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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養、教養、素養

學養：主要指學問和知識方面的養成

教養：主要指道德和倫理方面的養成

素養：主要指溝通和互動方面的養成

學養：智育

教養：德育

素養：群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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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

文字

多媒體

聲波，無損耗
無法複製

物質加工，有損耗
複製不易

加工物質中之
數位能階，無損耗

複製容易

文化三階段 表現系統
媒介物、損耗
與複製狀況

(素養問題，語言內轉移)

(功能素養問題，表現系統內轉移)
任何形式皆可數化

Audio Space

Visual Space

Audio Space

多媒體

媒材與文化進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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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與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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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所說的素養

從口語文明步入文字文明時，不識字的人
發生了溝通問題：他們不會用文字表達他
們的意願，也看不懂別人書寫的信件、資
料…於是，這些不識字的人就淪落為社會
的下層份子。

❖換言之，不識字的人變成無法完全融入社會，
無法與正常人一般過著夠水準的生活。我們稱
這樣的人欠缺「素養」。

➢這是以往對「素養」的定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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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素養

三十多年前，鑑於電腦的普及和電腦對
溝通、通信等的重大影響，曾提出提高
「電腦素養」的呼籲：認為缺乏電腦的
知識將影響到生活品質和融入社會的程
度。

二十多年前，鑑於資料庫和網際網路的
普及又提出提出「資訊素養」和「網路
素養」的呼籲，其理由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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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素養

不僅如此，由於社會變得更「自動化」
對各式各樣的自動化設備的使用也有各
式各樣的素養要求，諸如：「理財素
養」、「就業素養」、「成家素養」、
「育嬰素養」…

這五花八門的素養，統稱為「功能素
養」，因為這些素養有一共同的特色：
都是要求增強社會上某些功能的能力，
以便人們能融入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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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素養

綜觀這些「功能素養」，其著眼點還是希
望人們能夠有足夠的溝通技能，能融入社
會，過著有水準、有尊嚴的生活。所以，
稱為「素養」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從另
一方面來看：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之後，
各式各樣必須要學的溝通本事，就越來越
多。所以，在資訊時代，我們也用「資訊
素養」一詞來概括種種的功能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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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素養

簡要的說，資訊素養是指生活在資訊時代
裡必需的溝通技能。

然而，從素養是群育的角度來看，素養之
中也應該包含倫理的成份。

學養：智育

教養：德育

素養：群育

合乎倫理的行為即正當的行為，
也就是：

社會大眾都可以接受的行為
（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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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素養

傳統的素養，只是識不識字的問題，問
題很單純，所以無所謂涉不涉及「倫理」
的問題。

現代的資訊素養，涉及很複雜的虛擬情
境，也涉及各式各樣的行為（包括純技
術上的行為和涉及倫理抉擇的行為），
是故有必要含有合乎「資訊倫理」的思
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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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素養

以往，傳統的素養不一定要到學校裡學，
有許多人是經過自修識字的。然而，資
訊時代的素養十分複雜，有知識的成份、
技能的成份、倫理的成份、甚至還有些
哲學的認知在內，所以，資訊素養多安
排在正常的教育體制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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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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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
恐難有一致的界說。我們將它詮釋為:
國家資訊基本建設開始發展以後的時代。

在技術層面上,它的主要特徵是：
❖數位電子媒介的興起
❖電腦與網際網路的普及
❖種種文件處理技術的蓬勃發展和應用。

在這些新科技和國家政策的驅使下，社會
面臨空前的重大變革。我們姑且稱這個嶄
新的時代為新資訊時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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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在各學術領域所扮演的角色

它不只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

它對每個領域都提出了對問題的新看法，
並提供了對問題詮釋的新角度和解決問
題的新方法，進而建立了對問題理解的
新模式和新理論。

資訊科技在各學門中，改變了學者的思
想、觀念，以及該學門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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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思想是最有深度﹑最重要的
思想領導者﹑啟發者。資訊科技
對學術思想這種深入遠大的影響
力，正可以說明資訊科技對人文、
社會影響的深遠，大大地超過一
般人常識的想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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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社群(virtue community)

報導大量湧現,對閱聽人將會造成選擇
或過濾報導的負擔。也許在這種壓力
下，會形成一些有特殊共同興趣的閱
讀社團,協助讀者篩選資訊。

這樣的趨勢或許會進而形成一些不受
地區、國界、種族、社區等限制的新
文化圈，也就是虛擬社群,真的是天涯
若比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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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關係的改變.1

開放的多元社會本來就比封閉的社會複
雜。社會多元開放，各機構或社群依存
的關係就隨著資訊的流向而建立起一個
複雜的依存網。

由媒介引起的溝通改變,凡是用到資訊
的地方都會輾轉地受到影響。這個影響
最終改變了個人的社會依存關係、改變
了機構或社群間的依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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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關係的改變.2

大體上說，機構之間若是只有服務的
關係，像打字排版，則呈現出分的趨
勢。有些行業將因之沒落。

若機構間存在著的是知識性質的關係，
如共同擁有或使用同樣的資訊，則彼
此間出現合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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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關係改變的原因

因資訊的共享 (information sharing)

因工具的擴散 (procedure sharing)

➢使用工具的方法、技術擴散

因溝通和利用資訊的觀念、時效性、
對象、方式、範疇、過程、詮釋和效
果的改變

(change of existing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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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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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道 : 健全的資訊素養

建立新觀念
多了解環境的變遷和未來的趨勢
培養操作設備的技術

增強溝通及應用資訊的能力

加強本科的學識與技術水準

資訊倫理的培養

了解過渡時期的失序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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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觀念

無論你喜不喜歡, 我們已上了這新資訊時
代的不歸路。這時代夾帶而來的社會急速
變遷風暴, 其前緣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工作和休閒了。

應付變局的通則
➢做好心理準備, 建立體認『變』的觀念

➢平時保持應變的警覺

➢時時了解各種變遷的本質和變遷的進境。

有心理準備,已體認『變』的觀念,
是開拓新觀念與創造力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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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環境的變遷和未來的趨勢

應將科普、科技傳播列為施政要點。

了解資訊設施,包括它的組成、性質和
用途等

了解何處可取得資訊,可取得那些資訊,
和如何取得這些資訊。

注意政策上相關的變化

了解商業上的新產品

了解末來的技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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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溝通及應用資訊的能力

為面對網路環境,以及適應資訊時
代的種種溝通情境,需要各種精湛
的溝通技能。

溝通能力不足將無法維持基本的生
活尊嚴。

溝通能力包括取得、理解、分析和
詮釋各種資訊的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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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本科的學識與技術水準

以後的社會將是知識主導的社會。

本科學識和技能的加強,有助於利用
新資訊時代的設施來做自已想做的
工作。

過份側重資訊技術而忽略行業本身
的知識和技能,實捨本逐末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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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倫理的培養

正當使用資訊行為是極重要的。

行為、案例、規範、及法律相關的
道德問題等宜多多注意。

和倫理相關的概念,如資訊共享、
協力合作等,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以建立新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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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過渡時期的失序現象

在過度期中,資訊的品質不一,閱聽
人要有能力分辨。

不當的資訊使用在所難免,注意這
些失序現象,應可減少它帶來的傷
害。

對失序現象的分析和批評,將有助
於新資訊時代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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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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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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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資訊倫理？

廣義的說，即與資訊有關的倫理

較狹義的說，即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倫理

❖在這個層次，包含資訊職業與資訊產業相關的倫理
➢如上一節課說的專業倫理、傳播倫理

狹義的說，即與數位資訊有關的倫理

❖由虛擬的數位事物和資訊產品所引起的倫理問題。

最狹義的說，即資訊犯罪

❖各式各樣以資訊科技為手段的犯罪行為
➢包括：網路駭客、電腦病毒、各種利用資訊科技為手段詐

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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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訊倫理的五個基本認識

數位資訊倫理問題多由對下列項目的認識
差異而產生：
❖資訊的所有權 (Property)

❖資訊的使用權 (Access)

❖資訊的公開與隱私權 (Privacy)的問題

❖資訊的價值或適用程度 (Availability)

 以上四項可參考：Richard O. Mason, Four Ethical 

Issue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MIS Quarterly, Volume 

10, Number 1, March 1986

❖正當使用(Fair Use) 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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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的理論與實務

倫理有理論部份和實務部份。

然而，只知道倫理的理論是絕對沒有用的，
因為：若不去親自執行（即實務）那麼一切
都毫無實際的意義。

❖例如：孝順長輩是人人知道的道理，沒有人會
反對，但是仍然有人不孝順父母、長輩。這就
是欠缺倫理的實務。欠缺實務，也就永遠不會
明白孝順要付出多少代價、孝順後有怎麼樣的
感受、以及孝順後其他人對你的友善、尊敬和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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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資訊自由法案

建立公共資訊的關鍵在釐清資訊所有權的
歸屬。美國的資訊自由法案 (Information 

Freedom Act) 就明白的宣告：

『政府機關擁有的資訊是全國國民

所擁有,經信託交給政府持用』

❖用納稅人的錢所發展出的技術、知識以及累
積的資料,如果不能公平的為國民所用, 合理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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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的意義

資訊的使用權譯自Access 或 Accessibility。

❖原文Access 除有使用的意義外，亦含有取用過程
的意義。

❖取用的對象包括：
➢資訊，包括政府擁有、企業擁有及私人擁有的資訊。
➢傳播資訊的媒介、媒體，如大眾傳媒、有線電視等。
➢公共資訊建設，如網路與無線通訊環境
➢處理資訊的設備，如弱勢族群對電腦與網路的取得。

❖ Access 有許多不同的譯名，如進用權、晉用權、
取用權、使用權、接近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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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的意義

根據上述，資訊的使用權是指對資訊及其
媒體、工具、技術和資訊公共建設等的使
用權利。

❖為簡明計，我們用『媒介』一詞表示資訊相
關的媒體、工具、技術和資訊公共建設等

本講義採使用權是依華語表達的習慣，且
譯名簡明易懂：使用權的適用範圍包含上
述的對象，及取得其使用的過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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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

使用權在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意義
和界說：

❖ 傳播業：

❖ 圖書館：

❖ 資訊業：

❖ 教育界：

❖ 醫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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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使用權

使用權主張資訊及其相關媒介合法、合理、
公開、公平地享用，並照顧到使用者取用
資訊時所有相關程序的執行細節。諸如：
❖程序的說明和相關信息的提供

❖申請之手續

❖資格之認定

❖收費之多少

❖受不合理待遇時的申訴與補救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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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訊取得後之使用

情節：有些私人取得政府資訊後，將資訊重
新整理，而將之出售換取商業利益。

結論：宜不作任何限制。

理由：

❖出售經加工處理之資訊，並非不勞而獲之不正當
利益。

❖買者可以以比較方便的方式取得資訊，因此付出
代價亦屬合理

❖此行為有助於資訊之流通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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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訊中的隱私資訊

在上情況中，若有私人資訊呢？

若有私人資訊，就受隱私權法或資料保護
法的限制，不可販賣。

沒有隱私資訊的公共資訊如：

❖ 政府的施政政策、方針、策略、施政程序…

❖ 政府公報、公告、法律…

❖ 服務民眾的項目、地點、程序…

❖ 歷史文物典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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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取得私人資訊之使用限制

取得資訊之政府機構，原則上應只能根據法律所
規範之目的範圍內，或就其取得資訊時告知當事
人之目的範圍內，使用所取得之私人資訊。

取得資訊之政府機構原則上亦不得將取得之私人
資訊與其他政府機構交換使用。

取得資訊之政府機構如欲將其取得之私人資訊作
原先目的範圍外的使用，原則上必須事先取得私
人之書面同意。

❖但屬「資料保護法」規定之例外事項，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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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犯罪

❖以電腦為工具，從事欺騙、偷竊、隱瞞……以
企圖獲得財物、商業、財產、或勞務之利益者。

❖對電腦本身造成威脅者。

➢偷竊電腦之軟、硬體

➢損壞電腦

➢以電腦為勒索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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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犯罪：劉江彬教授的建議

電腦犯罪指以電腦為工具，使自己獲益或他人受
損之犯罪行為。

➢基本要件：與電腦有關。
➢以電腦為工具：指以電腦本身為犯罪對象，或利用電腦為犯罪
工具。

❖電腦為犯罪工具範圍極廣，可視之為：刀槍、打字機、
通訊設備…

電腦犯罪不應以本身獲益為要件，因實務上有許
多犯罪損人不利己。
❖最常見之電腦犯罪為電腦安全系統之破壞。
❖電腦犯罪通常不涉及身體上之暴力，故屬白領犯罪。

英、美、法對電腦犯罪並不全視為刑事犯罪。有
些電腦「犯罪」只是侵權行為（t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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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犯罪的形態

一、破壞電腦（computer sabotage）

二、竊用電腦（theft of services）

三、濫用電腦（computer abuse）

四、安全系統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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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犯罪之特性

一、破壞力大

二、智慧型犯罪

三、白領犯罪

四、不易察覺

五、偵查困難

六、犯罪之無知

七、量刑不重

八、具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