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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社会信息学专著，是国内外社会信息问题研究成果的归纳与总结。
全书分为五编：第一编，阐述汇聚成中国社会信息研究潮流的三个主要来源：香农信息论、理论信息
学和社会认识论；第二编，阐述国外社会信息学的发展概况，比较分析俄、美、日、中社会信息学的
研究途径；第三编，讨论社会系统的信息性和复杂性；第四编，论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的
社会信息学；第五编，简介社会信息技术与工程，并展望社会信息学的未来。
　　本书观念新颖，视域广阔，资料翔实，展示了初生的社会信息学概貌。
它既是一本系统的学术专著，也可作为相关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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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宗荣，1947年生，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系统科学博士，教授。
1992年8月至1995年8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软件工程、理论信息学、信息世界观。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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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　　两种文化的争论，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它们对于社会现
象与自然j见象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
这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学派之间对立与争论的本体论前提。
　　科学主义者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基本相似性，忽略其间的根本差异性，主张像对待自然现
象那样来对待社会现象，由此又被叫做自然主义者（natu- ralist）。
科学主义流派的不同代表尽管对于社会现象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看法有所不同，但在强调社会现象的
客观性和因果性方面则是共同的。
　　孔德认为，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但同样服从于不变的规律。
社会规律比自然规律要复杂，但也可以并只能通过实证的方法来把握。
斯宾塞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的分工相似于动物机体各个器官的分工，机体器官
的功能是相互配合和协调均衡的，有机体才能正常地生存。
社会机体比生命机体复杂得多，其中最大的差别是社会中有个人的存在和作用，有个体与集体和国家
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
斯宾塞力图发现和论证社会机体与自然机体之间在机体结构和功能组织等方面的内在相通性，甚至认
为像“自然选择、生存竞争”等自然进化规律在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和发生作用。
因此，他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有机体方法来研究社会有机体。
　　迪尔凯姆充分地认识到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界定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尤其“强调
用社会现象对个人意识的外在性与个人意识可能发生的强制影响，用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来
给社会事实下定义”。
正是通过与各种非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的比较，迪尔凯姆把社会现象定义为：“所有‘活动状态’，
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
于团体中，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叫做社会现象
”。
　　从总体上看，科学主义者尽管也承认人类行为比自然现象更复杂，因而探索社会科学规律比探索
自然科学规律更困难，但他们否认这种差别是本质性的、根本的。
他们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都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
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实验和概括的。
人文主义者则突出强调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
是根本不同的，自然现象具有客观性、确定性、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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