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玉书：人机交互智能时代

为何你不应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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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中“数字”与“社会”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本文“借用”

人工智能中“人机交互”的概念来对当前数字社会的发展与互动进行探讨

（本文借用了人机交互概念的基本原理，但非严格学术论述）。 

我国的数字化过程正在重塑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并将直接影响未来的

走向。而且，成功的数字社会发展是促进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和增强

的必要条件整体。与此同时，数字化也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与

社会更广泛和改变经济的结构和商业模式。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数字与社

会的交融交互？我国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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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来认识数字社会的人机交互。 

微观层次的交互涉及三个方面。在微观层次上，是社会个体与数字社

会的交互过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交网络及社交媒体的交互。移

动互联空间实现“无处不在的互联”后，社会个体是包裹在社交网络和社

交媒体当中。所有的社会行为都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受到社交网络

及社交媒体的影响。二是个体对数字社会信息的接受与分析过程。社会个

体对接受数据信息的处理能力的差异，与其所能获取的有效社会自由、未

来发展预期和既得利益可能性密切相关。三是个体对数字信息的优化决策

和反馈。这是个体在数字社会中对信息处理的最终环节，基于自身社交网

络体系和处理信息能力，对社会信息作出反馈。 

中观层次交互主要是不同社会个体决策汇聚形成的社会集体行为的数

字化反应。这是当前数字社会表现形态的重点。这需要复杂的方法来建模，

汇总和处理大量的信息。当前前沿的大数据技术，如深度学习等的核心应

用也在这个层次---对社会集体行为的数字化预测。 

宏观层次上的数字与社会交互主要涉及到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核心

是创造更多变化。在数字与社会交互的微观与中观层次上，其算法首要任

务是寻求最优解—投入最少化，获益最大化。但在数字社会宏观层次上的

数字交互要考虑的问题是防止社会的固化和止步不前，需要创造更多的变

化。这与数字社会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数字交互是对立统一的。例如，在不

平等问题上，因为公共物品，公共数据和公共网络的获取是不平等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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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会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那么就需要结合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等各个方面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均衡，以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 

因此，当我们讨论数字社会的时候，在数据问题上是要进行分层的。

针对不同层次的数据问题，进行不同目的的分析。同时相应的系统设计、

算法修正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制定、深化机构改革等

提供了更精准、高效和更有针对性的抓手。我国在基于数字社会的深化机

构改革，推进治理模式发展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基于人机交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我国的数字社会

治理模式，抓住了数字社会的关键点——人机交互。人机交互是指人与计

算机之间使用某种对话语言，以一定的交互方式，为完成确定任务的人与

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人机交互侧重于计算机技术的设计和使用以

及人（用户）和计算机之间的的交互关系。人机交互是计算机科学，行为

科学，设计，媒体传播等多研究领域交叉研究学科。我国在推进数字中国

建设和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基于人机交互的数字社

会治理模式。人机交互在技术层次上由三个主要特征组成：即用户，计算

机及其交互或它们如何协同工作。人机交互控制主要考虑以下 9 个因素（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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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人机交互的 9 个要素和核心设计要点看，这是以人为中心的数

字化系统工程。好的人机交互设计无处不在但又难以刻意察觉。在无意识

的过程实现对人的自然化影响。当前我国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基本上涵盖

了人机交互的各个要素。如图 1 所示，已经能够实现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

数据流的实时动态交互。这其中涉及到过去多年多项重大信息（数字）工

程建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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