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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於文化

資訊科技濟世

世新‧資訊科技與人文課程 （謝清俊） Lecture 09
9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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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人文 對上了 資訊科技

是兩種文化的衝突?

還是秀才遇到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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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ld Pacey

•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1983

–科技濟世 Technology Practice

–在Technology Practice的情境下，

科技之於文化的價值不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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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濟世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actice

• 資訊科技濟世即：有計畫、有系統地
將資訊科技應用在實際的事務上，以
增進人類的福祉。

–此所指的系統可包含著人、社會上
的組織、生物、以及機器。

•資訊科技之於學術研究的價值也不是
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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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濟世模式

• Arnold Pacey, 1983

文化 組織

科技

Technology Practice

資訊科技濟世
廣
義
的
科
技

狹
義
的

科
技



資訊科技與人文課程 6

科技之於文化

• 在實驗室裡，科學家可以說科技之
於文化的價值是中性的。
但是，一旦走出了實驗室…...

• 從科技濟世的立場來看，科技之於
文化的價值不是中性的。

• 科技濟世的實踐也不屬於宿命論或
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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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於文化的價值…

• 是中性的嗎？

• 機器的設計應不應該考量處理的內
容？

– 答案應是否定的。

• 用機器處理資訊時的考量，難道與
其內容無關嗎？

– 答案應是肯定的。

• 應該如何理解此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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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資訊科技帶來的問題

• 這些問題都不是純粹的科技問題
– 是應用資訊科技於社會時，與人文和社會
現況互動所產生的結果；

– 是應用資訊科技時的眼光﹑價值取向﹑態
度﹑方法以及規劃﹑創意發生問題。

• 如果不明白資訊和資訊科技的本質，不
了解現代文化思潮的內容和趨勢，無視
於科技與文化互動可能對社會帶來的改
變和衝擊，那麼將不可能了解資訊科技
所帶給我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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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言
不徹底了解

知識﹑資訊 和 權力

三者之間的關係

就不可能真正了解
資訊時代及其種種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