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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來的幾項重大發明，徹底改變人類的歷史 。 二十一

世紀的重大變革一一網際網路一一更是全面撼動著近代的生活

形態 : 它提供人類高效率與高生產力，也拓展人類知識視野與

生活廣度，愈先進的地區愈可能接受到網際網路帶來的影響與

衝擊 。

「 網際網路 」 這項結合了電腦軟硬體、通訊、資料庫與線

上各種技術的綜合科技文明，僅在數年間就廣為人類應用 。 由

於它無遠弗屆的多元化力量，使得新世代的年輕人幾乎視上網

為生活的要件 。 據統計，目前全球至少已有四億以上的人口習

於運用網際網路，台灣地區上網人次業逾千萬，而在網路世界

中，人與人的互動則愈形複雜而多 變。 直言之，任何科技發明

既有其正面助益，必有其負面干擾，網際網路亦然;在網路盛

行的這幾年裡，電腦犯罪、侵犯隱私、破壞機制等事件層出不



窮，這些亂象的產生，多歸因於使用網路的人，未能適應這個

新世界的倫理與規則。

有鑑於此，在參與行政院NII 民間諮詢委員會內容規畫小

組之際，由小組成員謝清俊領軍下，與劉炯朗、陳正然、徐

言、溫明正、吳嘉磷等多位委員及老友王百祿共研，結合時報

文教基金會同仁呂理德、袁世敏，經過幾番討論，深感面對網

路世界浮現的各種亂象，應該從人文素養與教育倫理著手，於

是有了「資訊素養座談會」系列的構想，進而更得到主任委員

苗豐強的大力支持 。

我們企畫的十三場座談會，網羅了國內四十八位兼具個人

專業與資訊視野的學者專家，就不同的主題，進行系統性的探

討 。 橫切面涵蓋文化、法律、科技、政策、教育、人的行為與

觀念等不同領域，縱剖面納入個人、家庭、企業、群體、學

校、社會與政府等不同對象，在科技和產業高度開發的同時，

反思並深究，企願終能回歸人本、關懷人文 。

座談會得以圓滿完成，要感謝國科會人力及物力的積極參

與，公視製作小組對製播付出的心力和總經理李永得的共襄盛

舉，東森電視台的宣傳與轉播，中時電子報、蕃薯藤網站與資

訊傳真的配合報導，以及中國時報針對每一場座談會，予以大

篇幅地重點分析，凡此種種，皆已為推動資訊素養善盡一份力

量，及今由基金會嚴曼麗、楊淑芬逐個追蹤，將口述資料忠實

記錄與整理、集結成冊，盼能留存與推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