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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数据与信息这两个仍在随学科发展而不断发展、拓展的概念来说，数据和信息在相互关系上到底是包含

关系，还是递进关系，需要结合具体研究背景来理解认识。在大规模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基于信息共享环境罗列并

归类了众多对数据与信息的概念认识，并对二者概念进行了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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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the concepts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witnes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s for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is it inclusion relations，or progressive relations? It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research background．

Based on large scale document research，the paper outlines and classifies many conceptual discussions about data and information，analyzes

and differentiates the two basic concepts based on information sharing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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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任何研究领域都有它自己的基本概念，对于基本

概念的研究是否深入、定义是否准确是该领域研究的

理论基础是否坚实的基本保证，也将影响研究内容的

范围和侧重点。信息共享研究的困难首先在于对数据

和信息之间的概念定义和界定，二者在外延、内涵上的

高度重叠性和强关联性使研究者常常不知所云，或者

干脆放弃区别，互换使用。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也经常将这两个术语互为通用，使得“数据与信息”的

称谓和界定较为模糊。但区分二者的定义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准确定义数据，信息生产者将不能知道要

创造什 么 价 值 的 数 据，以 及 不 知 所 引 用 数 据 的 意

义”［1］。
数据和信息之间的互为混用，使得一方面加大对

相关文献分析研究的难度，造成对数据和信息概念定

义、界定的混乱，以及指标体系之间的交叉。另一方

面，这种不加区分往往造成实践应用中对数据概念的

外延不断拓展，甚至出现不断扩大趋势，导致人们对数

据和信息理解的多样性，出现相同概念具有不同意思，

不同处理环节却采用相同的概念，造成所采用分析方

法、控制手段的无所适从，难以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通过对 众 多 文 献 的 汇 总 分 析，可 知 众 多 对“数

据”、“信息”的应用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离开其应用

的背景、使用范围、使用者的分析，将使二者难以清楚

界定。为此，本文基于信息共享研究背景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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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二者概念进行认识和界定。以便于对这个领

域中“数据”和“信息”有较一致的认识。

1 对信息共享的认识

在《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对信息共享下的

定义:“在一定程度开放条件下，同一信息资源为不同

用户共同使用的服务方式”。可见，信息共享是指不

同层次、不同部门信息系统间，信息和信息产品的交流

与共用，是人们为满足并协调自身的需求而对信息的

共同使用进行行为调整，以便更加合理地达到资源配

置，节约社会成本，创造更多的财富。信息共享的目的

就是通过协调信息资源在时间、区域、部门、数量上的

分布，使资源布局更加合理使用户的信息需求得到最

大的满足，信息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信息共享的实现在于信息的可共享性，就是指信

源发出的信息经传递和转换作用可以为广泛地接受者

所享用，而信息量不变的性质。可见，从信息共享的表

象看，共享是信息的共同使用。信息共享离不开共享

信息源、信息使用者、信息共享过程三个要素。其中，

共享信息源即信息的来源，既包括了大量原始信息源，

也包括了二、三次加工信息源，由于社会的信息来源是

多种多样的，载体的多类型、记录的多手段、传播的多

方式，使信息源组成一个庞大的集合体系; 而信息使用

者则由于其利用信息的目的和需求千差万别，其关注

的信息属性也有所区别，从而使得对信息价值的理解

各有不同; 同理，基于共享的发展目标、组织管理模式、
信息资源整合、共享规则制定、共享技术应用等方面的

不同使得信息共享过程形式多样，结构复杂，共享实现

途径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看，正是由于存在着对以上三个要

素认识的不一致造成信息共享领域就“数据”和“信

息”的使用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导致人们对数据和

信息理解和使用的多样性，使难以形成一个基本一致

的概念认识，影响信息共享领域研究相关概念的正确

运用。

2 信息共享背景下“数据”的概念认识

数据从最初出现到现在的繁荣发展时期经历了较

长时间，在不同的阶段及其在不同的学科中，它所起的

作用不同，应用非常广泛。各个领域的专家从适合自

己领域发展的角度来定义数据，导致数据定义的不同

深度及多样化趋势，使归纳定义非常困难。
“数据”从类型上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

数据主要是指“数值”数据，如《现代汉语词典》( 1997)

中“指进行各种统计、计算、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等所

依据的数值”; 广义的数据则还包括文字、图形、声音、

图像、动画以及多媒体等形式的数据。如《朗文当代

高级辞典》( 1998) “( 1) 事实( 资料) ，信息( 材料) ; ( 2)

形式上能在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和被计算机系统处理的

信息”。
从表 1 列出了在信息共享研究领域中众多学者对

“数据”的定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表 1 在信息共享研究领域对“数据”的基本看法

作 者 定 义

1 马 费 成

等［2］，2002
数据是载荷或记录信息的按照一定规则排列组合的物

理符号

2 李 红［3］，

2003
数据是记录信息的符号，是表达和传递信息的工具

3 薛 华 成［4］，

1995
数据是一组表示数量、行动和目标的非随机的可鉴别的

符号。它可以是字母、数字或其他符号

4 孙 九 林［5］，

2003
数据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的产物，是

人们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而用于记录世界的一种符

号。它借助于“数字”或其它符号去勾画和记录现实世

界客体的本质、特征以及运动规律，是可以鉴别的一种

符号

5 杨 从 科［6］，

2007
数据是为了进一步推演结论或提炼信息，采用一定的技

术方法和手段，用不同的符号对特定环境下的事物运动

状态和方式的固化记录，是为进一步获得信息而对事物

运动状态和方式的技术性记录

6 熊 霞［7］，

2004
数据是存储在计算机内的各种信息的总和，是计算机加

工的原料

7 熊 霞［7］，

2004
数据是“事实”的集合

8 熊 霞［7］，

2004
测量或观察的结果。或产生信息的原材料

9 温 浩 宇

等［8］，2001
数据用于描述客观事物，它可表示为一个三元组《A，R，

V》，其中 A 是“属性”，R 是“属性关系”，V 是“属性

值”

10 傅 小 锋［9］，

2007
是指任何以数字化形式存储的内容，包括文本、数字、图
像、视频、音频、软件、算法、动画、模型等

11 黄鼎 成［10］，

2002
数据是对事实、概念或指令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可以

使数字、文字、符号、图形或声音，它可以用人工或自动

化装置进行处理和交换

12 严冬 梅［11］，

2005
数据是以一组“数字”组成用以表征某一自然客体或社

会客体的数量或质量的概念，即它是用以表征物质的存

在、相互关系、运动状态和变化规律的一组“数字”的组

合

13 中 国 科 学

院［12］，2005
数据是以适于人或计算机进行解释和处理，人与计算机

之间、人机之间进行沟通的规范方式所表示的反映客观

世界的事实、概念等的物理符号

14 宋 峻 峰

等［13］，2005
数据是记载下来的事实，是客观实体属性的值; 数据的

记载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数值型、文字型、语音型、图像

型、视频型等

15 Larry P．
English［1］，

2003

数据是一种符号、数字或其它客观物的表示，或者是在

信息生产中赋予一定意思的原材料

16 中 国 科 学

院［14］，2007
“数据”是指任何以数字化形式存储的内容，包括文本、
数字、图像、视频、音频、软件、算法、动态模拟、模型等

a． 借鉴国外学者的观点，认为数据是加工信息的

原材料，把数据与信息的关系用“原料与产品”来比

喻，是从“纵向”上把数据与信息进行层次上的相对区

别。这是一种很经典实用的描述，是经验的抽象，但它

·2· 情 报 杂 志 第 31 卷



没有解释数据的表示和构成，而且“信息”在概念层次

上要比“数据”高一个等级，不符合概念定义规范
［8］。

b． 把数据理解为一种“形式”，一种“符号”。把数

据解释为“记录信息的符号”忽略了数据的内容，因为

数据包含有一定的信息内容。
c． 把数据看成是数据是“事实”的集合。在该定

义中没有说明“事实”是什么，尽管数据是描述客观实

体的，但是并不是事实的集合。从实用观点来看，这个

定义没有谈及数据的表示，即如何把一组事实符号化，

并记录下来。
d． 对数据进行的归类定义，如: 数据是指任何以数

字化形式存储的内容，包括文本、数字、图像、视频、音
频、软件、算法、动画、模型等。

3 信息共享背景下“信息”的概念认识

到目前为止，关于信息的种种不同的定义已在百

种以上，尚没一种具有全面性和科学性的内涵而被社

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大多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信息

的某些特征。但作为信息共享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

而且是位于首位的基本概念，这又是一个无可回避、必
须面对的学术难题。

信息的基本定义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

息是指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反映以及事

物之间相互联系，即发信源发出的各种信号和消息被

接收和理解，这些信号和消息及其所揭示的内容的统

称。狭义的信息是指经过加工、整理，被接收者接收，

并对其完成某项业务具有使用价值的情报资料和消

息。如《辞海》( 中 国 1999 年 普 及 版 ) : ①音 讯: “消

息”。②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消息和信

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通常须通过处理和分析来提取。
邓宇等

［15］
将众多对信息的定义方法进行了归纳

分析，认为主要有罗列法 ( 即简单列举) 、排除法 ( 如

Wiener 的“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

息”等) 、回避法( 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只给出具有操

作性的定义) 、借用法 ( 如 Shannon 的“信息是用以消

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 Longo 的“信息是事物之间的

差异”、Ashby 的“信息是集合的变异度”; Wiener 的

“信息是有序性的度量”等) 和分类处理法 ( 即从不同

角度来考虑信息的定义) 等。
从信息共享实践的角度看，一般主要从两个角度

对信息定义来认识:

一种是从理论的角度抽象地定义信息: 认为信息

可分成本体论层次和认识论层次，本体论层次的信息

指“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自我表述”; 认识

论层次的信息是指“主体所感知( 或所表达) 的关于该

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包括这种状态 /方式的

形式、含义和效用”［16］。
另一种是从实用的角度具体地定义信息: 表 2 列

出了信息共享研究领域众多作者对“信息”的基本看

法。
从上可知，信息不只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不是“一

个”概念，按照本体论观点，它是由本体论信息逐级展

开而形成的概念体系，不同学科领域所发展出的信息

概念往往只是这一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附加

了约束条件的信息概念。
表 2 从信息共享研究领域对“信息”基本看法

作 者 定 义

1 黄鼎 成［10］，

2002
信息是人们认识事物获取知识的唯一方式

2 English L．
P［1］，2003

信息是数据所定义和使用的方式或表达

3 孙 九 林［5］，

2003
用来消除人们对一客观物质不确定性认识的东西，称为

信息

4 孙 九 林［5］，

2003
所谓信息，乃是可通过一定载体传播且不为接受者预知

的有关事物具有新内容的知识。这个定义至少包括了

5 个方面的重要含义:① 信息是一种知识;② 具有与载

体的不可分性;③不为接受者预知;④ 具有某方面的新

内容;⑤通过“传播———接受———理解”的方式发挥作

用

5 中科院数据

质量研究成

果［12］，2005

信息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通过物质载体所发出的消

息、情报、指令、数据和信号中所包含的一切可传递和交

换的内容。就科学数据库项目而言，信息就是用户通过

信息系统的服务而获取到的反馈

6 孟智 明［17］，

1999
信息是一切物质的属性或只是控制系统的功能现象。
这种观点认为不应限制信息概念的范围，而应用信息的

观点研究自然界中一切物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认为

应该把信息看作是物质的普遍属性

7 严冬 梅［11］，

2005
信息是经过加工的数据，是数据的内涵，是数据的语义

解释

8 贾善 刚［18］，

2004
信息是指应用文字、数据、信号、声音等形式通过不同方

式的传递和处理，以表现各种相互关系的客观事物在运

动变化中所具有特征内容的总称

4 基于信息共享背景下“数据”和“信息”的区别和

联系

通过对众多文献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背景

的分析，本文基于信息共享研究背景，认为对二者的区

别与联系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19］:

4． 1 “数据”和“信息”的纵、横向概念关系认识

从表 3 中各专家对二者的界定认识可看出，对二者相

互联系，可从“纵向”和“横向”概念关系认识。
从“纵向”概念关系看，数据与信息在层次上的相

对区别，存在递进关系，反映了人们认知的深化过程，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抽象与升华。
比如，用“原料”、“成品”的关系来比喻数据与信息的

关系
［10－11，20］。在现实中数据和信息往往很难严格区

分，因为信息和数据二者常常交替存在于数据处理的

各个过程，数据是信息的原料，经过处理和加工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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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而信息往往又成为再次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原

料———数据。数据是记录信息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

的形式。
从“横向”概念关系看，则可以把数据看成是信息

的一个子集，存在包含关系。比如，赖茂生
［21］

从信息

资源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反映事物运动状

态和方式，以文本、数值、或多媒体等形式存在的数据、
事实或见解”。这里显然是把数据看成与“事实“和

“见解”并列的一个信息子集。
表 3 在信息共享领域中对数据和信息的关系认识

作 者 观 点

1 苏 强

等［20］，2000
数据本身并不代表任何一类具体的东西，它仅仅是一种

抽象的量的概念 而信息则是数据经过一定方式的处理

后得到的，信息通过数据形式来表示，是加载在数据之

上，对数据具体含义的解释。数据是信息系统的“加工

原材料”，信息是信息系统的“产品”

2 宋 峻 峰

等［13］，2005
数据是单独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抽象的内容。信息

是经过搜集和处理的数据。数据是原始的，它只是存在

着，除了存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它可以以任何形式存

在而不管其是否有用，数据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信息

是通过关系连接赋以含义的数据; 这个含义可以有用，

也可以没用。信息是有目的性和关联性的数据。把数

据转换为信息需要知识

3 黄鼎 成［10］，

2002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是信息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可能

是数字、图形、图像、声音或是汉字、英文字母、计算机二

进制符号等等。而信息是通过加工后的数据，可以看成

是产品( 或成品) 与原料之间的关系

4 严 冬 梅

等［11］，2005
数据是信息的符号表示，或称载体; 信息是经过加工的

数据，是数据的内涵，是数据的语义解释。数据与信息

的关系可以看做是原料和成品之间的关系，同时，原料

与成品之间的关系还说明了这样一个概念: 对某个人来

说是信息，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原始数据

5 张 芳［22］，

2004
数据是信息的具体表现形式，信息是数据的涵义。信息

是指经过加工处理后、对接收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对决

策者具有潜在或现实价值的数据

6 中科 院［12］，

2005
数据和信息所反映的都是客观实体属性的值，数据强调

对事实的客观记录，而信息往往是以数据为原料进行加

工得到的更高层次的抽象知识，强调的是实体及其属性

与人们决策活动的密切联系，信息的价值是其对决策或

行动的影响

杨从科博士
［6］

认为上述诸多定义都是“两端定

义”，要么是“源信息”定义，要么是“宿信息”定义，基

本忽视了中间过程这一点，“从信息过程看，数据是信

息现象的中间环节”。因此，在信息共享环境中的“数

据”应该称之为“数据信息”，从来源看它不是“源信

息”，从去向看它又不是典型的“宿信息”。获取数据

是获取信息的“中间环节”。之所以存在这个中间环

节，是因为客观情况往往限制人们无法直接得到所需

要的相关信息。当用各种符号、工具把客观事物的信

息固化记录下来时，则“自然”信息转化成了“数据”信

息。
4． 2 “数据”和“信息”概念的转化过程认识 数据

与信息的“原料”、“成品”的关系，也说明数据到信息

的转换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被看成是“激活”、“加

工”、“新陈代谢”的过程，是对无用数据的筛选过程。
英国学者布瓦索

［23］
将这一过程看成是“节约”的过程，

即“信息是节约数据的结果”，应当指出，布瓦索把信

息看作对数据的节约，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观

点，而且具有重要的管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一般认为，

信息是有着关联性的数据的集合。可是，数据单元之

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据有无穷的组合能力

以形成新的信息。在从数据中提取信息的时候，如果

没有焦点意识和节约观念，那么，无论在认识、管理上

还是在经济成本上都将不堪重负。吴永忠
［24］

形象地

把数据比作“信息系统的细胞层次”，认为:“正如失控

的癌细胞吞噬健康的躯体一样，盲目的数据积累消耗

了组织资源、预算、效率和活力”。布瓦索在其构建的

“信息空间”概念中，认为杂乱无序的数据本身不具有

稀缺性，并不是认知资源，只有舍弃部分数据( 当然都

需有选择地进行) ，将具有相关性的数据转化为信息，

并使之成为信息空间的有机成分时，它才成为认知资

源。布瓦索的看法给我们的一个启示:“Data rich，but
information poor”( 数据丰实，但信息贫乏) ，要注意在

繁杂的数据中寻求有价值的信息。
4． 3 “数据”和“信息”概念的适用范围认识 如果

将整个信息共享环境看成一个系统，那么我们所关注

的“数据”、“信息”应该具有适用范围的含义，对它的

定义应该在这个系统的过程中具有基本稳定性。因

此，对数据与信息这两个仍在随学科发展不断发展、拓
展的概念来说，数据和信息在相互关系上到底是递进

关系，还是包含关系，可能需要在界定其含义的使用范

围才能说得清楚。因为数据与信息在用途方面的区别

是相对的: 如果直接使用其包含的信息内容，它就是信

息; 如果是在保持信息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工、
处理、分析获得进一步的信息，那它就是数据

［6］。因此

在一个大范围中包括数据、信息的基本递进关系，而在

小范围仍然存在数据与信息转换过程。在上一环节工

序是数据，到下一环节工序可能就会被看成信息对待。
4． 4 “理解”是区分“数据”和“信息”概念的基础

信息就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去思考和理解的数据。
为此，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套措施来定义信息，对一

个人是信息的东西对他人而言可能就是数据。总之，

如果对自己没有意义，那它就不是信息。当今信息时

代与其说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如说是“数据爆炸”
的时代，因为数据不被“理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

只是意义的线索、思想的载体、真实的映射而已，只有

当人理解数据的本质以后，清除掉其它东西后保留下

来的数据就越有价值。理解应该被看做是从数据到信

息的一种连续过程。尽管数据和信息之间的差异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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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灰色的，该过程不同阶段之间的区别虽然不是分

得很清，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正是由于在我们

真正能够理解的信息与我们认为应该理解的数据之间

存在着持续增大的鸿沟，而使得信息价值难以得到实

现，数据和信息之间的界定更应得到重视。
4． 5 对“背景”的把握是从“数据”到“信息”价值提

升的关键 对数据背景的理解是提升“数据”价值的

关键，要是没有背景，信息就没有生存的土壤，问题中

所包含的语境不仅肯定与数据的环境有关 ( 来自何

处? 通信的目的何在? 布局如何?) ，还与传播者的背

景和意图有关系，信息价值的体现也正是在于对数据

背景的可追溯性了解。

5 结束语

基于以上认识，从信息共享环境的角度看，“数

据”是一种物理符号序列，是反映客观地记录符号，本

身并不代表任何一类具体的东西，它仅仅是一种抽象

的量的概念; 而“信息”是数据经过一定方式的处理后

得到的，是“经过提炼的数据”，信息通过数据形式来

表现，是加载在数据之上，对数据具体含义的解释。更

重要的是: 信息是直接面向用户的，对于不同的信息用

户它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现，这

一点是数据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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