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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年會 

暨論文研討會徵稿 
 
主題：「數位文化及網路研究」(Digital Culture and Internet Research) 
會議時間：96 年 11月 17日(六) 
會議地點：交通大學浩然圖書館國際會議廳(新竹市大學路 1001號) 
主題演講人：印第安納大學布魯明頓校區電訊傳播系 Erik Bucy博士 

 
主旨： 

二十一世紀資訊時代來臨，我們看到世界各國不同的數位發展

與應用快速地的萌芽與消逝。隨著時代不斷的進步，在資訊科技以及

無所不在的數位媒體漸趨發展下，網絡社會的轉變與成型也於各領域

發展中獲得相當的關注及討論。諸如部落格的崛起、線上百科全書—
維基百科（Wikipedia）的創新思維等，皆被視為Web 2.0此一新技術
風潮所產生的特殊應用，也彰顯出「我們就是媒體」（We, the media）
的新視野的到來。台灣在網路文化及應用發展的脈絡與美國、日本或

其他先進國家不盡相同，這些不同反映的是網民習性、集體行為及對

於社會實踐的文化差異。台灣網民形塑與激盪的網路空間，諸如台大

批踢踢、無名部落格、黑米客、中文維基百科等網路社群，反映的是

當代台灣網路空間所獨有的文化特性，然而這些多元的發展在國內相

關的學術領域研究上卻不多見的。 

許多重要、精彩，極受歡迎的網路新應用相繼而生，這樣的現象

反應出的是更多豐富的數位內容的產生，以及在數位普及的環境背

後，將會產生什麼樣的社會問題，是值得並需要進一步去思考。因此

本次研討會以「數位文化及網路研究」(Digital Culture and Internet 
Research)為主旨，希望透過學術交流藉以瞭解台灣不同網路內容應用

所形塑的空間如何概念化？不同網路內容應用社群反映什麼樣族群

特質？不同的族群特質是否進一步發展不同的文化內涵？這些不同

文化內涵可能受哪些因素所影響？而這些文化內涵所形成的差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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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上有什麼意義？又應該要使用什麼樣的研究工具或方法來研

究？這些網路文化研究又如何回到政治或社會實踐上？希冀透過此

次研討會邀請諸先進針對資訊時代之數位文化與新興網路發展共同

討論與梳理。 

 
議題： 

 資訊社會：資訊社會網絡變遷、網民與虛擬社群、虛擬權力、 
          虛擬網絡 

 資訊政策：數位及網路政策 
 資訊經濟：網絡組織、科技產業管理 
 資訊法律：資訊法律與管制革新、通訊傳播匯流與法律 
 資訊傳播：數位科技與另類媒體、網路學習、數位文化、 

          數位典藏 
 其他資訊社會相關議題 

  
＊ 截稿時間：民國 96 年 7月 30日 （截稿前繳交全文者將可參加 

          論文競賽，優勝一名 6000元，佳作二名 2000元） 
＊ 本次研討會將新增壁報論文展 
投稿者請註明姓名、服務單位、職稱、聯絡電話、e-mail、投稿議題 
請將您的摘要或全文 (word檔，檔名為：篇名_姓名)上傳至：

ftp://140.138.153.215
上傳步驟：進入 ftp → 點選研討會資料夾 →  

選擇您投稿議題的資料夾 → 將檔案貼上 
徵稿資訊：http://weber.infosoc.yzu.edu.tw/2007sic/

 
聯絡人：葉鎧銘  
連絡信箱: s946606@mail.yzu.edu.tw 
聯絡電話：03-4638800 #2769，0931-372-279  
主辦單位：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傳播科技學系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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