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引言 

 

根據某種說法，人類在廿世紀末期已經

步入了資訊社會。不過，嚴格說來，電腦的

出現僅能視為起點，資訊社會成型的表徵應

該在於網際網路的普及化。網路於 1990 年

代向社會大眾開放，至今不過十幾年。根據

資策會 FIND／經濟部技術處「創新資訊應

用研究計畫」的統計資料，截至 2006 年 12

月底為止，台灣經常上網人口估計有 979 萬

人，網際網路連網應用普及率為 43%。依

此，台灣已快速地加入資訊社會的行列。回

顧人類的發展史，我們歷經數萬年才由漁獵

社會發展為農業社會，接著又歷經五、六千

年由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最後只花了

兩、三百年就由工業社會發展出了資訊社

會。每一種新社會類型的出現都對舊有的社

會結構、生活方式、價值體系造成翻天覆地

式的衝擊，也激起一連串後續的改變和調

適。坦白說，在台灣的現實社會中，某些農

業社會時代的規範和做法尚有待調整或改

變，有些人仍在設法適應工業社會的新規

範，卻已再度被要求朝向資訊社會調適。在

資訊社會中，基於資訊傳播和溝通在方式上

和情境上的特殊改變，逐漸會在許多領域形

成重大影響。例如，透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

路，目前已發展出知識分享和學習的全新模

式，這對未來的教育方式和機構形態都可能

帶動目前難以想像的變革。 

在朝向資訊社會發展的整體脈絡中，網

路倫理是一個必須正視的重要環節。「應用

倫理研究通訊」於第四期首度以網路倫理為

專題，稍後又接連於第十五期和第十六期以

電子商務和網路的兩性倫理為專題。如今睽

違多時，再度回到此一領域，網路本身和網

路倫理都已有長足的發展。本期有三篇專題

論文：徐振雄的「網際空間中的法律與倫理

議題及跨域研究趨勢」，賈忠婷的「虛擬世

界之人性歧出現象探究」，才頌潔的「精神

障礙者的網路諮商倫理之探討」。由徐振雄

的論文，我們看到網路相關法律制定的現

況，全球對此一領域的重視。不過，在法律

之外，作者也強調網路倫理和網路禮節的重

要性。賈忠婷的論文聚焦在網路駭客、侵權

行為、隱私權問題及網路犯罪等重大議題，

這些都是典型的網路倫理問題，而作者在字

裡行間亦流露出濃厚的人文關懷。才頌潔的

論文題材比較特殊，主要在於探討網路諮商

是否適用於精神障礙者。作者透過平實的分

析指出，網路溝通的優點和其限制，也意味

現實人間的深層接觸仍非虛擬世界能夠取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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