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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會之崛起》

内容概要

本書解釋了今日重塑世界的兩股強大但相互衝突的潮流：全球化與認同。資訊科技的革命以及資本主
義的再結構已經引動了網絡社會，並帶來了策略，除經濟行為的全球化、工作的彈性化與不穩定，以
及真實的虛擬文化。但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轉化與國家主義的消亡而來的，是集體認同的表達以火
力十足的方式竄起。它們挑戰了全球化中的文化單一性以及對於生活、環境的控制。曼威.柯司特在本
書中描繪了社會運動的根源、目標以及效果，包括了諸如女性主義與環境主義，這些試圖在最基本的
面向上轉化人類關係的主動性的社會運動；以及奉神、國家、種族、家庭或地方之名而進行防禦工事
的反應性的社會運動。
作者認為，在科技一經濟勢力與轉化性的社會運動，這兩者藉由媒體的新生力量來造勢並進行混合與
矛盾的攻勢下，這個世界既有的分類模式已經飽受威脅。作者認為,處於這些對立的潮流的夾縫中，國
族國家出現問題，政治民王的概念本身也面臨危機。作者的主題涵蓋了美國、西歐、俄羅斯、墨西哥
、玻利維亞、回教世界、中國以及日本等地，藉此探討與理解各種不同的社會過程，作者也指出這些
多樣化由社會過程之間，有緊密相關的意義與功能。
如果要理解這個世界如何地從本世紀的開頭已經邁入的轉變，這本書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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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會之崛起》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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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會之崛起》

精彩短评

1、我念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的，简体中文哈哈哈，心疼看繁体版的~翻译值得吐槽的细
节很多，有的句子组织得糟糕到我要念好几遍才懂。。不过大问题还是没有的。内容以我这个学渣来
看是十分牛逼的。
2、C1-C3
3、好书，如果你能看懂
4、翻译还是有些生硬，英语的语法明显可见，句子也不通顺。对于金融方面的描述略显冗长，对于
时间空间的观点很有借鉴意义。
5、翻阅了前言、结论以及中间关于流动空间的一章。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与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
的对立好像蛮有趣，但是翻译得不大好，大陆人表示理解不鸟~
6、看看
7、读完了这本书之后要是脑子变笨了怎么办啊！！！
拿书慎重啊~
8、中规中矩
9、可能这是台湾版。读的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版本。
10、蛮老了，但是原理具有前瞻性，有些在今天仍然适用
11、读的是社科文献出版的，不是这个版本啊。这是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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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會之崛起》

章节试读

1、《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116页

        信息主义的历史特殊性

一幅新信息化经济之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图像浮现于人们的眼前。这种复杂性解释了为何高度概括的
统计资料无法直接反映出技术变迁冲击下经济转化的程度与步调。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经济是信息化的
，而不只是以信息为基础的原因，因为整个社会系统的文化-制度特质，必须包含在新技术范式的扩展
与落实之中，就如同工业经济不仅奠基于在制造业里使用新能源，还有赖于工业文化的出现，而后者
的特征即为社会面与技术面的新分工。

2、《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466页

        我分析的焦点是空间与时间的社会意义。

不同于大部分古典社会理论时间支配了空间的假定，我提出的假设是，在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
时间。

●先进服务业、信息流动与全球城市
先进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地产、顾问、法律服务、广告、设计、行销、公共关系、安全、信息搜
集，以及信息系统管理，但也包括研发与科学创新，这些位居一切经济过程的核心，不论是制造业、
农业、能源或各种服务业。所有先进服务业都可以简化为知识生产和信息流动。

●新工业空间

●电子别墅里的日常生活：城市的终结？
电子通信与信息系统的发展容许日常生活功能的运作，诸如工作、购物、娱乐、保健、教育、公共服
务、政府事务等等，逐渐与空间邻近性失去关联。据此，未来学家经常预测，一旦城市（至少是我们
迄今所知道的城市）的功能必要性消失后，城市便会衰亡。

远离性工作急剧增加，是信息技术冲击城市的最常见假设，也是都会运输规划师在不可避免的大堵塞
前最后的希望。

适当地分出3种范畴：
（a）“替代者，他们以在家工作替代了传统工作场所里的工作”，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子通勤者；
（b）自雇者，在家里上线工作；
（c）增补者，“把增补的工作从传统的办公室带回家做”。

这并非意味着办公室的结束，而是大部分人口的工作场所朝向多样化，尤其以其中最具动态、专业的
部分为最。

美国都会区与工作有关的通勤时间一直保持稳定的水准，这并非归功于技术改进，而是由于较为分散
的工作与居住区位模式使得郊区到郊区的交通流动更为顺畅。在核心辐射模式依然支配了日常通勤的
城市里，尤其是在欧洲（例如巴黎、马德里、米兰），通勤时间则急速上升，对沉迷于使用汽车的人
而言尤其严重。

线上交易

Page 5



《網絡社會之崛起》

电子银行

远程保健服务

远程教学

如1993年欧洲生活条件改善基金会的调查显示，人们越来越常在家里工作和处理各种服务。因此，“
以家庭为中心”是新社会的一个重要趋势。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城市的结束。因为工作场所、学校、
医疗复合体、消费者服务窗口、娱乐区、商业街、购物中心、运动场以及公园，依然且将继续存在，
而人类将利用逐渐增加的移动能力在这一切地方之间来回往返，而这正要归功于新近获得的工作安排
松弛与社会网络化：时间越来越有弹性，地方也越来越独特，人群则以越来越流动的模式徘徊期间。

●都市形式的转化：信息化城市

美国最后的郊区边境

（抛弃市中心的郊区化发展）

欧洲城市消逝中的魅力

（城市中心仍旧是昂贵的区域，都市的边缘性——不安定的郊区）
新都市过程里的关键因素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都一样，乃是都市空间日益在社会方面分化，但同时在功
能方面超越物理上的邻近性而彼此关联。据此，都会地区的象征意义、功能的区位，以及空间的社会
挪用彼此之间逐渐脱节。这是全球最重要的都市形式转化背后的趋势，而其力量特别呈现在新近工业
化地区：巨型城市的兴起。

第三千禧年的都市化：巨型城市

香港—深圳—广东—珠江三角洲—澳门—珠海都会区域体系
（让我想起了巴塞尔都市圈）

●空间的社会理论与流动空间的理论

空间是社会的表现。既然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化，那么，认定有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
正在浮现，应该是个合理的假设。

这不是简单的工作，因为过于轻易地承认社会与空间之间具有意义的关系，反而会遮掩了这种关系里
根本的复杂性。这是因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换言之，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
间就是社会。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结构的动态所塑造，这其中包括了依据社会结构中的位
置而享有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与策略所导致的矛盾趋势。再者，通过作用于承
继自先前社会—空间结构的营造环境，社会过程也影响了空间。事实上，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为了
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分析这种复杂性，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空间是一个物质产物，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包括人类——而牵涉于‘历史地’决定的社会关系
之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

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流动空间。

第一个层次，流动空间的第一个物质支持，其实是由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以微电子为基础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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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會之崛起》

、电子通信、电脑处理、广播系统，以及高速运输[也是奠基与信息技术]）

地方并未消失，但是地方的逻辑与意义已被吸纳进网络。

流动空间的第二个层次，由节点与核心所构成。

这里指涉了本章关于全球化城市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地方的分析。

流动空间的第三个层次，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
精英之间的结合与大众之间的区隔化和解体，似乎是我们社会中社会支配的孪生机制。空间在这种机
制里扮演了基本的角色。简言之，精英是寰宇主义的，而人民是地域性的。权力与财富的空间投射到
全世界，民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根植于地方，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之中。

精英本身就不希望，也不能变成流动。一个社会的制度越民主，精英就越需要和群众有清楚的区别，

一方面，精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构成了象征隔绝的社区，躲藏在地产价格的物质障碍之后。

社会—空间的片段化

信息化社会里精英文化独特性的第二个主要趋势，是企图营造一种生活方式与空间形式的设计，以便
统和全世界精英的象征环境，超越每个地域的历史特殊性。

再者，信息精英之间日趋均质化的生活方式超越了一切社会的文化边界：经常使用温泉健身设施（即
使是旅行时也使用）和慢跑；烤鲑鱼和蔬菜沙拉大的强迫节食餐，而乌龙面和生鱼片则提供了日本式
的功能性对等物；采用“苍白的小羚羊”的墙壁颜色，以便创造内部空间的温暖舒适的气氛；无所不
在的膝上型电脑以及互联网连线；正式服装和运动休闲服的结合；单一性格的装扮风格等等。这一切
都是一种国际文化的象征，而其认同并未连接于任何特定社会，而是与横跨全球文化光谱的信息经济
里中高管理阶层的成员资格有关。

因此，流动空间包括了构成全世界每个网络之节点的地方均质建筑的象征联系，所以，建筑避开了每
个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并且被奇幻世界之无穷可能性的新想象捕获，潜藏于多媒体所传送的逻辑之下
：电子冲浪的文化仿佛使我们可以再任何地方重新发明所有的形式，而唯一的条件是跃入权力之流的
文化不确定性之中。流动空间的形式前线便是将建筑封闭进入非历史的抽象之中。

●历史终结之建筑
然而，事实上大部分后现代主义的所做所为——几乎可以说是相当直接——却是表达了新的支配意识
形态：历史的终结，以及地方在流动空间里的废弃。因为我们唯有置身历史的终点，才有可能混合先
前一切所知的事物。因为我们不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文化，这种极端版本的后现代主义才能将其符
码化了的破除符码逻辑硬套在任何地方的建筑物上。看似解脱了文化符码，其实暗藏的是逃离有历史
根源的社会。据此观之，后现代主义可以视为是流动空间的建筑。

与此同时，试图发出某个非常明确的信息，或直接表达某既定文化符码的过度表意的建筑，却是一种
过于原始的形式，无法贯穿于我们饱满的视觉想象。这种方式下的信息意义会迷失在我们的象征行为
特有的“冲浪”文化里。这就是为什么，很诡异地，在由流动空间之逻辑所塑造的社会里，看似意义
最为丰富的建筑就是我所谓的“赤裸的建筑”。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形式十分平板、纯粹、透明，不
想说任何事情的建筑。而且这种建筑通过沉默不语来面对流动空间的孤寂经验，沉默便是它发出的信
息。巴塞罗那新机场
by Ricardo Bofil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871f2101017lqr.html巴塞罗那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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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會之崛起》

马德里高速铁路（AVE）车站
by Rafael MoneoAVE~（这里是进入乘坐地铁综合体的前奏空间——多重功能拼贴大杂烩）
D.E.潇氏公司大厅接待室
by Steven HollD.E.潇氏公司大厅接待室●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
因此艾伦.杰克伯斯（Allan Jacobs）在其关于“大街”（Great Streets）的巨著里，以街道模式交叉的数
量和频率为标准，考察了巴塞罗那和欧文（Irvine）都市质量的差异：他的发现甚至超越了任何熟练的
都市专家可以想象的程度。所以，欧文确实是个地方，虽然是个特殊类型的地方，其经验空间向内朝
家庭退缩，而流动占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空间。

江户——东京历史博物馆
市政府对日本人唯恐失去认同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很敏感，因此在企业导向的再结构政策之外附加了一
个意象创造政策，颂扬明治时代以前的东京即江户的优点。1993年一座江户——东京历史博物馆
（Edo-Tokyo Hakubutsakan）开幕，出版了一本公关杂志，并经常举办展览。Edo-Tokyo Hakubutsakan

3、《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246页

        “全球劳动力”（global labor force）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与职业结构之历史演变：以1920年~2005年的七大工业国为例

七大工业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及加拿大）

古典的后工业主义理论结合了三项论点与预测，在分析上应该有所区分：
1 生产力与增长的根源在于知识的产生，并通过信息处理而扩及所有经济活动领域。
2 经济活动将由商品的生产转移至服务的传送。继农业就业缩减之后，将出现无可逆转的制造业缩减
，而受惠的则是服务业工作；服务业最后将构成就业的绝大部分。经济体越先进，其就业与生产就越
集中于服务业。
3 新经济将提高具有高度信息与知识内涵之职业的重要性。管理、专业与技术性的职业将会成长得比
其他职业快，并构成新社会结构的核心。
通常认为工作数目中服务业增长了，制造业下降了是走向信息化的标志。
↓
但数据统计显示事实是制造业工作数目的没有减少。
↓
再说，“服务业”这个概念也不好定义。
↓分析这些资料时，我才用了最简单的统计程序，以致力于展现社会结构的真实趋势，而没有运用繁
复的分析方法，因为繁复的分析对现阶段资料库的细致水准来说是不必要的。我倾向于采用描述统计
，着眼于能够提示理论性理解的新线索。↓日本与德国是最具竞争力的两个经济体，却是制造业就业
比率最高、服务业-工业就业比率最低、信息-商品就业比率最低的两个国家；同时，日本（生产力增
长最快速的国家）在整个世纪中，其信息就业增长率始终最低。↓

4、《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451页

        到了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都处于疯狂竞赛的状态之中，争先建立这个新系统，视
其为一种权力工具、巨大利益的可能源泉，以及高度现代性的象征。

多媒体系统发展第一阶段的企业控制，对新电子文化的特征会造成长远影响。即使有新传播科技杂教
育、医疗和文化提高方面饶富潜能的意识形态，最为盛行的策略还是锁定在发展庞大的电子娱乐系统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是最安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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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會之崛起》

对娱乐之无限需求的预期似乎过于夸张，

美国的休闲时间从1973~1994年减少了37%。

34%的人愿意为远距离教学每个月多支付出10元美金；但只有19%的人愿意付出同样的金额，来换取额
外的娱乐选择。

社会——文化模式：
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分歧—首要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

使用者之间逐渐有社会层级化的现象。—多媒体世界主要将区分为两种不同的人：从事互动者，以及
被互动者，

也导致了所有信息整合在一种共同认知模式里。

多媒体最重要的特征，乃是多媒体在其领域里以其各式各样的面貌，容纳了绝大多数的文化表现。

5、《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405页

        字母的发明→以字母思考的心智，这造成了人类沟通上的质变

新电子传播系统的出现，具有通达全球、整合所有的沟通媒介，以及潜在的互动性等特点，正在改变
我们的文化，而这项改变会行之久远。

我们如何能够评估其潜在冲击，又不致落入本书极力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未来学窠臼？另一方面，如果
未能分析新电子传播系统影响下的文化转变，那么信息社会的整体分析就会产生根本的缺陷。从古腾
堡星系到麦克卢汉星系：大众媒体文化的兴起

若援用麦克卢汉的术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电视的扩散传播（在不同国家流传时点和强度
有异）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传播星系（Galaxy）。其他媒体并未消失，而是在以真空管为心脏，
以电视屏幕作为魅力面孔的系统中被重构与重组了。

电视为何会变成如此盛行的传播模式？

罗素.纽曼的假说似乎是个合理的解释，我重写这个假说为：电视盛行乃是懒惰观众的本能所造成的结
果。

“大众媒体”

信息的内容与格式以最低共同标准来制作。

总体而论，成人平均一天约花6.43小时接触各种媒体。这个数字可以和其他数据对照（虽然严格来说
无法比较），像每个人每天仅花14分钟和其他家庭成员沟通。

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主流行为模式似乎是：都市地区的媒体消费已经成为工作以外的第二大活动类
别，而且无疑是家庭中的主要活动。然而，这些观察必须加上限制条件，必须正确地理解媒体在我们
文化里扮演的角色：观看与收听媒体绝非一种排他性的活动。观看与收听媒体通常会与其他活动同时
进行，如操持家务、一起用餐，或是社会互动。媒体几乎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的背景，是我们的生活条
件。我们与媒体共同生活，并且靠媒体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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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的议题是，虽然大众媒体是单向的沟通体系，但真正的沟通过程却不是单向的，而是有赖于信
息解读过程中传送者与接收者的信息互动。研究者已经发现所谓的“积极观众”的重要性的证据。有
克洛蒂和汉尼斯的话说，“媒体观众的积极性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对媒体产品的个人诠释，对媒体
的集体诠释，以及集体的政治行动。”

虽然电视在影响政治选择上的效果极度分歧，但是在先进社会里，不上电视的政策与政客毫无获得群
众支持的机会，因为人群的心智根本就是从媒体获取信息，这些媒体中又以电视居首位。

由于观看脉络对接受者而言是可以控制且熟悉的，因此所有信息都会被吸纳进入家庭或类似家庭的安
心状态里（比方说，运动迷酒吧很可能是目前还残留的少数真正扩大的家庭之一⋯⋯）。

6、《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418页

        80年代，新科技转化了媒体世界。报纸在相距遥远的地方撰稿、编辑与印刷，容许同一份报纸在
几个主要地区同时发行不同版本（如法国《费加罗报》有好几个城市的版本；

随身听让个人选择的音乐成为可以携带的听觉环境，让人——尤其是青少年——得以建立一道音墙，
阻绝外在世界。

广播逐渐变得专殊化，区隔出特定主题和副主题的电台（例如24小时播放轻音乐，或是持续播放某位
歌星和流行团体的歌曲长达数月，直到新的热门歌曲出现为止）。

录放像机

电视频道数目增加，促成了频道的多样化。

在美国，三大电视网虽然在1980年控有全美90%主要播送时间里的观众，1990年它们的占有率约为60%
，1999年已经下降到约55%。

CNN已站稳脚跟成为编辑全球的主要新闻网，

印度的媒体也逐渐全球化。

目标观众趋向于选择信息，因而强化了多区隔化，促进了传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个人关系。

“区隔社会”因此阅听大众日渐因意识形态、价值、品味与生活风格的不同而分化。

只能说是单向沟通的世界，而非互动的世界。

7、《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127页

        因此，除了传统上由于高价制造业产品和低价初级商品的不平等交换而存在于发达和发展中经济
体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还附加了另一种新式的不平衡。那就是高科技产品与低科技产品之间，以及知
识密集服务与低知识服务之间的不平衡贸易，其特征为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知识和科技不均
等分配的模式。科技能力、科技基础设施、知识取得，以及专业人力资源，因而成为新国际分工里关
键的竞争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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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115页

        至于竞争力，它是一个难以捉摸，事实上极具争议性的概念，它已变成政府重新振作的号召，也
是实务经济学者与学院内的模型制造者之间彼此对抗的战场。有斯蒂芬.科亨等人所下的一个较为合理
的定义如下：

竞争力对公司和对国家经济而言，有不同的意义。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在自由与公平的市场条件下
，它生产商品与服务的能力能够通过国际市场考验，并同时增加其国民之实质收入的程度。国家层次
的竞争力基于经济体生产力的优越表现，以及经济体将产出移转至高生产力行业的能力，从而造就高
水准的实际工资。

9、《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462页

        文化由沟通过程所组成。如罗兰.巴特和让.鲍德里亚多年前告诉我们的，一切沟通形式都奠基于符
号的生产和消费。

Virtual：严格而论或就名义上而言虽然不是，但实际上是；
real：确实存在；

10、《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425页

        迷你电信的故事：国家与情爱

互联网星系
互联网里有重大的不均等现象。
工业化国家拥有全球的15%人口，却占了互联网使用者的88%。互联网的传播也有相当显著的区域差
异。
在各国国内，互联网使用的社会、种族、性别、年龄和空间不均等也颇为明显。就全球而论，30%的
互联网使用者拥有大学学位，这个比例在俄罗斯为55%，在墨西哥为67%，而在中国则高达90%。
互联网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沟通媒介穿透率：在美国，收音机广播花了30年才涵盖6000万人；电视
在15年内达到了这种传散水准；全球信息网发展后，互联网只花了3年就达到了。

互动式社会
里恩戈德提出了一个观念，认为线上建立的社群可以成为虚拟社群的成员，发展成为实际的会面、友
善的宴会，以及实质的支持，就像他自己的经验一样。依照里恩戈德的论点，虚拟社群通常是指自我
界定的互动式沟通之电子网络，围绕着共享的利益或目的而组织起来，不过有时候沟通本身会成为目
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群考察了互联网对社会联系与心灵福祉的社会和心理冲击，测量使用
者第一年至第二年（1995~1996年）在线上期间的行为和态度。在这组样本里，较常使用互联网者与家
庭成员的参与式沟通下降，社交圈缩小，而沮丧和孤独则有增加。

威尔曼的主要论点在于提醒我们，“虚拟社群”不见得一定会和“实质社群”相对立，两者乃是社群
的不同形式，具有特殊的法则和动态，和其他形式的社群互动。

社会交往分析里的一个关键区别，乃是弱纽带和强纽带的区分。互联网适合特别适于发展多重的弱纽
带。

Page 11



《網絡社會之崛起》

目前的研究显示北美洲居民通常拥有1000个以上的人际纽带，其中只有五六个是亲密的纽带，不超
过50个是较强的纽带。但是，如果总的来看的话，其他的950个以上的纽带却是信息、支持、伙伴关系
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互联网有助于这成千上百弱纽带的扩张和强度，为住在技术先进世界里的人创
造了社会互动的基本层次。

互联网超越了距离，成本低廉，通常不具有同时性，它们结合了大众媒介的快速传播，以及个人沟通
的广泛性特性，并且容许在局部性的社群里拥有多重成员身份。此外，它们并未与其他社会交往形式
分离。它们巩固了朝向“社会交往的私有化”趋势，亦即以个人为中心来重建社会网络，发展个人社
群，实质的与线上的社群都包括在内。

权力——由于这个媒介在历史上还很新鲜，加之传统上受支配的群体（例如女性）在权力地位上相对
改善，电脑中介沟通（CMC）可能提供在沟通过程中逆转传统权力游戏的机会。

区分——的博士论文里的初步观察似乎指出了虽然在家里使用电脑的人很高兴能够自主地掌控时间和
空间，但他们憎恨在工作与休闲、家庭与事业、人格与功能之间缺乏清楚的区别。

线上购物——线上购物正蓬勃扩展，与购物中心并无矛盾，反而和购物中心结盟。然而某些传统的商
店（例如书店、唱片行，甚至可能是汽车经销商）不是萎缩就是由于线上竞争而转型。
大学正缓慢但确定地进入一个连接个人界面与线上教学的年代。

电脑上的性爱——由于众人日益恐惧传染病与人身攻击，遂寻求其他方式表达情欲，在我们这个象征
刺激过度的文化里，电脑中介沟通（CMC）当然提供了通往性幻想的大道，尤其是互动不是视觉性的
，而身份又可以隐匿。

人类会塑造科技以回应本身的需要，

为全球文化的意义提供物质支持，

11、《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106页

        相当明显，使用信息技术而拥有最高生产力的公司，结合了顾客导向的企业策略，以及分散化的
组织结构两者的合能效果。相反，只是把新技术应用在旧结构上（或者反其道而行之）的公司，生产
力明显较低。

12、《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109页

        然而，以部门区分了生产力增长后，他发现生产力增长有极大部分是集中于电脑制造业如果以静
态的经济增长观点来看，结论会是经济体里只有一个围绕着信息技术的动态部门，而经济里其余部分
则增长缓慢。但是，我们从历史上以及90年代产业与公司的个案研究得知，技术创新的运用最先出现
在创新所在的产业里，然后才会扩展到其他产业。因此，电脑业非凡的生产力增长应该解释为未来事
物的面貌，而不是经济惯例之平坦地景上的不正常隆起。这种生产力的潜力一旦由其生产者释放出来
，没有理由不会传播到整个经济体，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会太均等。
这本书可以再翻译得差一点吗。。。。。。。。。。。。。。。。。。。。。。。。。。。。。。。
。。。。。

13、《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91页

        12页——L
*我们需要有历史感，因为除了我们的历史感之外，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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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页——M
*此时，更需要对运动进行分析而非教条认同。以此为基础，计划性的认同（project identity）才有机会
提高到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重新建构社会转化所需的主体性。
16页——P
*我么只有开放自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这是饱经战乱与辛酸的近代华人趋吉避凶之道。
18页——R
*严格地说，卡斯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技术社会学与信息社会社会学、比较都市化、区域发展
、比较技术策略、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社会学等。
21页——U
*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
22页——V
*即便是日本，对于信息社会及其意义的研究也经常只是重复美国的诠释，而中国人许多有关新信息
社会的观点，大都取自美国的意识形态专家——未来学家。这些人是商业作家，他们的观点多是没有
学术研究根据的臆测，以一种新殖民主义，将美国所发生的经验推延至世界各地。
*我希望通过本书与中国读者进行观点交流，并且在知识交汇过程中，有助于本书的终极目的：帮助
我们了解一个正在浮现成为全球系统的新社会，并及时地让各地人民知道这个社会，从而控制他们自
己的命运。
30页——DD
*本书为M.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之第一卷，内容新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动力。
48页——4
*人群越来越不是按照他们的所做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来组织意义。然
而，在另一方面，工具性交换的全球网络，按照能否满足网络所处理的目标，在策略性决策的无情流
动中，选择性地接通或切断个体、群体、区域甚至国家。这是抽象普遍的工具主义，以及有历史根源
的排他性认同，两方之间根本分裂的结果。——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
造。
*本书逆破坏之流而上，对于各种形式的知识虚无主义、社会怀疑主义与政治犬儒主义提出异议。我
相信理性，以及召唤理性却不崇拜理性女神的可能性。
50页
*60年代校园文化——这里强调个人化的手段、互动、网络化，以及即使显然没有商业价值，却毫无止
境地追求新技术突破
*60年代滋生的自由意志主义精神（libertarian spirit）=在政治意识形态下反对所有情况下国家优于个人
的权利。
56页
*作者的理论角度是有针对性的。它一方面不同意新自由派观点，如内森.罗森伯格，认为所有的国家
干预都对技术发展有害；另一方面，也不苟同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国家必定指引生产力之发
展。这里提出的分析认为：没有什么国家的固定本质，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上述两种结果均有可
能，视其所代表的社会与政治利益而定。
60页
*要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必须谨记国家的角色，不论是拖延停顿、解除束缚或是引领技术创
新，都是整个过程中的决定因素，
61页
*在一个坐标轴上区分前工业主义、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与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或后工业
主义），而与将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或以贝尔的用词，集体主义）对立起来的另一个坐标轴分开。

14、《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569页

        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节点是曲线与己身相交之处。

如果两个节点位于同一个网络之中，那么由网络所界定的拓扑地形决定了这两点（或社会位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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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或互动强度与频率），要比不属于同一个网络的两点之间来得短（或更频繁，或更强烈）。

因此，在拥有血肉之躯的各种资本家和资本家群体之上，有一种没有面目的集体资本家，有电子网络
操纵的金融流动所构成。
联想到——攻壳机战队——自动资本主义那一集了⋯⋯

&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15、《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120页

        因此，我为全球经济提出更精确的定义：全球经济乃是其核心成分具有制度性、组织性和科技的
能力，而可以即时或在特定时间内以全球为规模而运作的经济。接着我将简要阐述这种全球性的关键
特色。

全球金融市场

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全球化：国际贸易的增长与转变

16、《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笔记-第525页

        ▓ 时间、历史与社会

因此，本章的目的并非概述社会生活之一切向度里的转化，而是说明我称之为无时间之时间的新时间
概念，以及其中之模式的一致性。

我的论点正是：社会支配的运作乃是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架构里选择性地吸纳和排除某些功能与
人群而得以达成的。

▓ 时间是价值的根源：全球赌场

▓ 弹性时间与网络企业

▓ 生涯工作时间的缩减与扭转

从1870年~1980年，我们可以再工业化的经济体里看到两个相互关联的趋势，即每人与每个工人劳动时
间的递减，以及工作时间逐渐均质化与受到规范成为福利国家中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不过，最近这些
趋势有所改变，朝向日趋复杂且多变的模式。关键的现象似乎是工作时间与工作时程逐渐多样化，反
映了第四章所分析的工作过程中劳动分散化的倾向。

▓ 生命周期的模糊化：趋向社会失律症？

我所提出的假设是，网络社会的特征是生物与社会之节奏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观念的破灭。

老年曾经被认为是均质的生命晚期阶段，事实上是由“社会死亡”所支配。

不论我们持何种见解，我们都可能必须过着这样的生活：没有时钟来告诉我们的双亲何时应该生育我
们，以及告诉我们何时、如何以及是否将生命传递给下一代。世俗的生物节奏已经被存在的抉择时刻
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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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死亡

▓ 瞬间战争

在技术与先进国家市民社会的压力所共同引致的新战争时间性之下，战争似乎会退缩到这些社会背景
里，偶尔爆发出来，突然让人回忆起人性是什么。

▓ 虚拟时间

如第五章所述，真实虚拟的文化伴随了电子整合的多媒体系统，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促成我们社会里时
间的转化，亦即同时性与无时间性。

回复的时间差可以轻易克服，新通信技术提供了克服时间障碍的立即感，就像电话一样，但是弹性更
大，让通信的各方可以延搁几秒钟或几分钟，以便接收其他信息，扩张通信的范围，却没有电话不适
于长久沉默的压力。 

▓ 时间、空间与社会：永恒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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