远

离平衡态。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

语》) ，说的就是学习中的情感势———兴趣、爱好和

激情。这正如克里克( Francis C． Crick) 所言: 科学

发现来源于“狂热的追求”［7］。实际上，心理上的不

平衡是“追求”的动力之源，以培养“兴趣”为主的教

育模式就是在学习中形成远离平衡态，所以卓有成

效。沈政教授在《生命的奥秘》中指出: 心理学研究

发现，一般的知识记忆要通过人脑中 30 － 40 个记忆

区，大约需要 40 多分钟。与此不同的是，伴随“爱”
的记忆犹如“一见钟情”，快捷迅速、即刻完成。因

为情绪性记忆像一个“特使”，可以直接进入细胞核

形成记忆蛋白而完成记忆。［8］所以，“爱”的本质是

人类在认识事物时感受到事物在联系中的差别或差

别中的联系而激励的一种情感势。倘若在学习中，

能找到差别中的联系使问题顺利解决，强烈的情感

势就会应运而生。在情感势的作用下，知识是意识

流积累的结果。所以，一个理性人一旦形成“狂热

的追求”，思维就会产生非线性分岔，表现为知识的

创新。
进一步考察教学过程还会发现，学生对不同问

题会有不同的兴趣，即不同的情感势。不同情感势

与其所产生的不同意识流的交互作用是“不对易”
的( 它需要用张量表述) ，这中间就会产生附加的力

和流。在耗散结构的意义上，就是“超力”δXk 和

“超流”δJk 的产生。“超力”δXk 和“超流”δJk 的积累

被定义为“超熵产生”，即 δxP = ∫dυ ∑δJkδX[ ]k ，是

指在微小区域 dυ 中的超熵产生。在学习过程中，超

熵产生 δxP 一旦小于零，原有知识结构就会在涨落

中失稳，形成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 智慧或创新) 。
所以“鞍 褪乔蟮肌北，这一平日的“狂热之言”在

势科学的视域中变成了“言之有理”的定则。而求导

必须保证函数的连续，也就是说，连续才可导，所以

持久的热情才是一个人成长的原动力。
综上所述，“耗散结构总有三个互相联系的方

面: 功能结构涨落。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导

致一些简直难以想象的现象，其中包括‘通过涨落

的有序’”［9］。普里戈金的这一思想不仅为我们理

解物质结构的生成演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

理解人的成长及其素质的形成提供了一把钥匙。素

质作为人或事物的本质属性，是其结构和功能的有

序性; 而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在大势作用下才能产生

非平衡。因此，对于人的精神成才和素质提高，是要

在强烈情感势———大爱或激情的激励下，“一种新

的对应但不对称的关系产生，导致一种新的失衡态

形成”［10］，即产生追求理想和探索未知的愿望，促使

理性觉醒与知识、方法的有序，进而形成道德素质、
智慧素质、美育素质以及强壮体魄和健康心理。这

其中有一重要基点: 占有“信息量”是人才素质的本

质。这一命题为我们打开了心灵的一扇窗户。因为

“系统的有序程度和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一致，信

息量是系统有序程度的标志。”［11］

3 感性与理性的相映互补是信息人顺利成

长的根本动力

情感是“人性的基础”，是指人对外界刺激做出

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情感不同于金钱、权力，也

不同于知识和艺术，它可以赋予意义或剥离意义。
一般情况下，情感包括动物性情感和人的情感，其中

亲情、友情和爱情属于广义的动物性情感，而激情则

属于人所特有的情感。因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运用

理智的能力，因此可以把“激情”看作是信息人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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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理解基础上的强烈反应。它是信息人的内在

情感势，扮演着创新活动的原动力，因而情感信息势

常常表现为一种“爱的力量”。另外，人各有志，不

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获得同样的情感愉悦，

也可以在相同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情感追求。很多

天资普通的人最终在他钟爱的事业中造诣颇深，根

源于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应用的熟练。
在心理学上情商是指人的情绪品质和对社会的

适应能力。也就是说，情商的高低反映着个体的情

感品质和对外界事物的敏感度。它也是个体体内能

够产生情感势的原初势，一般表现为激情或热情。
因为人之初始认知能力十分有限，人的成长就发轫

于感性培育和情商发展，所以在教育学的视野中，一

个具有情感基因的生物个体，内在情感势的推动是

其意识流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它的生发，除了外在

信息势的激励，可以自由运动的“自由情荷”的存在

也是必需的。当你遇到外在信息势的刺激时，原本

可以自由运动的“自由情荷”就会协调一致地有序

运动而产生情绪极性，即内在的情感势外在具象为

激情。所以，人在激情作用下产生“意识流”，进而

情感势和意识流的非线性作用形成知识的有序结

构，呈现为一种高智商大智慧。人们称这种教育实

践的运行机制为“外势激励内势，情商决定智商”。
李德昌将其概括为，“‘自由’产生‘有序’是事物发

展的内在规律”。［12］

所以，人的感性和理性差别最大而联系最紧，统

一于同一个社会个体中，形成极性，构成“情偶极

子”( 犹如电磁学的“电偶极子”和“磁偶极子”) ，成

为信息人成长的根本动力。感性和理性的彰显互

动，是西方文化中社会个体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产

生宗教与科学的原动力。在这里“李约瑟之谜”是

否有了一个“谜底”。一般的结论认为西方人是理

性的，东方人是感性的。我们认为这种将理性与科

学简单等同的观点显然是肤浅的。实际上，科学发

生在西方在于西方人彰显出感性与理性的交集互

动，构成社会个体和文化整体发展的基本动力———
“元初大势”。而传统东方文化讲究感性和理性的

中庸，以致使社会个体成为一种没有极性、缺乏棱

角、梯度下降和方向模糊的“生物人”，文化整体也

处于一种无序的混沌状态，由此导致对外在信息的

麻木和无意识，从根本上丧失了创新发展的势动

力。［13］

在势科学的意义上，创新的逻辑定义是“系统

信息势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发生的非平衡相变和非线

性分岔。”也就是说，势达到临界值的信息空间实际

上是一种混沌态的非线性空间，正如雷电放电前的

那一瞬间。刘玉仙指出: “在混沌信息空间里，事物

间的联系不是线性的、简单的，而是复杂的、众多的

因素非线性地发生作用，并因此导致一个不可预测

的结果即创新，所以说混沌信息空间本身就具有创

新的特性。”［14］2006 年 6 月，王蒙在《光明讲坛》的

演讲中指出: “中国的文化是有两下子的。这不光

是我们的看法，撒切尔夫人，还有美国的布热津斯基

都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文化太厉害了，能‘逢

凶化吉、遇难呈祥’。该坚持的时候，比谁都能坚

持; 该灵活的时候，怎么都灵活，怎么都能找到出路，

找到 自 己 前 进 的 方 向，这 就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生 命

力。”［15］由此，我们发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实际

上蕴藏在由“势”所推动的创新机制中。在成语中，

有关“势”的描述可以表述为如下的逻辑过程: 蓄势

待发→势不可当→势如破竹→创新分岔。( 1) 蓄势

待发，是指个人或组织的有效学习过程，即信息和知

识的积累和融会贯通; ( 2) 势不可当，是指在厚积薄

发中信息势不断增长，必然会达到某一临界状态;

( 3) 势如破竹，是指个人或组织的创新活动已经“水

到渠成”，处于实施选择的过程中，新知识“势如破

竹”般地涌现; ( 4 ) 紧接着，显现出创新选择后的新

局面，即创新分岔。［16］这一逻辑过程深刻蕴含着感

性与理性的相映互补。
为了在势科学理论基础上彻底揭示人才成长的

根本动力，我们需要在更深层次上探讨感性的“喜

欢”、理性的“理解”和实践的“把握”三者之间的互

动关系。现实生活中，喜欢会加深理解，并能在实践

中更好地把握，反之亦然。因而喜欢、理解、把握互

为催化剂，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人才成长的内在

动力。因此，在素质教育中，情感成长关乎感性培

养，思维训练关乎理性培养，实践把握关乎能力培

养，建立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是素质教育的关键

所在。对于那些激情被压抑而情感缺失的“中庸”
学生，则要像不存在自由电荷的绝缘体给予足够大

的外加电动势使其“击穿”一样: 当外在的教育信息

势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会使原来处于“中庸”状态的

感性与理性的作用中心发生相对位移，从而形成

“情偶极子”。随着信息势的增大，受束缚的“情荷”
就会被触发，发生自由而有序的移动产生意识流，形

成智慧。当情感成长、思维训练和创新意识交互作

用并达到某一临界值时，感性与理性的互动机制就

会被“点燃”。所以说，“势运行的这种‘正反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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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共同逻辑。感性与理性的互

动使感性越感性，理性越理性，以致感性与理性都达

到极致，形成对称构成‘元势’，成为人才成长的原

动力。”［17］

4 结语

在日常用语中，“势力”作为一个组合词，是指

个人或组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和控制力。但

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势”和“力”是有区别的: 无

势必无力 ( 有力必有势) ，但有势 未 必 有 力，所 以

“势”是产生“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

们常说“有钱有势”，但未必“有钱就有力”，因为钱

( 货币数量) 对一个完全不爱钱的人来说就无以发

生作用。同样，信息作为负熵，是有序程度的度量，

同“势”的概念是等价的，它们都不属于“力”的范

畴。因此，我们要发挥“信息力”的作用，一定要明

确信息要成为力，还必需一种阻尼，即信息力 = 信息

阻尼( 情感黏性) × 信息( 势) 。所以，本文从网络

时代信息人思想特点出发，在信息力概念的逻辑定

义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素质教育的科学意蕴和信息

作用的机制，提出要用道德和理性的力量来控制人

性欲望是教育的首要任务，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

岔是人才素质形成的主要机制，感性与理性的相映

互补是信息人顺利成长的根本动力。由此，我们发

现，自然科学中物质作用的重要规律和机制对于素

质教育中的信息作用过程同样有效。所以，笔者认

为，只有懂得“物理”，才能懂得“人理”; 只有懂得人

理，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选择更好的路径并获得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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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temporary Quality Education
from the Potential Science Perspective

LIAO Qi-yun WU Jie
(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symmetry dictating interaction，the old saying，“all things are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conditions”and scientific concepts such as information
potential and informational power develop a new system of logic and theoretic framework． Based on this
theory，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in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essence of potential con-
cept，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quality education from scientific prospective，and proposes
that the important task of education is to control the human desire by using the power of morality and ra-
tionality，and the main mechanism to form the human quality is 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 and non-
linear bifurcation． The complementation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is that the essential driving force informa-
tion man develops himself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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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势”及“教育势”的提出

“势”在《辞源》里解释为“权力、威力”，“形势、趋
势”，也解释成“态势、姿态”［1］。《辞海》将其诠释为

“冲发或冲击的力”、“权力”、“情势”、“姿势”或“亦称

位”［2］。为了对这个字有较深入的认识，我们从文化

学来展开分析。“势”最早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直觉

的一个概念。从古到今，人们一直都在使用它，觉得

它不可或缺、无可替代，但又无法准确地界定它。一

方面，“势”可出现在相关词语后面，通常表示静态或

稳恒行进的事物的演变趋向，具体如局势、形势、姿
势、涨势、跌势、趋势等；另一方面，“势”又指某种作

用力或影响力，如权势、地势、山势、势力等。随着科

学的发展，“势”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涵义。如在物理学

中，有了真空势、量子势和超量子势，在化学中也出

现了化学势等。真空势助推宇宙的暴涨而衍生了世

界万物，量子势是“一切量子效应的唯一缘由”［3］。
在热力学中，势是推动能量传递的作用力，其数值的

大小直接决定能量传递作用的强度。“势”确实是一

个复杂而令人着迷的字。它反映出某种功效，散发着

某种能量，成就着某类事物。势总能在某一个特定的

领域，将直觉反映成人们偏爱的典范［4］。

从字的构成来看，将“势”字上下拆分开，得到

“执”和“力”两字。也就是说，在“力”的“执”行支撑下

就产生了“势”。因此，“势”不仅与大自然相关，而且

与“人力”、“人为”、“行动”有关，是在人的行动下所

产生的影响力、实力、效力和文化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势”的理念逐渐被应用

到经济领域，出现了营销势、金融势、经济势等。近年

来，势理论开始逐步被应用到营销学、金融学、经济

学等领域：做营销就是造势，造势就是做品牌，势是

营销之魂；制定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不断降低

本国金融势，促进外国货币资金流入本国；改革经济

体制，完善市场经济，提高自身经济势，促使本国商

品和服务走出去。营销势、金融势、经济势理论的提

出和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各自领域的完善和发展，也

为势理论应用到教育领域提供了成功的借鉴。
学校需要品牌推广，教育需要得到更大发展。无

论是初等、中等还是高等教育，我国的教育质量总体

有待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量本土人才伴随

着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而流失海外。从势角度来讲，

教育内部缺乏吸引力、感召力和感化力，会导致教育

越来越失去竞争力和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教

育缺少了优势和特色，就缺乏了她本应有的发展潜

“教育势”探析

胡弼成，邓 杰

（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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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动因。因此，从教育势的角度来思考、分析目前

教育中的问题，提出改革和完善教育及教育管理的

思路、政策，实乃必要。
首先，教育体制改革的形势为“教育势”的提出

和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契机。近年来，《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强调要深化教

育体制改革，更希望扩大学校及相关教育部门的管

理权，使各个地区每所学校都能根据自身存在的各

种差异，优化资源配置，建立更高效的教育保障机

制，提供更完善的教育服务。这就为教育改革、为“教

育势”的研究和运用提供了可能的发展机遇。
其次，素质教育实践为“教育势”的研究提供了

实践和试验的园地。素质教育概念已经提出了很多

年，教育改革也已实施了很多年。然而，教育改革却

仍未见明显成效：课堂教学填鸭式、形式化严重，学

生参与度低，“应试教育”仍是束缚广大学生的指挥

棒；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素质参差不齐，每年仍有

大批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教育改革效力低下，教

育认同度依旧在低水平线徘徊，国内教育弱势发展

未见明显改观。这些改革及实践亟须理论的指导，而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

有理论思维”［5］。教育学理论的逻辑缺失已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教育学理论的逻辑缺失使传统教育误

导凸现，受教育者的风险增加［6］。教育学理论的逻

辑影响到教育活动的逻辑，教育管理行政化、形式

化、低效化一直为社会所诟病，教育在社会的声讨中

步履维艰。教育改革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加以

指导。势科学理论融入教育学科，可以为当前教育改

革提供新的视角。创新课堂教学管理方式，创新课程

及专业设置、优化教材内容，激发学生和教职工的参

与和认可，都是需要从新的视角来考虑的问题。实际

上，“教育势”的研究能极大地丰富和创新教育理论，

有效地弥补教育理论的逻辑缺失。
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教育势”理论

的提出和成熟奠定了环境基础。市场经济特有的供

求机制、竞争机制、消费机制、淘汰机制等逐渐引入

教育，教育经济、教育风险、教育产业等进一步明确

和凸显。教育进入市场加剧了学生间、学校间、地区

教育间、国家教育间的竞争，原有的教育平衡被打

破，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使个体受教育风险剧增，学

校集团化的发展模式使学校的两极分化严重，教育

国际化的产业模式使国家教育成为一种文化软实力

的象征。“中国的教育学有着久远的过去，却只有着

短暂的历史，尊严来自于实力，教育要赢得尊严，就

必须真切地关注真实的问题。”［7］怎样解决教育领

域存在的真实问题？怎样提高学生在市场经济中的

竞争力而不至淘汰？怎样提高学校在区域竞争中的

发展力而不至落后？怎样提高一国教育在国际竞争

中的影响力而不至边缘化？这些都需要从全球大系

统的视角，从教育自然而然发生的复杂机理层面来

认真分析和对待。教育势因应了这一挑战，可从一个

崭新的角度提供理论参考。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签，那么“教育势”就
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所学校教育的第

一标签，正如一提到国家政治大多数人会想起民主

与权利，一提到新加坡大多数人会想起政府的高效

廉洁，一提到美国人们会首先想起其超级大国的标

签一样。基于信息社会下教育效力的一种直觉典范，

“教育势”先验地区分了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学校的

教育，本能地影响着人们的教育行为和判断，榜样地

引领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教育教学发

展方向。总之，“教育势”的研究及其运用有助于新时

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教育管理水平、提升教育效

力，有助于加强一所学校、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

文化软实力。

二、教育势的内涵与构成

综合有关研究，我们发现“势”的两个最基本的

方面：一是差别形成势。有差别才有势，差别是“势”
存在的前提。有差别才会产生影响力，才会对比形成

势，差别越大影响力越大，势就越大。山势、地势物理

落差越大，势就越大；涨势、跌势、走势变化落差越

大，势就越大；局势、形势、权势信息或资源落差越

大，势就越大。同样，物理学电场中某点与无限远点

间场差越大，电势越大；热力学中，当系统与外界能

量差越大时，推动力越大，势就越大。二是联系构成

势。仅有差别没有联系不能发挥作用，联系越紧，作

用机制越强，势就越大越强。一方面，没有联系不能

形成影响或者变化，就无所谓“势”的存在；另一方

面，联系不紧密或者不稳定，割裂状态下，势就越小

越弱。所以，“差别中的联系”或“联系中的差别”就是

势的本质：没有差别不能形成势，毫不相干的差别没

有联系也不能形成势；差别越大，联系越紧，势就越

大。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势的衍生，人文科学的“势”
要作用于极具社会性的个体和群体，还必须渗入人

心，激发人的情感，引发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得出：教育

势即教育领域中的客观存在，是教育领域中不同事

物间的关联和互动，并呈现出内部潜能和相互作用

的总和，是教育过程和活动所蓄积的潜能和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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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体。这里，教育领域中的不同事物包括教育系统

内能相互影响的各类主体事物，主要指学生、教师、
学校、教育部门等。对教育势的研究旨在通过研究教

育系统内事物间的关联和互动 （通过事物间的差别

和联系并渗入到人的内心） 来揭示其相互影响因素

及运行规律，以警醒人们按教育规律办事，避免人才

培养中的盲目行为。
教育势从构成来看，可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即外在信息势与内在情感势。外在信息势由教育政

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管理组成的社会环境及校园环

境等多方面环境因素予以支撑。其一，教育政治支撑

是教育势蓄积和勃发的方向。教育目的与政策的制

定、教育组织与决策的设计和执行、教育民主与国际

化的开放及其程度，无不影响着教育内外各因素间

关系的实现，影响着教育势可能和可以发挥的空间。
其二，教育经济是教育势能量作用得以发挥的支持

基础。教育内部潜能的挖掘，教育效力的实现需要必

要的经济支撑。此外，市场经济下教育经济正越来越

多地改变着教育教学的方式与内容。教育效率与效

益的渗入，教育人力资本的突出，教育规模与经济的

追求，可以说教育经济越强大，教育经费越多，教育

势发展的空间就越大。其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教

育文化本身就是教育所要传承和发扬的基本要素，

也就成为了教育的外在信息势所要表达的基本内

容，教育文化知识、文化氛围及文化消费的模式与状

态等作为一种外在信息能量，深深地影响着受教育

者文化接受、传承的可能与限度，通过其持久的穿透

力、感染力和辐射力影响着民众的心理及其素质，影

响着教育内部潜能和效力的实现，作为人生第一课

堂的家庭文化尤其如此。因此，教育强势的造就必须

以强大的教育文化力为根本，需要培植独特而又强

大的文化信息势。其四，外在信息势的运行需要经由

高效的教育管理来保障。在管理越来越起决定作用

的信息时代，教育管理对教育的影响日益凸显。教育

资源的整合、教育因素间的协作互动、教育力量的有

效掌控，都需要管理者把握教育规律，充分利用有限

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力，最大限度地挖掘教育

势能，提高教育效力，提升教育的作用力和影响力。
其五，教育环境是一个层次多元的复杂系统，既包括

校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也包括学校内部的校园

环境。教育的校园环境是由学校的校园、校园文化、
校风等多因素构成的系统，主要包括校园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等。作为学生身临其境的一种环境，校园的

导向、陶冶、规范、激励等功能共同构成了其所特有

的隐性教育功能，让每堵墙都能“说话”，让每阵“风”

都能醒人，让每股“情”都能怡人———这种种外在的

刺激汇成了一股无声而又强大的信息流，影响着人

才的成长，催人奋进，陶人情操。这样，外在信息强势

也由此积聚。
外在信息势要影响于人，还需激发人的情愫，调

发出人的主动性，也即发动人的内在情感势。教育是

一种育人的活动，学校教育要发挥育人的功效，必须

作用于人、影响于人，必须通过人的内在情感的调动

而发挥功力。一个对外界信息无动于衷的学生，一个

对教育成效得过且过的学校，一个对教育事业缺乏

持续关怀、没有爱的民族，是不大可能有多大作为

的；相反，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一个追求进步的学

校，一个对教育事业有担当的民族，必定是有希望有

成就的———这就是教育的内在情感势。它是人们骨

子里的一种内在势，在家庭、学校和社会文化等环境

因素的激励下而生，能将外在的信息势主动地接纳、
吸收及至内化为内在潜能。它是主观能动性的一种

体现，反映了人们对当前教育和学习的一种态度、一
种情怀、一种能力、一种素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

一的是犹太人，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结果

显示，2012 年中国 18～70 周岁国民纸质图书阅读

量仅为 4.39 本，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就不难想

象，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富有、精神力量异常强

大民族的原因了。阅读不仅使人获得了信息，培养了

思维，增长了智慧，而且“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

财富”，“财自才来”，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国家强大的

“影响力经济”，这样的公民也才能成就具有强大文

化软实力的国家。因此，学生乃至全体国民对学习的

内在情感势，形成强大的教育意识流，才能促成教育

乃至整个国家的强势。
那么，教育势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应怎样来认识

和把握它？首先，教育势从微观来讲形成于师生，从

宏观来讲就是学校，再扩展一点就是一个地区或国

家的教育系统。师生既是教育主体和教育的基本要

素，也是教育发展的目标，自然也是教育势的源头。
学校与师生的关系息息相关，学校的发展有赖于师

生的发展，学校主要通过教师施加影响给学生，学生

的发展又主要依靠学校及其教师。而师生与学校的

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地区教育这个大环境系统，国家

教育系统的发展根源于它的师生（尤其是学生）和学

校发展。因此，师生、学校和国家教育系统这三者是

紧密相连的。教育势的构成和形成应充分把握这一

特点。其次，根据前面对势的描述，势是效力隐藏在

事物中的一种“直觉”，它总能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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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反映成人们偏爱的典范。教育势的运行机制是

事物间的差别和联系，并通过人的情感而起作用。由

此对教育势可衍生出如下理解：其一，它是教育领域

中的存在，是教育效力呈现出来的一种直观。其二，

这种势是可以操作的，它主要通过管理来调节教育

要素间的差别和联系，激发人的情感得以强化或削

弱。也就是说，教育管理可以强化或削弱这种势。因

此，师生通过自我调节对学习对象施加影响，可以提

高教学效力；学校通过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强化管理，

能够提高管理效能；国家及教育部门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加强宏观调控，可以提高教育效益。再次，研究

教育势有什么意义？教育势的研究能够揭示教育内

部的运行规律以及教育与其外部的固有关系。它有

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有效提高当前学生综合素

质；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校管理科学性，提

升学校影响力；有助于提高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人

才培养质量、教育系统协调性和教育科学管理，推动

教育变革，实现我国教育的强势发展。
“通过教育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以使这种

价值观为更多的民族所接受和认可，教育实乃文化

软实力之源头。”［8］教育势直观地体现为一个国家

及地区教育乃至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 聚

力———教育势实乃国力强盛之基元。国家的兴旺发

达在于人才，一方面，教育势直观地体现着教育效

力，影响并反映着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另一方

面，它还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人才流动的原因和动

力。纵观世界各国，访学人员最多之时，人才聚集最

旺之地，经济文化发展最繁荣之际，其教育无不具有

大势，其国力无不具有强势。教育真正的力是其感化

力，教育势以其特有的感化力和凝聚力，自觉地指引

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它以一种根植方式

深扎于人们的心灵，以一种有别于政策制度的柔性

方式确保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从而擎起教育的持续

发展与繁荣。

三、教育势的特征及运行原理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9］事实上，水

流湍急的地方，位置高低差别大，流体间的压力大接

触紧密，以至能冲走坚硬的石头。比之急水拥有更巨

大能量的教育势，又有什么特征呢？

教育势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首先表现在势

的运行是客观的，教育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教育内部要素间的联系是教育过程中内在的、本质

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被臆造也不能被消

灭。学生的发展具有时序性［10］，师生构成教学的“一

体两面”［11］，因此，学生不能“揠苗助长”，学校不能

用多媒体电子媒介代替教师、只添硬件不注重“软

件”建设，教育政策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

应。其次，这种客观性表现在势的运行规则———差别

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本身是客观的。这条规

则无视人的存在，时时刻刻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现代

社会越来越信息化，学科在细化，知识爆炸式发展，

社会分工的细化使人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信

息高速公路在带给人们越来越自由和开放的同时，

将使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掌

握信息和发挥潜能不一样的人和群体，必将差别越

来越大———学生是这样，学校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教

育也是这样。这就解释了经过学校教育后优秀学生

与平庸学生差距不减反增，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教育

与传统国家的教育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而学生之

间、学校及地区教育之间差别越大，教育协调管理就

越有必要，彼此之间的关联就需要强化。可见，教育

势是教育领域中的客观存在。只有承认教育势的客

观性，我们才能以科学、合理的态度看待周围的教育

现象，才能以理性的眼光去找寻教育联系、利用运行

规则，去强化关联和扩大差别，来提高教育管理水

平，促进教育发展。
教育势具有内隐性。教育势形成于教育过程、活

动及其结果中，它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对人们的行为

和判断产生影响。学习过程、教学及科研活动、学校

政策制定、教育及相关政府部门教育法律法规的颁

布实施以及教育环境等，共同形成了人们对该教育

的效力观。个人、学校、国家不同的教育活动及其成

效，形成了人们对该人、该校、该国教育的不同的效

力观，即形成了人们眼中成型了的教育势。这种教育

势潜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并对人们的教育判断、教
育态度、教育行为等产生影响。正如哈佛、耶鲁、斯坦

福等名校强化了民众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认可一样，

这种对美国名校的认可影响了人们对美国高等教育

整体效力的直觉判断。于是，合作办学热、出美访学

热、留学美国热渐成势头，以至于一提到发展高等教

育，人们就自然而然会想到美国。教育势的内隐性告

诉我们，势的形成蕴含于教育过程和一系列的教育

活动中，抓住教育势的内隐特征，要善于发现教育过

程的蛛丝马迹和单项教育活动之间的内部联系，并

在过程和活动中造势，形成内在的教育合力。
教育势具有层次性。这种层次性首先表现在不

同的主体层面形成不同层次的教育势：个体层面是

一级教育势，学校层面构成一级教育势，国家和地区

层面又是另外一级教育势；而且，不同层面的主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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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教育势。其次，这种层次性还表现

在相同层面的主体也存在不同层次的教育势。教育

资源的差异、教育管理的差别、教育政策的影响等因

素会造成不同个体及群体间教育势的层级差别。比

如按照办学体制的不同，我国学校有公办和民办之

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类型自然形成两类不同的

教育势。再以高等学校为例，按学校影响力，我国高

校层级有重点高校、一般本科高校等级别。这种区分

相应地概括了人们对高校的效力观，形成了不同层

次的教育势。在区域之间这种教育势的层次性就更

加明显，东部、中部、西部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不

协调造成了教育的不协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教育落差明显，教育势层级分化客观存

在。几年前考研分数线按一类地区、二类地区、三类

地区划线，便是人们心目中“教育势直观”对教育政

策的影响和教育势的层次性的例证。
教育势是一个持续形成的过程。教育效力的形

成是长期的持续的教育活动的结果，整体的效力观

一经形成便具有持续的影响力。教育本质上是一个

人发展的渐进和求导过程。如果科学是对自然的求

导，沟通是对组织的求导，教育就是对思维的求导。
在思维过程中构建巨大的知识“差别”之间的紧密

“联系”，使思维产生张力，建立思维过程中的信息强

势，推动思维的有序、相变和分岔，产生创新［12］。教

育的可导性要求受教育者逻辑思维的连续性和知识

结构的融合性，最终形成个体的学习效力。教育政策

的连续性、管理制度的连续性以及人才培养的连续

性是稳定的教育势形成的必要条件。这种连续性一

旦割裂，教育的效力也就中断或不复存在，教育势便

不能定型和发展。教育和管理一样，是有关人才和组

织成长的问题，人才培养和组织成长是一个漫长的

“百年树人”过程，学校文化也是长期培育而逐渐积

淀形成的。教育势作为教育文化的核心，一经形成，

便对个人和组织的成长产生持续的作用。它引导着

个体长时间地朝着自己所偏爱的效力观转变，推动

着学校按照选定的效力观进行长效地管理，主导着

一段时期社会对当前教育的根本判断和态度。也就

是说，教育势一旦内化为人们对教育效益的根本影

响尺度，形成人们的直觉典范，便能持续地发挥其积

极作用。
同时，教育势的运行遵循如下原理：

首先是差别联系原理。即教育势遵循“差别促进

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规则。在信息社会中，教育领

域内不同学生、不同学校、不同地区及国家教育间的

扩大化的差别，催生了比以往更需要加强联系和协

调的必要。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单枪匹马的学习、
教学、科研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分工合作、团
队协作、区域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教育发展主流；而越

来越开放和自由的经济社会，必将促使信息和能力

各异的学生、学校和国家教育在加速的合作与竞争

中拉大差距，扩大差别。
其次是激发认同原理。教育势是人们对教育效

力的一种直觉典范，势的形成和作用，终究需要人的

参与，其意义也形成于实践过程之中。因此，教育势

的运行除了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外，还需要

激发人的情感，催生人的认同，调动人的主体性。从

个体层面来说，教育效力的形成需要调动个人情感，

不同的人由于个人兴趣、爱好、知识背景等的不同，

对同样的知识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态度，衍生出

差异巨大的对不同领域的留意和关注程度，于细节

中将差别巨大的事物紧密联系，能形成巨大的教育

效力。所以，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会学得特别用

功、特别好，教师会对自己所中意的课程精益求精，

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兢兢业业。从群体层面来说，教

育效力只有得到群体的认同，只有成为群体的直觉

典范，才能形成大势。当人们对一所学校、一个国家

的教育形成了认同，当群体的教育情感得到激励，当

人们的教育归属感乃至对教育的爱得到激发，就会

萌生出无形的教育情感势，指引着人们的教育判断

和教育行为。
再次是动态生成原理。教育势生成于动态的教

育活动中。教育活动的动态运行和发展决定了教育

势是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教育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

活动，教育活动中学生、教师、教育管理者之间相互

需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需要产生动力，动力影响

结果，结果又影响需要，教育效力便在教育活动诸要

素间的关联和互动中循环往复、动态地生成、动态地

发展。也就是说，教育势的动态发展通过各级教育管

理得以实现。而且，作为教育效力呈现出的一种直觉

典范，它有相对的稳定性，但由于人的主观性和个体

差异导致其必然存在动态的变化，这就决定了教育

势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教育势不是静态的，

形成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育势的动态性很好地

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同行为、不同对象中呈现出教育

与学习的巨大反差，它是可以操作、可以调节、可以

加强和削弱的。“势在人为”，这就需要按照势的差别

和联系运行规则，调节教育活动各要素间的关联和

互动，强化教育管理，提升教育效力，动态地把握人

的情感等变化着的直觉因素，促成教育势的形成和

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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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伺机突破原理。教育势的运行，既遵循恒

常性原则，又掺杂了时机因素。从宏观角度看，势的

表现不是一成不变的，势会发生变化。势的交替、势
的消长、势的转变、势的盛衰———教育势的发展是个

量变与质变的复杂过程。量变引发质变，质变后又会

产生新的量变，唯有在变化中势才能发展。差别促进

联系，联系扩大差别，这本身就蕴含了变化的机制，

而且主要是一种动态的变化。教育处在弱势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期盼“一下子就展开力量”，而要抓住时

机，蓄势待发；教育处在强势的时候，我们需要突破

局限，寻求进一步提升。从势的变化和运行发展的机

制来看，教育变革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同时寻求

教育效力的根本性改观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一个学校的教育势的突变，依靠的是日积

月累渐进的量变，需要的是学生、学校、政府等社会

各成员共同努力、抓住机遇，才能在量的累积达到一

定的时候实现“势”的根本改观。
综上所述，教育势虽是客观的存在，但其基本原

理是可以利用的，也是可以通过教育主体即人的努

力来营造与蓄积的。无论从课堂上、学校管理中，还

是在地区和国家教育势的蓄积方面，都离不开教育

主体的积极情感和行动。在课堂上，无论是教师的跨

学科教学、课堂互动还是管理沟通，从本质上来说，

追求的都是学生情感的参与和认同。学校管理则需

要考虑到教职工的现状与需求，这样教育势以情感

势为核心、以信息势为支撑才能“厚积”，才能“久

蓄”，而这些都需要教职工及外部社会对学校的情感

能够被真正激发。地区和国家教育势的蓄积更需要

民众情愫的激发，寻求到对教育的理解和支持；教育

效力未完全成型前，需要的是对民众的教育行为和

判断的引导；而教育效力形成后要促成教育势的形

成与累积，更需要民众对教育的持续关注和热爱。我

们已经是一个教育大国了，如何从教育大国转变成

教育强国，就需要教育蓄积强势。“道生之，德蓄之，

物形之，势成之。”［13］如此，客观而强大的教育势必

将在中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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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mentum of Education
HU Bicheng，DENG Ji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2，China）
Abstract：The momentum of education is the objective reality in education，which refers to the association and inter-

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elemen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so presents the sum of the internal potential and external in-
teraction. It is an educational power that goes deep into and influences the human heart and an intuitive model that people
preferred to educational efficacy. Educational momentum includes two levels of contents: the external momentum of informa-
tion and the internal momentum of feelings. With objectivity，implicitness，hierarchy，continuity and dynamism，educational
momentum works with four principals including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stimulation and identity，dynamic generation，

opportunistic breakthrough. Only the laws and rules of educational momentum are realized and adhered to，can the power-
ful momentum of education will come into being in China.

Key words：education；educational momentum；educational management；momentum-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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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

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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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

整体的信息势 ,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

别” , 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 , 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 , 另一方面又使社

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 、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 , 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

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 , 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 , 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 , 最大

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 ,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国家;权力制衡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6-0080-05

　　市民社会理论从洛克 、孟德斯鸠到黑格尔和

马克思等 ,经过了一个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 ,不断

批判又不断超越的过程。洛克强调社会是外在于

政治的实体 ,理性人的自治构成了它的核心 ,他认

为从本质上讲是市民社会创造了国家并决定国

家 ,国家对市民社会只限于工具性的作用 。①而在

孟德斯鸠视野中 ,社会并不具有外在于政治组织

的自主性 ,在他看来 ,市民社会所包括的自我管理

的各种社团以自身的方式被整合到国家中 ,作为

保护自由和限定政治权力的有效机制 ,由结构所

规定的社会与国家关系中的多元化才是问题的关

键。与孟德斯鸠相比 ,黑格尔则从他的“国家理

念”出发 ,完全与洛克学派大相径庭 ,他认为 ,市民

社会乃是由个人私欲驱动的非理性力量导致的状

态 ,只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绝非由理性人构成的

完满的状态 ,而国家才是绝对的 ,只有国家才体现

伦理的价值准则 ,只有国家才能建构秩序 ,从而形

成对市民社会的保护和超越 ,黑格尔理论显然为

资本主义国家控制铺垫了价值基础 。马克思作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进一

步超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 “如果说亚当·斯

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 ,那么它的实际出

发点 ,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 ,而对这个社

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

以探讨。”②③ ,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只对市民社

会做伦理上的评价的做法 ,不仅将黑格尔的“伦理

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资关系” ,而且将黑格尔对

“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 ,从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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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 。马克思

将市民社会概括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这

在西方思想史上 ,首次将市民社会的本质规定为

经济关系 。④

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里 ,现代社会的学

者以不同的视角研究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一

些学者更是从社会分化的视角研究市民社会的形

成过程。张康之和张乾友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

表文章指出:“近代社会的历史在一切方面都表现

出分化的特征 ,社会的分化呈现出不同的领域 、不

同的阶级 、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不同的构成部分。

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的分立正是这一社会分化的

结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政治

和社会生活 ,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分化和分立的基

础上展开的。”⑤但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分化 ? 产生

分化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 ?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机

制实现既加速社会的发展又保持社会的和谐 ?这

是现代社会应对诸多不确定性所迫切需要解决的

根本性问题 ,也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 、社会分化与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无容置疑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从动力学机

制上讲是一个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 。什么是

信息 ?按照信息论理论 ,信息即负熵 、即有序 、即

梯度 、即势 ,而梯度即斜率 、即导数 、即比例 、即差

别÷距离=差别×联系。这里的“即”表达剔除现

象差别推进到本质联系的极限过程 。所以 ,老子

说“势成之” ,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比例” 。由此

可见 , “信息”概念的科学定义即差别 ÷距离=差

别×联系 ,将导数与信息统一起来 ,在本体论层次

上揭示了信息的本质属性和信息的物理学和动力

学本质 ,以及信息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

意义 ———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都是有关

社会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的关系问题 ,

而且“信息”概念定义基础上的动力学理论还进一

步揭示了信息相互作用的机制 ,即“差别促进联

系 、联系扩大差别” ,由此差别越来越大 ,联系越来

越紧 ,社会信息量越来越大 ,信息势越来越强 ,从

而使社会不断产生“分化” ,推动人类社会呈现为

一派加速发展的态势。而差别最大是相反 、联系

最紧是相同 ,既相反又相同即相反相成 ,即对称。

所以 ,分化的过程在科学的逻辑体系中来讲 ,就是

一个不断地对称性分岔的过程。⑥而对称或泛对

称构成各种具有数学结构的群或泛群 ,由此形成

不同层次上的宇宙运行和谐 、万物依存和谐 、组织

结构和谐 、人才素质和谐及社会发展和谐。

　　二 、市民社会的形成规律

考察市民社会的生成过程 ,就是人类社会中

不同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演化的信息相互

作用过程 ,也就是一个不断生产信息量 、不断营造

信息势 、不断使社会在不同层次上产生对称性分

岔和分化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 ,人类的生存是自然状态 ,遵循着

自然法规则。大多以游猎为生的民族中 ,没有猎

手与弓匠之分 ,所有的猎手都是弓箭制作者 ,所有

的弓箭制作者也都是猎手 ,统称为猎人 。这是由

于他们之间社会来往很少 ,社会联系松弛 ,社会关

系淡漠 ,自给自足 ,从而保持着整体对称而不发生

分岔和分化 ,构成一种置换群的社会和谐。⑦随着

人口密度的增加 ,猎人之间来往增多 ,联系加强 ,

在比较中显示出差别 ,猎人的整体对称被破坏 ,有

的猎人射箭的水平显得高一些 ,有的猎人弓箭做

的稍微好一些。射箭水平高的猎人射猎的效率

高 ,猎物就会有所剩余 ,弓箭做的好的猎人做弓箭

的效率高 ,弓箭就有所剩余 ,这种“联系中的差别”

形成了交换关系中的动力 ,产生了交换的欲望 ,好

的弓箭与剩余的猎物的交换使人们联系的更加紧

密 ,产生了相互依赖 。在交换的相互依赖中 ,随着

交换程度的增加 ,差别又不断扩大———射猎水平

高的猎人越来越多地从事射猎 ,从而促进射猎水

平不断提高 ,最后成了纯粹的“猎手” ;弓箭做的好

的猎人越来越多地做弓箭 ,从而促进弓箭的制作

水平不断提高 ,最后成了纯粹的“弓匠” 。就这样

在天长日久的“联系扩大差别 、差别促进联系”的

运行机制中 ,原始社会中猎人的置换对称被打破。

由此 ,原来所有猎人的置换对称组成的置换和谐

群 ,由于猎人之间交往信息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猎

人之间置换对称的破缺 ,置换和谐群解体 ,同时又

在作用信息量不断增加 、信息势不断增大 、信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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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对称性分岔———变

换对称性分化 ,从而形成猎人与弓匠之间新的变

换和谐群 。

在农业经济萌芽的初始 ,人口数量少而居住

又极其分散的情况下 ,粮食自给自足是生产的基

本特征 ,所有劳作者的生存状况基本一致 ,既是生

产工具的制作者又是使用者和种植作业者。因而

处于一种置换对称组成的置换和谐群中 。随着人

口的增加和居住的集中 ,人们之间的联系加强 ,在

共同的工具制作和种植作业中 ,显示出了差别 ,有

的工具做的更好更快 ,工具有了剩余 ,而且更喜欢

做工具;有的耕作更有技巧 ,粮食产量更高 ,粮食

有了剩余 ,而且更喜欢耕作。各自的剩余和爱好

推动了农业社会的分工分化和产品交换 ,工具与

粮食的交换进一步促进了工具制作者技术的提高

和专业化 ,使其成为专门的“工匠” ,即真正的手工

业者;同时 ,耕作者的种植技术也进一步成熟成为

纯粹的农民。就这样 ,在交换的信息作用下 ,原来

的置换对称被打破 ,并且在交换信息量越来越大 、

信息势不断增加的过程中 ,手工业者与农民之间

产生了新的变换对称性分岔———农民与手工业者

的对称性分化 ,他们之间既讨价还价互相竞争 、又

相互依赖而共同发展 ,从而组成了农业社会的变

换和谐群景象。

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得到迅速发

展 ,交换地点的逐渐固定促使城镇的形成。这样 ,

在手工业者群体中 ,随着相互之间技术交流信息

的增多 ,较有悟性而且善于创新者就会迅速吸取

对方的技术信息而使自己的技术越来越好 ,而悟

性较差又不善于钻研者则技术会越来越差。此

外 ,在教育没有普及的农业社会时代 ,手工业者中

总是会有新进入者作为徒弟。由此使得手工业者

群体分化为“师傅”和“帮工”两个群体。“师傅”具

有优越的地位 ,控制着技术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

他们一方面可以与王室进行权力交易 ,取得社会

地位 ,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奴役“帮工”获取经济

利益 ,同时他们严密控制着自己手中的“帮工” 。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 ,使“商业和手

工业不再仅仅从属于农业 ,而是反过来改造着农

业 ,把农产品由单纯的消费品转变为商品 。区域

性的市场出现了 ,商品流通把城镇与乡村联结了

起来 ,或者说 ,与以往相比 ,城镇与乡村的相互依

赖显著增强。随着市场的扩张 ,城镇间相互融合 ,

规模更大的城市出现了” , “`市民' 概念就此产

生” 。⑧城市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劳动观念 ,帮工们

可以在城市中寻找机会自由就业 ,不再受到师傅

的奴役 ,这就是亨利·皮雷纳所说的“在城市出现

之前 ,劳动是奴役性的;随着城市的出现 ,劳动成

为自由的”⑨ 。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出

现了商业行会 ,而且其发展速度迅速超过了手工

业行会 , “结果 ,城市间 、地区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得

以建立 ,跨区域的 、局部性的统一市场开始形成 ,

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的非自足性经济形态开

始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市民社会则在这个

过程中孕育”⑩ 。

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手工业行会及商

业行会和王室之间的利益竞争不断强化 ,王室为

了掌握城市的控制权而统合政府转化成了国家机

构 ,由此打破了地方垄断 ,统一了国内市场 , “市民

也就不再是单纯的市民了 ,他们所获得的劳动和

受雇佣自由为他们联结起来去捍卫自己的利益提

供了可能 ,因而 ,市民们结成了社会 ,即出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11 。

总而言之 ,在动力学运行机制支配下 ,生产与

交换中的“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别” ,推进了

社会在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化———猎手与弓匠

的对称分化 ,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对称分化 ,市民与

政府的对称分化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称分

化 ,真正的市民社会由此而产生。随着生产的发

展和生活的提高 ,人们的需求增加 、分工细化 ,进

一步产生了各种层次上分工和职业的对称。例

如 ,食物生产者与服饰生产者的对称化发展解决

了人们的“吃”和“穿”的对称化需求;建筑业与交

通业的对称化发展解决了人们“住”和“行”的对称

化需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对称化发展使人们的

生活质量更好;实体经济(生产)与虚拟经济(金

融)的对称化发展使社会的生产效率更高发展更

快 ,由此形成了一派多维变换对称而成群的和谐

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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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权力制衡的内在机制

实际上 ,市民社会的发展一旦催生出国家机

构 ,就无形中产生了黑格尔理念意义上“国家高于

市民社会”的“绝对国家”形态 , “认定国家或政治

的至上地位以及一切问题都可以最终诉求国家或

依凭政治而获致解决” , “国家的概念被转化为一

种对强权的理想化” ,  12由此就导致了国家可以任

意干涉民事的行为 ,以致产生权力的异化而出现

现代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因而 ,市民社会的良

性发展必须坚持维持信息作用的动力学机制 ,即

在国家权力机构产生的同时 , “市民身份”随即需

要在与国家权力的“差别促进联系 、联系扩大差

别”的相互作用和彰显中转化为“公民身份” ,由此

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称性抗衡 ,才

能抑制国家权力的异化而推进公民社会的和谐健

康与科学发展。

与公民社会对称意义上的政治国家 ,不是一

个强权政治的机器 ,而是一个与公民概念同构的

对称的组织。“`公民' 是一个严格的现代概念 ,是

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市民社会参与塑造国家的一

种结果 。也就是说 ,市民社会的生成打破了传统

社会的混沌状态 ,形成国家与社会分立的二元格

局。而在此前 ,人们的身份是“臣民” ,需要的只是

无尽的服从 ,不存在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 。公民

概念的出现 ,表明个人拥有了一定的相对于国家

的主动性 。如果说 12 、13世纪罗马法的注释热是

当时市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反映 ,那么16世纪共和

主义的兴起则是公民概念生成的体现” 。 13由此公

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同构中联系最紧 ,在对立中

差别最大 ,在以宪法为恒等元的主导和规制下 ,形

成二元对称的可逆元 ,由此建构起具有数学意义

的现代社会的“社会群”结构 ,产生最大的信息量 ,

营造强大的信息势 ,才能在根本上形成制度性制

衡机制而抑制现代社会的各种腐败行为 。

　　四 、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霍布斯认为 ,人们在自然天赋 ———体力 、经

验 、理性与激情上相互平等。这本是好事 ,但由于

人们有伤害意愿 ,反而引起了恐惧———因为自然

平等便意味着人们具有互相残杀的平等能力 。因

而 ,自然状态没有安全感 ,反而弥漫着彼此的恐

惧 ,恐惧则导向战争 ,导致生命等自然财产的毁

灭。为了克服恐惧 ,人们便寻求联合 。在联合的

过程中 ,人们彼此订约使自己的意志服从某个单

一的意志 ,即某个人或会议的意志 ,这就形成了联

盟。这样的联盟就被称作`国家' ” 。 14可见 ,国家

的产生源于市民社会对安全的需要 ,但遗憾的是 ,

产生的国家却又会在不经意中站在市民社会的对

立面而使权力异化 ,形成政治腐败 ,进而伤害市民

的财产和个人权利。尽管有被西方称谓人类政治

生活中的“牛顿定律”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 ,  15

在政治国家内部建立了一种具有行政信息强势的

数学群结构 ———立法权是恒等元 ,行政权与司法

权是可逆元 ,立法权与行政权作用不改变行政权

———支持行政权 ,立法权与司法权作用不改变司

法权———支持司法权 ,行政权与司法权作用等于

立法权 ———实现立法权 ,从而形成的强大的制约

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社会的政治腐败 ,

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 。实际上 ,腐败

的根源是交换社会信息量不断增加导致的复杂性

增加产生的不确定性 ,这是市民社会内在的不确

定性 。抑制这种不确定性的路径只强调各种各样

的国家政权内部的制度对称性建设 ,可以在一定

层面上和一定阶段中增加管理者主体的信息量 ,

营造管理者整体的信息势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消除执政系统的不确定性而抑制腐败 。但因为

市民社会的内在不确定性是根植于政府与市民之

间的 ,即在政府之外的 ,所以只靠政府的内部治理

结构就不能根本上消除市民社会内在的不确定

性 ,因而就不能根本上抑制腐败。真正能够消除

市民社会内在不确定性的治理结构 ,必须既包含

政府 ,又包含市民 ,这就必须建构政府与市民的对

称 ,即“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个更高层次 、更

大范围上的对称。如果社会能够在宪法规制的层

次上推进民主 、信息公开 ,崇尚个性 ,营造一个自

由透明的“光天化日” ,便能使腐败行为成为“老鼠

过街人人喊打” ,整个社会就会在有效地推进个性

化的过程中 ,使全体公民“差别更大而联系的更

紧” ,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恒等元 ,“公民社会”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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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家”为可逆元的更加具有统摄性的对称性“社

会群” ,从而产生最大的信息量 、营造最强的信息

势 ,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 ,从根

本上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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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Society' s Power Restriction

Li Yuhua &Luo Nengqin &Du Xiaoyan

Abstract: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forming civil society i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The most important path of power restriction is to eliminate the uncertainty of society com-

plexity' s growth by creating an overall information potential of civil society.Because the operating mecha-

nism of civil society is the “differences to promote contacts , contacts to expand differences” , so it will

produce different levels' symmetry bifurcations in social system.Through these symmetry bifurcations , on

the one hand it will make civil society more mature;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increase uncertainty and

corruption by society complexity' s growth.Therefore ,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restrain corruption is to

make the highest level' s symmetry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society” , and produce maximum

information from civil society , and construct a powerful society information potential , and maximum elimi-

nate the uncertainty caused by the complexity.Finally , it will form a long-term effective mechanism of

preventing corruption.

Key words:civil society;political society;power 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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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与风险政治

项继权，马光选

摘 要：政治学相关的风险研究成果之一是对政治风险的研究，主要体现为政治生活中个体政治
风险研究、国家政权的政治稳定研究及企业对外投资中的国际政治风险研究等三个方面。 这一类型
研究只是把风险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 并没有涉及到风险内部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机制的探讨，
因而并没有涉及到准确意义上风险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基于此，以关系理性为理论基础，以势科学作
为分析框架，将研究引入风险现象内部，才能真正达到对风险本质的认知。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政治；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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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风险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及新范式建构

收稿日期：2012-06-12
作者简介：项继权（1962—），男，湖北麻城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制度

与基层政府治理研究；马光选（1981—），男，陕西西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风险政治学研究。

面对各种类型的风险现象，数学、经济学、金融

学、 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成果， 但是政治学学科对于风险问题的研究依

然非常薄弱[1]。 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风险展开

政治学研究的尝试。首先，有必要对相关政治学研究

成果进行梳理和探讨， 以便找到本文的问题意识和

逻辑起点。 现有风险相关的政治学研究大概分为两

种： 一种是政治风险研究， 一种是风险政治学化研

究。由于篇幅所限，下面将只对第一种类型进行分析

和探讨，至于第二种类型将做另文考察。

一、政治风险研究

政治风险研究基本分为三种： 国际政治风险研

究、政治稳定研究和政治命运研究。

（一）国际政治风险研究

这种政治风险主要探讨的是某国企业在对外投

资过程中存在的政策性风险， 即东道国政策变化等

政治因素对投资与收益的影响。 这类探讨目前主要

在国际经济或国际政治层面展开， 其成果主要考察

东道国意识形态、宗教情况、少数民族状况、选举形

势、政策变动等与所可能造成的风险。

从整体来看，国外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国

内研究尚比较粗浅， 并不能为我国的对外投资活动

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比如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

因为利比亚战争的影响而损失巨大 [1]。 与对外投资

方面的政治风险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所不同的

是，国内投资方面的政治风险研究仍然没有开始。仅

以茅台酒的价格为例，当温家宝总理提出“禁止用公

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的要求的第二天，茅台

酒的股价就狂跌 6.3%， 一天之内蒸发市值人民币

142 亿元[2]。 如果有政治风险相关理论的支持，则这

种损失可能会小些。可见，现有的理论研究并没有积

极跟进。

（二）政治稳定风险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主要讨论政权面临的挑战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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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其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政治安全、政治稳定

和政治冲突。

1.政治安全研究
从本质上而言， 经典政治学研究就是一个追逐

政治安全的历程。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早期，在王权政

治和宗教政治形态下， 君王拥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力

将风险带给其治下的所有臣民。 为了保证民众的安

全，政治学者发展出宪政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对王权

进行制约，保证王权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发展出议

会制度，以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制约王权；发展出选举

制度，以定期选举取代世袭制，使得权力的专断可能

被减到最小；形成理性的官僚体制，从而保证政策的

稳定和理性；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强大公

民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 以此划清政府与社会的

边界，从而也达到了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的目的。在

民主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之后， 出于对担心民主的过

度强大也可能会造成政治的不安全的顾虑， 从亚里

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埃德蒙·伯克、约翰·密尔和托克

维尔等政治学家都对“多数人暴政”保持着强烈的警

惕， 他们害怕公民中的多数往往会对少数施加最残

酷的压迫，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

处在比其他任何迫害都更为悲惨的境地 [3]，所以代

议制民主取代直接民主被认为是一种更安全的民主

形式。

2.政治稳定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主要是针对统治政权而言， 主要

探讨的是政治统治权威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合法性危

机问题， 如果大量出现民众对既有政权机构不认同

甚至反抗的行为， 则意味着政权面临瓦解和倾覆的

风险。 西方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学都有相关内容：

（1）西方政治稳定理论

对此讨论最早的研究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

统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关系的探讨[4]。 之后戴维·伊

斯顿对合法性的基础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他把政治

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 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

面[5]。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合法性意味着

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合法化危机”是影

响政治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 [6]。

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的三个著名的

公式：社会不满=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度=
社会不满/流动机会，政治动乱=政治参与度/政治制

度化[7]，认为政治动乱即意味着政权统治的不安全。

这些理论都为政治稳定命题的探讨提供了理论支持

和分析框架。

（2）中国政治稳定理论

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政治学家有关政治稳定论

述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政治稳定理论。他们将马

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和伊斯顿等人关于政权合法性

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的讨论应用于中国政治实际，认

为中国之所以能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主要是因为

经济改革红利的共享使得政权获得了长期的合法性

认同，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在基于亨廷顿观点的基础

上对政治稳定的讨论， 认为中国之所以保持政权的

长期稳定， 是因为在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处

理上，首先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不是进行激进

的政治改革。当然这些判断是否准确，目前相关讨论

还仍在继续。

3.政治冲突
政治冲突主要探讨的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合

作或者对抗的状态， 对于政治冲突研究大概有一下

几种情况：

（1）西方政治冲突理论

政治冲突的研究在西方早期主要包括科塞、达

伦道夫、李普塞特等相关学者的论说，近年来主要涉

及柯尼欧曼尼斯·S·考特索基斯的社会融合与政治

冲突的研究、歇尔·狄龙的政治受挫模式下对政治冲

突的探讨、 克雷斯汀·亚历山大·达文波特基于冲突

边界控制模式对政治冲突的研究等 [8]。 这些理论基

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政治现实， 认为虽然政

治冲突对政治安全有不利的影响， 但是只要可控的

冲突可以将人们的不满情绪释放， 会有益于政治安

全；有的政治学家甚至认为，适当的政治冲突可以起

到对政治系统的新陈代谢作用， 能为政治系统的良

性运转提供有效保证。 这些理论为西方民主政治的

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而西方各国近些

年的政治事实也证实了这些理论的效用， 其有效地

化解了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冲突， 如受中东

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美国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等示

威游行活动，它并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在其被

迫停止后，美国的政治生活依然正常运转。

（2）中国古代政治冲突研究

中国关于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在诸子百家时候

就开始了， 主要集中在治与乱的讨论上。 如孔子在

《论语·季氏》中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礼乐自诸侯出。 ”认为只要大家能各安天

命，特别是臣子和民众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就可以保持政治生活安全。韩非子在《韩非子·扬权》

中提出，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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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持政”，则必然导致政治冲突的产生。老子在《道德

经·三十六章》中指出，要做到减少政治冲突就要做

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以

无为之法治民，无为方能大为，从而实现政治的长治

久安。 周代开始的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也被认为是

化解王权继承中的冲突与斗争的一种优选方式[9]。

（3）中国现代政治冲突研究

古代的这些政治冲突的讨论更多的是一些意

见，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当代中国系

统化的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见于当代学者王浦劬教

授提出的“心理对立说、价值对立说、资源争夺说、环

境互动说”等理论[10]。 而近年来，各种社会矛盾层出

不穷，为政治冲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从这

些冲突的事实出发，政治社会学者更多地活跃其中，

于建嵘在对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理论、斯科特的

“生存伦理”理论、查尔斯·蒂利的竞争性抗议、反应

性抗议和主动性抗议理论以及李连江等人的 “依法

抗争”理论进行批判性吸纳的基础上，提出了“抗争

性政治”[11] 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政治冲突

的类型。 他认为上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化解政治冲

突风险的有力途径， 但由于维稳是国家的 “刚性需

求”，它不停地挤压着民众的上访空间，从而使得上

访的功效在不断递减，由此，他呼吁建立一种“韧性

维稳”机制[12]来化解政治冲突。 当然这一类政治冲突

正如于建嵘等人所言的那样往往只是涉及个人利

益，因而其政治效用是有限的。而最近几年的一些政

治冲突如乌坎事件、新疆 7·15 事件、西藏 3·14 事件

等冲突事件则已经开始触及到政治选举、 民族分裂

和宗教斗争等政治命题， 所以相应的政治冲突理论

研究的需求已经产生。

（三）政治命运研究

政治命运主要是对政治生活中个体生存层面所

面临的政治风险的探讨， 这些研究主要散见于历史

学、野史轶事、文学作品中，包括对官员政治命运、君

主或领导者政治命运以及一般臣民或公民政治命运

的研究。

1.官员
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 “伴君如伴虎” 的政治智

慧， 认为从政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 尤其是开国功

臣，往往会因为功高盖主而被杀戮，而“功成而身退”

才是规避风险的良策。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

经记载：范蠡离开越国之前，曾给文种写过一封信言

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

鸟嘴，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即认为文

种继续待在越王身边必然面临被杀害的风险。 文种

没有听从其建议， 而范蠡的预言在不久之后就被应

验。所以中国古代文人面对政治的诡秘和凶险，总结

出了“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逻辑，希望能一次

化解风险。

2.领导者
当然政治命运风险不仅仅表现在为官者身上，

作为君王或者领导人，他们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仅

就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领导人而言， 如以色列总理拉

宾被枪杀， 美国总统林肯和约翰·肯尼迪被谋杀，印

度两任总理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和拉吉夫·

甘地也都遭到暗杀，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执行绞

刑死亡， 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被乱枪打死， 除此之

外，其他受到监禁和判刑的领导人还有许多。这些方

面的研究多见于新闻报道和人物传记等领域， 学理

性的研究比较少见。

3.臣民或公民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 个人命运与政治的关系则

表现的更为明显，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事实是：兴百

姓苦，亡百姓苦。 到了近现代社会，因为民族国家对

整个社会规划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增强，如果

国家政策失当，民众面临的政策性风险境则更为明

显。 如 1958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灾害中，据计算结

果表明， 其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 3250 万

之巨[12]，很多人认为是自然灾害即天灾所致，而学界

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表明其真正的原因主要是 “共产

风”和“大跃进”的政治政策失误所致[13]，足见政策失

误给民众带来的风险之大。正是基于此，徐友渔在谈

到精英外流时认为，“精英们移民的主要动因是为了

获得安全感，他们认为不稳定的因素太多，未来是不

确定的， 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动和决

断做出合理预期的”[14]，就可能外流。 基于以上判断，

学者们得出了个人政治安全感的获得必须依靠政治

的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化进程需要进一步积极推进的

论断。

二、缺陷与不足

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风险理论的研究， 对于人

们在面对捉摸不定的政治权力格局调整所带来的风

险时，确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可以发现这种研究

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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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的局限

政治风险研究只分析政治生活中的机构或者个

体所面临到的风险， 而人们的生活会涉及到除政治

之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也会面临

除政治风险之外的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

科技风险等其他类型的风险， 但是政治风险研究没

有涉及到对其他风险的研究与探讨。

（二）研究视角的局限

现有政治风险研究只对政治生活中的风险做外

在性的考察，只考虑人们如何规避政治风险的问题，

而很少对风险做本质性的探究， 所以至今对于风险

的内部结构是什么、 政治风险的内部结构是什么等

命题并没有深入研究。

（三）研究方法的局限

理论本身的局限最终体现在方法论的局限上，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仅就政治风险研究成

果而言，大都是对政治风险的现象化描述，没有以一

定的方法论作为指引，不但各种理论都是各自为战，

甚至相互冲突，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方法论的抽象，

也并没有认识到政治风险的本质；其二，这些研究只

是对政治风险进行研究， 而没有对风险展开政治学

的研究， 而政治风险研究和风险政治学研究显然是

两回事。

三、新的研究方式的提出

基于现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笔者试图提出一

种新研究范式的尝试———风险政治学研究， 即对运

用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和学术话语对风险展开研究，

这里提到的风险是一般意义上的风险。 下面主要对

这一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研究逻辑和分析框

架做概括性的表述。

（一）研究对象

理论建构之所以必要， 往往体现为现实的焦虑

与紧张。 风险与人类相生相伴。 在古代社会中，自然

界的毒蛇猛兽、地震火山、疾病瘴气随时可能取人性

命；部落与国家间的战争与仇杀导致生灵涂炭，君王

与当权者的暴政会民不聊生。 这些风险不仅在现代

社会依旧存在， 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又带来了新型的

风险，诸如染色馒头、地沟油油条、瘦肉精猪肉，避孕

药黄瓜、硫磺熏姜、塑料奶茶等等；人在旅途，可能面

临车祸、动车事故、桥梁垮塌、船舶沉撞等威胁；住在

家中，所住的房子可能是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工程，

也可能在睡觉时房子被强拆； 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

况下，可能会呼吸到有毒气体；更有甚者，一次核泄

漏事件则会让我们的家园寸草不生。 面对如此多的

风险，人类随时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

可见， 人类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风险所涉及到

的那些风险，人们也要面对自然风险、环境风险、技

术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各种类型的风险。 而要对所有

类型的风险进行研究， 就需要在一般意义上对于这

种现象每一个学科都形成自己的解释和判断， 而政

治学角度对此当作如何解释呢？

（二）回应与展开

因为分析对象的差异， 现有政治分析工具无法

直接拿来对风险展开分析，所以在论证之初，有必要

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 而这是基于对风险

的本质特征的把握而得出的：

1.风险的认知
本文认为风险是一种危害的趋势， 是危害将发

而未发之状态，但凡风险必然存在以下特性：

（1）就时空关系而言，在空间范围中，它不但存

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在时间范围中，

它不仅仅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 在新的人类发展

阶段也并没有消失，反而似乎越来越多。

（2）就存在形式而言，风险不仅仅是一种是实体

性存在，也是一种关系性存在。 所谓实体性，即其作

为一种危害的趋势的实在性；所谓关系性，体现为与

人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人来孤立的探讨风

险，是无法给其定性的。

（3）就行为逻辑而言，风险是一种事实，也是一

种趋势。 说其是一种趋势，是因为危害并没有发生，

即它只是一种危害的可能性状态， 而不是一种危害

的事实和结果， 如果把风险看作是一种危害的事实

的话，那么风险也就不能称之为风险，而是灾难或灾

害了；说它是一种事实，即一种趋势的事实，这种事

实是确实存在着的。

（4）就存在状态而言，风险是一种关系，而这种

关系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即是对风险施加者和风险

承受者之间的一种方向性关系状态的概括， 风险的

这种特性是风险区别于其他现象的重要特征。

风险不仅是长时段、跨空间、方向性存在，而且

是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跨界性存在， 对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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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对象，我们该如何对其展开研究和分析呢？理

论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就事论事的经验对比和街头巷

议的泛泛而谈，就在于其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系

统性。 人类社会至今所进行的理论抽象无非以两种

方式展开，一种是哲学抽象，一种是数学抽象。 对于

人文社会学科而言，我们的“每一次概念化都要以某

些哲学承诺为基础，”[15]所以往往更多采用的是哲学

抽象的方式展开研究。 但是哲学抽象有一个致命的

弱点， 就是在理论建构和逻辑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

最小分析单位———概念， 往往是一个在操作层面无

法再继续细分而展开讨论的“空壳”，从而使得人文

社会学科的研究往往沦为“概念的旅行”。到了近代，

出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16]之后，学术研究变为纯

粹的“语言的游戏”，这种现象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缺

乏切实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而自然科学在面对各种

自然现象时，则采取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抽象，数学工

具的引入和使用， 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了极强

的可操作性，得以搭建起良好的分析平台，从而实现

了自身学科的繁荣和对话的可能。

2.分析框架
如何落实上文提及的分析方式呢？ 本文将以关

系理性方法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 以势科学理论作

为研究分析框架进行展开。

基于上面对风险特征和本质的认识， 我们回到

理论原点就可以这样对世界进行划分， 从是否与人

相关的角度出发， 可以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

值世界： 事实世界指的是完全和人无关的事物和现

象；与此相对应地，价值世界是指与人相关的世界，

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人化世界。而价值世界之“价

值”，体现为在价值世界中，但凡事物都对人类意味

着一定的正面价值或者负面价值， 而这种正面价值

与负面价值与人的内在属性存在着对应性联系。 因

此，一种事物只要其存在着，相对于一定的人类个体

而言，他们就对应着一定的价值。 当然，这种价值对

应是由价值对象之间的关系结构所决定的， 只要他

们之间的关系结构确定， 那么他们之间的价值对应

也就确定，要么有利，要么有害，当然也存在一种既

无利也无害的中间状态，但这里暂对此不做考虑。这

种价值后果与关系结构之间存在确定性， 这种确定

性如果被理解为一种理性， 那么我们认为这种理性

是关系理性， 而把这种理性的获得过程称之为关系

理性化过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系理性体现为积

极关系理性与消极关系理性两个侧面， 两者是关系

理性本身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两种特性，

正如硬币之两面，相辅而成。

3.新分析框架的尝试
关系理性作为一个哲学理念， 其本身是无法进

行再讨论的， 而由其所阐发出来的势理论则是可以

进行操作层面的探讨， 这就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风险

框架。

继而，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关系理性如何具体表

现的问题。确定性意味着有序，所以关系理性可以表

达为一种事物之间关系的有序结构，这种有序结构，

我们可以称之为势。 因为关系理性有积极与消极两

个侧面的特性，那么势也呈现出内部对称结构，即从

价值角度可以将其划分为正势和负势。 正势发挥作

用，事物就会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负势发挥作用

的结果是事物往不利于人的方向发展。 其中负势就

是我们平常说的风险， 即只要一定的事物与人发生

联系并构成一定的关系状态， 就会产生对人类而言

的消极有序结构———风险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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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sumers’ Preferences for Local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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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a country’s domestic market, doe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rand and its
origin of manufacture play a role in consumer brand preference?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a convenient sample
data of 175 valid responses. It analyzes consumers’ consciousness of local brands, br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act of the two on local brand preference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Our study shows that local brand
consciousness always positively impacts local brand preferences whether brand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are
factored in or not.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the higher the local brand awareness, the better the relative quality
of the local brands, and the better relative performance to price ratio, more heightened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local brands will b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exists among local goods awareness, local brand preference and
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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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测量模型构建

□ 吴福平 刘 莉

内容提要 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测量，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认为，文化软实力具

有抽象性和隐蔽性，是不可测量的; 另一种认为，软实力虽“软”，不能直接测量，但可以通过其

外化、物化的表现并通过构建一些硬指标来进行测量，且做了一些尝试。然而，已有的研究由

于未能对文化的形成机理、流变规律等作更深入的揭示，因而，难以给出科学的计量模型。本

研究试图在深入探究文化软实力科学内涵、细化分类及其衍生、流变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势科

学和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致力于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测量模型的构建。
关键词 文化软实力 势科学 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 文化软实力系数

作者吴福平，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公共文化研究所所长; ( 杭州 310013) 刘莉，浙江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杭州 310013)

区域文化软实力，一般是指建立在对文化软

实力概念分析基础上并结合区域的发展而提出

的。①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到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向更多不同的

层次延展。如果说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多

少还带有美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印迹的话，那么，区

域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则完全是在中国语境中产生

的。区域文化软实力既是在我国地方政府纷纷实

施文化强省战略过程中提出的，也是在我国学术

界基于对软实力问题的深入研究而界定的相对本

土化了的一个概念。②关于文化软实力的测量，目

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文化软实力具

有抽象性和隐蔽性，是不可测量的; 另一种认为，

软实力虽“软”，不能直接测量，但可以通过其外

化、物化的表现并通过构建一些硬指标来进行测

量，也做了一些尝试。③然而，已有的研究由于未

能对文化的形成机理、流变规律等作更深入的揭

示，因而，难以给出科学的测量方法、测量模型。
本研究试图在深入探究文化软实力科学内涵、细
化分类及其衍生、流变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势科学

和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致力于区域社会文化

软实力测量模型的构建。

一、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内涵及其新型分类

“软实力”一词是来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西

方词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

·奈在《注定领导: 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
(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一书中首先提出，并对其基础地位和作用

做了详尽阐述。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

的诞生。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了《美国的信

息优势》、《信息时代的力量与相互依存》、《信息

时代的国家利益》等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软实力

理论。国内很早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软实力

问题。1993 年，王沪宁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

《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 软权力》一文，这是国内

学者第一次就软实力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把

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是当今国际中的崭新概

念”。④贾春峰被誉为国内“‘文化力’研究之父”、
“‘文化力’第一人”。他在 1993 年 10 月发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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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市场经济中“文化力”的研究》一文中，提出“21
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

力’的较量”。这标志着国内文化力研究的开始。
此后，软实力的研究得到不断深化。北京大学中

国软 实 力 课 题 组 在《软 实 力 在 中 国 的 实 践 之

四———文化软实力》一文中指出，“简要地讲，文

化软实力即是文化创生力的完整表述，文化软实

力即是文化的凝摄自固力、竞争力、传创力和感召

力的整合表达，它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者，都产

生实实在在的改变性影响”。贾磊磊认为，文化

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是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力、
社会凝聚力、市场吸引力、思想影响力与心理驱动

力的文化资源、产品和权益等。⑤

学界在对软实力的科学内涵进行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也有学者试图从更宽广的视域对“力”以

及文化软实力的具体表现形态展开研究和探索，

并试图作出科学分类。魏明认为，约瑟夫·奈的

“软实力”学说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大众化色彩，

只能称为“软实力说”而非软实力理论。他认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力理论，需要对文化

软实力进行多维审视: 第一个维度为核心层面，就

是在生产环节生产价值观念内容文化的能力，可

称之为文化创造力或文化创新力。文化创造与狭

义的文化生产( 知识和技术的生产) 不同，狭义的

文化生产是量的规模扩张( 复制等) ，而文化创造

( 创新) 是新质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个维度可视

为建构层面，即在流通和消费环节将这些价值理

念作用于人的能力，或者说就是在现实社会建构

这些价值观念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能力。它体现为

建构这些价值观念所展现的理论和实际的具体模

式与客观程度。建构包括两个方面: 流通环节的

文化传播和消费环节的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是文

化在空间( 本土和外埠) 的扩张和时间( 古与今)

上的承续，是运用“硬实力”以达至价值理念的方

式、方法、途径和限度等。文化消费往往是群体性

的认同过程，在本土( 国内) 体现为凝聚力，在外

埠( 国外) 体现为感召力。因而，他最后从内生、
构建、传 播 三 个 方 面 将 文 化 软 实 力 概 括 为“三

力”: 创新力、凝聚力和传播力。⑥张玥认为，文化

软实力由物质层面文化软实力、制度层面文化软

实力、精神层面文化软实力三个层面构成且保持

着内外层级的隶属关系。⑦此外，李昌德基于“势

科学”而提出的软实力研究思路及其分类问题，

也是富有创建的; 且可以认为是最能揭示软实力

的本质或本体特征的关于软实力问题的研究。李

昌德认为，要逻辑地阐述“软实力”的内涵，必须

更广义地探索“力”的内涵。所谓“力”是主体能

够使客体对象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一种作用。所

谓“实力”则是一种实实在在能够使受作用的对

象行动的力。软实力一般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

的，就实力的软硬而言，应该分为三个层次: 最硬

的称为刚性力，这是一种不依受作用的客体对象

的意志而转移的强制力; 刚柔兼济的力，一般是指

以经济为基础的实力，也就是常常说的“经济实

力”; 最具柔性而又能产生推动作用的则是文化

或信息产生的“力”，即文化软实力。⑧等等。
总体来说，从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全

新的研究领域至今，就其本质和特性来看，软实

力、软权力、文化软实力等基本上均可以指一个国

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竞争力

等一些关涉文化的无形作用; 文化软实力则可以

专指文化的流动的、活态的、外溢的意识形态方面

的功能和效用。根据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其具体

的表现形式、表现方式是难以尽数列述的，因为文

化的功能和效用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⑨也正因

为此，国内外学界对于文化软实力大都是宏观和

“系统”地描述的多，而对其具体的深化、细化研

究基本尚未展开。即使做了一些细分研究，说服

力也不强。李昌德从“力”的内涵及其软硬关系

来界定文化软实力，虽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

而，总的看来仍然停滞于约瑟夫·奈关于硬实力

和软实力的原初解说; 魏明从核心层面和建构层

面两个维度将文化软实力界分为创新力、凝聚力

和传播力，理论上具有一定的自足性，然而，其在

逻辑上尚缺乏周延性; 张玥从通常的文化“同心

圆”结构来论述文化软实力的构成，所揭示的更

多地可以指文化软实力的来源而非其自体结构。
鉴于前述，我们认为，文化软实力应当从价值

“认同———认异”、“内敛———外张”两个对立维度建

立坐标轴，进而析分出凝聚力、传播力、学习力、革新

力等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软实力。图示如下: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价值认异与价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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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基于两个对立维度的文化软实力四分法

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刘菊指出，“价值认同是

指价值观认同，即不同主体( 包括个人、民族、国

家等) 在相互交往中认可和接受了某种共同的价

值标准，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为追求目标，

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在某一相对稳定的群体

( 如民族、国家) 范围内，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

形成，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⑩崔岩

岩认为，价值认同是针对一个观念或观点的认同，

是对一种价值观的接受。虽然它的前提是多种价

值观存在的差异性，但它不推崇多种价值观并存，

而主张一种———往往是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存

在。即价值认同追求一种“化异求同”。而价值

认异是针对多种价值观而言的。与价值认同最大

的区别在于，它追求“和而不同”。即承认和允许

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互不干涉、和谐共处。瑏瑡因而，

价值认同与认异可以看成是一个互相对立的维

度。文化价值观的内敛与外张，主要地可以指文

化在空间( 主要可指本土或外埠) 上的流布、传

播、扩张，或者是在时间上承续中的交融、冲突中

的张扬。
总体 来 看，“认 同———认 异”、“内 敛———外

张”这两个对立的价值维度，前者主要地侧重于

文化核心价值、文化品格或品质上的一种处理价

值冲突的态度、一种价值判断，后者则主要地是就

“文化时间”当然主要地可以指“文化空间”而言，

因而，可以成为两个成对且相互独立的价值维度。

在此基础上，不妨将“认同 － 内敛”的文化力，命

名为“凝聚力”，而将“认同 － 外张”的力看成是

“传播力”，且将这两股力合称为“感召力”。这是

因为，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内敛性的认同，是指

本土( 可以指国内) 或外埠( 可以指国外) 的价值

观，在本土或者也可以是指本族、本团体、本组织

等的内化过程，即是本土或外埠的价值观在本土、
本地、本族、本团体、本组织等的一种内向性的感

召、群化、共享、共通的认同过程，因而可以称之为

凝聚力; 相反，本土文化在外埠或者也可以是外族

以及本团体、本组织等以外被外向性地认同，即

“化异求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感召力，则可以

称之为文化的传播力。由此可见，凝聚力与传播

力在价值认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并可以将这两

股力合称之为感召力; 显然，前者是指文化价值观

( 无论是本土的或者是外埠来的) 对内的一种感

召能力，而后者则主要是指本土文化、本土价值对

外或者是在外的一种感召能力。再从认异的角度

看，内敛性的认异，是指外埠或者外地、外族、组织

或团体外等外来、外在价值观的不断内敛性、内向

性的、“和而不同”的认异，因而，可以看成是一种

内敛性的文化的内容创新过程，即是一种文化学

习力; 相反，那种外向型、外张性的认异过程，可以

认为是一种文化革新力。因为，这可以看成是一

种建立在吸取外埠( 国外) 或者是外地、外族、组

织团体外等外来价值观念等基础上的文化内容创

新、革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学习力与革新力在价

值认异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只是前者是一种内敛

性的文化内容创新，后者则是一种外向型、扩张性

的文化革新，因而可以合称之为创新力; 而且，把

学习力看成是一种创新力，或者是在通常所说的

“创新力”中界分出学习力与革新力，在现实中可

能可以得到更多的启迪，可能也可用以丰富组织

学习理论。
在我们看来，组织学习理论中的“组织”既可

以指闭合式的各类社群组织，也可用以指开放式

的组织，如区域社会。已有的关于组织学习的理

论研究成果中，一般将组织学习的方式划分为三

类: 第一类学习是最基本的学习，发生在组织既定

的假设领域，即组织的规范和要求既定，学者们称

这种学习为单环学习、维持学习、低阶学习、适应

性学习、线性学习和前期学习等。通过这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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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可以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使组织运作的效

果能够符合组织的各项要求。因此，这类学习往

往是致力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检查组织的

规范和要求是否恰当，其目标是使组织适应环境，

在变动的环境下维持稳定。第二类学习是指组织

对既有的假设产生质疑，即对既有的组织规范和

要求产生质疑，学者们将这类学习定义为双环学

习、创新学习、高阶学习、非线性学习、后期学习和

危机学习等。通过这类学习，组织不仅可以检测

和纠正错误，还进一步对现存的组织规范和要求

方面进行质疑与调整，通过转换组织运作模式来

提高组织学习的绩效。与第一类学习相比较，第

二类学习涉及的范围更广，操作难度更大。第三

类学习是指组织成员对过去组织学习的模式和过

程进行研究，找出对组织学习有利或有碍的因素，

进而提出新的策略，用以提高组织学习的绩效，学

者们将这类学习定义为再学习、三回路学习和期

望学习等。这类学习相较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学习

来说，是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来影响组织学习

的绩效，而不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在原有的基础上

进行修正。瑏瑣如果说“双环学习”因为是对“现存的

组织规范和要求方面进行质疑与调整”，因为涉

及“组织运作模式”的局部性甚至是整体性的调

整，因为直接冲击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事规则

的学习，要求学习者必须敢于和勇于向既有的陈

规、习惯等挑战，特别是需要勇于超越自我，改善

组织成员自己( 个体) 乃至于整个组织( 整体) 所

固有的“心智模式”，显然难度极大，甚至困难重

重; 那么，“再学习”或者是“三环学习”之类的学

习，因为是对整个“双环学习”的反思和再反思，

质疑和再质疑，要求对组织学习模式进行调整和

再调整，这是一种在“双环学习”基础上，再一次

“推倒重来”式的学习，显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关于学习的困难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学习障

碍。显然，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破解或破除这

种困难和障碍显得意义深远; 而且，从中还可以发

现，本质上文化软实力中的学习力就是一种创新

力。没有创新能力而一厢情愿地要求破解或破除

学习的困难和障碍，是难以想象也是不可能实现

的; 从中还不难发现，革新力作为一种创新能力，

是一种比三环学习更高级、更高阶的学习能力，是

在“推倒重来”式学习的基础上的践行能力，可能

可以看成是一种“四环学习”。在此基础上，还可

以看出，从学习理论来深入剖析，所谓的传播力，

实质上是一种被学习的力和能力，这在具体的学

习或者是文化软实力建设实践中，必然对学习和

被学习的双方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而凝聚力则可

以看成是一种内敛性的价值认同、学习过程，就组

织学习的角度看，这就对组织被引领、被领导者而

且显见特别是领导、引领者的施教、施政能力、学

习能力，也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这就可以理解，为

什么凝聚力的塑造，很多时候都是一件极其艰难

的事。如此看来，如果从学习理论深入阐释，所谓

的文化软实力本质上就是一种学习和被学习的能

力。文化软实力中界分出来的创新力、感召力以

及进一步细分而来的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

播力，因为都与学习相关联，因而没有学习或被学

习能力的支持，是无法在各类社群组织或者是区

域社会的实践中得以塑造、培植和实现的。
综上所述，从“认同———认异”、“内敛———外

张”这两个对立的价值维度对于文化软实力作出

上述区分，应当可以更准确地看出文化软实力的

本质特征，在逻辑上也更富有周延性和自足性。
从中可以发现，在我们所构建的严密、自足的逻辑

框架内，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就是指创新力与

感召力，也就是说，拥有了创新力与感召力的文

化，就可以认为富有软实力。这应当可以为文化

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新的、更明确

图二 文化软实力新型分类

的思路和进路;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出的学习

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则既可以进一步阐释

这两种力的特性，也可以为文化软实力在现实中

的塑造、培育、提升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和测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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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为可靠的依据、途径和方法。( 详见图二)

二、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与

文化软实力的流变形态

根据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实时地流动、迁
变的组织文化机体内，所谓的“文化”，可以由三

部分内容构成:

一是“外在制度”，包括组织及其全体成员当

下、实时地拥有的知识、语言、法律、礼仪、符号等

大体上处于物化或者是外化状态的外在制度所构

成的规则系统;

二是“内在制度”，包括组织及其全体成员当

下拥有的价值、信仰、习俗、习惯等相当于内在或

者说是潜在的规则系统;

三是前二者“互动的和”。瑏瑢

进而，可以将文化界定为外在制度( 显规则)

与内在制度( 潜规则) 互动的和。基于一个或者

一个以上初因的文化实体中，所创设或滋长的内

在制度( 潜规则) 与外在制度( 显规则) ，在互动中

将产生“四种文化形态”。简要地说，在不同文化

时间和文化空间中流变的文化实体，文化的内在

制度( 潜规则) 与外在制度( 显规则) 在互动中可

以表现为: 不相容( 或完全不相容) ; 基本相容; 相

容; 完全相容，也因此表现出“超”文化态( Super
cultual state，简称为“S”态文化) ;“合”文化态( In-
tegrated cultural state，简称“I”态文化) ;“和”文化

态( Harmonious cultural state，简称“H”态文化) ;

“纯”文化态( Pure cultural state，简称“P”态文化)

等四种文化形态。瑏瑤

同时，文化的力量与质量是有区别的，借用物

理学关于能源、动力( 或力) 和能量概念对此二概

念作出明确区分。首先可以将区域社会文化力量

定义为区域社会及其全体成员所拥有的外在制度

与内在制度等文化“能源”，在互动与激荡、冲突

与交融中消耗、转换并散布在区域社会中的文化

能量; 文化质量则是文化力量所散布的文化能量

进一步的消耗与转换、聚结与凝聚。因此，区域社

会的文化力量既有可能来自于区域社会及其全体

成员的外在制度，也有可能来自于区域社会及其

全体成员的内在制度; 而文化质量则来自于区域

社会及其全体成员的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互动

的和”，也就是社会区域当下的内在制度的力量

或者是能量。一切的外在制度，当且仅当得到了

其内在制度的认同，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力量的作

用，因此，文化质量( 区域社会内在制度的能量)

便可以看成是对文化力量所发挥的功能、效用、效
值等的一种度量。据前所述，文化软实力主要可

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凝聚力、传播力、
创新力和学习力等一些关于文化的无形作用，是

指文化产品的流动的、活态的、外溢的意识形态功

能和效用。于是，便可以进一步认为，区域社会文

化软实力便正是一个区域社会的文化质量; 进而，

区域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所导出的相关结论，

便可以运用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笔者在《文化质量预警系数及测量模型构

建》中指出，无论是大型的开放式组织，抑或是小

型的闭合式的各类社群组织，本质上均可视为一

种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任何一个区域社会的文

化机体，在流动、迁变过程中，其文化断裂系数

( CV) 等于 0. 28 和 0. 414，是两个临界值。当少于

等于前一临界值时，就开始进入“纯”( P) 文化态，

并极有可能出现“成功的陷阱”或“反学习”; 当大

于后一个临界值时，则开始进入“超”( S) 文化态，

必将陷入“文化断裂”，进而极有可能导致文化危

机的出现。从“超”( S) 文化态、而至“合”( I) 文

化态、而至“和”( H) 文化态、而至“纯”( P) 文化

态，这就是一个连续的、周而复始的“文化质量周

期”。任何一个文化机体在其内在制度与外在制

度的互动过程中，几乎必然地会发生这种周期性

流变现象，且极有可能正是导致管理学意义上的

“组织生命周期”的最深层原因。瑏瑣也正因为此，如

果可以将任一个国家或地区均看成是一个开放性

的组织，那么，准确地测量其文化软实力的流变性

状，并针对其实时的流变状况采取相应的对策和

措施，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势科学视阈: 区域社会文化

软实力测量模型构建

势科学理论认为，宇宙及社会的演化和发展

以及人和组织的成长都是由不同层次上的“势”
推动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问题，都可以

归结为导数或偏导数构成的势函数问题，所有的

社会学问题及管理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事与事、人
与人以及人与事之间“差别”与“联系”的关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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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根据势科学理论，文化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

量，文化的本质是信息，信息即负熵即有序即梯度

即势，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势是信息的物理

直观和几何直观，所以文化或信息功能的本质是

势: 势 = 差别 ÷ 距离 = 差别 × 联系。势即斜率即

导数即比例。因而，势是力的必要条件，有力产生

的地方必须有势。在此基础上，借用实证科学牛

顿定律中的力的定义，即力 F = ma = m·dv /ds，其

中，m 是物体的质量即阻尼，dv /ds 是加速度即速

度对时间的导数，而导数 = 斜率 = 梯度 = 势 = 信

息，由此，李昌德进而导出了信息力的定义: 信息

力 F 是信息阻尼( 情感粘性) M 和信息势 A 的函

数，即 F = F( M，A) ，用显式表达即:

F = f·M·A = f·M·dv /ds = f·M·dv·dl ( 1)

其中: M 表示信息阻尼，即人们在一定信息环

境中对该类信息的情感粘性即情感依赖; A 表示

“信息”或“信息势”，一般是有效信息量: A = dv /
ds; dv 表示信息差别; ds 表示信息距离; dl 表示信

息联系: dl = 1 /ds。
f 表示环境作用系数。一般与环境风险有关，

当环境完全确定时，f = 1，信息力退化到物质力，

信息阻尼 M 退化到物质阻尼 m，信息势 A 退化到

物质势 a( 物质加速度) 。由于人类社会的所有信

息环境总是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因而，一般

情况下，f ＞ 1。也正因为此，处在普遍的信息世界

的人类社会要比物质世界更加复杂。就文化作为

一种信息而言，文化要素之间的差别越大，联系越

紧密，文化的有效信息量就越多，文化的信息势就

越大，在同样的文化阻尼条件下，文化产生的力就

越强。所以，打造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就是营

造文化信息势。瑏瑥

基于势科学的文化和文化软实力研究，是富

有启迪和开创意义的。问题在于，对于如何计量

一个区域社会的这种文化信息力或文化软实力，

没有给出一个更具体的方法。区域社会文化软实

力作为文化的效用和功能，其测量显见是一件极

其困难的事; 因为文化功能和效用既是无形的，又

是系统性、全方位的。文化的功能和效用可以称

之谓文化的质量。笔者在拙著《文化全面质量管

理———从机械人到生态和谐人》中在讨论文化质

量时，曾指出，高质量的文化总是显得开放、进取、
流动、透明、兼容、科学、民主、善治、俭朴、务实、厚

德……; 相反，劣质文化总是显得封闭、保守、僵

化、神秘、排异、迷信、独裁、恶治、奢糜、形式、浮夸

……。瑏瑦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的文化精神、文

化品质，就可以看成是区域社会的文化软实力。
再根据“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瑏瑧导出的“一致

性指数”( consistency index，简称“CSI”) ，亦称为

“文 化 质 量 指 数”( culture quality index，简 称

“CQI”) 以及“文化质量( 即文化效用值) ”( cul-
ture quality，简称“CQ”) 的计算公式: 瑏瑨

CQI = CSI = X
－
－ OS

X
－
+ OS

( 2)

CQ = X
－
× CQI ( 3)

其中，X
－

是指在文化测量时，各类社群组织

( 作为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 全体成员或是经科

学抽样的具有代表性成员( 共计 n 个) ，对组织文

化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在互动中被共通、共有、共
享了的价值观( 如民主、务实、厚德等) ，即通常意

义上的组织文化力量( culture power ，简称“CP”)

进行评估赋值后所得到的算术平均值; OS 为复杂

系统内部的“差异性”( otherness，简称 OS) ，在实

际测量中，OS 值可以近似地用统计学中的平均差

MD 或标准差 S 替代。因而，可得二者的计算公

式分别为:

X
－
= CP =

∑
n

i = 1
Xifi

∑
n

i = 1
fi

OS = MD =
∑

n

i = 1
xi － x

－ fi

∑
n

i = 1
fi

式( 2) 中的文化质量指数 CQI，是指各类社群

组织在其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互动中所呈现的内

在制度相对于总能量的指数值，本质上正是人们

在一定的文化信息环境中对某种价值观的情感粘

性即情感依赖。因而，便相当于上式( 1 ) 中的 M，

即信息阻尼的指数值; 相应地，CQ 即文化效用值，

便等于式( 1 ) 中的 M，即信息阻尼的测量值。同

时，显见还可以将文化测量中的差异性 OS 代替

式( 1) 中的 dv，即信息差别; 将文化力量测量值与

设定的理值想的差，替代信息距离 ds。一般可设

301



吴福平 刘 莉: 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测量模型构建

文化力量理想值为 100，那么，ds = 100 － X
－

; dl =

1 / ( 100 － X
－
) 。人类社会的所有信息环境，总是具

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然而，由于在相同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中，区域社会或各类社群

组织文化软实力测量中的环境作用系数 f，在同一

时期内，对于同一国家或地区内的区域社会环境

作用系数可以认为是等值的( 本质上，在具体测

量中，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已经通过受测对象而

反在文化质量和力量等的测量值中，因而，也可以

不考虑环境作用系数 f。) 。再根据文化质量预警

系数理论，结合势科学，便可以给出区域社会文化

软实力( Culture Soft Power，CSP) 计算公式如下:

CSP = f × OS

100 － X
－ × CQ = f × OS × X

－

100 － X
－ × CQI ( 4)

式( 4) 表明，如果设定环境作用系数 f 为常数

且在同一时期内对同一国家或地区内的区域社会

测量值相等，进而可以认为是一个常数( 或者由

于已经反应在其余测量值中，而不予考虑) ; 那

么，便可以运用该式对区域社会的文化软实力进

行测量，并对具有类似信息环境的区域社会或大

小型各类社群组织之间的文化软实力进行比较。
在具体测量中，则可以根据前述文化软实力的新

型分类法，对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围绕其学习力、
创新力、凝聚力、传播力四个维度，获取相应的指

标和数据，分别展开测量和计量，进而近似地得到

某区域的总体文化软实力及其在“超”( S) 文化

态、“合”( I) 文化态、“和”( H) 文化态、“纯”( P)

文化态这样一个连续的、周而复始的“文化质量

周期”中的流变性状。由式( 2 ) ( 3 ) 与( 4 ) 还可以

看出，如若设定环境作用系数 f 为常数，那么，CQI
( 或 CQ) 在文软实力测量中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且根据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CQI 值的变动有

其固定的规律，瑏瑩因而，这里可以将 CQI 称为文化

软实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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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福平 李德昌

对称性与审美视角下的“势科学
———吴福平系数”研究

物理学家把对称性的概念发展成了一个判断

自然设计的客观判据。给出两个理论，物理学家一

般会觉得对称性更高的那一个更美。 当观察者是

物理学家时，美意味着对称。 他们同时也喜欢世界

偏离绝对对称的冷酷的对称的完美， 以便使差别

巨大的相互作用能够互相对立， 产生一个具有趣

味横生的多样性的世界，一个具有有机美的世界。①

对称性和多样性之间的这种差别深深地击中物理

学家的美学感知，从相对论、量子理论、超弦理论

到大统一理论， 物理学家们对于终极设计遵循对

称与美，基本达成了共识。 势科学据此认为，宇宙

的演化和发展是由不同层次的“势”推动的。 几乎

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问题， 都可以归结为导数或

偏导数构成的势函数问题。 科学中重要的基本理

论都表达为某种势函数： 从牛顿定律到麦克斯韦

方程，从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到相对论的场方程，均

以某种导数的形式构建成不同的偏微分方程；而

导数的本质就是差别与联系之积， 即差别÷距离=
差别×联系，即势，所以各种偏微分方程就是不同的

势函数。 势是力的必要条件，有力产生的地方必有

势。势的运行规则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
所以“势趋”不变，宇宙加速彭胀。 势的稳定增长达

到某种临界值，系统就会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

分岔；势的增长极限产生对称，对称形成群，无干扰

的物质势作用形成物质群，所以宇宙和谐。 ②

“吴福平系数理论”也称为“吴福平预警系数

理论”，是在闭区间［0，1］之间，考察动态复杂有机

系统运行机理和数理的理论。 通过对动态复杂有

机系统内部“一致性”与“差异性”力量及其相互关

系的考察，推导出了 0.382、0.414、0.56、0.618 等几

个重要系数； 并且， 将 0.414、0.56 确定为系统的

“预警系数”，将黄金分割点 0.382、0.618 确定为系

* 本 文 是 2015 年 度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15BGL001） 和 2013 年 度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一 般 项 目

（13YJAZH039）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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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崩溃系数”；在此基础上，根据古老的“兔子

问题”，运用黄金分割点 0.382、0.618，还导出了一

个与裴波那契数列相对应的 “吴福平黄金数列”
（见下文）。 鉴于 0.382、0.414、0.56、0.618 等系数及

吴福平黄金数列与斐波纳契数列那样， 显见有着

可以预期的广泛用途， 被统一称之为 “吴福平系

数”。 ③如果从一阶张量来考察任何一个动态复杂

有机系统，无论其内部构成是如何的错综复杂，都

可以析分出两大部分向量：“一致性”向量与“差异

性”向量，进而也可以归结为“差别”与“联系”的关

系问题， 据此便可导出吴福平系数理论中所得到

的“预警系数”和“崩溃系数”以及黄金分割数列。
这意味着， 一直困绕着人们的黄金分割律和斐波

纳契数列， 不仅得到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解释；而

且， 黄金分割律显见不仅仅只可用以解决一些静

态和美学设计等方面的比例性、艺术性、和谐性问

题， 且亦可望用以洞开一切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

分裂、流变、进化的谜团。④如果终极设计者充分考

虑到了一致性与差异性、对称性与多样性、差别与

联系的有机美，那么，势科学与吴福平系数理论的

结合，或许可以使我们从全新视角，更深入地洞察

终极设计以及一切动态复杂有机自反馈系统的运

行机理。

一、 当代物理科学发展历程述评

一部物理科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寻找大统一

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ies，GUTs)的历史。 爱因斯

坦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就致力于寻找一种统一

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相互作用， 也就是解释一切物

理现象。 大统一理论并非完全荒唐可笑的梦想，在

统一物理学对物质世界的描述方面已经取得了相

当成就。 就在 19 世纪中叶，电和磁还被看成是两

种独立的事物， 但麦克斯韦研究证明它们实际上

是现在叫做电磁现象的同一种基本相互作用的两

个方面，可以用同一组方程式加以描述。 到 20 世

纪中叶，这一描述又改进到包括了量子力学效应，
并以量子电动力学(QED)形式成为物理学家提出

过的最成功的理论之一，而且，以极高精度正确预

言了诸如电子等带电粒子相互作用的性质。 由于

量子理论无法涵盖引力， 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理论

不能统一。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物理科学家们

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一种新的理论浮出水面，那就

是超弦理论。 超弦理论是抛弃了基本粒子是点粒

子的假设代之以基本粒子是一维弦的假设而建立

起来的自洽的理论。 与以往量子场论和规范理论

不同的是，超弦理论要求引力存在，也要求规范原

理和超对称。毫无疑问，将引力和其他由规范场引

起的相互作用力自然地统一起来正是超弦理论最

吸引人的特点之一。 因此，从 1984 年底开始，当人

们认识到超弦理论可以给出一个包容标准模型的

统一理论之后， 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便投身

到超弦理论的研究中去了。 2014 年 3 月 17 日哈

佛科学家发现的宇宙大爆炸引力波涟漪不仅是可

指向宇宙“暴涨”的直接证据，也将对物理学产生

深远的影响。 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体物理

学家 Uros Seljak 认为，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个巧

合， 或者它将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宇宙大爆炸的信

息， 而这一发现最终或导致包括引力在内的大统

一理论的形成。 ⑤

然而， 物理学家们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也遭到

了诸多质疑。 怀疑者认为，迄今为止，实际上当今

世界 上的人们向 这方面的 任 何 发 展 都 遇 到 了 阻

力，谁也尚未能取得统一场论(大统一理论)的真正

成功。 有的甚至说，即便是归并成功了，达到了人

们所期待的单一化了，也无人能断言，它将成为包

罗万象和综合性的科学思想兴趣的第一个现象。
所谓的大统一理论， 首先反映的只是人们有关物

理学方面的一个思想意向和主观愿望； 至于真正

的大统一理论内容究竟是什么或怎么样， 到目前

为止可能谁也不知道。 因此，如统一场论的探索，
可能只是人们在跟着感觉走， 而事情的一个本来

面目，则还远未被人们所了解。 比如，一个极其严

重的问题可能是，统一场理论或大统一理论，不一

定就是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和

万有引力这四种自然力在现行物理学基础上的机

械统一； 一个把全部物理学都汇合在一个大综合

体里的大统一理论，也不一定是应用数学方法（包

括重整化方法） 把现成物理学知识做统一性的机

械组合。此外，物质与意识是现今社会对世界的基

本二维表征，在统一论中，也应当有所涉及。 人们

曾经的统一场理论研究， 完全有可能在问题研究

的对象、方法、立场和角度的出发点上，一开始就

弄错了。再从哲学层面看，在高能碰撞或低温实验

中得到的粒子，是不是都是“自然”状态的粒子，是

79



不是都具有意义？ 再者，以“存在”的眼睛观察“存

在”是否会有一个“对象性”（1+1=1）障碍问题？ ⑥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指出，视为现象之对

象，与“所视为对象自身”之自身有区别。我们所观

察到的都只是现象，而非对象或物自身。 特别是，
如果将客观实在性归之于时间和空间这两种直观

方式，那么，我们自身的存在，也会随之化为纯然

幻相。 ⑦正如美国杰出的科学家和出色的评论家

阿·热在《可怕的对称》一书中所指出的：“真正的

物理学在 1015 乘以核子质量的能量级上； 我们观

察到的物理学仅仅代表着这种真正的物理学的只

鳞片甲。 想到光子仅仅是真正的物理学的许多规

范玻色子中的一种， 而它的行为则形成了大部分

宏观现象的基础，我感到非常茫然。 ”⑧因此，如果

我们要达到大统一理论的研究成功， 可能仍然需

要做更全面深入的哲学思考， 仍需要探索一条与

客观事实相适应的物理学发展新道路。

二、 “势科学—吴福平系数”的哲学基础：
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

400 多年前，杰出的意大利哲学家乔尔丹诺·
布鲁诺曾深刻地洞察到：“———谁要认识自然的最

大秘密， 那就请他去研究和观察矛盾和对立面的

最大和最小吧。深奥的魔法就在于：能够先找出结

合点，再引出对立面。”⑨势科学中论及的“联系”和

“差别”问题，是哲学史上的古老话题，也可以说是

哲学的根本问题， 有一种可能是源起于哲学中对

“一”的探究。 纵观中西哲学史 （包括宗教史），关

于“终极实在”的探讨几乎走了几条完全平行而不

可相通的路线，“它们从多少相似甚而完全重复的

论据引出了相同的或根本相异的结论，不过，最终

的一致结论尚未达到”。但是“一”都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 ⑩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历史学者马尔库

斯·瓦洛在他所 著的《古代 史》中曾提及“西渗尼

人”把“一”尊为极大。老子（前 571-480)、毕达哥拉

斯（前 580-500）这两位东西方的哲学巨人，尽管

生活在不同地域却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提出了“一”
是世界的本源、本体这个思想。周易哲学中的虚无

本体“太极”，也是“一”。太极一词出自《庄子》：“大

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
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庄子论述

的也是这个“一”。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华严宗

的“一多相容”，对“一与多”的关系以及“一”（或与

一相当的本体对象）的重要性、根本性和唯一性，
也都作过系统的阐述。 在伊斯兰哲学家那里 “安

拉”即是“一”；在基督教否定神学那里，“一”就是

单纯性超越于一切可称道的和不可称道的事物之

先的“上帝”；輥輯訛在六祖慧能那里，“一切即一，一即

一切”（《六祖坛经·般若·第一节》）。 归结起来，中

西哲学史上对于“一”的探索，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

首先，多等于多。公元前五世纪哲学家阿拉克

萨哥拉（前 500-428）指出，“每一事物就是每一事

物”。 輥輰訛被人誉为“近代哲学真正创始人”的库萨的

尼古拉，在《论有学识的无知》中指出：“事实上，在

每一被造之物中，宇宙就是被造之物；因此，每一

被造之物都受取一切被造之物，所以，在任何被造

之物中都可以相对找到一切被造之物”。輥輱訛譬如，“绝

对的人性首先是在人中找到，然后也在每一肢体和

部分中找到；人类的缩影在眼睛中就是眼睛，在心

中就是心，其他类推，这样，通过缩影，每一事物就

都在每一事物中”，一切都在一切之中，輥輲訛一切“一”
也都在一切“一”之中。 因而，便可以导出：多等于

多。 多等于多，本质上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局部反

映整体，每一部分中都包含着其它部分，同时每一

部分又被包含在其它部分中的全息律的哲学基础。
其次，多即是一。因为每一事物都在每一事物

之中，一切都在一切之中，所以才有一切即一，一

即一切，多即是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毕达哥拉斯

的“一”是“三位一体”的论断。 这一思想的基本逻

辑是， 正如库萨的尼古拉所指出的，“那先于一切

差异的，无疑是永恒的，因为差异与可变性是一回

事；一切按本性先于可变性的，都是不可变的，因

而是永恒的。 ” 輥輳訛由于联系按本性先于差异，它也

就必定与“一”同样是永恒的。 相等就本性来说先

于不相等，也就证明了相等按本性先于差异。这就

必然得出结论：相等是永恒的。因此，“一”、相等和

联系，三者同等地永恒，它们是同一，这就是那个

“一”，它同时又是一个三一体，即毕达哥拉斯所尊

崇的那个三一体。輥輴訛阿拉伯逍遥派哲学的集大成者

伊本·鲁世德也有类似的阐述： 宇宙是一个一，发

源于“一”，这个“一”，一方面是单一的原则，另一

方面是殊多的原因，每个殊多，其中必有单一，它

的单一性使殊多归于单一， 此单一性使殊多成为

吴福平 李德昌：对称性与审美视角下的“势科学———吴福平系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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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这就是单一发源于“一”这个简单的意义。 輥輵訛

因此，不仅多等于多，多也即是一（这一纯哲学思

辨的多与一的逻辑关系， 本质上也可以看成是数

学群论中的恒等元与多维可逆元的关系）。 显然，
多等于多与多即是一，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的。正是

因为多等于多，所以多即是一；也正是因为多即是

一，才有多等于多。
复次，一即是零。 这仍然需要从哲学上的“一”

说起。 因为“一”、相等和联系，三者同等地永恒，它

们是同一，正如毕达哥拉所说，是一个“三一体”，
亦即“一”就是“相等”，就是“联系”。由于联系按本

性先于差异，相等按本性先于不相等，如果我们以

世界的存在为逻辑起点，那么，那个最原初的“相

等”和“联系”，不但为一，而且必须为零，不然，何

以有相等？ 在中西哲学史（包括宗教史）上，这个

“零”有很多称谓，有学者概括为“空无”，“无”，“非

存在”，“绝对非存在”，“非实体”，等等。 印度数学

家称零为“s'unyam”，相当于佛家与一切与实存的

境界相关的痛苦全然消除的空或空无的境界。輥輶訛佛

家唯识论认为这个零是 “无二有无故， 非有亦非

无。非异亦非一，是说为空”（《辩中识论·空》）。“非

异亦非一”可以说是对零的最透彻的了悟；同时，
零既然是“异”与“一”的对立面，可见，零的出现，
一即是零，可以认为恰恰说明了“异”与“一”的存

在，说明了经验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非反之。 老

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
“一阴一阳之谓道”。 周敦颐《太极图说》所阐发的

“无极而生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复

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
这些阐述，显然都是以世界的存在为逻辑起点，为

前置条件的。老子的“道”、周敦颐的“无极”都可以

认为相当于零。 另一方面，零的出现，一即是零，
正说明了经验世界对称性的存在，不然何以有零？
因而， 对于我们的存在以及为了更深入地阐发我

们的何以存在而言，“零”的发现是革命性、突破性

的。 据说世界上最早发明“0”的民族是玛雅人，亚

非古文明中最早使用“0”的是佛国印度人，并创造

了数码 1、2、3、4、5、6、7、8、9、0， 这是对数学知识

的巨大贡献，并很快引起了计算技术的革命。
基于对中西哲学史上关于多等于多、 多即是

一、一即是零的讨论和梳理，我们便可以发现势科

学的突出贡献。中西哲学史上对“一”、单一、相等、

联系、殊多、差别等的探讨，至多是导出老子所说

的“无中生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命题（对此，当

代理论物理学也基本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如何

生？生的动力和动力机制是什么？这在中西哲学史

上都是难以找到的，即使说到也是含浑不清，或玄

奥莫测的。如《周易》这样一部讲变易生化的书，也

未能指出生和化的动力机制。 《周易·系辞》 中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 “生”是

《周易》的核心概念之一，天地以化生万物为最伟

大的德行。 朱谦之在《周易哲学》一书中赞颂“生”
之伟大，并指出：“生之真意义，就是变化。 ”但如何

“生”，如何及为何变？ 给出的结论是“变化莫测谓

之神”（《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 最后基本

上只能求助于“神”。 物理学史上至今对此也没有

达成共识，从相对论、量子理论、超弦理论，也难以

得到一个“大统一”的理论，且有日趋繁杂的态势。
根据势科学， 某些时候可以看出， 哲学上所说的

“相等”的时候，正是差别最 大、联系最 紧密的时

候，直至趋近甚至是等于零（在函数值相等的区域

中，二阶导数为零，即变换以后不变，即对称）。 因

为当“一”趋近于“零”时，差别最 大，联系最紧 密

（即对称），这可能正是在微观世界，基本粒子在越

来越高的能量中加以检验， 耦合强度总是向零移

动（这就是当代物理中被称之谓“渐进自由”理论）
的根本原因。因为两颗粒子越是接近，说明联系越

紧密，同时差别越大，“个性”越强，因而越 是“自

由”。因为当“一”趋近于“零”时，差别最大，联系也

最紧密，所以任何的粒子总是可以找到其反粒子，
接照新物理学家的说法， 大自然的结构是围绕着

非阿贝尔规范对称设计的。 因为当 “一” 趋近于

“零”时（即当“一”作为不变性时，其导数为零，此

点是一个对称点，从对称性与势的关系而言，此处

势可 能最大，也 可能最小），差 别最大，联 系 最 紧

密，所以那个“一”，那个“相等”，也就是那个“零”
的状态（即对称的状态），正是势最大的时候（暂不

考 虑 最 小 的 情 况）。 宇 宙 物 质 世 界 正 是 在 这 种

“零”的势态下（这时，宇宙可能正如阿·热所说的

在 1015 乘以核子质量的能量级上），“无” 中生有

的，这时，差别最大，联系最紧密，因而必然引 发

“爆炸”，也即是相当于理论物理学家们所说的“大

爆炸”而生成的。此后则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

大差别，所以“势趋”不变，宇宙加速膨胀，并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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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宇宙成为 了一个有机、有序、有层次 的“一”系

统，有机系统。
那么，当“一”即是零时，即势最大时（暂不考

虑最小的情况），那个最初的差别和联系应当或可

能是什么呢？这一步工作首先是康德做了，然后爱

因斯坦、 霍金等物理学家们也接着做了。 康德在

“先验感性论”中，将时间和空间看成是感性表象

的两种方式。 认为空间非由外来的经验引来之概

念， 乃存于一切外的直观根底中之必然的先天表

象，是一种纯粹直观；輥輷訛时间亦非自任何经验引来

之经验的概念。 “盖若非先假定时间表象先天的存

于知觉根底中， 则同时或继起之事即永不能进入

吾人之知觉中。唯在时间之前提下，吾人始能对于

自身表现有一群事物在同一时间中（同时的）或在

不同时间中（继起的）存在”。 輦輮訛时间和空间的区别

在于，种种时间非同时的乃继续的，因而乃是一维

向量；种种空间非继续的而为同时的。亦即空间与

时间的区别主要体现为“同时”与“继续”的不同。
由于种种时间是继续的， 因而唯有在时间中才能

表现差异；由于空间是同时的，因而唯有在空间中

才能体现联系。 由此看来，最原初的那个“差别”，
正是一种纯粹直观的时间；而最原初的“联系”正

是一种纯粹直观的“空间”。 “时间与空间，合而言

之，为一切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而使先天的综合

命题所以可能者。……即此二者之应用于对象，仅

限于对象被视为现象而非表现事物自身。 此一点

乃时空二者适用效力之唯一领域； 吾人如超越此

点，则时空二者即不能有客观的效用。 ” 輦輯訛也就是

说， 作为纯粹直观的时间和空间， 只有先验实在

性，而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先验的时间和空间各等

于“一”，合起来也是一个“一”；而且，这些“一”在

不同层次之间通过关系的缩并，合起来也即是零。
所以，康德否定作为纯粹直观、作为“一切外的内

的经验之必然条件”的时间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如

若将客观实在性归之于非经验的作为表象方式的

时间和空间，则将“无术制止一切事物因而转为幻

相”。輦輰訛相反，经验的时间空间，具有客观实在性。但

由于作为纯粹直观的时间是一种纯粹的继续，一

种纯粹的差别，因而，对于作为直观方式的时间，
不能说一切时间在一切时间中， 不能说一切差别

在一切差别之中（对于后续差别和时间则可以，因

为后续一切差别相对于高一级层面的差别， 就是

联系，或者具有联系性，按照理论物理学的说法，
后续的联系与差别之间，具有变换以后的不变性，
即对称性），因而时间便是一维向量。 这正是时间

的原初本质和特性；空间则不同，因为空间体现了

“同时”和“联系”，只有具有“联系”，即具有共同或

相似、相应性质 的物质，才能“同时”充满一 个空

间；而且，可以进一步推论，只要是同处于一个空

间中的物质，必然具有共同或相似的性质。 因而，
空间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宇宙物质世界的联系性。
这正是先验空间的本质和特性。 因而，对于空间，
无论是作为纯粹直观的空间，还是经验的空间，我

们都可以说，一切空间在一切空间之中，这也正是

宇宙物质世界全息律的来源和哲学基础。
对于经验的时间空间， 当代物理学家们特别

是爱因斯坦等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阐发。 当代

物理学及其宇宙观，主要是基于两大原理：一是光

速恒定原理； 二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以及建立于

这两大原理基础之上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正如

吴忠超教授所说的那样， 上世纪初，“物理学经过

了剧烈的挣扎以后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 其主

要成果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輦輱訛；霍金正是以宇宙

的这两条“基本原则”为起始点，着手他的新宇宙

学理论的构建的。这两大原理正是宇宙在宏、微观

领域的两个界限，或者说是两大“属性”。绝对光速

的存在，说明时间、空间的结合牢不可破，并联结

成了“时—空”。也就是说，在时间、空间、速度三者

之中，如果速度恒定不变，那么“变”的就只有也只

能是时间和空间；而且，二者必须同时易变。 时间

的流逝依附于空间，空间的变换有赖于时间。时间

与空间一旦结合，便成为了一个互相依存、互推互

动的有机系统。正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指出，这

一简单的观念可以得出一些非凡的结论， 如能量

与质量等价原理以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运动得比

光还快的定律等等。能量与质量等价意味着，物体

由于它的运动所得到的能量应该加到它的质量上

面去。 也即是说，一个物体运动得越快，质量就会

变得越大，当该物体接近光速运动时，其质量就变

得无限大。 这就需要无限大的能量才能使之继续

运动，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相对论限制任何正常

的物体永远以低于光速的速度运动。 只有光或其

他没有内禀质量的波才能以光速运动。 輦輲訛同时，由

于物体运动越快， 质量越大， 时间的流逝就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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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这是因为光能量和它的频率（每秒钟里光振动

的次数）有一关系：能量越大，则频率越高，輦輳訛这表

明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变小， 这就相当于当

一个物体运动得越快，时间的“密度”（能量）在增

加，这就对与之偕行的空间产生了一种引力，于是

必然产生空间的弯曲。所以，在空间中光线看起来

不是沿着直线走。这样，广义相对论预言光线必须

被引力场所折弯。 輦輴訛爱因斯坦据此断言，时空是由

于在它中间的质量和能量的分布而变弯曲或 “翘

曲”的。輦輵訛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时—空是相互依存的

有机系统， 才在互推互动之中使时空变弯曲，这

时， 空间和时间变成为动力量： 当一个物体运动

时，或一个力起作用时，它影响了空间和时间的曲

率；反过来，时空的结构影响了物体运动和力作用

的方式。空间和时间不仅去影响、而且被发生在宇

宙中的每一件事所影响。 正如一个人不用空间和

时间的概念不能谈宇宙的事件一样，同样，在广义

相对论中， 在宇宙界限之外讲空间和时间是没有

意义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描述爱因斯坦他

们的宇宙观：宇宙在奇点处温度很高，此时时间密

度很大，流逝得很慢，空间则迅速拓展；之后随着

温度的下降，时间的流逝逐渐加快。时—空结合在

一起， 则刚好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以临界速率

膨胀；最后，由于空间的不断展开，物质密度不断

增大，能量越来越高，时间转而不断收缩，流逝得

越来越慢，空间的弯曲也越来越厉害，当时间停止

时，整个宇宙就塌陷成为了黑洞。 由此看来，宇宙

的演化史， 就是一个基于时—空互推互动的有机

系统史，也即是一部“时间通史”，更准确地说，便

是一部“时—空通史”，也是一部“差别—联系”史。
这一部历史起始于零， 宇宙物质世界正是在这种

的“零”势态下（这时，宇宙可能正如阿·热所说的

在 1015 乘以核子质量的能量级上），“无” 中生有

的，这时，差别 最大，联系最 紧密，因而 必然引发

“爆炸”，也即是相当于理论物理学家们所说的“大

爆炸”而生成的。此后则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

大差别，时—空的互推互动，所以“势趋”不变。
势科学不仅可用以阐释一切宇宙物质世界生

化变易的动力机制； 而且， 这种变易生化也不是

“变化莫测”的，而是可以测量的。 关于这一点，首

先值得重视的是集对分析理论。 集对分析将任一

个 有机复杂系 统离析为 三 个 部 分 向 量： 同 一 度

（ S
N
）；差异度（ F

N i）；对立度（ P
N i）。 这当然是精当

的。 因为这已经考虑了任一动态复杂有机自反馈

系统所可能拥有的特性的全部可能性。由此深入，
由于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一切“一”在

一切“一”之中，所以，“一”是有层次性的。 如果把

任一个系统看成是一个“一”，那么在其低一级层

次上，将出现两个“一”。 因而，“同一度”（S/N）与

“对立度”（P/N）必然构成了一个“一”；而且，“差异

度”（F/N）也必然是一个“一”，并可以进一步离析

为“正差异度”与“负差异度”。这样，本质上考察任

何一个动态复杂自系统， 首先是可以将同一度与

对立度合并成为“一致性”（consistency，简称 CS），
亦即这种一致性内部包容着同一度（S/N）与对立

度 （P/N）；同 时 ，将 系 统 内 部 的 “差 异 性 ” （other-
ness， 简称 OS） 进一步离析为正差异度与负差异

度。 如图一、图二所示：

图一 自反馈系统内部差异性一致性

与平均值数理关系示意图

图二 太极图中的差异性一致性示意图

图一与图二是等价的， 其共同的哲学基础是

“一”，并且展现了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
以及一切“一”都在一切“一”之中等基本命题，均

展示了一个动态复杂有机自反馈系统内部一致性

-F/N
负差异度

S/N
同一度

P/N
对立度

+F/N
正差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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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差异性的运行机理及其基本结构。 由于系统内

部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两个“一”，构成了一个

“一”，一个“一”系统。 因而，任一个系统其“一致

性”内部的同一度与对立度向量，大小相等方向完

全相反，因而其“联系”必然最为紧密；而差异性内

部的正、负差异度，因为也是一个“一”，所以，大小

必然相等，但方向必须各异，也因此，不仅“差别”
最大，活力也最强。

结合图一、 图二， 还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结

论：（1）任一系统的一致性向量（含对立度与同一

度）CS，在三维空间的 X 轴、Y 轴和 Z 轴的任意轴

上，当对其进行测量时，则可以近似地运用统计学

中的算述平均值原理，以X -OS 展开计量，再求得

CS 的空间向量统计值；也就是相当于图二中对立

度与同一度的加和平均值。 这也就是势科学中所

阐述的系统“联系”统计量（2）由于如图一所示的

正差异度 C 部分面积与负差异度 D 部分面积必

然相等， 因而任一动态复杂有机自反馈系统的差

异性 OS，就相当于 C 部分面积的向量与 D 部分面

积加和的平均值；并作为一股“非一致性”的差异

性力量， 在系统中得以整体呈现。 对于一般系统

而言，系统的极大势最有意义，因而，当计算一个

系统所呈现的 “差异性”力量时，可以近似地通过

X +OS 来计量。 根据统计学原理，可以进而看出，

X -OS 正 是 一 个 系 统 在 运 行 中 要 素 距 离 的 极 小

值，体现的正是一个系统可能出现的“最紧密”的

联系；而X +OS，则是一个系统可能出现的“差异

性”的极大值，体现的正是一个系统可能出现的最

大的差异。 因而，系统最大势（System Tendency，
ST），则恰好是此二者的乘积，亦即：

ST=(X -OS)(X +OS)=X 2-OS2 （1）
同时，根据图一和图二，还可以进一步导出系

统的“一致性指数”（consistency index,简称“CSI”）
计算公式如下：輦輶訛

CSI= X -OS
X +OS

（2）

进而，可作如下运算：
（1）设某系统总力量值为 1，其中“一致性”力

量为 0.618；“差异性”力量为 0.382。 根据上述动态

复杂自反馈系统运算法则及其测量模型，可得：
CS1=0.618；OS1=0.382/2=0.191。 同时，

X 1=CS1+OS1=0.618+0.191=0.809；于是可得：

CSI1= X 1-OS1

X 1+OS1

= 0.809-0.191
0.809+0.191 =0.618 其中，

CV1= OS1

X 1

= 0.191
0.809 =0.236

ST1=（X 1-OS1）（X 1+OS1）=X 1
2-OS1

2=0.618
（2）设某系统总力量值为 1；其中，一致性力

量为 0.382，差异性力量为 0.618。 同理可得：
CS2=0.382；OS2=0.618/2=0.309。

X 2=CS2+OS2=0.382+0.309=0.691；于是可得：

CSI2= X 2-OS2

X 2+OS2

= 0.691-0.309
0.691+0.309 =0.382 其中，

CV2= OS2

X 2

= 0.309
0.691 =0.447

ST2=（X 2-OS2）（X 2+OS2）=X 2
2-OS2

2=0.382
通过上述运算， 不仅黄金分割点以及斐波纳

契数列中的一些神秘比例均出现了 （见下文）；而

且可以发现，一个总力量值为 1 的系统，其“势”的

强弱与系统的“一致性”力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如

CS1=0.618 时，ST1=0.618；CS2=0.382 时，ST2=0.382。
这说明，一个系统的“势”更多地是由其“一致性”
力量决定。 在吴福平预警系数理论中，将黄金分割

点 0.382、0.618 看成系统的“崩溃系数”，其理由还

可以从毕达哥拉斯所说的万物皆数说起。 据说毕

达哥拉斯之所以认数为事物的本质， 是由于观察

音调的现象所得到的启示。 在哲学思想史上，人人

都知道， 毕达哥拉斯站在伊奥尼亚哲学与爱利亚

派哲学家之间。 前者如亚里斯多德只是停留在认

事物的本质为物质的学说里，而后者，特别是巴曼

尼得斯，则已经进展到以“存在”为“形式”的纯思

阶段。 黑格尔据此认为，正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原

则，在感官事物与超感官事物之间，仿佛架起了一

座桥梁；同时指出，与其说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哲学

走得太远了，不如说他的哲学走得还不够远，在量

的各个环节的辩证运动中， 量的无穷进展最初似

乎是数之不断超出其自身，但细究起来，量却被表

明在这一进展的过程里返回到它自己本身， 返回

到质，最终则进展到质与量的统一和真理，进展到

有质的量。輦輷訛在这个意义上，万物皆数与万数皆物，
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是因为，在无限的数的王国

里，数是没有大小的。 搞清楚了 1 以内的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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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也就摸清了关于事物运动的数和理；同时，
数与物也就一一对应起来了。

如果仅从 0~1 之间的数和比例来一一对应宇

宙物质世界的万事万物万象，由于万物皆数，万数

皆物，那么，0~1 之间任一个数或比例，应当都可

指称一物，都是一物；而且，显然有着有界而无限

多个， 因而可用以计量物理学上所阐发有界而无

限的宇宙物质世界。 同时，由于 0~1 之间的实数，
也存在有理数与无理数的区别； 有理数的小数部

分有限或为循环，可以写成分数的形式；无理数则

不能，若将它写成小数形式，小数点之后的数字有

无限多个，并且不会循环。因而，可以认为，如果在

0~1 之间的数或比例来展示有界无限物，那么，有

限小数和无限循环小数， 即有理数均可以指称或

指代一物，而无限不循环小数即无理数应当剔除。
这是因为，正如罗素所阐发的，宇宙之所以是有界

而无限的， 是因为这个始终处于运动变易的宇宙

物质世界，如果是无界无限的，就如拥有无限节车

箱的列车，总有一节车箱是不会动的，那么，宇宙

物质世界就不会运动，也不会有变易、变化发生。輧輮訛

如在 0~1 之间的数来表示宇宙万象， 无理小数因

为是无限不循环，说明该事物或者是不存在的，或

者是不成形的，因为始终未能获得“独立”和自由

个性，难以作为一“物”，参与到宇宙物质世界的运

动中来。 作为有限小数和无限循环小数的有理数

则不同，因为是有限的和无限循环的，因而，具有

相对稳定和独立的自由个性， 可以成为一物呈现

出来。而且，或许还可以认为，在有理小数中，那些

具有无限循环小数性质的物质， 极有可能正如物

理学上所发现的那些极不稳定的粒子那样， 不仅

寿命很短，而且飘忽不定，因其毕竟尚处于无限循

环之中，即尚未完全独立。 因而，可以认为物质其

实并未充满 0~1 之间这一条实数轴， 这其间必然

存在着无理数的空间，或者称之谓“无理空间”，这

也可能正是空间中存在着物理学所说的“虫洞”的

根本原因。现在，我们再用 0~1 之间的数来展示同

一事物的运动过程，可以发现，首先，物质运动过

程中会分裂、分化、变易，这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

必然的，正如势科学中所指出的，势的稳定增长达

到某种临界值， 系统就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

分岔，那么，仅从 0~1 之间的数来考察事物的运动

变易分裂、分化，在处于哪个数或比例状态时，系

统会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呢？我们认为，
在黄金分割点 0.618 处最有可能发生分裂、分化；
而且，0~1 之间每一个层级的有理小数 （比例）的

对应物，作为具有自由、独立个性的物，作为一个

“一”， 都极有可能在其各自 的 0.618 处分裂、分

化。 理由在于， 根据黄 金 分 割 律， 黄 金 分 割 点

0.618,0.382，至少具有如下几个特性：
（1）全息性。黄金分割之所以被称为“黄金”分

割，是因为其分割出来的那一条较短线段的长度：
0.382=0.618×0.618。 而且，可以得出：

1=0.618+0.382=0.618+0.618×0.618
据此，吴福平在《动态复杂自馈系统预警系数

与黄金分割律》 中指出， 黄金分割之所以被称为

“黄金”分割，是因为黄金分割点首先是遵循了全

息律。很显然，如若被“黄金”般地分割出来的那个

较短的线段，大于或少于 0.618 个 0.618，即 大 于

或少于 0.382， 这样的分割因为未能体现 “全息

律”，就不能成其为“黄金”分割。 我们知道，基于

《周易》思想提出的“宇宙全息基因说”，又称“宇宙

全息种子论”，认为宇宙基因是包含着宇宙全部信

息的无限小的奇点。 它的外在形式就是新宇宙学

上所说的“奇点”。奇点是宇宙的缩影，宇宙是奇点

的展开。 这表明，宇宙万物具有同源性，这才导致

宇宙及其所生化万物的统一性、全息性。 而且，宇

宙的各个部分， 乃至于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有一个

共同的起源，亦即都起源于同一种东西，都是同一

原型“有序化”的结果。如枝繁叶茂的大树，由一粒

简单的种子生成； 具有五脏六腑且精神世界如此

复杂的人，却由一个小小的合子生成；千姿百态、
包罗万象的太阳系，起源于一团简单的星云。 輧輯訛哈

贝马斯指出：“如果说过去的哲学学说有什么共同

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试图通过解释自身理性经验

的途径，来思考世界的存在或世界的统一性。 ” 輧輰訛

根据全息理论，黄金分割点的呈现，其根本原因在

于，那个被分割出来的较短的线段长度 0.382 中，
蕴藏着 0.618 个 0.618；就是局部已经拥有了整体

的某种信息，某个可以“分割”的雏形。 由此看来，
一条线段，只有进行“黄金分割”，才能体现线段内

的全息性、同源性、统一性；或许，也正是因为对一

条线段按照“全息律”进行分割，作为遵循全息律

而存在和生化的人，才会感觉到“美”。
（2）对称性。 黄金比又称黄金律，是指事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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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间一定的数学比例关系，即将整体一分为二，
较大部分与较小部分之比等于整体与较大部分之

比，其比 值约为 1∶0.618，即长 段为全段 的 0.618。
由此可见，黄金分割具有旋转不变性，附合对称性

的定义，具有理论物理学所说的对称性。
（3）“群”化性。根据上述导出的黄金分割点及

数学的“群”理论，遵循黄金分割律分裂、流变的一

切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必然具备造“群”能力，即

给定一个系统集合 G≡｛E,A,B,C,D……｝， 该集合

必满足组合成“群”所需的四个条件，即：恒等元，
封闭性，可逆元和结合律：

1． G 中存在单位元素 EεG，使得对任何 AεG，
有E·A＝A·E＝A，E 叫做单位元或恒等元。

2． G 中任意两元 素 A 和 B 作用或 组合得到

的元素仍属于 G， 即如果 A，BεG， 则 A·B=CεG
B·A=D·G（一般 C≠D）其中 符号“·”表示两 元素

的作用或组合，这一条件叫做群的封闭性。
3． 对 任 意 元 素 AεG， 存 在 一 个 唯 一 元 素

BεG，使得 A·B=B·A＝E，A 叫做 B 的逆，B 也叫做

A 的逆。
4.群元素的组合法则满足 结合律，即对 于任

意A，B，CεG，有 A·（B·C）＝（A·B）·C。
由此看来，“一” 不仅具有中西哲学史所阐发

的是世界的本源、本体，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根本

性和唯一性；而且，当我们把数与物一一对应起来

时，那么，搞清楚了 1 以内的数的活动规律，或许

便可以摸清关于事物运动的数和理。輧輱訛大自然看上

去有着无限选择的可能性；然而，或许正是因其具

有无限的选择能力，所以就选择了不选择，并且只

有唯一的选择。 如果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物质世

界的确是按照黄金分割律分裂、流变、化生的，那

么，这样的选择，看来更能体现宇宙物质世界终极

设计的对称性与美。

三、“势科学—吴福平系数”在生物系统的

实证考察

在数学史上， 最能体现黄金分割律的是斐波

纳契 数列（Fibonacci Sequence），又称黄 金分割数

列， 指的是这 样 一 个 数 列：1，1，2，3，5，8，13，21，
34，55，89，144，233，377，610，987，1597，2584，418
1，6765，10946，17711，28657，46368，75025……在

数学上，斐波纳契数列被以如下递归的方法定义：

F0=0，F1=1，Fn=F（n-1）+F（n-2）（n＞=2，n∈N）
在现代物理、准晶体结构、化学等领域，斐波

纳契数列都有直接的应用。为此，美国数学学会从

1960 年代起出版了《斐波纳契数列》季刊，专门刊

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对于该数列没有

突破性的、令人信服的解说。斐波纳契数列有如下

一些特点：（1）数列中任一数字都由前两个数字之

和构成。 （2）前一数字与后一数字之比，趋近于一

固定常数，即 0．618。 （3）后一数字与前一数字之比

例，趋近于 1．618。 （4）1．618 与 0．618 互为倒数，其

乘积约等于 1。 （5）隔一数字相邻的两数字比值趋

近于 2．618 或其倒数 0．382。 斐波纳契数列除能反

映黄金分割的两个基本比值 0．618 和 0．382 外，还

有下列两组神秘比值。 即：（1）0．191、0.236、0．382、
0．5、0．618、0．809； （2）1.236、1.382、1.618、1.809、2、
2.382、2.618。 等等。 黄金分割律与斐波纳契数列，
均是难解之谜。

根据前述的黄金分割的全息性， 我们就可以

基本理解， 为什么斐波那契数列中两个相邻或者

是 隔一数字相 邻的两数 字 之 比 都 与 0.618、0．382
或者是与两个数字的倒数相关；同时，还可以说明

斐波那契数列在自然界中的一些“巧合”现象。 例

如，一株树木各个年份的枝桠数，往往可以构成斐

波那契数列；对于许多植物来说，每片叶子和前一

片叶子之间的角度基本都是 222.5 度， 这个角度

称为“黄金角度”，因为它和整个圆周 360 度之比

是黄金分割数 0.618033989……的倒数，而这种生

长方式就决定了“斐波那契螺旋”的产生。 向日葵

的种子排列形成的斐波那契螺旋有时能达到 89，
甚至 144 条。 这个规律，就是生物学上著名的“鲁

德维格定律”。 另外，观察延龄草、野玫瑰、南美血

根草、大波斯菊、金凤花、耧斗菜、百合花、蝴蝶花

的花瓣，可以发现它们花瓣数目具有斐波那契数。
这些植物懂得斐波那契数列吗？显见并非如此。如

若其衍生、演化的规律依据黄金分割律，那么，其

所遵循的便正是生物全息律。
我们知道，斐波那契是根据他所提出的“兔子

问题”导出斐波那契数列的。他在《算盘书》中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 有人想知道一年内一对兔子可繁

殖成多少对， 便筑了一道围墙把一对兔子关在里

面。已知一对兔子每一个月可以生一对小兔子，而

一对兔子出生后第三个月开始生小兔子。 假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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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没有发生死亡， 问一对兔子一年内能繁殖成

多少对?题中本质上有两类兔子：一类是能生殖的

兔子，称为成年兔子，一类是新生的兔子；新生兔

子一个月就长成成年兔子， 求的是成年兔子与新

生兔子的总和。 每月新生兔对数等于上月成年兔

对数。 每月成年兔对数等于上个月成年兔对数与

新生兔对数之和。
结合“兔子问题”，并且，设幼兔=0.382，成兔=

0.618， 运用黄金分割数 对斐波那契 数列进行 变

换， 便可以导出一个与斐波那契数列完全对应的

数列（见表 1）。 该数列具有如下四个特征：（1）所

有数列的第一项均为 0.382； 最末项均为 0.618；
（2）自第四项始，末位前一项值，刚好是其前两项

的加和值；（3）除数列的末位项，数列的纵向值全

部相等；（4）从“斐波纳契数列后续任一项或吴福

平黄金 数列后续项 加和值 与 第（1）项 比 值”，即：
1.618、2.618、4.236、6.854、11.09、17.96、29.05、46.05、
75.10、121.15……可以发现，从第三项开始，其后

一项恰好为前两项数值的加和；且相邻两项之比，

均为 0.618 或其倒数 1.618。 其通项公式为： Fn
Fn+1

=

0.618（n∈N），也就是说，“吴福平黄金数列”是一

个全新的斐波纳契数列， 几乎有着斐波纳契数列

的全部特性；且亦可以递归的方法予以定义：
F0=0，F1=0.382，Fn-1=F（n-2）+F（n-3），Fn=0.618（n≥3，n∈N）

其中，n=4 时，F1=0.236

斐波纳契数列后续
任一项或吴福平黄
金数列后续项加和

与第（1）项比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斐波
纳契
数列
（截
取）

…… 233 377 610 987 1597 2584 4181 6765 10946 17711 28657 46368 ……

递归
定义

F0=0，F1=1，Fn=F（n-1）+F（n-2）（n＞=2，n∈N）

兔子
问题

斐波纳契数列（起始
部分项） 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 ……

幼兔、成兔数量
1 只幼

兔
1 只成

兔

1 幼
兔+1
成兔

1 幼
兔+2
成兔

2 幼
兔+3
成兔

3 幼
兔+5
成兔

5 幼
兔+8
成兔

8 幼
兔+13
成兔

13 幼
兔+21
成兔

21 幼
兔+34
成兔

34 幼
兔+55
成兔

55 幼
兔+89
成兔

……

吴福
平黄
金数

列

1.618 0.382 0.618
2.618 0.382 0.382 0.618
4.236 0.382 0.382 0.618 0.618
6.854 0.382 0.382 0.618 1 0.618
11.09 0.382 0.382 0.618 1 1.618 0.618
17.94 0.382 0.382 0.618 1 1.618 2.618 0.618
29.03 0.382 0.382 0.618 1 1.618 2.618 4.236 0.618
46.97 0.382 0.382 0.618 1 1.618 2.618 4.236 6.854 0.618
76.00 0.382 0.382 0.618 1 1.618 2.618 4.236 6.854 11.09 0.618
122.97 0.382 0.382 0.618 1 1.618 2.618 4.236 6.854 11.09 17.94 0.618
198.97 0.382 0.382 0.618 1 1.618 2.618 4.236 6.854 11.09 17.94 29.03 0.618
321.94 0.382 0.382 0.618 1 1.618 2.618 4.236 6.854 11.09 17.94 29.03 46.97 0.618
520.91 0.382 0.382 0.618 1 1.618 2.618 4.236 6.854 11.09 17.94 29.03 46.97 ……

Fn
Fn+1

=0.618

（n∈N）
……………………

递归
定义

F0=0，F1=0.382，Fn-1=F（n-2）+F（n-3），Fn=0.618（n≥3，n∈N）
其中，n=4 时，F1=0.236

表 1 吴福平黄金数列与斐波纳契数列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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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平黄金数列的导出， 可以发现斐波那契

数 ：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
610，987，1597，2584，4181，6765，10946，17711，28
657，46368，75025……等等，只是“表象”，数列 中

每个数的本质是兔子问题中“幼兔”与“成兔”数的

加和值，正是黄金分割数 0.382、0.618 相应个数的

加和值。这说明，斐波纳契数列本质上蕴藏着黄金

分割律的全部秘密。由于“斐波那契螺旋”和“鲁德

维格定律”等的出现，是生物有机界的事实，因而，
吴福平黄金数列的导出， 对于洞开有机体以及一

切动态复杂自反馈系统衍生、分裂、演化的谜团，
显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且显见可以展开进

一步的深化研究，而得到一些更有意义的结论）。輧輳訛

并且， 据此基本可以断言， 自然界一切有机生命

体，在生命力和“势”的推动下，极有可能正是遵循

着黄金分割律而衍生、演化和进化。

四、 结论与展望

阿·热在《可怕的对称———现代物理学中美的

探索》 中指出，“当代物理学正着手向进一步的简

化进发。 我们对自然探究得越深， 她就越显得简

单。这个结果确实是惊人的。因为并无先置的理由

使我们能期望， 这个包含极多迷惑人的复杂现象

的宇宙，最终只是由几个简单的规则支配的。 ” 輧輳訛

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则期待：“………如

果我们确实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理论， 它应该在一

般的原理上及时让所有人 （而不仅仅是少数科学

家）所理解。 那时，我们所有人，包括哲学家、科学

家以及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参加‘为何我们和宇宙

存在’的问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对此找到了答案，
则将是人类理智的最终极的胜利———因为那时我

们知道了上帝的精神。 ” 輧輴訛就我们所存在的世界，
极有可能正是在几个简单的规则支配下产生、变

易和进化的，如果宇宙物质世界的确是多等于多、
多即是一、一即是零，那么，如势科学所指出的那

样，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导数

或偏导数构成的势函数问题，将是科学而有效的。
势的运行规则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所

以“势趋”不变，宇宙加速膨胀。势的稳定增长达到

某种临界值， 系统在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

岔时，极有可能正是遵循着黄金分割律而衍生、演

化和进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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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2、264、20-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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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教育、管理和创新》，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版，
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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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黄金分割律》，《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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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tudy on “Potential Science-Wu Fuping Coefficient”
———from A Perspective of Symmetry and Aesthetics

Wu Fuping1， Li Dechang2
（1. Zhejiang Academy of Arts and Culture， Hangzhou 310013； 2.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00）

Abstract： The world we exist in is very likely to generate， transform and evolve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a few simple rules. If the material world can indeed perform “more is more”， “more is one” and “one is
zero” in and between the different levels， then all the important natural scientific problems can boil down to
the potential function problem which is made up of derivative or partial derivative. That will b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If the ultimate designer considers fully the organic beauty of consistency and variability， symmetry
and diversity，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the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otential science and Wu
FupingCoefficient theory，perhaps can make us to have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material world and all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dynamic complex organic self-feedback systems through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potential science； golden section law； “the rabbit problem”； WufupingCoefficient

Analysison Justice Theory of AmartyaSen
Zhang Sanping， JinYa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Abstract： AmartyaSen criticizes transcendental institutionalism with social realism method in meth -

odology， uses open neutrality instead of closed neutrality in defining the form of justice. Meanwhile， in the
concept of justice， Sen discusses freedom and equality based on feasible ability，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ght with purpose-right theory， and then considers that legal rights are as important as moral rights.
Sen’s justice theory is unique which tak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s methodology is realism. Secondly，
the viewpoint of justice includes pluralist culture and various idea of justice. Finally，the theory of justice
Concerns about global justice.

However， Sen’s justice theory has some limitations. For example， the reflection of the neutral spectator
is hard to guarantee the neutrality and objectivity of the justice， the conclusions lack of convincing because
of reconciling apparently opposing views. In addition， for his strong tendency of Reformism， the doctrine of
justice has limi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reality.

Key words： justice； feasible ability； freedom； equality

The Moral Conflict in Medical Ethics Review and
the Construction for Procedural Consensus

Liu Chanjuan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Abstract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sorts of
relation that makes human beings exist has been deeply changed， and it also created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ethical dilemmas and even ethical conflict. That all brings ou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for the
review work of medical ethics. Ethical reason appears the finiteness of rationality clearly and then it is hard
to give th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for solving ethical dilemmas under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when medical
fields facing cultural diversity， scientific ambiguity， relativity of medical ethics appraisal and so on. Then
how to keep the ethical balance and solve the ethical dilemmas for the review work of medical ethics? Maybe
Engellaardt’s procedural consensus could provide a feasible and reasonable way to solve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 moral ambiguity and conflict.

Key words： review of medical ethics； ethical conflict； procedural consensus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Zhejiang
Zhang Haife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We propose three densities of professionals， college graduat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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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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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势科学视角论信息势和信息力的数学定义

李建斌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计算机信息技术系 辽宁 阜新１２３０００）

摘　要：本文从势科学的角度精确定义了全新的信息势、信息势密度的数学定义和解释，给出

信息力的模糊定义，并且分析了在有限时间跨度内，事件信息的信息势、信息势密度与信息力之间

的关系，并提出在信息引力和斥力的综合作用下，多个事件信息和针对人群之间会形成信息作用的

临界平衡状态的设想。这三个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由于是用比较精确的数学函数表示信息的属

性。因此它们对于信息流的研究、信息与组织或针对人群的关系以及信息媒体的组织结构改善、管

理动力学、信息学研究都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信息势；信息势密度；信息力；数学定义；信息力二元性；临界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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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背景

　　信息对人们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无论组织或

者个人把握住有价值的信息十分重要。但信息本身

是很抽象的，至今也没有普适的定义，信息的价值量

度和相应参数，也很难用精确的数学方式定义，因为

对于信息的价值而言，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

于获取信息的主体的取舍，这里包含了人们的情感

因素和主观意愿。我们知道，人类的思维来源于我

们的外 部 世 界，即 所 谓 的“物 质 第 一 性，精 神 第 二

性”，而我们生活的整个宇宙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
一切事物都遵循一定规律运动的。同理，人类社会

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大量信息（即人类思维对物质

世界的反映）也是有规律的，所以才产生了信息学。
我们知道，在１９４８年 信 息 论 的 奠 基 者Ｃｌａｕｄｅ

Ｅ．Ｓｈａｎｎｏｎ（申农），借鉴热力学中的熵的概念提出

了“信息熵”的概念和著名的申农定理。将“信息熵”
定义为某信息系统中离散出现事件的概率，而且信

息熵不同于热力学中的熵，热力学中的熵为正熵，即
熵值越大表示物质的秩序程度更高。然而“信息在

系统的运动过程中可以看作是负熵。信息量愈大，
则负熵愈大，熵值愈小，反映了该系统的无序程度愈

小，有序化程度愈高”［１］。

相得益彰的是“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有一种容

纳性和概括性更强的概念：势。势早先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直觉性概念，有很多这样的词汇，比如势如

破竹、蓄势待发等”［２］，后来由李德昌先生用现代的

科学观将其发展为势科学，在管理学、社会学、信息

学中都有较新的应用和进展，在自然科学中也早出

现了电势、生物势、量子势等概念。

２　信息势、信 息 势 密 度 的 精 确 数 学 定 义、性

质及解释

信息学中引入势的概念对信息学的发展有很大

的意义。在现有的一些著述中通常将信息势等同于

或定义为信息量，笔者认为此定义应该进行修正，这
是因为某个事件的信息量一般都与时间相关，即：信
息的量会随时间增长或减少。因此本文对“信息势”

的概念，给出了如下的定义：
“事件信息中有价值信息量在信息总量的比值

的变化率，是某事件的有价值信息量的变化量度”。

该概念反映了某个事件在一定时间跨度内，有价值

信息量所占比重的变化率。其数学函数定义如下：

设某个事件 的 信 息 总 量 为ｃ，其 中 有 价 值 的 信

息量为ｖ，信息势 用 符 号 Ｍ 表 示，Ｍ 其 实 是 一 个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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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ｖ为参数的函数 Ｍ（ｃ，ｖ），则定义 Ｍ＝ｖ／ｃ，可以认

为有价值信息量占总信息量的比重。
但其实，这样的定义也并不精确。因为 我 们 知

道，某个事件信息的价值是与时间相关的，因为有这

样的公理（公理１）：
公理１：“某 个 事 件 信 息 价 值 的 总 体 趋 势，总 是

与时间属性相关，且随之时间的推移，信息的价值逐

渐减小”。因此信息势的总体趋势也与其时间属性

相关，并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所以信息势的数

学定义为有价值信息量占总信息量的比值对时间的

导数（梯度），即：

Ｍ（ｃ，ｖ，ｔ）＝ｄ（ｖ／ｃ）／ｄｔ，其中ｄｔ是 信 息 变 化 时

间的微分。
对这个定义可解释为：随之时间的推移，如果有

价值信息量与信息总量的比值变化的越快，那么该

事件的信息势越大，反之越小。其意义可想而知，例
如：某新闻网站上的某条新闻事件中有价值信息量

与该信息总量比值的变化加快，那么其对新闻读者

的吸引力将 是 巨 大 的。比 如，报 道 失 踪 的 马 航３７０
事件时，马方提供的失事飞机线索的变化就非常快，
那么，获取新闻的各方的关注度就显著提高。那么

由此也可得出这样的公理（公理２）：
公理２：“某 事 件 信 息 的 流 向，是 由 信 息 势 所 决

定，拥有较高信息势的信息很容易得到组织或者个

人更多的关注。”
从公理２这个角度看，信息类似宇宙的天体一

样，同样具有引力的特征，拥有高信息势的事件信息

更容易吸引关注，但随之信息势的下降，这种引力也

会逐渐变小。
信 息 的 价 值 大 小 对 人 们 是 可 以 直 观 感 受 的 判

断，还是可以理性的度量呢？笔者认为，是可以进行

数学定义的，这里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信息势密

度，其函数定义如下：

Ｓ（Ｍ，ｃｔ０，ｃｔ１，）＝Ｍ／（ｃｔ１－ｃｔ０）＝Ｍ／△ｃ
设信息势的 密 度 为Ｓ，某 事 件 信 息 量 的 变 化 量

为△ｃ，如果时间ｔ０时刻的信息量为ｃｔ０，下个时 刻

ｔ１信息量变化为ｃｔ１，那么，△ｃ＝ｃｔ１－ｃｔ０
对于这个定义表达式的解释，可简单概括为：某

信息事件的信息势的密度的大小，与信息势成正比，
与信息量的变化成反比。即，如果原有信息量递增，
但信息势不变的前提下，那么其信息势的密度会变

小，可推理出：信息对关注人群的吸引力会下降。仍

以马航３７０失联事件为例，在报道该事件的很长时

间后，尽管仍然会有相关的新消息报道，但是人们对

该事件的关注度已经小了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尽

管事件的信息量仍然在不断递增，但新增信息中的

有价值信息量的比重并未增加，即信息的势变小，继
而信息势的密度也变小了。

信息势的密度还具有一个重要的性质：随之时

间无限推移，无论某事件信息的量是否递增，依据信

息势的定义信息势都会逐渐递减，并无限趋近于０，
但永 远 不 会 归 为０．这 是 因 为，信 息 中 有 价 值 的 部

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价值。但是该事件

信息即使已不被多数人群所关注，但很难保证未来

不被其他人重新关注。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信息势

的密度，在没有外界干预的前提下，总会逐渐递减并

无限趋近于０”，我 们 将 这 个 性 质 称 之 为“信 息 势 密

度的临界”。
信息势的密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接了影响

了信息力的大小，也能决定信息价值的大小。那么

如果我们想加强某个信息的引力，可以从以下两个

方面入手：
（１）提高事件信息中有价值的信息量占总信息

量的比重，比如缩小信息总量使其更加凝练，从而保

持信息的引力，或者挖掘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量，但这

种方法显而易见不可能持久。
（２）不断加强信息势，保证其“势”的增长率总是

高于信息量的增长率，即信息势的密度会不断增强。

这有些类似于宇宙中的“黑洞”［５］，因其巨大的密度

而对周围的天体和时空形成超强的引力。宇宙中天

体运转都遵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而万有引力定

律又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特例，由相对论得出

的结论是，天体密度越大，那么该天体周围的时空曲

率越大、引力越大。同样的道理，人类社会也是宇宙

万物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信息学规

律同样脱离不了宇宙普适性规律。

３　信息力的模糊定义和二元性质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势和密度尽管能直接影响信

息引力的大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子。原因

是，某事件信息对人群的引力，还与人们的情感因素

有关，有人将其定义为信息阻尼（情感粘性），从数学

角度看可认为其是一个信息力函数的参数。如果，
某个事件信息对某人或某组织是无意义的或勾引不

起其兴趣，即 使 有 信 息 势 的 存 在，也 很 难 产 生 信 息

力，即所谓“有势无力”。因而李德昌先生提出：“信

息力＝信息阻尼（情感粘性）信息势，正像在物质空

间中，不可能存在绝对没有粘性的理想流体和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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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没有阻尼的平面”。因此信息力的大小是信息

势和信息阻尼合力作用的结果。”［３］

此外，笔者通过研究认为：还存在第三种影响因

子，即其它事件信息力的作用，这好似宇宙中的很多

天体因为万有引力的作用，而相互影响。可设想在

宇宙诞生的初期，或许这些天体的运动轨迹是杂乱

无序的，但在彼此引力的相互作用下，渐渐找到了力

的平衡点，而各自进入有序的轨道。那么如果很多

事件信息在同一时刻，或大致同一时间跨度内发生，
事件信息与信息之间是否会有“力”的作用呢？笔者

认为是会彼此产生信息力的作用的，比如在 ＭＨ３７０
事件发生并毫无救援进展之后，在媒体上又报道了

东莞扫黄新 闻，继 而 人 们 对 ＭＨ３７０事 件 的 关 注 度

下降。在有限的时间和特定人群中，人们的关注会

因下一个事 件 的 发 生 而 发 生 转 移。对 Ａ事 件 的 关

注，因Ｂ事件发生而关注度下降是完全有可能发生

的，这种信息力不是对关注人群的引力，而是不同事

件信息之间的斥力。
由此可知信息力表现为两种存在形式：事件信

息对关注人群的信息引力，和不同事件信息之间的

信息斥力，不妨称之为“信息力的二元性”。显然，信
息之间的斥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减事件对特定人

群的引力，可以设想，在不同事件信息的彼此斥力和

这些事件信息对在有限时间内的针对人群引力的综

合作用下，多个事件信息和针对人群之间会形成信

息作用的临界平衡状态，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仍需

实证的检验，但一切“科学概念的起点恰恰是来源于

这样的假设”。［４］

综上，对信息 力Ｆ可 模 糊 定 义 为：信 息 势 密 度

Ｍ、信息阻尼ｘ（设信息阻尼为ｘ）和其它事件信息力

综合影响的结果。设其它事件信息力的集合为｛ｆ｝，
那么该 事 件 的 信 息 力 应 是 这 样 的 函 数 Ｆ（Ｍ，ｘ，
｛ｆ｝），但这个函数真的很难进一步精确的定义，这是

因为事件信息的发生，具有很大随机性，并且当今社

会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信息阻尼即情感因素又是非

理性的。但 在 有 干 预 的 有 边 界 界 定 的 信 息 系 统 领

域，不等“势”信息之间的影响，应该是可控的，应该

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关于信息系统的研究就失去

了意义。

４　信息的三个概念－信息势、信息势密度和

信息力的理论意义

这些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由于这个概念是用

比较精确的数学量表示信息的属性。因此它们对于

信息与组织或特定人群的关系以及信息媒体的结构

改善、管理动力学、信息学研究都可能会产生精确的

量化，对于管理学、信息学相关理论设想的数据验证

方面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对于概念的定义和意义的理解是科学的起点，

对于人类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而言维纳积分出

了信息但并没有理解信息概念的真正意义，他只能

说：信息就是信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牛

顿发现了导数，但也并没理解导数对社会学和管理

学的意义”［６］。因此信息势、信息势密度的精确函数

定义和信息力的模糊函数定义，也许会对信息学、管
理学的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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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势科学理论的普适性

严　欣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孙子》中对势这样解释：“激水之疾，至于

漂石者，势也。”“造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用于描述解释世界万物成长演变规律的核心概念之一。西安交通大学的李德

昌教授基于势的思想创造了研究势的产生和运行机制的势科学。势科学是一个可以解释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基本的科学机制，

是研究势的产生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宇宙世界的发展是由势推动的，势等于差别除以距离或差别乘以联系。而“差别促进联

系，联系扩大差别”正是势的运行机制。本文应用势科学浅析物理现象、金融行业、生命科学、学习过程等实例以期验证势

科学理论的普适性。

关键词：势科学；普适性；物理现象；新金融行业；生命科学

一个理论如果只能解释一件事，就叫“就事论事”，一
个理论能够解释的事物越多，其普适性就越好，其科学性也
就越高。¹宇宙世界的发展是由势推动的，势等于差别除以
距离或差别乘以联系。而“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
正是势的运行机制。宇宙加速膨胀，社会加速发展，势的增
长到达临界值，系统就会发生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从
而衍生出各种创新和风险。

“势”的概念并非今日才出现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
中对“势”就有着非常智慧的解释。像“势”这个字正是
“执”和“力”的组合，它就代表着“执行力”，即“势就
是执行力”。

一、物理现象及新金融行业中的势科学
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当我们看到闪电，惊叹着

大自然不可战胜的威慑力，也只注意到闪电的夺目绚丽，而
忽略了闪电中竟然蕴含着这样一个大自然中“势”这一基本
的运行机制。那就是势的稳定增长到达某种临界值发生非线
性分岔所衍生出的创新和风险并存，而且创新成功的比例一
定小于风险。²闪电最中间最亮的那一道光的延续便是“势
的稳定增长”，而所有的分岔就是“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
岔”。其中较大的分岔比小的分岔少的多，这正代表着创新
中成功的部分总是会比风险中的部分要少。像余额宝等新金
融行业的出现对银行等传统金融行业做出了巨大的挑战。而
新金融的出现正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整合以传统金融行
业运行的机制发展出来的。可以说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这一势
的累积引起线性分岔就创新性的发展出了余额宝等新金融行
业。

二、势科学在生命科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应用与论证
既然我们知道了势这一概念，毫无疑问就必须了解势

从哪里来，如何寻找、创造势并利用势，这就是“找势”、
“演势”、“造势”。科学是找势，即通过客观规律的学习
来充实自己，寻找势；管理是造势，即通过管理已有的科学
知识，整合应用它们就是造势；教育是找势、演势和造势
的组合，即教育包含了学习、理解、管理应用科学知识的各
个方面。仔细想想，确是如此。化学中的各种元素，科学家
们不断的探索，逐步完善着化学元素周期表就是找势的过
程，而每一种新元素的出现都会被研究并且利用其化学特性

应用到特殊的领域正是该元素被合理的管理的体现，也就是
造势的过程。化学学习中，老师交给学生科学家已经研究出
的知识就是一个演势的过程。“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
别”，每一种化学元素都拥有着自身独特的性质，这种巨大
的差别增加了各种化学元素的联系，各种化学元素互相组合
从而展示出各种各样的物质，比如水，甲烷，甲醛等；而由
相同元素构成的各异的物质形态又体现出了联系所扩大出的
差别，比如人和其他动物，乃至植物，甚至没有生命的无机
界，他们所拥有的化学元素是相同的，化学元素在生命的有
机体和无生命的无机界间循环使用，但它们组合后所发展出
的世界是多彩的。生命体有相同的特点，但他们有着不同的
特征，因而生命又可以分为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而这样
的差别又促进了生命的进化。诸如此类，丰富的世界各种现
象都可以用势科学来解释。

“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学生每个人都坐在
同样的教室，学习的是同样的知识，而每一个人对所学知识
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种对同一知识理解的差别就增加了
学生之间沟通交流，这样不同的观点就被联系了起来，通过
学生的交流，各人对自己之前所持有的观点会有更加深刻的
认识，各种观点本质上的区别也会逐渐体现出来，这就是联
系扩大差别。

三、结语
势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从创新的角度去创新性的思考，

这是一种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这个世界的能力，势科学给我们
提供了从本质上去探索自己看到的一切自然规律的一种新方
法。本文验证了势科学在多领域中的应用，对势科学的普适
性进行了简单描述。势科学毫无疑问将引领着我们进行各个
领域的学习研究，它必将成为我们理性的去追寻科学知识的
一种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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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势科学理论的文化软实力统计指标体系构建

汪 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000）

摘 要：文章基于势科学理论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评价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企业战略和政府行为四
个纬度选取评价指标，对文化软实力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政府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知
识资源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组成部分，没有知识资源量的积累很难实现文化软实力质的提升；生产者需求的增
强显著刺激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文化产业的发展应以消费
者需求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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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

大的软实力做支撑很难在国际社会拥有重要地位。文化

软实力属于文化经济学的范畴，主要强调一个国家民族文

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高。软

实力的概念最早由Joseph S.Nye于2004年提出，他把国家

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当作“硬实力”来看待，把国家的

文化、意识形态等归属为“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是一种

吸引力和同化力，其中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Hienge（2006）指出要想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必须从国家软实力方面着手，其中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将会

大大提高国家的国际影响力。Gary（2008）从企业战略管

理的角度提出企业文化竞争力对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企业要想在国际

社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组织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杨新洪（2012）构建量化指标对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测度，

使用宏观统计数据对中国31个省份的文化软实力进行对

比评价研究。熊正德（2013）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评价方

法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呈逐年提升的趋势，

但省份的文化软实力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罗能生

（2014）从生产要素、相关和支持产业、企业发展战略等方

面分析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31个省

份的文化软实力进行测度，并对如何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提出政策建议。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性给予充分重视，通过研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竞争

力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从研究方法来看，还停留

在传统估计方法上进行测度，本文试图借鉴物理学中势科

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构建文化软实力

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为每个指标进行加权处理，

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处理，研究文化软实力重

要指标的贡献度，并基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现状提出相应政

策建议。

1 模型构建

按照势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文化既不属于物质的范

畴也不属于能量的范畴，而是一种信息即势，势是信息在

物理层面和几何层面的直观表达，通常所说的斜率和导数

就是势的表达方式。势的存在会产生力，根据牛顿的力学

定理，力的表达方式F为：

F =m·a =m·dv
ds

其中m表示物体的质量，dv
ds

表示加速度。李昌德

（2012）基于牛顿力学定理提出文化力的表达式F：

F = f·M·A = f·M·dv
ds

= f·M·dv·dl

其中f表示外部环境系数，M表示人们对文化信息的

依赖程度，A表示文化信息的有效数量，dv表示文化信息

之间的差异程度，ds表示文化信息之间的距离，dl表示文

化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高质量的文化对外界会形成一

种强大的吸引力，即所谓的文化软实力，而低质量的文化

则会逐渐被淘汰。根据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可得文化

质量指数CQI和文化效用指数CQ的表达式为：

CQI = X̄ -OS
X̄ +OS

；CQ = X̄·CQI

其中 X̄ 表示组织文化的力量，即社会成员在价值观

等方面的共通性，OS表示社会成员在价值观等方面的差

异性，公示表达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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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å
i = 1

n

Xi fi /å
i = 1

n

fi ；OS =å
i = 1

n

|| xi - x̄ fi /å
i = 1

n

fi

这里假设文化组织力量的期望值为100，则：

ds = 100 - X̄ ；dl = 1
100 - X̄

根据势科学理论可以得出文化软实力CSP的计算公

式为：

CSP = f ´ OS
100 - X̄

´CQ = f ´ OS ´ X̄
100 - X̄

´CQI

在外部环境系数f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上述公式

对区域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进行测度，并且可以进行文化

软实力的比较。一般而言，可以从文化学习力、文化创新

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传播力四个纬度对文化软实力进行

指标选取。

2 指标选取

为了对我国文化软实力进行定量测度，这里根据文化

软实力测度方法，借鉴波特的钻石模型，鉴于数据可得性

原则选取以下四个纬度进行一级指标选取：生产要素、需

求状况、企业战略、政府行为，一级指标下设定11个二级

指标。二级指标下设定若干三级指标，具体的指标设定见

表1。
表1 文化软实力指标设定

一级指标

生产要素

需求状况

企业战略

政府行为

二级指标

文化发展条件

人力资源水平

外资数量

知识含量

生产者需求

消费者需求

文化发展程度

文化产品发展状况

文化产品效率

文化产品开放度

政府支持状况

三级指标

X1城市化水平

X2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

X3外资流入量

X4年度专利授权数

X5文化产业产值

X6居民文化消费额

X7文化产业增加值

X8年度文化产品营业额

X9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

X10文化产品出口比例

X11国家文化事业支出额

文化软实力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软实力评价报

告》，城市化水平、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外资流入量、年度

专利授权数、国家文化产业支出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文化产业产值、居民文化消费额、文化产业增加值、文

化产品营业额、文化产业增加值和文化产品出口比例来源

于《中国文化产品发展报告》，数据分析年限为2000—

2014年。

3 实证分析

3.1 相关系数检验

本文选取了11个三级指标对文化软实力进行测度，

由于所选取的指标数量较多，指标之间有可能具有一定的

相关性，在回归分析时容易出现共线性现象，这里首先对

指标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

表2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

1.000

X2

0.872

1.000

X3

0.509

0.268

1.000

X4

0.417

0.276

0.831

1.000

X5

0.503

0.361

0.715

0.725

1.000

X6

0.826

0.711

0.631

0.627

0.726

1.000

X7

0.318

0.179

0.627

0.741

0.954

0.528

1.000

X8

0.163

0.087

0.625

0.426

0.271

0.321

0.371

1.000

X9

0.600

0.613

0.297

0.279

0.527

0.725

0.527

0.279

1.000

X10

0.062

0.177

0.062

0.010

0.327

0.264

0.167

0.176

0.163

1.000

X11

0.317

0.215

0.731

0.825

0.726

0.538

0.826

0.427

0.471

0.168

1.000

表2的相关系数来看，最大值为X5和X7的相关系数

高达0.954，最小值为X4和X10的相关系数为0.01，有些相

关系数值在0.7以上。根据Hoinghere（2010）的观点，如果

相关系数在0.6以上表示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在

计量回归时会导致共线性现象，因此就本文分析的问题而

言所设定指标存在一定相关性。

3.2 主成分分析

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指标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这里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各指标变量的特征

值和方差贡献率见表3。
表3 主成份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特征值

合计

6.287

1.783

1.265

0.587

0.427

0.176

0.142

0.062

0.037

0.029

0.017

方差%

56.274

17.376

11.678

4.276

4.279

1.427

1.312

0.513

0.487

0.264

0.163

累计%

56.274

75.267

87.075

91.672

95.289

97.376

98.280

99.093

99.472

99.736

100

平方和载入

合计

6.287

1.783

1.265

方差%

56.274

17.376

11.678

累计%

56.274

75.267

87.075

从表 3 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

56.27%，特征值为6.287，前两个主成分贡献率为75.27%，

特征值为1.783，前三个主成份的贡献率达87%，特征值为

1.265，即前三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从第四个主成

份开始特征值开始小于1，主成分贡献率为91.67%，增幅

明显下降，这里确定使用3个主成份作为代表。载荷系数

计算结果见表4。
表4 前三主成份载荷系数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F1

0.716

0.617

0.841

0.827

0.827

0.907

F2

0.437

0.672

-0.318

-0.487

-0.190

0.278

F3

-0.279

-0.214

-0.184

-0.017

0.418

-0.067

变量

X7

X8

X9

X10

X11

F1

0.809

0.764

0.672

0.153

0.756

F2

-0.376

0.167

0.487

-0.538

-0.547

F3

0.377

-0.398

0.154

-0.098

-0.098

从表4的结果来看，第一主成份载荷系数较大的指标

变量主要包括8个：x1、x3、x4、x5、x6、x7、x8、x9、x11，第二

主成份载荷系数较大的变量为x2，第三主成分载荷系数较

大的变量为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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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计量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主成份分析可知，所选取的11个指标变量

对文化软实力的贡献度存在较大差异，这里选取较大的4

个指标进行计量回归分析：X11国家文化事业支出额、X4

年度专利授权数、X5文化产业产值、X6居民文化消费额，

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进行计量回归分析，估计结

果见表5。
表5 文化软实力主要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X11

X4

X5

X6

C

R2

DW

F

模型1

0.3187
（0.017）*

1.6738
（9.487）**

0.8973

1.7903

38.4873

模型2

0.1808
（0.036）*

0.0856
（0.026）*

2.0982
（0.278）***

0.9072

1.6709

45.2879

模型3

0.0648
（0.078）

0.0537
（0.027）**

0.1763
（0.074）***

1.0892
（0.798）***

0.8763

1.9073

29.4799

模型4

0.0637
（0.083）

0.0053
（0.047）

0.1165
（0.065）*

0.3176
（0.087）*

0.9076
（0.376）***

0.9361

1.8060

33.0973

注：*、**、***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统计值。

模型1为政府支持力度对文化软实力贡献度的估计

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x11的系数显著通过检验且为正，

表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支持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影

响因素。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知识资源因

素，x4的相关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知识资源的积累对文

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相关系数大小来看，

政府对文化的支持相关系数较大。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

上加入了生产者需求，x5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而且在政府

支持、知识资源和生产者需求三者相比之下，生产者需求的

系数最大，表示当前市场化改革情况下生产者需求的增强

显著刺激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

入消费者需求，从估计结果来看，x6 的相关系数达到

0.3176，而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四个变量中消费者需求的

相关系数最大，表示消费者的需求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重

要的影响因素，文化事业的发展应以消费者需求为前提。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势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构建文化软实力的

评价模型，借鉴波特的钻石模型，鉴于数据可得性原则选

取生产要素、需求状况、企业战略、政府行为等四个纬度进

行一级指标选取，一级指标下设定若干二级指标，二级指

标下设定若干三级指标。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指标变量之

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通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

理，最终选取对文化软实力影响较大的4个指标进行计量

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支持

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是推动文化事

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文化软实力提升过程中具有先导性

作用。（2）知识资源的积累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知识资源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组成部分，没有知识

资源量的积累很难实现文化软实力质的提升。（3）生产者需

求的增强显著刺激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生产者是文化产品

的提供者，如果生产者供给能力较弱，文化事业也很难发

展。（4）消费者的需求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文化事业的发展应以消费者需求为前提。基于以上结

论，本文从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角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优化文化产业需求结

构。实证结果显示，消费者需求是影响文化软实力提升的

最重要因素，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消费者需求为前

提，通过对消费市场进行调研，了解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

需求量和购买能力，合理规划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同

时生产者也应该善于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引导，不断优化

文化产业需求结构。

第二，强化文化创新，创造文化知识生产力。知识经

济时代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异常重

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解决温饱

问题以后对文化产品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不断

的文化创新生产出适合居民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才能更

好地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最终转化为文化知识生产力。

高学历人才的培养是文化生产力提升的重要载体，应该树

立现代的教育思想理念，明确新的人才价值观，提高知识

资源在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作用。

第三，转变政府服务职能，加强政策体制的引导力。

政府是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文化软实力提升

过程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在不断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进

程中，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主动适应和遵循市场经济

运行规律，把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向为文化市场发展服务上

来，通过制定相应的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逐步

引导、服务、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

政府的财力支持，今后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文化产业发

展的扶持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于国民经济有重要

意义的文化产业给予政策倾斜，规范文化产业的发展模

式，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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