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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人類都嚮往「知識為人們共享」的理想，而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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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發展迄今，也都一直標明著這樣的理念，可惜後來卻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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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而馳的方向，不禁令人憂慮，資訊時代的「貧富差距」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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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日益明顯、加深?一些 際性公司常被指為壟斷科技知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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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專利權與智慧財產權的處理方式上，也總被評為「玩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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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遊戲 J '並且就目前看來，先進 家與第三世界 家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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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不均，狀況更似乎愈形嚴重，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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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擁有知識的程度，亦呈兩極化的分布。網路時代會出現資訊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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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資訊富人兩種階級嗎?網路又是一種文化的侵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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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二000年十月二十九日

[主持人】

唐湘龍

(中時晚報副總主筆)

[與談人】

高希均

( 遠見車在誌負責人 )

柴方文
(資訊傳真副總經理)

盧希鵬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唐瀨青E 高希均

柴方文 ..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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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湘首iil:

由國科會 (www.nsc.gov.tw)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

所 (www.iis.sinica.edu.tw) 、公共電視( www.ftv.com 

tw) 、時報文教基金會 (www.chinatimes.org.tw) 以及NII民

間推動小組 (www.nii.com.tw) 共同企畫製作的「資訊素養

座談會 J '是希望能在網際網路即將帶動全球新一波革命之

際，陪伴大家從文化生活、倫理規範到各級產業等領域， 一同

思考資訊化社會將會面臨什麼樣的衝擊 。 至於今天討論的主題

「談平均資訊財富 J '在方向設定上，確實有點左翼，也有點，馬

克思，然其中心意旨，乃是企圖釐清在「資訊代表一切」的資

訊社會中，有沒有可能產生壟斷的問題?會不會造成貧富差距

惡化的情形?現今所謂「資訊時代的貧富之別」與「農工業時

期的貧富之別 J '其間究竟有何差異?

這個主題似乎有點火藥味，不過不妨先從一個角度去思

考: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西方思潮的演變便和思想家馬克斯

切身相關，在他的學說「資本主義」論述中， í下層結構的改

變，會帶動上層結構的改變」 一語，是極其核心的概念，而他

也認為，下層結構正是主要的「生產工真」 。 因此，從資本主

義的時代過渡至資訊主義的時代， í資本」及「資訊」 二者，

分別代表的涵意有何不同?它們對於社會結構的影響，是不是

也有根本上的差異?當資訊足以代表一切，是否就意味著下層

結構開始變遷?這種革命性的轉變難道必然導致既深且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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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貧富之別，不同於農工業時代 。

響嗎?提及網路，我們看到的似乎是國際化 、 透明化的願景，

然而值此同時，所謂的階級化 、 資訊被壟斷化的危機，會不會

隨之而來?這是一體兩面的狀態嗎?面對新環境中所隱藏的男

外一種權力，或者財富分配的危機，人類該用什麼樣的態度才

能坦然視之? 一連串的問題，首先請教高教授 。

知 條件影響資訊貧 別

高希均:

這個題目很吸引人，但無論它本身是有點左翼 、 有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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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甚或有點馬克斯色彩，我都將以市場經濟學派的觀點來

作分析，換句話說，我對馬克斯的說法是有點意見的 。 比如今

天座談的標題是「談平均資訊財富 J '連帶談到「資訊的窮人

與富人 J '這就已經顛覆了以前用「所得」區分貧富的概念，

今後對於貧富的定義，已經不會再是「台灣每人每年所得平均

一萬三千美金，屬於高所得國家;依索匹亞每人每年所得平均

不到三千美金，屬於貧窮國家」的分法，也許暫時會把金錢擱

在一邊，用一個嶄新的角度，重新審視個人、社會或國家，究

竟能不能以最快的方式取得大量資訊 。 財富及資訊並不一樣，

財富可能會發生零合遊戲的狀況，亦即「我有，你沒有 J '然

而資訊不會出現這種極端，相反的，資訊的特性卻是希望大家

普遍共有，所以基本上，它壟斷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接收

訊息的人愈多，產生的效果必然愈大，網路的本質亦即如此 。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談論如何平均分享資訊財富，

不如思考怎樣擴展這塊 「資訊大餅 J '使更多人能夠輕鬆擁有

資訊 。 過去我們說Knowledge is power '知識即權力，指的

是誰真備了知識，他就會比其他人高明，也較有辦法取得財富

或社會地位，可是這種邏輯在資訊社會裡'剛好會，顯出相反態

勢，由於資訊幾乎全是免費的，任由使用者上網下載，因此觸

及的問題並非財富怎樣平均，而是財富怎樣擴散 。 如果我是政

府決策者或意見領袖，首先一定要盡一切的力量，不管人民居

住地的遠近、所得的高低，皆以最快、最廉價的方式傳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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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也就是說，未來決定一個人貧窮或富有 、 失權或掌權，不

會再以傳統的因素為準了，而將以知識近用的條件做評量 。 歐

美 、 台灣等現代社會，資訊的提供及取得皆屬公開事項，所以

我個人並不覺得悲觀，也不認為應因莫名的畏懼而緊守「侵

入」 、 「壟斷」等觀點。

唐湘醒:

就我的了解，高教授一向推崇自由經濟的概念，也對開放

社會的願景有所期待，態度是極其樂觀的 。 網路的普及與應

用，的確帶動了多元思考，而對於未來的描述，似乎也非常美

好，但是不可諱言 ，在一片光明的表象下，其中仍有隱憂，畢

竟當社會要進入所謂的資訊化或網路化時代，事實上還有許多

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必須完成，牽涉到資本密集 、 技術密集 、

知識密集等種種條件，如果稍有遺漏，其實很難讓人相信，它

能夠造就資訊財富的平均分配 。 所以對於第三世界國家而言，

雖然資訊時代的分類標準與以往不同，但是大家不免擔心原來

落後的國家，可能在這個部分也會繼續落後，依然被剝削，甚

至在國際社會的階級之中，還會進一步惡化 、 僵滯，永無翻身

之日 。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譬如目前在網路上流通的內容，

仍多以強勢的英文作為最常見的溝通模式，亦即英語在網路時

代中，又已取得更大的文化優勢，人們對它的依賴愈來愈深，

這種一面倒的情況，大家幾乎都默認了，覺得將來也不可能改

變，其他語言的表現空間相對被壓縮，不蕾形成一種文化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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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需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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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盧教授有什麼想法?

語言問題的確很值得關切，就像我會到美國買書，但是美

國人大概不會到台灣金石堂 (www.kingstone.com.tw) 買

書，其中的關鍵，就是因為我們看得懂英文，他們看不懂中

文 。 不過我認為，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資訊的財富其實可以

分為兩類，其一是資訊「內容」的豐富或稀少，其二是資訊產

品價值換算後所得到的「金錢」多寡 。 如果以資訊「內容」的

豐富或稀少，作為財富評量的標準，我們常會開玩笑說，現代

人很可憐，一個禮拜之內接收的資訊，比楊貴妃一輩子所悉的

總和還要來得多，她可能只要知道怎麼剝蓊枝、洗洗澡就夠

了，但是現代人不僅要看政治新聞、影視八卦，

動態，每個人在資訊爆炸過程之中，總是擔心受怕自己是不是

還漏了些什麼。但是說到「金錢」的貧與富，其實端視個人價

值觀偏向，有些人身價值五千萬，卻天天喊窮，有些人銀行只

有五百萬存款，卻樂不可支，自覺音身富豪之列，因此我認

為，並不需要從我們既定的觀點賊否貧窮國家的知識水準、資

訊流通率，只要這些對當地人是足夠的、令人愉快的，就是一

種富有;他們也許只要知道四大天王的消息就覺得心滿意足，

但是進行研究的人，卻必須不斷挖掘可資參考的訊息，大家的

需求用不著非得「齊頭式平等」不可 。 因此我很同意高教授的

意見，亦即「網路是個自由存取的平台 J '這是一座要在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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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可以去取自己想要的東西 。

雖然不可諱言，英文是國際語言，但它不只會在網路中出

現，也已在真實社會生活裡，投下了巨大的影響，許多非英語

系國家就是採用英文原文書做為教材，由此可知，所謂的 「文

化侵略 J '並不是internet獨創的 。 至於網路是否將強化這樣子

的趨勢?據我的了解，在國家基礎建設中，有許多從台灣牽到

美國、跨太平洋的專線，聽說都滿空的，因為台灣人不太看英

文的文本，顯示要是人們對英文書籍都避而遠之的話，那麼他

便不會去瀏覽英文網站;不過坦白說，如果經常閱讀英文論

文，我們吸收西方資訊的機會與速度，自然將等量增加，而它

所代表的意思，也就是可能會增進研究者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畢竟長期以來，台灣的科學水平比起西方國家，的確稍微遜

色，所以多多接觸西方research和study ，對國內是有利的，

而internet在這個環節下，則須擔負起快速傳輸、便利取得的

工具性責任，然後我們的文化水平，勢必也能因此而向上提

昇 。

我覺得真正的隱憂仍在實體的財務面或金錢面，資訊科技

產品的買賣結果， 一定會造成真正的貧富差距 。 在網路環境之

中，大家依靠的是標準、協定，講白話一點，即是我們現在所

用、產自美國的瀏覽器IE或Netscape '未來很難被男外的品牌

所替代，即使華人願意投注龐大資金另外設計開發新型瀏覽

器，也不大可能了，因為新的產品仍須與既有系統相容，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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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夠「網網相連」呢?當初Jackson法官判定微軟公司

( www.microsoft. com )一分為二一一應用軟體如文書處理或

Excel '以及包括瀏覽器軟體在內的網路業務， 二者必須區隔

獨立一一對微軟來說，未必是場敗仗，因為當周圍的人都在使

用Windows系統時，自己卻獨用麥金塔( www.apple.com) 

或Linux ( www.l inux.org ) ， 一定會和旁人格格不入，無法共

事，因此當西方國家已經搶先霸佔了某些資訊產品的開發先

機，未來這個產品多半會達成「強者恆強」連鎖效應，進而導

致真實財富的不平均，這也就是為什麼比爾蓋茲能在短暫的十

多年間，迅速累積財富的原因 。 資訊產品的製作優先權，若掌

握在歐美等國手中，恐怕全球財富不均的現象，將會愈來愈嚴

重，至於在資訊內容部分， r文化侵略」的隱憂或許還算是比

較微小的 。

• 
• 

盧教授所顧慮的是，當資訊產業、資訊產品出現霸權化現

象，因為規格訂定的關係，所以現存的工具已經成為市場的主

要範本，幾乎沒有再被取代的可能，無論是Intel (www.inte l. 

com ) 或Windows '大概就是所謂的「標準」了，它們或許就

此將立於王者之尊、不敗之境 。

但是，以資訊本身做為未來社會重要的質數而言，大家在

「資訊」二字上，似乎皆已看到金錢、商機、文化等面向，可

見它所引發的焦慮，幾乎也是全面性的，而剛剛各位也都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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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饑渴、資訊焦慮、等觀念，顯示資訊背後所潛藏的影響力，

與資本大小或軍力強弱會促生的結果相當不同 。 請教柴副總經

理，對於資訊時代的觀察，以及資訊貧富的落差，您也是抱持

著樂觀的看法嗎?

訊財

柴方文:

括地熾性與

我想、分享幾個觀點，也許在高教授面前是班門弄斧了，不

過其中也不乏一些說法是與他不謀而合的 。 其實我覺得，資訊

財富應該分成地域性與國際性兩種，地域性跟所謂的社會階

.資訊傳真副總草鞋方文認為，資訊財富應該分為地域性與國際性兩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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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年齡層較為相關，國際性則牽涉到文化侵略、資訊產品霸

權化等 。 事實上，從internet開始推動到現在海止，前後大概

經過二十年歷史，但是真正出名、普及，也只是最近三 、五年

的事，由於資訊化的速度實在太快，以往要花三十年時間才能

達到的普及率，現在輕而易舉就能完成，亦即財富累積化，已

經是一個成熟的機制了 。

我認為地域性的問題，本來就已經存在，譬如從「年齡層」

這個角度切入，財富的重分配效果並不會那麼劇烈，已經有許

多網路業者，甚或傳統產業想進入網路業界的人，真正想要爭

取的商機和財富，對象來源都是所謂的銀髮族，或至少是青壯

年以上的階層 。 資料顯示，現在網路上最活躍的族群，是三 、

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然而他們形成的GDP國內生產總值，

亦即可以上網花費的金錢，相對而言是比較微少的，因此最近

整個網路業，完全是主攻銀髮族市場 。 此外，我認為有許多事

情，根本是種學習過程，例如我們原本不會用錄影機，但是等

到個人GDP到達某種程度後，自然而然就會了，因此時間的

推移，必然能夠協助整個社會的資訊化布局，所以只是時間序

列的一個函數問題，這是有關地域性的想法 。

至於在國際化部分，我認為，它除了取決於文化勢力的強

弱度、普及度外，可能還要特別注意「市場性」的問題，也就

是說，如果市場夠大，其實還是有辦法從一個資訊弱勢的國

家，變身為資訊強勢的國家 。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說明: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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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正在推動Lim此，反而不用微軟的NT系統，現在已經造成微

軟極度的緊張，原因很簡單，因為微軟目前能夠掌握的市場，

還不如中國大陸單一市場來得大，所以市場的力量絕對可以扭

轉發展的趨勢，畢竟在網路業這個市場裡，量比質重要，亦即

市場potential夠大，便足以透過群體的力量，制定一種新的生

態 。 世界上還有兩個市場真有這樣的影響力， 一個是中國大陸

市場，另外一個可能是印度市場，也許印度的主導性尚不明

顯，但是美國霸權獨大的時代一定會過去，未來將形成「三分

天下 」 的狀態，其他地區能不能造成同等的效果，我目前不太

敢斷言，但是第一波可能會出現這樣的趨勢，即使不中，相信

亦不遠矣 。

• 
• 

柴副總經理的觀點，似乎回到人口論的本質，不過資訊市

場的大小'是不是一定和人口數量有關，能不能就此決定未來

的影響力及其壟斷程度， 一切有待觀察 。 但是對於眾多的第三

世界國家而言，他們真有機會在網路時代，透過資訊的分享、

資訊的公平化所塑造出來印象，得到翻身的空間嗎?在國際社

會階級化或階層化明顯的現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位階 J ' 

未來有可能因資訊化社會或網路化社會的落實，而出現改變的

契機嗎?不曉得高教授有沒有什麼看法?

高希均:

如果資訊真是那麼廉價和普及，那麼我個人覺得，第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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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翻身的可能會更少，或者幾乎等於零。雖然透過網路可以進

行無遠弗屆的訊息溝通、遠距教學，但是國家也得在事前就規

畫好基本的建設，進行必要的投資，否則缺電、缺PC 、缺人

才，遠景再美好也於事無補;除非等到工真齊備，人們可以經

由教育的方式，大量調整社會中不公不義的觀念，例如對於女

性的歧視、對於弱勢族群的忽略，那麼這些所謂廉價的資訊，

才算是真正擁有了令國家翻身的力量 。

至於主持人一再提及的「文化侵略」這個概念，我想用另

外一個角度來分析 。 什麼叫文化侵略?文化侵略是指一個強勢

國家，逼迫另一個弱勢國家，以高昂的代價接受它的知識;然

而今天的事實恰好相反，我們連結上網，可以自由取得許多先

進國家提供的免費資料，對方並沒有加以懲蔥、或脅迫，因此稱

不上是文化侵略，而是文化幫助。如果有一天，中文漸漸普及

了，很可能在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之後，瀏覽中文網站的人

口將會激增，甚至大於美國，而印度也說不定會主導另外一個

情況的演變，由此可知，中文是有機會的，我並不覺得英語在

今後的二、三十年間，仍能強勢運作、始終不變。同時千萬不

要忘記，如果說全世界有哪個國家只 對於壟斷是最深惡痛絕的

話，那裡就是美國，所以我們不用過度擔心;當微軟的壟斷，

影響到美國或其他許多人的利益時，法官不就裁判認定它必須

一分為二嗎?雖 展又增加了它的競爭力，但是我們確

實也享受到先進國家的法治、公平，與阻絕壟斷之後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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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資訊是否就掌握了擁有財富的條件?

所以對於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免費提供所有人使用資訊，如

同文化幫助，我們應該心

惟裡 。

，而不是落入文化侵略的舊思

話說至此，還是要回頭審視這樣的發展下來，將對全球文

化造成何種影響 。 不可否認，由於資訊流通益形便利，大家都

顯得有點Americanization美國化了，但是因此罪諸美國卻是

不合情理的，人家並沒有強迫誰一定要看好萊塢拍的電影

(www.hollywood.com ) 、讀哈佛圖書館 ( www.harvard.edu )



1 貧病與富厚之間 308 

的檔案，那是因為我們自己感到落後，覺得別人進步，才會積

極效尤，不是嗎?市場就是這麼回事，如果某天兩岸的中國人

能夠站起來，敢大聲說出「我們的東西更好，歡迎大家來」的

話，狀況也是一樣啊，所以關鍵仍是自己要爭氣，否則抗議侵

略、抵制援助，都是多此一舉 。

唐湘揖:

請教盧教授，當我們在使用網路資訊的時候，當然順便會

對文化面做些觀察，畢竟科技霸權的背後，常常隱藏文化霸權

的身影 。 以一個批判者的角度來看，提供資訊的一方，常常不

斷地將許多價值觀，透過訊息點點滴滴的傳達發送，而接收資

訊的一方，到底需不需要抱著文化審查的心態，小心的過濾其

中的成份呢?舉例來說，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面對麥當勞、可口

可樂，幾乎毫無抵抗力，只有偶爾觸動到民族主義情緒之際，

才會展開抵制的動作，但是除此而外，平常它根本就是每個人

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當網路極可能加深這樣的情況時，在文化

面上，我們有沒有必要預先準備防禦的心理?

文化融合

盧希鵬:

網路這個虛擬世界沒有國界之別，因為科技本身就是不具

任何界限的，所以在台灣找資料，或在美國找資料，基本上是

一樣的 。 假設其中真的有什麼會影響到文化，也許是指這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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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由美國人發明，所以文字走法必然從左到右，甚至即使哪一

天中國的文化變得強盛起來，電腦行文的格式，還是不會回到

從上到下的公文版本，因為包括中國人在內，也不一定能夠重

新習慣這種改變後輸入方式 。

記得高中時代，曾經聽過一句話，大意是說現在學英文的

目的，是要讓我們的下一代不必再學英文 。 怎麼說呢?西方

強，東方弱，為了獲取最新的知識，所以我們必須讀英文，但

是大家都希望在十年、 二十年之後，當台灣或中國發明了值得

歐美學習的新科技時，外國人必須開始學中文 。 不過這裡仍會

出現一個問題，例如從左到右的鍵盤安排，或一些網路常用到

的術語，例如上網download檔案、 delete一個 fi le 、使用

Powerpoint或Word等等，恐怕並不會變成「我要使用簡報軟

體」、「我要使用文書處理器 J '因為感覺上會有點格格不入 。

基本上，我覺得網路的content 、 一般使用的device '其

實就是西方文明下的產物，這個現實是推翻不了的，然而若能

從「地球村」這樣開闊的意念來看世界，則文化的再度融合未

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可以讓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之

間，最美好而優良的部分，經由「資訊擴散理論」 的作用，存

留並流通起來，從資訊密度高的地方往密度低的地方傳送;儘

管目前是「西式東傳 J '有朝一日藉由發達的網路， r東式西

傳 」 或「中式西傳」 的狀況，絕對也是指日可待的 。 過去在網

路尚未普及之前，教授或學生想要做些研究，許多參考資料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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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托親帶故地遠赴歐美國家採購，如今條條網路四通八達，要

買原文書就方便多了，資訊快速順暢的流通，自然有助於研究

成效 。 想想看，未來若有很多同學在美國大學選修中文學分，

那就表示西方開始要向東方取經了，屆時如何運用網路這項工

具，才能達到文化融合的效果，即是值得期待的變化 。 我相信

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

唐湘龍:

聽起來，這是一個信仰的問題 。 不過您剛剛提到「資訊擴

散理論 J '其實在過去談論資本及技術的時候，也同樣被廣泛

的運用著，換句話說，有人認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區域，

會往結構比較鬆散的地方擴散，進而提升全球整體的生活水平

或技術水平，這個部分的例證甚多，倒是不容置疑 。 然而面對

貧與富這兩個相對比較的概念時，那樣階級化的情況，並不是

在整體一致的提升之後，就會產生本質上突破性的逆轉;譬如

以資訊產品的霸權化而言， 一直以來，掌控主導力量的企業，

不外乎大家耳熟能詳的IBM (www.ibm.com ) 、 Microsoft等

等，霸權形成的主要的區域，也幾乎都不曾脫離美國國土 。 因

此請問柴副總總理，網路時代真的有改變現狀的能力嗎?還是

只會重製、再現真實世界舊有的邏輯與樣貌?

柴方文:

的確，從工業革命以來，美國在工業史或資訊史上，總是

獨佔鱉頭，但是其中有些巧妙的變化，其實正在漸漸發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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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訊革命初期的「百家爭鳴 J '未來可能變成「三強鼎

立 J '但是後來還會出現一個「霸主」一一無論它名為IBM或

Microsoft 接著，勢必又有很多人開始不滿，抗議霸主獨

佔市場，使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因此換Linux 出場. . . . . .顯然是

完全按照中國古書「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進行

劇情推演 。

再談到人口論的問題，我覺得那要配合整個市場經濟的推

動，才會得到具體的效果 。 所謂國力，就是GDP乘以人口

數，而不是單一區域市鎮的表現 。 檢視台灣的歷史，我們會發

現，除了台北這個集結著政治、經濟、文化等作用的首善之

都，或家產萬貫的富貴人家外，過去因自身所從事的工作，而

累積到一筆財富的人，出身大多是在加工出口區，負責電子產

品製造事務;因此我們觀察一下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它的經

濟實力顯然已經漸漸由沿海往內陸擴散，而內陸又以交通重鎮

為中心地帶，比如武漢、重慶、成都等等，換句話說，市場的

建立與串連，是有層次及步驟的 。目前中國沿海的富庶榮景，

令人欽羨，上海的工資水準，甚至不比台灣低，加上群聚效果

的發生，無論是台灣企業的龍頭台塑，或諸多電子產業，近年

皆已進駐大陸腹地，加上當初移植自美國、日本的技術、資

金、加工型態，經過與時俱進的融合，東南一帶迄今儼然確立

了自己資本累積的速度，而且更可怕的是，這個市場資本累積

的速度，是以等比級數在增加 。 以前常有人說， r二十世紀是



貧揮軍與當厚之間 312 

中國人的世紀 J '現在又改成「二十一世紀還是中國人的世

紀 J '我認為這種口號沒什麼了不起，因為「長線」總有一天

要好起來嘛，那麼從最近的觀察來看，則確實顯現出一些端

倪 。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十年內，中國大陸將會誕生一個媲美

IBM或微軟的集團，台灣的機會反倒比較小，為什麼呢?這和

先天上地域性的限制有關 。 雖然兩岸中國人或多或少一直保持

互動，但是政治考量一介入，任何企業主恐怕都寧可支持當地

所扶植的 「民族工業」了， 一旦民族工業衝破某個界限，進入

商業機制之後，它的力量將會非常可↑白;以韓國為例，現在儘

管仍處於重整期，但是三星 ( www.samsung.com ) 已經突破

國家扶植的束縛，堂堂登陸半導體業，扮演龍頭的角色，所以

大陸的產業，也極有可能循此途徑發展 。

龍:

柴教授所描述的藍圖， ，在資訊時代，產業發

展仍然無法脫離人口、地緣、政治等層面的考量 ，然而我們之

所以會對未來心懷焦慮，覺得它可能是另外一個更極端的壟

斷、控制，或階層化的重演，是因為資本主義和資訊主義所觸

及的版圖，幾乎是全然重疊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下的資本

強國，在資訊主義盛行中，仍然保持著難以替代的強勢 。 有鑑

於此，我們可能需要回頭關心，今後台灣應該怎樣突顯自我 。

請教高教授，在資訊主義的潮流中，台灣的未來在哪裡?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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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副總經理所言，大陸「底子好 J .所以前景也看好，那麼台

灣如何在西方與大陸的雙面夾擊下，走出自己的定位呢?

二十一世紀是 r開放 」的天下

高希均:

答覆問題之前，我要做個補充 。 關於「霸權」的概念，首

先請大家思考:我們常說「微軟居於領袖地位 J .因此直呼其

為霸權階級，假設這樣的認定合理，那麼縱橫全球半導體產業

的台積電 (www.tisc.com.tw) 和聯電 (www.tainet. com .tw )

，不也就是兩個霸權嗎?在全球化的時代，我覺得比較正確的

說法，應該是指「半導體是台灣現下的核心優勢 J .台積電或

聯電的領先地位，立基在作業效率高、成本低、品質好，正如

美國在資訊產品部分傲視群倫一般，我們對全世界都是有益處

的 。 換句話說，眼見他人的成就，應該感謝，而非諷刺、批

判，或誤覺吃虧 。

至於主持人提出的疑慮，我的想法是，台灣必須加緊腳

步、往上提升，走向更開放的社會，懷抱更廣闊的胸襟，不僅

兩岸關係必須改善，我們和全世界的關係，也都要保持和諧，

共同蘊蓄「全球村民」的感覺 。 記得一九九六年左右，許多趨

勢專家經常預測「二十一世紀將是誰的天下? J 答案林林總

總，從美國、日本到德國，都有人附議，我個人則是看好美

國，原因無他，因為那裡是全世界最開放的社會，也由於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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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殺誌》 創辦人高希鉤認為「二十一世紀將是 『開放社會』 的天下」 。

放的社會性格，各地的資金、人才、科技、資訊，通通都會自

動向美國匯集，就連科技的指標矽谷，也有許多Indian和

Ta i wanese進駐，而這些「外族」對於美國或全球的貢獻，難

以計量。所以說，美國不是霸權，而是開放，因而能將資源集

中，加以利用，如果台灣也有這個條件，尤其是參加WTO

( www.wto.org) 之後，我認為不僅能吸收歐美人才，希望將

來也能和大陸的科技人互相交流，這樣台灣才能如虎添翼、如

大鵬展翅 。 因此我們要盡快拋開「霸權」、「侵略」這些字

眼，多去想想互助 、 互利的未來，開放的台灣，就會愈來愈有

前途 。

唐湘首~:

我能不能考高教授一個問題，網路對於兩岸關係會有怎麼



樣影響?

高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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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無論檯面上下，雙方接觸的頻率會更為頻繁、快

速 。 今天全世界只有新加坡這個現代化國家，對網路的態度仍

然保守，即使如此，它也不得不隨時間做出相當的改善;反觀

中國大陸在網路建設及應用程度上，成長率卻相當驚人，只不

過基於政治考量，仍然帶有諸多的限制，但是我認為花不了

三 、五年時間，包括加入WTO之後， 這道牆最後一定也是擋

不住資訊浪潮的，而自由民主訊息經過多方滲透，進行潛移默

化，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也必然將加快腳步 。

• 
• 

這是政治角度的分析 。 以文化面而言 ，大陸網站一概使用

，台灣網站則是偏愛繁體字，在這兩者之間，我們應該

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是否需要接受或排斥?目前台灣某些網站

其實已經開始轉換成簡體字，各位的看法如何?

高希均:

我認為判斷事情的原則，並不是二分法，換句話說，如果

我懂簡體字，就用簡體字;我懂繁體字，就用繁體字;我懂英

文，就用英文;我懂中文，就用中文，所以這是一種「自然發

展 J '不是個「非此即彼」 。 即使是若平年之後，海峽兩岸的中

國人變成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一群，我還是願意學英文、法文、

德文、俄文，為什麼呢?很簡單的道理，因為這是對自己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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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事情，不是霸權也不是侵略 。

唐湘醒:

高教授的確是一個 「 國際人 J '他的觀點雖然光明且正

確，不過可能代表的是少數 。 不曉得盧教授怎麼看這個問題?

• 
• 

簡體字或繁體字，我覺得問題不大，台灣使用者如果看得

懂簡體字，自然很方便，要是看不懂的話，也可以運用轉換軟

體，用科技來解決 。 但是由於溝通愈來愈方便，資訊愈來愈廉

價，因此在訊息開放 、 傳輸快捷的發展下，國界兩端的文化隔

閔也會愈來愈鬆散，變成地球村;同時我也相信，當中國大陸

有了 「互連網 」 之後，使用者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新聞，那一

剎那，他絕對會感覺到自由，可以看到一些不受管制的內容，

伴隨而來的威勢和力量 ，都是擋不住的 。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

西方文化對於中國大陸的侵略，但是從男外一個角度看來，這

也是一種文化融合，而其中唯一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英文是強

勢語言 ，中外慣用的文字系統並不相同 。 在這種「霸權」 的態

勢下，最令人感到憂心的是，思想可能會愈來愈西化，但是東

方的文化精髓，卻無法與之互做交流 。

此外，有關 「貧富差距」的觀點，也可以一併討論 。 我常

常跟人家玩開笑說，藥品廣告老是強調「斯斯有兩種 J '但是

在經濟學上， I斯斯有三種 J '包括亞當史密斯 、 馬克斯、凱

因斯 。 據我了解，馬克斯的資本主義理論提到，在資本主義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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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地方，必然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循環，亦即升

斗小民一輩子都無法和王永慶抗衡，因為他有經濟規模，所以

窮人難以翻身，就算只是想開個小書店服務社區，但是一旦金

石堂挾強大資本額進駐競爭，我便毫無招架能力 。 不過，當資

本主義進入到知識主義的時代，生存的優勢便不在於資本，舉

例而言，今天如果我要開一個網路書局，和金石堂要開一個網

路書局，基本上我們的立足點會是很近似的，無論有沒有經營

局的經驗，在虛擬世界裡'競爭力的高低己不全然與資

本主義相關，窮人翻身憑的是創意與能力，並非階級鬥爭及資

本主義，每個人都有可能在虛擬世界裡，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空 。

以往長久以來，歐美霸權國家由於資本雄厚、經濟規模優

異，不斷向外擴展經濟版圖，因此小國家只得靠邊站;但是在

網路上，譬如雅虎 (www.yahoo.com) 的創辦人楊致遠，當

初也只是個普通學生，但卻可以在一 、兩年之內，變成名列前

茅的科技菁英、富貴人士，其中最根本的關鍵，就是因為網路

行業靠的不是不動產、資本或設備，它靠的是知識，唯有不斷

求新求變，才不會被時代和市場淘汰 。 我們經常笑說，在

Yahoo 企業的辦公室裡，其實空空如也，最多的就只是硬碟，

換言之，我們可以發現，資本主義馬克斯所造成的貧窮差距，

讓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情況，到了知識時代，已經出現變

革，產業落後國家可以藉由深厚的知識，不必花費太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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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藉由小國家電子商務的網路，發揮成全球經濟，也說不定

真的會形成「知識鬥爭，窮人翻身」的常態 。

• 
•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 r階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機會必

須要存在，也就是不同階級之間，應該保持一些流動的可能

性，當某個人有比較大的企圖心，或者比較好的idea '希望能

夠打破其中的界限，進行一些轉換 。 我個人認為，決心不碰電

腦 、 拒絕網路的人，基本上是注定要被社會淘汰的，間接也注

定了會變成貧窮一族 。 不曉得柴教授你的看法如何?

知識經濟未必脫

柴方文:

本主

我覺得不接觸電腦但本身相當聰明的人，還是有機會的 。

這個論調可能跟一般人不同，因為假若所謂的新經濟，的確不

須依靠資本主義，那麼只要有頭腦、肯努力，不管是否與資訊

科技產生關連，都有成功致富的可能 。 不過，就算是以楊致遠

為例，我們都可以看出，當初的lOternet是個高風險產業，只

要做得起來，自然會造就一批巨富，但是這並不代表進入新經

濟或知識經濟後，社會運轉就會脫離資本主義的邏輯，我認為

背後的轉折並不是那麼簡單 。

前幾天，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李教和周玉蓮對談時，說自

己到現在還是不會使用電腦，這是為什麼呢?李教說，大易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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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 (www.dayi.com) 的創始宗師對他透露，早就知道大易

輸入法在設計上有缺點，李教問他說為什麼不修改，宗師則回

答:「因為已經有十一萬人使用，我怎麼改? J 這個小故事其

實只是一個導言，大家可以想一想 。 事實上，比如辜輾抴先

生、施振榮先生或其他產業龍頭，都是倚靠他最菁英的幕僚

群，幫他serve所有的資訊，他們若能偶爾撥空上綱，就已經

很難得了，怎麼可能時時刻刻親自追蹤訊息呢?所以我認為，

金字塔頂端還是有一群人，也許具有接觸網路的概念與知識，

但受限於時間、精力種種，並不能實際應用資訊科技，不過他

們仍能繼續在這個產業裡獨佔鱉頭，可見是不是自己會用，和

能不能從資訊中做出明快精準的分析，並非必然相關 。

唐湘龍:

您舉的這個例子，已經是李殼、事據湘、施振榮之屬，他

們現在當然可以不用親自觸碰電腦，可以透過專人服務，所以

問題不大，但是一般年輕人如果刻意排斥或抵制，甚至是沒有

機會接觸到資訊科技，導致不會使用，那麼他未來還有機會成

為李殼、辜嶽織或施振榮嗎?

柴方文:

回答您第一個問題，我認為這種人不可能成為李殼、施振

榮或辜灘排在，至於第二個問題，現代人完全不會使用資訊科技

的可能性很低，為什麼呢?今天從小學、幼稚園開始，小朋友

就在學電腦，除非家長切斷受義務教育的管道，否則新生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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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願不願意，幾乎都逃不開所謂的電腦化、資訊化，或網路化

的黨陶，因為那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

• 
•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讓我們回頭討論「資訊化時代的窮人

與富人」這個主題 。 提及窮與富，似乎難免會落到原始的界定

裡，也就是以財富分配狀況為主;然而在未來的網路化社會、

資訊化時代中，三位認為窮與富的概念，會出現什麼樣的變

動?怎麼樣算是窮，又怎麼樣算是富呢?請各位分享自己的看

法，並且花一點點篇幅做個總結 。

高希均:

到了我這個年齡，想要發財未免太晚了，對不對?不過你

們三位年紀還很輕，不妨聽聽過來人的說法 。 最近我常常提倡

「欣賞勝過擁有」這個概念，舉例來說，千萬不要因為買不

到、買不起一幅定價高昂名畫，就心生怨怒，或無所不用其極

的想要多賺點錢去買它，事實上，名畫用欣賞的即可，為什麼

一定要擁有呢?我們可以到朋友家 、到博物館，就可以常常親

近那幅名畫了;另外有人立志要住在超級豪華的洋房中，社區

有游泳池、健身房，地點還得鄰近公園等等，要求一蘿霞，其

實不一定非得如此啊，就算公共設施離住家有點距離，星期天

散散步走過去也一樣，因為「欣賞勝過擁有」。當然，每個人

的生活必需品還是不能省的，這是兩種不同的狀況，不用刻意

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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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台灣的中產階級，一個月收入十萬、十五萬，那麼所

謂「富有」或「不富有 J '真的要看個人的生活哲學，亦即

r l'賈值觀」。對我而言，因為從來不曾想過要有漂亮的汽車、私

人遊艇，或成為高爾夫球俱樂部的頂級會員，所以也從來不覺

得自己缺乏、貧窮;比如說我喜歡看書， 一個月十多萬元的收

入，買書綽綽有餘，另外還可以看看電影， 一年計畫一、兩趟

國外旅行，至於面對那些「身價不凡」的東西，不妨就想想

「欣賞勝過擁有」吧，如此依然可以覺得很快樂、很富裕 。 這

與道德昇華或阿Q精神全然無關，只不過是一種絕對可以滿足

大部分中產階級過舒服日子的說法。

我再補充一個例子，今年的八月十七日，由一對台灣夫婦

創辦、以防止電腦病毒為主要訴求的「趨勢科技」公司

(www.trend.com.tw ) ，在日本股票市場上市，在此之前，它

早已進入美國的Nasdaq (www. nasdaq.com ) ，而在八月間，

「趨勢科技」的市值，也足足超越偉大的紐約時報百分之四

十 。 這兩位年輕人，十年前還在美國刻苦奮鬥，但現在于下已

有六、七百位專業人員，分布在洛杉磯、台灣與日本、南京，

共同創造出令人驚艷的成就，而其關鍵之處，便在於現在正逢

網路時代，因此internet會持續產生出許多的科技新貴，並且

將會締造更多的機會 。 比爾蓋茲常說，微軟是 r Always two 

years away from failureJ '距離失敗只有兩年，言下之意，

是說兩年之內必須不斷創新，否則一定失敗;而比爾蓋茲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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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就會勸他不要悲觀，應當想想「要不了兩個月，我們又會有

新的突破 J '所以無論你是樂觀的「機會主義者 J '或是悲觀的

「危機主義者 J '現在都可以努力培養比較正面、積極的態度，

特別是年輕族群更應該了解，資訊時代將帶給世界更多的機

會，沒有人有自暴自棄的理由，不懂得善用資訊，會讓自己變

成時代的文盲，所以一定要快點了解它、主宰它，那麼每個人

才會不斷的追求創新， r要不了兩個月，又會有新的突破」。

• 
• 

高教授實在是個特殊的例子，他雖然年長，但是依然有非

常強烈的企圖心，挑戰未來的世界 。 盧教授認為呢?

有理富無罪勿使工具宰制生活

盧希鵬:

我突然想到power shift '中文不知道是不是翻譯成「權力

轉移 J '其中有一句話說，在三、四十年前，大家都以為電腦

會讓生活擁有更多entertainment '因為它能取代人力，在自

動化、電腦化之後，人員減少了，但生產力相對提高;孰知十

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現，公司的電腦化完成，不但編制不曾縮

水，還多了一些電腦管理的專業人才加入，所以不必然導致失

業率提高 。 另外，在勞力密集的農業時代，生活清簡但是快

樂，然而網路普及後，人反而更忙碌了; 一天只有二十四個鐘

頭，如果每天要花兩個小時上網，其所代表的是，你必須在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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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滿檔的狀況下，硬生生挪出兩個小時來上網，原本這可能是

和家人相處或運動、散步的時間，所以到頭來，恐怕只是讓自

己的時間更壓縮，行程更緊湊 。

我最後的結論是，在「網際網路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的

前提下，我們要設法讓生活、生命變得愉快便利，而不只是造

成加倍的忙亂與焦急。今天有了internet '表示除了八點檔、

小說、漫畫之外，我們還得撥點時間上網，看看大家都在這個

虛擬空間裡做些什麼，因此在資訊取得的平衡點上，就要花點

心思去規畫，不時問問自己，網路帶來的痛苦多?還是快樂

多?人們必須有所體會，網路出現表示媒體已經與日俱增，而

資訊超載的情形也將愈來愈明顯，值得注意;萬一人被工具宰

制，那麼網路或資訊，不見得能夠帶來美好的遠景或專注的力

量，甚至還有可能反向拖垮一個人的生活品質 。

唐湘龍:

請教柴教授，在資訊時代當中，人們應該怎麼樣擺脫貧

窮? 一般相信，在網路上有許多美好的遠景，如果想要成就自

己，其實機會是非常多的，但是如何才能及時掌握到機會?我

們又該具備怎麼樣的條件和觀念?

柴方文:

每個時代都要有力求上進的精神與企圖，而internet也一

定是個向上提昇的力量，不過我們不能否認，科技發展到極致

之後，時常會出現「人力資源重分配」的現象，亦即電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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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的人愈來愈多，傳統產業留住的人愈來愈少 。 研究報告指

出，可能在未來十年後，雖然數據顯示平均的工作時間約六個

小時，但是事實上，其中有一半的人，工作可能會超過十二個

小時，然後又有另一半的人，是沒有工作或正處於待業中，所

以我認為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必須嚴肅看待，無論是個人或教

育體系，都要特別重視，否則所謂的資訊窮人與資訊富人的分

野，還是會發生的 。

龍:

資訊與網路的運用，基本上不只影響到日常生活，同時也

決定了一個人就業的狀況，進而造成資訊時代的貧富之別;也

許整體失業率不見得會攀高，但是你若完全拒絕碰觸，絲毫不

具備資訊科技的能力，不難預期，將來的就業前景也必然黯

、且之
正火

最後想請高教授為今天的討論做個結論 。 您所代表的世代

與年輕的世代之間，教育背景全然不同，但是您樹立了一個良

好的典範'也就是從來不迴避科技生活的演變 。 相對而言，許

多銀髮族根本是採取抗拒態度的，甚至不過剛滿四十歲，就覺

得自己可以不接觸新的資訊科技，也不需要多花成本在裡面，

日子仍然可以過，但是這樣也讓他們變成了資訊教育當中，最

難提升的一群 。 您認為，現代人面對多變的環境，應該抱持怎

樣的態度?如果一味疏遠資訊科技，人類會走向什麼樣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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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

假若我們現在身處於美國社會的環境裡，那麼我的答覆會

非常直接，因為在一個開放、公平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有選擇

追求財富的自由，也有追求貧窮的自由，每一種自由都必須受

尊重 。 今天美國有兩百萬無家可歸的遊民homeless '我覺得他

們自己很享受那種文化，用不著多事準備洋房豪宅供予居住 。

我可以借用文革時期的兩句話，送給大家參考一一貧窮有理，

發財無罪!什麼叫貧窮有理呢?因為有這麼多的機會可以讓你

不貧窮，但是你卻甘願貧窮， í貧窮有理 J '我們尊重你;另

外，發財當然無罪啊，無須贅言，而且在資訊時代中，每個人

都有不少的發財機會，但是真的有一些人寧願「簡單平凡過生

活 J '這是他們的自由，我們也必須尊重 。

唐湘龍:

我想「貧窮有理，發財無罪! J 這八個字真是今天最好的

結尾 。 如果你已經確認了自己的生活態度，卻依舊過著「苦日

子」的話，也許就真的需要回頭檢討一下，自己到底出了什麼

問題 。 當然，人會不會發財自有天數，然而你若完全排斥資訊

化時代或網路社會的趨勢，恐怕發財的機會將是相當渺茫的 。

非常感謝在座各位熱烈參與討論，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