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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現在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網際

網路的普及，深入許多機構、學校，甚至家庭，帶給人們無窮的便利，卻也產生

了許多麻煩：有些青少年因此沉浸於虛幻的世界，而有人也用網路來犯罪，進而

有些色情網站會影響小孩子的心理；在網際網路的進步中也使人們過度依賴網

路。這些網際網路帶給人們的影響，使我們的生活更輕鬆，相反的也造成了許多

負面影響，這些值得我們好好探討，不論是好是壞，重要的是使用者的觀念。 

 

研究動機： 

 

常常從電視中或報章雜誌中看到有許多人因為每天沉迷於網路遊戲中都沒有休

息而暴斃，又或者是利用網路做些違法的事。為什麼會這樣呢？網路的普及、便

利對於人來說是好還是不好呢？因為有這些疑問，所以才想要了解，藉小論文進

入更深入的研究。 

 

研究目的： 

 

希望透過這篇小論文能讓更多人清楚的知道太沉迷於網路世界是不好的，有哪些

負面的問題，還有如何好好利用網路，充份發揮網路的功能，而不是利用便捷的

網路做些違法的事，這就不是網路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意義，網路的出現是為了

讓我們生活更便利，這才是主要的意義。 

 

貳●正文 

 

一、正面影響 

1、與人的聯繫方便： 

自從有了網際網路後，人與人間的距離更接近了。正所謂：「天涯若比鄰」有了

網際網路使世界成了一個地球村，無論身在何處，只要有網路就可以從網路上和

世界各國的人交談。若是以前就必須要寫信或打電話，十分的不方便，短短幾年

科技進步迅速，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的便利。 

2、資料搜尋： 

由於網際網路自早期的軍用時期逐漸發展為民營化時期，相對的在資料搜尋上也

較以前方便許多。就早期來談，再寫報告、論文時，經常只能跑圖書館而且必須

借回一堆書籍，辦完手續後，還必須將這些書扛回家，非常的浪費時間與沒有效

率。然而，自網際網路由軍用的時代逐漸轉型發展成民用時代後，不但可以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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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搜尋引擎尋找到多筆之資料外，同時能將其 downlow下來節省了人們的時間

成本，同時更提高了人們的工作效率。(註一) 

3、購買商品便利 

在早期的社會，要購買生活用品或自己想要的東西都必須出門到外才買得到，甚

至有些住在鄉下的人們，還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到達市場；而現今有網路的

出現，人們買東西可以貨比三家，也不用被強迫推銷，更使人們不必出門就可以

買到各式各樣的商品，甚至是國外的產品也可輕易取得為人們帶來很大的便利。

而賣方開店也更為方便，不需要負擔實體店租和店員薪資， 成本很低。 

4、對企業家的影響 

對很多大型公司來說，為了將自個兒公司的產品推向國際，與外國的交流是很普

遍的，時常會與國外的企業家開會，因此網際網路的出現，讓他們不必奔波到國

外特地和他們開會，只要打開視訊，就可以與他們互相對談，輕輕鬆鬆地結束一

場會議。 

二、負面影響 

1、 網路成癮： 

網路成癮乃泛指所有與網路或電腦使用有關的病態、強迫性使用行為，這種使用

行為的失控程度，已經造成社會、職業、家庭、人際功能的嚴重障礙。此乃網路

普及後新出現的一種心理問題，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受到網路成癮的困擾，這已成

為一個嚴重影響青少年發育與成長的心理行為障礙。(註二) 

在現代的社會，青少年因為課業或種種因素而產生許多壓力，線上遊戲因此變成

他們紓壓的管道之一，但有些青少年就會因而沉淪下去，進而成績日漸退步，此

時，網際網路就不再是紓壓管道，反而害了這些青少年。 

 

2、網路聊天交友： 

 

現今社會中，有些人對搜尋網路上的其他資訊沒什麼興趣，但卻對於聊天室情有

獨鍾，不需跟人面對面，只要盡情打字聊天。事實上，他們可能就有社交焦慮症

精神疾病，因為和社會互動差及退縮傾向，一直躲在聊天室的網路世界裡不肯出

來。(註三) 

現在網路交友最大的危機就是無法分辨對方的個人檔案是否真實，例如：職業、

年齡、婚姻狀態及性別等，所以容易被欺騙。因為網路是虛擬的很難知道對方在

想什麼，有些人用假趙騙裝成帥哥或美女來騙財騙色，可能約你見面，一開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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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你怎樣，等到取得信任以後，就有可能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例如：利用出

遊的機會，企圖不良的網友在飲料下藥，設計女性網友，以達到他的目的。 

現在的社會對於婚姻不滿的人還不少，有些人透過網路隱匿自己的真實情況，劈

腿、外遇的情形也越來越多，一不小心就可能不知不覺變成別人家庭的第三者，

所以網路交友千萬要小心求證對方是否已婚。 

2、 色情網站 

科技發達、網路普及加速了色情產業的傳播，一般人只要透過一條網路線就可以

來一趟豐富的情色之旅，許多色情網站因此孕育而生。古語說：「食色，性也。」

性原本就是人類的基本需求，對於多數人來說有著無法抗拒的魔力，而許多無法

滿足的人，便常常上色情網站，但這只會使他們更欲求不滿。而有些色情網站更

是隱藏了許多危機，如：有可能隱藏著病毒或駭客，有些人甚至透過色情網站留

言板來見面進行性交易……等。 

青少年時期是一個多變化的階段，也是人生發展過程中的蛻變期與青春發育高峰

期，此階段對「性」充滿好奇，往往禁不起色情誘惑；而現今色情網站日益增多，

網路確實也成為色情媒介的來源之一，色情網站對青少年身、心理的影響更是不

容忽視。 

3、 網路購物的隱憂： 

雖然在網路上購物能帶給人們很大的方便，但是其中也隱藏了一些問題，有些不

肖商人會用網路來騙取購買者的錢：錢已經送到他們的手中，買者卻沒有拿到商

品，所以最好以現金來繳付。因為商品看的見卻摸不著，消費者可能買到假貨、

收到貨發現賣方的描述文字圖片與商品不符、付錢卻沒收到貨，或賣家不準時交

貨……等。所以購買者必須很謹慎小心。 

4、 網路犯罪： 

由於網際網路具有易接近使用、匿名、超國界等特性，迅速的吸引全球的注意，

並形成現實生活之外，另一個虛擬空間，不過藉著網路的匿名性及便利性，許多

犯罪行為也開始進入網路，如：網路詐欺、網路販毒及駭客犯罪。有些人則是在

網路上下載音樂、軟體……等，而侵犯了作者的智慧財產權，這些我們都需要多

加小心，以免犯罪。(註四) 

三、如何好好使用網路 

1、 培養正確的使用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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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網際網路的確帶給人類很大很大的幫助，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培養正確的使用

觀念：不要隨意亂傳病毒給別人、不要時常進入色情網站......等等；俗話說：「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只有好好善加利用，網路才能增進人類幸福；才能真正達到

網際網路帶給人們的功用及效率。 

2、 現實法令的適用： 

在網路公私領域的界定上仍未釐清，把其當成公共領域式的套上誹謗法來規範，

令人質疑現實法令是否適用於虛擬的網路世界中，再加上現行誹謗法的缺失，

如：實質惡意之認定、法官的自由心證、被告舉證……等，對於法官如此的判決，

必免引來公平客觀性之質疑。我們也不能在網路上任一下載資料，否則可能侵犯

智慧財產權，所以我們使用網路必須格外小心，以免一不小心就違法了。(註五) 

參●結論 

科技日新月異愈來愈方便，尤其是網際網路，若正確的使用網路，網路可提供許

多對於人來說方便的功用，例如：網路購物、網路繳費、查詢資料.......等等許多

功能 ，都是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反之則是利用網路做些違法的事，例如：網路

犯罪、散播色情的圖片及病毒......等等。現在的人大部分的時間都坐在電腦前面，

長期下來對眼睛不好，有許多的人坐姿都不正確對脊椎而言是種負擔。因為有了

網路，使我們非常依賴網路，若突然有一天沒有了網路，該怎麼辦呢？網路畢竟

是虛構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都活在虛構世界中，還是得回到現實生活，所以不要

太沉溺於網路世界中。 

網路遊戲愈來愈多了，有許多人每天不分晝夜的沉浸於其中，沒有休息，導致也

些人休克而暴斃身亡，玩網路遊戲應該要適可而止，為了玩網路遊戲而犧牲生命

是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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