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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林川（Jack Linchuan Qiu），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信息传播技术、阶级、
全球化及社会变迁。著作包括《新媒体事件研究》（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专著，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合著，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其中部分已被译成德、法、西、葡、韩等国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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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潇湘看这个~
2、网络社会 阶级概念 信息中下阶层 新工人阶级

3、编辑不走心无疑，封面和正文都有不少错字。内容本身正如作者所说“抛砖引玉”，所以未涉及
我想象中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深描。但即便在信息中下阶层的微观生命政治和生活轨迹方面，似乎也不
及马杰伟的酒吧工厂那么深刻。（Ps，结论性的东西大可不必那么纠结，分析视角和过程更重要）但
第七章所体现出的研究的完整性和作者的终极关怀（与献身方式），让我重新想起了这是一本曼纽尔
卡斯特，沈原和马杰伟作序的书。
4、一本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社会学书籍，一本带领我们对最平凡生活的探索与思考的书籍，一本让
人读完满脑子辩证却又欲言又止的书籍。我想，好的社会学著作就应该是这样吧，不装逼，不会让人
觉得读不懂，但是读完以后却发现，苦中有甜，思想深远，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5、2015年第96本。诚意之作。情怀、学识、方法、实践无一可以偏废。
6、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7、从昨晚看到现在，把这书翻完了，正文看起来没绪论那么有创见，有些资料性的东西还可以进一
步总结，从信息工具入手阐发一个时代的新工人阶级，论题也太大，但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分析和研究
，指出新方向的意义是无疑了~这个残酷的，充满剥削和排斥的信息时代，作者的有些希望也真心理
想化~~~
8、很有启发性
9、关注到了一个广大而长期以来被遗忘的网民大军群体。资料详实，也提出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是有着这么多的一手资料，却没能切到提出的问题的痛处。“新工人阶级”的分析框架还是值得
借鉴的~
10、15年做论文需要，引用过其中一处，去年在导师家还见到过这本书
11、技术是中立的。读完也了解自己对网吧的刻板印象原来有其演变的过程。因为有市场所以网络技
术得到普及，但是技术的引用不应该仅仅受控于这样的一个因素。
12、其中一颗星向作者对‘信息中下阶层’的情怀和批判精神致敬。资料翔实。本可以做到更好。
13、本以为会是一部扎扎实实的一手民族志，不料全都迷失在对琐碎无序的新闻碎片里。一个好选题
，玩砸了。
14、一部社会学的学术著作，有大量的田野调查实例和第一手数据，，全书在描述当代中国工人中下
阶层社会网络的构成现状，最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角度上进行了批判和对未来的预测，也算是难
得的好书。这是真正的接地气。
15、不逼自己就不知道看书的效率有多高⋯⋯邱林川老师对劳工的关注真的是学界的良心，讲得很清
楚，方法操作上也以严谨著称，关于工人和社会底层人员，我们又真正了解多少，其实我们自己也身
处底层，但对这个世界的变化却浑然不知。
16、想写audience labor有关内容去看的 感觉和自己要写的东西还是相去甚远 了解了一些新概念 接触了
一些事件吧 但就是觉得哪剖析的不够
17、作者选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然后捏着一手好牌玩砸了。四星是出于对这本书内数据与观点的赞赏
，然而书本身的内容还不值四星。
18、信息爆炸的时代
19、书中充满对信息中下阶层的同情，我觉得这是作者具有悲悯心的一种体现。作者老师是个我欣赏
的很不错的人，但本书还是只能给三星吧。
20、研究框架。
如果能更深入的做田野并采用人类学视角⋯⋯？
把互联网和手机互联网分离的话？
21、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还不如一般媒体的报道性描述有内容有深度，更别说有什么观点及论证啦！
22、案例和材料很丰沛。可惜之处，第一是关注面稍有点窄，一些较新的IT工具没有被关注到；第二
是对工人阶级的IT使用探索得不够深，感觉没戳到痛处。
23、信息中下阶层的社会田野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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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翻过。
25、信息时代的工人阶级
26、如其他人的评价所说，这本书真是想象不到的烂，作者空有情怀和框架，正文内容连硕士水平都
没达到。
27、部分结论下得草率，缺乏论证。
28、购于万圣。
29、高科技并不必然意味着精英倾向，在底层，它会有更为丰富的应用。这才是科技改变世界的真义
30、信息时代里中国“平”不“平”？——从《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看十年中下阶层变
化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1/01/content_1962086.htm  新媒体有多种可能性，是传播赋权，
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促进社会公平、自由、民主，还是加剧矛盾、激化问题、充斥暴力，
使社会现实和理想背离？ 
31、讲述的面很全，但总觉得不够深入，逻辑链条不够完整。作者真的是一个很有人文关怀的好人，
虽然不得不承认作为学者，有些时候过于感性了。
32、上编谈到网络之普及，引用了很多数据和材料，算的上是技术回溯史了。中编和下编个人感觉观
点还是太陈旧：新技术可能成为资本、政权统治的“无绳之缰”，也可能成为中下阶层抗争的手段。
说到底还是权力博弈，目前的态势来看，政府牢牢管控BAT网络巨头，网络打击谣言，互联网主权一
系列手段出台，让人更加绝望了。跟传统媒体一样，新媒体最终也成为政治、资本的附庸。
33、啊，这个系列的特点就是1.内容比较反看着比较爽2.挺好的论点到最后论不出个头绪，这本更是没
有什么内容了，很兴奋的打开结果越看越无聊，不知所云。处于学界对于技术盲目的乐观，还是应该
有更多批判的悲观主义者在关心社会的，而不是技术。媒介啊，到最后还不是权力主导、资本合谋。
34、在图书馆偏僻角落挖出来的书，非常有趣，知道了许多互联网和通信发展的冷知识。新科技的出
现看似会让阶级的鸿沟缩小，看似会让低层民众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能发出
声音是一回事，多少人有兴趣去关心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乐观地看，更多的渠道总是能够带来更多
的希望，不过别忘了，老大哥在看着你。
35、對於信息中下階層來說，手機網絡早已在大眾媒體社會功能缺位情況下變成生存needs，而非wants
。但商業法則卻將網路娛樂化，needs尚未完善，市場便導向wants。
36、给Reference点赞
37、2017年第6本。可能是期待太高了，所以感觉有点失望。绪论值得一读。对网吧的解读最有启发，
无限缰绳的提法也有很意思。后面写的越来越散，有一些拼凑论文的痕迹。
38、虽然本书的关于信息时代的论点主要集中论述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但是对于现在还是有些参考
意义。看到比如街边打电话、小灵通、发短信、大哥大，觉得那其实都不是很久以前。现在的科技会
怎么发展，可以做一些怎么改进当前用户体验的事情呢
39、非常扎实，看到后面能激发人的学术热情啊！
40、在读书会上有几个年轻人不理解网吧，因为没去过，家里学校网络无处不在，干嘛要去网吧？第
一次真切明白了代沟，缺少经验或体验的共识。
41、3星半！有点老。。
42、日，这都7.5分。你们真的认真看过这本书么。
43、先读了华丽丽的序言、跋语、绪论、附录，感觉好期待啊～～读完正文⋯⋯你们都在逗我么？
44、通过中低端传媒工具的兴起角度看当代中国分层。新工人阶级的提法个人觉得有待商榷，现象展
开较多，作者个人观点基本没有，最后一章的总结比较精要，附录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可作参考。
45、本来还挺期待的，读了一下忍不住要吐槽：information have-less和信息中下阶层内涵的不一致；
将information have-less和中下阶层这两个概念挂钩；同时还将一堆跟information have-less看起来关系不
大的运动硬与它扯上关系。虽然作者是information have-less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之一⋯⋯
46、似乎情况变了很多，就算是在当时，作者也有点不太公正。但关注的问题很有意义
47、还可以，只是理论深度有限
48、一本传播学的书把communication都拼错了⋯⋯整体而言框架较为混乱，关于底层的描述并未有预
期那么丰富，但是书中批判的闪光点还是经常出现的
49、形式上还是有些教科书的刻板味道，但确实是以阶级分析的视角审视了2000年以后我国网络社会
的形成，网络本身也是多种维度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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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整本书启发还是不小，让我了解了很多在我成为一个网民之前的互联网世界。不过书中个别段落
的论证不是很严谨，作者在用词也是稍显局促小心。互联网社会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词要讲三遍)
有意思。

Page 7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

精彩书评

1、《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这本书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邱林川于2013年9月出版的著作。从书名中，作者把中国描述为“世界工厂”，在逐渐信息化、现代化
的中国社会，工人阶级也演化出另一种形态“新工人阶级”。“新工人阶级”与原有的“工人阶级”
的概念定义发生了变化。“新工人阶级”的主体不再是原有的以单位为基础且拥有城市户籍的老工人
阶级；其对立面是直接针对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除了传统产业工人外，它还包括大量网络媒体业
、信息服务业及相关零售业的从业人员。一、全文结构：本书共有三大部分，结构十分清晰明了。第
二章和第三章为第一部分：“网络之普及”。它们分别讨论网吧和手机如何在信息中下阶层中迅速扩
散，而又在扩散过程中发生变异。首先要表明的是作者提到的信息中下阶层指的便是“新工人阶级”
部分群体，在第二部分有重点叙述。第二章将讨论网吧如何从当代现代文化启蒙的象征沦为反复受到
严厉打击的对象。但网吧的发展仍然是促进网民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柱。第三章主要讨论是手机的发展
及其相关的中低端无线通讯服务，如短信、小灵通、预付卡、还有传呼机等。在第三章中，作者主要
着眼于技术普及及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信息中下阶层，重点讨论流动人口、青少年与老
人与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同时，作者把对于信息中下阶层的具体描述置身于当代中国城
市社会变迁的宏观语境中。第四章强调宏观语境中，流动人口内部的分层情况、以及相关的性别、民
族、地域身份等的区分。第五章则讨论信息中下阶层，青少年和老年人面临的生存议题。第三部分是
“新工人阶级之雏形”。第六章集中梳理了新阶级形成过程在空间层面的表现、如城中村、工厂厂房
和宿舍区等。第七章观察时间维度上的阶级形成，具体对2002年蓝极速大火、2003年孙志刚案和2004
年马加爵案的分析，再对2001—2010年间涉及信息中下阶层的重大事件进行回顾、比较、分类等。最
后一章是结论与反思。同时也附有“研究方法附录”。作者采用了大量、丰富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内容
，包括运用传统社会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焦点组访谈、二手数据分析、新闻资料及历
史档案分析等，同时，一些数据搜集方法融入了新的元素，包括对用户自制内容的采集与分析、调查
组、基层社区社会空间制图和多媒体行为研究等。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值得学习借鉴的。二、
作者观点：在文本中作者采用的是阶级分层的视角，把阶级带到了新型网络媒体的讨论中，试图用全
面、系统地阶级分析视角来了解中国式网络社会。本书强调信息分层的基本结构。它表现在网络科技
上是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表现在社会人群上是信息中下阶层。对于这一点，作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了
研究信息中下阶层对于传播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的重要作用，是其重要命题。我想要强调的是，信息
阶层是个相对稳定的概念、而信息传播技术是个变动的概念，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应该更为全面地
了解信息中上层阶层对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引领作用，而信息中下阶层对于信息传播技术起到了普及的
作用，要全面的看待这两个方面。总结全书、作者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1、以网吧和廉价手
机服务为代表的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已深入信息中下阶层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成为劳动大众基本生存
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传播技术普及带来网络社会的总体扩张，同时为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崛起打
下了深厚基础。对于这个观点，无可厚非，网吧和廉价手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广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信息化、现代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我们需要进一步
思考信息传播技术是否延伸出更多的媒介形式；对于现阶段或者说不久前的阶段，进一步推动信息传
播技术的媒体形式有哪些？而那些媒体形式又有着怎么的发展形式呢？比如说个人电脑的普及、智能
手机的流行、平板的发展等。2、中国已成为全球信息业产品主要制作国，即所谓的“世界工厂“。
为了满足国内和国际需求，特别是中低端市场需求，我们以出现新一代以程控劳工为代表的网络劳工
。他们是介于自我程控劳工与原始劳工之间，是新工人阶级再生过程的中坚力量。其中，随着时代的
发展，产生了一批以互联网为社会收益的新型工人阶级，比如说“水军”，但对于水军的描述，作者
并没有深入。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金融的日趋完善，一批以互联网为职业
生涯、事业发展的网络新人类，他们是否被划入“新工人阶级”，这是值得讨论的议题。其中，全文
把“新工人阶级”的定位拉的过低，把他们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讨论。虽然，社会上存在这些问题
，但它是否是社会“新工人阶级”的主流性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3、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
崛起在制度层面和基层实践层面已有所表现。它一方面是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等宏观社会过程导
致的结果，一方面也因主流大众对中下阶层关注不够，是基础民众只能靠网络媒体解决生存议题。传
统媒体或者说主流媒体对于中下阶层的报道过于框架化、并未全面的反映宏观社会背景下，新工人阶
级的中下层信息传播者的切实问题，所以引发了民众自身依靠网络媒体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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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中下阶层即包括信息使用者也包括相关产品制造者和服务提供者。中下阶层民众参与到中低端信息
传播技术的生产、运输、消费全过程中，不但带有其自身特色的用户创制内容，更说明廉价甚至免费
的产品能有效地满足基层传播需求。针对作者这个观点，作者只是描述了新工人阶级以博客、手机、
贴吧等形式作为文化表达，并没有过多的叙述，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表达过程中是否存在弊端、以
及滥用等情况。5、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依然处于草创阶段。那么这个观点如果从当今的角度来看，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三、值得深入发掘部分本书对于新媒体事件在第
三部分有少量描述。分别介绍了“蓝极速事件”、“孙志刚事件”、“马加爵事件”，同时也梳理
了2001—2010年涉及信息中下阶层的部分网络重大事件。作者与陈韬文曾发表过《新媒体事件研究》
一书，书中表达了华人将社会观察到的新媒体事件分为四种基本种类：（一）、民族主义事件；（二
）、权益抗争事件；（三）、道德隐私事件、（四）、公权滥用事件等。所以，结合作者以前的学术
研究和现阶段的资料呈现，作者重新划分了四个新的基本类型：（一）、群体灾难，如蓝极速事件；
（二）、个体无助，如孙志刚事件、躲猫猫事件；（三）、同归于尽，比如邓玉娇事件；（四）、集
体行动、如10年广州本田事件。结合众多现有资料，作者得出以下几点规律：（一）、群体灾难和个
体无助型事件一直比较多，但近年来同归于尽与集体行动型事件有明显增加。总的趋势是事件受害人
及其亲友日益变被动为主动，但不再沉默，而是有所行动。（二）、2009年是重大事件的高峰年，这
与08年的金融危机有直接的关系。（三）、新媒体事件不排除传统大众媒体介入，虽然介入结果如何
经常难以预测。针对整个新媒体事件的分析与讨论，如何想要进一步从这方面开展问题，是一个不错
的了解途径与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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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的笔记-第180页

        中下阶层青少年到底能凭借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得到什么？是有用的技能还是没用的摆设？是更
多的自由还是更严格的控制？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见得是家长想怎样就怎样的。有时越是投入大、越是
期望高，孩子反倒越有反抗心理，结果也越适得其反，特别当问题涉及新媒体的时候。用起电脑和手
机来，往往孩子比家长懂得多，这在世界各地也很常见，越是中下阶层家庭往往越会如此。所以，要
想找到问题答案，前提是要学会用青少年视角看问题。到底他们用新技术工具来做什么、怎么做，是
学习还是娱乐、社交，这些都应该在家庭成员良好沟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解决。特别对中下阶
层青少年而言，他们不仅成长在家庭和学校的环境里，更要学会面对来自日益商品化的主流社会的压
力，寻求自我身份认同。

2、《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的笔记-第32页

        全球网络社会有个重要特征，就是“全球联系但地方分隔”这一悖论。随着通讯手段的进步，中
国大城市高楼里的人们可能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就可了解美国华尔街的股市行情、法国巴黎的潮流时
装、南非开普敦的足球赛况。但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家楼下地下室里住的家政工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每
天经过的城中村里发生了怎样有意思的事？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最低工资是多少？他们持股、每
天紧盯着股价的那家大公司就在几公里外，最近那里又有几个员工自杀了？他们不但不知道这些事，
而且可能不想知道、不愿知道，虽然这些社会现实离他们非常近。因为它们现在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了，可以更容易地忽视身边发生的事，把时间和精力投放到远方世界里。因为那里有资本、有美人、
有怪兽，而且好像那些都可以由他们的指尖来控制，不用走出自以为安逸，但其实非常狭隘的信息肥
皂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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