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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态下的和谐政治

0 前言

公 平 和 正 义 是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的 重 要 标

志 , 是 人 类 社 会 始 终 不 渝 追 求 的 理 想 , 更 是

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的伦理旗帜 , 也是和谐社

会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

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我

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应该是民

主法治、公 平 正 义 、诚 信 友 爱 、充 满 活 力 、安

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1]。”而公

平 与 正 义 的 原 则 在 发 展 实 践 中 会 与 种 种 急

功近利的决策构成矛盾 , 作为进行行政决策

主体的政府 , 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坚守

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准则 , 无疑是和谐社会可

否顺利构建的关键。也就是说 , 和谐社会的

建设 , 内在地包含着和谐政治的建设。

当今社会 , 信息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

每一个领域 , 甚至可以改变社会政治结构、

公民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 , 改变传统

权 力 的 性 质 、 分 配 方 式 以 及 权 力 的 运 作 方

式 , 成为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数字

化 环 境 下 , 我 们 认 为 : 在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过

程 中 , 和 谐 政 治 的 构 建 是 关 键 , 而 和 谐 政 治

需要良好的信息生态的支撑。因此 , 本文将

从信息生态的角度来构建和谐政治 , 从政府

结构、政府能力和政治文化三方面来阐述信

息生态平衡对和谐政治的推动作用。

1 和谐政治的内容

翻 开 中 国 思 想 史 , 我 们 不 难 看 出 , 中 国

人一直在追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早在先

秦时期 , 就有和谐思想的萌芽 ; 孔子认为“为

政以德 , 譬如北辰 ,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君

子和而不同”: 孟子认为“天人合一”(人与自

然、个体与群体的适应、协调); 《左传·襄》写

道“八年 之 中 , 九 合 诸 侯 , 如 乐 之 和 , 无 所 不

谐 ”: 北 宋 政 治 家 、文 学 家 范 仲 淹 在 《岳 阳 楼

记》中 , 描述了“政通人和 , 百废俱兴”的盛世

景 象 。 他 们 的 观 点 很 明 确 , 主 张 “合 ”, 主 张

“和谐”, 追求“和谐”。

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 是一种复

杂的社会现象 , 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

在人类历史的变迁中政治的内涵不断发生变

化。在我国现代对政治内涵的论述最早的是

孙中山先生, 他认为: “政就是众人之事, 治就

是管理, 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2]”。之后我国

接 受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观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的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3]”, 政治都是一

定经济基础、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

建筑 , 列宁的“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

家 定 方 向 , 确 定 国 家 活 动 的 形 式 、任 务 和 内

容”、“政治是一种科学, 一种艺术[4]”等。孙关

宏、胡雨春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 : “就广义

而言 , 当代的政治主要是国家的活动及其形

式和关系[5]”。基于以上分析 , 和谐政治的内

容 应 该 是 国 家 活 动 及 其 形 式 和 谐 和 关 系 和

谐 , 即 和 谐 政 治 应 包 含 政 府 结 构 和 谐 、政 府

能力和谐、政治文化和谐三方面的内容。

2 信息生态对和谐政治的影响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 , 系统所处的环境

从广义的角度我们称之为生态。政治是整个

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 和谐政治无疑

处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政治和谐既要有

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生态 , 也要有一个与

之相适应的信息生态。和谐政治的构建与信

息生态是密不可分的。

2.1 信息生态平衡有助于政治结构和谐

由 于 政 治 结 构 的 形 态 是 政 治 体 系 形 态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 它 影 响 政 治 体 系 的 功 能 发

挥、运转方向、运转方式和总体效能 , 并最终

影响到政治体系乃至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如

果政治结构形态滞后于社会发展 , 必将出现

由 于 社 会 系 统 控 制 整 合 阙 如 导 致 的 社 会 秩

序的混乱 , 由于权威性价值分配的缺乏带来

的社会不公 , 以及公共物品的缺乏导致的人

民生活水平的低质量。这必将制约社会总体

的进一步发展。这里从制度结构、权力结构

和 人 事 结 构 3 个 方 面 来 阐 述 信 息 生 态 平 衡

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首先 , 信息生态平衡可以完善政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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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从政府职能转换的大趋势来说 , 政府

应该从具体的日常事务中脱身出来 , 集中精

力于外围的法制、体制和机制的完善。在法

制方面 ,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息公开、

网 络 信 息 服 务 、 网 络 环 境 下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电 子 签 名 、电 子 认 证 等 方 面 的 法 规 制 度

的制定无不需要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 ; 在体

制方面 , 组织贯彻力和协调力的发挥离不开

信 息 生 态 平 衡 ; 在 运 行 机 制 方 面 , 人 才 吸 纳

机制、激励机制和产业政策等也都需要以信

息生态为依托才能跟得上社会的要求。

其次 , 信息生态平衡可以破除政府权力

结构的壁垒。政府权力资源是一柄双刃剑。

权力资源掌握在特定的人手里 , 把握住人就

把握住了权力。信息网络时代也改变不了中

国流传下来的这个游戏规则。现实的经济生

活越来越多地依托数字网络 , 权力也在逐渐

地向数字化演变。“这种权力的网上平移就

是权力的数字化。”说这话的人是中国商业

联合会信息部部长王耀。他认为 , 比权力的

平移“更可怕的情形就是权力借助数字手段

被扩大化了[6]。”如果信息完全公开、信息交

流顺畅渠道多样化 , 就可以有效破除数字交

易过程中出现的权力壁垒。

再次 , 信息生态平衡条件下易于调整政

府人事结构。政府的一切活动 , 应该都以是

否 代 表 最 广 大 人 民 的 最 大 利 益 作 为 我 们 审

视政府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标准。一个

高 效 的 政 府 其 人 事 结 构 应 该 具 有 精 简 、统

一、效能的特性。信息闭塞、信息冗余、信息

不畅等定将导致政府管理部门各自为政、人

事冲突、多重管理、疲于应付的局面。在信息

生 态 平 衡 条 件 下 建 立 的 政 府 人 事 结 构 具 有

可变性和灵活性 , 易于调整。

以中国药品市场为例 , 药品作为特殊商

品 , 其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分别由不同

的 行 政 部 门 负 责 , 纲 领 性 文 件 《关 于 城 镇 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也设计了 8 个相

关 部 委 ———国 务 院 体 改 办 、国 家 计 委 、国 家

经贸委、财 政 部 、劳 动 保 障 局 、卫 生 部 、国 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由此 , 要

搭建网上的药品流通平台 , 也就要得到这 8

个部门的支持 , 8 个部门的认可在这里成了

稀 缺 资 源 , 怎 么 做?试 图 在 这 一 领 域 有 所 作

为的企业仅有技术力量是不够的 , 仅有几个

部门的认可也是不够的 : 8 个部门的管理权

力在网上都要有所体现 , 技术的合理性和先

进性倒不是第一位的[7]。

2.2 信息生态平衡有利于政府能力和谐

从政治学的角度说 , 以共同价值观作为

人 们 思 想 的 基 础 , 是 维 护 社 会 秩 序 、体 现 政

府 能 力 的 基 本 内 容 ; 通 过 努 力 使 信 息 、知 识

与思想的传播按照自己的意志有序化 , 以维

护 共 同 价 值 观 , 是 体 现 政 府 能 力 的 重 要 方

式。信息生态平衡是提高政府能力的基础。

具体表现在 :

( 1) 信息生态平衡有利于政府加强执政

能力建设。在信息生态平衡的网络环境下 ,

政 府 工 作 人 员 只 要 利 用 网 络 就 可 以 及 时 高

效地了解到全球范围的最新信息 , 科学、全

面地把握和判断国内外形势 , 制订出合乎国

情的路线、方针、政策 , 与时俱进。而且还可

以广泛地汲取全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 吸收借

鉴其他国家政党的经验教训 , 来加强政府自

身的建设。

( 2) 信息生态平衡可以提高政府工作效

率。信息生态平衡是实现政府信息化的前提。

在日常工作中 , 政府可以利用网络来宣传党

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 , 扩大党的

号召力和影响力, 增强凝聚力。政府不仅可以

真实、快捷地了解公众对党的现行方针政策

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 还可以在网

上及时地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实现党的执

政工作电子化, 也就是通过电子公文、电子邮

件、网上信息发布、电视电话会议、电子税务、

电子人事、电子采购等电子化手段实现网上

办公。利用网络执政, 不但能降低党的执政成

本, 而且能够提高执政效率。

( 3) 信 息 生 态 平 衡 有 助 于 党 内 民 主 , 党

外监督。党内民主即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

化。信息生态平衡可以保障政府快捷地获取

充分的信息 , 利用其手中的民主权利参与决

策 , 这 样 就 能 避 免 暗 箱 操 作 , 增 加 执 政 工 作

的透明度。此外 , 网络为公众了解政府的工

作提供了经济快捷的通道 , 便于政

府 迅 速 地 感 应 到 社 会 环 境 及 被 监

督情况的变化。这就削弱了集权控

制的能力 , 弱化了个人对社团的相

对依赖 , 提高了个人参与政治的能

力 , 推动了公众与政府直接对话 ,

能够扩大政府执政的社群基础 , 有

利于党外监督的实现。

( 4) 信息生态平衡 促 进 政 府 创

新意识的觉醒。马克思主义不仅重

视 科 学 通 过 技 术 在 发 展 社 会 生 产 力 中 的 巨

大作用 , 而且重视科学以其思想作为精神力

量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政府从网

络 信 息 资 源 中 汲 取 养 料 , 开 阔 了 眼 界 , 活 跃

了 思 想 , 他 们 会 抛 弃 落 后 、封 闭 、保 守 的 思

想 , 认同创新、实效、信息、竞争的观念。通过

网上办公、网上学习、网上交流等活动 , 政府

的思维方式正在由单向向多向、由平面向立

体、由封闭向开放、由收敛向发散、由线性向

非线性等方面发展。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创新

必 将 极 大 地 推 动 执 政 工 作 的 方 方 面 面 的 创

新 , 使政府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政府能力通过政治管理得以体现 , 而信

息的一项重要功能是管理功能 , 信息资源是

科 学 决 策 的 基 础 、合 理 计 划 的 依 据 、有 序 组

织的保证、有效控制的手段[8]。信息生态失衡

会造成政治管理的紊乱和政治统治的偏差。

从政治学角度 , 政治能力的表现主要是依靠

“权力”和因权力而形成的“命令链”。当“链

环”“节点”出现问题 , 造成“命令链”的断裂 ,

这样权力机构(政治的主体)无法明确应该对

谁实施权力 , 权力接受者无法接受明确的命

令 , 政治运行就会失效。这种“命令链”的断

裂实质是信息的失衡 , 即信息传播受阻。在

由“五 W 传播模式”和“施拉姆传播模式”相

互结合而成的政府公共关系传播模式中 , 政

府公共关系的传播模式由信源、信宿、信息、

媒介、反馈、转换、环境、干扰、效果、目标 10

种基本要素构成(见附图)[9]。

这 一 模 式 很 好 地 说 明 了 政 治 活 动 是 怎

样通过信息的传播发挥其效能的。美国著名

的政治学家卡尔·多 依 奇(Karl.W.Deutsch)在

他 的 政 治 沟 通 理 论 中 对 信 息 在 政 治 管 理 中

的作用进行了论述 , 他认为信息是政治的神

经 , “权力观念需让位于信息观念”, 只有通

过 “信 息 沟 通 ”, 才 能 对 “政 治 系 统 结 成 一 致

行为所具有的可能性作出评估”。“唯有不断

附图 政府公共关系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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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获 取 并 反 馈 所 有 影 响 政 治 系 统 运 行 的 信

息 , 方 能 有 效 地 矫 正 自 己 的 行 为 , 并 自 动 地

导向于目标之达成”[10]。

2.3 信息生态平衡有利于政治文化和谐

政治文化是一个以政治认识为核心、政

治情感为形式、政治价值为内容、政治理想为

灵魂的有机整体。政治文化影响人们的政治

信仰、政治态度和政治纲领, 左右人们的政治

行为, 影响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11]。政治不

和谐往往源起于人们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的

冲突, 政治文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产

阶级提出的天赋人权以及平等自由 , 吹响了

反封建斗争的号角 ; 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

革命和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的斗争中使无产

阶级凝聚为一个行动整体 ; 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在实现祖国统一过程中已经发挥并将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信息生态下的政治文化和

谐实质上是以一种理性的反映社会发展规律

和人的现代需要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去统一各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 , 达到对政治

共同体的完全或者基本认同。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 其核心内容就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

展 意 味 着 政 治 思 维 的 开 放 、 政 治 观 念 的 创

新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防“左”反右 , 同时 ,

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 , 宣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 培 养 “四 有 ”公 民 , 从 思 想 文 化 上

保持政治稳定。我们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和法规 , 保证政府的一切活动有利于人民、

国家的利益 , 弘扬文化事业中的主旋律 , 不

断清除文化垃圾和精神垃圾 , 始终代表先进

文化的发展方向。

官 场 腐 败 是 当 今 我 国 社 会 的 主 要 不 和

谐问题。伴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 , 党

内出现了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 如陈希

同 、成 克 杰 、胡 长 清 、程 维 高 、刘 方 仁 、李 嘉

廷、田风 山 、刘 长 贵 、王 怀 忠 、刘 克 田 等 这 样

的高官腐败。每年都有一批领导干部因腐败

而 被 查 办 。 现 在 腐 败 分 子 涉 案 金 额 不 断 扩

大 , 窝 案 串 案 一 个 接 一 个 , 波 及 的 领 域 越 来

越宽 , 有铁道、民 航 、电 力 、电 信 、教 育 、卫 生

等垄断行 业 的 和 工 商 、税 务 、金 融 、保 险 、证

券、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等经济领域的 , 还

有 纪 检 监 察 、公 检 法 司 、海 关 、武 警 和 军 队

的 , 甚至还有科研机构等部门的。“自由从表

面上看是非常诱人 , 然而如果它加剧现有的

不 平 等 现 象 , 就 会 起 到 一 种 压 制 作 用 , 尽 管

它标榜的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12]形形色色

的腐败分子 , 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营私舞弊、

中饱私囊 , 他们参赌、涉黑、嫖娼、“包二奶”,

低级下流 , 坏事作尽。这些腐败分子给党、国

家和人民带来极大危害 , 导致了严重的社会

矛盾和冲突。

20 世纪 70 年代 , 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

提出了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他打了一个

比方 : 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一只

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 , 所引起的微弱气流

对地球大气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强 ,

甚至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

场龙卷风。用西方的一个民谣可以形象地诠

释 “蝴 蝶 效 应 ”: 丢 失 一 个 钉 子 , 坏 了 一 只 蹄

铁 : 坏了一只蹄铁 , 折了一匹战马 ; 折了一匹

战马 , 伤了一位骑士 ; 伤了一位骑士 , 输了一

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 亡了一个帝国。初始

条件十分微小, 但其长期效应却是巨大的。同

理 , 信息生态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防微杜

渐的。政治文化通过信息生态内化到政治行

为者内心深处 , 并作为政治行为者行动的指

导 , 最终将政治文化凝固为内在的习惯和行

为模式 , 在政治行为者心理上形成稳定的人

格特点, 从而在政治行为中得到一贯的表现。

信息生态为政治文化提供“软件约束”, 增强

向心力和凝聚力, 使政治行为朝着体现公平、

正义、民主、平等、自由和法治的方向运行。

3 结语

对于中国人而言 , “南桔北枳”的哲理可

谓妇孺皆知。的确 , 万物皆有其独特的生存

环 境 , 只 有 在 相 宜 的 环 境 之 中 , 才 有 可 能 生

长出与其相适宜的物种。这一自然界生物的

生存法则 , 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各项事物成长

的客观规律。人类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的

各项制度的产生与演进 , 都有其特有的社会

环境或时代背景。和谐政治也不例外。所以

欲行和谐政治功夫在和谐政治之外。我们要

重视信息活动的生态效应 , 树立信息生态意

识 , 不 断 改 善 信 息 环 境 , 建 构 良 好 的 信 息 生

态 , 促 进 积 极 信 息 的 有 效 应 用 , 导 向 高 雅 的

精 神 生 活 , 提 升 现 代 社 会 的 文 明 水 平 , 建 设

与时俱进的和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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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ious Politics in Information Ecology

Abstract:With the harmonious politics needing the support from good information ecolo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ound the information ecological equilibrium on how to give an impetus to the harmonious politics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government structure, the government ability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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