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期第 卷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中人的因絮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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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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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国家信息基础结构 计划建设的现状及其给心理科学研究提出的

新间题
,

围绕人力资源的关键性问题
,

就交互式信息交流对大众 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

信 息

密集环境中人类工效学问题和信息工程学同题和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的心理学问题
、

国际间共

享信息的跨文化比较和汉语言信息在 中传输的特殊间题研究
、

信息化时代的企业管理和

社会问题等
,

探讨了心理科学研究在上述各领域的可能入手点

关键词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
,

心理学
,

人的因素

“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 顶
, ”

和
“

全球信息基础结构
、

玩
”

计划 〔‘二
,

旨在利用高速信息传输通道 如光缆 和

多媒体系统在全 国 球 范 围内交流和利用信息
。

在中国建设一个什座样的
“

国家信息基础结

构
”

关系到中国今后如何发展和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什庭样的地位
。

中国科学院学部 已

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 的探讨
,

认为在 目前阶段必须有一个建设和研究并重的计划
,

方可

保证我国
“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
”

的顺利建成并得到有效地应用
。

签于
“

国家信息基础
”

是一项

复杂的人一机系统工程
,

忽略人的因素在这一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必将影响整个系统的效

率
。

心理学
,

特别是工程心理学
,

应在建设我国
“

国家信息结构
”

的早期阶段就贡献 自己的力

量
。

人的因素在
“ ”

的建设和有效运转中至关重要

通讯网
、

计算机系统
、

信息资源和人 四大部分构成〔二
。

与硬件技术基础相 比
,

相关政

策的制定者
、

宣传媒介对 人的因素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

作为信息开发
、

应 用和服务产业的主

体 一 一人
,

是与硬件设备 同等重要的结构因素
,

是建设 的关键
。

人类思维的局限
、

各种文

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对 的设计
、

建设和运转都有重要影响
。

实际上
,

只有用户能够 充分使

用
,

才能达到广泛的经济和社会 目的
,

因此在我国的 建设中
,

当务之急是对广大用

户进行培训教育和研究
,

使他们能充分理解
、

运用和享受 所提供的服务能力
。

正象中科

院院士叶培大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

作为一种完备的信息化社会生产体系
,

一旦与相应的

劳动者和劳动对象普遍结合起来
,

就构成了使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发展的信息社会生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 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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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
。

在我国许多专业网
、

局部网
、

公用网建成并开通运行的今天
,

人的因素及其对策 已成为

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

在硬件系统实现之前投入较少的人力
、

物力进行相关的基础性研究
,

可避免系统普及应用后发现问题
、

改正 问题所造成的极大浪费和损失
。

匡

就信息基础结构而言
,

人的因素涉及设计
、

建设和使用者三方面
。

设计和建设者要突破

旧的经验模式
,

在充分认识我国国情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上
,

制 定系统设计
、

安装和运转

计划
。

随着经济的发 展
,

计算机将在我国逐步普及「〔
。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 中信息产业所占的

比例仅为
,

现有的信息传播硬件基础薄弱 如 召年初全 国电话普及率仅为 阅
,

计算机的普及率 尚不高
,

能使用和掌握电脑的人数少
。

如果说加大投资可很快改变硬件条

件
,

人力资源状况则难以迅速改观
,

必须尽早采取对策
。

信息社会解放了人的体力
,

但对心理能力的要求却大大提高了
,

因为操作现代信息系统

需具备各种复杂的心理能力
。

使用者必须掌握足够的基础知识
,

才能避免工作压力
。

加拿大

的失业率高达两位数
,

为西方七国之首
,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

高新技术改

变了传统的产业结构
,

淘汰了很多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旧技术工人一 一 即所谓结构性失业
。

我

国经济信息化速度非常迅速
,

将来是否会出现此类问题
,

依赖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所提出的决

策和预防措施
。

比如现在 岁以上的工人和职员
,

即便有使用计算机的条件
,

也难以深入掌

握现有的复杂操作技术
。

年后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
,

此类问题将更加突出

以人的因素为研究中心的工程心理学有两大研究重点
,

一是研究机械的设计以使人能

最有效地运用它 二是设计优化工作方案
,

以充分发挥人的工作效能 现代工效学认为操作

者是人机系统的核心
,

人机系统的设计应围绕操作者来考虑
。

系统环境和操作程序应考虑人

的物理特征的适应性 系统 的体力负荷与操作者的能量代谢要相 匹配 系统设计应基于人

类 信息加工特点而采用某些原则
,

如可见性原则 呛
、

使用频次原则

 
、

反馈原则 仇  介“
、

人机相容性原则 山以

 
、

信息冗余原则 访 等
‘〕 研究表明

,

生产活动中 以上的事故与人的因素有关
,

涉及从设计到生产的各个阶段
。

近年来
,

对此

类因素的研究 已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中
,

传统的人机系统互动模式之 内涵 已发生巨大变化
。

对人的因素

研究在当前有了新的内涵
,

因为 人的人机系统中的地位正从操作者转变为监控者
。

作

为信息基础结构的设计
、

制造
、

使用者
、

人类的注意
、

记忆等加工容量有限 要保证信息密集

通道的安全运行
,

必须研究合理分配注意和加工容量
,

利用人类认知特点
,

提高工效
。

信息

密集环境对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对人的生理
、

心理状况产生了许多消极影

响
,

对人类认知能力极限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

信息基础结构建设中巫待解决的心理学问题

年前
,

一  
在其《 山 》

, 〕一书中曾详细地讨论 计算机

信息与社会各行各业以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时装备计算机仅仅是一些社团组织可以

承受的事
,

而今家庭
、

个人拥有计算机 已司空见惯 如果说他预言的情景
“

除非离群索居
,

一

个人不大可能不在一个多多少少和计算机打交道的组织中工作
,

而且他的个人生活也必然

受到这样环境的影 响
” ,

在今天 已成为现实的话
,

的建设和应用 已使计算机信息
、

人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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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三者的关系更加复杂 利弊相参
。

采用 电子邮件 一 。

 电子数据交换
。

玩
,

可视 图文 城
、

多媒体
。 和虚拟现实 曲

·

等一

系列新技术
,

任何人都能从世界各地的无数信息源中获取信息
。

这种情况将使人的系统工作

负荷不断增加
,

对人的信息加工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

的建设和应用
,

产生了一系列与心

理科学一 一 尤其是与 人的因素有关的研究课题
,

以
一

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紧迫
。

交互式信息交流对大众 日常生活
、

工作质量的影响

无时空限制地共享信息对人类心理状态 感觉
、

知觉
、

情绪和思维
、

价值观 的影响是难

以估量的
。

信息社会中人的社会适应性将是决定其生活质量的王要因素
。

因为人们的学 习
、

工作
、

休假
、

甚至营养食谱和减肥治病计划都可根据 提供的信息来制定
,

并保证其贯彻

执行
。

应用各种高技术手段进行远距离配合工作
,

将影响参与者的信息加工和决策过程
。

在

中完成的电化教学对学生的智 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都将产生特殊的影响
。

比较

乐观的看法是
,

将给人类带来更多的 自由和个性
,

形成一个更人道
、

更富人情的社会
。

电子邮件等通讯技术的介 入
,

对工作
、

生活也可产生不良的影响
。

首先
,

产生 了所谓的
“

反个性化川 助 
”

工作环境
,

失去了手势
、

语调
、

表情
、

眼神等在面对面交流中能

藉以传达信息并调节 人际相互作用的线索 其次
,

弱化人们对工作环境的耐受力
,

因可用不

见面的电子通讯方式
,

同自己不喜欢而又不得不一起工作的同事进行交流
,

得以避免尝试调

节人际关系 最后
,

涉及私人合法隐私权利的个 人资料 如信仰
、

思想
、

感情等
,

也面临着检

索与通信控制的考验
。

对此
,

须寻求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

人类创造的计算机不仅能完成需要智能的工作
,

很好地解决一些头绪纷繁的问题
,

而且

常常在效率上比人类的要高得多
,

人类面临着对自我能力和价值的重新认识与估计
。

一个 人

整年到头
,

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学业
、

工作
、

定货
、

购物
、

欣赏文艺作品
、

娱乐等活动
。

这种生

活将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带来方便
,

但由于某些认识能力的下降
,

他们对于常规信息环境的运

行和处理将感到困难
,

尤其是那些需要重新学习信息系统基本知识的人
。

井然有序的高效率

安排
,

将从管理人员到普通职工中产生一些不适应者
。

对于这些人的职业性向测定
、

就业选

择
、

职业培训
、

工作安排和生活保障间题
,

需要有系统的研究和计划
。

自 计划问世后
,

人

们兴奋地预言着未来人类社会的种种美好蓝图 一年以后
,

人们开始担优它带来的巨大挑

战
,

担心 自己会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身受损害
。

科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诸如性别
、

年龄
、

人格

特质的影响以及计算机使用经验和计算机恐惧
、

计算机依赖等问题  

信息密集环境中人类工程学间题和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的心理学间题

现代信息系统的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
,

比如多媒体计算机可以具备电话
、

电视
、

传真
、

音

响多种功能
。

不同界面信息的显示效率
、

易识性
、

可读性等工效学标准与硬件设备和软件环

境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

都需要在新的角度下研究
。

在信息传输速率达 以上的网络

环境下
,

工作人员需要在密集的信息源 中
,

根据有限
、

抽象的线索迅速完成接收
、

选择
、

加工
、

判断和结果输出等操作
,

因而心理 压力非常强烈
。

为保证信息密集通道的安全运行
,

对人类

视听多通道协同极限
、

感觉和知觉能力限制
、

人的可靠性及容错系统
、

从业 人员的甄选和培

训
、

人的职业性向测验
、

人为差错率的研究及其预防
、

多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应如何符合

人接收信息的特点 人机兼容性 等问题需要进行研究 研 究信息密集环境中人类认知特

点
,

比如信息密集环境中人的运动协作能力
、

情绪
、

生理和生化指标 血
、

尿等参数
、

注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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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

记忆 尤其是工作记忆 的变化情况
,

以及价值观
、

工作满意度
、

敬业精神的变化对系统工

效的影响 可充分发挥人类创知能动性
,

在保护 人类身心健康的同时
,

提高信息系统的工作

效率
。

利用计算机窃取或篡改军事
、

政治
、

商业
、

金融情报等犯罪活动
,

以其手段隐蔽
、

案犯高

智能
、

作案效率高
、

报失大 动辄上百元
,

越来越引起各政有关部门关注
。

在开放互连的全球

分布式大 网络系统中
,

还存着冒充
、

非法合作
、

修改或破坏数据甚至源程序的危险
,

涉及一系

列的犯罪心理学 问题匡
。

人为原因引起的火灾
、

水灾
、

意外事故
、

怠工等也可能损毁计算机信

息文件
。

需要研究此类因素的不 良影响及其规律和预防措施
。

国际间共享信息的跨文化比较和汉语言信息在 中传输的特殊问题研究

的基础部件是大容量数据集合
。

各国独立建立的信息库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国语

言文化色彩
一

在全球信息基础结构 中共享 同类信息时
,

除了语言翻译等间题外
,

不同文化
、

知

识背景和七理状态对信息交流和利用的影响将是国际间信息交流有效性的关键 因素
。

电子杂志
、

网络和电子邮件
、

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咨询
、

桌面印刷 出版系统
、

办公自动化和

无纸化等
,

使越来越多的阅读过程需在显示器上完成 〔,“二
。

为方便读者而采用的各种技术使

屏幕界面越来越复杂
,

从行编辑 文本到 图文并排
、

超级 文本 ” 下拉菜单或

界面上以图标 为特征的弹出式菜单
,

反而干扰了主要文本内容的阅读和信息提

取
。

几乎没有限制的信息提取
,

迫使人们在决策时必须排除无关信息的干扰〔“习
。

汉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
,

使汉字文本的输入
、

显示
、

编辑排版要解决一系列特有的问题
,

比如汉语言软件设计界面的约定
、

信息提取与传输同国际标准的匹配等等
。

将现代认知心理

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用于直接研 究汉字显示文本的阅读过程  二
,

可以提 出符合人类认知特

点的软
、

硬件最优参数组合
,

从而解决丰富多彩的界面安排干扰相关信息提取 的矛盾
,

提高

信息社会 中人类的工作效率
,

为
“

信息基础结构
”

时代的到来作出心理学的贡献
。

针对汉字信

息计算机处理 自身特点所开发的软
、

硬件
,

既要符合国际惯例
,

有植根于文化背景
、

符合汉语

材料的阅读和书写 习惯
。

目前我国电子显示界面的阅读 可读性和易识性 效率研究不多
,

许

多汉字系统对于字体
、

字号
、

目标一背景亮度和颜色对比度 默认值 的设置不一
。

正因为如

此
,

何柞寐 院士认为我国经济信息化当务之急是实现以汉语编制和操作的电脑技术标准

化
。

。’二用户应该拥有最优工作环境
,

以便获得 良好的工作效率
。

的信息化时代的企业管理和社会 间题

多快好省的信息交流必将影响政治活动和社会
、

企业管理的方式
。

占有信息优势意味着

经济能力
、

竞争和权利的优势
,

组织规划和控制
、

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将基于信息获取效率
、

决策能力和生产过程而有所变动
。

生产力革命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
,

必然伴随管理方式的

革命
。

阿尔温 托夫勒在其巨著《第三次浪潮 》中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

基于 的政府决策
、

选举和普查
、

教育和科研
、

医疗服务等活动
,

将在新的背景下受到人的因素的影响
。

所以
,

有

必要研究对信息的输入
、

处理
、

输出和保留过程中人为影响的控制
,

研究组织机构和系统安

全运行的设计
、

程序
、

操作过程
,

研 究有关的法律和社会道德意识问题 对生产结构的影

响
,

以及社会产业结构带来的就业与失业
、

继续教育
、

社会适应与基本生活保障等一系列社

会问题
,

濡要研究并尽早提 出对策 〔’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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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的建设
,

给社会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新课题
,

其复杂性不可低估
,

这是心理科学研究

可大展身手的领域
。

心理科学在认知心理学
、

人类工效学 人机界面
、

人机交互作用 和管理

科学等领域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

建立 了系统的技术方法 〕
,

必将为加速我国国民经

济信息化建设贡献力量
。

参考文献

阿尔伯特
·

戈尔 全球信息荃础设施 亚太电信发展
,

砚
,

 叶培大 对发展我国高速信息网 的思考 通讯产品世界
,

一
·

张侃
·

心理学与国家信息高速公路 科技导报
,

洲
,

孙定
·

国内 现状调查报告 计算机世界
,
一

,

一  

姚世全 国家经济信息化与标准化任务  世界 电脑与通讯
, ,

一

张侃
‘

工效学 见 姜文炳主编
,

工能工程基础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

一
·

周赞明等编译  
! ∀# ∃ % & 著

,

计算机
·

信息
·

社会(c
。
m p ut er

: 访 & 石亡t y )
.

上海
:
知识出版杜

,

1 9 8 5

.

14 9 一29 5.

(8)M aur er M M
.
C om puter 田田。e ty co rt e场tes an d w

h月t t h e y t e li us
:
A L iter

a t
ur
e r e

银w
·

Co

m
p

u
t

e

rs 小 H
um an 价比vio

r ·

1 9 9 4

,

1 0 ( 3 )

:

3 6 9 一376
.

(9 )赵战生
.
信息安全与

“

三金工程
”.

科技导报
,

19 95

,

(4 )

:

2 9
ee 32

.

( 1 0 ) K
r 吐 R 5

.
P rocessm g texr on m oni tors

.
功
:
W 山o w s D M o t 目 (ed

.
) V 肠

u a l
Pr
o O . 比心5

in R ea
d in g

an
d R ‘目加g 侧Sa b山

-

t
琳
.
LEA , H 让is 过目e , U S A

.

1 9 9 3

.

( 1 1 ) H 语htow e r R
,

Sa

y e e d L

.

T h
e

助pact
of co m puter一m 比.

t比 co m m uni Ca t幻n s”t。侧
on b如.司 吕r

ou
P d . 。山”IO n

·

C
o

m

-

p
u r e

rs in H

u 甘山n
BC 助灿

r,
1 9 9 5

.

1 1 ( 1 )

:

3 3 一44
.

(12 )韩布新
,

陈一凡
.
权字认知心理研究又引盯器自动识别汉字的启示

.
中文信息报

,

1 9
93

,

7(
‘)
:
6企一“

.

(13 )何柞麻
.
信息高速公路热应该降温

.
中国科学报

,

1 9
95

.

( 1 4 ) M 界r: D J
.
C
om
m uJ 油 , 它功n teC 匕n咖gy

and
峪过 m ave 服

nta :
con
tribut 沁仙 of com put er ne tw ar 七s to a 以

~
m

·

S OC 纽IS d
~

e n ce C的p
uterR e眼w

,

1 9 9 4

,

1 2 ( 2 )

:

2 5 0 we
一
2 6 0

.

( 1 5 ) ^ d

am

s J ^

.

H

um
an

F
a ct o

rs E
n 名讯ee rm

名
.
N
ew

Y or k
:
M
ac. 1让巨n P 叻血h知8 co m p

. n y , 1 9 8 9
,

3
es 一

2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