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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在所有編輯委員共同努力下，《資訊社會研究》第十期如期出刊。

五年來，如期出刊一直是我們自我要求的最起碼標準，因為，持續本

身就是追求卓越的起步。編輯工作事務繁雜，所有委員都只能是榮譽

職，也是為了一份學術理想而參與編務，五年來，更加體會到持續一

事的意義。回想五年前，憑著一股衝動，在好友的支持下，決定編輯

一份有審稿制度的學術期刊，《資訊社會研究》就是在不知天高地厚的

情況下開辦，一路走來，雖然辛苦，卻不寂寞。參加學術會議時，常

常有認識與不認識的朋友，對本刊給予肯定，這就是編輯委員最大的

回饋了！ 

五年前台灣社會的網路環境當然沒有現在發達，資訊化、數位化

程度也遠不及當前，許多關於資訊社會的討論與反省，都還是以美國

社會為參考，理論與分析架構也仍要援引歐、美的研究。漸漸的，許

多以台灣資訊化發展經驗為考察對象的論文愈來愈多，也累積相當多

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資訊社會研究，以及廣義的網路文化，愈來愈

受到學界的重視。雖則如此，這個領域仍然是有待開發的全新學術場

域。一方面，台灣現有系所，除了元智資訊社會所以此一領域為其學

術主軸，其他各學門雖然也都有網路文化及資訊社會加以研究，但大

多仍未能蔚為主流，大多只被視為一個邊緣的分枝。 

然而，網路文化發展實在太快了，只以分枝的態度來研究，無法

深入且細緻地處理許多相關議題。尤其是，網路文化基本上是較為年

輕族群擅場的課題，對學界資深朋友而言，雖然在研究方法及學術素

養上都有深厚基礎，但涉足到全新領域，仍然不太上手，以致於較難

跨入到此一領域。對年輕朋友而言，雖然對網路與數位資訊有較深刻

認識，但在學養與研究方法上仍有待加強，一些論文仍有改進的空間，

本刊編輯即是在此一生態中求開展。在任何一個新的學術領域發展初

期，很難期待期刊每篇文章都擲地有聲，正因為如此，學術期刊除了

學術位置之外，還有一份社會責任，要能藉期刊編輯帶動社會中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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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領域的研究興趣。 

Rob Kling 生前告知，The Information Society 自 1981 年創刊，也

經過 18 年才被 SSCI 索引收錄，但他們並不以是否被 SSCI 收錄為首要

考量，反而是以推動對資訊社會的研究為己任。當資訊社會的重要性

不容大家忽視時，這份期刊的意義就很清楚了。我們也期待《資訊社

會研究》未來亦能承擔對華人世界資訊社會以及網路文化發展的觀察

角色，許多重要議題與相關研究，也將會從本刊陸續出現。 

本期新到稿件 13 篇，連上期未審理完成文章 8 篇，總計稿件數為

21 篇，尚有 4 篇未完成審查，將移入下期繼續審理，共計 17 篇論文，

最後接受刊登文章為 6 篇，退稿率為 64.71%。 

數位落差已成為資訊化發展中，值得關心的重要議題。延續過去

精神，本期「數位落差理論、方法與應用相關研究整理」亦希望提供

相關資訊，以彌補中文學界研究的不足，讓有興趣的朋友，多些值得

參考的資料。未來，本刊也會針對重要議題加以彙整相關資訊，為此

一新興研究領域，介紹重要學者與研究成果，進行帶動中文學界對此

一領域的重視。 

面對另一個全新的五年，我們期待學界朋友能以行動支持本刊，

多多給我們稿件，讓本刊能更成長、精進。大家的支持，將會是本刊

進步最大的動力。期待五年後，本刊能夠對學界發揮更大影響力，讓

所有作者與編輯，都更以本刊為榮！ 

翟本瑞寫於南華 2005/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