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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度可以被称作是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这些规则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以

及行为方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制度信息的可获得性、个体的观察能力与思维

能力，对于制度的遵守等内容显然会对制度的认知产生影响，而制度行为文化

则是一种能够加深人们对制度认知的文化。在人们获取制度信息的途径相同时，

制度信息完备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则是由于不同个体之间认知方式以及由此而

引发的认知能力的差别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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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factors, Culture 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Completeness—a Cognition o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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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itutes can be reckoned as collection of a series of rules, these rules will 

influence individual’s thinking mode and behaving mode. Acquirement of institute 

information, observing and thinking ability of individual, obedience to institute can 

influence individual’s institute cognition. Institutional behaving culture is a sort of 

culture which can promote individual’s institute cognition. When individuals acquire 

institute information via the same channel, asymmetry of institute in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 of complete institute information can be traced to difference in aspects of 

cognitive manner and cogni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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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制度

制度可以被称作是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这些规则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

为方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制度的要求之下，一个人会选择去做一件事情而

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其最为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做其中的一件事情是符合制度

要求的，而做另外一件事情是不符合制度要求的。之所以要按照符合制度要求

的方式去行事，原因不仅在于制度能够维护公众以及个人利益，更在于制度能

够维持人类的善良本性，能够帮助人们以一种符合人性的方式去生存与发展。

最为明显或者最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制度是道德以及法律，道德与法律能够对

人们的各类行为加以规范，能够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什么样的

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制度会对人们的思维进而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加以规范，然

后会通过这种规范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判断、正确的思维习惯，当人们形成特

定的思维习惯之后，人们便能够以一种较为固定的方式分析与解决问题，而当

这种符合道德与法律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思维习惯形成以后，人们便能够按照道

德以及法律的要求来调控自己的行为，以确保自己的行为能够与道德和法律的

要求相符合，能够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除了道德与法律，在日常生活当

中能够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加以影响与规范的规则还有很多，这些规则当中的

一些已经被人们意识到了，而另外一些虽然存在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例如，语言是一种规则，而着装则是另外一种规则，语言既可以以一种符合语

言规范的方式进行表达，也可以以一种不符合语言规范的方式进行表达，但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符合语言规范的表达方式是才有意义的，而不符合语言规

范的表达方式则是无意义的，甚至是违背语言文字法律规范的。符合规范的有

意义的表达方式能够被人们所接受，而不符合规范的无意义的表达方式则无法

被人们所接受。着装也符合这样的道理，一个人既可以按照男性的标准来着装，

也可以按照女性的标准来着装，如果这个人是男性，那么按照男性的标准来着

装是符合规则的，这种符合规则的着装方式是被人们所认可的。如果一个男性

穿着女性服装，那么这种着装方式便是不符合规则的，这种不符合规则的着装

方式如果出现在公共场所，那么便会违反相应的道德与法律规范，而当这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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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方式出现在私人空间，虽然未被其他人所见，但也确实是无意义的，因为这

种着装不符合基本的着装规则。

像这样的规则还有很多，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时，不难发现其他各类规则

最终都会在道德以及法律当中进行体现，都会以道德或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的

规定。

2　能够对制度认知加以影响的因素

在人们对制度进行认知的时候，很多因素都会对这种认知行为产生影响，

信息的可获得性首先会对这种认知活动产生影响。在与制度相关的各类信息完

全可以获得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很好地对制度加以认知，这种认知将帮助人们

更好地理解制度当中的各项内容与规定，并且依据这些规定做出完全符合规则

的行为选择。在一个社会当中，各类制度信息的获得可以通过各类传媒手段来

实现，不论是电视节目还是互联网，不论是报纸还是杂志，都应该成为人们获

得制度信息的重要来源。教育媒介当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播制度信息的载体

与中介，通过教育手段，人们也能够获得大量的有关社会制度与规则的信息，

这种信息的获得帮助人们更好地依照规则来行事。在一个社会当中，制度信息

往往是完备且充分的，这些制度信息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而能否

全部加以了解与认知则要取决于一个人的观察能力与思维能力，当人们能够对

呈现给他们的制度信息进行认真观察与思考时，其便能够对这些制度信息加以

深入地了解与认知，而当人们对于这些信息没有进行认真的观察与思考时，其

对于这些制度信息的认知就只能停留于表面，甚至连表面都知之甚少。一个人

很难能够将全部社会制度信息都加以记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能

够将那些与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信息加以全部理解和内化。

除了信息的可获得性与必要的观察和理解能力之外，对于制度的严格遵守

也是加深个体制度认知的重要手段。当某一个体能够对社会制度与规则进行严

格遵守时，他便能够以示范的方式来对周围的人加以影响，以促使其他个体能

够更好地遵守社会制度。当然，这种影响方式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并且需

要大量个体都能够对这些制度与规则进行遵守与示范时才能够产生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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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效果。

在某一社会制度框架内，与人们各类行为密切相关的制度信息是完全完备

的，之所以会出现信息的不完备问题，完全是由于个体的认知方式、认知能力、

获得制度信息的渠道有差别而引起的。当人们能够调整自身的认知方式进而提

升自身的认知能力时，其所能够获得的制度信息将变得更多。而获得制度信息

的渠道也将会对个体对于制度信息的认知产生影响，当获得制度信息的渠道相

对较多时，个体似乎能够更加容易获得更多的制度信息，而在获得制度信息的

渠道相对较少时，个体其实也能够通过认真观察与思考来获得与自身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的全部信息。当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较少时，最好的办法便是经常在

你所生活的城市进行走访与观察，如果通过观察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个

体便可以对该领域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咨询，通过咨询，个体也能够获得一定

数量的信息。火车票应该如何买、排队应该如何排，公共设施应该如何使用，

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可以通过观察或咨询的方式来获得。

3　制度行为文化：一种能够加深制度认知的文化

文化是对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总称，一切被人类改造过或者说打上

人的印记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为文化［1］。在人类对各类事物进行改造的时候，

总要依据一定的规则来规范这种改造行为，在一定的规则框架下，人类改造各

类事物并取得相应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

是在一定规则的规范下或者在一定规则的框架下所改造出的成果。制度行为文

化显然也符合这一要求或者说标准，制度行为本身便指明这种行为是以制度作

为行为基础或准则的，在制度的规范下，人们会做出一些行为选择（符合制度

要求的行为选择），并抛弃另外一些行为选择（不符合制度要求的行为选择），

这种行为选择的做出本身便是一种对于自身行为的改造，它会使自身的行为更

加符合制度的要求，并通过自身的符合制度的行为来影响与改造其他人的行为，

进而使其他人的行为也能够更好地符合制度的要求。这样一种从制度出发来对

自身以及他人的行为进行改造进而取得的成果便可以称为制度行为文化。制度

行为文化是一种促使社会成员都能够努力改进自己的行为并且使其自身行为符



影响因素、文化养成与制度信息完备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

https://doi.org/10.35534/pss/0101004

· 38 ·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2019 年
第 1 卷第 1 期——一个对于制度的认知

合制度规范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将会帮助社会成员逐渐形成遵守社会制度

与规则的良好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的形成将使得人们能够自觉遵守各类社

会制度，并形成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当人类能够长期遵守社会制度与规则时，

这种外在的行为表现便会逐渐内化为个体的一种遗传因素，至少 1000 个世代以

后，人类的新生儿在一出生时便能够具有遵守制度与规则的良好基因［2］。

4　完备制度信息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现存社会制度将人的每一种行为都纳入了其所规范的范围之内，对每一种

行为及其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也都做出了规定。例如，在买火车票的时候，我们

可以选择购买普通票（专门为走亲访友、人才交流等行为的顺利进行而出售）、

也能够购买公免签车票（处理公务时所购买的车票），不同类别的车票对于乘

客的不同行为都会有所规定。在上网浏览信息时，我们不能将浏览的信息依照

原来的样式粘贴复制下来，因为这种行为显然侵犯了信息作者的知识产权等。

这样一些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细节其实也都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做出规定，而这些

规定也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这种忽视所带来的结果显然是不同个体之间的信

息的不对称。制度信息是完备的，在这时我们假设不同个体获取信息的渠道是

相同的，那么造成信息不对称［3］的原因其实也就只有认知方式［4］及其所

带来的认知能力的不同。不同的认知方式使得不同个体对于同一事物会产生不

同的看法，有的个体会认为这是一项制度规范或者说是一条制度信息，而另外

一些个体则会认为这只是一些普通的信息，没有必要太在意，也就是说，有的

个体是以一种制度的方式，或者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而另外一些个

体则以一种非制度的方式或者说从非制度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以一种制度

的方式来对信息进行了解与认知很容易帮助个体理解并内化相关制度，而以一

种非制度的方式去了解与认知信息的个体虽然在短时间内无法对这一信息做出

制度性的解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个体一定能够对这些信息做出制度

性的认知与理解。虽然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信息的认知与理解不同，进而在短

时间内造成信息的不对称，但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

有所缓解甚至完全解决。认知与理解制度信息相对较多的个体一定会将这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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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信息传达给其他人，即使不通过言语与文字进行传达，那种符合制度要求的

行为只要一直保持便能够对其他个体产生影响，进而能够帮助其他个体在较短

的时间段内认识并理解相应的制度信息。也就是说，这里一定会有一种“信息

溢出”［5］ 现象，当信息溢出产生时，制度信息一定会在不同个体之间进行趋

于相同甚至完全相同的传播。这时，不同的个体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对制

度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认知，甚至是完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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