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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科学研究要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贡献力量

韩布新 林仲肾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信息高速公路的由来及现状

! ∀ ∀ # 年 ∀ 月
,

克林顿总统代表美国政府提出
“
全国

信 息基 础设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0 − 1 ,

∃ )
,

亦称信息高速公路  2 计划
,

即用高速信息传输通

道 如光缆  和多媒体系统交流和利用信息
。

它有两个

特点
3

一是可以不受时间
、

空间限制
,

同时进行声音
、

图

象和数据交流
,

其传输速率可达 + 4 56 /
以上 7二是将现

有信息传播工具如电话
、

电视
、

计算机等融为一体成为

多媒体机而形成新的传播工具
。

此计划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

世

界各国许多大公司争相提出高达上千亿美元的投资计

划
,

以免在这一高科技
、

大产业竞争中落后
。

∀8 年底
,

美

国副总统戈尔又提出了建设
“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 4∗ (5
9

% ∗ +) ,( − . % & ∋ ( ) + ) ,− % / & − 0 1 & 0 − 1 ,

4 ∗∗ ”计划
。

鉴于 ∃ ) 可促进经济增长
、

增加就业机会
,

提高劳

动生产率
,

提高教育
、

文化
、

医疗以及整体生活水平
,

增

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实力
,

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也

已全面展开
。

由中科院牵头建设的中关村地区教育与

科研示范网络 ∃ : ;:  于 ! ∀ ∀ 8 年 < 月开通
,

与国际最

大计算机网 +∃ = > ? ∃ > = 实现全功能连接
,

并由此与世

界上 !<8 个国家数百万台计算机相连
。

∀# 年我国实施
“

三金 金桥
、

金关
、

金卡  工程
” ,

∀8 年公用数字数据网

: ≅ +∃ Α Β Β ∃  
、

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 : ≅ +∃ Α Χ Α :  已

基本覆盖全国
,

可满足国 内及国际通信的需要
。

Δ 人是 ∃ ) 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之一

人作为 ∃ ) 的构成部分之一
,

是信怠开发
、

应用和

服务产业的主体
,

是建设 ∃ ∗∗ 的关键
。

实际上
,

只有用户

能够充分交互式地使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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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力
。

我国许多专业网 如国务院各大部委工作网  
、

局

部网
、

公用网建成并开通运行
。

人的因素及其对策已成

为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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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定系统设计和安装计划
Ε

目

前我国现有的信息传播硬件基础薄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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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人力资源状况则难以迅速改观
,

必须尽早采取对策
。

要保证现代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
,

使用者必须掌

握足够的基础知识
,

并具备一定的心理能力
,

才能避免

产生工作压力
。

我国的经济信息化速度非常迅速
,

将来

能否避免结构性失业
,

依赖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所提出

的决策和预防措施
。

工程心理学既研究机械的设计以使人能最有效地

运用它
,

又设计优化工作方案
,

以充分发挥人的工作效

能
。

这正是信息系统安全
、

高效运行所要解决的关键间

题
。

对人的因素研究在当前有了新的涵意
Ε

因为作为信

息高速公路的设计
、

制造
、

使用者
,

人类的注意
、

记忆等

加工容量有限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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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保

证信息密集通道的安全运行
,

必须合理分配注意和加

工容量
,

利用人类认知特点
,

提高工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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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科学研究要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贡献力量 ∀

& 重待心理科学研究的相关课题

现代信息社会中
,

任何人都能几乎无限制地从世

界各地获取衣食住行
、

工作
、

学 习和生活等方面的信

息
∋

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巫待心理科学研究的课题
。

&
∋

高新技术的渗透对 日常生活
、

工作质量的影响

信息社会中人的社会适应性将是决定生活质量的

主要因素
∋

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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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活极为方便
,

但某些人

对于常规信息环境运行和处理将感到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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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保障问题
,

需要有系统的研究和计划
。

自( ) 计划

间世后
,

人们兴奋地预言着未来人类社会的种种美好

蓝图
,

现在则开始担忧 ( ∗ 给现代社会和 人类带来的

巨大挑战
。

科学家们已着手研究计算机恐惧
、

计算机依

赖等间题
。

&
∋

# 多媒体系统中的人类工程学问题

在信息传输速率达 ∃+ , −. 以上的网络环境下
,

工

作人员需要迅速进行接收
、

选择
、

判断和结果输出
。

研

究信息密集环境中人的运动协调能力
、

生理和生化指

标 /血
、

尿样等参数0
、

注意分配
、

记忆 /尤其是工作记

忆 0等的变化情况
,

以及敬业精神的变化对系统工效的

影响
,

可充分发挥人类认知能动性
,

优化交互性人机界

面
。

&
∋

& 汉语言信息在 ( ) 中传输的特殊问题研究

汉字文本的输入
、

显示
、

编辑排版要解决一系列特

有间题
,

比如汉语言软件设计界面
、

信息提取与传输需

要同国际标准相匹配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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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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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高速公

路
”

时代的到来作出心理学的贡献
。

正 因为如此
,

中科

院何柞麻院士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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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国际间共享信息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 ) 的基础部件是大容量数据集合
。

各国建立的信

息库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土语言文化色彩
。

在全球信

息高速公路中共享信息时
,

除了语言翻译等问题外
,

不

同文化
、

知识背景及相关和心理状态将是影响国际间

信息交流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

&
∋

2 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的心理学问题

为保证信息通道的安全运行
,

需要对人类视听多

通道协同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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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等问题进行研究
。

&
∋

 信息化时代的社会问题

多快好省的信息交流对政治运动和社会管理产生

了影响
。

社会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就业与失业
、

继续教

育
、

社会适应与基本生活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

也需

要提出对策
。

1 结语

心理科学的学术思想
、

研究方法和技术必然要受

到高速信息化的影响
。

最为直接的将是访谈式个案研

究
、

心理咨询和治疗
、

行为观察方法可不再采用面对面

方式进行
∋

( ) 的建设
,

既完善心理科学研究技术
,

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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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理科学对人力

资源及相关因素 /34 5 6) 768 9:;
< 0

,

如认知心理学
、

人类

工效学
、

人机界面
、

人机交互作用等间题已积累了相当

丰富的经验
,

建立了系统的技术方法
,

应及时抓住当前

的有利时机
,

在大力发展 自身学科水平的同时
,

密切联

系社会发展实际
,

为加速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贡

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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