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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的价值尧 挑战及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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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 对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现状、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治理进行探讨，有助于网络社

会的有序发展及信息源的增效。[方法/过程] 文章介绍了数字时代信息源呈现的主要特征，剖析了信息源发

展所带来的多维价值与系列挑战，最后讨论了数字时代信息源的治理体系及发展趋势。[结果 /结论]构建了

政府、社会组织、信息产品与服务提供者及公民个体等多主体组成信息源治理体系，并从治理基本目标、核

心内容、重要环节等方面阐述了信息源治理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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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It is helpful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network socie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information source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digital era.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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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袁 作为承载信息的信息

源袁 其种类和形式更加多元创新遥 一方面袁 大量诸

如在线社区尧 维基百科尧 官方媒体尧 自媒体等数字

环境下的新兴信息源层出不穷 [1]曰 另一方面袁 传统

的电视尧 广播等媒介及人际信息源借助网络渠道进

行载体创新袁 如 叶人民日报曳 拓展了政务微博尧 政

务公众号尧 抖音等新的信息源形态遥 这些信息源作

为新兴的信息承载以及知识传播的场域袁 为人们的

信息获取尧 知识建构甚至情感支持等提供了重要条

件遥 但是袁 通过对不同类型信息源及用户使用等分

析发现袁 尽管数字时代信息源在多方面发挥着重要

价值袁 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存在诸多问题袁 给中国网

络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遥 所

以袁 在当前数字环境下袁 信息源的管理尧 运营组织

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问题反思袁 探究特定情境下信息

源的表现形式及规律袁 剖析信息源发展所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袁 并深入思考信息源治理的手段尧 方法

等袁 以促进其良性尧 持续发展袁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社会价值[2]遥
基于此袁 本文梳理了数字时代信息源的主要发

展形态及特征袁 剖析了信息源发展所带来的多维价

值与困境袁 并进一步探讨了当前情境下信息源的治

理框架及方法等问题遥 本文对国内外信息源相关研

究进行了基于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的弥合袁 可对信

息源的价值实现和社会推动提供一定指导借鉴意义遥

2 文献回顾

信息源是一个海量尧 多元尧 动态信息的承载系

统袁 是社会尧 经济尧 文化尧 科技尧 医疗尧 教育等多

领域组织或个人通过不同机制生产或加工的信息存

储平台遥 近年来袁 学者们对信息源的价值认识和对

信息源的研究进展不断深入袁 涌现了一系列的研究

成果遥 本文拟从信息源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尧 信

息源的分布领域及用户特征尧 信息源选择或利用的

理论要素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遥
渊1冤 信息源的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遥 信息源是

指能够向信息主体提供其需要信息的来源物袁 既可

以为物质世界中的事物袁 也可以是客观知识的记

录袁 还可以是信息主体或其他人的头脑 [3]遥 信息源

只有被客体感知到其存在和价值袁 并通过有效获取

及意义建构才能体现其重要性 [4]遥 前期研究主要将

信息源选择[5]尧 信息源偏好[6]尧 信息源利用[7]等作为

理论逻辑起点袁 对信息源的价值实现形式和质量呈

现效果进行了不同方面的阐释遥 在研究过程中袁 不

同学科范式下研究还立足于相关基础理论袁 对信息

源的选择尧 利用等行为进行阐释和延伸袁 较为常见

的基础理论如最小努力原则[4]尧 成本 - 收益理论[6]尧 社

会资本理论[8]尧 期望价值理论[2]尧 交互记忆理论[2]等遥
渊2冤 信息源的分布领域及用户特征研究遥 近年

来袁 诸多研究成果从信息源的领域内容尧 用户群

体尧 用户特征及行为规律等多维度袁 对信息源的价

值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阐释遥 如李月琳等[9]探究了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nd a series of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digital age.

[Results/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information source governance system is composed of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product and service providers and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expounds

on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information source govern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basic goal, core content and

important links of governance.

information source; information sourc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ource governance;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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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搜寻就业信息时使用的信息源尧 使用特点

及选择原因遥 谢娟等[10]调研了城市和农村全科医生

在信息源感知和偏好方面的差异袁 以及互联网信息

的利用障碍等遥 罗毅辉等[11]利用算法挖掘信息源分

类的规则集合袁 并呈现了个人投资者信息源选择的

模式和特征遥 这些研究成果立足于不断演化尧 细分

的社会情境袁 对信息源及其与用户的关系进行深入

研究袁 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遥
渊3冤 信息源选择和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遥 前期

较多研究探讨了信息源选择和利用的影响因素袁 主

要围绕信息源的质尧 可获取性尧 任务和情境等维

度遥 其中袁 信息源的质量因素往往被认为是信息源

选择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袁 相关研究将质量概念

化为准确定尧 真实性尧 全面性尧 相关性尧 可信度尧
可理解[2, 9, 10]等遥 同时袁 可获取性也被认为是影响信

息源选择和利用的重要因素袁 其可进一步阐释为信

息源获取所需的时间空间成本尧 社会资本[2]等遥 而

用户所处的情境或面临的任务则是信息源选择的动

态影响因素袁 其可从情境或任务的复杂性尧 紧急性尧
重要性等方面影响信息源选择的行为或效果[2,12]遥

综上分析发现袁 前期研究侧重于探讨某类群体

在不同领域尧 不同情境中的信息源选择行为袁 较侧

重于微观层面的阐释遥 然而袁 在当前数字环境下袁
除了基于用户视角的信息源选择和利用研究外袁 还

有必要从管理者尧 建设者的角度来剖析如何提升信

息源被用户选择和利用的可能遥 基于此袁 本研究拟

基于新环境下信息源的表现形式及规律袁 分析信息源

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袁 并进一步探讨信息源治理

的手段尧 方法等袁 以致力于提升信息源的社会价值遥

3 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的特征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呈现更加多元尧 开放尧
融合的特征遥 传统的信息源在社会网络空间中单一

节点的形式已经逐渐转变为多点融合的结构袁 并最

终呈现 野处处皆中心冶 的分布式网络传播结构 [13]遥
具体而言袁 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的特征如下遥

渊1冤 信息源的内容方面袁 呈现个性化和同质性

并存的特征遥 在信息源规模快速增长以及信息内容

极大丰富的数字时代袁 信息源的开发建设取得较为

明显的效果遥 在信息内容生成方面袁 持续运用互联

网思维和用户思维袁 进行信息内容深度开发袁 满足

用户对信息的个性化需求遥 但是袁 仍存在信息源开

发和用户定位模糊袁 信息内容建设趋同现象袁 而信

息传播飞速则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源之间内容复制尧
雷同等同质化的倾向[14]遥

渊2冤 信息源的可及性方面袁 呈现主动推送尧 双

向交互性的特征遥 传统信息源往往呈现被动用户连

接尧 单向信息传播的特点袁 一方面依靠用户主动展

开信息搜寻行为来连接信息源本身袁 一方面单向将

信息 野推冶 给用户而难以和用户进行有效互动遥 数

字时代信息源的开放尧 主动尧 去中心特性愈加明

显袁 其进一步基于大数据计算尧 推荐机制等方法将

信息主动推动给用户袁 并进行多元有效的实时互动袁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的承载方和接受方的关系遥

渊3冤 信息源的情境利用方面袁 呈现智慧化尧 多

元化而特征遥 数字时代袁 信息源愈加重视基于移动

互联属性的信息载体智慧形态发展袁 如依托人工智

能尧 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创新模式袁 开发信息源可视

化尧 可体验等功能袁 除了使用户不受时间尧 空间限

制获取信息外袁 不断强化用户在利用信息源的同时

得到基于场景化的视觉尧 听觉尧 触觉以及良好的心

理体验袁 以构建信息源的信息承载传播尧 基于连接

提供服务的融合服务型平台[15]遥

4 信息源发展的价值与挑战

由于数字时代的信息源发展进一步呈现出多元

化尧 去中心尧 智慧化等特征袁 其作为网络社会的各

个节点袁 与社会系统中其他节点的交互尧 作用也愈

加明显遥 这些交互作用一方面给网络社会的参与者

带来更多的价值袁 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系列社

会问题袁 需要慎重对待袁 科学治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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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信息源发展带来的价值

渊1冤 数字时代人际信息源的线上联接性更强袁
弱关系人际信息源进一步拓展遥 作为社会信息源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数字环境下人际信息源有了较为

明显的变化和发展遥 一方面袁 网络通讯技术的进步

使人与人间的联系除了依靠面对面尧 电话尧 邮件等

渠道以外袁 还包括 QQ尧 微信尧 MSN 等即时通讯工

具袁 这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袁 增加了人际信息源联接

的便捷性与效率袁 并减少信息搜寻主体的花费曰 另

一方面袁 人们的人际信息源往往也包括微博尧 论坛

等社交网络平台认识的网友袁 以及微信群里的并不

熟悉的 野朋友冶袁 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可以连

接的 野圈子冶 范围曰 也就是说袁 除了强人际关系信

息源以外袁 弱人际关系信息源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拓展遥
渊2冤 数字时代网络信息源的全民参与程度更

高袁 除了获取信息之外袁 还可能得到情感等支持[16]遥
在 Web2.0 时代袁 个人不仅在线社区尧 问答平台尧
维基百科尧 微博等媒体信息源获取信息袁 同时在这

些信息源中参与贡献信息遥 据 DCCI 互联网数据中

心统计袁 2010 年互联网在中国出现了历史性跨跃袁
个体用户产生的网络内容流量超过了网站专业制作

的内容流量袁 其中前者页面浏览占互联网总流量的

50.7%[17]遥 用户间通过参与尧 分享尧 合作和协调袁 不

仅给信息源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袁 同时也给信

息源的运行成本和内容制作成本减轻负担遥 更高的

参与程度不仅提高了用户选择和利用信息源的积极

性袁 而且使用户在交互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遥
渊3冤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提高了复杂信息任

务的解决效率与效果遥 在当今社会袁 人们在工作尧
学习尧 生活甚至娱乐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信

息任务袁 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往往使人们信息

任务的复杂性或困难程度不减反增遥 用户在完成复

杂任务的过程中袁 时常需要更全面的诸如文字尧 图

片尧 音频尧 视频等多种类型的信息袁 此时一种信息

源往往难以有效满足搜寻者的信息需求[18-19]遥 而且袁

有时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源于何处袁 基

于这种社会需求袁 更多问答平台涌现于数字环境

中遥 所以说袁 在信息源的多元化尧 个性化发展的背

景下袁 人们可以方便地通过不同信息源来相互补

充尧 印证所需信息袁 这极大提高了复杂信息任务的

效率与效果遥
4.2 信息源发展带来的挑战

渊1冤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使用户面临新的风

险或危机遥 具体包括隐私风险尧 财产安全风险尧 信

任危机等遥 其一袁 数字环境下越来越多信息源需要

用户登记个人信息才能开放使用的条款对用户的个

人隐私安全存在一定风险袁 诸如黑客入侵尧 用户信

息泄露等事件偶有发生遥 其二袁 数字环境下信息源

的类型多种多样袁 用户选择利用某个信息源的过程

中袁 有时在下载或点击后会弹出广告甚至病毒袁 其

可能演变为网络欺诈并给用户带来财产安全风险遥
其三袁 数字环境下由于信息源中存在大量的谣言信

息袁 一些违背社会客观事实的谣言信息导致用户产

生社会信任危机袁 而一些辟谣信息则会使用户在一

定程度对信息源的真实性产生质疑遥
渊2冤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加速了网络舆论的

扩散遥 随着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和信息环境的复杂多

变袁 一方面袁 人们更加便捷地从各类网络信息源中

获取信息曰 另一方面袁 他们也更容易将所获取到的

信息传播于其他网络信息源中袁 在提供给网络信息

源信息内容的同时袁 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敏感社会事

件尧 价值观不当言论等进一步散播袁 进而引起舆论

发酵和事件影响程度升级等问题遥 如 野雷洋事件冶
最早出现于知乎社区袁 然后被人大校友微信朋友圈

转发袁 接着该话题信息进一步被散播于微博等多信

息源中袁 即典型的 野在线社区曝光要微信朋友圈小

范围传播要微博发酵要媒体报道要新闻客户端打通

最后一公里冶 信息扩散模式[20]遥 然而袁 就目前技术

水平袁 对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源进行系统全面监测

还存在一定难度袁 相关部门对负面网络舆论的及时

发现和有效疏解工作仍然面临挑战[2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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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冤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增加了网络社会秩

序维持的难度遥 随着各类信息源数量与规模增大袁
表现形式也愈加多样化袁 逐渐演化成一个较为复杂

的尧 多元化的信息生态系统袁 甚至进一步加剧了信

息冗余尧 信息过载尧 信息爆炸尧 信息污染等问题袁
这对网络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持产生较大冲击和挑

战遥 例如袁 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直播平台上语言暴

力尧 色情尧 侵权事件层出不穷袁 如近年来斗鱼直播

被曝光 野造人冶 野阿怡代打冶 事件袁 LOLO 直播出

现了涉黄等一系列负面新闻遥 可见袁 随着信息源的

发展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持难度也进一步增加袁 传统

依靠单一政府治理社会和多种信息源的手段已经不

足以适应当今时代的需求遥
渊4冤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或进一步加剧了信

息不平等遥 随着信息源的多元化发展袁 网络社会愈

加丰富多彩袁 不同地域尧 种族尧 年龄尧 性别尧 教育

程度尧 收入和阶层的人往往可以自由选择信息源并

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曰 然而袁 这也加剧了世界分化

和信息不平等[22]遥 这是由于袁 不同个体对优质或有

效信息源的辨识选择能力及对高质量信息的分析和

转化能力存在差异袁 当今时代这些差异所造成的信

息不平等愈加严重遥 如某新闻中提到 野人大附中高

中生利用网络在线课堂学习 Python 并获得竞赛奖

项冶袁 而仍然存在很多中学生痴迷观看网络直播中

不良内容遥 这种囿于环境和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

性袁 使网络社会信息源发展仍存在挑战遥

5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治理体系

在谈及网络社会时袁 许多研究均使用 野治理冶
一词袁 而非 野管理冶 野管制冶 野控制冶 野统治冶 等

术语遥 这是因为袁 一些研究者认为 野治理冶 是网络

社会中仅有可行且有重要意义的管理策略和方

式 [23]遥 俞可平指出 袁 很长时期以来 袁 野治理 冶
渊Governance冤 一词与 野管制冶 或 野统治冶 渊Govern-

ment冤 同义[24]袁 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袁 其不再仅限

用于政治学领域袁 还被广泛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

域遥 Stoker 对 野治理冶 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院 ①

治理是源于政府尧 但并不囿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

机构和行为主体曰 ②治理是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

求答案探索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尧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

门之间的界限曰 ③治理是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

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曰 ④治理指参与行为

者最终会建构一个自主网络曰 ⑤治理指在社会事务

管理过程中袁 存在多元化管理方法和技术袁 政府有

义务运用新方法尧 新技术来调控和引导社会事务[25]遥
不管是承载各类数据信息的网络信息源袁 或是

存有多样知识经验的人际信息源袁 还是多元化的其

他信息源袁 都是社会系统或社会子系统中的组成部

分遥 如前所述袁 信息源的发展给社会和人们带来了

新的挑战袁 诸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舆论的扩

散袁 增加了网络社会秩序维持的难度袁 同时给用户

带来了新的风险或危机袁 也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平

等遥 所以袁 对信息源的有效治理成为当今社会亟待

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遥 结合前文对信息源发展情境以

及个体信息源选择等分析结果袁 下文中将从治理主

体及框架尧 治理对象及方式等方面进一步探讨网络

环境下社会信息源的治理问题遥
5.1 信息源治理的主体及框架

本文认为袁 社会信息源的有效治理离不开全

面尧 多元的治理主体袁 后者具体包括政府部门尧 社

会组织尧 企业主体与公民个体等袁 最终形成一个自

上而下的社会信息源治理主体框架遥
渊1冤 社会网络中心节点的政府遥 政府既是社会

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主要平台袁 又是制定公共政策和

信息政策的权力单位遥 一方面袁 从国家层面对多种

信息源尧 尤其是多种网络信息源进行监管和治理遥
目前袁 中国互联网治理形成了以国家信息化工作领

导小组为核心袁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渊CNNIC冤尧
中国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 渊CNCERT/CC冤
等机构为辅助袁 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等

为打击部门袁 构建了一套多层级的网络监管体系遥
另一方面袁 制定了互联网治理的法律体系袁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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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曳 叶互联网上网营业场

所管理条例曳 叶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尧 移动通信终

端尧 声讯台制作尧 复制尧 出版尧 贩卖尧 传播淫秽电

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曳遥
除此以外袁 自上而下的多级政府还有义务把控信息

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袁 营造良好的环境

氛围袁 并协调政府尧 组织尧 企业与公民等各类社会

主体的网络社会活动[26]遥
渊2冤 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组织遥 社会组织在政

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袁 在社会

结构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遥 例如作为重要行业协会

的中国互联网协会袁 汇集了国内多家网络运营商尧
设备制造商尧 服务提供商以及科研尧 教育机构袁 致

力于推动互联网内容产业健康尧 有序发展袁 是政府

监管的重要补充遥 该协会先后发布了 叶中国互联网

行业自律公约曳 叶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

良信息自律规范曳 叶抵制恶意软件自律公约曳 叶博
客服务自律公约曳 叶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曳 叶中国

互联网行业版权自律宣言曳 等一系列自律规范袁 并

先后成立了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尧 网络

违法犯罪举报网站尧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

报受理中心尧 12390 扫黄打非新闻出版版权联合举

报中心等公众举报受理机构等[27]遥
渊3冤 作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袁 企业在社

会信息源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在当代社会袁 互

联网企业是重要的信息源治理主体袁 通过把关尧 过

滤尧 选择和凸现的方式袁 引导舆论走向并影响社会

价值观的塑造袁 对于社会建构与文化变迁具有重要

影响遥 例如袁 2016 年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累计加

入辟谣机构 470 多家袁 类型涵盖政府尧 媒体尧 专业

组织机构袁 覆盖食品安全尧 医疗卫生尧 公共安全与

服务等领域袁 科普次数超过 160 万袁 处罚造谣账号

约 10 万个袁 发表辟谣文章超过 60 万篇[28]遥
渊4冤 作为散布于社会网络中的多个子节点要要要

公民个体遥 当代社会是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混合

体袁 生活于其中的公民既可以是社会内容和信息源

内容的创造者袁 同时也可以作为社会网络和信息源

秩序的维护者遥 从全民治理的角度袁 应重视每一个

现实与虚拟网络中的公民的微观主体作用袁 这是对

公民个体治理的赋权与信任袁 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治理的全面性和效率性遥
5.2 信息源治理的对象及方式

信息源治理的对象即为信息源本身袁 主要由多

种类型的信息源载体尧 信息源的内容与信息源发展

过程中的问题构成遥
渊1冤 信息源平台的有效尧 有序发展是信息源治

理的基本目标遥 治理信息源按照载体不同可以划分

为人际信息源尧 组织机构信息源尧 传统媒体信息

源尧 网络信息源等多种类型袁 而这些信息源无疑都

是当今时代治理的对象遥 由于信息源治理属于社会

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子系统之一袁 也应遵循现代社会

治理的价值追求袁 诸如绝大多数成员的平等权利与

福祉尧 基本的伦理道德与规范遥 本文认为袁 具体的

信息源载体治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院 其一袁 以满

足人们信息需求尧 提高用户可获取性为基本目标遥
如前所述袁 由于人们选择信息源可能会受到诸如物

理距离尧 经济成本尧 时间因素尧 操作技能等信息源

载体可获取性的影响[2]遥 基于此袁 为了提高信息源

的可获取性袁 信息源有必要清晰定位袁 并在距离尧
经济尧 时间和操作方法等方面为目标用户和潜在用

户尽可能提供便捷遥 其二袁 由于网络欺诈尧 网络传

销尧 网络病毒尧 侵犯知识产权的社会行为和网络行

为屡见不鲜袁 并往往借助于特定载体平台遥 所以信

息源运营平台有必要约束自身行为袁 使自身作为信

息载体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遥
渊2冤 信息源承载的信息质量是信息源治理的核

心内容遥 信息源按照内容可以分为教育学习信息

源尧 科研学术信息源尧 医疗健康信息源尧 资讯新闻

信息源尧 购物消费信息源等袁 这些载有不同领域内

容尧 服务于不同情境任务的信息源仍然需要科学尧
统筹治理[29]遥 具体而言袁 一方面袁 由于人们选择信

息源会受到诸如可靠性尧 相关性尧 时效性尧 覆盖范

围等信息质量层面的影响 [2]袁 所以袁 作为提供信息

研究论文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020.07.20-0455

86



2020年第 32卷第 7期

内容的信息源为了提升被选择概率袁 有必要充分考

虑自身所承载的各类信息的真实尧 可靠等条件袁 尽

可能站在用户的视角考虑信息源的利用效果遥 另一

方面袁 由于单一信息源往往难以作用承载全面领域

信息内容袁 所以可以尝试在政府或行业组织的协调

下袁 信息源之间建立协调尧 合作机制袁 提高资源建

设的特色化和互补性袁 并取得互惠和相互借鉴的效

果[28]遥
渊3冤 信息源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信息

源治理中的重要环节遥 信息源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

虚假信息泛滥尧 信息使用不当尧 语言使用不规范尧
负面舆论传播尧 不良信息骚扰等诸多问题袁 出现了

诸如传播谣言尧 隐私泄露尧 网络暴力尧 人肉搜索尧
煽动舆论尧 植入广告等大量严重影响信息源价值和

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事件遥 对信息源的治理除了从

载体和内容方面进行引导尧 协调尧 监督和管控袁 还

应对信息源发展过程中的特定事件进行专门的回应

和干预袁 减少造成社会危害[30]遥

6 结 语

未来袁 相关研究有必要持续探讨社会情境演化

过程中信息源的影响和治理问题遥 从治理主体方

面袁 可以进一步挖掘调动多主体参与网络社会治

理尧 信息源治理的方法和途径袁 通过全民参与来维

护信息源秩序遥 从治理过程方面袁 还需加强信息源

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协同化研究袁 如探讨多元治理主

体之间尧 信息源与信息源之间协调与融合的影响机

制等袁 通过节点间高效协同来进一步提升信息源治

理的效果遥 从治理技术方面袁 持续探究改善信息源

治理水平的智能化技术袁 诸如数据挖掘尧 数据监

测尧 数据共享等提升信息源生成内容及运行质量的

技术袁 同时进一步研究更智能的应急反应技术袁 提升

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特定事件情境中的信息处理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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