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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網路社會學 
教師：郭良文 
單位：世新大學傳播所 
時間：89(上) 
學分數：3 
授課方式：學生報告、老師教授、參與研討會、以及師生討論 
成績評定：引言報告（15%）.、期中大綱報告（15%）.、期末報告

（50%）.、研討會報告與平常成績（20%）.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介紹網際網路新興媒介與社會心理發展、虛擬社群、

民主與社會運動、資本主義與社會階級、弱勢族群與性別、文化

與認同、以及國家與全球化之間的關聯。課程重點乃在訓練學生

以社會學式的觀點為基礎，培養反思與批判的研究精神，進而深

入探討網路對日常生活、社會結構、以及國家發展所造成的衝擊

與影響。 
上課進度： 
9/27 前言與課程介紹 
10/4 停課（參加 9/29-9/30 清華大學「網路與社會」研討會；至少參

加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的場次，自由選擇有興趣的場次參

加）. 
10/11 發表參加「網路與社會」研討會之心得（除口頭報告外，另繳

交書面心得報告約 1,000 字）.報告內容重點：會後觀感、研
究問題之思考與提出 

10/18 導論：網路、虛擬真實的發展及網路空間之理論觀點 

Rob Kitchin, (1998). “The History and Growth of Cyberspace” 
(Chapter 2: pp.26-53) &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pproaching Cyberspace” (Chapter 3: pp.56-72). 
Cyberspace, England: Wiley Press. 

郭良文、柯裕棻（2000）.。〈網路空間之形塑與台灣網際網路
的發展〉。《世新大學學報》10：187-199。 

10/25 網路社會心理學：自我、認同與「網路世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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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 Figueroa-Sarriera, in Gorgo-Lopez & Parker (eds.) ,(1999) 
“In and Out of the Digital Closet: The Self as 
Communication Network” (Chapter 8: pp. 130-145), 
Cyberpsychology, London: McMillan Press LTD. 

Don Tapscott (1998). “The Culture of Interaction” (Chapter 4: 
pp.55-84) & “The N-Gen Mind: Part I” (Chapter 5: 
pp.85-104), Growing up Digital: The Rise of the Net 
Gene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黃厚銘 (1999)。〈網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第三屆資訊科
技與社會轉型會議論文》：165-188。台北：中研院社會
所。  

Sherry Turkle (1998)著、譚天、吳佳真譯。《虛擬化身》台北：
遠流。 

11/1 網路社會心理學：網路友誼、社會支持與親密關係 

Janet Mousund, in Joseph Behar (ed.) ,(1997),“Social Support on 
the Internet,” Mapping Cyberspace: Social Research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pp.105-130, USA: Dowing College 
Press. 

Lynn Clark, in Steve Jones (ed.) (1998) “Dating on the Net: 
Teens and the Rise of ‘Pure’ Relationships,”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pp. 159-183, London: Sage,  

Cleo Odzer,張玉芬譯,(1988)《虛擬性愛》，台北：新新聞。 
11/8 虛擬社群：形成與發展 

Nancy Baym, in Steve Jones (ed.), (1998). “Information, Internet, 
and Community” (Chapter 1: pp.1-34), Steve Jones &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Community” (Chapter 2: pp.35-68), 
Cybersociety 2.0: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London: Sage,. 

Wellman and Gulia, in Smith & Kollock eds(1999). “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Communit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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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pace, London: Sage, Chapter 12: pp.167-194. 
11/15網路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的探討  

Lori Kendall , (1999).“Complimentary Explorative Data 
Analysis: The Reconcili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rinciples,” Sudweeks and Simoff (Chapter 2: 
pp.29-55) & “Recontextualizing ‘Cyberspac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Research,” 
(Chapter 3: pp.57-74), in Steve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London: Sage. 

David Hakken, (1999). “Doing Ethnography in Cyberspace” 
(Chapter 3: pp.37-68), Cyborgs@Cyberspace: An 
Ethnographer Looks to the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蘇衡、吳淑俊(1997)，「電腦網路問卷調查可行性及回覆者特
質研究」，《新聞學研究》，54集，，頁 75-100。期中考
週（撰寫期中大綱報告；陳述期末報告主題、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與計劃運用的理論或詮釋觀點；約 3000字）. 
11/29 網路民主與公共領域實踐的可能性 

Tambini & Bryan (eds.),(1998). “The first Amendment online: 
Santa Monica’s Public Electronic Network” (Chapter 7: 
pp.125-151), Docter and Dutton &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Chapter 9: pp. 167-178), Roza 
Tsagarousianou, in Tsagarousianou, Cyberdemocracy: 
Technology, Cities and Civic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1998 

Lawrence Grossman,(1995).“The Roots of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Democracy’s Third Transformation” (Chapter 2: 
pp.33-49) & “The Shaping of the Electroniuc Republic: the 
Citizens, the Congress, the Presidency, and the Judiciary” 
(Chapter 7: pp.145-164),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Reshaping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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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uin Books  
王佳煌著民 89。《電子民主》（第四章，頁 75-114）.，資訊社
會學，台北：學富出版社， 

 12/6弱勢族群、社會運動與網路另類媒介 

Christopher Mele,( 1999). “Cyberspace And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The Internet as a Tool for Collection Action” 
(Chapter 12: pp. 290-310), in Smith & Kollock eds.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London: Sage, 

Eric Lee,(1997). “The Emerging Global Labournet” (Chapter 6, 
pp.147-165) &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 (Chapter 7, 
pp.166-186),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Internet: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 London: Pluto. 

林鶴玲、鄭陸霖，民 88年。＜台灣社運網路經驗的相關課題
與意義的初探＞，「第三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會議論

文」，第二篇 189-229頁，台北：中研院社會所. 
12/13 知溝、國家資訊政策與近用權 

Mike Holderness, (1998). “Global Networks and the Myth of 
Equality,” Trevor Haywood (Chapter 2: pp.19-34), “Who 
are the World’s Information-poor?” (Chapter 3: pp.35-56) & 
“Managing the Cyberspace Divide” Puay Tang (Chapter 11: 
pp.183-202), in Brian D. Loader (ed.)Cyberspace Divide, 
London: Routledge,  

George Baldwin, in Kahin & Keller (eds.) ,(1995). “Public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n Native 
Issues,” Public Access to the Internet, pp.137-153,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2/20 網路虛擬文化：身體、主體性與後現代 

Mark Poster, in Featherstone & Burrows (eds.),(1995) . 
“Postmodern Virtualities” (pp.80-95), 
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 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London: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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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Katherine Hayles, (1999). “Toward Embodied Virtuality” 
(pp.1-24),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ana Gromala, in Bell & Kennedy (eds.),( 2000). “Pain and 
Subjectivity in Virtual Reality” (pp.598-608), The 
Cybercultur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2/27 政治經濟學：數位資本主義與網路全球化 

Dan Schiller, (1999) “Brought to You by …” (pp.89-101 & 
pp.129-142),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t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Nick Dyer-Witheford, ,(1999) “Planets” (Chapter 6: pp.130-164), 
Cyber-Marx: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王佳煌著，民 89。＜電腦資本主義＞（第六章，頁 149-188）.，
《資訊社會學》，台北：學富出版社。 

1/3 期末報告（期末研究口頭報告）. 
期末考週（繳交期末書面報告；約 8,000-1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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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學專題討論 
教師：賴曉黎 
單位：台灣大學社會所 
時間：89(下)  
課程簡介： 

資訊社會學是一門較新的研究領域。與其他領域不同的是，

這是個尚未完全定型的領域，因此並沒有主要理論或典範作為指

導。近來研究者日益增多，但大致上仍屬摸索階段。可以說，這

是一個亟待社會學者參與和發展的領域。將資訊科技存而不論或

專從它對社會現象造成的變遷入手，是一般社會學的討論比較常

用的方式。如 Dniel Bell。但本課程擬由現代資訊科技的一些基本
概念的再定義(re-defination)開始，嘗試找出另一種詮釋的途徑。
課程主要以資訊社會的兩個主要動力：共享與交換為主軸，將整

個歷史納入討論並予以定位。最後再討論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之

間的關聯。 
課程的第一單元著重在基本觀念的建立。由資訊的概念開始

談起，接著進入資訊時代的基礎架構：電腦與網路，最後討論

WWW(World Wide Web)。重點在通過基本技術的理解，來分析這
些技術與社會互動的形式，以及他們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第

二單元討論資訊成為可交換的商品的機制，以及資訊商品對商業

模式和資本主義造成的影響。主要著重在資訊如何具有交換價

值、軟體業致富的關鍵、網路商業模式的轉移、智慧財產權問題。

電子商務並進行一些個案研究。第三單元討論資訊時代的另一個

動力：共享。主要以黑客(hackers)、及他們的具體作為來討論。
其中以幾個重要的運動和觀念貫串，並論及網路安全性和隱私權

的問題。第四單元則以尚在發展中的議題為討論內容。主要著重

在虛擬社群及其行為，介紹一些現有的研究成果並提出未來可以

研究的方向。 
修課學生上課前須閱讀指定的材料，出席上課並參與討論。

課堂外的主要活動都必須在網路上進行：參與討論、心得分享與

繳交作業。學生要以個人或小組的方式提出網路個案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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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學期末繳交，作為學期小組報告成績。具備適當的網路經驗

有助於課程的進行。 
上課進度： 
2/22  課程簡介 
 3/15  資訊的意義 

Bateson, Gregory 1979 Mind and Nature : a necessary unity, 
Reprint, New York: Dutton. 

http://www.oikos.org/mind&nature.htm 
http://www.oikos.org/m&nschoolboy.htm 
http://www.oikos.org/m&nmultiple.htm 
Borgmann, Albert 1999 Holding On to Reality,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teson, Gregory  1987 'Information and Codification :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in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 pp.168-211, by Jurgen Ruesch and 
Gregory Bates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3/22  電腦網路發展史 
Hillis, Daniel；林遠志、陳振男譯 1999《電腦如何思考》，第
一版，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 

Dyson, George. 2001《電腦生命天演論》，初版，台北：時報
文化。  

Moschella, David C.；蘇昭月譯 1999《權力狂潮──全球資訊
科技大預言》，初版，台北：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Shannon, Claude E. 1993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Collected Papers, pp.5-83, ed. by N. J. 
A. Sloane & Aaron D. Wyner, IEEE Press: New York. 

 3/29  Internet & WWW 
Herman, Andrew & Swiss, Thomas ed. 2000 The World 

WideWeb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http://www.w3.org/People/Berners-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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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Jim with Edwards, Owen；趙慧珍譯 1999 
《Netscape：網景創辦人克拉克傳奇》，台北：時報文化。  

 4/ 5  春假 
 ◎商機無限 
 4/12  微軟霸業 

Edstrom, Jennifer & Eller, Marlin；陳瑞清譯 1999《蓋茲的野蠻
兵團》，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 

方興東、王俊秀 1999 《起來！挑戰微軟霸權》，北京：中華

工商聯合。 
Gates, Bill；王美音譯 
  1997《新‧擁抱未來》，台北：遠流出版社。 
  1999《數位神經系統》，台北：商業周刊出版社。 

 4/19  電子商務 
Kelly, Kevin；趙學信譯 1999 《NET & TEN》，台北：大塊。 
Shapiro, Carl & Varian, Hal R.；張美惠譯 1999 《資訊經營法

則》，台北：時報文化。 
Schwarz, Evan I.；呂錦珍、洪毓瑛譯 1999 《Webonomics：
一個新名詞背後的無限商機》，台北：天下遠見。 

Leadbeat, Charles；李振昌譯 2001《知識經濟大趨勢》，台北：
時報文化。 

Shulman, Seth；吳書榆譯 2001《知識的戰爭》，台北：聯經  
Cronin, Mary J.；查修傑譯 1998《網路商機大未來》，台北：
遠流。 

Drucker, Peter F.；傅振焜譯 1994 《後資本主義社會》，台北：
時報文化。 

Tiffin, J. and Rajasingham, L. 1994 In search of the virtual 
class. London: Routledge. 

Wolff, Michael；周萱譯 1998《網路淘金》，台北：金錢文化。  
 4/26  資訊謀體 

Johnson, Steven 1997 Interface culture: how new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way we create and communicat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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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perEdge. 
Mcluhan, Marshall 1998 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s 

of man, 7th printing, 1st MIT Press ed.  
Koelsch, Frank；譚天譯 1996《資訊媒體狂潮》，台北：遠流。 

Nielsen, Jakob 1994 Multimedia and Hypertext: The Internet 
and Beyond, AP Professional. 

Barbrook, Richard 1995 Media Freedom, London: Pluto Press. 
 5/ 3  智慧財產權 

Johnson Deborah G.and Nissenbaum, Helen ed.1995 Computer, 
Ethics & Social Valu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Liberty ed.1999 Liberating Cyberspace: Civil Libertie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et, 1st edition, Pluto Press. 

Branscomb, Anne Wells；陳月霞譯 1996《出賣資訊》，台北：
時報文化。 

Kahin, Brain and Nesson, Charles；巫宗融譯 1999 《數位法

律：網際網路的管轄與立法、規範與保護》，台北：遠流 
Harris, Lesley Ellen；林以舜譯，1999 《www.數位智慧財.$》，
台北市：麥格羅希爾。 

 ◎黑客社群 
 5/10  黑客文化 

Levy, Steven 1994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The Delta Book. 

Brand, Stewart; <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 Time; Spring 
1995, Vol.145, No.12. 

http://members.aye.net/~hippie/hippie/special_.htm 
Raymond, Eric S. 1996 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Gancarz, Mike 1995 The Unix 
Philosophy, Digital Press. 

 5/17  自由的堅持：FSF與 Richard Stallman 

Johnson Deborah G.and Nissenbaum, Helen ed.1995 Computer, 
Ethics & Social Valu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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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nu.org/philosophy/ 
Raymond, Eric S.1999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Published 

by O'Reilly & Associates, Inc. 
http://www.tuxedo.org/~esr/ 
Raymond, Eric S.1996 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5/214  開放原始碼運動：Linux個案研究 

http://www.opensource.org/ 
http://www.linux.org.tw/CLDP/ 
http://www.cyut.edu.tw/~ckhung/published/ 
DiBona, Chris & Ockman, Sam & Stone, Mark ed. 1999 Open 

Sources: Voices of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O'Reilly & 
Associates. 

 5/31  安全與隱私 

Ball, Lesile D.1985 ‘Computer Crime’, in Tom Forester e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MIT Press. 
pp533-45. 

Brin, David；蕭美惠譯 1999 《透明社會：個人隱私vs.資訊
自由》，初版，台北：先覺。 

Garfinkel, Simson with Spafford, Gene；李國熙、陳永旺譯 
1999 《電子商務與網路安全》，初版，台北：歐萊禮。 

Icove, David & Seger, Karl & VonStorch Willam；陳永旺譯 1999 
《電腦犯罪》，初版，台北：歐萊禮。 

Featherstone, Mike and Burrows, Roger ed.1996 
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 Sage Publication. 

Hafner, Katie and Markoff, John；尚青松譯 1994 《電腦判

客》，第一版，台北：天下文化。 
 ◎進行中的革命 
 6/ 7  虛擬與實在 

Heim, Michael 1993 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Oxford Uni.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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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lley, Banjamin 1992 Virtual World: A Journey in Hype and 
Hyperreality, Cambridge: Blackwell. 

Jordon, Tim；江靜之譯 2001 《網際權力：網際空間與網際

網路的文化與政治》，初版，台北：韋伯文化。  
Sherman, Barrie and Judkins, Phil；金祖詠譯 1995 《模擬真

實》，初版，台北：時報文化。 
Slouka, Mark；張義東譯 1998 《虛擬入侵：網際空間與技

對現實之衝擊》，初版，台北：遠流。 

 6/14  Cyberspace 
Whittle, David B.1997 Cyberspace: The Human Dimension,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Turkle, Sherry；譚 天、吳佳真譯 1998 《虛擬化身：網

路世代的身分認同》，初版，台北：遠流。 

Strate, Lance and Jacobson, Ronald ed.1996 Communication 
and Cyberspac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Gelernter, David 1991 Mirror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Press. 

Herz, J. C.；吳佳真、洪凌譯 1998 《網路漫遊》，初版，台

北：遠流。 
Wertheim, Margaret；薛絢譯 1999《空間地圖》，初版，台北：
台灣商務。 

 6/21  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 
Heidegger, Martin；孫周興選編 1996 〈技術的追問〉，收在

《海德格爾選集》下冊，頁 847-978上海：三聯。 
Brown, John Seely & Duguid, Paul；顧淑馨譯 2001 《資訊革

命了什麼》，初版，台北：先覺。 

Roszak, Theodore 1986 The clut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Webster, Frank；馮建三譯，1999 《資訊社會理論》，初版，

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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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ckman, John；唐勤、梁錦鋆譯 1998 《第三種文化：跨

越科學與人文的鴻溝》，第一版，台北：天下遠見。 
Castells, Manuel；夏鑄九、王志宏、殷寶寧、溫蓓章、黃麗玲、

魏慶嘉譯 1998 《網絡社會之崛起》，初版，台北：唐山

出版社。 

Wiener, Norbert 1980 Cybernetics, 9th ed., The MIT press. 
Beniger, James R.；俞灝敏．邱辛曄譯 1998 《控制革命》上、

下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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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學 
教師：賴曉黎 
單位：台灣大學社會所 
時間：90(上) 
授課方式： 

修課同學必需分組，每組 3 ~ 5人並推舉組長一人。選課確
定後，組長請務必將全組名單寄給老師（含系級、學號、姓名、 
e-mail、網站筆名或暱稱）.，組長並請留連絡電話。確定修課的
同學必需上教學網站註冊，各小組擁有自己的版並可自行命名，

但至少要有兩個版，即：有關「文獻討論心得」版以及「田野報

告過程記錄」版。所有文件傳遞、消息通知與作業繳交等，請全

部 po 到小組自己的版上，並請自行備份。相關網路問題，請洽
任課教師。課程包括三部分： 
教師講授：學期大半的課程由教師主要以演講方式進行，內容著

重實例討論與概念分析。 
討論群組：小組要在下次上課前一天將參與討論者的心得張貼上

網，沒有參加小組討論的同學，必須個別張貼自己意見。作

業只需以自己的觀點和意見為主，引用請說明。請勿抄襲！ 
期末報告：課程進行中，小組可自行決定期末田野報告主題，唯

報告必須與課程內容相關，並最後以書面方式呈現。研究對

象和報告形式不限，特別期待同學做校外觀察。  
成績評定： 

課程設計主要以同學在小組活動的參與過程為評量依據，並

兼顧同學個人特質。田野報告佔 50%，版上討論佔 20%，課堂
參與佔 10%，同學互評佔 10%，期末考佔 20%。 

課程簡介： 
資訊時代與快速變遷是一對孿生兄弟。在我們這個時代，雖

說改變已經是生活的常態，但這也造成了個人生活、社會價值與

社會制度的鉅大衝擊。自然針對這些現象，吸引愈來愈多的學者

專家們的投入。他們不僅從多角度、多面向的觀察，也提出了更

深入、更有創意的見解。因此，儘管資訊社會學是一門年輕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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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領域，近年來的進展卻異常快速：議題不斷增加、內容日益深

刻並且影響持續擴大。早期強調的是：電腦特性、網路傳播與互

動媒體；現在著重點在：數位落差、智慧財產權與知識經濟。質

言之，討論主題逐漸由表現形式的差異，轉向實質內容的建構，

即：研究取向由資訊而知識。因此，限於時間關係，我們直接以

晚近的研究主軸：知識，作為課程的主要內容。 
  在簡單了解電腦、網路發展史之後，課程就進入資訊時代衝

擊的主要面向，包括學習、企業、經濟與社會等。接著，我們探

討知識共享的基本特質，及其對產業與社會的影響。然而，儘管

知識的影響似乎不可避免，但其中仍有些盲點，包括：區域競爭、

文化條件甚至錯誤認識，這就是我們再下來處理的部份。最後，

對資訊時代的特質與知識的社會作用，我們舉幾位主要代表人

物，探討他們的若干看法。 
  早在 1990 年代，許多有識之士都已看出：「知識從根本上
改變了社會的結構，創造出新的社會動力、經濟動力，以及新的

政（治）.體。」（杜拉克, 1994:53）.作為一位資訊時代的「知識
份子」，如何正確面對我們的時代，並提出兼具「資訊形式」以

及「知識內涵」的見解，這就是本課程期待和同學共同努力的最

重要目標。 
必讀書目： 
有關影片製作的相關資料可參考： 

Campbell-Kelly, Martin & William Aspray；梁應權、胡頂立譯    

1999 《我的名字是電腦》，第一版，台北：天下。 
Berners-Lee, Tim；張介英、徐子超譯 1999 《一千零一網：

WWW發明人的思想構圖》，初版，台北：台灣商務。 
上課進度： 
2 /25  課程簡介 
3 / 4  Moschella, David C.；蘇昭月譯 1999《權力狂潮──全球資訊科

技大預言》，頁 15-101, 115-151, 273-337，初版，台北市：
麥格羅．希爾。 

3 / 11  初步決定田野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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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ro, Andrew L.；劉靜怡譯 2001 《控制權革命──新興
科技對我們最大的衝擊》，頁 27-162，台北市：臉譜出版。 

3 /18  Logan, Robert K.；林圭譯 2001 第六種語言：網路時代的新

傳播語彙》，頁 173-396，初版，臺北市 : 藍鯨出版。 
3 /25  戴爾．尼夫(Dale Neef)等主編；邸東輝、范建軍譯 2001《知

識對經濟的影響力》，頁 17-179，初版，臺北市：知書房。 
湯瑪斯．史都華(Stewart, Thomas A.)著；宋偉般譯 1998《智慧
資本：資訊時代的企業利基》，頁 19-98，臺北 : 智庫。 

4 / 1   調整放假 
4 / 8   確定決定田野報告主題 

吉姆．波德金(Jim Botkin)著；李靜瑤、朱璞瑄譯 2000 《智

慧狂潮》，頁 31-199，初版，臺北市：高寶國際。 
4 /15  Himanene, Pekka；劉瓊云譯 2002 《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

神》，頁 15-205，初版，臺北市：大塊文化。 
4 /22  Wayner, Peter； 蔡憶懷譯 2000 《開放原始碼》，頁 211-381，

初版，臺北市 : 商周出版。 
4/29   Shulman, Seth；吳書榆譯 2001《知識的戰爭》，頁 3-111, 

205-257，初版，臺北市：聯經。 
5 /6   Brown, John Seely and Duguid, Paul；顧淑馨譯 2001《資訊革

命了什麼？》，頁 101-261，初版，臺北市：先覺。 
5 /13  田野報告初稿完成 

McLuhan, Eric and Frank Zingrone輯；汪益譯 1999《預知傳播
紀事：麥克魯漢讀本》，頁 167-316，臺北市：臺灣商務。 

5 /20  彼得．杜拉克著；傅振焜譯 1994《後資本主義社會》，頁 24-117, 
184-222，初版，臺北市：時報文化。 

5 /27  Bell, Daniel；高銛、王宏周、魏章玲譯 1995《後工業社會的
來臨》，頁 203-326，初版，臺北市：桂冠圖書。 

6 / 3  Castells, Manuel；夏鑄九、王志宏、殷寶寧、溫蓓章、黃麗玲、
魏慶嘉譯 1998 《網絡社會之崛起》，初版，台北：唐山。 

6 /10  學生報告（Ⅰ）. 
6 /17  學生報告（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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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學 
教師：黃厚銘 
單位：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時間：90(上)  
授課方式： 

除學期初的幾個單元以外，每個單元第一個小時先由教師介

紹本單元主要探討的重點，接著第二個小時由同學分組（共十組）.
報告指定教材，最後一個小時再由教師介紹另一篇相關研究，並

做總結。同學的報告須準備書面資料，書面資料包括摘要兩頁與

評論、討論問題或延伸報告一頁，於上課前一天繳交。討論會則

由同學分組針對虛擬社區相關事件收集資料、撰寫書面報告，以

提出分析、評論。影片欣賞須撰寫觀後感。 
成績評定： 

期中考 30%、期末考 30%、上課參與 20%、隨堂作業 20%  
課程簡介： 

本課程背後的理念是：科技應用乃科技特性與社會文化互動

的結果。授課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對資訊社會的認識與反省能力。

經由口頭講授與課堂討論、並配合隨堂作業，分就網路人際關係

與資訊時代的知識狀況兩方面，探討資訊科技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以便刺激學生思考「如何適切地應用資訊科技？」。 
上課進度： 
參考資料：（＊：教師講授，＃：同學報告，其他：參考用）.  
 9/24   科技、媒介與社會（本講全由教師講授）.  

*McLuhan, Marshall（馬歇爾．麥克魯漢）. 1999 〈《花花
公子》訪談錄〉，收於《預知傳播紀事：麥克魯漢讀本》，

Eric McLuhan & Frank Zingrone編，汪益譯，頁 25-76， 
台北：商務。  

*贊．布希亞（Jean Baudrillare）. 1994 〈大眾：媒體中的
社會內爆〉，王志弘譯，收於《空間社會文化身體性別

翻譯文選》，頁 223-235，台北：自印。  
*Heidegger, Martin 1996 《海德格爾的技術問題及其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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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宋祖良譯，台北：七略。  
*Webster, Frank 1999《資訊社會理論》，馮建三譯，台北：

遠流。  
*黃厚銘 2001〈Heidegger的哲學思想與資訊科技〉，《資訊

社會研究》，第一期，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邁克爾．海姆 (Michael Heim)  2000 〈海德格爾和麥

克魯漢：做為夥伴的計算機〉，收於《從界面到網絡空

間：虛擬實在的形而上學》，金吾倫、劉鋼譯，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    
10/8    電腦的使用者界面與人類思考模式（本講全由教師講授，須

借用視聽教室、找補充資料）.  
*葛倫特（David Gelernter）.1998 〈美的吊詭〉，收於《力

與美：電腦革命原動力》，白方平譯，頁 42-58，台北：
天下。  

*1998 〈桌面的興起〉，收於《力與美：電腦革命原動力》，
白方平 譯，頁 85-116，台北：天下。  

*1998 〈超越桌面〉，收於《力與美：電腦革命原動力》，白
方平譯，頁 117-156，台北：天下。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1998 〈兩種美學的故事〉，
收於《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譚天等譯，

頁 29-60，台北：遠流。（教師講授）.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1998 〈「補綴」的勝利〉，

收於《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譚天等譯，

頁 61-93，台北：遠流。  
*Negroponte, Nicholas 1995 〈聰明的代理人〉，收於《數

位革命》，齊若蘭譯，頁 112-129 ，台北：天下。  
貝瑞．薛曼（Barrie Sherman）. 1995《模擬真實》，金祖詠

譯，台北：時報。  
*Campbell-Kelly, Martin & William Aspray 1999 〈 軟 體

的崛起〉，收於《我的名字是電腦》，粱應權、胡碩立

譯，頁 340-373，台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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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模控空間的空間隱喻  
*黃厚銘 2000 〈模控空間的空間特性：地方的移除

(dis-place)或取代 (re-place)？〉，收於《網路與社會研
討會論文集》，新竹：清華 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保羅．李文森 2000 〈網路空間的字母之歌〉，收於《數
位麥克魯漢》，宋偉航譯，台北：貓頭鷹。  

*黃厚銘 2001〈Heidegger的哲學思想與資訊科技〉，《資訊
社會研究》，第一期，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瑪格麗特．魏特罕 1999 《空間地圖》，薛絢譯，台北：
商務。  

10/22   網路上的身分認同與信任  
*黃厚銘 1998 〈面具與人格認同：虛擬社區的人際關係〉，

台北：自由時報北台在地版（連載）.。  
*雪莉．特克 

（Sherry Turkle）.1998〈自我的形貌〉，收於《虛擬化
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 譚 天 等 譯 ， 頁

241-292，台北：遠流。  
1998〈身分認同危機〉，收於《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

認同》，譚天等譯，頁 365-384，台北：遠流。  
*馬克．史洛卡（Mark Slouka）. 1998 〈「精神分裂症的春

天」：對於身分認同的攻擊〉，收於《虛擬入侵》，張義

東譯，頁 49-80，台北：遠流。  
 10/29 網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  

*艾絲特．葛溫尼（Esther Gwinnell）. 1999 《愛上電子

情人》，何修宜譯，台北：商周。（尤其是第二、三章）.  
*黃厚銘 2000 〈網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台大社會學

刊》第 28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11/5 網路上的權力與性別關係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1998 〈虛擬性生活與性別
困擾〉，收於《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譚

天等譯，頁 293-330，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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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厚銘 2001〈網路上的權力與性別〉，收於《虛擬社區中
的身分認同與信任》，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Jordon, Tim 2001《網際權力》，江靜之譯，台北：韋伯文化。  
 11/12 虛擬社區的特性  

*翟本瑞  1999〈虛擬社區的社會學基礎〉，《社會科學理論
與本土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應用社

會學系。  
*馬克．史洛卡（Mark Slouka）. 1998 〈往蜂巢而去的高速

公路：對於社區的攻擊〉，收於《虛擬入 侵》，張義東
譯，頁 107-132，台北：遠流。  

 11/19  期中考試    
 11/26  電影欣賞：銀翼殺手（須借用視聽教室）.  
 12/3   討論會（虛擬貨幣的真實化：論發生在天堂網路遊戲的竊
案）.12/10  資訊時代的知識狀況  

*翟本瑞 2000 〈遠距教學與虛擬大學：網路時代的教育模
式變遷〉，收於《教育與社會：迎接資訊時代的教育社

會學反省》，台北：揚智。  
*黃厚銘 1997〈資訊社會中教育的變與常〉，收於《第二屆

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社

會所籌備處。  
*約翰．史立．布朗，保羅．杜奎德  2001 〈學習的理

論與實務〉，收於《資訊革命了什麼？》，顧淑馨譯，

台北：先覺。  
*約翰．史立．布朗，保羅．杜奎德 2001 〈資訊對大學教

育的挑戰〉，收於《資訊革命了什麼？》，顧淑馨譯，

台北：先覺。  
*理查．伍爾曼（Richard Saul Wurman）. 1994《資訊焦慮》，

張美惠譯，台北：時報。  
*大衛．申克（David Shenk）. 1998 《資訊超載》，林宜敬

等譯，台北：商周。  
 12/17   資訊的共享或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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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曉黎 2000 〈資訊時代的動力〉，收於《資訊的共享與交
換：黑客文化的歷史、場景與社會意涵》，台灣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Wayner, Peter 2000 《開放原始碼：Linux 與自由軟體運

動對抗軟體巨人的故事》， 蔡憶懷譯，台北：商周。（尤
其是八、九章）.  

*林納斯．托瓦茲 (Linus Torvalds)＆大衛．戴蒙 (David 
Diamond) 2001《Just for Fun》，粱曉鶯譯，台北：經典
傳訊。  

*Moody, Glyn 2001 《Linux 傳奇：讓比爾．蓋茲坐立難
安的天才》，杜默譯，台北：時報。  

 12/24 電子書的軟體邏輯  
*翟本瑞 2000 〈資訊時代的學習工具變革：電子書、電子

期刊與虛擬圖書館〉，收於《教育與社會：迎接資訊時

代的教育社會學反省》，台北：揚智。  
*黃厚銘 2000 〈電子書的軟體邏輯〉，聯合報讀書人週報。  
*約翰．史立．布朗，保羅．杜奎德 2001 〈背景環境對解

讀資訊關係重大〉，收於《資訊革命了什麼？》，顧淑

馨譯，台北：先覺。  
 12/31  超文本（hypertext）.與書寫、閱讀  

*鄭明萱 1997 《多向文本》，台北：揚智。（尤其是第一、
二章）.  

*1995 〈多媒體的先驅者〉，收於《多媒體革命》，吳明志譯，
台北： 遠流。  

*提姆．柏納李 1999 《一千零一網：WWW發明人的思想
構圖》，張介英、徐子超譯，台北：商務。  

*邁克爾．海姆(Michael Heim)  2000 〈超文本的天堂〉，收
於《從界面到網絡空間：虛擬實在的形而上學》，金吾

倫、劉鋼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  
1/7    資訊經濟  

*許華茲（Evan I. Schwartz）.1999《Webonomics》，呂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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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譯，台北：天下。  
*卓爾．考茨曼（Joel Kurtzman）.1995《金錢之死》，呂錦珍

譯，台北：時報。  
*傑克．魏勒福特（Jack Weatherford）. 1998 《金錢簡史》，

楊月蓀譯，台北：商周。  
*卡爾．夏培洛(Carl Shapiro)＆海爾．韋瑞安(Hal R. Varian)  

2000《資訊經營法則》，張美惠譯，台北：時報。（尤
其是第一章）.  

*Hagel, John & Arthur G. Armstrong  1998 〈虛擬社群的新
經濟〉，收於《網路商機：如何經營虛擬社群？》，朱

道凱譯，台北：臉譜。  
 1/14   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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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學 
教師：黃厚銘 
單位：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時間：90(下)  
開課對象：研究所學生 
授課方式： 
本課程每個單元進行方式除了由學期初選定負責各單元的同學

報告參考文獻以外，報告同學須自行收集至少一篇與該單元相關

之資訊社會學經驗研究論文併入口頭報告之中。報告前一天晚上

九點鐘之前須在資訊社會學課程版張貼書面報告，內容除了綜合

資料閱讀心得的摘要以外，開頭必須簡介文獻大意，末尾則須包

括評論與討論問題。上課參與 40%、期末報告 60% 
成績評定： 

上課參與 40%、期末報告 60% 
課程簡介： 

本課程背後的理念是：科技應用乃科技特性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結

果。授課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對資訊社會的認識與反省能力。經由

課堂討論，分就網路人際關係與資訊時代的知識狀況兩方面，探

討資訊科技與社會文化的關係，以便刺激學生思考「如何適切地

應用資訊科技？」。 
上課進度： 

2/26  科技與社會 
*Heidegger, Martin 1996  《海德格爾的技術問題及其他文

章》，宋祖良(譯)，台北：七略。 
*岡特．紹伊博爾德(Guenter Seubold)  1998   《海德格爾分

析新時代的技術》，宋祖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邁克爾．海姆(Michael Heim)  2000  〈海德格爾和麥克魯

漢：做為夥伴的計算機〉，收於《從界面到網絡空間：

虛擬實在的形而上學》，金吾倫、劉鋼(譯)，上海：上海
科技教育。 

*Heim, Michael 1993 “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284  資訊社會研究(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黃厚銘 2001〈Heidegger 的哲學思想與資訊科技〉，《資訊社

會研究》，第一期，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3/5   媒介與社會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London: Routledge. McLuhan, Marshall（馬歇
爾．麥克魯漢）. 

*1999  〈《花花公子》訪談錄〉，收於《預知傳播紀事：麥克
魯漢讀本》，Eric McLuhan & Frank Zingrone（編）.，汪
益(譯)，頁 25-76，台北：商務。 

*保羅．李文森  2000  《數位麥克魯漢》，宋偉航(譯)，台北：
貓頭鷹。 

*Williams, Raymond 1992 〈科技與社會〉，收於《電視：科技
與文化形式》，馮建三（譯）.，頁 21-45，台北：遠流。 

 3/12   模控空間 
*海德格爾(Heidegger, Martin)  2000 《存在與時間》，陳嘉映

等(譯)，北京：三聯。 

*Coyne, Richard 1997  “Technoromanticism: Digital Narrative, 
Holism, and the Romance of the Real.”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保羅．李文森 2000〈網路空間的字母之歌〉，收於《數位麥
克魯漢》，宋偉航(譯)，頁 89-105，台北：貓頭鷹。 

*2000 〈網路天使〉，收於《數位麥克魯漢》，宋偉航（譯）.，
頁 107-123，台北：貓頭鷹。 

*瑪格麗特．魏特罕  1999   《空間地圖》，薛絢(譯)，台北：
商務。 

*黃厚銘 2000〈模控空間的空間特性：地方的移除(dis-place)
或取代 (re-place)？〉，收於《網路與社會研討會論文
集》，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黃厚銘 2001 〈Heidegger的哲學思想與資訊科技〉，《資訊
社會研究》，第一期，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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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公私領域 

*Meyrowitz, Joshua  1985  “No Sense of Pl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i-Fu, Tuan（段義孚）. 1998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
潘桂成(譯)，台北：國立編譯館。 

*Mitchell, William  1999   《位元城市》，劉育東(譯)，台北：
天下文化。  1999 “E-topia: “Urban Life, Jim-But Not 

as We Know I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3/26  電腦的操作界面與人類思考模式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1998 〈兩種美學的故事〉，收
於《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譚天等(譯)，頁
29-60，台北：遠流。（教師講授）. 

*1998 〈「補綴」的勝利〉，收於《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
認同》，譚天等(譯)，頁 61-93，台北：遠流。 

*Campbell-Kelly, Martin & William Aspray  1999 《我的名字
是電腦》，梁應權、胡碩立(譯)，台北：天下。 

*葛倫特（David Gelernter）. 1998 《力與美：電腦革命原動力》，
白平(譯)，台北：天下。 

*貝瑞．薛曼（Barrie Sherman）. 1995 《模擬真實》，金祖詠
(譯)，台北：時報。 

*Negroponte, Nicholas  1995 《數位革命》，齊若蘭(譯)，
台北：天下。 

 4/9   自我認同 
*高夫曼(Goffman, Erving)  1992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

演》，徐江敏等(譯)，余伯泉（校）.，台北：桂冠。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1998 《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

身分認同》，譚天等(譯)，台北：遠流。 
*馬克．史洛卡（Mark Slouka）. 1998 《虛擬入侵》，張義東

(譯)，台北：遠流。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1986      《電腦革命》，施寄青

(譯)，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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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厚銘  1998 〈面具與人格認同：虛擬社區的人際關係〉，
台北：自由時報 北台在地版（連載）.。 

 4/16  網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 

*Simmel, Georg  1997 ‘Bridge and Door,’ in “Simmel on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s.” Eds. By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 Pp.170-174. London:  

*Sage.1997   ‘The Sociology of Sociability,’ in “Simmel on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s.” Eds. By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 Pp.120-130. London: Sage. 

*Simmel, Georg  1971   ‘The Stranger,’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Selected Writings.” Ed. & 
tr. By Donald N. Levi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艾絲特．葛溫尼（Esther Gwinnell）. 1999 《愛上電子情
人》，何修宜(譯)，台北：商周。 

*克麗歐．歐德薩(Cleo Odzer) 1998 《虛擬性愛》，張玉芬
(譯)，台北：新新聞。 

*黃厚銘 2000 〈網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台大社會學
刊》第 28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4/23  網路上的權力關係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 tr.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Jordon, Tim 2001《網際權力》，江靜之(譯)，台北：韋伯文化。 
 4/30  速度 

*保羅．維希留 2001《消失的美學》,楊凱麟（譯）.，台北:揚
智 

*Virilio, Paul 1997 “Open Sky.” London: Verso. 
*Bauman, Zygmunt 2001〈時間和階級〉，收於《全球化：對人

類的深遠影響》，張君玫（譯）.，頁 7-32，台北：群學。 
 5/7  資訊超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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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布希亞 1997《擬仿物與擬像》，洪凌（譯）.，台北：時
報。 

*贊．布希亞（Jean Baudrillare）.  1994 〈大眾：媒體中的社
會內爆〉，王志弘(譯)，收於《空間社會文化身體性別翻
譯文選》，頁 223-235，台北：自印。 

*Webster, Frank  1998     《資訊社會理論》，馮建三(譯)，台
北：遠流。 

 5/14  資訊／知識 
*西奧多．羅斯扎克(Theodore Rozak) 1993  《信息崇拜：計算

機神話與真正的思惟藝術》，苗華健等(譯)，北京：中國
對外翻譯。 

*大衛．申克（David Shenk）. 1998《資訊超載》，林宜敬等(譯)，
台北：商周。 

*理查．伍爾曼（Richard Saul Wurman）.1994 《 資 訊 焦

慮》，張美惠(譯)，台北：時報。 
*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 2000 《通往未來的過去：與十

八世紀接軌的一座新橋》，吳韻儀(譯)，台北：商務。 
*約翰．史立．布朗，保羅．杜奎德  2001 〈學習的理論與

實務〉，收於《資訊革命了什麼？》，顧淑馨(譯)，台北：
先覺。 

*2001 〈資訊對大學教育的挑戰〉，收於《資訊革命了什
麼？》，顧淑馨(譯)，台北：先覺。 

 5/21  資訊經濟 
*許華茲（Evan I. Schwartz）.  1999 《Webonomics》，呂錦珍

等(譯)，台北：天下。 
*卓爾．考茨曼（Joel Kurtzman）. 1995 《金錢之死》，呂錦珍

(譯)，台北：時報。 
*傑克．魏勒福特（Jack Weatherford）. 1998 《金錢簡史》，楊

月蓀(譯)，台北：商周。 
*卡爾．夏培洛(Carl Shapiro)＆海爾．韋瑞安(Hal R. Varian) 
2000 《資訊經營法則》，張美惠(譯)，台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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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el, John & Arthur G. Armstrong  1999      《網路商機：如
何經營虛擬社群？》，朱道凱(譯)，台北：臉譜。  

*凱文．凱利(Kevin Kelly) 2000     《NET & TEN》，趙學信(譯)，
台北：大塊文化。  

*丹．希勒(Dan Shiller)  2001     《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
(譯)，南昌：江西人民。 

5/28  資訊的共享或交換 
*海莫能(Pekka Himanen)  2002 《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

神》，劉瓊云(譯)，台北：大塊文化。 
*賴曉黎  2000 《資訊的共享與交換：黑客文化的歷史、場

景與社會意涵》，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林納斯．托瓦茲(Linus Torvalds)＆大衛．戴蒙(David Diamond) 
*2001《Just for Fun》，粱曉鶯(譯)，台北：經典傳訊。 
*Moody, Glyn 2001《Linux傳奇：讓比爾．蓋茲坐立難安的天

才》，杜默(譯)，台北：時報。 
*Wayner, Peter 2000《開放原始碼：Linux與自由軟體運動對

抗軟體巨人的故事》， 蔡憶懷(譯)，台北：商周。 
 6/4  超文本（hypertext）.與書寫、閱讀 

*Landow, George P.    1992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olter, David  1991 “Writing Space: The Computer, 
Hypertext, 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提姆．柏納李 1999 《一千零一網：WWW發明人的思想
構圖》，張介英、徐子超(譯)，台北：商務。 

*邁克爾．海姆(Michael Heim)  2000      〈超文本的天堂〉，收
於《從界面到網絡空間：虛擬實在的形而上學》，金吾

倫、劉鋼(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 
*鄭明萱 1997  《多向文本》，台北：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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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學專題討論 
教師：石計生 
單位：東吳大學社會所 
開課對象：碩一、二 
成績評定： 

課堂討論(discussion)30%, 課堂報告(leading)20%, 期末報告 50% 
課程目標：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同學了解資訊社會中科技與社會，政

治，與文化等層面的相互影響與衝擊。本課程意欲探究資訊技術

對於人類社會與政策的影響，必須在理論層次上從時間與空間的

向度理解「資訊技術」與「社會結構」的關係。資訊技術的當代

躍進的根本作用，是將牛頓式的視「時間/空間」為一種社會活
動的絕對預設的古典觀點，扭轉為愛因斯坦式的「時間-空間」
為人類社會的結構與日常生活決策的一個內生變數；亦即，資訊

技術已經使得「時間-空間」成為社會結構的影響決策結果的參
數，而不是背景。從這個角度出發，本課程從組織（資訊技術與

人、資訊技術與社會結構的互動）.，與決策（人在社會結構中
如何決策）.層次進一步探討，實證論（Positivism）.、詮釋論
（SocialInterpretation）.、功能論（Functionalism）.、與脈絡論（Social 
Context）.的論證侷限只能從「經驗空間」理解資訊技術對於人
類社會的影響；而忽略探究除了「經驗空間」之外，資訊技術在

當代所創造出來的「意識╱知覺空間」、與「想像空間」（A. Giddens, 
1984, D. Harvey, 1989, D.Gregory, 1994, S. Sahay, 1997）.，如何多
層次地改變著人類的生活與公共決策。資訊技術的決策意涵，隨

著人的主觀意識、與社會生產╱生產的社會脈絡的變化，一方面

能成為權力擁有者的形式化操作，進行組織的監視與控制；另一

方面，也可以成為互為主體的組織和諧保證，並創造高效率、高

品質的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本課程將同時指出，在時空作為多元

社會方程式真正的參數的思考之下，所有方程式中的變項：人、

社會結構、與資訊技術的互為因果的變化構成「社會文本」，其

書寫的流利與否，將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而轉變。希望訓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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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學的觀點對資訊社會中的現象進行反省與評估。並透過專

題報告的訓練讓學生能對資訊社會相關議題做更深層的觀察和

研究。 
參考書籍與期刊文章：  
資訊社會與資訊社會理論 

1.  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London: Blackwell, 
1996. 

2.  Frank Webster: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5. 

3.  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UK, UK,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0. 

4.  Lyon, Davi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sues and Illusions. 
Polity Press, 1988. 

5.  Schiller, Dan: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0. 

6.  Sahay, Sundeep: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Time-Space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tudies. 18/2: 229-260, 
1997. 

7.  石計生，〈資訊社會與社會學理論 — 一個馬克思主義論述傳
統與批判〉，當代，第 171期，頁 10-34，2001.11。 

電子書寫 

8.  Heim, Michael: Electronic Language: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Word Processing.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虛擬真實與實在虛境 
9.  石計生，〈意義的挑釁：德希達與保羅．德曼的解構主義，及
其在當代社會的文化解釋探究〉。東吳社會學報，第十一期 
2001.12。 

10. Heim, Michael: 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 Castells, M.: End of Millennium. London: Blackwel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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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空間 

12. Kitchin, Rob. Cyberspace. Wiley, 1998. 
13. White, David, B. Cyberspace, the Human Dimension. NY: W.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1996. 
14. Liberty (ed.): Liberating Cyberspace, Civil Liberties,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15. Featherstone, M., Roger Burrows: Cyberspace, Cyberbodies, 

Cyberpunk, Culture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16. Dodge, M., R. Kitchin: Mapping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1 

17. Dodge, M., R. Kitchin: Atlas of Cyberspace. NY: Pearson 
Education Press, 2001. 

數位鴻溝/落差 

18. Benjamine M. Compaine: The Digital Divide, Facing a Crisis or 
Creating a Myth?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1. 

19. Norris, Pippa: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地理資訊系統 

20. Arnoff Stanfor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s.P.25-29, WDL Publications, Ottwa, 
Canada, 1989. 

21. 石計生著 《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台北：儒林出版社，2001。 
22. 周天穎等編著 《地理資訊系統理論與實務》台中：逢甲大學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2000。 

上課進度： 
03/07  課程介紹與師生認識 
03/14  資訊社會與資訊社會理論 1：Castells, M., Poster, M. 
03/21  資訊社會與資訊社會理論 2：Lyon, David 
03/28  資訊社會與資訊社會理論 3：Schiller,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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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  資訊社會與資訊社會理論 4：Sahay, Sundeep 
04/11  電子書寫 1：Heim, Michael 
04/18  電子書寫 2：Heim, Michael 
04/25  虛擬真實與實在虛境 1：Castells, M 
05/02  虛擬真實與實在虛境 2：Heim, Michael 
05/09  網絡空間 1：Kitchin, Rob 
05/16  網絡空間 2：Liberty (ed.) 
05/23  網絡空間 3：White, David, B 
05/30  網絡空間 4： Featherstone, M 
06/06  數位鴻溝/落差 1：Benjamine M. Compaine 
06/13  數位鴻溝/落差 2：Norris, Pippa. 
06/20  地理資訊系統：石計生 
06/27  期末報告 



  
  

科目：資訊社會學理論專題討論 
教師：石計生 
單位：東吳大學社會所 
開課對象：研究所  
成績評定： 

1. 研究生必須針對有興趣的議題提出課堂報告與參與討論

(40%)  
2. 期中時需繳交一篇 10頁左右的閱讀心得(中英文皆可) (20%)  
3. 期末時需參加 take home一週的考試，由十題問題中選擇四題
作答(40%)  

教授方式：  
1. 本課程授課以學生課堂報告、並與老師共同討論的方式進行。  
2. 本課程將印製成讀本以利學生閱讀思索。  
3. 本課程鼓勵學生以英文討論與撰寫報告，並鼓勵學生發表文
章於國際期刊。  

指定用書： 
1. 石計生著《馬克思理論與當代社會制度》台北：揚智出版社，

2000。 
2. Alex Callinicos著《社會學理論思想的流變》簡守邦譯，台北：
韋伯文化出版社，2000。 

3. M. Castells著夏鑄九、黃慧琦等譯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
與文化—第三卷：千禧年的終結》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Vol. III. The End of 
Millennium)，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 

4. John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SecondEdi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5. Wallace Ruth A. and Alison Wolf: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Continuing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Four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Press,1992. 

6. G. Ritzer: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NY: The McGraw-Hill 
ompanies Inc.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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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Yves de la Haye (ed.): Marx and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the Movement of Commodities, People, 
Information and Capital. France, Bagnolet,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Research Cente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Press,1979. 

8. Frank Webster著《資訊社會學理論》馮建三譯，台北：遠流出
版社，1999。 

參考書籍（References）.：  
※本課程將亦隨時引介最新期刊相關資料，以為補充。 

1. Philip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 Somerset: Open Books 
Publishing Press, England, 1982. 

2. Raymond Aron著《社會學主要思潮》葛智強等譯，上海譯文
出版社，1988。 

3. S. Lash: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 
1991. 

4.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Y: Simon and Schuster Press, 1982. 

5. 高宣揚著《後現代論》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 

6. Deleuze G., F.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7. Alexander J.C., S. Seidman (eds.):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Micha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teven 
Rendall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9. Kellner D.: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10.Michael Foucault 著《瘋癲與文明》劉北成等譯，台北：桂冠
圖書公司，1992。 

11.高宣揚著《當代社會學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1998。 

12.J.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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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13.J. Habermas: 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91. 
14.A. Giddens著 《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李康等譯，上海：三聯出版社，1998。 

15.R. Dahrendorf 著《現代社會衝突》林榮遠譯，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院，1992。 

16.Roland Barthes著《流行體系 I： 符號學與服飾符碼》敖軍譯，
台北：桂冠出版社，1997。 

17.Roland Barthes著《流行體系 II： 流行的神話學》敖軍譯，台
北：桂冠出版社，1997。 

18.Stephen Graham: Global Grids of Glass: On Global Citie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Planetary Urban Networks. Urban 
Studies. Vol. 36, No.5-6, 929-949, 1999. 

19.Susan Sontag(ed.): A Barthes Reader. London: Vintage Press, 
1982. 

20.James W. White: Old Wine, Cracked Bottle? Tokyo, Paris, and the 
Global City Hypothe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March 451-477, 1998.  

21.Michael P. Smith: The Global City—Whose Social Construct is it 
Anyway? A Comment on White.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March482-488, 1998.  
22.Sakia Sassen: Swirling that Old Wine Around in the Wrong Bottle, 

a Comment on White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March 478-481, 1998.  

23.James W. White: Half-Empty Bottle or No Bottle at all? A 
Rejoinder to Sassen and Smith.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March 489-491, 1998.  

24.Sakia Sassen: New frontiers facing urban sociology at the 
Millenniu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No. 51, March, pp. 
143-15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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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Neil Brenner: Globalization as Reterritorializ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Gover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Vol. 36, No. 3, 431-451, 1999.  

26.Catherine Rhein: Globalization, Social Change and Minor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Paris: the Emergence of New Class Patterns. 
Urban Studies. Vol. 35,No. 3, 429-447, 1999.  

27.Ginsburg N., B. Koppel, T.G. McGee (eds.): The Extended 
Metropolis,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USA, 1991. 

28.T.G. McGee, I.M. Robinson (eds.): The Mega-Urban Regions of 
SoutheastAs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Canada, 
1995.  

29.Mohammad A. Qadeer: Ruralpolis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Residential Land Economy of High-density Rural Regions in 
South Asia. UrbanStudies. Vol. 37, No.9,1583-1603, 2000.  

30.David Byrne: Social Exclusions.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UK, 1999.  

31.Isabel YE’PEZ DEL CASTILLO: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Social Exclusion: Lessons from France and Belgium.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133, No. 5-6, 613-633, 1994.  

32.Hilary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3, No. 5-6, 
531-578, 1994.  

上課進度： 
師生認識與課程鳥瞰 (第一週)  

資訊社會學理論概論(第二至第四週)  

古典與現代理論(第五至第八週)  

後現代理論(第九到第十五週)  

全球化與資訊理論(第十六到第十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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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全球化、資訊化、與資本主義 專題討論 
教師：石計生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開課對象：資訊社會研究所 1,2年級  
教授方式：  

1.  本課程授課以學生課堂報告、並與老師共同討論的方式進行。  
2.  本課程將印製成讀本以利學生閱讀思索。  
3.  本課程鼓勵學生以英文討論與撰寫報告，並鼓勵學生發表文
章於國際期刊。  

課程目標： 
本課程將從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興起的過程，探討今日熱門的全球

化、資訊化及其相關範疇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自從十九世紀中

葉以來，「朝向工業化轉變」(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zation)是古典
與當代社會學理論家的共同問題意識，但是因為不同時代的科技

發明與技術水準的差異，使得一百年來理論家們的思維向度與理

論內涵有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工業化是逐步脫離勞動價值與

自然的過程，人類憑藉科技，企圖掙脫生產力的束縛，宰制自然，

創造理想世界。科技發明的演進與作用，是沿著機械生產 自

動化生產 資訊化生產的軌跡前進。歷史意義上的「資訊」，因

此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產生變化，「工

業化」似乎也被更精確的「資訊化」(informationalization)所取代，
當代資訊化生產創造出一個無法與資訊化消費分離的新世界樣

態，其影響仍有深入待評估與研究。本課程將涵蓋以下思想家與

研究主題：  
(1)   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全球化探究：  
全球化究竟從何時開始？是 15-18 世紀？還是 19 世紀？或
者是 20 世紀中葉？全球化究竟是西歐專屬的、單面向向世
界其他地區擴散的，還是可以是中國為中心的，雙向的交

流？ 這些問題都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與發展息息相關。
這些問題的回答，必須仰賴以下的閱讀：歷久彌新的古典社

會學家：如馬克思(Karl Marx)、涂爾幹(E. Durkheim)、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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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Weber)等經典名著的閱讀，與現代歷史社會學家年鑑
學派的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依賴理論的法蘭克
(Frank)、世界體系的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網絡社會論的
科司特(Castells)等。  

(2)   全球化與資訊化對當代社會的衝擊：  
全球化與資訊化對於當代社會的衝擊涉及全球化與區域化

的辯證關係，全球化與區域化的關係、主要來源、與過程為

何？其經驗上的實際證據與顯著性為何？這涉及全球化與

區域化的理論與實踐，即全球化與區域化的與國家、空間、

經濟活動、文化與資本主義的未來(第三條路)等面向的關
係，本課程均將深入探討。進而，我們將從區域的角度，特

別是亞洲的太平洋地區，包括台灣、日本、南韓等，去研究

區域與全球化的關連；特別是亞洲金融風暴、麥當勞庸俗文

化、跨區域的經濟聯合、生產網絡的區域分工與整合、與亞

太性慾經濟和女性主義等課題均是探討的重點。將閱讀泰瑞

麥吉(T.G. McGee)、莎森(S. Sassen)、科司特(M. Castells)等人
的理論。  

指定用書： 
1. 石計生著 《馬克思理論與當代社會制度》台北：揚智出版社，

2000。 

2. Philip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 Somerset: Open Books 
Publishing Press, England, 1982. 

3.  M. Castells著 黃慧琦、夏鑄九等譯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
與文化—第三卷：千禧年的終結》(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I. The End of 
Millennium)，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 

4. 布羅代爾(Braudel)著 楊起譯 《資本主義的動力》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1994。 

5.布羅代爾(Braudel)著  顧良譯《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
資本主義》上海： 三聯出版社，1993。 

6.華勒斯坦(Wallerstein)著  《現代世界體系》北京：高等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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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98。 
參考書籍：  

1. Raymond Aron 著《社會學主要思潮》葛智強等譯，上海譯文
出版社，1988。 

2. S. Lash: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 
1991. 

3.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Y: Simon and Schuster Press, 1982. 

4. 高宣揚著《後現代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1999. 

5. Deleuze G., F.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6. Alexander J.C., S. Seidman (eds.):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Micha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teven 
Rendall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8. Kellner D.: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9. Michael Foucault 著《瘋癲與文明》劉北成等譯，台北：桂冠
圖書公司，1992。 

10.高宣揚著《當代社會學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1998。 

11.J.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12. J. Habermas: 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91. 

13.A. Giddens著 《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李康等譯，上海：三聯出版社，1998。 

14.R. Dahrendorf 著《現代社會衝突》林榮遠譯，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院，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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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Roland Barthes著《流行體系 I： 符號學與服飾符碼》敖軍譯，
台北：桂冠出版社，1997。 

16. Roland Barthes著《流行體系 II： 流行的神話學》敖軍譯，
台北：桂冠出版社，1997。 

17. Stephen Graham: Global Grids of Glass: On Global Citie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Planetary Urban Networks. Urban 
Studies. Vol. 36, No. 5-6, 929-949, 1999. 

18. Susan Sontag(ed.): A Barthes Reader. London: Vintage Press, 
1982. 

19. James W. White: Old Wine, Cracked Bottle? Tokyo, Paris, and 
the Global City Hypothe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March 451-477, 1998.  

20. Michael P. Smith: The Global City—Whose Social Construct is 
it Anyway? A Comment on White.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March 482-488, 1998.  

21. Sakia Sassen: Swirling that Old Wine Around in the Wrong 
Bottle, a Comment on White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March 478-481, 1998.  

22. James W. White: Half-Empty Bottle or No Bottle at all? A 
Rejoinder to Sassen and Smith.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March 489-491, 1998.  

23. Sakia Sassen: New frontiers facing urban sociology at the 
Millenniu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No. 51, 
March, pp. 143-159, 2000.  

24. Neil Brenner: Globalization as Reterritorialization: the Re- 
Scaling of Urban Gover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Vol. 36, No. 3, 431-451, 1999.  

25. Catherine Rhein: Globalization, Social Change and Minor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Paris: the Emergence of New Class Patterns. 
Urban Studies. Vol. 35, No. 3, 429-447, 1999.  

26. Ginsburg N., B. Koppel, T.G. McGee (eds.): The Ex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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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USA, 1991. 

27.T.G. McGee, I.M. Robinson (eds.): The Mega-Urban Regions of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Canada, 1995.  

28. Mohammad A. Qadeer: Ruralpolis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Residential Land Economy of High-density Rural 
Regions in South Asia. Urban Studies. Vol. 37, 
No.9,1583-1603, 2000.  

29.David Byrne: Social Exclusions.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UK, 1999.  

30.Isabel YE’PEZ DEL CASTILLO: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Social Exclusion: Lessons from France and Belgium.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3, No. 5-6, 613-633, 
1994.  

31.Hilary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3, No. 5-6, 
531-578, 1994.  

32.Lesilie Sklair: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John Hopkins 
UniversityPress, 1995. 

33.Martin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34. Water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5.Richard Bane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luster Press, 1994. 

36. Sakia Sassen: New frontiers facing urban sociology at the 
Millennium.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No. 51, March, 
pp. 143-15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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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Richard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The Hinge of 
History: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Competition and Change. 1 (1): 1-12, 1995. 

上課進度： 
師生認識與課程鳥瞰 (第一週)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探究(第二至第八週)  

全球化與資訊化對當代社會的衝擊(第九至第十五週)  

結論(第十六到第十八週) 

其他 
石老師網址觀看大綱與講義  

http://home.pchome.com.tw/happy/micstone/index.html  
http://www.micstone.2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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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全球化與區域化專題討論 
教師：石計生 
單位：東吳大學社會所 
開課對象： 研究生 
課程內容： 

本專題討論將從區域研究的角度，探討全球化的選擇性面向。全

球化是當前社會學最熱門的議題，關於全球化的討論文獻極其豐

富且分歧，我們將以下列概念與方法論上的問題切入主題：我們

如何能理解全球化與區域化的概念？全球化與區域化的關係、主

要來源、與過程為何？其經驗上的實際證據與顯著性為何？這涉

及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理論與實踐，即全球化與區域化的與國家、

空間、經濟活動、文化與資本主義的未來﹙第三條路﹚等面向的

關係，本課程均將深入探討。進而，我們將從區域的角度，特別

是亞洲的太平洋地區，包括台灣、日本、南韓等，去研究區域與

全球化的關連；特別是亞洲金融風暴、麥當勞庸俗文化、跨區域

的經濟聯合、生產網絡的區域分工與整合、與亞太性慾經濟和女

性主義等課題均是探討的重點。 
教學進度： 

1. 全球化與區域化的觀念與概論 
2. 全球化的理論取向 I 
3. 全球化的理論取向 II 
4. 全球化和國民國家 
5. 第三條路和全球化: 資本主義的未來 
6. 第三條路和全球化: 未來的社會主義 
7. 全球化和空間 
8. 全球化和經濟動 
9. 全球化文化與後殖民論述 
10. 第四空間與社會黑洞 
11. 東亞的商品生產鍊 
12. 台灣的西向與南向政策 
13. 區域的沈淪？亞太性慾經濟與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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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般書目 

1. Lesilie Sklair: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Martin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Water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Richard Bane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luster 
Press, 1994. 

5. 張家銘，徐偉傑著 全球化概念的發展：一個發展社會學脈絡   
的考察。台北，外雙溪：（東吳社會學報）.，第八期，
pp.79-121.，1999. 

6. Sakia Sassen: New frontiers facing urban sociology at   
Millenniu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no.51, March, 
pp.143-159, 2000. 

7. Alan Scott: Globalization: social process or political rhetoric? In: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and Argument. Alan Scott(ed.), 
Routledge Press. 1997. 

觀念與概論 

8. Richard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The Hinge of   
History: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Competition and Change. 1(1):1-12, 1995. 

9. James Rosen: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7, pp. 360-364. 

10. Philip McMichael: Globalization: Myth and Realities. Rural   
Sociology, 61(1), pp.25-55, 1996. 

11. 羅斯諾(J. Rosenau)著，〈全球化的複雜與矛盾〉，王列等編譯， 
《全球化與世界》中央編譯出版社，pp. 206-21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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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理論取向 

12. David Harvey: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Rethinking Marxism, 8    
(4), Winter, 1995, pp. 1-17. 

13. 羅蘭 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著，梁光嚴譯，《全球化—社  
會理論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4. Christopher Chase-Dunn: The Whole System. In: Global  
Formation, Part I, Chapter 1. 

全球化和國家角色的變化    

15. Saskia Sassen: The State and the New Geography of Power. In: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hapter 1.  

16. Saskia Sassen: The State and the Global City: Notes Towards a  
Conception and Place-Centered Governance. Competition and 
Change. Vol. 1, pp. 31-50, 1995.  

17. Susan Strange: The Erosion of the State.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7, pp.365-369.  

18. 貝克、哈伯馬斯(Beck, Habermas)等著，王學東等譯，《全球 
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19. Joe Painter: The Regulatory State: the Corporate Welfare State  
and Beyond. In: Geographies of Global Change. Chapter 9.  

20. Hendrik Spruyt: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Chapter 1-3.  

21. U. Beck著，孫本治譯，《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 
與機會》，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第三條路和全球化  
22. Ota Sik(奧塔‧齊克): The Third Way,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Marian Sling trans. London: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6.  

23. A.F. Utz著，楊世雄譯，《第三條路哲學，新馬克思主義與新 
自由主義之間》，九鼎文化出版社，1991。  

24. 紀登斯(A. Giddens)著，鄭武國譯，《第三條路：社會主義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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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北，聯經出版社。  
25. 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 

社，1998。  
全球化和空間  

26. 柯司特(M. Castells)著，夏鑄九譯，流動空間，《網路社會的崛  
起》，第六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8.   

27. Ginsburg N., B. Koppel, T.G. McGee (eds.):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USA, 1991.  

28. T.G. McGee, I.M. Robinson (eds.): The Mega-Urban Regions of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Canada, 
1995.  

29. Graham Fuller: Redrawing the World’s Borders. World Policy  
Journal. XIV (1), Spring, 1997, pp. 11-21.  

30. John Agnew and Stuart Corbridge: The Territorial Trap. In:  
Mastering the Space: Hegemony, 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1. David Harvey: The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England ; New York, NY, USA : B. 
Blackwell, 1989. 

全球化和經濟活動  

32. Gary Grer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8, pp.37-70, 1999.  

33. Paul Knox: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Economic Change. The  
Annale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y 1997, pp.17-27.  

全球化和文化活動  

34. 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 (2), Spring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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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24.  
35. George Ritzer: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1993.  

36. Kelvin Robins: The New Spaces of Global Media. In:  
Geographies of Global Change. Chapter 15, Oxford: 
Blackwell Press.  

37. Richard Munch: McDonaldized Culture, The End of  
Communication? In: Resisting McDonaldization. Barry 
Smart (ed.) pp.135-147.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9.  

38. Douglas Kellner: Theorizing/Resisting McDonaldization, a  
Multiperspectivist Approach. In: Resisting McDonaldization. 
Barry Smart (ed.) pp.186-205.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9.  

全球化和區域化  

39. Barbara Stallings: Introduction: Global Change and Regional  
Response. In: Global Change, Regional Response.  

40. 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 Living in the Global. In: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41. Susan Clarke and Gary Gaile: Local Politics in a Global Era:  
Thinking   

42. Locally, Acting Globally.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y 1997, pp. 
28-43.  

43. David Moberg: Chicago To be or Not to be a Global C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XIV (1), Spring 1997, pp.71-86.  

全球體系下的亞洲與台灣  

44. Alvin So and Stephen Chiu: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apter 
1.  

45. Bruce Comming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acific Ri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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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A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System. Chapter 2.  
46. Arif Dirlik: Introducing the Pacific. In: What is in a Rim?   

Chapter 1.  
47. Alexander Woodside: The Asia-Pacific Idea as a Mobilization  

Myth. In: What is in a Rim?  Chapter 2.  
48. Peter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Asian Regionalism in Com-  

Parative Perspective.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49. Gary Gereffi: Commodity Chains and Regional Divisions of  

Labor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Business. 12(1), 1996, 
pp.75-112.  

50. Chia Siow Yue and Lee Tsao Yuan: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 New Force in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In: Pacific 
Dyn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51. Xiangming Che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Go West but Also Go South. Asian Survey, May 1996, 
pp. 447-467.  

52.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and Noel Tracy: Chinese  
Diaspora Capit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2.  

53. Neferti Xina M. Tadiar: Sexual Economies in the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 What Is in a Rim? Chapter 10.  

54. Philippe Lasserre and Hellmut Schutte: Strategies for Asia  
Pacific, Beyond the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Business 
Press, 1999.  

指定用書： 

James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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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專題討論 
教師：石計生 
單位：東吳大學社會所 
開課對象：研究生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將探討一個社會學研究的嶄新領域：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的理論與實踐。GIS是未來
人文社會科學整合的重要方向之一，由於一九九零年後，它的發

展與軟體均已臻於成熟，使得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更趨廣泛。地

理資訊系統為「一種對電腦硬體、軟體、地理資料、和個人設計

的組織化收集，以便有效地捕捉、儲存、升級、與掌握所有形式

和地理關連的資訊」(ESRI, 1999)。由此看來，(1)地理資訊系統
不只是一套「工具組」而已，它雖然建立在現代的電腦科技上，

同時也是「個人設計與創新」的場域；(2)地理資訊系統的處理資
料是「所有形式和地理關連的資訊」，這意味著系統的「地理中

心主義」，即所有的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的資料，最後都是以「地

圖」(map)的形式出現，而就 GIS 的現代電腦特質而言，它所呈
現出來的，是一種「數位化地圖」(digital map)。本課程即是從社
會學角度，首先教導學生地理資訊系統的基本概念，並詳細介紹

地理資訊系統的理論與社會學的關連，進而，以「士林人文社會

實驗室」的區域研究為例，讓同學實際操作地理資訊系統的操作

軟體，繪製「數位化的社會地圖」(digital social maps)。 
指定用書： 

1. 石計生著 《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台北：儒林出版社，2001。 

2. Demers, Michael N: Fundamental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John Willey and Sons Press, 1997. 

參考書目： 
1. 周天穎等編著 《地理資訊系統理論與實務》台中：逢甲大學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2000。. 
2. 黃加佩等譯 《資料庫管理》第五版，Fred R. McFadden, Jeffrey  

A. Hoffer, Mary B. Prescott等著，臺北：儒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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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3. Fred R. McFadden, Jeffrey A. Hoffer, Mary B. Prescott: Modern   
Database Management. Fifth Ed.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ing Service, Inc., 1999. Richard Bane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luster Press, 1994. 

4. Arnoff Stanfor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s.P.25-29, WDL Publications, 
Ottwa, Canada, 1989. 

教學進度： 
1. 師生認識與課程鳥瞰 
2. 地理資訊系統與社會學理論概論 
3. 地理資訊系統實作 I：屬性資料 
4. 地理資訊系統實作 II：空間資料 
5. 地理資訊系統實作 III：數位化地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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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化組織 
教師：羅家德 
單位：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開課對象：研究所選修同學 
課程內容： 
（一）.組織再造工程與資訊化   

(A) 什麼是組織再造工程 
(B) 一條鞭企業流程  
(C) 再造工程的步驟   
(D) 再造工程的結果—網絡式組織     
指定讀物： 
改造企業    Machael Hammer and James Champy 
改造管理    James Champy 

Managing Information across the Enterprise Wysocki and DeMichiel 
（二）.組織再造工程與組織網絡化   

(A)網絡式組織的興起  
高科技產業與網絡式組織     
虛擬企業組織               
知識工人與在家上班          

(B)組織再造工程的過程   
指定讀物： 
課本 第一、二章。 
再造惠普    Deonie Zell 

（三）.網絡式組織之運作  The Ope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network 
(A) 弱連帶與訊息傳遞     
衡量連帶強弱問題     
橋的觀念             
新知擴散              

(B) 強連帶與信任關係     
跨企業合作網絡      
情感與利益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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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行為問題          
(C) 網絡結構與網絡管理     

靜態網絡分析    
結構洞理論  
企業機會        

(D) 網絡式組織的型態  The comparison of network forms 
中、日、美三國比較 

指定讀物： 
課本 第一、二、三、四、五、八章。 

Ronald Burt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1992 Nitin Nohria 
和 Robert G. Eccles 編。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第 6章 
（四）.網絡式組織的效率問題   

(A) 信任關係與交易成本 
鑲嵌性觀點 
強連帶與信任關係 
欺詐、信任與欺詐防制 
欺詐防制與交易成本 

(B) 彈性與專精       
以臺灣公司的動員機制為例 

(C) 策略聯盟與資源共享    
以矽谷的知識聯盟為例 

(D) 情報網與知識擴散  
地區產業的優勢   
知識擴散的非正式場域           

(E) 集體交易效率         
網絡相變現象                
動態網絡分析                

指定讀物：課本（b）.第 6,7,9,10,11,12,14,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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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學（A）.--資訊經濟導論 
教師：羅家德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所 
開課對象：研究所選修同學 
課程目標： 

此為討論課（Seminar）.，以課堂報告與課後報告為主。課前需
閱讀指定讀物。英文講義由老師交予學生影印。本課程之目的在

於使同學瞭解資訊經濟之興成社會網絡化，並在消費者行為、組

織和勞力過程、以及組織行為上產生的變化。 
課程內容： 
（一）.數位化經濟 

(A) 什麼是電子商務                
（B）.多元多變的市場                
（C）.跨組織、網路上的企業運作      
（D）.數位經濟的企業策略            

指定讀物： 
數位化經濟時代       唐泰普史考特 
後資本主義社會       彼得杜拉卡 

（二）.虛擬空間中的消費   
（A）. 網上消費經驗之再現    
（B）. 一對一行銷            
（C）. 虛擬社區與分眾市場    
（D）. 網上消費者行為模式    

（三）.網絡式組織       
（A）.網絡式組織的興起      
彈性專精生產        
虛擬企業組織        
學習型組織          

（B）.網絡式組織的組織原則－－與科層組織比較   
有機式 vs. 機械式           
社會控制 vs. 法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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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權 vs. 集權               
扁平 vs. 層級               

指定讀物：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iore and Sabel 
Powell, Walter W, 1990.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四）.網絡式勞力過程之組織行為                    
（A）.資訊化組織與勞力過程網絡化          
（B）.勞力市場與人際關係網絡－－找職行為     
（C）.內部勞力市場與人際關係網絡－－昇遷的馬考夫過程 
（D）.傳播模型與組織內傳播行為－－影響力如何形成    

指定讀物： 

Mark Granovetter “The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bor Market Analysis: A Social Structural Vi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 第
9章 

Everett Rogers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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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化企業關係管理 
教師：羅家德 
單位：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所 
開課對象：研究生 
課程內容： 

Manuel Castells 在其探討資訊社會的鉅著「網絡社會之崛
起」中有言(1996)： 

近來的歷史經驗已經為資訊化經濟的新組織形式，提供了

一些答案。這些答案的共同基礎就是網絡。….它是企業的一種
特定形式，其整套工作方法是由各部份的自主性目標系統所交織

而成的(P. 176-179)。 
每一時代中因時代環境之不同而有不同的主流組織型態出

現，而不同的組織型態則需要配合不同的管理哲學，以管理個性

不相同的員工。資訊時代裏需要什麼樣的管理哲學呢？Miles 與
Creed稱新的管理哲學為人力投資哲學(human investment theory, 
1995)，他們強調人力投資哲學是網絡式組織的管理哲學，要把
員工視為像小老闆一樣的獨立作業者，鼓勵其終身學習，不斷成

長，能持續跟上時代脈動與市場波動，面對市場作出決策，並彈

性而自發地滿足顧客需求。簡單地說，未來的企業型態將會是以

網絡式組織為主，內部網絡化以控管專業員工、工作團隊甚至虛

擬團隊，外部亦網絡化以協調 SOHO 族、工作室、外包商及策
略盟友，控制管理這樣的一群員工（或外包工）.需要的是人力
投資哲學，因為科層控制的威權管理及公司規章不再對獨立作業

者有效，取而代之的是如何與他們保持良好關係，維繫共同目

標，以分工合作，這正是本課所說關係管理所要探討的管理哲學。 
課程內容： 

(一)資訊化組織與組織網絡化                    

什麼是資訊化組織 
資訊管理與企業流程 
企業流程的觀點 
企業流程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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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再造工程與網絡化 
網絡式組織的管理哲學 

(二)關係網絡分析及管理工具    

情感、情報與諮誘三類網絡 
網絡結構與權力      
小團體       
如何測量關係強度                    
如何設計問卷及作調查 
網絡靜態結構分析在 OB上之應用：離職與曠職行為 
OB應用：親信研究           

(三)網絡管理與非正式權力 

傳播模型與組織內傳播行為－－影響力如何形成 
結構洞理論──競爭的利基何在 
找出地下總司令 
組織內信任 

(四)網絡分析與團隊管理 

團隊成員如何選取 
情感、情報與諮詢網絡各佔什麼角色 
守門人與連絡官 
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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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網上消費者行為 
教師：羅家德、吳齊殷 
單位：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 
開課對象：研究所選修同學。 
課程目標： 

藉此一課程讓有志於向 B2C EC上發展的同學，從瞭解網民行為
開始，從而瞭解網上消費者行為，並研究網上關係行銷中之口

碑行銷，找出意見領袖，分析消費者網上生活風格，進而掌握

網上一對一行銷之基本概念，以此為基礎設計出適合網際網路

上的行銷模式。 
課程內容： 

課程要求：二次課堂報告，一次綜合作業。課前需閱讀指定讀物。

本課無指定課本，英文講義部份由老師交予學生影印。 
課程評分標準： 

報告與作業各佔百分之五十。 
課程內容： 
（一）. 

(A)網上創業的規劃 

How to Create an Internet Business 
B2C電子商務商業模式之趨勢 

The Trend of B to C EC 
(B)網上創業計劃書如何草擬外請講員為智網副總連麗真 

     How to write a business plan for initiating an internet business 
(C)網上創業必有之認識  外請講員 中經合創投副董黃齊元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net business 
(D)創業計劃之要件  外請講員 中經合創投副董黃齊元 

     Basic items of Internet business plan 
(E)網站之成長及其生命期  外請講員 為智網總裁劉祖亮 

     The development and lifecycle of internet business 
（二）.網民行為     Netizen Behavior   吳齊殷教授 
（三）.個人化與網上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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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符號消費         Symbol and Consumption 
（B）.地位團體與生活風格     Social Status and Lifestyle 
（C）.網上分眾現象           Cyber Communities        
（D）.網上社群的影響      The influence from Cyber-community 
指定讀物： 

Duesenberry, James 1949 Income, Savings,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ank, Robert H. 1985  Choosing the Right Pond--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 1 2 8 

Sombart, Werner 1967 Luxury and Capitalis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四）.人際關係與網上消費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Consumption in Cyberspace 
（A）.個人影響            Personal Influence 
（B）.示範效果與意見領袖  Demonstration Effect 
（C）.同儕壓力與門檻效果  Threshold Effect 
（D）.網上關係網絡分析    外請講員 中研院資科所莊庭瑞教
授 
指定讀物： 

Granovetter, Mark 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pp.1420-1443 

--and Soong Roland  1986  "Threshold Models of 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Consumer Demand"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 pp.83-99 

Lazarsfeld, Paul 1957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Business:Consumers and Managers"      fro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Business: Product and Potential   edited 
by Robert A Dahl, Mason Haire, and Paul F. Lazarsfeld  
PP.99-15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五）.虛擬空間中的消費與行銷  



資訊社會學相關課程綱要  319 

Consumer behavior and Marketing in Cyberspace 
網上消費經驗之再現 Creating consumer’s reality in internet 
一對一行銷         One-to-one marketing on web 
虛擬社區與分眾市場   Cyber-community and niche market 
網上關係行銷與口碑行銷 Relationship Marketing on Internet 
指定讀物： 
網際網路行銷計劃 The Internet Marketing Plan  Kim Bayne 
一對一網際網路行銷 Internet World Guide to One-to-one 

Marketing Cliff Allen, Deborah Kania and Beth 
Yaeckel 

打造虛擬商店  Creating the Vitual Store   Magdalena Yesil 
Amazon 把商品延伸到 CD 以及玩具是否十分不智，有損其

網路書店第一品牌的印象？ 
Reel.com在網上出租錄影帶，好不好？ 
Peapod想在網上賣雜貨，好不好？ 
EToy 經營 Babycenter 好不好？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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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網民社會行為 
教師：吳齊殷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開課對象： 研究生 
課程內容： 

本課程以課堂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能親身參與課程之進行，並對課

程的每一章節內容有深入之理解。本課程重點在於培養學生的作

研究意識、鍛鍊學生的作研究方法、增進學生的作研究能力。本

課程包含下列三大要綱：第一部份–網民的定義和特質；第二部

分–網民與網路社會；第三部分–網民的社會行為研究。 
上課進度： 

1. 網民與網路社會生活 
2. N世代 
3. 社區與網路社會 
4. 誰在上網 
5. 網路社會研究方法 
6. 網際網路世界 
7. 心理學與網路社會 
8. 網路權力、政治與文化 

參考書目： 

1.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by Tim Jordan, Routledge Press, USA, 1999  

2.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on Society by Michael Hill, Bowker 
Saur Press, USA, 1999 (ISBN:1-85739-124-1). 

3. 誰在上網？網路使用者大調查。麥格羅希爾出版社。1999 
4. N世代。麥格羅希爾出版社。1998。 

指定用書： 

5.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by Steve Jon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USA,1999(ISBN:0-7619-1594-X). 

6. Life online by Annette N. Markham, AltaMira Press, Inc.,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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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學 
教師：曾淑芬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開課對象：研究生 
課程目標：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同學了解資訊社會中科技與社會,政治,
與文化等層面的相互影響與衝擊. 希望訓練學生以社會學的觀
點對資訊社會中的現象進行反省與評估. 並透過專題報告的訓
練讓學生能對資訊社會相關議題做更深層的觀察和研究. 

參考書目 

1. Kling, Rob. Computerization and Controversy: Value Conflicts 
and Social Choices (2nd), Boston:Academic, 1996. 

2. Kiesler, Sara.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3.Loader, Brian(ed.) Cyberspace Divide, Routledge, 1998. 
4. Huff, C. and T. Finholt. Social Issues in Computing. McGraw 

Hill, 1994. 
5. Lyon, Davi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sues and Illusions. 

Polity Press, 1988. 
6. Castells,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1996. 
7. Kitchin, Rob. Cyberspace. Wiley, 1998. 
8. Lyon, Davi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sues and Illusions. 

Polity Press, 1988. 
9. 其他指定讀物. 

課程主題： 

1.What i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 Lyon, D. “Introduction: the root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dea,” pp.1-21. 
(2) Webster,F. “Information and the idea of an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Y:Routledge, 
pp.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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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mputerization: hopes or horrors? 
(1) Kling,R. “Hopes and horrors: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and 

anti-utopianism   in narratives of computerization,” Part 
II, pp.40-58. 

(2) Haywood, T. “Global networks and the myth of equality: trickle 
down or trickle away?” In Cyberspace Divide, pp.19-34.   

3.A new economy: new classes? 
(1) Lyon,D. “A new economy: new classes?” pp. 43-64. 
(2)Holderness, M. “Who are the world’s information-poor?” In 

Cyberspace Divide, pp.35-56 
4.Does gender matter? 

(1) Zimmerman, J. “Some effects of the new technology on women,” 
in Computers, Ethics, and Society, by M. D. Ermann, M. 
Williams, and C.  Gutierres (eds.), pp.201-213, 1990. 

(2) Herring, S. “Gender and democracy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Kling (ed.), pp.476-489 

(3)Adam, A. and E. Green “Gender, agency, location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society,” In Cyberspace Divide, pp.83-97 

5.Social relationship 
(1) Curtis,P. “Mudding: social phenomena in text-based virtual 

realities,” in S. Kiesler (ed.), pp.121-142. 
(2) Turkle, S. “Virt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Life on the Screen, 

pp.233-254, 1995. 
(3)Baker, A. “Cyberspace couples finding romance online then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real life,” (http://www.december.com 
/cmc/mag/1998/jul/baker.html) 

6.Computer Crime 
(1) Baase, S. “Computer Crime,” A Gift of Fire: Social,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Computing, NJ:Prentice Hall, pp.229-259, 
1997.  

(2) Platt, C. Anarchy O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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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與社會階層 
教師：曾淑芬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開課對象：研究生 
課程目標：     
本課程希望從產業結構、勞動生產過程的變遷及資訊科技的發展

所產生對於行職業結構的影響來探討資訊社會階層的產生，並進

一步探討資訊差距和資訊不平等對整體社會所可能產生的影

響。本課程希望同學能學習從巨觀的角度去檢視社會階層的現象

及養成從批判性的角度(critical perspective)來檢視資訊社會中社
會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等相關的議題. 

參考書目 
1. Perelman, M. Class Warfa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998. 

St.Martins   Press. 
2. Schon, DA, Sanyal, B. and Mitchell, WJ.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1999. MIT Press. 
3. Loader, B. Cyberspace Divide.1998. NY:Routledge. 
4. Webster, J. Shaping Women’s Work: Gender, Employ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996. Longman. 
5. Galbraith, J.K. Created Unequal. 1998. The Free Press.Bradley, H. 

et al., Myths at Work. Polity. 
課程主題： 

1.Hypotheses and New Facts 
Lyon, “A new economy: new class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988, polity press, pp.43-64.  
NTIA, US.Deparment of Commerce.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 1999. 
2.Perspectives 
Class Warfare (I) 

Perelman, ch.1 “A skeptical reading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pp.7-22. 

Perelman, ch.2 “Classes a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pp.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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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lass Warfare (II) 
Perelman, ch.3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labor process,” 

pp.37-60 
Perelman, ch.4 “The contradiction of exploited informational 

labor,” pp61-68. 
4.Class Warfare (III) 

Perelman, ch.5 “Panopticism,” pp69-84. 
Perelman, ch.6 “Information as a commodity and other 

economic metaphors,” pp85-104. 
5.Dual City 

Castells, ch.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and the rise of dual city,” pp. 
172-228. The Informational City, Blackwell, 1989. 

6.Women and IT (I) 
Webster, ch.1-2 “Perspectives on women’s work and 

technology,” pp.1-32. 
Webster, ch.3 “Gender relation in the shaping of technology,” 

pp.34-68. 
7.Women and IT (II) 

Webster, ch.4.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shaping of women’s employment,” pp69-110. 

8.Women and IT (III) 
Webster, ch.5 “Secretaries and seamstresses, clerks and 

cashiers-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women’s labour 
processes,” pp.111-147. 

Webster,ch.7“The lessons of feminist research on women’s 
work and IT,” pp.176-192. 

9.Setting the Context (I) 
Castells, ch.1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s a dual city: can it be 

reversed?” in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p.25-42. 

Hall, P. ch.2 “Changing geographies: technology and income,” 
in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p.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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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etting the Context (II) 
Wolpert, J. “Center cities a havens and traps for low-income 

communities,” in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p.69-104. 

Mitchell, W. “The city of its hypothesis,” in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p.105-130. 

11.Strategies of Action (I) 
Mitchell, W. “Equitable access to the online world,” in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p.151-162. 
Ferreira J.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at chang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w-income communities and the public, and 
nonprofit agencies that serve them,” in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p.163-190. 

12.Strategies of Action (II) 
Amsden, A. and Clark JC. “Software entrepreneurship among 

the urban poor,” in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p.213-234. 

Sanyal, B. and Schon 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urban 
poverty: the role of public policy,” in 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pp.371-394. 

13.Cyberspace Divide 
Loader. ch.1 “Cyberspace divide: equality, agency and polic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Cyberspace Divide, pp3-18. 
Haywood, T. “Global networks and the myth of equality; trickle 

down or trickle away,” in Cyberspace Divide, pp19-34. 
14.Cyberghetto or cybertopia 

Ebo, ch.1 “Internet or outernet?” pp.1-14, 1998. 
Ebo, ch.2 “Exposing the great equalizer: demythologizing 

internet equity” pp.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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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政策專題 
教師：曾淑芬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開課對象：研究生 
課程目標 

本課程主要目的是讓同學學習資訊相關政策的制訂、執行及評估

過程，以及觀察比較近年來各國在資訊政策的走向趨勢上的差異

所反映出特殊的制度及文化層面考量。並應用政策分析的架構檢

視國內資訊社會政策的發展及其可能面臨的問題。課程內容主要

分為四個部分: (1)政策分析架構的建立；(2)各國資訊政策的發展
分析；(3)資訊政策相關議題討論; (4)台灣資訊政策發展與專題。 

參考書目: 

(1)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s. MIT, 1997. 
(2)Borders in Cyberspace: Information Policy and the GII. 

MIT,1997. 
(3)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From 

monopoly to competition. 
(4)Federal information policies in the 1990s: Views and perspectives 

課程內容 
1.公共政策界說 
2.生產線的公共政策理論 
3.宏觀的政策分析理論 
4.微觀的政策分析理論 

5.Vision and policy design: Introduction 
1)Asia: Implementing the NII vision: Singapore’s experience 
2)Back to the Future: Japan’s NII plans 

6.North America:  
      1) The US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2) The Canadian Debate on the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7.Developing Countries: 
1)III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case of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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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azil: Is the World ready for cross the Amazon? 
8.Europe 

1)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policy in France 
2)Multimedia: Germany’s Third Attempt 
3)The Information Welfare Society: Danish Government 

Initiatives 
9.Beyond the Nation State: Europe and World 

1)EU: Progress and Obstacles 
2)Information Liberalization in the EU 

10.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Europe and World 
     1)GII: Approaches for Maximizing GII Impac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Infrastructure Need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11. Issues across Borders 
     1)A Regulatory Web: Free Speech and the GII 
     2)Conflict and Overlap in Privacy Regulation: National, 

International, and Private 
12. Issues across Borders 

1)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cy in Conflict: open access vs. 
commercialization 

2)Netting the Cybershark: Consumer Protection, Cyberspace, the 
Nation State and Democracy 

13. 國內資訊政策與數位落差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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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與文化 
教師：曾淑芬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開課對象：研究生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首先回顧網際網路的發展歷史與網路聚落的文化特質

變遷, 並探討網際網路的理論發展. 第二, 從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來探討網路中個人的自我形成和認同危機 第三,再從社群
層次(community level)分析新文化的組成要素: 針對虛擬社會環
境中網民的社群認同、網路規範的形成、以及網路次文化的產生

等議題進行討論.  希望訓練同學以科技的、社會的、和文化的
觀點來對虛擬社群和其網路活動進行分析探討.  並透過專題報
告的訓練讓學生能對網路文化相關議題做更深層的觀察和研究. 

參考書籍： 

1.Moore, Dinty W. The Emperor’s Virtual Clothes,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1995. 

2. Kiesler, Sara.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3. Kitchin, Rob. Cyberspace: The World in the Wires, Wiley and 
Sons, Inc., 1998. 

4. Turkle, Sherry.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ouchstone, 1995. 

5. Smith, Marc A. and Peter Kollock (eds.)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Routledge, 1999. 

6. 其他指定讀物. 
課程主題 

1. Rethinking internet culture (I) 
 The Naked truth about internet culture, in Moore, ch.1-ch.7 
2. Rethinking internet culture (II) 
 The Naked truth about internet culture, in Moore, ch.8-ch.14 
3. The Net as it was and might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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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and fall of Netville, in Kiesler, ch.1 
4. Introducing cyberspace, in Kitchin, ch.1 
 The history and growth of cyberspace, in Kitchin, ch.2 
5.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pproaching cyberspace, in Kitchin,  

ch.3 
6. Cyberspa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Kitchin, ch.4 
7. Self identity 
 Introductio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n Turkle, p.9-26. 
     Aspects of the self, in Turkle, ch.7. 
8. Identity crisis 
 Virt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urkle, ch.9. 
 Identity crisis, in Turkle, ch.10. 
9.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in Smith and Kollock (eds.), ch.1 
10. Identity and deception in the virtual community, in Smith and    

Kollock , ch.2 
11. Norms and social control 

Hierarchy and power:social control in cyberspace,in Smith & 
Kollock ,ch.5 

12. Social network and virtual relationship 
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net surfers don’t ride alone, 

in Smith and Kollock (eds.), ch.7  
13. The case of MacMar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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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與社會發展 
教師：曾淑芬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開課對象：研究生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回顧社會發展理論的演

進過程，研讀從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論至全球化理

論的經典文獻。第二部份則著重目前學者對於全球化理論的反

省。期末依學生研究興趣以專題的方式應用World Bank 2000的
資料進行實證分析、驗證相關發展理論。 

參考書籍 

(1)Roberts, T. and Hite, A.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lackwell, 2000. 

(2)Schmidt, J.D. and Hersh, J.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Routledge, 2000. 

課程主題 

1. Classical thinkers I 
Introduction p.1-24. 
Ch.1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Alienated Labor, 

1844, Marx & Engels p.25-36. 
2. Classical thinkers II 

Ch.2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1893, Durkheim p.37-66. 
Ch.3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5, 

Weber p.68-80. 
3. Modernization theory I 

Ch.4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 1964, Parsons, p.81-99. 
Ch.5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960, Rostow, p.100-109. 
Ch.6 A Study of Slum Culture, 1968, Lewis, 110-118. 

4. Modernization theory II 
Ch.7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1958, p.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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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8 Making Men Modern, 1969, Inkeles, p.134-143. 
Ch.9 The Change to Change, 1968, Huntington, p.144-156. 

5. Dependency and World System theories I 
Ch.10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1969, Frank, 

p.157-168. 
Ch.11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1972, 

Cardoso, p.169-178. 
Ch.12 The Dynamics of Rural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1977, 

Janvry, p.179-189. 
6. Dependency and World System theories II 

Ch.13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1979, Wallerstein, p. 190-209. 

Ch.14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pendence on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1975, Chase-Dunn, p.210-228. 

Ch.15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ory, 1994, Gereffi, 
p.229-254. 

7. Globalization I 
Ch.16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1980, Frobel et 

al, p.255-273. 
Ch.17 Globalization: Myths and Realities, 1996, McMichael, 

p.271-291. 
Ch.18 Capitalism: The Factor of Fragmentation, 1992, Harvey, 

p.292-297. 
8. Globalization II 

Ch.20 Gender, Industrialization, Traditional Corporations and 
Development, 1995, Ward and Pyle, p.306-327.] 

Ch.22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Capitalism, 1995, Sklair, 
p.340-352. 

Ch.23 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1997, 
Portes, p.353-372. 

9. Intellectual Challenge on Globalizatio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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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or the Coming-of-age of Capitalism, Schmidt and 
Hersh, p.1-16. 

Ch.1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s, Harvey, p.17-36. 
10. Intellectual Challenge on Globalization II 

Ch.2 The Future of Global Polarization, Amin, p.37-45, 
Ch.3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Bienefeld, p.46-66. 

11. The Roles of Politics 
Ch.4 The Space for Politics: Globalization, Hegemony, and 

Passive Revolution, Sassoon, p.67-81. 
Ch.6 The Concept of Materialist State Theory and Regulation 

Theory, Hirsch, p.101-118. 
12. East Asia 

Ch.7 Globalizing India, Bagchi, p.119-142. 
Ch.9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Labor Social Welfare 

in Thailand, Schmidt, p.158-178. 
13. Geopolitics and Intersocietal Conflicts 

Ch.10 States and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McMichael, p.179-198. 

Ch.11 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and Globalization: A Critique, 
Hersh, p.1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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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與社會變遷 
教師：曾淑芬 
單位：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 
開課對象：研究生 
課程目標：     
本課程分為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從全球化生產結構的變遷來

檢視資訊科技發展對於經濟結構、生產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尤其

是從 Manuel Castells 的觀點出發。第二部份則從政治面向來觀
察國家權力的消長對於全球化政治的轉變。第三部份則檢視全球

化的趨勢對於文化面向的衝擊影響。 
參考書籍 

1. Castells, Manuel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Volume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Volume II: The Power of Identity, 1997;Volume III: 
End of Millennium, 1998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 Held, D., A.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dford Univ. Press) 

課程主題 

1. The Net and the Self 
Castells, M. Vol.1 pp.1-28 

2.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Castells, M. Vol.1 pp.29-65. 

3. The Inform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1) 
 Castells, M. Vol.1 pp.66-105. 
4. The Inform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2) 
 Castells, M. Vol.1 pp.106-150. 
5. The Network Enterprise 
 Castells, M. Vol.1 pp.151-200 
6.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Employment (1）. 

 Castells, M. Vol.1 pp.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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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Employment (2) 
 Castells, M. Vol.1 pp.251-311. 
8.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Held, D. pp.1-31 
9. The Territorial State and Global Politics 
 Held, D. pp.32-86. 
10. A Powerless State?  
 Castells, M. Vol.2 pp.243-308. 
11.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the Fate of Nations 
 Held, D. pp.327-375. 
12. The 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 
 Castells, M. Vol.1 pp.327-375. 
13. The Shape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Held, D. pp.41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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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網路與社會 
教師：張維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  
時間：89(下) 
學分數：3 
課程簡介： 

2月22日 導論(1) 
1. 介紹課程的內容，使用的材料，每週進度的大致內
容。  

2. 說明課程要求：所有修課同學，每週都應出席上課，
參加討論，上課前閱讀指定材料，整理閱讀心得並

將之放置在指定網址，供上課報告討論之用。  
3. 本課程所提供的網址與密碼，只供上課報告使用，
不可放置其他內容，也不可將密碼告訴他人。  

4. 講解網站之建置概念，使用 Frontpage 2000。  
3月1日  導論(2)  

1. The Internet: How it has changed your life. (Greenfield, 
1999: 1-14)  

2. 虛擬入侵：網際空間與科技對現實之衝擊。(Slouka, 

Mark, 1998) 
進一步閱讀 

Dyson, Esther 1998 版本2.0。李令儀等譯。台北：大
塊文化。 

3月8日  空間  

1.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Loader, 1997: 1-19 )  

2. Cyberspace sociality: controversies over computer- 
mediated relationships. (Lyon, 1997: 23-37) in 
Loader (1997) 

進一步閱讀 

Virtual reality: the future of cyberspace (Graham,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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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66). 
Wertheim, Margaret 1999 空間地圖：從但丁的空間
到網路的空間。薛絢中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 
Baudrillard, Foucault, Derrida, Lyotard 相關材料請
參考 Mark Poster (1990) 

 3月15日  權力 

1. Power and Cyberspace (Jordan, 1999: 1-19)  
2. Cyberpower (Jordan, 1999: 208-218)  
進一步閱讀 
劉靜怡 2001 從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的成形與發展
看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的政策與法律問

題：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的國際趨勢觀察和省

思。僅供上課使用，非經原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C.Y. Liu: tgcn143@attglobal.net )  
3月22日  社會 

1. The virtual social I: the social in cyberspace (Jordan, 
1999: 100-141) 

2. The virtual social II: the social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Jordan, 1999: 142-178) 

相關資料 
3月29日  社區 

1. The virtual imaginary (Jordan, 1999: 179-207) 
2. Virtual community as communities (Wellman and 

Milena, 1999: 167-194) in Smith (1999) 
進一步閱讀： 

Ingo Schulz-Schaeffer 2000 Online Communities, 
Social Networks, Public Spheres of Social 
Exchange. How the Internet Mediates Social 
Reality. 清華大學，2000網路與社會研討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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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演講論文。 

New Communities (Graham, 1999: 128-150). 
虛擬社區的社會學基礎：虛擬世界對現實世界生活的

滲透。(翟本瑞，2000: 223-243)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agic: the real, the magic, and 
the virtual (Stefik, 2000: 253-185) 

4月05日  春假 
4月12日  線上研究方法  

1. Introducing Online Methods (Mann and Stewart, 2000: 
65-98) 

2. Online Focus Group (Mann and Stewart, 2000: 
99-125) 

 4月19日  線上研究方法 

1. The Online Interview (Mann and Stewart, 2000: 
126-159) 

2. Language and Analysis (Mann and Stewart, 2000: 
181-194) 

進一步閱讀 

Gofmann_1 
Gofmann_2 

4月26日  科幻電影與網路 
1. 駭客任務  
2. 全民公敵  
3. 桃色糾紛 
4. 網路上身 
5. 電子情書 
進一步閱讀 

Littman, Jonathan 1998 網路犯罪實錄：頂尖駭客與
FBI的電子戰爭。台北：智庫文化。 

銀異殺手 
5月03日  線上研究方法  



338  資訊社會研究(4) 

1. Studying the Net: Intricacies and Issues (Jones, 1999: 
1-28)  

2. Complementary Explorative Data Analysis: The 
Reconcili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rinciples (Fay Sudweeks and Simeon J. Simoff, 
1999: 29-56) in Jones (1999)  

5月10日  線上研究方法  

1. Recontextualizing "Cyberspac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On-line Research (Lori Kendall, 
1999: 57-74) in Jones (1999)  

2.  Studi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Laura Garton et 
al, 1999: 75-106)  in Jones(1999)  

進一步閱讀 

Nan Lin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Civic 
Engagement, or Trust? 

Nan Lin and Bai Gao Cybernetworks and a 
Social-Capital-Based Economy 

參考：線上民族誌方法  

1. Doing Ethnography in Cyberspace (Hakken, 1999: 
37-68) 

2. The Entity Problem: What Carries culture in 
Cyberspace? (Hakken, 1999:69-92) 

4. The Ethnograph of Mid-Range Social Relationship 
in Cyberspace: Community, Region,Organization, 
and Civil Society (Hakken, 1999: 93-128) 

5. Macro-Social Relations and Structure in 
Cyberspace (Hakken, 1999:129-177)  

5月17日  網路人際關係 [邀請黃厚銘先生演講] 
1. 黃厚銘 2001 網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台大社會

學刊）. 
2.黃厚銘 2000  模控空間(cyberspace)的空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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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ce)或取代(re-place)？  
3.黃厚銘 1998 面具與人格認同——網路的人際關係 

5月24日  網路上癮  

1. The nature of addiction, and performing a 
self-diagonsis (Greenfield, 1999: 15-49) 

2. Are you a Nethead?  and taming your cybertooth tiger 
(Greenfield, 1999: 50-81) 

進一步閱讀 
網路上癮現象研究：資訊使用的潛在負面性影響分 

析（翟本瑞，2000: 197-221）.  

Kimberly S. Young, 1998 Caught in the Net: How to 
Recognize the Sign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a 
Winning Strategy for Recovery. John Wiley & 
Sons. 

5月31日  網路經濟  
1. 刻不容緩 (Now or Never) (Modahl, 2000)  
2. 網路商機 (Hagel and Armstrong, 1998)  
進一步閱讀： 

Newell, Frederick 2001 收買忠誠：關路關係時代的
顧客關係管理。 (丁惠民等譯） .。台北：

McGrow-Hill. 
Schwartz, Evan I. 1999 Webonomics. 呂錦珍、洪毓

瑛中譯。台北：天下雜誌出版。    

The hyperwars audit: is your business ready for battle? 
(Judson, 1999: 219-226)  

6月07日  網路隱私 

1. Privacy, democracy, information (Raab, 1997: 
155-174) in Loader (1997) 

2. Privacy and censorship: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ecthnics 
of information (Dean, 1999: 143-166) in Wis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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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閱讀： 

The digital keyhole: privacy rights and trusted system 
(Stefik, 2000: 197-232).  

Foucault's Virtual Passion 
Brin, David 1999 透明社會：個人隱私與資訊自

由。台北：先覺出版社 
6月14日  網路管制  

1. Is there free speech on the net? censorship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hade, 
1996:11-32) in Shields (1966) 

2. Internet censorship: US, Europe and Australia.  
(Everard, 2000: 135-150)   

進一步閱讀: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Cyberspace and disadvantages communities: the 

internet as a tool for collective action (Mele, 
1999: 290-310) in Smith (1999) 

They’ve Got the Whole World in Their Hands: A Case 
Study of Social Control on The Internet (Behar, 
1997: Chapter 1)    

E-Mail to Somalia: New Communication Media 
Between Home and War-Fronts (Behar, 1997: 
Chapter 2)  

6月21日  網路民主 

1.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civic networking movement 
in context (Tsagarousianou, 1998: 1-17). 

2.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sagarousianou, 1998: 167-178). 

進一步閱讀 

The virtual state: postmodernisation,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issen, 1997: 111-125)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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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er (1997). 
'Digital democracy' or 'information aristoracy' ? Economic 

regener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Carier, 
1997: 136-152) in Loader (1997). 

Morris, Dick 2000 網路民主(Vote.com)，張志偉譯。台
北：商週出版公司。 

Splichal, Slavko and Andrew Calabrese and Colin Sparks 
eds. 1994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The internet as democracy (Graham, 1999: 62-83).    
陸、上課相關書目 

Everard, Jerry 2000 Virtual States: the internet and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state. London: Routledge.  

Greenfield, David N. 1999 Virtual Addiction: help for netheads, 
cyberfreaks, and those who love them. 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 

Graham, Gordon 1999 The Internet://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London: Loutledge. 

Hagel, John and Arthur G. Armstrong 1998 網路商機。朱道凱中
譯。台北：臉譜出版公司。  

Hakken, David 1999 Cyborgs@cyberspace: An Ethnographer Look 
at the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Jones, Steve 1999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Jordan, Tim 1999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江靜之
（譯）.，2001, 網際權力：網際空間與網際網路的文化與政
治。台北：韋伯出版社。][review1][review2] [response] 

Loader, Brian D. ed. 1997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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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 Chris and Fiona Stewart 2000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Research Onlin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odahl, Mary 2000 刻不容緩：決戰電子商務。台北：經點傳訊。 

Shields, Rob ed. 1996 Cultures of Internet: virtual spaces, real 
histories, living bo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Slouka, Mark 1998 虛擬入侵：網際空間與科技對現實之衝擊。張
義東中譯。台北：遠流公司。 

Stefik, Mark 2000 The Internet Edge: Social, Technic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Networked World.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Smith, Marc A. and Peter Kollock eds. 1999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Tsaharousianou, Roza et al eds. 1998 Cyberdemocracy: 
technology,cities and civic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Wise, Richard 1999 Multi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Behar , Joseph E. 1997 Mapping Cyberspace: Social Research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Dowling College Press.    

Brin, David 1999 透明社會：個人隱私與資訊自由。台北：先覺出
版社. 

Dyson, Esther 1998 版本2.0。李令儀等譯。台北：大塊文化。 

Judson, Bruce 1999 Hyper Wars: 11 Essential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and profit in the area of online busi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Littman, Jonathan 1998 網路犯罪實錄：頂尖駭客與FBI的電子戰
爭。台北：智庫文化 

Morris, Dick 2000 網路民主(Vote.com)，張志偉譯。台北：商週
出版公司。  

Newell, Frederick 2001 收買忠誠：關路關係時代的顧客關係管
理。(丁惠民等譯）.。台北：McGrow-Hill. 

Poster, Mark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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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text. Cambridge: Polty Press. 
Schwartz, Evan I. 1999 Webonomics. 呂錦珍、洪毓瑛中譯。台北：
天下雜誌出版。  

Splichal, Slavko and Andrew Calabrese and Colin Sparks eds. 1994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Wertheim, Margaret 1999 空間地圖：從但丁的空間到網路的空
間。薛絢中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王佳煌 2000 資訊社會學。台北：學富文化公司。 
李英明 2000 網路社會學。台北：揚智出版公司。  
翟本瑞  2000 教育與社會：迎接資訊時代的教育社會學反省。
台北：揚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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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網路社會專題：觀點與方法 
教師：張維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時間：90(上) 
學分數：3 
課程簡介： 

09/13 課程介紹  基礎閱讀 
09/20 導論 (1) 基礎閱讀 
09/27 導論 (2) 基礎閱讀 
10/04 社區 (1) 

1.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S1 (3-25) 23 
2.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community. J2 (35-68) 34 
進一步閱讀 

A. Information, internet, and community: note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1 (1-34) 35 

10/11 社區 (2) 

1. Social worlds and the social realities of cyberspace L6 
(97-110) 14  

2. 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net surfers don’t ride 
alone. S7 (167-194) 28 

進一步閱讀 

A. Cyberspace sociality: controversies over computer- 
mediated relationships L2 (23-27) 

10/18 認同 
10/25 性別 (1) 

1. Writing in the body: gender (re)production in online 
interaction. S4 (76-104) 29 

2. Text as mask: gender, play, and performance on the internet. 
J5 (129-158) 30 

11/01 性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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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ting on the net: teens and the rise of“pure”relationships. J 
6 (159-183) 25 

2. Feminist fictions of future technology J4 (100-128) 29 
11/08 秩序與控制 

1. Hierarchy and power: social control in cyberspace. S5 
(107-133) 27 

2. Problems of conflict management in virtual communities. 
S6 (134-163) 30 

11/15 網路與災難(I) 

1. Computer Networks and Satellite Technology in Disaster 
Communication 

2. Turkey Earthquake, 17 August 1999 
3. Disaster and Humanitarian Information on the Web A 

Review 
4. 紙上座談會--九二一大地震與傳播媒體 

http://www.jour.nccu.edu.tw/mcr/showIssue.asp?IssueID
=0062 

11/22 清大校慶依規定全校放假 
11/29 網路與災難(II) 

本週四組，每組由兩個人負責。 
第一組：主要報告以下資料 

1. The Computer Base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2. The rol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第二組：主要報告以下資料 

3. 數 位 連 線 911 專 題 （ 壓 縮 檔 ） .( 可 從

http://tw.wired.lycosasia.com/culture/200110100201
01.asp找到) 

可額外閱讀： 

4. Internet holds up in aftermath of terrorist attacks 
5. Internet telecom networks put to test in wak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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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orist strikes 
6. How ready are the nation's networks 

第三組：主要報告以下資料  
7 當災難在網路上傳遞 
8 地震來了，網路能做什麼 

9 Disaster Recovery Issues and Answers 
10 Tapping Web power in emergencies 
11 Disaster Takes Toll On Public Network 
12 Disaster and Humanitarian Information on the Web 
13 Oklahoma disaster coverage A look back 
14 Oklahoman teams up against tornado 

第四組：主要報告以下資料（討論災難與媒體的關係）.。 
15 小媒介立大功 
16 危機傳播：慈濟和人本是怎麼做的？ 
17 災難事件與媒體報導：相關研究簡述 
18 集集大地震中媒體危機處理的總體檢 
19  921地震政府體系資訊傳布之初探 

20  Reconstructing reality 
21  Local mass media operations in disasters 

12/06 集體行動 

1.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 of social action in cyberspace: 
ethos, delivery, and the protest over MarketPlace and 
Clipper chip. S10 (243-263) 21 

2. Cyberspace and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the Internet 
as a tool for collective action. S12 (290-310) 21 

3. 林鶴玲、鄭陸霖 2001 「台灣社會運動網路經驗：一個
探索性的分析」。台灣社會學刊，25期，頁111-156。 
進一步閱讀 

A. Electronic homesteading on the rural frontier: Big Sky 
Telegraph and its community. S11 (254-289) 23 

12/13 私密﹑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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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ivacy, democracy, information. L10 (155-176) 22  
2. The future of cryptography. L11 (175-189) 15  
3. Multimedia information productions and services: a need 

for ‘Cybercops’? L12 (190-208) 19    
進一步閱讀  

A. The far right on the Internet. L13 (209-227) 19 
12/20 經驗研究與方法之討論 

1. The online interviewer M6 
2. Methods1 

12/27  師生一起參加研討會 參加中研院社會所舉辦的第四屆
資訊科技與社會變遷研討會。 

01/03  經驗研究與方法之討論 

1. Cybertalk and the methods of instances SJ5  
2. Methods 2 

01/10  經驗研究與方法之討論  

1. From paper-and-pencil to screen-and-keyboard: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survey SJ 7 2. Methods 3 

[其他參考資料] 
國家、疆界 

1. The virtual state: postmodernisation,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7 (111-126) 16 

2. The challenge of cyberspatial forms of human interaction to 
territorial goverance and policing. L8 (126-135) 10 

3. ‘Digital democracy’ or ‘information aristocracy’? L9 (136-152) 
17 

社區結構與動力 

1. Invisible crowds in cyberspace: mapp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nternet. S8 (195-219) 24 

2. The economies of online cooperation: gift and public goods in 
cyberspace. S9 (220-239) 20 

網路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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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apping Web power in emergencies. 
2. The rol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3. Tragedy in the sky, hope online. 
4. The Web fails first big test.  
5. Disaster Takes Toll On Public Network. 
6. Oklahoman teams up against tornado 
7. Posting disaster info on worldwide web may help terrists 
8. Update: More Disaster Recovery Resources 

[其他參考書籍] 

Smith, Marc A. and Peter Kollock eds. 1999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Jones, Steven G. 1998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oader, Brian D. ed. 1997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Global Restructruing. London: Routledge.  

Mann, Chris and Fiona Stewart 2000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researching onlin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Jones, Steve 1999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g the ne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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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社會學專題 
教師：翟本瑞 
單位：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時間：89(上) 
開課對象： 
課程目標： 

藉課程講授及課業安排，讓同學對網際網路特性及網路文化各領

域之特色有所認識，並探究資訊化時代的人際關係與知識狀態，

以藉此認識到資訊時代的社會文化變遷。 
參考書目： 
課程內容： 

  9/27   課程介紹 
  10/04  網際網路發展史及其未來潛能 
  10/11  網路文化與網路特性 
  10/18  Cyberorg及人機界面、知識與全球資訊腦 
  10/25  資訊社會學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論 
  11/01  性別、文化、權力 
  11/08  遠距教學與學習成效 
  11/15  網路上的著作權與隱私權 
  11/22  Cybermind資訊心理學 
  11/29  虛擬性愛、網路色情 
  12/06  網路經濟學 
  12/13  虛擬社區與虛擬文化 
  12/20  線上出版與出版線上化 
  12/27  虛擬社區與人際互動:以天堂為例 
   1/03  未來：資訊社會學反省 
   1/10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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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網路文化研究 
教師：翟本瑞 
單位：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時間：89(下) 
開課對象：碩士生 
課程目標： 

藉課程講授及課業安排,讓同學對網路文化各領域之特色有所認
識，並探究資訊化時代的人際關係與知識狀態，以藉此認識到資

訊時代的社會文化變遷。 
講授方式：課堂講授、電腦教室上機 
成績評定：讀書報告：50 %、課堂報告與討論 50 % 
參考書目：相關資料將置於網頁中,部分資料參考 E-Soc Journal(http: 

//www.nhu.edu.tw/~society/e-j/),其餘參考資料隨堂指定。 
課程內容： 

2/28   【和平紀念日】 
3/07   課程介紹：數位化時代來臨 
3/14   虛擬社區、虛擬互動、虛擬人際關係 
3/21   虛擬社會化:認同、身份、人格、虛擬心靈 
3/28   虛擬兩性關係 
4/04  【婦幼節】 
4/11   網路集體行為與偏差行為 
4/18   電子商務與數位經濟 
4/25   虛擬權力觀 
5/02   網路國界與網路民主 
5/09   虛擬教育體制 
5/16   虛擬信仰與宗教 
5/23   後現代主義與虛擬世界 
5/30   知識經濟與數位資本主義 
6/06   虛擬世界的文化霸權問題 
6/13   科技未來與人性 
6/20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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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資訊與教育專題 
教師：翟本瑞 
單位：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時間：90(上) 
開課對象：碩士生 
課程目標： 
    藉課程講授及課業安排，讓同學對網際網路特性及網路文化各領

域之特色有所認識，並探究資訊化時代的人際關係與知識狀態，

以藉此認識到資訊時代的社會文化變遷。 
講授方式：課堂講授、電腦教室上機 
成績評定：讀書報告：50 %、課堂報告與討論 50 % 
參考書目：相關資料將置於網頁中,部分資料參考 E-Soc Journal (http:// 

www.nhu.edu.tw/~society/e-j/),其餘參考資料將依課程實際
需要指定。 

課程內容： 
9/24   課程介紹 

10/01  【中秋節】 
10/08   百年來學制變遷與教育學論述形成之檢討 
10/15   教育改革之反省:教育投入與學習成效 
10/22   新複合媒體的形成與、網路空間與網路文化的形成:論述

的新領域、虛擬世界 
10/29   虛擬社區:網路上的日常生活與人際互動 
11/05   人際關係改變:BBS、E-mail、交談對話網、網際網路的

發展 
11/12   網路與不平等性:性別、種族、語言使用、所得、教育、

區域、國家 
11/19   網際獨立宣言(隱私權)、言論自由與網路檢查:兒童保護

與網路色情 
11/26   網路上隱、上網症侯群、網路諮商 
12/03   網路倫理與法律、媒體暴力、科技民主與監視 
12/10   青少年與網路未來世界:新世代價值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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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網路與教育模式變遷:資料搜尋、虛擬圖書館虛擬大學、
遠距教學 

12/24   遠距教學與學習成效研究 
12/31   網路時代學習模式變遷之研究 
1/07    網路與批判理論:全球化的未來發展 
1/14    網路、社會與教育: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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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網路社會學專題 
教師：翟本瑞 
單位：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時間：90(下) 
開課對象：社會所研究生 
課程目標： 
藉課程講授、課業安排與討論，讓同學對網際網路特性及網路文

化各領域之特色有所認識，並探究資訊化時代的人際關係與知識

狀態，以藉此認識到資訊時代的社會文化變遷。 
講授方式：課堂講授、電腦教室上機 
成績評定：讀書報告：40 %、其他：資料整理與課堂報告：30 % 

線上學習參與：30% 
參考書目：編印教材，其他參考資料將依課程實際需要指定。 
課程內容： 

2/26   課程介紹 
3/05   網路發展史與網路未來 
3/12   網路特性與網路文化特性 
3/19   虛擬社區與角色扮演 
3/26   網路色情與網路性愛 
4/02   【春 假】 
4/09   網路心理與網路上癮 
4/16   網路權力與數位落差 
4/23   網路犯罪、著作權、隱私與監控 
4/30   網路經濟 
5/07   線上出版與線上閱讀 
5/14   線上學習、學習成效與學習型社會 
5/21   網路的機會與風險 
5/28   網路的規範與秩序 
6/04   網路社會學研究方法 
6/11   全球資訊腦與網路社會學的未來 
6/18   課程總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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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研究》審稿程序 
 

一、主編就來稿性質，諮詢相關編輯委員，決定評審人。 
二、來稿之評審由編輯委員及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擔任。 
三、來稿由兩位專家學者擔任評審，每位評審於評審意見表上陳述意

見，並於下列四項意見中勾選其中一項： 
（一）同意刊出。 
（二）修改後刊出（請審查人明確指出應修改處或代為改正，如

僅提原則性修改意見請勾第(三)項）。 
（三）修改後重審。 
（四）不同意刊出。 

四、處理方式： 

第 二 位 評 審 意 見 處理方式 

同意刊出 修改後刊出 修改後重審 不同意刊出

同意刊出 １ ２ ３ ４ 

修改後刊出 ２ ２ ３ ４ 

修改後重審 ３ ３ ４ ５ 

第一

位評

審意 

見 不同意刊出 ４ ４ ５ ５ 
狀況１：通知投稿人文章被接受並請寄電腦檔件。 
狀況２：(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 

(b)主編核定通過後同狀況１。 
狀況３：(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 

(b)送回審查人重審。 
狀況４：送第三位審查。 
狀況５：函知投稿人稿件不接受。 

五、是否刊登相關文稿，關係到投稿人權益，應將評審意見以不具名

函寄投稿人，並說明處理方式。 
 

 


	必讀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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