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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时代的发展

肖绍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 % 时代悄然而至，没有大革命的激昂，没有大萧

条的阵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人

人关心 % 时代，讨论 % 时代，参与 % 时代的决策，不仅

大有必要，大有可能，而且已是时代的必然。本文试

图对 % 时代的缘起、趋势、物质基础和社会特征作一

简要的描述。

一、% 时代下的不同社会群体

欧共体从上个世纪末叶开始，系统地开展了以 %

欧洲（%&’()*+%）为目标的系统研究项目（ 即 ,)-.%&

/*)0 1)*2%34，称之为框架项目，现已到第 5 期），早期

由政府资助启动，现已形成可以营利的产品和产业，

显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研究也将 % 服务（%&6%)783%，称之为电子服务）定

位为主要方向之一，包括 % 学习（ %&9%-):8:;，电子学

习）、% 健康（%&<%-94<，电子健康）等内容。

与此同时，% 时代的社会，% 时代的我们，已经和

此前大不相同。形形色色、花样不断翻新的 % 产品、

% 服务、% 管理手段悄然来到我们身边，进入千家万

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语汇和相互交往方式，

改变着我们生产、生活和思维的方式，也就在不知不

觉中改变着我们自身。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 % 时代的感受各不相同。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是捧着手机、笔记本电脑，在网

上泡大的一代。他们是 % 时代天然的拓荒者和受益

者。中年人是社会的主体力量，目前在不同管理岗

位上担负一定管理职责的，往往是毕业于工业化初

期的他们。就多数而言，他们从学校获得的专业知

识大多被遗忘，从上辈人所获取的工作方式、生活方

式、思维方式往往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快节奏，因此他

们往往感到难以承受纷乱而多元的信息冲击。在老

龄化日趋严重、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匮乏的年代，% 化

将是老年人的福音。实际上，家用服务机器人在日

本和韩国的研发已初见端倪；立足社区、面向老年人

的健康咨询和就医服务网络在瑞典等北欧国家正趋

于成熟。老年人往往拥有丰富的知识、经验和社会

资源。少年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将成为促进 % 时代

发展的主力。借助 % 技术群的支持，借助与之相适

应的机制、体制和文化氛围的支持，他们可以提前为

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可能在几岁时就提出了有意义

的奇思妙想，其佼佼者甚至可能在十几岁、二十几岁

时就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前列，将学习、为社会奉献和

享受人生乐趣融为一体。

二、% 时代的时代要求

值此技术换代、社会转型、时代跃迁的时刻，借

用先辈的一句话：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

之者亡。也可以说，在 % 时代，迷茫者凄凉，容不得

犹豫和彷徨。值得注意的是，% 时代几个标志性的进

步都出乎意料，并非事先策划、严密规划的结果。例

如，上个世纪 5= 年代末 >= 年代初 1? 机出现时，没

有人想到它会风靡全球，引领风骚几十年而不衰。

而 >= 年代 1? 机进入中国之初，一些专家惊呼：不得

了，用户竟然将其用于打字和游戏，而不是计算。后

来的事实证明，1? 机大普及的主要动力恰恰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计算，而是实现文档电子化和多媒体集

成，以及后来的通讯功能。类似的，中国手机曾被视

为腐败的标志而加以限制。然而，几乎一瞬间，手机

用户达 @ 亿，中国变成了世界手机用户大国。互联

网的发展更是如此。虽然令人心惊的青少年网瘾、

网恋时有发生，甚至形形色色的网骗、网毒也应运滋

生，但信息化 A 网络化的脚步仍然不可阻挡，网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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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区、学区开始成为社会常态，成为青年人生活

的基本组成部分。

国内外舆论普遍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成

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电子航空客票近三年勃然兴

起，中国捷足先登，率先淘汰纸质客票。探月国家若

干，中国重在综合探测、科学探测，大有迎头赶上之

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有可能按照应用导向、

需求导向、服务导向的路子，在不远的将来，跃入 $

时代技术强国的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型国家。

三、$ 时代的缘起

今天的社会是以往历史发展的产物。$ 时代是

工业化发展并达到新高峰的必然结果。其实，“ 二

战”结束前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开始进入新

的高潮，人类进入了 $ 时代，其标志是微电子和自动

控制技术蓬勃发展并达到顶峰。恰在此时，电子计

算机技术脱颖而出，其核心技术按著名的摩尔定律

飞速发展，迅速臻于成熟，成为微电子技术走向高一

级阶段的最新标志。与此同时，人们认识自然、影响

世界、影响自身的能力也发生了飞跃。

从早期的微电子和自动控制技术到后期的计算

机及其所支撑的信息网络与通讯技术，这些先进的

技术形成了一大技术群。可以将这一大家族简单概

括为 $ 技术群，即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

群，它既是模拟技术的核心，又是当前数字技术的基

础。正是 $ 技术群的发明开创了 $ 时代的纪元，孕

育出了信息时代。如同当年从蒸汽机到内燃机的热

机技术群的发明开创了工业时代的纪元一样，$ 技术

群奠定了工业时代高潮———电气时代的基础。

就技术而言，信息时代是 $ 时代的一个新的高

潮。如果说，从 !% 世纪中叶起，人类社会进入了微

电子和自动控制技术为主要标志的工业化的顶峰

期；!% 世纪末叶，随着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用户

的大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那么 $ 时代就是对

工业化时代发展到信息时代这一过渡阶段的简要概

括，也是对二者并存局面的客观描述。

在 $ 时代，由于 $ 技术群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

用，制造业逐步发展到精密制造（ 主要是指精密铸

造、数控机床等，也包括数字化医疗装备）；电报发展

为电子邮件，只能传递声音信号的电话座机发展为

多媒体宽带信息接口。同时，手机异军突起，成为须

臾不可离开的大众掌上信息中心 & 办公室 & 娱乐场；

电子文档成为办公领域的主要载体，电脑打印、激光

照排取代了油印、铅印。这些变化就像当年纸张取

代竹简、活字印刷取代雕版印刷一样是客观的必然。

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健康、电子学习等等，

是迄今为止 $ 时代发展最有标志性的产物，已经并

将继续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网上办公

体现了信息民主，网上监督成为抑制政府官员腐败

的利器，网上报名、查分、录取已经成为考试不可缺

少的基本环节。电子商务、网上交流则已成为青年

人的最爱。未来电子学习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成功将

成为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性进步———知

识从精英走向大众，技能可以跨行学得。

$ 时代方兴未艾，它还将给人类自身发展带来不

可估量的影响。清华大学关于意念操纵机器人的成

功试验!体现了 $ 技术群和生命技术群的结合，是 $

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新技术进展。与此同时，’() 计

算机原型的研究也已经开始。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也不会凝固。$ 时代后面

可能是光子时代、量子时代，但它们都应是信息时代

更高级的阶段。当前要紧紧把握的，是基于 $ 技术

群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脉搏。

这将是人类脱离马克思所说的幼稚时代走向成熟发

展的转折点。

四、$ 时代显现的社会特征和发展趋势

$ 技术群支持的各类产品快速普及，渗透各行各

业，深入千家万户，促成了 $ 时代新一波大潮。

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按

照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

断，$ 技术群是 $ 时代决定生产力高低的最基础的要

素。不难想象，$ 技术的研发者和掌握 $ 技术应用技能

的新职业队伍，将成为目前第一生产力的核心。

这种发展变化当然要给人类社会打下新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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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并导致一系列新现象。$ 时代独有的社会特征将

在其高级阶段———信息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渐次展

现。对目前已经初见端倪的，可以试着列举若干，以

便讨论。

%& 人的能力成为基本资源

在 $ 时代，市场将重新洗牌，社会面貌和人生道

路将发生根本改变。学科的分化和交叉并重，社会

分工的门槛降低，个人的跨行业、跨专业的全面发展

成为普遍的实践。同时，人的发展将成为第一要义，

以人的发展为目标、面向大人口的、丰富多彩的 $ 工

具将形成无所不在的体系，成为支撑社会运转最基

础的设施，其上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应用体系将占据

社会中心地位，相应的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链，与

高效的信息链、知识链并行运转，互相支撑。每一个

公民的生命价值和全面发展的权利都受到社会的充

分尊重。终身学习和探索创新不但成为可能，而且

将成为人们的主要乐趣，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并终

将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推动力。

!&“标准大战”!将完全改观

标准建设将进入以人为本的崭新阶段。随着个

人（个体）作用的回归，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技术标

准的垄断将成为历史，工业经济时代壁垒式的产品

标准、技术标准、行业标准体系将让位于方便客户

的、以人为中心的开放式的服务标准体系，支持跨机

构、跨行业、跨地域的业务流，由此形成人本标准体

系。人本标准将居于标准建设的主导地位。这将是

中国开发人口资源的第一个容易把握的、具有时代

前沿意义的战略突破点。

’& 人口全息"资源体系成形

进一步说，在 $ 时代将形成以公民个人为中心，

面向全人口，连接各类相关数据的完整而高效的网

络体系，覆盖从采集与集成、存储与流通到分析与综

合、挖掘与利用和回馈的全过程，其高级形态就是以

人为本的知识积累与开发利用的过程。它将超出狭

义的人口学范畴，成为人口全息资源体系，构成人本

资源的基础。可以分三个层次把握人口资源体系：

跨部门的人口（ 管理）全息资源，跨行业的个人（ 服

务）全息资源，跨学科的生命（研究）全息资源。这些

资源体系经过适当的机制，可以转化为政府决策与

施政资源、企业运营与发展资源和科学研究与技术

开发资源。本质上讲，人口全息资源是服务百姓一

生的社会资源，可称之为人口全息社会资源，或简称

社会全息资源。它将类似于互联网，主要以市场为

基础发展。中华民族人口众多的优势将在开发人口

全息资源的过程中充分显现。

() 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大发展

支撑人口全息资源发展的，将是以消费者为中

心，以方便用户、保护公民为目的的综合信息服务体

系，或称人口全息服务体系。它将有两条主线，一是

以 卡（ *$+,-$. ）、库（ */0/1/.$ 2 34567$*8$ 6/9$:

;5<.$）、网（ ,409/4$0 2 ,40$94$0 2 ./0$77,0$:1/.$* 4$0:

6593 ）为主的信息网络建设；二是相应的人力资源网

络和新职业建设。可以预见，在 $ 时代，人口全息服

务体系将在新兴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勃然兴起。社

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对人的发展所带来的局限性，将

由于以综合信息服务为特征的新职业的涌现而得以

补偿。社会全息资源将在千百万人全面发展的实践

中不断积累、开发，逐步形成决定未来竞争力最重要

的战略资源。这些是电子服务的要义，也是电子健

康、电子学习的精华所在。

") 信息权成为基本的社会诉求

在 $ 时代，由于 $ 技术群的大规模普及，信息和

知识迅速积累，其大规模流通及异地共享不仅成为

可能，也越来越成为必需。因此，它的中断将立即导

致社会瘫痪。此时，所有社会热点问题都可以或多

或少地归因于不同人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力不

匹配，权益不合情理；其解决方案都不得不面对信息

孤岛问题和数字鸿沟问题，都离不开信息资源的合

理开发、保护和利用。人们对信息资源及其所有权

的敏感，对信息流通共享机制的渴望和相关权益的

自我保护诉求，将相当于中国 #= 年前的土地和粮

食、’= 年前的市场与财富。与之类似，这必然涉及公

民的基本权利，即信息权。公民信息权至少包括三

个层面，即：公共信息共享权、服务信息知情权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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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所有权。而且，其内涵将日渐丰富，由此将形

成积累与开发社会全息资源的强大原动力，促进 $

时代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公民信息、法人信息、

国家信息的权限界定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和标

准、规范体系的建设是 $ 时代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最紧迫的战略性任务。

五、结论

$ 时代悄然而至，$ 时代的新阶段———信息时代

已成洪流之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阶段。各行

业、各部门、各国的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会。

每个人，不论是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含苞欲放的青少

年，如日中天的中青年，还是渐入晚霞的老年人，都

将由于合乎时宜的选择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绽放

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绚丽芬芳的生命之花。

注释：

!引自 !%%& 年 & 月 ’( 日央视采访清华大学高上凯

教授节目。

"参见《新全球主义 ：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

告》，互联网实验室，!%%( 年 & 月；)))* +,-./0/12* +34

#参见宋健《信息时代的人口动力学》，!%%# 年联合

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和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召开的人

口及相关领域信息通讯技术应用与发展研讨会主旨

报告，后发表于《人口研究》!%%& 年第 ’ 期。

〔责任编辑：赵5 勇〕

第五届数字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暨信息主管峰会“ 数字健康论坛”在京举行

张5 刚5 王钦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5 5 !%%6 年 ’! 月 & 7 6 日，由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

究院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人口与健康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仪器仪

表学会医疗仪器分会电子健康专业委员会协办的

“数字健康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论坛是北京

大学和国际数字地球学会联合主办的“ 第五届数字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暨信息主管峰会”的分论坛，主题

为电子信息与空间技术在人口与健康领域的应用。

来自国家人口计生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改革委社

会发展研究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大

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同仁医院、深圳和昌平

等基层人口计生部门、有关信息技术开发公司的专

家、代表和媒体记者 #% 余人与会。

国家人口计生委人事司司长金小桃出席了开幕

式。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秀万和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苗霞分别代表峰会主

办方和论坛与会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论坛分为大会报告、发言和圆桌会议两部分。

大会报告和发言包括数字健康发展战略、技术应用

和解决方案、项目和经验交流三部分，共 !% 位专家

和代表发言；圆桌会议讨论了行动建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信息情报所教授尹

岭作大会报告，主题为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网

的发展战略、工作进展和目前正在制定的国家健康

科技规划。他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医院的办院

宗旨要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改为“全

民健康保障”，为此必须大力推进卫生信息化和标准

化，重点抓好电子健康档案，要特别重视基于人群的

健康监测。他特别指出，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人网”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秀万介

绍了 89 技 术，即 遥 感（ :9）、全 球 导 航 卫 星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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