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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來，互聯網遍及全球各角落，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與溝通。所

謂：一機在手能知天下事的時代，已經降臨。網絡藉着強大的滲透力，無遠弗

屆的影響社會各層面，除了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便利外，同時也引發許多無法

掌控的後遺症，挑戰着每一個人的智慧。 

尤其這段期間，內地民眾生活經歷顛覆性的變化。如同台灣與日本等民眾

偏愛使用 Line 聯繫，內地人每天使用的微信等，徹底改變了傳統的交流方式。

其次，類似支付寶等軟件，也改變了內地人的消費習慣，不但取代紙鈔，也讓

其他國家的信用卡等交易方式，顯得落伍與繁瑣。至於網絡上的美團外賣（如

“餓了麼”等線上手機應用），則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尤其在新冠肺炎防疫

期間，在足不出戶下，各種生鮮蔬果都到網絡超市下單，直接送貨上門。 

這三者中，微信影響了人們的交流方式，無論是文字、語音，甚至圖檔、

影像的傳輸，都非常迅速與準確，已經取代過去的 skype 與臉書，甚至國際上

常用的電子郵件等功能，也被某些人視為古板了。現在很多內地中老年人也跟

上流行，每天大量使用微信推文與進行網絡團購；多數人享受到更多便捷的閱

讀管道，交友圈也遍及各地。因此，上述這三大發明，不但影響內地民眾的溝

通管道、消費習慣與生活方式，網絡也漫天鋪地的融入與侵入每個家庭中，例

如：家長每天必須查閱老師發給全班的微信等作業，隨時與導師配合、掌握孩

子的學習進度與考試成績等信息；教師晚上還得與家長進行線上溝通，絲毫馬

虎不得。至於公司員工經常得在網上收看老闆的工作指示；消費者更三不五時

瀏覽網絡特賣撿便宜。 

只是在人們生活愈來愈便利的同時，隨着生活與消費習慣的改變，人類為

了滿足自身經濟活動的持續成長，忽略了自然環境與生態的永續發展，目前全



球仍遭遇到的新冠肺炎等傳染疾病，與各國不斷被極端氣候侵襲所造成的天然

災害，是否也在提醒我們：人類的成長其實有所極限。這些網絡世界中充滿各

式商機與龐大利益的發明背後，是否需要有環境永續發展的自覺？在生活便

利、企業賺取利潤之餘，在人們拆開禮物包裹後的垃圾、不斷更新與丟棄的手

機與電子產品，還有各種不必要的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等問題，是否應該更具

體的實施國際貿易間的排碳量計算（碳權）？ 

另一方面，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經常發佈的統計報告，二○二○年中

國網民規模就已超過十億大關，其中絕大多數以手機作為與外界聯繫的主要設

備，且手機中使用率最高的功能是進行通信，如電話、QQ 和微信等社交平

台。許多人變成“睡前再睏也要看一會兒手機，醒來後還瞇着眼，手就已經自

動搜尋起手機”的生活形態。“低頭一族”正不斷出現在地鐵站、公車上、馬

路上。儘管有家長開始倡導“不要被手機綁票”，卻仍舊阻擋不了這股全民上

網的潮流！許多研究報告顯示，內地青少年網民規模超過兩億，佔整體未成年

者的九成。值得關注的是，青少年網民大多集中於娛樂類偏好，尤其是網絡遊

戲，比例高達六成以上，網絡遊戲並且向低齡段蔓延。現今的小學生玩網絡遊

戲比例更達七、八成，這些孩子對網絡的安全意識薄弱，以男生和居住在城鄉

交界處的學生最容易網絡成癮，令人擔憂。 

為此，日本與英國等都先後倡議成立遊戲成癮治療門診與中心等。二○一

九年五月世界衛生組織公佈“遊戲成癮”為精神疾病的一種，對於所有未成年

的青少年玩家提出警告。其中，各國十三至十七歲的中學生網絡成癮者，身心

健康發展都受到嚴重影響，也給家庭和社會造成沉重負擔。 

總之，網絡發達帶來無限便利，但網絡成癮卻成為全球性的問題。不論在

中西方，過度使用甚至沉迷電子虛擬網絡的人群，比比皆是，尤其是未成年的

青少年，必須及早防範。而即將來臨的元宇宙，又將掀起什麼樣的世界風潮？

對於下一代的全面影響，我們必須因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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