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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平一直以来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是指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基本准则的无差别性，即按照社会
所确认的标准(政策、法律、原则等)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个人。
社会公平是指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能有全面发展自己和获得自己正当利益的机会，它包括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结果)公平等。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对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但是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运用，信息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并不均衡，信息差距日益拉大。
追求信息公平也就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又一命题。
电子政务作为政府信息化的集中体现，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公平问题。
基于电子政务的公共性，公共信息服务的普遍均等是其应有之义，研究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问
题及其保障，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同时也能促进信息社会的一般信息公平问题的解
决。

 由唐思慧编著的《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从5个方面予以展开：
第一，在分析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信息公平进行了界定，认为信息公平是指社
会全体成员均能自由、平等地选择和分享各种信息资源的一种价值理念，其实质是信息权利的平等。

第二，信息公平有其理论基础。
社会公平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普遍受益原则为信息公平奠定了道德和伦理基础；人权、知情权、
参与权等则为信息公平奠定了法律基础；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信息共享论则为信息公平的实现进行了可
行性的论证与理论支撑。

第三，以社会公平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
结果公平来分析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问题。
具体表现为：a)公众的权利公平较少被关注。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处于政府信息公开阶段，侧重对公众知情权的确认。

权利公平应确保所有公民平等享受电子政务发展成果及在线获取政府公共服务。
b)公众平等使用电子政务未得以切实贯彻。
表现在信息基础设施普及方面“农村不及城市”；电子政务建设与发展呈现
“东高西低”；政府网站构建的无障碍原则未得以强化。
c)规则公平问题凸显。
我国所制定的电子政务相关的法律、政策及标准未能切实保证公平对待每一群体。
d)电子政务结果不公平。
表现在老年人、低学历者、农民、残疾人未能充分普遍地享受电子政务的益处。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a)电子政务定位模糊，未能突出公平价值导向；b)电子
政务的信息传播模式由告之式向介入式转型，对用户知识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要求较高；
c)电子政务信息无障碍理念缺失，无法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

电子政务建设中信息公平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a)个人层面，将妨碍公民人权的实现；b)国家层面，
制约电子政务效能发挥，电子政务建设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受到质疑，政府公信力下降；c)社会层面，
社会排斥加剧，原有稳定的社会结构面临解构，社会和谐面临挑战。

第四，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同样存在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中欧盟国家、美国、新加坡等对此问题给予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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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研究各国的解决对策与经验的基础上，将其归纳为惠及全民的公共政策定位、信息权利的法律
保障、信息基础设施公平配置、信息能力的全民教育与培养、电子政务信息环境的无障碍建设等5个
方面：a)惠及全民的公共政策定位方面，以欧盟最为突出。
欧盟制定了惠及全民的公共信息政策，指导和协调欧盟各成员国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贯彻实施，此外还
专门制定了“包容的电子政务计划”以解决电子政务中的信息公平问题，实现包容的信息社会。

b)信息权利的法律保障方面，美国从公众公共信息获取权、公众在线信息获取权、政府网站信息无障
碍等三方面予以法律保障，分别颁布了《信息自由法》、《电子政务法》和《508法案》等，为所有人
实现平等获取政府信息提供法律保障。
c)信息基础设施公平配置方面，笔者主要介绍了印度、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公平配置
方面的经验。
他们从技术突破到普及再到无缝连接不断完善，从有线到无线多渠道向公众提供在线政府信息，为电
子政务信息公平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d)信息能力的全民教育与培养方面，新加坡、韩国等国分别根据公平原则和补偿原则，实施全民信息
教育和面向弱势群体的特殊培训，以普遍提高公众的知识水平和信息能力。

e)电子政务信息环境的无障碍建设方面，以政府网站为对象，从政府网站设计无障碍和内容设计无障
碍两个方面展开，并以“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为例分析了香港在建设政府网站信息无障碍方面的经
验。

第五，结合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信息公平问题，从能力保障、物质保障、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
等4个方面构建了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保障体系。
上述保障体系四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其中电子政务的制度保障是主导，物质保障是前
提，能力保障是根本，环境保障是关键。

制度保障方面，强调政府政策定位及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以确保公众享有平等的政府信息获取权利
、平等的政府信息获取机会、对等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使用机会；物质保障方面，注重电子政务系
统、信息获取技术及产品等方面的设计遵循惠及全民和普遍设计的原则，以确保电子政务信息无障碍
，满足包括残疾人和老年人在内的信息需求；能力保障方面，强调加强电子政务系统的使用技能的教
育与培训，以确保公众具备应有的信息获取能力；环境保障方面，注重加强电子政务交互环境、电子
政务文化和电子政务伦理规范的建设，以确保良好的电子政务使用氛围与环境的形成，发挥电子政务
应有的效能，实现电子政务中的信息公平，使所有人都能享受电子政务发展所带来的益处。

总之，电子政务中的信息公平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整个社会大环境如地区信息化不平衡、数字
鸿沟问题与教育公平问题等的影响，是数字鸿沟和信息分化等问题在电子政务中的集中反映。
因此，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
笔者认为，受电子政务发展的阶段性的影响，不同阶段电子政务信息公平评判标准也不一样。
在电子政务发展的初级阶段，应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获取与利用电子政务的机会，不因地域和个人能
力的差异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但不管处于哪一发展阶段，政府都应确保电子政务能够让所有人获得与其能力相对等的信息。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的创新在于：
第一，选题较为新颖并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基于公平与正义的民主思想，将信息公平价值理念引入电子政务的研究领
域，丰富了电子政务研究的内容，有利于电子政务功能发挥，实现社会和谐。

选题的前瞻性在于，尽管当前政府信息服务还相对公平，电子政务中信息公平问题还不甚明显和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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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电子政务日趋完善，必然会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政府服务全部在线办理是电子政务的最终发展方向，电子政务的初衷是公众能获取并利用。

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基于公民权利视角，透析了作为基本人权的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与信
息权利等；基于道德伦理视角，作者分析了惠及全民、普遍受益、社会包容(融合)等基本思想，以此
作为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理论基石与基本要求。
基于社会公平理论，结合电子政务的实际情况，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四个方
面分析了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研究内容的创新。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系统研究了信息公平的理论基础，从哲学、法学、经济学和信息学等多学
科系统研究了信息公平的理论基础。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构建了电子政务信息公平保障体系，提出从制度保障、物质保障、能力保
障和环境保障4个方面共同推进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实现。

第四，研究方法的创新。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从保障公民信息权利的角度出发，针对电子政务中存在的信息不公平现象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运用比较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国外电子政务信息公平问题
解决方式的经验，提出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保障体系及其模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

作者简介

唐思慧，1978年出生于湖南炎陵。
2005年至200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与信息产权等。
先后在《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
篇。
主持湖南省软科学项目等课题多项。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

书籍目录

1 绪论
  1.1 概念界定
    1.1.1 公平、平等与正义
    1.1.2 信息与信息公平
    1.1.3 电子政务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信息分化、数字鸿沟与电子包容
    1.2.2 信息公平研究
    1.2.3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
  1.3 信息公平的相关实践
    1.3.1 国际信息公平实践
    1.3.2 国内信息公平实践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1.5 小结
2 信息公平的理论基础
  2.1 信息公平的内涵及产生背景
    2.1.1 信息公平的内涵
    2.1.2 信息公平产生的背景
  2.2 信息公平的理论基础
    2.2.1 哲学基础
    2.2.2 法学基础
    2.2.3 经济学基础
    2.2.4 信息学基础
  2.3 小结
3 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问题及原因
  3.1 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问题
    3.1.1 权利公平问题
    3.1.2 机会公平问题
    3.1.3 规则公平问题
    3.1.4 结果公平问题
  3.2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
    3.2.1 电子政务的定位模糊
    3.2.2 电子政务的信息传播模式转型
    3.2.3 电子政务信息无障碍理念缺失
  3.3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问题的影响
    3.3.1 个人层面：妨碍公民全面发展
    3.3.2 国家层面：制约电子政务效能的发挥
    3.3.3 社会层面：加剧社会排斥
  3.4 小结
4 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问题之解决经验
  4.1 惠及全民的公共政策定位：以欧盟为例
    4.1.1 欧盟信息政策层面：惠及全民
    4.1.2 欧盟实践层面：电子包容
  4.2 信息权利的法律保障：以美国为例
    4.2.1 公众公共信息获取权的保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

    4.2.2 公众在线信息获取权的保障
    4.2.3 政府网站信息无障碍的法律保障
  4.3 信息基础设施公平配置
    4.3.1 印度：信息基础设施的突破
    4.3.2 英国：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
    4.3.3 新加坡：信息基础设施的无缝连接
  4.4 信息能力的全民教育与培养
    4.4.1 信息能力概述
    4.4.2 全民信息化教育：公平原则
    4.4.3 弱势群体信息能力培养：补偿原则
  4.5 电子政务信息环境的无障碍建设：以政府网站为例
    4.5.1 政府网站设计无障碍
    4.5.2 政府网站内容无障碍
    4.5.3 政府网站无障碍的案例分析
  4.6 小结
5 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保障体系
  5.1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保障体系模型
    5.1.1 模型的构成要素
    5.1.2 保障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5.2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制度保障
    5.2.1 信息政策定位与调整
    5.2.2 法律规制
    5.2.3 标准建设与完善
  5.3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物质保障
    5.3.1 信息基础设施与资源的配置：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及边界
    5.3.2 信息获取途径的多样化
    5.3.3 信息无障碍获取技术及产品的保障
  5.4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能力保障
    5.4.1 针对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信息教育与培训
    5.4.2 根据用户信息技术水平的差异提供信息教育与培训
  5.5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环境保障
    5.5.1 电子政务交互环境构建
    5.5.2 电子政务文化建设
    5.5.3 电子政务伦理规范建设
  5.6 小结
6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6.2 研究展望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

章节摘录

　　就包容的电子政务目标群体而言，欧盟在详细的调查基础上，确定了受排斥的社会群体，包括残
疾人和老年人，更包括低收入者和低文化水平者、数字技能较差者、失业者、种族受到歧视者和生活
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并根据他们的社会经济情况和他们在获取电子政务公共服务时所面临的问题，将
其分为以下12类以便于有针对性地解决：a）单亲家庭和暴力家庭、大家庭及儿童.b）青少年包括青少
年怀孕者；c）流浪者；d）失业者；e）老年人；f）残疾人；g）文盲及低文化低技能者；h）犯罪者
，包括服刑出狱者和吸毒者；i）受害者；j）种族和少数民族；k）偏远贫困人群；1）医疗无保障者
。
当然这种分类可能并不科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分类，例如，英国和荷兰分别
按照本国的情况，对包容的电子政务的用户进行分类。
英国将包容的电子政务的用户按照问题划分为7类：失业者、文化水平较低者、无家可归者、获罪者
、医疗无保障者、儿童、复杂多样的需求者等。
而荷兰则将其划分为单亲家庭、老兵、残疾小孩、老年人、平均家庭收入以下者、健康老年人、慢性
病患者、抚恤金领取者、失业者等9类。
总的来说，这种划务的目的是为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这些群体的特殊信息需求，以便提供更好的有针对
性的信息服务，从而实现电子政务惠及全民，维护电子政务信息公平。
　　综上可见，欧盟对于贯彻执行惠及全民的政策的态度非常坚决，并且已经号召欧盟各成员国相继
展开相关的研究，并通过专门的交流平台互相交流，以避免重复研究和失误。
　　欧盟在实现电子政务信息公平方面，尽管它所站的立场是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角度来展开，受其
身份的制约，它所制定的政策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影响力有限，但欧盟致力于为所有人融入信息社会，
平紧跟着，我便想起程疯子。
他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待我慢慢道来：（一）他是艺人，会唱。
我可以利用他，把曲艺介绍到话剧中来，增多一点民族形式的气氛。
（二）他有疯病，因而他能说出平常人说不来的话，像他预言：“沟水清，国泰民安享太平。
”等等。
（三）他是个弱者，教他挨打，才更能引起同情，也足说明良善而软弱是要吃亏的。
（四）他之所以疯癫，虽有许多缘故，但住在臭沟也是一因；这样，我便可以借着他教观众看见那条
臭沟；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
　　他必须是个艺人，否则只会疯闹，而毫无风趣，便未免可怕了。
而且，有个受屈含冤的艺人住在龙须沟，也足以说明那里虽脏虽臭，可还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疯子的妻，娘子，正和许多住在龙须沟的妇女一样，是勤苦耐劳，而且有热心肠的。
她和王大妈的性格虽不相同，可是都有同样的高尚的品质，能够用自己的劳力挣饭吃，不仰仗别人，
而且遇必要时会养活别人。
假若王大妈有个疯丈夫，她也同样的会负起养活他的责任的。
尽管王大妈胆小，不愿出门，可是遇必要时，她也会像娘子那样去到街头卖香烟去。
她们挣扎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我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典型人物的企图，可是我深知道，并且尊敬她们的
高贵的品质，所以我能使她们成为在舞台上站得起来的人物。
　　王、程二家之外，我想出丁家。
男的丁四是蹬三轮车的。
我教他以蹬三轮为业，一来是好教他给臭沟作注解一一一下雨，路途泥烂，无法出车，就得挨饿；二
来是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便能写出他来--我写过《骆驼祥子》啊。
丁四可比祥子复杂，他可好可坏，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
他是生长在都市里的人，事不顺心就难免往下坡儿溜。
这样，他就没法不和丁四嫂时常口角，甚至于打架。
丁四嫂也是个“两面人”：她的嘴很野，可是心地很好；她勤苦可又邋遢。
她的矛盾是被穷困所折磨出来的，这也就是我创造这个人的出发点--明白了穷人心中的委屈，才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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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他们的说话行事的矛盾。
　　我给丁家安排了两个孩子。
在剧本中，这两个孩子还很小，所以没有什么性格上的发展。
在排演时，能被找到的儿童演员都比剧中的孩子大一点，所以导演为他们增多一点事情，以便近情近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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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数字鸿沟问题的凸显，信息公平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热点。
信息公平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均能自由、平等地选择和分享各种信息资源的一种价值观念。
由唐思慧编著的《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研究》对信息公平产生的背景、信息公平的理论基础、电子政务
建设中存在的信息公平问题等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各地在解决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问题的成
功经验，构建了电子政务信息公平的保障体系模型。
本书对于电子政务的建设及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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