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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探讨了网络社会在不同文化和制度中的模式和动态。
我们用网络社会来表示一种社会结构。
这一社会结构源于社会组织、社会变化以及由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构成的一个技术模式之间的相互
作用。
虽然起初我们否认科技决定论，因为技术是不能独立于它的社会环境而单独存在的，但我们也通过关
注与这一新技术模式的出现相关的特殊社会进程，强调了作为物质文明而存在的技术的重要性。
因此，虽然我们通过几章的篇幅集中论述了因特网的社会应用，但不要认为我们是在对因特网进行研
究。
相反，对因特网实践进行观察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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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曼纽尔·卡斯特主编的一本探讨网络社会模式与动态的著作，书中卡斯特集合了一批享有盛誉
的科学家分析了在文化和机构多样性环境下，技术变化过程与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研究内容涵盖商
业生产率、全球金融市场、网络文化与媒体、因特网在教育和医疗保健中的应用、反全球化运动、网
络政治等多领域，研究案例涉及美国、英国、芬兰、俄罗斯、中国、印度、加拿大以及加泰罗尼亚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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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网络社会的理论1.信息论、网络和网络社会：理论蓝图信息论：网络社会的技术范式技术被
理解为物质文化，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一个基本方面（Fischer，1992：1-32）；它通常被定义为用
一种可再生的方式运用科学知识设置执行程序。
技术在与社会其他方面进行交互的过程中发展变化，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动力，一般与科学发现条件
、技术创新以及在社会上的应用和普及都是相关的。
科技系统在逐步发展，但是这个发展进程将不时被主要的不连贯因素打断，关于这一点，斯蒂芬。
J.古尔德（Stephen J.Gould，1980）已经为生命历中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这些不连贯因素以吸收新科技范式的技术革命为标志。
托马斯·库恩（1962）提出范式的概念，用于解释由于科技革命而引起的知识转变，而且克里斯多佛
·弗里曼（1982）和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1983）将其引入了技术的社会和经济模式。
一个范式是一个为活动设置标准的概念模型。
它将收集到的以协同性为特征的关系组成一致系统；也就是说，用系统附加值与其各个组成部分进行
比较。
一个科技范式将一系列科技发现围绕一个核心和一个关系系统进行组织以增强各个特定技术的性能。
信息论是一个科技范式，它构成了21世纪早期社会的物质基础。
在公元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时期，它代替工业制度并作为主要技术范式。
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的工业制度是以技术的系统组织为特征的一个范式，这些系统组织是基于人造机器
产生和输送能量，尽管他们输入自然资源来产生能量，但并非依靠自然环境。
能量是所有活动的首要资源，通过能量转变以及将能量向任何位置和便携式应用输送的能力，人类增
加了战胜自然界的能力，控制住了人类生存的条件（根据20世纪的历史记载来看，这未必是一件好的
事情）。
在工业革命的能量核心附近汇聚了各个领域的技术，从化学工程、冶金到交通、电子通信、生命科学
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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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罗莎琳德·威廉斯社会科学和历史的交易区在对《周游世界、世界地图》研究之后，对当今社会的经
济、政治、通信、文化、机构、社会运动产生的惊骇观点，使我们怎么可能还有别的要说呢？
历史学家在这一全面的、丰富的、广泛的调查中还能增加怎样的内容呢？
历史学家从时间的角度思考问题。
正如本册标题所指出的一样，贡献者主要进行的是跨越时空的思考：现存的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观点
不会覆盖全球，但是其涉及的长度和宽度给人一种整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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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是一本非常出色的、新颖的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尤其是在社会
科学领域、通信研究领域以及商业研究领域。
对在技术决策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决策者而言，《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也颇具研究价值。
商业和管理专家也能在此书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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