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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伦理：信息时代的道德重构》

内容概要

我们正处于重新理解、思考基本问题的互联网时代，伦理正是这样一个重要而又艰深的问题。人类面
临的基本问题，往往看上去通俗易懂，实则盘根错节、面孔多样、纠结万分。迈克尔 J. 奎因的这部书
，并没有直白地告诉读者“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的边界，而是以“百科全书式”的全景视
角，勾勒出重新思考互联网背景下的伦理问题所需要的理论土壤、现实语境和丰富素材。在为数不多
的互联网伦理著作中，这无疑是一部需要耐心咀嚼、反复品味、沉静思考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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