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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全球伦理的人性论基础
罗孙可‘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610064)

摘要：面对无数的宗教纷争和文明的冲突。各宗教内．F都发出了扣平的呼声。德固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提出的奎球伦理构想便是对现实

苦难的有力回应。本论文将时全球伦理的理论基础——。人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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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jnce the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t∞k place，tIle cI私h of civilizations has bec伽e one of the hottest t叩ic8，which is talked about by

p∞ple f如m a11 walks of life．L明t decade Hans kung．the(；e舢n Catholic tlleolo画锄，put forward”宙obal e山ic”to challenge the d鼬h of civili盟tions．

He鹊∞n8 that¨dobal eIhic”c粕smooth the cl鹅h of civiIizationsmle hu咖n natu尬矗砌ndation of”Global Ethictt wjll be肌aly∞d in this articl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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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l事件，对于许多人来说，证明了文明冲突的愈演愈烈。面对

无数的宗教冲突和流血纷争．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作出了有力

地回应。现实世界的苦难一直是汉斯·昆关注的焦点．他对全球伦理的

设想体现出了很强的基督教的救赎意味。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是全球伦

理的理论基础或许也可称为精神基础——人性。 ．

汉斯·昆指出．“一种具有普遍的伦理性和真正的普世性的基本准

则是建立在真正的人性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建立在人的尊严以及从属

于它的一些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所以是道德上善的东西。从长远来

看能使人的生活在个人和社会两个纬度获得成功和发展：使男男女女

能在各个层面(包括欲望和情感的层面)、各个纬度(包括他们与社会

和自然的关系)得到最大可能的发展。”m1鲫在他看来人性的金规则不

仅能成为宗教对话的基础和准则。而且能作为全球伦理建构的原材料‘

为深陷文明冲突之中的对峙方架设和平的桥梁。

．纵观汉斯·昆整个思想轨迹的发展。随着其思想由保守逐渐到开

发。他的人性观也随之发生价值转化，由早期强烈的护教意味转向了

普世的普世主义。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作为一名神学家，在他的文

化视域中，宗教始终占据文化系统的核心地位。宗教始终是他人性观

不可或缺的纬度。

汉斯·昆对人性的重视首先与他早期的护教思想密不可分。他早

期的人性论观点落脚在了基督教的“爱”之诫命上——“爱上帝”与“爱

邻人”。他认为这两种爱是不可分割的。“爱上帝”与“爱邻人”的共同点

在于人放弃自私，打破自己的全部保留，全心全意地向他人开放。“爱”

归根到底是“宽恕”、“服务”与“克己”。而耶稣这个具体的历史中的人

就是实现这些“爱”的最完美的榜样，人们只要跟随耶稣的足迹，以他

为楷模生活，便是将生命全然指向了上帝．过着真正人道的生活。实现

了真正的人性。成了正真的人。只有靠着这种爱，人类才能得以愈益丰

富地发展他们的人性．最终达到对被叫作“上帝”的“无限的存在”、“存

在的基础”、“存在自身”的认知和爱。

在他看来。当今世界的混乱不堪．人们的苦难迷茫，是因为缺少了

一套根本的价值观作为前进的指导。基督教在当今时代并未过时，仍

然可作为当今这个价值危机时代的根本取向。“不论我们是否基督徒，

我们不能不承认：纯然人道的基本价值和规范。在过去都带有基督教

的特点!而这完全是为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人的尊严、自由、公义、忧

戚与共、和平等价值观．都是经过基督教精神和思想塑造出来的。⋯⋯

我们不能否认：基督的信息对于基本价值和规范等同题所提供的答

案，不仅是在理论和观念上，更是完全实际和具体的。”日¨o他认为这位

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不仅是犹太人和基督所共同崇拜的。也是回教徒

所祈求的，更是印度教徒在梵天，佛教徒在涅榘，中国人在天或道中所

寻求的。

如果说汉斯·昆的人性论观点在其早期思想中带有极浓重的基督

教色彩，那么在他思想的后期——“普世的普世主义”时期，其人性论
中的基督教色彩则明显由明变暗。

在“普世的普世主义”时期。汉斯·昆坚持认为：“没有一种宗教享

有全部真理”。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正真的宗教”．但每种宗教都不完

善，必须彼此交流学习才能更趋近于真理之所在。基督教中的“你们愿

意别人怎样对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中国儒家中的“己所不欲．

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其他宗教的类似表

达。都体现出了世界各宗教在价值观上对人性与人道的重视与关爱。

这种“共同人性”或“真正的人道”不仅作为“总体伦理的基本标准”存

在于“各种真正的宗教”之中，而且也可以成为宗教之间对话的突破

口。成为普世宗教建构的理论与现实之基。

在他看来．无论是出世宗教还是世俗社会和国家都关注对生命的

终极意义和人应如何生活的解释。虽然这些解释不都是以超验者为前

提．但是它们都关注同一个对象——人。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点．汉斯·
昆提出全球伦理的构想。“全球伦理”的规则可概括为两项基本原则和

四项命令。其中的两项基本原则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

待”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说“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

待人!”

他寄希望“全球伦理”能让不同宗教不同传统的人们意识在文明

的断层线上还有共同的人性桥梁。这有助于各宗教把关注的焦点集中

到彼此的共同之处上来。而不是一味的强调彼此之间的排它性；也有

利于各宗教发展自己善的一面。更好地为人类造福．改善宗教在当今

时代的负面形象。同时世俗社会中的非宗教人士虽然不认可宗教的超

越性．但他们关注的重点也是人的生存，因此“这种伦理对于信仰者而

亩扎根于对最初和最终实体的信仰．对于不信仰者而言也能从人道的

基础出发加以共同承担．因而它能包括完全不同的社会团体以及政

党、民族和宗教。”删
总之，“全球伦理”对金规则的推崇，淡化了“全球伦理”的西方价

值观和基督教基础。突出了“全球伦理”的可普遍性和和对人类各传统

的尊重。

汉斯·昆强调“用伦理来代替宗教”是一种对全球伦理的更本性的

误解。他认为可以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建立没有宗教的伦理，这样的

伦理可以是普遍的。但是。他也指出这种“普遍伦理”相对于宗教具有

四个局限性。他认为只有宗教而不是普遍伦理才能解答有关终极生命

的意义；才能无条件的使价值，规范和理念得到保证并具体化；才能建

立精神上安全的、信任的和希望的家园；才能动员人们不计结果、义无

反顾地去抗议和抵制不公正的境域。

总而言之，汉斯·昆的。全球伦理”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世俗伦

理的形式。但其精神基础是宗教性的。全球伦理潜藏着宗教伦理特别

是基督教伦理的价值转化。全球伦理其实是汉斯·昆以基督教的“爱”

的戒律为核心理念向世界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发出的邀约。目的是为

了让经过选择的基督教价值标准被不同国家和不同传统的人们所接

受。使基督教在现代世界中仍有一席生存之地。当然全球伦理也为世

界其他各宗教完成其现代价值的转换提供了一个伦理学路径上的解

决方案。
四

“全球伦理”体现出现汉斯·昆教授的一种“义人’气质”(何光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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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评价)，体现出了当代宗教界人士对现实苦难的积极回应。但是 独一的至上性与神圣的核心性。基督教的“爱”也绝对不同于佛教的

“全球伦理”的人性论基础在基督教内、世界宗教范围以及宗教与世俗 “慈悲”的真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观，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

问这三重纬度上存在着矛盾张力。 都与基督教的“爱?有明显差别。因此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境域下。各宗

(1)循环阐发上的困惑纵观整个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其人性论 教人性观的趋同性必须重新接受细致的审视与鉴别。各宗教及传统的

的演变历程可以说是传统道德形上学人性论与近代理性共契人性论 “金律”只是具有相似类比性而绝不是完全等价的。

争斗史的一个缩影。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始终存在于基督教人性观的 (3)人性之宗教纬度在现代社会的尴尬遭遇汉斯·昆一再强调

超越性与世俗性之间。 全球伦理的宗教纬度．是想走一条调和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紧张关系

汉斯·昆的“全球伦理”的人性论基础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汉斯· 的中间道路。但在这样一个世俗意识形态普遍质疑“永恒神圣的东西”

昆的人性论既继承了康德人性观的理性纬度——人永远不能成为纯 的时代，这种带有宗教纬度的普遍人性观究竟能获得多少认同便成了

粹的手段，必须永远做为目标和标准；又具有基督教人神关系的信仰 未知数。

纬度——上帝或“绝对存在”是汉斯·昆“全球伦理”的绝对保障和力量 其实世俗的人性伦理与宗教伦理在现实社会中的关系并不是唯

之源。 一对立的，它们有时相互交叉共同起作用，但更多时候是平行运作互

汉斯·昆承认，理性无论从科学还是哲学角度都无法对这种人性 不干扰的。汉斯·昆想通过全球伦理的建构促成普遍人性与宗教伦理

道德论的超验性基础作出普遍性的证明。他认为对于这种人性论的信 的融合，反而可能使全球伦理在世俗与神圣之间两边不讨好。陷入进

靠虽然没有理性上的最终证明，但有不少合理的理由来予以支持。 退维谷的境地．并不能真正很好地增强世俗伦理与宗教伦理双方面的

他认为在无神论、虚无主义和基督教之问。如果人们选择无神论 约束力。

和虚无主义那么人们的生活将失去方向、动力和意义。而选择基督教 五

信仰人们便可过一种截然不同的、有意义的、能充分实现人性的自由 汉斯·昆一再指出其普遍人性论强调的并不是——各宗教与各文
的生活。在他看来道德伦理需要上帝的纬度不是一种纯粹理性上的思 化传统中的人性观念完全的重合而是重叠．普遍人性的清晰化必然依

辨的结果，而是一种实践理性上的选择。 靠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人道

汉斯·昆的论述存在着循环阐发的隐患。在他看来人之所以要遵 待遇”和“尊重生命”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会过时。
。

守一种基督的人性观、信靠上帝，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人性，以便获得幸 全球伦理构想的独特现实意义是不容忽视。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社

福，实现自由。但是对于汉斯-昆来说，人的本质、自由的含意和今生的 会。“全球伦理”可能更多的是成为一种号召．警醒世人更好的和平相

意义是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被定义的，与上帝的实质有密切关系。他 处，共同繁荣。这种号召力的一大有力来源便是全球伦理对人性的高

认为上帝是人性的缔造者，“上帝的旨意在于求得人的各种层次上的‘度重视和尊重。对“普遍人性的探索”会引发不同文化、宗教传统和意

幸福、人的最终的和全面的善⋯⋯上帝要求生命、快乐、自由、和平、拯 识形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重新审视自身所具的种种传统价值。改造这

救、人的最终的伟大幸福：包括个人和整个人类。”p瑚研上帝的事业是 些价值，以便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建立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

人道的事业，是符合人性发展的需求的。而不是对人性的压抑。于是他 作为一名神学家，更是一名基督徒，汉斯·昆邀请全世界一起担

的论证模式便化约为： 负共同的责任：“为和平、正义、保护环境和一种更新了的伦理。地球

为什么要实现真正的人性，成为真正的人?一与上帝的本质有 的命运取决于全体人类，不论他们信奉哪一个宗教或具有哪一种世

关一上帝的本质是什么一纯粹理性无法穷尽上帝的本质．实践理性表 界观。”口脚l叠

明上帝的本质与人性的满全密切相关一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一⋯⋯·——————————————————一其实神性与人性的关系始终是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纠缠不清的 参考文献

困难，历代思想家们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始终是感到棘手又无法逃避 [I]Hans Kung．《GIobaI Re8ponsebiIity—In Search of a New W0rId Ethic》

的。汉斯·昆试图调解这种张力．但其理论始终还是存在人道与神道相 [M】．New York：Cmssmad．1991．译文出自：[美】保罗·尼特著．王志成，思
互阐发的循环矛盾。 竹。王红梅译．《一个地球，多种宗教》[M1．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2)金规则上的不等价性“金规则”可以说是全球伦理对话理论 [2][瑞士】汉斯·昆著．邓肇明译．《我为什么还是个基督徒》【M】．香港：基
的灵魂所在。汉斯·昆正是借此表明各宗教与文化传统对于人性的普 督教文艺出版社．1989．

遍认同与支持。但是“金规则”并不能作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绝 [3][5][德]汉斯·昆著．张庆熊，徐龙顺，丁耘、陈君华译．《世界伦理新

对确证。 探一为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世界伦理》[M1．香港：道风书社．2001．
虽然“全球伦理”提倡的“爱人”教义和伦理“金律”在各大宗教和 [4][瑞士]汉斯·昆著．杨德友译．房志荣校．《论基督徒》[M】．北京：三联

文化传统中都显而易见。但各宗教和文化对“爱”和“金律”的解读与重 书店．1995．

视是有差别的。虽然差别在理论有时貌似细微的，但其产生的实际影

响却可能天差地别。基督教的“爱”是绝对无条件的，而儒家的“仁爱” 作者简介：罗孙可(1981一)，男，江西南昌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

往往与“三纲五常”等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综合考量来实现，并不具有 教文化研究所。哲学硕士生。

(上接第6页)治疗。

在这个系统里。艾利斯更强调从认知着手改变一个人的情感和行

为，进而改变一个人的人格。行为疗法则特别强调从行为人手而不去

管什么心理过程。笔者认为，知，情，行互相作用是一种循环关系．从任

何一方人手最终都会引导人们整体的改变，殊途同归，这对我们的咨

询实践开阔了视野。

2．5忽视当事人的早期经验REBT不追究人的早起经验，但是当

事人过去的未尽事务与早期经验是和现在的人格形成以及情绪困扰

有极大关系的。笔者认为不能对儿童早期的经验尤其是创伤性的经验

置之不理。如果对这些经验不加以处理而直接就其现在的情绪进行调

整。治标不治本，但是当事人的隐痛会一直留在心里，从长期来看对其

的身心健康是极其不利的。如果把当事人过去的未尽事务与早期经验

和目前的功能行为联系起来。让当事人对一些痛苦的幼年经验必须确

认、充分地感受、再度体验。以及加以突破。之后当事人才能摆脱那些

因素的影响。l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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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杨桂森.庄良杰 制度理性与全球伦理 -惠州学院学报2004,24(4)
    如今人们忙于建构全球伦理,却不去拷问它源于何处和其价值义理归趣.本文从普遍的源起出发,认为普遍性就蕴育着理性主义.而全球伦理萌发于理

想与制度理性的内在紧张关系,为了摆脱制度理性给社会带来的暴力和禁锢,人们寻找离政治意识形态较远,而对人性又比较亲和的伦理问题,作为解决它

们内在紧张之路向.因此,全球伦理之起点是对制度理性所设制的专制主义不满,把制度理性可表述的框架放大,为制度理性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观

之,全球伦理之萌生,既是制度理性自发性进化结果,又是普遍主义理想与制度理性关系筹划的产物.

2.学位论文 刘星 伦理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战略 2006
    在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和重要的国家的兴起，势必要改组或重组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的改组或重组也会因此而引起国际秩序的更替

，并会产生新的国际问题。因此，中国对外战略应对国际问题时必须加以伦理控制和指导，即实施道德的国家对外战略，以适应“人性化”的全球化发

展，消除中国威胁论、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从而满足世界社会对中国不断提升的“和平”和“负责任的大国”的期待。从长远看，这也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国际社会进入世界社会。世界社会的主题是追求和谐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即个人和各个国家的社会在

人性化的全球化过程中共生、共存、共同充分而全面发展。本文通过国际伦理和全球伦理的讨论，引用全球伦理的观点，结合孔汉斯所提供的全球伦理

的文本，认为世界社会存在着一定的普遍的伦理道德准则，并认为全球伦理与中国伦理传统在伦理核心上存有共同点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道

德的”中国对外战略的伦理建构的猜想，即一个有三部分构成的“对外关系伦理”理论结构：1.概括和区分“道德的”、“不道德的”、“非道德的

”三种国家对外战略模式。2.建构道德的中国对外战略的社会背景、意义、可能性、方向以及坚持的基本原则。3.给出一个中国对外战略“伦理三重构

”。其中，国家对外战略“伦理三重构”理论结构又可以被看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伦理基础设施”。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一个“共生、共存、共同发

展”的“和谐世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3.期刊论文 杨适 关于全球伦理对话的方法问题 -浙江学刊2001,""(2)
    近年来孔汉思提出全球伦理的问题,在中国国内有何光沪等积极响应,几位先生学者的崇高志向与事业热忱是值得称赞的,他们把全球伦理这个大问题

提出来是有功劳的.不过这样的事业,就其性质来说,实在同古代孔子、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和保罗所作过的事情类似,并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人类只是到

了当今这个现代性的全球化的时代,才第一次有现实的可能使人类本身及人性、伦理实现其真正的普世性.如果真的有一种全球伦理出现在当代,那么无论

从实践和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说,都应比古代的伦理智慧创造更有前进.因此欲从事它的人需要好好掂掂这项工作的份量,并且相应地好好思考为达到我们

的目的所应采取的方法.

4.期刊论文 邓晓芒 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 -江苏社会科学2002,""(4)
    本文将世界各大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基本原则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代表的“金规则”区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模式，即1．“儒教—犹太教

理解模式”，2．“基督教理解模式”，3．“康德理解模式”。作者指出，第一种模式未能摆脱等级、地位、种族、血缘等等外在的束缚，其适用性随

着范围的扩大而缩小；第二种模式摆脱了外在世俗的束缚，将个人唯一地建立在“灵”之上，但未摆脱上帝权威的束缚，其普世性仍带有强制性；唯有

第三种模式是建立在人人具有的个体人格和理性之上，是真正普适的道德律，其他形式的“金规则”都要从这一层次上来理解才会具有道德性，也唯有

它才是真正适合于充当“全球伦理”的“金规则”的。其缺点是太理性，容易导致形式主义，但这是人性内部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5.期刊论文 成中英 论东方德行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结合——人性和理性结合的道德正当性:权利与德行的相互

印证 -浙江学刊2002,""(5)
    本文从对中国传统的德行本体伦理和现代西方的权利伦理的比较研究中，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促成东西方伦理的沟通、结合与融合以建立“全球伦

理”的问题。文章认为，道德与伦理是生活统一性的两个层面，即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现代权利伦理始于谈论自然权利，终地谈论所有权利包括人

权和动物权的扩展，它是解析的、微观的。而中国传统的德行伦理要求对于道的理解，是综合的、全盘性的，德行本体伦理和权利伦理的结合将采用以

下形式：在德行本体伦理的基础上，把权利伦理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及对发展德行的保护。两者的结合需要将义务和实利结合起来考量。这一结合是对

未来的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结合。它是否成功，会在实践中决定人们如何能勇于面对自己及在一个全球化新世界中过一种真实的有意义生活的命运。

6.学位论文 唐玉红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价值伦理分析及对策 2006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认识自身的世纪工程。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弄清人体内30亿对碱基的具体位置，并逐步阐明其遗传意义

，借此人类将揭开蒙在生命黑匣子上的神秘面纱，实现攻克顽症、提高生命质量的美好愿望。但“生物技术世纪很像是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协议”，人

类无法回避伴随生命科技而来的价值困惑和抉择痛苦，必须直面其对社会生活和伦理道德的冲击，必须应对来自人类自身的挑战。因此，以道义论为基

础，从追寻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出发对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伦理分析，并在伦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价值伦理走向——建立全球伦理，使人类基因

组计划真正造福于人类就成了本文探索和研究的目的。

    本文的第一部分，对“基因”、“基因技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做了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又探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经济和社会价值，即

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于人类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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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伦理分析要有一定的理论做基础，本文将以道义论为基础对人类基因组计划产生的问题进行价值伦理分析。在本文的第二部分

，就对道义论的概念、发展阶段及具体内容和康德的道义论进行了介绍。

    在具备了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对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了价值伦理分析：①基因隐私侵扰人的自主权；②基因歧视违背了人的尊严

；③基因优生将导致人性的丧失；④“基因决定论”将导致对人类权利的侵犯；⑤基因专利在道义上是不能辩护的；⑥基因治疗可能违背患者的自主权

；⑦基因犯罪和基因武器问题。

    本文的最后，也就是第四部分，从基因的研究与开发呼唤着科学家的道义感与责任心；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全球伦理可能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全球

伦理何以可能三个方面论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价值伦理走向：建立全球伦理。我们相信，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人类理性光辉的指引下，在伦理的关怀下

，不会偏离为人类造福的航向，人类也会在科学的庇佑下驶向期待的光明之境。

7.期刊论文 杨秀香.Yan Xiuxiang 关于普世伦理的思考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9(3)
    当前,构建一种普世伦理(全球伦理、世界伦理、普遍伦理)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话题.然而,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的利

益依然是人们参与国际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的情况下,普世伦理的建立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8.期刊论文 靳健.Jin Jian 后现代教育理念与中国古代思想的比较 -高等理科教育2005,""(4)
    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理念所倡导的"全球伦理"、"自由人性"以及"知识就是力量"等观点和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倡的"天人合一"、"自然人性"、"赖力者

生"的观点基本接近但又有区别,把两者放在跨时间、跨空间、跨文化的多维视域进行比较研究,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9.期刊论文 刘景钊.陈彪.LIU Jing-zhao.CHEN Biao 宗教哲学与社会生活——何光沪教授访谈录 -晋阳学刊

2007,""(1)
    导语:虽然我们处在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无不打上了科学的烙印,但是,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人类终极关切的一些根本问题,光靠

科学无法解决.人们在享受科学恩泽的同时,也常常会对信仰问题,对人性的本质进行思考,而宗教哲学恰恰是进行这种深度思考的结晶.面对日益错综复杂

的世界,宗教哲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开阔的思考视角,对比如"人性为什么会被扭曲"、"怎样理解爱的维度"、"为什么要提出全球伦理"、"对话是解决冲突的

最有效途径吗"等人生和时代的根本问题,宗教哲学都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答.

10.学位论文 胡英华 网络环境下情报学新特点 2003
    本文通过论述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分析网络环境下情报活动的各个方面，从而高度提炼总结了网络环境下情报学新特点，并且建设性的规划了未来

情报学的发展蓝图。

    网络时代是知识化、现代化、智能化、系统化、社会化的时代。网络为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为情报学的应用创造了优越的环境

。网络使得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突破军事情报、科技情报、文献情报而更多面向竞争情报、社会情报等；网络促进情报学的应用更加方便、快捷、灵活。

    网络环境为情报学的发展与完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理论到实践，情报学渐渐产生变化，在变化中产生了自身的新特点。

    首先，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完善、充实。其中情报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以网络为平台，逐步完善、充实自己的内容

。另外，网络环境下，信息、知识与情报三者的关系在情报学的管理与应用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拓展。

    其次，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生存基础更加知识化、系统化。情报学的实践基础不再局限于军事情报、科技情报、文献情报，而又产生了竞争情报、社

会情报等；理论基础由面向文献转化到面向知识，由文献计量转化为网络计量；物质基础由存储量大，信息载入方式优化，并且存储速度快的网络载体

替代了以往情报的纸张、磁盘、光盘等载体；技术基础以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导向，促使情报学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另外，网络环境下情报管理更加人性化、智能化。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工作职能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情报管理理论——“大”情报观应运而生

，“大”情报观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动力、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支持、以知识经济的发展为契机，它为情报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铸造了实践

平台；另一方面情报工作模型——知识管理备受关注，知识管理与情报工作有诸多貌合神离之处：二者均以创新为最终目标、以人为核心、以信息技术

为工具，同时知识管理为情报工作提供了两个策略：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网络环境下情报用户产生了新的特征以及新的行为规律，另外用户的

认知心理、认知行为、认知能力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网络环境下情报资源组织与服务更加面向用户，在以标识语言为特征的资源组织中，优越的

XML将逐步替代、淘汰HTML；在以面向用户为原则的资源服务中，网络服务模式由横向发展转向纵向、网络服务涵盖“语义”功能的网络信息组织与服务

，以及高性能数据存储与检索。网络环境下情报检索具有新的特点并且面临新的要求：建立科学的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重点开发大型的专业检索工具

、独立型检索工具向集合型检索工具发展、检索语言向自然语言发展等。网络环境下情报交流思想、交流方式、交流模式、交流进程与传统环境下的情

报交流相比更加智能、更加全面、更加方便、更加快捷。纵观网络环境下情报活动的整个流程和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它就是以网络为载体，以知识单

元为元素、以用户为宗旨、以科学技术为依托而连贯而成的一条知识链，这无疑证实并促使网络环境下情报管理更加智能。

    最后，网络环境下信息伦理更加具体化。网络环境不仅存在传统环境下信息伦理的问题，还产生了特有的信息伦理问题：信息的相对性和正当竞争

的失序、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个人隐私的失控、信息安全问题和信息污染问题等，面临这些问题信息伦理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则，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

化和信息的网络化，信息伦理也将扩展为全球伦理，从而确保全球网络信息的安全和畅通。

    通过系统的分析了信息的网络环境，阐述了情报的发展历史，并且将网络与情报相结合，我们提炼总结了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新特点。这些新的特

点并不仅仅是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而是情报工作创新的起点。21世纪是网络化、知识化、社会化、智能化、数字化的世纪，在这样一个知识膨胀的时代

，任何促进科技进步的方法理论都应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全面的推广。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让我们一方面完善情报学的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将先进的理论与实践用于创新、用于发展，让我们实现信息建构构想、筑成数字图书馆，让我们为科技的繁荣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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