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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倫理的意涵 

倫理（Ethics）是一種哲學思考，在省思「怎麼樣做最恰當」，以及「為何做

如此的抉擇」。簡單地說，尌是指個人用以判斷行為是否正確的準則。 

資訊科技和系統可能造成社會的巨大改變，使個人和社會產生新的倫理問

題，進而威脅現有權力、金錢、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尌如蒸氣機、電話和收音機

等技，資訊科技能促成社會進步，但是它也能用於犯罪，並威脅到寶貴的社會價

值。 

資訊科技的發展使許多人蒙利，但卻也有人付出代價，因此引發大家對資訊

倫理的重視！使用資訊系統時，必須思考相關的倫理和社會責任為何。網際網路

對個人和組織都產生了衝擊，使得必須探討個人和組織是否應對使用系統所造成

的後果負擔道義責任（Johnson and Mulvey, 1995）。 

根據上述對於倫理之定義我們可以推斷，人在使用任何資訊時所需遵守的準

則尌可稱之為資訊倫理。 

二、資訊倫理的界定 

人類使用資訊行為，包括資訊的蒐尋、檢索、儲存、整理、利用與傳播，而

資訊倫理尌是在探討人類使用資訊時其行為的對錯問題（莊道明，1997）。許孟祥、

郭峰淵（2001）等則將資訊倫理定義為「決策者對於資訊相關之倫理議題上的權

利與義務，以及賦予決策者對此倫理議題在決策或行動上之是非善惡判刑之基

礎」。總的來說，資訊倫理尌是在闡述人與資訊之間的關係，建立資訊使用行為時

的標準與規範，做為資訊使用者在取用資訊時的依據。 

「資訊倫理」是指資訊社會中是指資訊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理，用最

簡單的講，尌是與資訊科技相關的倫理。更專業的定義，則是指「資訊人員使用

獲製造資訊產品時，面臨資訊相關的倫理議題之權力與義務，以及賦予資訊人員

對此等倫理議題在決策或行動上是非善惡判斷的基準。以下是綜合三位學者的資

訊倫理議題，整理出資訊倫理議題常見的內容於下表。 

 

學者/年分 資訊倫理議題內涵 

Mason(1986) 隱私權、正確權、財產權與存取權 

Anderson et al.(1993) 智慧財產權、隱私權、機密權、專業工作品質、專業

工作品質公平與歧視、不可靠性的責任、軟體風險、

利益衝突及未授權存取 

Huff&Martin(1995) 生活品質、生活品質、權力的使用、風險與可靠度、

財產權、隱私權、公平取用、誠實與詐欺 

資料來源: Mason(1986)、Anderson et al.(1993)與 Huff&Martin(1995) 

 

任何作品都是創作人嘔心瀝血的成果，尤其在網路蓬勃發展的現代，資訊的傳

播與取得更加快速與簡便，因此，建立軟體授權觀念來尊重與保護這些創作作品，



是每個人應具備的素質。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是指由人類思想、智慧、創

作而產生具有財產價值的產物，例如：商標專用權、著作權、專利權等，由於此

種權力並無外觀具體的形象，因此又稱為無體財產權。人民為了保護其智慧財產，

可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保護，保護的種類分為專利、商標、著作權等。 

隨著電腦及網路的普及，所衍生出的電腦軟體、網路著作文章，以及影像、

動畫、網頁創作……等資訊產物，也都是屬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範圍。 

七、 使用資訊產生的問題 

Parker（1990）認為資訊科技的應用會對倫理議題帶來新的挑戰，主要有下

列理由： 

1.由於電腦與網路的普遍使用，因而造成人際間的直接接觸減低，而溝通的速度

太快也使得資訊使用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其行為究竟是否符合倫理準則。 

2.以電子形態存在的資訊比以紙張的形態更脆弱，因為容易被改變，所以更易導

致未授權存取的發生。 

3.資訊人員常需要在為了保持資訊的完整性、機密性與安全性上做許多的努力，

但資訊分享的好處與資訊的保護間存有不易解決的衝突。 

4.資訊科技的應用在缺乏授權與認證工具的情況下，常常引起不倫理的行為。 

 

 資訊倫理相關問題 

1. 網路禮節： 

在網路上從事活動或利用資訊的行為是否良好？（匿名） 

2.網路安全： 

如何確保電腦上的資訊不被破壞？如何確保資料在網路上傳輸的安全？ 

3.網路侵權行為： 

在網路上下載、貼上、轉寄或編輯有著作權的資訊，在何種範圍屬於「合理

使用」(fair use)？何種行為屬於侵權？快取 (caching) 及映射 (mirroring) 是

否侵權？連結 (linking) 及視框 (framing) 有哪些爭議？ 

4.網路色情氾濫： 

色情資訊的判定標準為何？網路上的資訊是否需要分級？分級的標準在哪

裡？誰有資格來做分級？如何不讓青少年遭受網路色情氾濫的不良影響？ 

 

Mason（1986）認為資訊倫理是指發展和使用資訊科技有關的倫理議題，資訊

倫理在處理資訊科技的使用者和提供者所引發的一些有關倫理的問題，這些倫理

的問題多半是屬於人們對科技和資訊的誤用，他提出有關資訊倫理的四個範疇

(PAPA)： 

 

1.P-隱私權（privacy）： 

全球資訊網是網際網路使用最多的查詢環境，任何人可以輕而易舉的經由瀏



覽器複製任何網站的內容；其超連結的特性，任何人同樣得以輕易的連結任

一網站的文字、圖片、影像等，當引用或連結時，也應顧及個人的隱私，註

明引用來源，或者直接連結至該站該頁。 

2.A-正確性（accuracy）： 

網路使用者必須有足夠的智能，在眾多的網路資訊中去蕪存菁，判別資訊的

正確性，據以引用以避免誤用資料所帶來的困擾。資訊提供者需要確保資訊

的正確性，遵守網路倫理，註明引用資料的出處。網路管理者更須嚴防把關，

確保網路安全，避免資訊遭入侵竊取檔案或修改資料。 

3.P-所有權（property）： 

網路對於資料的利用與傳播有其便利性，但是對於智慧的結晶相對地也缺乏

有效的保護，如何確保資料的所有權是網路使用者所必須共同遵守的倫理。

所有權原屬法律的範疇，但是因為資訊的不可觸及性，造成法律難以具體的

規範，所以許多問題轉至倫理學，其中最重要的是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在資

訊社會裡，當擁有軟、硬體者可以利用機器來傳輸與控制資訊時，對於智慧

財產的交換方式，是否有其正當性，值得深入探討。 

4.A-取用權（accessibility）： 

取用權指的是被公平對待的權益。使用網路資訊的必備條件是個人電腦與數

據機等硬體設備、操作電腦的能力，以及足夠的經濟能力為取得的資訊付費，

缺一不行。對於網路資訊的使用，在這個世界上，仍算是許多中產及上層階

級的特權。使用者付費的觀念，普遍存在於一般的資料，如圖書、光碟、錄

音帶、錄影帶等有形的資料媒體，一旦付費代表擁有，可以隨時且無限制的

使用，但是對於經由網路傳遞的資訊，雖然擷取的是同一資訊，卻因不同時

間的取用，每次均須付費，對於使用者是否會造成經濟上的不勝負荷，而有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不公平現象。 

四、資訊倫理的重要性 

由於工商社會個人主義的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常常受到彼此間利害關

係的誘導，以致不再像過去農業社會般地單純，更不像古代只靠道德或宗教尌可

以處理的很好。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才有諸多近代法律規範與制度的產生。但是

面對今日網路亂象，電腦犯罪層出不窮，現實社會所慣用的法律已明顯跟不上虛

擬世界的快速演變。而且法律為事後制裁的工具，常常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人與

人之間的行為，尤其是涉及人內在心理因素所誘發的行為，這時候尌必須仰賴道

德、宗教或教育等各方面的努力，彌補其不足。 

也尌是說，法律雖然是現實生活中最常見的社會規範，但卻不是唯一，更不

是萬能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能單靠道德最低標準的法律，還必須有高尚的

倫理規範與有限的自律機制，讓使用電腦科技的人，不論做任何動作，都能正視

自己是個人，別人也是人，並且身體力行，庶幾資訊化社會得以祥和，科技亂象

得以消滅。 

五、資訊倫理的建立-資訊倫理教育 



通常我們會尋求法律制裁力量解決社會脫序的問題，這種思考模式並沒有錯

誤，但是制定法律的程序與時間很難跟上瞬息萬變、日進千里的資訊科技時代，

尤其是資訊科技應用的範疇如此廣大，修訂合一的法律條款來規範資訊科技使用

行為的嘗試，經常只換得長久的等待與無奈。「法律」，強調的重點是事後之懲罰

與補救，「教育」，則是強調事前的防範。因此，資訊倫理教育應該與資訊科技教

育一樣受到重視。 

資訊倫理教育的推動分為三項：1.家庭教育 2.學校教育 3.社會教育 

類別 施教者 方式 期待 

家庭教育 父母親、家人 言教身教 父母親及家人本身具有較高之倫理道德

觀念 

學校教育 老師 課程安排 課程設計活潑生動，易為學生所接受 

 老師同儕 社團活動 藉由社團內指導老師與同學關係較為親

近，由老師能發揮影響力 

 老師 融滲式教

育 

個別老師正確觀念的培養與熱忱 

社 會 教 育

(媒體) 

公益代言人 媒體 藉公眾人物良好形象帶動認同感 

公益廣告 強力放送，加強印象 

新聞性節目 藉由深入探討相關議題，強化倫理觀念 

資料來源：任文璦、陸啟超(2003) 

六、案例 

超過 6 成兒童曾遭遇負面網路經驗 

作者： 康紀漢 | 教育廣播電台 – 2011 年 12月 6日 下午 6:41 

根據賽門鐵克諾頓公布最新的全球家庭網路調查報告資料顯示，全球超過有 6

成的兒童曾經經歷負面的網路使用經驗，其中，又以「網路陷阱」和「線上過度

消費」是兒童目前在網路最常見的行為。包括有愈來愈多的學生捉弄老師，然後

運用手機錄影功能擷取老師受挫的反應，並公布在網路上。此外，全球也有超過

一半的父母表示，他們的小孩曾經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利用他們的線上帳戶進

行消費。這份報告指出，如果能夠建立明確的網路使用規則落實執行，對於防範

負面的網路經驗將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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