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信息自身的特征

渊一冤信息是客观的事物
信息自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1]袁无论人们是

否已经认识它尧了解它尧掌握它,或者使用它袁都不会
影响信息自身的诞生尧存在和变化遥
信息自身完全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袁 在人

类社会诞生以前袁 自然界中就已经客观地存在着大
量的信息了遥
迄今为止袁人类社会已经了解尧掌握和使用的信

息只是信息世界中的一部分袁 除了对已经存在的信
息的发现和认识袁 人类社会自身还在不断地制造着
大量的新的信息袁从这个角度来说袁信息的总量是无
止境的遥

信息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来被人们储存尧
固定尧传播和使用袁但是袁信息自身并不是必须要借
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才能存在袁 物质载体与信息的关
系就像人的衣服与人的躯体一样袁没有衣服的存在袁
躯体仍然是存在的遥只是作为社会中的人袁出于人的
人格尊严和身体的安全才必须穿上衣服袁在野人冶的
语义概念上袁野人冶这个词的含义是固定的袁不穿衣服
的野人冶与穿着衣服的野人冶是相同的遥
物质是信息的载体袁 它可以像火车承载旅客一

样承载来自外界的信息袁 也可以像火车承载自己的
列车员一样承载自己内在的信息袁物质自身的能量尧
材料渊质料冤尧形态和结构本身都是信息的体现遥

渊二冤信息的内部结构
信息自身都是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构成的袁形

式和内容密不可分袁没有只有形式的内容袁也没有只
有内容的形式袁更没有缺乏内容或形式的信息存在遥

信息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

系袁一种内容可以由不同的形式来体现袁同一种形式
也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内容遥但是袁对于某一具体的
信息来说袁 它都是由具体的形式和具体的内容组成
的袁两者不可分离袁用公式表示为

信息 =形式 +内容
这里的野形式冶不是人们可以看到的物质袁而是

所对应的信息的内容得以诞生的形式袁 这种形式只
有再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才能转换为能够被人们看
到的形式遥
例如院 李兵在办公室里独自想到院野这个周六去

买一部新手机去遥 冶 他的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一条信
息袁信息的内容是野这个周六他将要去买一部新的手
机冶遥 这一信息的形式是一种无声的或者有声的语
言袁语言中文字的排列方式和顺序是野这个周六 去
买 一部 新手机去遥 冶他在做出这一决定时袁实际上
是在他的心中自己对自己野说冶和野听冶的过程袁使用
的语言就是自己平时习惯使用的语言遥 这一语言的
词语排列方式和逻辑结构就自动地成为了他所要说
给自己听的语言的形式袁也就是信息的形式袁这是内
在于他心中的袁他自己能够感觉到这种形式的存在袁
但是外人和他自己是看不到这种形式的遥

渊三冤信息的产生
信息可以在自然界中产生袁 也可以在人类社会

中产生曰既可以产生于无生命的事物中袁也可以产生
于有生命的事物中遥在无生命的事物中袁主要是由事
物本身的运动导致了信息的产生曰 在有生命的事物
中袁除了生命体自身运动产生的信息以外袁有生命的
事物在自己的活动中也会不断地制造出信息遥

渊四冤信息的基本类别
通过多年的研究袁笔者对信息进行如下的划分院
所有的信息=人类制造出来的信息+非人类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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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信息遥
1. 人类制造出来的信息=人类有意识地制造出

来的信息+人类无意识地展示出来的信息
渊1冤人类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信息=人类围绕生

物体制造出来的信息[2]+人类围绕非生命的事物制造
出来的信息[3]+人类围绕社会制造出来的信息遥

1冤 人类围绕生物体制造出来的信息=人类对生
物体自身已有信息的发现尧 认识和利用所产生的信
息+人类围绕生物体进行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人类围
绕生物体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信息遥

2冤 人类围绕非生命事物制造出来的信息=人类
对已有非生命事物自身具有的信息的发现尧 认识和
利用所产生的信息+人类围绕非生命事物所进行的
各类发明创造+人类围绕非生命事物进行的生产经
营活动中产生的信息遥

3冤 人类围绕社会制造出来的信息=公民个人生
活中制造的信息+组织和团体出于社会工作和管理
的需要所创造的信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所创造出
的信息遥

渊2冤人类无意识地制造出来的信息=人类个体展
示出来的信息+组织和团体的存在所展示出的信息+
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所展示出的信息遥

2. 非人类制造出来的信息=宇宙空间中存在的
信息+地球自然界中存在的信息+ 生物体自身展示
出的信息+非生物体自身存在的信息+人类社会的存
在和延续所存在的信息 渊人类创造的信息之外的部
分冤

生物体的信息=生物体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信
息+生物体无意识地展示出来的信息遥

1冤 生物体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信息=动物制造
出来的信息+植物制造出来的信息+微生物制造出来
的信息遥

2冤 生物体无意识地展示出来的信息=动物无意
识地展示出来的信息+植物无意识地展示出来的信
息+微生物无意识地展示出来的信息遥

二尧社会对信息的利用

渊一冤信息被利用的基本原理
人类对信息的利用都是有选择性的袁 信息的内

容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利用信息的方式尧 时间和目
的袁同时也决定着某一信息被利用的程度和范围遥
利用某一信息与这一信息被利用后所可能产生

的社会效果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袁 这种社会效果
还会受到利用信息的主体尧方式尧环境尧时间尧作用对
象和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遥

现实中人们利用信息的方式主要有自己利用尧

与他人共同利用尧 许可他人利用和转让给他人利用
四种方式袁 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这些方式和可能出现
的法律纠纷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遥 现有的立法原则
倡导对有益的信息进行合法的经营利用袁 而不提倡
把那些对社会有益的信息隐藏起来或者禁锢起来不
进行使用遥
对于信息来说袁当它被人们利用时袁就是一种被

复制的过程遥
信息被利用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被复制的过程袁

用公式表示为下例式子 渊式中袁A 代表原有的信息曰
a代表被使用后的信息冤遥

1援利用原始信息院A寅a
利用后的原有信息被复制到新的事物中袁 往往

以不同于原有信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出现和存在袁
有时表现形式也与原有信息相同遥 利用后的信息与
原有信息可能相同袁也可能出现差异遥

2援传递信息院A寅物质载体寅a
信息传递过程中袁往往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袁传

递后的信息与原有信息可能相同袁 也可能出现一定
的差异遥

3援信息固定院A+物质载体=a
人们可以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来固定信息袁固

定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复制的过程袁 固定后的信
息与原有信息可能相同袁也可能出现差异遥

4援信息储存院A+物质载体=a
人们可以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来储存信息袁储

存的过程也是一种复制的过程遥
渊二冤信息被复制的内在原理
信息都是能够被无限制地复制的袁 这是一种社

会常识袁在科学上也是成立的遥
信息被复制的本质在于以下两种原因的存在院
其一袁 信息结构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决定了同

一信息能够被复制遥 信息的同一内容可以由不同的
形式来对应和表达袁 这种关系决定了同一信息内容
可以借助不同的形式来展示袁 外在地表现为信息能
够被复制的现象遥
其二袁 同一信息能够借助不同的物质载体被固

定尧储存和传播决定了信息能够被复制遥不同的信息
能够在相同的物质载体上被固定尧储存和传播袁相同
的信息能够在不同的物质载体上被固定尧 储存和传
播袁这些特征决定了信息能够被复制遥
人们固定尧储存尧传播和使用信息只是在利用信

息本身袁这种野利用冶就是在不断地野复制冶信息袁因
此袁对于任何信息来说袁人们无论怎样利用它都不会
野用完冶它袁而是野越用越多冶袁原有的野信息冶仍然完好
无损地存在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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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信息的传播
信息能够被广泛地传播遥 传播的过程就是信息

不断地被复制的过程袁 因此信息不会因为被传播而
磨损袁也不会因为被传播而减少袁更不会因为被传播
而消亡遥
信息被传播只是信息影响范围的扩大袁 信息本

身的内容和形式都不会发生变化袁 因此信息的传播
不会导致信息的减少袁 也不会导致信息自身内容的
扩大和数量的增加袁信息还是本来的信息袁只是影响
范围得到了扩大遥
对于绝大多数信息来说袁 只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才能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袁 因此人类社会
应当积极地鼓励各类对社会有利的信息的传播遥 现
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就是一类鼓励各类有益的信息进
行广泛传播的法律遥

渊四冤信息的更新
信息的更新本质上有两种情况袁 一是对原有信

息的破坏袁另一种是对原有信息的覆盖和遮蔽遥
对原有信息的破坏就是破坏原有信息自身的形

式遥 形式被破坏了袁与之对应的内容也就被破坏了袁
这一信息也就消失了袁 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遥 例
如袁 某单位领导告诉人事干事通知周二下午两点开
全体职工大会袁 人事干事于是在单位通知信息的黑
板上写下了如下的通知院野通知院 周二下午两点开全
体职工大会袁请务必参加遥 办公室冶遥 但是袁过了一会
儿领导又要求把会议改成周三下午两点召开袁 于是
人事干事赶快把黑板上的野二冶改成了野三冶袁成为野通
知院周三下午两点开全体职工大会袁请务必参加遥 办
公室冶遥 这一修改的行为袁通过修改信息的物质载体
破坏了原有信息的内在形式袁 使得原有信息被更新
了遥
如果在通知被修改以前袁 原来的通知已经被单

位职工看过了袁通知被修改以后袁职工们又看到了新
的通知袁 这时在职工们的大脑里同时存在着新的和
旧的两个通知袁这时两条信息都客观地并列存在着袁
只是职工们知道应当按照新的通知参加会议遥 由此
可以看出袁信息一旦被传递并且被接受以后袁该信息
就在新的接受者那里存在了下来遥此时袁如果对发出
这一信息的信息源进行处理袁 用新的信息来代替原
有的信息时袁原有的信息本身在世界上并没有消亡袁
它仍然存在着袁 只是它对人类社会所能产生的作用
和影响被新的信息遮蔽和抑制了遥

渊五冤信息的表达
信息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4]袁可以与人有关袁也

可以与人无关曰与人有关的信息表达袁可以是人们有
意识的行为袁也可以是人们无意识的行为遥

信息表达的本质是把信息对外传递遥
信息表达的对象可以是单纯的精神世界尧 物质

世界袁以及精神和物质的结合体渊有思考能力的生命
体袁如人自身冤袁表达对象的不同袁对信息表达时所需
要的介质也不同遥 有的学者主张信息的表达和传递
必须要借助一定的物质才能实现袁 实际上这是站在
人作为被表达对象的角度来主张的袁这是人的需要袁
而不是信息自身表达时的需要遥

三尧社会对信息的评价和区分

渊一冤信息的社会价值
信息自身并没有大小尧 虚假尧 重要与不重要之

分袁信息自身只是一种客观存在袁包括虚假的信息在
内袁作为野信息冶来说袁虚假的信息自身也是一种客观
存在的信息遥 因此袁信息自身只是一种中性的事物袁
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轻重贵贱之分遥
我们说某一信息重要袁另一信息不重要袁我们都

是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袁 站在利用信息并努力获得
利益的角度来看待信息的袁 都是对信息的一种社会
评价袁对于信息自身来说袁这些评价都是身外之物遥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袁 我们就应该明白要想科学

地利用信息就应该按照信息自身所依存的科学规律
办事袁 否则信息并不会按照人类的单方面的意志来
发挥它们内在的作用袁 人类也得不到所预期的社会
效果遥
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袁 只要

某一信息被正常地利用后不对社会直接产生危害袁
这种信息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袁 而不以这一信息
被利用后能否给使用者带来利益为标准遥

渊二冤真假信息的内在本质
信息并不都是真实的袁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

定数量的虚假信息袁从信息自身的结构来说袁虚假信
息可以由信息内容的虚假所导致袁 也可以由信息形
式的虚假所产生遥 内容的虚假体现为信息的内容与
它所表示的客观事物本身不符袁 形式的虚假表现为
这种形式与它所要结合的内容不相符袁 存在逻辑上
的错误或者不符合科学的规律遥

信息的野真假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袁并不是
人们主观评价的结果遥从自然科学上来说袁虚假的信
息在科学上都是不成立的袁 是应该被查出和被排除
的曰但是在社会科学中袁包括在科学研究成果和一些
法律规定中袁却难免存在一些错误的概念尧规定和结
论袁这些都是虚假和错误的信息袁但是这些信息不断
地被制造出来并错误地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社会活
动遥
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与信息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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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部分院
渊1冤探寻和发现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已经客观

地存在着的各种信息遥
渊2冤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研究尧开发和探索世界

上还不存在的新信息遥
渊3冤利用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来检验这些作为

研究成果的信息渊表现为各种物理化学现象尧技术尧
数据尧形态和效果等冤袁并由此甄别出真假信息袁只有
真的信息才能被作为科学内容加以认可尧 保留和利
用曰 但是甄别出来的虚假信息本身对下一步的研究
具有警示作用袁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作用遥

渊4冤把获得的信息与已有的科学理论和信息体
系相结合袁成为科学体系中的一部分袁并被应用到社
会的生产尧科研和经营中去袁为人类社会服务遥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袁 由于不能直接借助科学实

验来相对快速地检验所研究出来的信息 渊表现为各
种概念尧学说尧定律和结论等冤自身的真假袁从而导致
不少虚假的信息在研究成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和产
生错误的导向袁 等到人类社会在某一错误的信息引
导下付出了一定的社会代价之后才发现这种信息的
虚假性袁才可能抛弃这种信息遥
人类社会不断地在制作尧 传播和使用着各种虚

假的信息袁 虚假信息的减少和被抵制的程度体现着
一个社会科学技术尧文明进化以及社会进步的程度遥

四尧社会对信息的保护

渊一冤保护信息的基本方式
当前袁在世界范围内袁对于信息进行保护的法律

手段分为两大类袁一类是直接对野信息冶自身进行保
护袁这主要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曰另一类是对利用信
息制作完成的物品进行保护袁 这主要是借助传统的
法律保护手段和法律保护体系袁主要包括民商法尧刑
法等法律遥上述两种法律保护模式是世界上通用的袁
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这样袁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
样袁 只不过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同时适用相应的国际
公约和国际法规则遥

野信息都是看不见的冶袁这是人们的常识遥反过来
说袁所有能被人们看见的事物都不是信息本身袁而是
信息与其物质载体的结合袁 这就是信息与一般物体
的区别遥这样袁人们就不能使用保护一般物体的方式
来保护信息自身袁而应该采用特别的方式遥

渊二冤保护信息的基本途径
保护的目的就是不让他人擅自了解尧 接触和使

用该信息遥在具体操作的手段上袁主要有两种保护途
径袁一种是物理隔离方式曰第二种是法律禁止方式遥

渊1冤物理隔离方式遥就是把信息和物质载体的结

合体隐藏起来不让他人知道和了解遥 这是比较传统
的保护方式袁 至今在保护国家秘密方面还在广泛地
使用袁具有比较可靠的安全性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信息的合理使用和传播遥

渊2冤借助法律规定禁止他人使用遥对于有些重要
信息袁可以向人们公开袁但是不经过这一信息权利人
的同意袁其他人都只能知道和了解它袁不能擅自使用
它袁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遥

渊三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科学原理
在世界范围内袁 当前直接保护信息的方式主要

是借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进行保护的袁 这种保护
制度的基本思路是袁把信息本身作为权利的客体袁通
过设定一定的条件袁让符合条件的信息获得权利袁再
通过保护这些权利来间接地保护这些信息遥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信息的方式主要也有两

类袁一类是保护由信息作为客体诞生的权利袁这是主
要的保护方式曰另一类是直接对信息本身进行保护袁
这是次要的保护方式遥

渊1冤权利的基本结构院权利=主体+客体+内容遥对
于知识产权的权利来说袁 这里的客体就是各种需要
保护的信息袁 通过这种转换把对信息的直接保护过
渡为对相应权利的直接保护袁 从而达到保护信息自
身的目的遥这是当前著作权法尧专利法尧商标法尧植物
新品种权保护法尧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尧地理标志
保护袁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的基本思路和原理遥

渊2冤直接对信息本身进行保护遥 当前主要是对
商业秘密进行保护袁 这种保护模式包括采取物理隔
离和权利保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袁 而且也正在向权
利保护模式过渡和发展遥

渊3冤不保护信息的物质载体遥由于同一信息可以
被不同的物质载体所承载袁 由此决定了信息本身与
具体的物质载体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遥因此袁从科学
的角度来说袁 要想保护信息就没有必要去保护随时
可能发生变化的物质载体遥

五尧结论

信息自身不仅是客观的,它的传递尧传播尧复制尧
固定尧储存袁以及被人们所利用都是有内在规律的袁
人们只有认识和遵循这种客观的规律才能更好地开
发和利用信息遥 对于信息的保护虽然存在着物理隔
离和权利保护两种方式袁 但是对于那些被适用于市
场竞争中的各类信息来说袁 选择利用法定权利的保
护方式更加科学和可行遥 信息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单
纯地采用物理隔离的做法是非常被动的袁 也是非常
不经济的袁 而且难以使信息内在的价值得以充分的
展示和发挥遥 渊下转第 110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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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Legal Protection

HOU Yang-kun
(School of Law,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院 The information widely exists, and it is also the obj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In
order to efficiently protect the mental achievements,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investigates the internal character of information, the
facts that people estimate and take advantage of information,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information by adopt to combine
demonstration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information itself and to fin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copy, deliver, keep and use of information. The protection policies are proposed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院 informatio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cop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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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redibility of 野Cibeigu Mount冶
WANG Zhi-qing

渊University of Nant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tong 226019冤
Abstract: This paper illustrates in detail seven authoritative comments by Zhuang Shuo, Yin Pan, Yuan Xingpei etc. to affirm the
野credibility冶 of 野Cibeigu Mount冶, in an effort to solidify the significance and special status of this poem. From the aspect of readers'
response, historically important literary figures all lavished praises on this poem and quoted its certain lines frequently to describe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 life, convey the energy of nature and symbolize literary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ts criticisms
and lasting aesthetic views, it is natural that it is deem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poem of Tang Dynasty at its most prosperous
moments.
Key words院Cibeigu Mount曰 credibility曰 classic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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