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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資訊生態一詞是因資訊科技普及下，所產生的一個新興的名

詞，因此學者對於其意義與內涵的討論，尚在萌芽階段，而沒有一

個統一的解釋說明，由觀察者之角度不同而有所變化。本文之主要

目的，在於從研究資訊生態內涵之角度出發，分析在資訊管理領域

內，資訊與資訊科技的研究定義。在本文中，歸納出資訊生態的四

個主要因子（人類行為、組織環境、技術環境、外部市場環境），

並由此延伸出在資訊生態觀點下，資訊管理之研究分類（資訊價值

與人類行為、資訊處理與組織運作、資訊技術應用與發展、資訊網

路與組織競爭環境），進而發展出資訊與資訊科技的分析架構，此

分析架構可幫助進一步了解在資訊生態環境中的各個組成要素及其

間之相互關係，增進對研究問題之定位與分析，並獲得助益。  

關鍵詞：資訊、資訊科技、資訊生態、分析架構  

Abstract:  Information Ecology is a new term nowadays because of 
its broad us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us under such confusing 
phenomena, requiring a specific definition for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for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is quite a task for the researchers.  
Defining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is our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n our study, four major factors were sorted 
out under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human behavior, or-
ganization environment, technology environment, external marketplace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we made four classifications out of the 
above mentions.  They are Information Value and Human Behavi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Organizatio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t last we developed 
out the analytical structure inbetween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We believe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co-relation 
among the components of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will be helpful in 
positioning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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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動機  

隨著資訊時代 (information age)的到來，在組織中，資訊、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與企業組織間的關係，更顯得密切，而相互影響。資訊、資訊科技的意
義，也隨著觀察角度、研究探討的問題，其定義也有所不同 [32]，這也使得資訊與資
訊科技的意義，在研究資訊科技與企業組織的互動因果關係上，更顯得重要。  
分析這種現象，其主因在於資訊科技的變化快速，資訊生態環境的內涵，已經產

生了變動，傳統對於資訊科技的產生，多以組織需求會帶動資訊科技發展的觀點來論

述，然而時至今日，組織需求與資訊科技間，已不再是單向的表述，而是一種相互成

長刺激影響之結果。組織需求會造成資訊科技的進展，而資訊科技的更新會激起組織

之轉型與變革。  
傳統對於生態的觀點，多以生物學上之生態學 (ecology)為討論的重點，在組織不

斷地引入資訊科技後，資訊科技對組織的影響亦不斷地擴大，資訊生態 (information  
ecology)之現象，形成對資訊觀點一種新的議題與焦點。因此，在進行資訊管理領域
相關問題研究之同時，分析資訊生態環境中，資訊與資訊科技之意義，將成為研究問

題之根本與基礎概念，尤其對於從事資訊科技與組織變革之研究，資訊與資訊科技之

價值與定位，實有探討之必要。  

（二）目的  

在本文中，從資訊生態的觀點出發，分析在資訊管理領域內，資訊與資訊科技的

研究內涵與分類，從而建立一個分析架構(framework)，以做為研究之參考。從這個架
構中，提供一種資訊生態內容的解說，並針對在資訊生態分類中，其資訊與資訊科技

的內涵與其研究之重點，對於資訊管理領域相關問題之研究與歸類，將有直接之助益。 
在本文中，分三個主要部份進行資訊生態之資訊與資訊科技分析架構之探討。首

先探討造成資訊生態環境變化的兩個主要組成：資訊與資訊科技之定義，從而區分出

學者對於資訊與資訊科技定義兩者之異同。其次，從學者的論述中，分析資訊生態的

內涵定義，建立本文資訊生態之分類基礎，最後，提出在資訊生態觀點下，資訊與資

訊科技的分析架構。   

二、文獻探討 

（一）資訊學研究之流派  

早在資訊科學發展初期，Claude Shannon、Norbert Weiner 等人就提出了古典資訊
理論，後來則出現了更深刻的理論和研究方向。資訊科學的主要理論流派和研究方向，

張新華[1]將之歸納為六個主要之流派：資訊的資訊理論、資訊的社會傳播理論、資訊
的智能過程理論、資訊的屬性結構理論、資訊的決策功能理論、資訊的系統理論。  
就結構層面上觀點，資訊管理主要是由資訊科技與管理科學兩大層面所結合 [20]；

就本質上觀點，資訊管理就是組織如何有效地運用資訊科技，以達到管理上既定的目

的；就理念上觀點，資訊管理則是以管理目標為主要方向，而以資訊科技為一種達到

目標的手段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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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管理者的決策環境而言，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在相當的時間壓力下，針對

不確定性的問題進行決策，而這個決策在效用上，必須要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解決問

題」，若想要有效地進行決策，就必仰賴具有價值的資訊。從這個決策現象上分析，

不難看出資訊對管理者而言，其運用主要的目的在於幫助決策之下達，而決策下達之

最終目的在於解決問題。  
由此論述，從組成、本質、理念上來看，在資訊管理領域中，對於資訊的定義，

應首以資訊學的研究流派中的決策功能理論為基礎，亦即以「資訊視為是在決策過程

中有價值的資料」為主。本文也以此為主要觀點。  

（二）資訊定義之發展歷程  

在管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IS)領域中，最常見的資訊定
義就是「經過處理的資料 (data)就是資訊(information)」[11, 17]，其典型的概念模式如
圖 1 所示。  

處理模式
(Process)

輸入(Input) 輸出(Output)

（資料） （資訊）
 

圖 1 資訊之處理過程模式定義  

在這個定義中，資料是指尚未經過加工處理的部分，資訊則由資料經過處理後而

獲得。這個概念描述了典型資料處理系統的模式，在資料處理系統中，輸入者常是資

料，輸出者才可視為資訊，亦有輸入者為初階資訊，輸出者為高階資訊的情形。資料

與資訊之間的關係猶如原料與製成品。然而，在實際作業中，常發現此定義無法有效

的區分資料與資訊兩者。基於此，學者更對資料與資訊的關係，做進一步的闡示。  
Yuexiao[32]即從資訊的意義及資訊科學的涵蓋範圍兩個角度上進行分析，認為資

訊不應是一種單一的概念，而是具有複雜關係的一群概念的集合。  
Sherman Blumenthal 認為資訊是針對某種內容或傳遞意義而被記錄、分類、組織、

關聯、解譯的資料。這個定義的主要觀點在於資料除了經由某種過程處理外，還要具

有某種程度的意義。而這個具有某種程度的意義，很明顯地隱含了人的參與。  
Losee[21]亦認為資訊是一種經由各種加工過程後的產品，而且它具有價值的特

性。某人的一份資料，對另一個人而言，可能就是一份資訊；對甲來說是資訊的東西

或許對乙來說只不過是原始資訊而已。在這之間究竟應對資料與資訊下何種定義，才

能明顯區隔開來，迄今尚無定論。  
在資訊處理過程模式中，資料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是交易事實的記錄，而處理可以

被視為是一種依需求特性不同而產生的加工內容，資訊則為經加工後，最後被用以傳

遞的知識或結果。資料可以說是表達事物的字符集合。凡能用計算機進行編碼和通信

的符號都屬於資料之列。然而，不是所有的資料都可成為資訊，只有被定義了的資料

才是資訊，資訊是資料的精鍊結果。在實際使用中，二者容易產生混淆。從價值的觀

點出發，資料並不足以對使用者直接產生某些效益，然而，對使用者而言，運用這些

資訊，在某些方面將會有直接的影響。  
Simon[28]將資訊定義為在進行決策過程中，影響一個個體的期望或評估的刺激。

資料經過加工處理可以成為資訊，資訊是經加工後，最後被用以傳遞的知識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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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概念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的訊息交換，而且還包括人與機器之間、機器與機器

之間的訊息交換，以及動物界和植物界信號的交換。人類可以將有用的資訊轉換而為

知識。知識是人類通過加工吸收資訊對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方式與運動規律的

認識與掌握，是人的大腦通過思維重新組合的系統化的資訊的集合。人類既要通過資

訊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而且要根據所獲資訊組成知識。可見，知識是資訊的一部

分，而資訊則是構成知識的原料，這些原料經過人腦接受、選擇、處理，才能組合成

新的知識，即系統化了的資訊。  
從資訊具有決策價值之意義看，資訊之處理功能模式應轉換為資訊之決策功能模

式，其概念如圖 2。  

處理模式
(Process)

輸入(Input) 輸出(Output)

（資料） （資訊）

決策評估因素

 

圖 2 資訊之決策功能模式定義  

在效用上，資訊的獲取者可以直接將資訊作為採取某一行動的價值判斷。這種價

值判斷從意義上可以稱為是一種決策活動。Ackoff[4]又認為資訊是一個個體要採取行
為前之可能的選擇方案數量。就資訊的決策功能理論觀點而言，資訊是決策活動中有

價值的資料。資訊與資訊系統和服務事實上是相關於決策制定的一種過程。這個概念

為基礎的資訊－決策模型。它的根本立足點是，資訊僅僅只用於決策，而且決策者僅

僅只依靠可以獲得的資訊源來進行決策。  
同樣地，Gordan B. Davis[11]認為：「經處理轉化為某種對接收者有意義的資料，

同時在目前或未來的決策或動向中，具備真實或已明曉事實之價值者稱為資訊」。此

定義揭櫫資訊的兩種價值：一是在特定決策中的價值，另一個則為在影響未來決策、

動向的因素、引發動機，建構模型以及營造背景等方面的價值。Laudon[18]認為資訊
實際上就是一種依循某種方法而得到的答案(solution)。  
綜合上述的討論，本文將資訊的決策功能觀點予以延伸，則可以說「資訊是經過

處理後的資料，它能提供決策者想要的訊息，而且對於決策問題的求解有直接的價值。」

若只有說明「資訊是經過處理後的資料」並不足以釐定「資訊」與「資料」兩者的關

係與實際的意義。而「資訊是人類在作決策時，能夠導致個人改變其期待或評估的刺

激」，雖將「資訊」與「資料」劃定了明顯的界限，然而卻無法表明資訊最終的價值。

唯有能有效解決問題的「資訊」，才能表示出運用資訊最終的目的。  
隨著資訊網路的快速發展，資訊所憑藉的載體與展現型式有了大的變化。這個現

象在網際網路發達的今日，尤其明顯，這也造就了數位資訊時代了來臨。在數位資訊

時代來臨前，資訊常以某種有形的方式來呈現，也就是多以運用有形的載體來傳遞資

訊。從這個特點上來看，資訊在複製、傳播的過程中，將會造成載體的消耗，而且會

因時間性質可能有所改變，其複製與傳播的成本很高。當資訊是以數位電子媒介作為

傳遞的方式時，就成了數位資訊，若將其架構在網際網路上，就更能突破傳統所知傳

遞的不便性。從這個數位資訊的性質看，很明顯地，對於之前資訊的定義而言，並未

考量到這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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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數位資訊的現象的描述，謝清俊[3]認為資訊只是人類所知表現的一種形式而
已，資訊的傳遞必須有賴於載體作為媒介，才能由感官察覺，載體所表達的資訊，只

是人類所知的部份。由此，謝清佳[2]將資訊作了以下廣泛且通用的定義：資訊就是所
知表現在媒介上的形式。換言之，所知是資訊的內容，資訊是所知的形式。資訊並不

完全等於所知，它是所知在媒介上的投影，它承載著所知，它是我們可由感官察覺的。

在應用時，我們用的是資訊的內容，即所知，而不是其形式。  
綜合以上的論述，本文將數位資訊觀點作為網路時代數位資訊內涵的代表，由此，

則資訊的定義形成三個主要的階段：處理過程模式觀點、決策功能模式觀點、數位資

訊型式觀點。茲將資訊定義的發展模型整理如表 1。  

表 1 資訊定義的發展歷程  

發展歷程  定義內涵  

處理過程

模式觀點  
經過處理的資料就是資訊。資料指尚未經過加工處

理的部分，資訊則由資料經過處理後而獲得。  

決策功能

模式觀點  

資訊是經過處理後的資料，它能提供決策者想要的

訊息，而且對於決策問題的求解有直接的價值，並

可以有效地解決問題  

數位資訊

型式觀點  

資訊就是所知表現在媒介上的形式。所知是資訊的

內容，資訊是所知的形式。資訊並不完全等於所

知，它是所知在媒介上的投影，它承載著所知，它

是我們可由感官察覺的。在應用時，我們用的是資

訊的內容，即所知，而不是其形式。  

（三）資訊科技之定義  

資訊科技一詞最早出現於 Leavitt and Whisler[22]發表之 “Management in the 
1980s”文獻中。該文將資訊科技定義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包含了能快速處理大量資
訊的技術，且由高速的電腦自動化的操作；第二部份則專為解決決策制定的統計與數

學方法的應用為核心，它能用作業研究等的數學規劃方法來表現；第三部份它包含了

可經由電腦程式進行高階思考的模擬。從電腦的能力上來看，Leavitt and Whisler 認為
資訊科技將會影響到組織處理資料之速度與運作之效率，以 Anthony 的管理層級而
言，在於交易活動的自動化與作業控制的資訊化。  

Peter F. Drucker[12]則認為 20 世紀中技術的活動，在它的結構、方法、範圍上，
有了明顯的改變。於是依當時資訊科技的進展，網路概念逐漸萌芽下，以結構上的變

化、方法的改變、系統的方法三個角度，來說明未來資訊科技在組織與管理上將帶來

的衝擊。Long[20]以構面 (dimension)之概念說明資訊科技之意義，認為資訊科技是電
腦領域與資訊系統之整合，即資訊科技具有電腦領域與資訊系統兩個構面。Scott 
Morton[27]則以系統整體組成說明之方式，認為資訊科技應包含有：硬體與軟體、資
訊網路、工作站、機器人，以及智慧晶片。雖然 Scott Morton 列舉式的定義很切合當
時的資訊科技環境，唯在未來技術的發展，若有更不同的技術出現，這個定義的代表

性將會受到質疑。  
Schein[25]則從資訊科技影響組織文化的角度定義資訊科技。Schein 在研究資訊科

技對組織影響的議題時，將資訊科技定義成三個面向，其一為自動化觀點：即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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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許多重要工作將被電腦取代；其二為資訊化觀點：即指建立一精確的作業程序，不

僅可以自動化並且有助於上下各階層人員管理組織，如上層集中控制權或向下授權；

其三為轉型的觀點：即指資訊科技將改變組織的工作、溝通型式、授權關係。此一觀

點若向外延伸跨越組織，將改變不同組織間之關係，如企業聯盟、合作等。  
Laudon and Laudon[18]將資訊科技定義為組成資訊系統核心的電腦及週邊設備。

Henderson and Venkatraman[15]與 Applegate[7]則將資訊科技視為是電腦與通訊整合的
技術。Gordon and Gordon[14]認為資訊科技包含了電腦硬體、軟體、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通訊技術。O’Brien[23]則從資訊產品產生過程的角度，認為資訊科技是將資料資
源轉變為不同種類的資訊產品的一種技術。  
本文整理以上學者對資訊科技的定義，依其所說明的資訊科技意義，將學者對資

訊科技定義考慮之角度分為四種類型：組成、功能、效用、價值，並分別予以歸類。

在組成角度方面，指的是著眼於資訊科技的構成內容，資訊技術之轉變方向 [7, 14, 15, 
18, 20, 26]；在功能角度方面，指的是著眼於對人類而言，資訊科技使用的意義[19, 23, 
25]；在效用角度方面，指的是著眼於資訊科技的能力表現，資訊科技能帶給組織本身
的影響程度[12, 19, 25]；在價值角度方面，指的是資訊科技造成組織環境的衝擊，資
訊科技如何能提昇組織之競爭能力[12, 23, 25]。  
一般而言，學者對於資訊科技的定義，多從科技層面依其組成轉變的角度來下定

義，較缺少資訊科技的效用與價值上之考量，因此，當資訊科技的技術層面有所變化

時，這種定義之實質效果，就可能需要重新估量。這從 Leavitt and Whisler[19]與 Scott 
Morton[27]資訊科技定義中之資訊網路差異變項，就可了解。  
綜合學者對資訊科技的定義與先前的論述，本文提出下列觀點：  
1.資訊科技的定義，從各學者的分析上來看，很明顯地，因切入的角度不同而有
所差異，其最主要之原因在於其定義引用之方向與目的不儘相同。在資訊管理

的研究上，以單一資訊科技組成的構面來定義資訊科技，並不很恰當。  
2.若從管理與組織的角度上來看，可以很明顯地發覺資訊科技的定義產生了一些
變化。在 Leavitt and Whisler 的定義中，著重在未來資訊科技在運算效率的表
現，這個觀察稱為是自動化(DP-based)；在 Peter F. Drucker 的定義中，則更進
一步地發覺資訊科技會引起組織、結構、系統方法上的影響，這個觀察可以稱

為是組織之資訊化 (IT-based)；而在 Schein 的定義中，則更引入了網路化
(Networked-based)的觀察。  

3.在資訊科技的定義中，資訊網路一項的引入，所產生管理效果與組織內涵的連
鎖變化，將改變資訊生態之環境構面，並成為資訊管理學門重要的研究議題。  

 
綜合以上論述，表 2 將資訊與資訊科技的定義與角色的演變歷史與原因，分別從

體、象、用三個觀察角度來分析。從表中可以了解在資訊與資訊科技定義內涵上，兩

者之關係。對資訊的意義而言，從資訊本身的組成（體）上來看，資訊主要是所知表

現在媒介上的形式，這在實體世界與虛擬世界各有不同；從資訊的表現（象）上來看，

資訊主要是從處理過程模式、決策功能模式、數位資訊模式三個觀點模型進行轉變；

從資訊的作用（用）上來看，資訊著重於對決策問題產生之效用與對於資訊擁有者所

產生之附加價值。對資訊科技而言，從資訊科技本身之組成（體）上來看，資訊科技

其主要包含了軟體、硬體、資料庫、資訊網路四者；從資訊科技之表現（象）上來看，

資訊科技其主要是從自動化、資訊化、網路化方向演變；從資訊科技之作用（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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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資訊科技在不同之觀察角度上（管理功能層級、資訊系統定位、組織應用觀點），

其所展現之能力與效用因應還境亦有不同，此端賴觀察者的切入點而定。  

表 2 資訊與資訊科技之體、象、用三構面分析  

體  所知表現在媒介上的形式  

象  處理過程、決策功能、數位資訊  資訊  

用  資訊效用觀點：問題求解、決策輔助、資產價值  

體  軟體、硬體、資料庫、資訊網路  

象  自動化、資訊化、網路化  

資訊科技  

用  

管理功能層級：作業管理、戰術管理、策略管理  

資訊系統定位：交易處理、管理支援、策略應用  

組織應用觀點：作業效率、企業資源、策略武器  

（四）資訊與資訊科技轉變內涵之對應  

將資訊以載體的型式做為一個分界，作為分析資訊與資訊科技轉變內涵之基礎，

因處理過程模式與決策功能模式僅及於資訊的意義，而未包含資訊載體的特性描述，

將之歸類為資訊定義中實體世界的表示，數位資訊型式的定義將之歸類為虛擬世界之

資訊定義。  
表 3 說明了資訊科技之自動化、資訊化、網路化三個發展歷程，並將資訊依其特

性予以分類，則可以描述在資訊與資訊科技的內涵上，兩者之對應關係與異同之處。  

表 3 資訊與資訊科技轉變內涵之對應  

資訊科技  
的演變定義  

Anthony 
管理層級  

資訊  
的定義模型  

資訊的空間  

自動化  

(Automate) 

作業管理  

(Operational Mgt.)

處理過程模式  

(Process Model)
資訊化  

(Infomate) 

戰術管理  

(Tactical Mgt.) 

決策功能模式  

(Decision Model)

實體世界  

(Physical World) 

網路化  

(Networking) 

策略控制  

(Strategic Mgt.) 

數位資訊型式  

(Digital Views) 

虛擬世界  

(Virtual World) 

三、資訊生態之分類 

（一）資訊生態的分類基礎  

資訊生態一詞是因資訊科技普及下，所產生的一個新興的名詞，因此學者對於其

意義與內涵的討論，尚在萌芽階段，而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說明，由觀察者之角度不

同而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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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nport and Prusak[9]認為假如資訊科技使我們更聰明，而未促使我們瘋狂或超
越預算，則應對所有影響資訊環境的處理、資訊、習慣、日常工作事項，都應加以注

意。他們認為資訊生態所討論的是：人類如何創造、散佈、了解與使用資訊，要了解

人類對資訊所採取之行為。同時，資訊的行為亦是建立資訊生態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Davenport[8]認為資訊與知識是人類創造的結果，人類之人際關係創造出資訊的內

涵，而非資訊對人類之人際關係提供某種內涵，除非人類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否則

都無法將這兩項管理好。故 Davenport[10]亦常將資訊生態與知識管理兩者合併討論其
相互關係。  

Sage[24]認為資訊生態必須是相似的綜合體，在支援複雜的人類、組織的、和技術
的交互作用方面，賦予智慧地使用資訊，其主要的挑戰並不僅是使資料可供使用，而

是促成資料在解決問題上，能有效地轉換成資訊或知識，以供使用。  
Stalder[29]認為媒體基於資訊的流動，建立了一個整合的環境，更進一步地說，這

些環境對人類動力，提供了主要的背景。而資訊生態的目標在於了解這些環境的特質，

以便於利用它的潛能，避免它的危險，正面地影響它的發展。這些環境並不是任何由

原子所產生的有形物質，而是由媒體所產生、處理資訊之無形流動：用以在人類間溝

通的資訊、用以跨越時間與距離控制處理的資訊、用以檢查與重新評估現有的資訊、

用以產生更多的資訊。  
在這些流動中，就產生了流動過程中的節點，因此，流動與節點，就形成了兩個

互相滋長的元件，彼此建立於對方。而節點與節點間之連接方式，則建構了資訊流動

的型態，這些型態是一個資訊生態的四個基本構面：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變化
(change)、受時間束縛的(time-boundness)、變異(differentiation)。  

1.相互依賴：任何兩個節點經由通訊過程而相互連接，逐漸形成一個大而分享、
互相依賴的環境，而資訊成為這個環境內的關係。  

2.變化：資訊的流動並非只是單純地連接節點的兩邊，當它們連接後，它們就產
生了變化，在資訊生態環境中，這些變化並不會產生最佳化，而是不斷地調整、

改變與適應。  
3.受時間束縛的：在一個資訊流動快速的環境中，新的相互關係隨著舊相互關係
的消逝而起了變化，其中時間是一個主要的因素。資訊是作用在這個資訊流動

的方法，只要它是時間性的，就僅僅是一個資源。  
4.差異：資訊隨著節點的解譯方法不同而有所差異，一個節點只要能產生對其他
節點有用的資訊，就能生存。在資訊生態的環境中，合作與生存的基礎在於差

異化，而非簡單性。差異化是複雜性的降低，使節點能取得想要的資訊，而不

致紊亂。  

 
Davenport[8]認為資訊生態是對組織的階層、複雜性、資源的分配等內涵，以尋求

一個新的管理架構、動機、屬性做為起始。資訊生態的屬性包括：1.不同型式資訊的
整合，2.漸進變革的認知；3.在觀察與描述方面的重視。任何一種資訊生態，都包括
三種相互重疊的環境：1.資訊環境，2.組織環境，3.外部市場環境。  

Evink[13]認為 Davenport and Prusak[9]提供了一個審視組織內資訊管理的新方
向，包含了文化、行為、工作流程、政治、及技術。他將人視為是資訊世界的中心，

而非是技術。Nardi and O’Day[22]認為資訊生態是一個由當時所在環境之人員、實務、
技術、價值所形成的系統。資訊生態是分散的、連續地擴展和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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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生態之組成因子  

綜合前述資訊生態之定義、內涵、環境之討論，資訊生態具有以下幾點特性：  
1.資訊生態具有所在環境之特性。資訊作用的範圍，以資訊交流發生之相關的週
遭環境為主；  

2.將人視為是資訊世界的中心。資訊的活動是以人為主要交流對象，透過人的決
策行為，資訊才顯示出其價值；  

3.資訊生態主體包括了資訊環境、組織環境、外部市場環境等三種重疊的環境。  
4.資訊生態的主要關係是在於生態成員（節點）間，資訊的流動與彼此相互關係； 
5.資訊生態包含了人類、組織和技術三者之交互作用。  

 
因此，從資訊生態之五種特性，可以了解資訊生態具有下列幾個主要因子，即人

類行為、組織環境、技術環境（資訊環境）、外部市場環境。這些因子間彼此相互作

用，其組成關係架構如圖 3 所示。各組成因子說明如下：  
1.人類行為：是資訊生態之核心因子，其主要討論的是人類對資訊處理的態度、
判斷與價值。  

2.組織環境：是資訊生態之作用因子，其主要討論的是資訊與資訊科技對組織環
境的影響。  

3.技術環境（資訊環境）：是資訊生態之致動因子，其主要是研究資訊科技的發
展、資訊傳遞的技術與能力。  

4.外部市場環境：是人類行為、組織環境、技術環境與外界環境間之互動結果，
為資訊生態之互動因子，其主要是討論資訊與資訊科技對外部環境能產生的作

為，以及對三者之影響。  

人類行為

技術環境 組織環境

外部
市場環境

 

圖 3 資訊生態之組成因子  

從這四個資訊生態因子延伸，即構成在資訊生態觀點下，資訊管理的研究分類之

主要依據。  

四、資訊與資訊科技分析架構 

從資訊生態的四個主要因子（人類行為、組織環境、技術環境、外部市場環境）

考量，綜合學者文獻與觀點討論，並結合資訊與資訊科技的作用，表 4 說明在資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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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觀點下資訊管理之研究分類。資訊生態的四個主要因子分別對應為：資訊價值與人

類行為、資訊處理與組織運作、資訊技術之應用與發展、資訊網路與組織競爭環境。  

表 4 在資訊生態觀點下資訊管理之研究分類  

資訊生態因子  資訊管理研究分類  主要研究內容  

人類行為  資訊價值與人類行為  
人類資訊處理之行為、人類對資訊

判斷之價值體系等  

組織環境  資訊處理與組織運作  
資訊對組織運作的影響、企業再

造、組織結構的變化、組織之轉型

與變革等  

技術環境  資訊技術之應用與發展
在應用觀點下，資訊科技之發展現

況與未來趨勢等  

外部市場環境  資訊網路與組織競爭環境
資訊做為組織競爭之策略性武器、

資訊資源管理、供應鏈管理等  

（一）資訊價值與人類行為  

在資訊價值與人類行為方面，從功能角度出發，以對人類而言，資訊與資訊科技

使用之意義為討論基礎，主要研究內容為人類資訊處理之行為、人類對資訊判斷之價

值評估體系等。  
資訊價值與人類行為的主要觀點在於資訊之產生在於人類採取某種作為（即解法）

之價值判斷與認知；資訊科技則是用以產生這種判斷的技術。因此，可以將「資訊」

視為是依循某種方法而得到的解法。而「資訊科技」是將資料資源轉變為不同種類的

資訊產品的一種技術。  

（二）資訊處理與組織運作  

在資訊處理與組織運作方面，從效用角度出發，以資訊與資訊科技的能力表現，

資訊與資訊科技能帶給組織本身的影響程度為討論基礎，主要研究內容為資訊對組織

運作的影響、企業再造、組織結構的變化、組織之轉型與變革等。  
資訊處理與組織運作的主要觀點在於資訊是提供組織管理者決策之參考依據。資

訊科技則是組織賴以轉變的一種工具、技術、觀念。因此，可以將「資訊」視為是經

過處理後的資料，它能提供決策者想要的訊息，而且對於決策問題的求解有直接的價

值，並可以有效地解決問題；而「資訊科技」是組織變革的誘因，它具有三個面向：

自動化觀點、資訊化觀點、轉型的觀點，是組織重整的要因、利器。  

（三）資訊科技之應用與發展  

在資訊技術之應用與發展方面，從組成角度出發，以資訊科技的構成內容，資訊

技術之發展轉變為討論基礎；主要研究內容為在應用觀點下，資訊科技之發展現況與

未來趨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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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之應用與發展的主要觀點在將資訊視為是用以傳遞的物件；資訊科技則

是用以傳遞這種物質之媒介。因此，可以將「資訊」用 Shannon 之資訊理論來定義；
而「資訊科技」則包含了硬體、軟體、資料庫、資訊網路等組成，資訊科技之應用演

變則朝著自動化、資訊化、網路化方向而轉變。  

（四）資訊網路與組織競爭環境  

在資訊網路與組織競爭環境方面，從價值角度出發，以資訊科技造成組織環境的

衝擊，資訊科技如何能提昇組織之競爭能力為討論基礎，主要研究內容為資訊做為組

織競爭之策略武器、資訊資源管理、組織供應鏈管理等。  
資訊網路與組織競爭環境的主要觀點在於資訊是數位化外部市場環境之數位資

訊。資訊科技則是組織在數位化外部市場環境中，組織之資源與組織競爭的策略武器。

因此，在網路媒介上，可以將「資訊」視為是人類之所知表現在媒介上的形式；而「資

訊科技」是組織可運用之資源，是組織發展之策略武器。  
在資訊生態觀點下，資訊與資訊科技分析架構之彙整於表 5。  

五、結論 

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的今日，資訊與資訊科技之意涵，在進行資訊科技與組織變

革的研究中，為對其問題定位之主要基礎。  
在本文中，定義出資訊生態的四個主要因子，分別為人類行為、組織環境、技術

環境、外部市場環境。且從資訊生態的四個主要因子，發展出在資訊生態觀點下，資

訊管理之研究分類：資訊價值與人類行為、資訊處理與組織運作、資訊技術之應用與

發展、資訊網路與組織競爭環境。並以此定義出在資訊生態觀點下，資訊與資訊科技

的分析架構。在不同資訊生態環境研究分類下，資訊與資訊科技之意涵，其焦點各有

不同，這分析架構對研究問題主體與其環境之確定，有直接之助益，此乃本文主要之

價值所在。  
當此分析架構確定後，在後續的研究中，可依據資訊生態環境中的各要素，分析

其組成內容間之相互關係，或者不同資訊生態環境組成間之相互作用，從中可以衍生

出不少值得探索之問題，這些問題之分析，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將會有不同的觀察結

果，而這將是本文後續研究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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