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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D_90_E6_94_BF_E5_c40_62547.htm 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对

于电子业务（包括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经济分析，但很

少看到话语分析。经济分析属于中低端价值分析，话语分析

是高端价值分析。为了理解迅速变化中的世界，为了把握电

子业务价值链高端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提前接触一下这

方面的前沿话题。 以人为本的转向 自从纳指崩盘以来，近五

年新经济的话语更多是被动防御性的。我以为，我们有时应

该换换说话的姿势。比如，话语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姿势。它

是属于第二次现代化自身独特的东西。 与话语分析相对的，

是货币分析。第一，从方法上看，货币分析是定量的价值分

析，而话语分析是定性的价值分析；第二，从前提假设上看

，货币分析这样一种经济分析，以价值的同质性为范式前提

，在这一前提下研究同质的价值之间的量的不同；话语分析

则以价值的异质性为范式前提，研究异质的价值之间的质的

不同；第三，从商业角度看，价值链竞争中，货币分析所处

理的产品、服务的同质化竞争，是价值链中的低端竞争；话

语分析所面对的异质化的体验之争，是价值链中的高端竞争

；第四，从产业角度看，货币分析面对的价值同质性，对应

的是第一次现代化中的大批量生产和消费；话语分析面对的

价值异质性，对应的是第二次现代化中的个性化生产和消费

。 在电子业务实践的前沿，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变化的

路线：在公营电子业务（电子政务）的绩效目标中的3E标准

，正在发展为包括公正的4E标准。在私营电子业务（电子商



务）的绩效目标中的3E标准，正在发展为包括体验的4E标准

。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公营还是私营，前三个绩效方向都

与经济分析相关：对经济和效率目标的追求，是自由主义所

长，对于私营部门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公营部门来说

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效能的追求，加上了企业流程再造和新

公共管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贡献。而第四个绩效方向，

都与人的非“经济”的方面有关，因而与话语分析有关。弗

雷德里克森怒斥管理主义（公共选择加新公共管理）把公民

贬低为顾客，反对用经济的观点看待政治人；而大规模定制

的首倡者派恩则认为把资本家救出价格战苦海的方法，不是

主流经济学推崇的效率，而是体验。总之，电子业务中的最

高端价值，无论公营私营，都聚焦在非经济人这一点上。对

这种前卫潮流，我们有一种很好的概括：以人为本。 可以明

确地判断，电子业务的高级阶段，将出现从经济、效率、效

能追求向人本追求的转变。以电子商务为例，关注体验，就

是关注价值链高端。赚大钱的关键，在于人，而不是所谓“

经济”（将来这个词更多与低档化相联系）。语言交换的经

济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大的问题。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分析

，当它把人当作类人（即经济人理性，或同质化、无个性之

人）时，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把人当作日常生活中的人或真

实世界的人（异质性、不可通约、个性化的人）时，就集体

失语了。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分析第二次现代化中最有公

营和私营价值的“异质性的人”呢？ 我向大家推荐法国著名

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著作《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

济》（中文版正好这个月刚问世）。以我近年研究布尔迪厄

的体会，需要把他的语言交换市场理论，放在更广泛的语境



中加以理解。第一重语境：语言场域存在于世界三之中 波普

尔的世界三，是意义存在的世界。世界三相当于信息时空，

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空间。按布尔迪厄的

说法，语言交换存在于语言学场域中。这个语言学场域，正

是存在于第三次浪潮形成的世界三之中。现在，我们就看到

了两个交换场所：市场和语场。简单地说，市场的作用是把

异质性的使用价值，转化为同质性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价

值）；语场的作用相反，把一般等价价值还原回个性化价值

（非同质价值）。这正是工业化市场与信息化市场的本质区

别所在。 许多人不理解体验为什么在经济中红火，原因在于

他们没有信息空间维度的概念，也没有价值的方向感。布尔

迪厄理论有一点没有点透，就是他所说的那种透过语言显示

的非现实的权力关系，实际是指世界三本身。对于世界三来

说，它的一切存在都是以符号为形式的，所以语言在这里就

充当了世界三的“显影液”的作用。但对于我们来说，是用

经济学的眼光反着读回去，把语言交换真的理解为与货币交

换并行的经济学新概念。第二重语境：权力是灰色的，生活

之树长青 布尔迪厄的原意是说，存在着一个与现实世界的权

力关系完全对应的由语言代为存在的（世界三的）权力关系

。但经过与哈贝马斯思想的联系，我们可以读出一层新的意

思：在信息化空间（意义空间、世界三），存在着两种互逆

的关系：一种是（扁平化的）市场与（层级节制的）权力的

关系，一种是（层级节制的）权力与（扁平化的）对话的关

系。我们可以解释为，在电子业务的语言交换中，第一个阶

段是现实中的层级结构决定语言交换，第二个阶段是互联网

的对话机制，最终解构公营和私营组织的金字塔特性。布尔



迪厄独特的语言权力观，实际启示我们要注意在交换关系中

存在资本和制度问题。 联系布尔迪厄的理论与维特根斯坦后

期思想的紧密关联，可以明显看出，他正面的主张是实践的

观点，即回到生活世界。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二个重要的东西

。语言交换与货币交换的方向，最终有可能是相反的。通过

货币交换，权力更加集中；而通过语言交换，人们最终将回

到生活世界，回到人本身。话语正当性的框架 话语分析是通

向个性化价值、差异化价值、需求导向价值的必经之路，但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把握这种琢磨不定的对象呢。我们知道

，货币分析有成熟的理论框架，话语分析有什么样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和梳理这种高附加值的意义价值呢？ 各学

科在语言学转向中虽然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文献，但与经济学

联系在一起的还极少见；而经济学界除了鲁宾斯坦和韦森等

少数几人，又完全无视语言学转向。幸运的是，电子业务的

实践前沿，倒是存在大量的话语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总结。 电

子商务领域的话语分析，主要体现在语义分析技术发展中，

例如在搜索引擎、知识管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思想中，

但缺乏理论提炼。倒是电子政务的基础理论中，出现了大量

的话语分析文献，从中可以把握一些框架的脉络。首先是法

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其

次是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还有麦

克斯怀特的《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一种话语分析》。 我初步概

括可以应用于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话语分析的框架，主要

包括如下内容：第一是能指所指范畴，包括“切合语境”。

由于上下文是生活世界的，每个人的上下文语境都不同，因

此话语分析最终可以通向个性化和意义价值。语言交换，可



以通过编码和解码的方式，大大地提高效率；第二是对话范

畴。对话的作用在于消解中介和一切迂回的价值阻梗，尤其

是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平等的身份对话，这是从中间价值回

到生活世界的一种方式；第三是意向性范畴。话语分析非常

强调个性化选择的作用。消费意向性的分析，处于电子业务

的核心。它是个体在长期经历积累中积淀形成的一种能动的

指向性。意向性中包含有消费资本化结构，这是消费者的权

力所在；第四是体验范畴。行为经济学不同于行为主义，其

研究的体验是当下经验与回忆所形成的框架的结合；第五是

伦理范畴。无论是企业伦理还是行政伦理，都属于超越经济

的价值范畴，所对应是人文精神和公民精神。这是话语分析

与货币分析最大的分野所在。 抛开技术分析，电子业务的话

语分析是对价值背后的意义、或者说最终价值的分析；经济

学的语言学转向，实质是人本转向，因为语言是通向个人精

神的桥梁。这是把握问题的要旨所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