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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學：一個社會與技術並重的觀點1 

(Social Informatics: A Socio-Technical Approach) 
[ Rob Kling的科技社會觀點 ] 

 

近年來我們的生活與資訊科技的發展逐漸的密不可分，鑑於早期

學者過份強調科技決定論，忽視社會脈絡與技術發展的關連，Rob 
Kling 教授在 1996 年與幾位學者專家(Phil Agre, Jacques Berleur, 

Brenda Dervin, Andrew Dillon,Mark Poster, Karen Ruhleder, Ben 
Shneiderman, Leigh Star and Barry Wellman)提出了「資訊社會學」
(Social Informatics)一詞，希望能將資訊科技置於動態的社會脈絡中來
檢視其發展，這群學者認為資訊科技學者常以技術發展為中心，而忽

略社會環境等因素與技術研發設計的關連，他們認為探討資訊科技不

能脫離真實的社會場域來論述，而資訊社會學所關注的正是提供資訊

技術發展基礎的社會脈絡。Kling 教授認為資訊社會學是一個科際整
合的學門，它強調從科技發展與社會脈絡、文化、制度面向的互動層

面上，來檢視資訊科技的設計、使用及其影響2。 

在 1970與 1980年代大多的社會資訊研究重點放置於組織當中，
因為組織是電腦化最主要的場域，而研究的主題充斥著科技決定論的

觀點，常見的問題例如「如果我們引進或設置哪種電腦科技就能對組

織行為或社會生活產生何種影響？」、「資訊系統是增進或降低了工作

品質？」、或「資訊化後組織變得更集權或是分權？」而這些問題的

答案常常是歧異的，資訊科技有時造就了分權但有時卻助長了集權，

它有時增進工作品質但有時卻破壞了原有的品質水準，有時它會產生

組織或生活上的巨大改變但失敗的例子卻也屢見不鮮。唯一可以確定

的是如果我們僅以科技決定論或是簡化資訊科技為影響社會變遷的
                                                 
1 節錄自 R.Kling “Learning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Change: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Informatic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6: 217-232, 2000 
2 Social informatics is the new working name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design, 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ir interaction with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Kl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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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因，那我們便無法瞭解並分析近幾十年來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

之間的關連。 

早在八零年代，Kling 教授即提出必須將資訊系統的影響放置在
與每個資訊系統的發展、運作與使用有關的社會脈絡(context)中檢
視。資訊系統的產生並非憑空而來，它的發展與應用皆有其特殊脈絡

可循，而其發揮的作用也因應著不同的社會脈絡而有所不同。例如相

較於科技決定論宣稱「網路教學將取代傳統的大學教育」而言，我們

應試著提問「在何人、何種情況下人們會選擇哪一種的教育方式？」

又例如與其簡化的提問「醫療資訊系統對於病患求醫的影響為

何？」，不如使用社會脈絡觀點詢答「在何人、何時、何種情況下，

一般民眾可以利用網頁找到對他們而言較好的資訊？」「人們在電腦

網路上尋找相關資訊是否幫助了他們找到更好的醫生，因而增加了對

此醫生的信任關係？」亦或是「其實人們是想尋求另類醫療方式？」

而這些社會脈絡的觀察不僅可協助我們瞭解資訊科技的發展過程，而

且能提供我們分析性的觀點。 

Kling 教授認為科技與社會網絡(sociotechnical networks)的分析
不但能解決科技決定論過份簡化的缺點，並能協助我們瞭解新資訊空

間的特性。而這個科技與社會的觀點則強調資訊傳播科技受社會所形

塑(ICT is socially shaped)。在科技決定的論點中常見的是將資訊科技
視為工具(tool)，並以尋求資訊科技所產生的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s)
為主。七零年代以來，Kling 教授則從研究資訊科技對於社會產生影
響的觀點逐漸轉變成分析資訊科技的影響如何受到社會脈絡的形

塑，他認為資訊科技與社會脈絡兩者相互影響、彼此形構相嵌。他因

此將一般視資訊科技為工具的科技決定論點與視之為科技與社會網

絡的觀點作一相對比照。 
組織（或社會）對於資訊傳播科技的觀點 

科技（工具）觀點 科技與社會的觀點 

1. 資訊傳播科技是一種工具 

2. 商業模式觀點足以說明 
3. 僅以一個時間點瞭解資訊傳播

1. 資訊傳播科技是一個科技社會網
絡 

2. 生態的觀點是需要的 
3. 資訊傳播科技的運作是一個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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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運作 
4. 科技的影響是直接而即時的 

5. 政治干預是不好的或是不相關
6. 想要改變的動機是無庸置疑的
 
7. 社會關係是容易改造的 
 

8. 資訊傳播科技造成大的、但單
一而溫和的社會影響 

 
9. 社會脈絡是簡單的(僅需考量
幾個重要的項目或人口特質

差異) 
10. 知識與專門技術是外顯而明
確的 

11. 資訊傳播科技的基礎建設可
充分支持 

不斷的過程 
4. 科技的影響並不是直接的，也可
能跨越不同時間點 

5. 政治的介入是主要甚至是必要的
6. 想要改變的動機必須經重構產生

(甚或經由衝突產生) 
7. 社會關係是複雜，需要協調，而
且是多邊的(包含信任) 

8. 資訊傳播科技可能造成巨大的社
會反應(不僅工作生活品質，整體
的生活品質也受到影響) 

9. 社會脈絡是複雜的 (需考量商
業、服務、人、技術發展、與地

點等相互影響) 
10. 知識與專門技術是內隱的 
 
11. 要讓資訊傳播科技可行還需有
其他技術與工作因素配合 

Kling 教授認為資訊社會學者應以發展並累積人們如何有效的形塑資
訊傳播科技並因此改善人們的生活與工作的相關研究為主要考量。這

樣 的 研 究 取 向 是 超 科 技 (trans-technologies) 和 超 制 度 的
(trans-institutional)，也就是說我們應發展出適用於瞭解不同科技和不
同社會場域的概念與理論。總言之，Kling 教授強調資訊社會學分析
有別於傳統的科技決定影響分析；資訊社會學的分析同時考量社會、

文化、組織、與其它的脈絡因素；我們必須研究資訊科技在工作過程

中實際被運作的情形；資訊科技應被放置於科技與社會的脈絡來瞭

解，而非僅以工具視之。在這個新的科技應用不斷發展的時點裏，

Kling教授認為資訊社會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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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脈絡下的資訊科技研究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social contexts” 
 

Dr. Rob Kling於 2003年 2月 28日於清華大學專題演講節錄 

 

資訊科技不只是我們技術本身或技術本身的進步，而是他所帶來

的影響。社會資訊學便是去研究這些電腦化後的社會影響。隨著

Internet的快速成長，Internet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藉由期
刊、會議、協會的場域，讓相關領域進行對話，讓 Internet的研究更
豐富。 

Internet 可以說是遍佈在任何地方，他跨越了時間空間的限制，
讓使用者可以馬上得知各地的消息，與各地的人溝通。也因為 Internet
的便利性，讓 Internet 的活動也快速的成長，人們在 Internet 上到底
做了哪些活動？email、購物、看色情圖片、賭博、旅遊、政治參與、
社交。Internet 的使用到底為人們的社會生活帶來了什麼改變，他又
會為不同的群組與機構帶來哪些結果，例如在教育、遊戲、賭博或專

業的溝通上。 

社會資訊學所研究的主體為制度、文化脈絡的互動對資訊科技的

設計、使用和影響。大部分這方面的研究都是以分析方式、批評方式、

或者基準規範方式為主。在社會資訊學的研究上，目前一些研究的主

題分述如下： 
1. IT與組織的改變，例如：工作的生活、溝通方式、組織結構、
權力關係方面的討論。 

2. IT與教育方式的改變：如遠距教學 
3. 經由 IT技術，對私人或社會的控制 
4. 進行 IT 專案，來增加公司競爭力，如進行專業的改革運動，
來增加行動者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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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庭在 IT上的使用 
6. IT標準的制定及管制、去管制的治理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子領域的研究，如組織的資訊學；電腦中介溝通對人與

人之間、團體間、制度上的影響；社群資訊學(如：家庭)……等。 

社會資訊學到底是什麼？他所說的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也不是

沒有技術的資訊、不是認知心理學、經濟學、工具性研究或未來學。

資訊社會學主要研究是去發展一個累積性的研究主體，幫助人們有效

的描繪出一個可以改善人工作及生活的 IT，了解一個新的技術社會
化的現象，例如 dot-coms的產生，虛擬團隊的信任問題。 

Dr. Kling認為整個社會資訊學的研究應包含了四大部分來探
討，第一為技術化社會的實體論，不僅僅是針對技術進行討論，也包

含了人與技術互動溝通的過程；第二為資訊通訊技術本身的構成；第

三為制度性的，如文化、制度、政策對社會的影響，又如管制、去管

制的制度選擇；第四為多方面相關互動後所產生的現象。Dr. Kling認
為ICT不僅僅視為一種工具，而是一種社會─科技網絡，用一種生態
的觀點去看待。簡言之，ICT亦是整個生態中的一環，而且是錯綜複
雜的交錯在各個變項中，因此不能忽略ICT的影響。當然這方面的研
究有許多學者努力，表一是針對各方面的Internet研究的整理。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 Internet 上的 e-forum 內的社會行為，試著
從四個方面來了解技術的單純到科技社會化的複雜。數位圖書館的登

記；電子化政府的協調與階層的政策；虛擬社群的信任與承諾；電子

商務的商業模型及登記方式，都顯示出技術是簡單的，但一牽涉到人

的使用，就會變的複雜化。就如同 Internet是網絡狀的管線遍佈，而
e-forum卻是這 Internet上技術社會化的結構。 

在 Internet 上有許多類型的 e-forum 形式展現，如單向的傳播：
電子雜誌、電子期刊、商業產品的販售、旅遊網站、報紙、財金服務、

數位圖書館；又如同參與者之間的討論：Usenet新聞群組、聊天室、
留言版……等。然而 e-forum的社會組織中，誰可以參與，誰又被排
除，參與者活動是什麼，有什麼協定，社會控制的代理人和執行者是

誰？這些現象都是有趣值得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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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消滅了時間空間的面，但有趣的是我們從英國的 Internet
分布圖(如圖一所示)可以看出，明顯的 Internet 使用集中於城市，這
也代表著 Internet 連結的是跨時空的城市，未連結的地方還是有很
多，普遍性還是不足。 

 

 

 

 

 

 

 

 

 

 

 

 

 

 

 

 

 

                         圖一 

最後，在 Internet研究的機會與挑戰方面，Dr. Kling認為在家庭、社
群、e-forum、遠距教學、學術通訊、電子商務的方面仍有許多東西
可以去深入研究探討，但在研究現象時，要將社會性加入探討、將

Internet 及社會改變理論化，加入技術社會化失敗的模式來探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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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未來 Internet的研究會有更多有意義的發現。 

表一 
Internet研究的類型 相關範例 
社會性(Sociality) •Herring, Susan C. 2002.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on the Internet."ARIST vol. 
36. 

•Katz, James E. and Ronald E. Rice. 2002.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Use: Access,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 MIT Press. 

•Preece, Jenny. 2000. Online Communities: 
Supporting Sociability, Designing Usability. 
John Wiley. 

•Turkle, Sherry. 1995. Life On the Screen: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Simon and Schuster 

•Wellman, Barry and Caroline A. 
Haythornthwaite (Eds). 2003.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Blackwell 

工作與組織 
(Work & Organizations) 

•Walsham, Geoff. 2001. Mak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 : IT in a  Global Context. Wiley 

家庭(Households) 
 

•The HomeNet Project. 
http://homenet.hcii.cs.cmu.edu/progress/ 

•Miller, Daniel and Don Slater. 2000. The 
Internet :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New 
York Univ Press. 

線上群組與社群 
(Online Groups & 
Communities) 
 

•Barab, Sasha, Rob Kling & James Gray (Eds). 
(in press) Building Online Communities in the 
Service of Lear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nes, Steve. 1998.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Sage. 

•Werry, Chris and Miranda Mowbray (Eds.). 
2000.  Online Communities: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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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Action, and the Virtual University.
Hewlett-Packard 

制度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agencies, 
Libraries, Schools, 
Workplaces) 
 

•Borgman, Christine. 2000. From Gutenberg to 
Global digital libraries. MIT Press. 

•Dutton, William and Brian D. Loader (Eds). 
(2002). Digital Academe: New Media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Learning. Routledge. 

•Fountain, Jane 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Kling, Rob & Geoffrey W. McKim: 2000. 
“Not just a matter of time: Field differences 
and the shaping of electronic media in 
supporting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JASIS 
51(14): 1306-1320. 

•Schofield, Janet Ward & Ann Locke 
Davidson. 2002. Bringing the Internet to 
School: Lessons from an Urban District. 
Jossey-Bass 

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r) 
 

•Castells, Manuel.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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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helm, Anthony. 2000.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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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Workshop摘要 
 

於 2003年 2月 29日於清華大學舉行 

 

2003 年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於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任教的 Rob 
Kling 教授在清華大學，與多位大學教授、研究學者展開了一場難得
的對話，彼此討論著新時代下的新學門；究竟資訊社會學該以什麼樣

的思維做基礎，並建立新的研究典範。 

 

Rob的演說簡述 
延續著前一天研討會的開場演說，Rob Kling教授在形式較輕鬆

的討論會中繼續談他所認為做資訊社會研究時該採行的基本研究架

構，包括了科技社會的實體論、資訊技術的建構發展、制度化因素（因

此，產生了有限的選擇）與生態學式的有機互動。至於什麼不是資訊

社會學，令人玩味的是 Rob Kling教授認為單一理論、缺少科技的資
訊、經濟學、認知心理學、單一的直接影響、一家之言與未來學派則

都不該被視為是資訊社會學的範疇。 

Ron Kling 教授進一步列舉了近年來提出的新理論，除了 Berry 
Wellman的社會網絡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便是他提出的理論之一，其中心概念是當科技導致時空的改
變，社會中不論人類或非人都被他們所處的網路所在位置連結著，行

動者的不同興趣將可以被轉化成不同群的網絡集合，此外，網絡中也

會有行動者是扮演著”橋”的中介角色，Rob Kling 教授以數位圖書館
的建置例子來說明加入 ANT 模型的重要；另一個理論是科技社會互
動網絡（Socio-Technical Interaction Network），此理論延伸自過去研
究電子期刊（Electronic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Forums，e-SCF）所
發展的夾心蛋糕模型（Layer-Cake Model），除了認為科技的因素不應
屏除在社會研究之外，也覺得「社會性」（Social）源自於社會參與者
如何使用科技，還更深入討論更多社會變項的相互作用。簡言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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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科技不能被截然二分的討論，社會行為理論將影響到科技如何被

設計，行動者不該被排拒在科技與社會之外；也就是說，參與其中的

行動者將被鑲嵌在複雜、可轉換角色、非單純科技中介的社會關係中。 

無庸置疑的，Rob Kling 教授試著替資訊社會學建立其理論基
礎，從他的角度往外看，我們透視到了一個具啟發性的理論與相當多

的實例，不斷不斷地，Rob試著告訴未來學子一個值得投入與挖掘的
新領域。 

 

 

翟教授的演說簡述 

翟本瑞教授接著則就『資訊社會學如何而可能：資訊社會學的研

究領域及舊式理論取向』的題目，做了簡短的演說，以下是摘錄後的

綜合整理。 

首先，翟教授說明了資訊社會學有其研究的必要。他開宗明義地

從 F.Webster的《資訊社會理論》一書談起，引出了自 1970年代開始
陸續出現的四類新理論學派，包括了後工業主義、後現代主義、彈性

專殊化以及發展的資訊模式。最早提出的後工業主義學者（如：Daniel 
Bell等）雖然對資訊社會有著過度美麗的預期，但已讓許多學者接受
資訊社會已經來臨的看法；後現代主義的代表如 Jean Baudrillard則常
就媒體影響來討論現代社會中符號所創造出的超真實，這樣的理論在

網際網路興起後也被運用來研究超文本所建構的世界模式；再者是彈

性專殊化的論述則自 70 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後開始，生產模式超越
了福特主義與泰勒主義但是焦點過度集中在經濟生產與組織管理，對

資訊社會的研究似乎不夠全面；Catells則是Webster認為對資訊社會
較有著墨的學者，1995年的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即是 Castells集大成的三部曲，2001年出版的 Internet Galaxy
則進一步對網路文化做討論，同時也對未來新的研究世代有著檢討與

期許。 

面對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翟教授認為這對於我們所



Rob Kling紀念專輯  11 

處的社會來說，確實已逐漸進入一個名為「資訊社會」的新紀元。隨

著虛擬社群、線上人際關係等網路文化現象的形成，虛擬世界逐漸成

為一個與真實世界相對的場域。他認為科技的發展其實遠超乎想像，

例如當今個人電腦的運算能力或只能相當於一隻昆蟲，但在未來的數

十年內，個人電腦的運算能力即能超越人類大腦；而透過連結全球各

地的電腦所形成的網際網路也愈來愈像是一個全球腦，逐漸成為一個

龐大的思考系統。翟教授並進一步預測，未來在各項資訊化服務乃至

於虛擬實境及人機界面的發展均臻成熟極致的情況下，我們將活在一

個全面資訊化的時代、屆時「資訊社會」即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現實世

界。由此觀之，對於資訊社會的研究，也就可能需要重新建構一套新

的研究取向、方法和理論體系。也因此，在定義什麼是資訊社會時，

重要的是科際間的整合與創意激發，問題是，在學術研究的場域中該

如何將傳統研究方法與新世代的社會體驗做結合？翟教授因而提出

應了解傳統社會學理論的看法，之後再加上新的研究態度與參與感

受，方能得到更切合實際的研究結果。 

那翟教授所提到的傳統社會學理論有什麼呢？首先帶出了涂爾

幹、韋伯、齊默爾等奠定社會學思想基礎的先行者理論，認為後進的

學著如休茲等人的現象社會學能夠進一步描述且補充傳統社會學在

社會生活分析上的不足。當時空來到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迅速的變

革使得虛擬世界、網路社群甚至是線上世界逐漸形塑了一個獨立的文

化體，接踵而來的許多發問自然都是希望能更了解網路社會以及網路

文化，翟教授針對資訊社會研究取向，即提出了下列四大類：一、探

討網路化後的各種社會現象；二、探究虛擬空間中的虛擬現象，真實

世界與虛擬世界在行事上有無對應關係；三、探討真實與虛擬間的差

異；四、假設科技終有一天具備思考、情緒，人機間該如何互動，是

否科技未來將終致人類文化的消失。 

翟教授對資訊社會未來的預測與新穎觀念，皆彰顯了教授認為網

路的無限可能將使社會學在研究典範上做出改變，如同教授所說：「或

許此時各家觀點分殊，方法上也顯的混亂，但資訊社會學的未來卻是

奠基在爭辯與集合各家言論的精神之下而獲得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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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討論小結 

Rob Kling教授在圓桌討論提到 Castells於 1995年撰寫的三大部
難得的作品，經濟、社會與文化三條社會脈絡被 Castells綜合在一起
談，網路社會的型態成為重要的分析單位，反倒是 2001年的 Internet 
Galaxy一書，Rob Kling 教授的評論認為 Castells的社會研究變的只
剩科技一個變項，無法展現真實的網路世界如何變化。 

儘管 Rob Kling 教授與翟教授在對資訊社會的想像上有著相當
大的差異，兩位學者所希望闡述的概念卻有相當一致，翟教授認為在

了解什麼是資訊社會時，如同 Frank Webster從科技、經濟、職業、
空間與文化的面項來討論，需結合其他學科的思維，以創造出更深刻

的研究意義。回顧著社會科學的內涵，Rob教授同樣認為資訊社會學
代表著一個新的研究取向，在過去社會學、經濟學或是政治學等社會

科學的理論基礎之上，更注重於科技的整合，同時也加強了科技發展

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 



Rob Kling紀念專輯  13 

Reflection on “Information Societies” 
資訊社會的反思 

 
Dr. Rob Kling教授 2003年 3月 3日於南華大學演講節錄 

 

有許多的學者試著給予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社會一個定義，期望

能對目前我們所存在的，這個不斷變遷的社會一個適切的描述。例如

「大眾社會」、「休閒社會」、「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以及所謂的

「資訊社會」。 

這些對於當下社會不同的描述，背後都代表著不同的意義。Daniel 
Bell等後工業主義學者，由傳統的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待整體社會的轉
變，描繪出一個與過去不同的社會架構。在歐盟，則是將資訊視為一

種加速社會變遷的元素。還有許多相關的討論，將資訊時代與資訊科

技之間做緊密的連結；而更深入的專業論述，則包含了資訊社會中的

知識經濟與知識管理的議題，有些學者認為，資訊科技是一種非常具

有潛力的知識載具，透過應用資訊科技，知識的傳遞與創造的過程都

有著重大的轉變。 

這裡將「資訊社會」分成五個面向來看，可以了解資訊科技對這

五個面向的影響： 
1. 技術面的：資訊科技快速的發展，且社會開始大量的在各個層
面應用資訊科技。 

2. 經濟面的：資訊⁄知識成為一種資產，而經濟資產也開始轉向
投資於資訊⁄知識的生產。 

3. 就業結構層面的：屬於「資訊相關」的職業快速成長，例如傳
播、娛樂以及服務業等。 

4. 空間面的：資訊科技所帶來的時空壓縮、流動空間等概念。 
5. 文化面的：資訊科技被普及運用之後，對社會文化產生的影
響，像是有人提出社會的麥當勞化等。而最常被提出的，就是

網路空間的興起所產生的影響，不論是實際社會層面或是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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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的新興文化。 

從社會學家 Daniel Bell 的理論可以看出，Bell 試著區分出歐美等社
會，由農業、工業到所謂的後工業社會（或稱為服務業社會）。強調

在後工業社會中，「知識（資訊）」與「知識（資訊）工作者」的興起

以及它的重要性。從這個角度出發，Bell更延伸後工業社會到資訊社
會的形式。 

Bell首先由經濟層面的改變來檢證社會形式的轉變，認為經濟結
構主要成份的性質開始與過去有不同的變動。他認為「知識」變成了

整個後工業社會中的主要核心，同時也是驅使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來

源。 

總的來說，若比較後工業社會與工業社會、前工業社會之間關鍵

性的差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資訊」與「知識」本身性質的變化，

以及它們在不同的社會之中扮演的角色。資訊與知識在後工業社會中

成為一種資產，可以投資於生產以及不停的被再生產。 

Bell對於「資訊」的定義：(1)資料的集合、記錄：例如各類的帳
單、政府津貼、銀行出納記錄與信用記錄等等；(2)日常生活中資料的
處理：如定機票、生產規劃、財貨分析等；(3)資料庫：一群有具共同
特徵的集合體，像是人口普查資料、市場研究資料、意見調查、選舉

資料等。 

Bell對於「知識」的定義：對於現象或觀念有組織的描述，代表
的是一種思考過後的判斷或透過經驗所產生的結果，而這些觀念與描

述是可以經由某些有系統的傳播方式來傳遞給他人，因此知識與單純

的新聞或是娛樂訊息是有所不同的。他並將後工業社會劃分出幾個的

主要面向： 
I. 經濟層面：由商品製造轉變為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 
II. 職業結構層面：專業與具有技術性的職業興起，成為整體就
業結構中重要的一環。 

III. 中心價值：專業性知識成為社會中的核心價值，也是創新與
政策制定的來源。 

IV. 未來導向發展：透過對科技與技術發展的有效掌控與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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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為一種以「未來」為導向的發展模式。 
V. 決策制定模式：應用新的「知識性科技」，創造出有價值的政
策與計劃。 

Bell其理論強調科學與技術性知識的重要，為資訊社會定下一個理論
性的基礎，但 Bell也忽略了娛樂工業的重要性。娛樂產業對資訊社會
的什麼影響？娛樂休閒產業（如電影、音樂工業）在美國國內的消費

支出中占了重要的比例，因此不能忽略這些被 Bell視為非「資訊」的
產業。隨著娛樂產業的發展，智慧財產權也開始被視為一種有價值的

「資產」，可說是智慧財產權的重建。 

透過對理論性知識重要性的描述，強調科學與技術領域的重要

性，例如研究與發展(R&D)的必要性、科學技術人才培養的重要性。
Bell卻也忽略了市場理論、金融分析與法律知識在當代商業領域中的
重要性。從工業社會到資訊社會：在 1980 年代末期開始，資訊與通
信科技(ICT)的投資與發展快速成長，促成了目前所謂資訊社會興起
的開端，然而整體社會的發展並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ICT的投資與
發展帶來社會結構的改變，但似乎並未完全帶動社會經濟的成長。從

社會變遷的過程來看，社會的發展是具有一定複雜性，而非單一因素

就可以決定或改變整體的，而社會的發展也並一定就是向著愈來愈好

的一面前進。 

接下來，我們也從 Castells的理論來看，他所提出的資訊社會。
Castells 有些論點延伸於 Bell，但他並不像 Bell 般過度著重於科技與
經濟之間關係的論述。Castells提出的資訊社會（或網絡社會），具有
幾個特性： 

I. 全球性：當代的資訊社會是一種全球化性質的，社會各層面
之間的關係不再侷限於單一國家的界線。 

II. 區別性：社會按照各種不同的性質區分為許多部門、類別，
社會關係的變化是片段的，而非整體社會一致的。 

III. 各種社會衝突的出現，做為一種社會合併或演進的過程。 

當然還有其他對於資訊社會理論的評論，例如有些學者由歷史資料的

分析來看，認為勞動市場中就業結構的變化並非是隨著電腦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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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來，更非是因為網路的興起。並認為有些學者只強調理論性的知

識與科學，而忽視了它們在與市場或法律之間的關係。 

有些學者認為資訊科技的發展，起初並非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而

產生的，而是因為軍事上的需求，而網路的發展更是如此，因此把資

訊科技的發展當成社會變遷的驅力，是有必要討論它的合理性。有些

則說娛樂相關產業的角色被忽略，但它卻影響了當代社會的貿易結構

與智慧財產權等的變化。當然也有許多資訊社會的論述排除了性別、

種族等深切影響社會變動的議題，在社會階層方面，除了部份數位落

差的論述之外，也是寥寥無幾。 

資訊社會學的範圍很廣，之前每位學者的評論也都有其道理，這

也是未來研究資訊社會學所能夠發展的園地，希望未來的研究能補足

現今研究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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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社會資科學的交會─悼Rob  
李雅靖(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Dr. Rob Kling Passes Away May 15th, 2003 

SLIS professor dies at 58 
“Rob Kling Was Expert on Social Aspects of Computerization.” 

我第一次碰到 Rob，是 1997 年上他的 'Computerization in 
Society'。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也沒有像其他學生是抱
著仰慕的心態來修這堂課，只是憑內心一股對電腦與數位科技在我們

生活、政治、工作、娛樂、經濟、文化、傳播等方面之改變有深厚的

好奇與感觸，而坐在教室�聽 Rob侃侃談論著電腦化所帶來的各式各
樣價值觀衝突(Social Conflicts)與影響。 

之後，我在 1997年至 1998年間參與他幾項研究計畫與學術文章
寫作，才深深體會到大師級的風範。Rob是一位非常聰明且有創意的
學者。往往我們在開會討論研究方向時，他可以記起他曾讀過的文章

(並在他那儲存上千篇學術研究的電腦�將之找出，供我參考)與接觸
過的人，指點我找新資源，指出我思潮的盲點，來探索問題，豐富研

究的內容。他常給我許多啟發，也不吝於分享他的知識─這當然包括

在 Bloomington 這個看似無聊的小城鎮�，哪裡最好玩、哪家餐廳的
Chinese food最好吃、哪家電影院播的影片最另類。他的精力旺盛─
在到全世界各地演講、旅行、參加學術會議、至華盛頓闡揚他的科技

政策理念、與科技業界座談之間流轉，絲毫沒有減損他做研究的投注

與犀利：常是我等他與上一位學者會談完，接著與他討論後，踏出他

的辦公室，才發現下一個與他合作的對象已守候在門外。看他活得這

麼充實，我也曾露羨慕之色，吃著他到歐洲演講帶回來的巧克力，感

嘆自己的人生大概無法這樣多采多姿！Rob一聽，馬上鼓勵我，說只
要我在自己有興趣的學門努力以赴，一定會有好成績。 

Dr. Rob Kling在 1971年畢業於史丹佛大學，主攻人工智慧。他
曾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電腦系與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 資訊電腦系任教，1996 年至 Indiana University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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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ington(印地安那大學)圖書資訊科學學院任研究所所長，擔任資
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期刊的總編輯，並創立 Center of Social 
Informatics。自 1970年代以來，Rob的研究重心即放在電腦化對人們
與組織(包括公司、政府、社區、保險界等)造成的契機與衝突。他所
提出的 Social Informatics/SI (姑且譯作社會資科學)的概念，深獲眾多
學者的共鳴與支持。社會資科學基本上是一門探究電腦化的各種社會

現象，研究資訊科技如何改變社會和組織，以及分析各種社會勢力與

運作如何塑造科技的發展與使用的學問。Rob 近幾年的研究興趣偏重
數位圖書館、電子出版，學術界各學系使用新傳播科技的狀況、與科

技政策的人文面探討，頗受學界與政界的重視。 

如今，Rob 已於 5 月 15 日睡夢中悄然地離開人間，徒令身邊的
親朋好友無限惆悵。然而，他的智慧、創作、遠見、與遺留下來的傑

出研究結晶，永遠令認識他的人所懷念與珍藏─ 

I am already missing you, Rob. 

 

 

 平易近人的大師  
 

曾淑芬(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2000年二月冷冷的冬天，我和所內同仁及三名學生到了印第安那

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at Bloomington)，拜訪在資訊社會學領域有著
龍頭地位的 Rob Kling教授。寒冷的氣候都在我們見到 Rob後化為暖
流。雖然 Rob是資訊社會學界的大師，但是他毫無架子，熱切的接待
我們，他那股一心想要發展科技與人文並重的資訊社會學學術熱情讓

人無法忘懷。他主動提出在他們學校資訊社會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ocial Informatics)網頁上連結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的想
法，除了讓我受寵若驚外，也對於他的積極與開放印象深刻。 

 2002年底台灣資訊社會學學會成立，我協助負責邀請國外學者至
台灣演講及上課。我第一位邀請的對象就是 Rob，雖然我們只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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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濟艙機票和數天的住宿費用，但他當時毫不遲疑即應允來台，在

他滿滿的行程表中塞入來台的行程。難得邀請到他，我的想法是希望

他能多與國內學者交流，因此儘可能在他的短暫行程中安排諸多學術

活動，各場並以不同主題邀請他演講，他不但不以為忤，而且表達願

意以不同主題和相關領域學者和學生交流。他相當重視此次來訪，既

使是在上飛機前我都還收到他不斷修改的講稿與 powerpoint檔。2003
年二月底 Rob與他太太Mitzi來到台灣，在旅程中航空公司轉丟了他
的行李，到達中正機場後他又在機場遺失了護照，面對這些突發狀

況，我看到的是一位不急不徐、還會自我調侃的學者，他說高速公路

再多走幾趟，說不定就可以看得懂上面寫的中文字了！當晚 Rob他們
下榻的招待所環境並不如預期，我還在自忖，他即笑著說他曾住過比

這還糟得多的地方，要我別在意。Rob和Mitzi就是這樣的善解人意、
平易近人。 

來台的這段期間，Rob他先是擔任學會年會的 Keynote Speaker，
再參與一個整天的 Workshop 與學者對話，先後再至元智大學與南華
大學演講、參與座談。他的學術風範有目共睹，他的學術熱情與人文

關懷令人感佩。在他離開台灣的前一晚，我邀請 Rob夫婦與幾個學生
在台北上闔屋吃飯，Rob在大啖生蠔、暢飲椰汁之際，還不忘鼓勵學
生，甚至想了一個題目 “The Taiwanese Internet: Much More than 
Karaoke and Less than a Whole Society?”當場抄在餐廳的紙巾上，鼓勵
學生投稿期刊。對於學生而言，與這對學者夫婦共餐，我想這將是他

們無法忘記的美好記憶吧。我們約好若是暑假我到 Chicago，一定要
再去 Bloomington找他們玩。 

Rob回到 Indiana後，隨即以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主編的身份
邀我加入編輯群，我感到榮幸，也相當開心有這個與國際學界接軌的

機會。我後來接到他寄來有 Indiana University校徽的紀念筆，心裡想
下次去美國拜訪他時應該帶件印有元智大學校徽的衣服送他們夫

婦，沒想到這個想法卻無法實現了。他過世的消息令人錯愕，透過

TIS 期刊的執行編輯知道 Mitzi 相當堅強的面對這個突來的噩耗，我
想任何一位認識 Rob 及和他相處過的人，將會永遠懷念這位毫無架
子、平易近人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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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隨俗的社會資訊觀察家： 
側寫 Rob Kling及其思想觀念介紹 

 

郭宣靆(南華大學出版所) 

二○○三年三月三日星期一下午兩點，Rob Kling蒞臨南華大學
參加「資訊科技發展與資訊社會形成」研討會，當天的講題是：「反

思資訊社會」（Reflection on “Information Societies”），其中「社會」
一詞，用的是英文複數形，強調不同社會有不同社會的資訊發展型

態，不可同一而論。Kling 的演講風格隨性生動，嚴肅的講題頓時成
為機趣橫生的討論，有時天外飛來一筆想像，讓在場聽眾妙不可言，

心有戚戚焉。 

當談及「資訊社會」概念時，Kling雖不免俗地先介紹 Daniel Bell
等社會經濟學家的相關論述，然而 Kling隨後便揭露並質疑這些論述
的不必然性與某程度的偏頗和疏漏，例如 Bell只強調科學和技術是構
成資訊社會的關鍵要素，卻忽略了娛樂業或許才是真正促進「資訊化」

普及一般社會大眾的推手；此外，Bell過分傾重科學和技術領域的研
究發展，輕忽了同等重要的行銷理論、財務分析與法律知識對當代企

業的影響力。Kling 還提出一個異於主流的思考面向：資訊社會並非
朝線性的進步方向發展：高額的資訊傳播科技投資不見得換來高所得

的成長，也不盡然是導致貧窮或增加街頭遊民的肇因。基本上，Kling
認為任何社會的改變過程都是複雜多樣的，不必然發展的更好。 

對於 Castells採取「資訊主義」（Informationalism）的談法，Kling
雖認同其從「部門」（sectoral）的工作類別具體分析資訊社會之發展
內涵，卻認為 Castells 的主要觀念還是源自於 Bell 對科學技術的執
拗。從客觀的歷史發展來看，二次大戰後，某些工作部門的勞動力增

加了，卻和資訊科技一點關係也沒有。傳統辦公室階層組織仍有佔有

很高的比重，且資訊社會的形成並非自網路或電腦出現後才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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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倘若只從職業面向來判定資訊社會的開化程度，那麼完全不從

事農業的西藏，其資訊化程度比起仍有固定人口從事農業活動的西方

社會還高。 

提出一些反駁的例證後，Kling 最終仍不忘補充幾個遭到資訊社
會論述所排除的議題：性別議題、種族議題和社會階層（「數位落差」

以外的討論）議題，並同時鼓勵台灣發展屬於自己社會的「資訊社會」

論述。 

整場演講下來，Kling 並無搬弄艱澀的術語，也沒有純理論的空
談，而是從當前學界最為熟悉的幾個社會經濟學家論述切入，貼近聽

眾的需求，所舉之例證簡單明瞭，所解說之概念深入淺出，充分展現

其觀察入微與平易近人的作風，博得台下聽眾的熱烈鼓掌贊同。 

筆者有幸成為第一個對 Rob Kling提問的在場研究者，主要是想
了解 Kling對於數位出版未來發展的看法以及 Kling曾經在文章表示
「無邊界經濟」（borderless economy）是一個很諷刺的概念：人們並
非隨心所欲的在任何地點工作，而是被迫成為「居無定所」的遊民企

業家，筆者希望 Kling能更進一步解釋其對工作「邊界」（boundary）
一詞的界定並說明這是否將成為未來普遍的工作型態？ 

Kling 首先首先婉拒了對未來提出預測，但願意就實際的發展情
況和他個人觀察到的一些現象和研究者分享。他解釋所謂的「邊界」

消失，並非發生在所有地區，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領域皆如此，而是發

生在某些特定的地區與工作領域：例如多國企業的顧問人員；此外，

城鄉差距也是存在的，不一定先進國家的所有地區都受惠於資訊科技

而採行「無邊界」的工作方式。地理空間還是很重要的，不可能完全

消失。 

出版則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工作領域。Kling 表示：資訊科技固然
促成了線上出版的發展，主要是因為透過上線的方式，能夠讓資訊的

儲存、取用更為方便，加上線上出版品複製成本低廉，有利於推廣。

然而這些服務的提供絕對不是免費的。重點是：誰付費（who pays）？
出版商可能將成本轉嫁給其他紙本出版品的使用者或是消費大眾，或

藉由不同版本的製定，向不同需求的企業團體或個人進行收費，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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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營利的最終目標。電子報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也很類
似。例如《紐約時報》雖然有提供七天的免費試閱，藉以鼓勵更多大

眾閱讀《紐約時報》，將免費試閱當作一種行銷宣傳的手法。日後，

當有人需要使用《紐約時報》的新聞資料庫的內容時，就必須要付費。

因此，不能把免費當作是網路出版的絕對特性，而必須更深入地挖掘

是由哪些人或是在哪些領域收費。 

以上僅就筆者個人與 Kling 之間的互動過程為例，不難發現
Kling獨特的思考模式與細微的觀察能力。Kling不以預測家自許，也
不贊成作毫無根由的預測，就某個角度言，這是一種負責任的嚴謹研

究態度。另一方面，Kling 也很能掌握問題的核心，直指最重要的關
鍵因素，不受外在現象之欺矇。這樣的本領，來自於 Kling長期投入
「資訊與社會結合」的領域鑽研，並可從 Kling的幾篇經典文章中，
發現其思索資訊社會的若干重要觀念線索。 

事實上，早在七○年代初期，Kling 即開始關心電腦化為經理人
員、專業人士和工作者以及一般大眾所帶來的社會機會與困境。Kling
檢視並認為電腦化是帶有科技成分的社會歷程。Kling 也注意到密集
的電腦化是如何轉變工作型態和賦予哪些社會選擇。同時，Kling 也
從事將複合的資訊系統和專家系統整合進組織的社會生活研究。

Kling 寫過關於電腦化對大眾的造成的直接影響以及所引發的社會價
值觀之衝突。接續這些研究，Kling 進一步專研如何有效率地使用電
子媒體以支持學術和專業的傳播溝通。經年累積下來，Kling 的著作
等身，出版超過八十五篇的期刊論文和專書章節，更在國際會議中發

表過無數的報告，並受邀至過內外各大學機關客座講授。九○年代晚

期，Kling 還曾服務於美國 ACM 委員會的電腦與公共政策之執行委
員會，也曾參過與美國社會學協會的電子出版委員會以及 AAAS 之
律師與科學家國家會議。 

最能突顯 Kling之卓越貢獻及其核心概念宗旨的莫過於 Kling在
〈了解資訊科技與社會變遷：社會資訊學的助益〉3一文中首創了「社

會資訊學」（social informatics）一詞的使用。「社會資訊學」是一個關
                                                 
3 Kling, Rob (2000).  “Learning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Change: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Informatic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6: 21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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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設計、使用以及資訊和傳播科技在不同制度、文化情境（contexts）
中的互動之整體研究。有鑒於大多數研究都過度簡化了科技和社會之

間的關係，Kling 因此提倡透過對「社會資訊學」內涵的理解，有助
於整合散見於各個領域（如傳播、電腦科學、資訊系統、資訊科學以

及某些社會科學）中討論資訊傳播科技（ICT）對社會造成的影響研
究。Kling 認為：凡舉電腦網絡、透過電子期刊進行的科學傳播、大
眾的網路近用（access）情形等，都是了解社會資訊學不可或缺的概
念。其中包含一些重要的主題，像是社會情境對工作流程的影響力、

社會科技網絡的意義、大眾的資訊近用情況以及社會基礎建設對電腦

化的支持等。 

從 Kling所處的研究歷史背景來看，在七、八○年代，關於電腦
化的問題大多屬於決定論的影響討論，亦即人們會受到電腦的哪些影

響，假使人們從事某些活動。然而，最後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有時候如

此，有時候卻又是那樣。Kling 很早就體認到，不可能有簡單、直接
的影響存在。必須考慮到相對的權力問題。例如職務權力在調節和型

塑電腦如何重建工作場所的過程，就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另一類

的問題是關於：電腦化之後，組織會成為何種程度的中央集權？Kling
發現：很多討論認為電腦強化了管理階層獲取資訊和控制的能力，因

此會造成絕對中央集權；另外一些討論則認為電腦化之後會去中心

化，達到權力的分散。然而 Kling卻以為，這樣的二分法所反映的是
簡單的科技決定論。一直要到網路出現了以後，才開始有人關心一般

大眾使用網路獲取資訊的各類情境問題，亦即網路何時在什麼情況下

對誰產生怎樣的影響，究竟是好或是壞？雖然問題本身並不能解決什

麼，卻讓 Kling透過思索這類權變問題背後的意義，逐漸發展其個人
對資訊科技在社會生活中的深刻理悟。 

Kling 表示：把電腦化的資訊系統當作「社會科技網絡」的概念
有助於了解新電子資訊空間的特色，如討論名單、群組軟體、電訊會

議系統和電子期刊。簡單來說，ICT 是社會所形塑而成的（socially 
shaped）4，亦即不同的組織團體儘管使用相同的科技，卻可能造成大

                                                 
4 關於 ICT（資訊傳播科技）在組織/社會中的概念，以及 ICT在標準（工具）模
式和社會科技模式間的差異，可參見前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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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逕庭的結果。這是一種選擇的結果。通常受到設備、人員和管理結

構所共同影響，不單單是電腦科技本身的問題。社會科技網絡將設

備、設備的販售者、科技專家、高階主管、ICT政策、內部財務、外
部授權基金與使用資訊系統的工作人員（治安、會計、賦稅和規劃）

結合在一起。這不是提供一連串靜態的人員名單而是社會與科技交錯

而成的互動關係。電腦化是一個複雜且漫長的社會科技歷程。 

「人與科技之間的多層互動關係」觀念，在 Kling 等人所合撰的
〈不僅是資訊科技：學術傳播論壇做為社會科技的互動網絡〉5文中

表露無遺。該文主要透過對概念化模型的檢視藉以了解學術和專業傳

播溝通的網路論壇之發展與持續性，如研討會、印前服務和協同實驗

室等。就概念模型言，Kling 首先介紹的是最常被論及的標準模型
（Standard Model）。接著 Kling介紹其所提出的「社會科技互動網絡」
（Socio-Technical Interaction Network, STINs）模型6。Kling認為 STIN
模型的優點在於：不僅提供線上學術論壇較為豐富的人類行為了解，

同時也對於某領域論壇的情況和活動的持續性支持有較為完整的理

解。 

在 Kling 的想法中，「網絡」是一種隱喻式的說法，係指在特定
活動各種要素之間的結構關係。而「社會科技互動網絡」則是一個包

括有人（包含組織）、設備、資料、各式資源（金錢、技巧、地位）、

                                                 
5 Kling, Rob and Geofferey McKim, and Adam King (2001).  “A Bit More To IT: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Forums as Socio-Technical Interaction Networks.” 
（ http://140.114.79.84/weian/IF/workshop/RobKling/5-A%20Bit%20More%20to%2
0IT-%20Scholarly%20Communication%20Forums%20as%20Socio-Technical%20Int
eraction%20Networks.pdf.），2003/06/02 
6 STIN 模型是廣泛結合了且導自 Latour（1987）「行動者—網絡理論」（ANT）
的許多洞視而成的。在 STIN模式中，如同在行動者—網絡理論和網路模型（web 
models）中，最主要的是異質社會和科技要素所共同結合而成的複雜網絡，無法
簡化成單獨的科技決定論或社會決定論。然而與 ANT 不同的是發展 STIN 所形
成的獨特知識論與方法論體系。如 STIN 並未像 ANT 將社會過程當成是受到單
一的主要驅動力影響。STIN 認為關係的本質以及動態的社會行動必須在特定的
社會科技網絡中去詳細描述。另一個不同點是關於人與非人的中介者（agents）
角色之平衡性。雖然 STIN也認為非人的中介者同樣具有和人類行動者一樣的行
動範圍，但並非絕對的，而是情境式的選擇結果。就方法論的不同點而言，ANT
認為是由行動者創造出網絡的，因而直接套用這樣的行動者—網絡關係。STIN
則是透過事前的確認以求了解參與者所鑲嵌的社會科技網絡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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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訊息、法律安排和施行機制以及資源流動的網絡。介於這些要

素之間的網絡關係有：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互動。與傳統「社會

科技系統模式」（social-technical systems model）只考慮到將社會和科
技視為是個別但可結合的系統之不同處在於「社會科技互動網絡」更

強調社會科技網絡（social-technical networks）的面向，亦即社會結
合科技所形成的關係網絡運作情形。 

Kling曾舉「協同實驗室」（collaboration）為例子說明。「協同實
驗室」是由William Wulf將「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和「實驗室」
（laboratory）結合而成的複合字，意為：「無牆的中心，使用者在此
地可以進行他們的研究而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可以與同事們互
動、使用相關設備、分享資料和電腦資源、存取數位圖書館的資料」。

協同實驗室隱含著社會科技網絡的存在：一個並未將人員和設備有意

義的分開來而是結合在一起地了解協同實驗室的工作。這和 STIN模
式所強調的重點是一致的：人際之間的互動、人與設備之間的互動以

及不同設備之間的互動。 

Kling不滿 IT的標準模式通常只著重在要素的分析上，雖然強調
了某種類型的任務合理性與合作性，卻忽略了更為複雜而細微的人類

動機與關係。標準模式強調價格的快速跌降和硬體的使用，以及設備

的尺寸重量縮減、無所不在的電傳將有助於人們立即將資料傳遍整個

組織。這樣的分析是偏向經濟和科技決定論的。但根據實證研究顯

示：儘管完全一樣的科技，卻經常建構出相當迥異的實際使用情形，

也因此連帶影響他們後續的使用方式。 

Kling研究發現：STIN指出了兩個重要的社會互動類型：資源依
賴（ resource dependency）（或稱為直接關係）以及參照考量
（account-taking）（或稱為間接關係）。就些都需要納進細微的網絡關
係作為思考。Kling 強調 STIN 方法論之應用具有幾個基本假設。這
幾個假設是： 

◎社會的和科技的並不是具有意義的區分 

◎ 社會行為理論不僅可以而且也會影響科技的設計選擇 

◎ 系統參與者是鑲嵌在多元、重複和非科技主導的社會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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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性和例行化的運作是非常重要的 

Kling 同時具體指出 STIN 可從幾個步驟、方法來進行觀察，主要是
採解釋性質而非嚴格的列舉方式： 

1. 確認系統互動者的相關人數（最好採用像是股權分析，將所有
的利害關係人都找出來） 

2. 確認核心互動團體（了解不同次團體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3. 確認誘因（了解何種特定的互動類型是較被喜歡的、參與者背
後的動機為何） 

4. 確認置身事外的行動者和不被期待的互動（可能包括各種形式
的監控、爭執或官僚系統） 

5. 確認現有的傳播溝通論壇（了解現存的互動生態以及可能的影
響） 

6. 確認系統架構的選擇點（具有科技或社會性質的安排選擇之各
種可能性） 

7. 確認資源的流動（網絡中造成直接或間接的互動影響，有可能
是金錢） 

8. 從架構的選擇點當中拼湊出社會科技特質的可能樣貌（經由各
種交換選擇後所呈現出來的形構） 

經由系統性的步驟、方法建立以及對「社會科技互動網絡」模型的了

解，Kling 深入地探討某些使用資訊科技互動的組織之運作情形，並
從中分析、比較這些組織何以有成有敗及其相對的優缺點，十分值得

後進研究者效法、借鏡。 

除了擁有過人的敏銳觀察力，Kling 對於論述的掌握和理論之應
用也相當熟稔。在此特別介紹的是 Kling曾巧妙地將電腦化與社會運
動理論結合，點出了網路發展之權力論述結構，並打破一般人對於網

路興起的神話迷思。在〈電腦化運動：網路崛起暨遠距工作〉7一文，

Kling 假定網路是透過鉅觀的論述（如政府、媒體或科學界）所架構
（frame）而成的，並在微觀的社會情境當中獲得實現。這樣的一個

                                                 
7 Kling, Rob (2001). “Computerization Movements: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Distant forms of Work.”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Rhetoric, and Practice. Eds by Joanne Yates and John Van 
Maane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pp9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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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稱之為電腦化運動（computerization movement, CMs），類似於
社會運動所採行的抗拒統治文化符碼而另外形成的一套信念、價值和

語言，以追求另一種社會生活的方式。 

該文的分析焦點著重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主要包含三個構面：科

技行動架構（主要受到「距離之死」8的概念影響）、公眾論述（包含

政府的、科學界的、大眾媒體的、研究機構的和專業的論述）以及組

織實行（從早期的工作自動化以提升生產率到當今的遠距工作以減少

生產成本）。 

Kling 更指出：使用網路的原因大多是著眼於未來長期的生存發
展而非短期的經濟利益，此外，Kling 也非常強調不可忽略實際層面
的權力運作、社會文化、工作性別和企業以獲利為最終目標的行為動

機。網路之所以改變了買賣雙方的交易方式，從而取代了傳統的運送

機制，意味著網路代表的是一個更有效能與效率的行銷管道而不是單

純的技術功能。這些改變，特別是組織本質的改變，絕對不是科技本

身或管理本身所能單獨完成的—有賴於整個社會論述所促成集體行
動而共同發生改變的。Kling 用一句話就很簡要地道出網路發展的複
雜歷程：「電腦化運動不是單一的（論述）」（ computerization 
movements are not monolithic）。 

正是源自於對資訊科技本質的了解與對社會活動的關懷，Kling
才能夠以如此豁達且充滿著理解與包容的態度看待不同地區的資訊

社會發展。Kling 的格局是廣闊的，因為 Kling 的氣度是寬容的，而
這樣的精神氣度，又來自 Kling細微的觀察能力與客觀的研究立場。
「拘小節」是對 Kling執著觀察的讚美，「識大體」則是對 Kling遠識
洞見的景仰，這位曾經到過台灣，入境隨俗且拘小節又識大體的學

者，其大師風範，將永遠令人懷念。謹以此篇側寫 Rob Kling的紀念
文章，表達筆者對 Rob Kling的無限追思。 
                                                 
8 Kling轉引自 Adam N., Awerbuch, A., Slonim, J., Wegner, P., and Yesha, Y.（1997）
“Globalizing Business, Education , Culture Through the Internet” in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0(2): 115-21.  這裡所借用的「距離之死」（the death of distance）一
詞解釋為：在二十世紀，世界已經變為愈來愈小的地方……電傳科技使得領土距
離變得毫無意義。世界村的轉型過程導致了實體和社會的基礎建設產生劇變，足

以匹敵工業革命,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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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開風氣亦為師  

翟本瑞(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三月初與 Kling教授在清華對談，對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感受。

過去幾年來，零零星星寫過一些關於資訊社會學與網路文化的文章，

在淑芬邀約到 Rob Kling來台時，學會安排我與他對談，這當然是我
個人的榮譽,，也就義不容辭地答應了。過去零零星星讀過他幾篇文
章，感覺上他是個務實的人，可能因為他有資訊科技的背景，又有著

人文社會研究取向的關懷，讓讀者能感受到兼具兩個領域的平衡，而

這也正是目前研究資訊社會學及網路文化的人所較欠缺的，更是台灣

學界應該要重視的問題。 

為了與他對談，又讀了他幾篇文章，見出他興趣廣泛，深入探討

資訊與社會相關不同領域的用心，更對他能適切地將各種不同研究方

法運用到實際分析之中感到佩服。這是個龐大的工作，需要長期而持

續的努力，Rob Kling以具體而務實的作法，開展出 Social Informatics
此一領域的光輝，相信，未來學術界重新檢視過去的研究基礎時，必

定會給他及他的研究中心一個肯定的評價。 

與他對談是有壓力的，美國社會是網路發展以及資訊社會相關研

究最重要的地區，過去十餘年早已累積相當多豐碩的成果。相較而

言，台灣網路使用環境具體開展也是過去這幾年的事，許多成效及社

會意義目前也還正在發酵之中，即使深入地進行實証研究，許多發現

也可能很快就會過時，這也正是研究網路文化所面對的最大挑戰。 

Kling 教授特別指出，科技未來不是他關心的議題，甚至還是他
批評的對象。我在對談開始時表示，由於台灣社會在資訊化尚未充份

普及，網路文化現象對真實世界影響仍然有限，相關研究很難反映出

資訊化發展的諸多趨勢，因此，歐美相關研究，甚至是關於資訊未來

的可能發展，都是應該仔細思索的問題。如果不考量這些問題，大部

份的經驗研究可能很快就會過時，而失去學術參考的價值。因此，我

的討論角度將與 Kling教授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會從資訊未來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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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談起。會中，雖然立場不同，見解有異，但他仍能遵重我的想

法。會後，還向我要了報告的大綱並仔細詢問一些資料與圖表的出處。 

我們邀請他到南華演講，會議果然精采。他與夫人Mitzi特別喜
愛麻辣火鍋，還嫌中紅不過癮，單獨要了一碗辣醬。事實上，他們是

相當熱情的人，對華西街夜市感到興趣，也隨我們參觀蔣介石廟，港

式飲茶時什麼都品嚐，絲毫沒有什麼架子，或許，這也正是他能帶領

一個團隊，推動 Social Informatics相關研究的理由所在。 

四月初，收到他用聯邦快遞寄來的禮物，心中蠻高興的。E-mail
除了謝謝阿里山烏龍茶品質優良外，更提及「謝謝你的札記，我仍然

希望將來能再次會面。」 

的確，先前，也曾談及惠貞與我是否明年到 Bloomington與他和
Mitzi 相聚，未來，仍有許多可以交換研究心得的議題。就在《資訊
社會研究》計畫以 Rob Kling為本期專題報導之際，傳來他辭世的消
息。世事無常，實在真是出人意外，就在壯年思想最成熟之際離開人

世，損失最大的，恐怕就是資訊社會學了吧。 

希望有一天《資訊社會研究》能辦得與 Kling主持的《資訊社會》
一樣有份量，如此，才不枉這段短暫的相遇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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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Kling教授生平介紹 
Rob Kling教授出生於1944年，童年歲月是在美國紐澤西州度

過，大學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而在史丹佛大學完成其博士學位，主

修人工智慧。布魯塞爾大學在1987年時授與他名譽博士學位。Kling
教授曾經在威斯康辛大學、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等學校
任教。他曾擔任布魯塞爾大學、哥本哈根商業及經濟學校的客座教

授，也曾在哈佛大學擔任研究人員及 Gesellschaft fur Mathematik und 
Datenverarbeitung, Bonn 擔任訪問學者。後於1996年8月轉任到印第安
那大學，並主持一個跨學科的研究－社會資訊學中心，同時也是該校

資訊科學學程的主持人。 

Kling 教授的研究興趣為資訊社會學、組織資訊學、資訊系統、
資訊技術和社會變遷。並著重於電腦化後的社會結果及對人類有益的

社會選擇。自從 1970年代開始，Kling教授就開始研究「電腦化帶給
社會的機會和困境」，其研究也著重於技術變遷對於電腦化的社會過

程所造成的影響（例如：電腦化是如何改變工作，社會因素又如何去

被選擇）。 

Kling教授在多樣化資訊系統的組織型態、桌上型電腦、電腦化
產生的環境、數位圖書館及電腦教育等議題上做了許多的研究，亦嘗

試將複雜的資訊系統和專家系統整合到組織的社會生活中。他同時指

導各種不同領域的研究，包含政府、保險公司、藥廠、高科技廠商。

他後來則是致力於研究如何使用電子媒體去協助專家和學者之間的

有效溝通，以及電子出版及數位圖書館的研究。Kling教授覺得人們
使用數位圖書館就如同是社會變遷及資訊技術帶來的社會空間應

用，新技術促進且重新架構了社會生活。他非常喜歡去研究關於電腦

化後，所造成社會行為的改變，是否電腦化改變了社會行為。如果這

是真的，那麼詢問電腦本身的重要性，將遠過於質問電腦能替人們做

什麼？Kling教授相信，資訊技術不僅是一個管理工具，它將影響社
會結構及政治決策。 

回顧Kling教授的學術作品，確實可謂著作等身。他在1982年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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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ziger、W. Dutton、和K.Kraemere 等四人共同合著了「電腦與政
策---高科技在美國當地政府」一書，介紹電腦化如何為權力擁有者強
化及「再」鞏固權力。於1990年與 M. Poster 及 S. Olin 則是合著「後
郊區化的加州---戰後橘郡的轉變」一書，主要說明加州橘郡的都市發
展已經跨越傳統的都市與郊區發展模式，而形成一個空間離散、功能

專精、混合了住宅、商業、工業、政府與藝術等不同功能區位的新社

會形式。此書並於1992年獲得「湯瑪斯獎」（Thomas Athearn Award），
且於1995年再版。Kling教授同時於1991年和Charles Dunlop合著「電
腦化與爭論」－社會選擇與衝突價值」，就生產力、工作生活、個人

隱私、電腦系統風險、和電腦倫理等不同面向來探討電腦化在組織與

社會生活上的論辯。他更於1996年獨自重新著作該書。 

其次，Kling教授的研究論文也已經被收錄於超過85種期刊或專
書之中。Kling教授曾擔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計算、組織、政策與
社會」實驗室的協同主持人，目前則是資訊社會期刊主編，同時也負

責許多學術或專業期刊的指導，如CSCW歐洲期刊、人與資訊技術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社會科學電腦評論（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會計、管理與資訊技術（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ling教授也多方參與各項國際會議，並且到世界各地的各大學
演講，同時亦為一些廠商、非營利組織、國內外政府機關提供諮詢服

務。在1990年後期，他服務於美國電腦協會執行委員會的電腦與公共
政策部門，美國社會學學會電子印刷委員會，與美國先進科學公會的

全國性會議。除了擔任國際資訊處理聯盟的主席外，他也常舉辦一些

社會及管理對電腦化之省思的學術研討會，同時常在許多大型的國家

會議中提出建言。 

Kling教授在學術及專業的成就，已經在美國及國際間獲得肯
定。於1983年的資訊社學國際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ies）中獲頒銀牌獎；於1984年獲得計算
機協會的服務獎章（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1987年，
他榮獲布魯塞爾大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名譽博士學位。Kling教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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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被選為美國促進科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成員。 

Kling教授曾在今年3月間到台灣做學術訪問，為台灣的學者及學
生帶來了多場具有參考價值的演講，讓大家對這位學者的學術理念及

風範，有了更深的認識。不幸的是，Kling教授於2003年5月15日辭世，
但他的精神與研究，將永遠深值於後輩研究學者心中。 

 
 
The Center for Social Informatics（CSI）簡介 

CSI 是一個領先於世界，致力研究資訊社會相關議題的研究中
心。整理相關介紹的資料後我們了解到，資訊科技與社會變遷的綜合

討論是資訊社會學所期待探討的。Kling 教授，身為印第安那大學資
訊社會學中心的主任，即認為這個學門的精神在於研究電腦化後的社

會影響；換句話說，討論重點除了從社會變遷的角度、過去社會脈絡

中資訊技術的應用、還包括了社會趨力與社會活動是否影響資訊科技

發展的研究面向。 

主要研究走向包括了電腦中介溝通、資訊系統、資訊科學、網路

研究、以及人機互動等跨領域跨學門的科目。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IS）介紹 
資訊社會期刊（The Information Society，TIS）於 1981年創刊，

當時在蘭德智庫(RAND)的 David L. Holzman, Stephen J. Lukasik及在
加洲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Richard O. Mason等三人，希望藉由創辦學術
期刊的方式來研究探討資訊時代中各項新興的社會議題。 

資訊社會期刊以季刊的形式出版，至 2003年已出版了 19冊。隨
著這方面研究的越來越成熟，期刊的內容與其範疇也逐漸轉變與擴

大，從初期單純討論資訊技術引進對社會的樂觀看法到電腦化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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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社會問題的討論；如倫理的議題、對民主制度的影響等。許多實

證研究也陸續的擴展了資訊社會期刊所討論的領域；如 Raul Katz
（1986）從工業國家的資料中比較資訊勞動力的發展情形，Rob Kling
（1990）則利用 1900到 1980的統計資料討論美國勞動市場再結構以
後，資訊工作的優劣與專業性的問題。 

在資訊社會的研究領域中，學術界對於相關的研究議題向來都分

別持有樂觀及悲觀二種不同思考取向的論述。回顧期刊的出版史，我

們也同樣可以察知這二種論述的發展。Tom Forester（1992）便開始
探討資訊社會曾發生了什麼事？檢驗過去研究的社會預言並認為過

去學者的研究遺漏了社會中「人」的因素，Frank Webster則更進一步
從科技、經濟、工作、空間與文化五個面向，回頭問資訊社會最根本

的定義問題。 

到了 1995 年，資訊社會期刊已成為研究資訊社會議題的重要期
刊，結合各學科間（資訊技術、社會文化變遷、組織關係與政策等）

可相互交流的優點，而被認可為此領域的重要論壇。1995 年同時也
是 Kling 教授開始擔任資訊社會期刊主編的一年，Kling 不斷邀請各
領域學者專家加入期刊的編輯，希望增加期刊的深度與廣度。此外，

Kling 教授也致力於資訊社會電子期刊的發展與推動，認為電子期刊
有助於學術社群的溝通和交流，一個提供較短篇論述的討論平臺「The 
Forum」，便是 Kling教授創立的另一種期刊型態，目的也是希望讓學
者們有更多討論互動的空間。資訊社會期刊（TIS）的網頁位在
http://www.slis.indiana.edu/TIS，其中完整地整理眾多相關的資訊、歷
年來期刊收錄文章與熱門議題。 

我們條列出資訊社會期刊自創刊以來所討論的議題，從表一的整

理可知，Kling教授確實非常用心地耕耘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另外，
我們也可以從資訊社會期刊自創刊以來各輯專刊(special issue)的設
定中看出近年來在這研究領域中，相關研究議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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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年代 議題 

1981-1984 資訊時代來臨 
資訊技術如何發展與應用 

1984-1985 公眾服務電腦化後的價值衝突 
其他各國電腦化的情形 
資訊時代的倫理議題 

1986 資訊社會的民主國家 
1987-1988 21世紀的資訊近用 
1990-1994 對 ICT影響的研究 

電腦化與工作的關係 
電腦隱私 
什麼是資訊社會 

1995 電腦化如何影響知識工作 
電腦社群研究 
發展中的網際網路 

1996-1997 網路空間研究 
新聞群組使用研究 
電子商務研究（針對 EDI） 

1998 對網路使用做社會學的思考；性別、社經地位等 
虛擬社會的可能與討論 
網路電子商務的研究 

1999 網路專題探討： 
匿名性、文本討論、認同、網路社群 

2000 全球服務 
ICT的發展 

2001 網際網路的時間性：如何影響社會、個人 
2003 全球與國家的力量如何在資訊時代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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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 R.Kling教授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簡介 
 

Computers and Politics: High Technology in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s(1982) 

Dr. Rob Kling教授與 N.James, H.William,及 L.Kenneth合著，檢視
美國地方政府使用電腦後對於政治力的影響為何，並探討其間的權力

關係，同時檢視下列四種電腦化後政治權力關係理論立場：管理理性

主義、科技精英主義、組織多元論以及政治強化理論。本書結論認為

電腦化能促進政府的更加民主。 

 

Postsuburban Californ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war 
Orange County, California(1991) 

探討洛杉磯南部橘郡（Orange County）戰後的歷史地理沿革。橘
郡從以農業為主的區域逐漸轉型為大都會的郊區市鎮，而加州眾多移

民人口的不同背景，以及洛杉磯多中心的城市結構，使得橘郡的經濟

活動開始發展蓬勃，本書的最後指出未來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將會

使得這個區域持續的密集與緊張。 

 

Computerization and Controversy: Value Conflicts and Social 
Choices (1991/1996) 

主要探討電腦化之後的社會是否將產生社會矛盾的問題。從烏托

邦與反烏托邦的論述談起，其焦點大致放在組織生產力的改善、勞動

力的賦權、電腦化後女性工作被視為簡單無價值、新型態的溝通模式

與人際互動、以及電腦化可能的風險等。許多不同於傳統的社會觀察

與角度，其內容涵蓋眾多學門，其豐富程度不可言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