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媒資訊素養」提升香港競爭力 

 

                                   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 

 

最近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指出，香港的競爭力正在倒退，

香港究竟在哪些方面的發展需要急起直追？現時全球各國正邁進知

識社會，香港準備好了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過去十年，發展「傳媒資訊素

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簡稱MIL），倡議各國培養國民

處理資訊的能力，認為「傳媒資訊素養」高的國家才能在知識型經濟

中具備競爭力，順利過渡至知識社會。那麼，香港在這方面有什麼進

展？我們的新一代如何在未來的國際舞臺上保持優勢？  

面對知識社會的挑戰，香港反應並不見得快速，比起韓國及新加

坡，我們相對落後，不過近年我們也意識到有需要改變，除了推行教

育改革，上月（五月十一日），教統局家校合作委員會，連同香港浸

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與社會研究所，舉辦了「傳媒資訊素養」研究會，

向家長、老師及年青人介紹「傳媒資訊素養」的重要性，可以說是「啟

動的呼喚！」（wake-up call）。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亦正式開展香港的

「傳媒資訊素養」運動。  

「傳媒資訊素養」是指一組處理資訊的能力，它包括了傳媒素養

（media literacy）、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及資訊科技技巧

（ICT skills），是傳媒教育的進階課程。一位具備「傳媒資訊素養」的

年青人，他應該有能力處理來自不同資訊源的訊息，這些資訊源包括

大眾傳媒、互聯網、圖書館、資料庫、博物館等。所以當日研討會的

講者，也來自不同的界別，包括學者、老師、傳播界的專業人士、圖

書館館長及博物館館長等。除此之外，聯合國教科文組識北京辦事處

的傳播及資訊顧問安卓，也來港介紹「傳媒資訊素養」在知識社會中

的角色。 

 

一、資訊力 

 

踏入廿一世紀，人類社會正在各方面發深刻變化，而其中一項最

重要的，是從工業社會轉型至知識社會，無論是政治、經濟及文化領

域均醞釀翻天覆地的範式轉移。我們的下一代將是知識工作者，他們



 

靠腦力勞動及知識創造來謀生，所以「傳媒資訊素養」是他們的基本

生存技能。  

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他的新作《大前研一的趨勢思考》中指出，

面對資訊社會，只能靠人才來決勝負。他說日本文科省熱心教導知識，

這些知識可以全部存放在用一百日圓就可以買到的晶片裏。他認為真

正重要的是，在工作及生活中遇上有需要的時候，能夠快速找到必要

的知識，再根據批判思維，對這些知識進行分析解讀，並多角度思考，

引發具創意的構想或解決問題的方案。他堅信培育這類人才，才能令

日本在國際企業發揮領導角色。 

 

二、公平參與知識社會 

 

大前研一所描述的這種能力，跟「傳媒資訊素養」不謀而合。但

值得注意的是，不應該用太功利主義的眼光來看待「傳媒資訊素養」

教育（MIL education），它不是純粹人力資源培訓。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顧間安卓特別提出，「傳媒資訊素養」教育除了訓練有資訊力的公

民，還旨在促進自由、獨立、多元及開放的資訊體制，建立一個平等、

包容及共同參與的知識社會。  

其實《第三波》的作者托夫勒曾經指出，在「第三波」的知識社

會，人際溝通需要的資訊，比「第一波」的農業社會與「第二波」的

工業社會更多。在農業社會，社會結構簡單，人與人之間的思想差距

及行為模式分別不大。到了工業社會，大眾傳媒製造「大眾意識」，

形成大眾文化，於是社會的人和事的同質性很強。但「第三波」的新

社會十分多元化，個人主義極為盛行，不斷的創新令社會各個領域加

速變化，故此需要更多的流通資訊去連連繫社會。托夫勒說，當社會

上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大，我們就需要更多的情報、資訊、線索去預測

行為，如果我們無法對其他人的言行作任何預告，那麼大家就很難生

活在一起，社會也難以運作。故此，每個人及每個機構都必須掌握製

造和處理資訊的能力，才能好好工作及生活，社會也能更和諧地發展。  

此外，跨越新數碼鴻溝也是「傳媒資訊素養」教育的目標。流動

電話的普及令非洲國家的村民也可以上網。但媒體接觸（physical 

access）的數碼鴻溝問題雖然得到紓緩，但數碼使用鴻溝（digital use 

divide）的情況愈來愈嚴峻。開展「傳媒資訊素養」教育，是希望讓每

一位年青學生都有機會學習處理媒體訊息及資訊，能平等地參與知識



 

社會，公平地進行競爭。安卓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正努力制

訂「傳媒資訊素養指標」（MIL Indicators），打算用以評核全球各國民

的「傳媒資訊素養」水平，以提醒在這方面落後的國家要投放更多教

育資源去培訓國民的資訊力。  

講者在研討會上提出，「傳媒資訊素養」的培訓可分三個部分：

（一）尋索資訊（access）；（二）認識媒體及解讀媒體（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三）使用媒體及創造知識（communication, use and 

creation）。 

 

三、搜尋有道、分析有理 

 

主動搜索是網絡世代年青人的專長，他們經常使用網路搜尋引擎

如 Google、Yahoo及百度等找尋資料，不過他們並非對這些搜尋引擎

有很深的認識。JDB公司行政總裁蔡寶德指出，搜尋引擎並非完全是

免費的，這是一門競爭激烈的大生意。谷歌及雅虎每個關鍵字搜尋結

果的前幾個項目，是由相關公司付費，有「廣告」意味，網民別以為

放在搜尋結果前端的項目是最相關及最重要的。他說，網民要學習怎

樣精明地選擇搜集引擎，可比較它們提供資訊的相關性、綜合性、新

鮮度及表達形式。  

在互聯網搜尋資料雖然很方便，但香港太空館館長陳己雄提醒大

家，網上的資訊不一定真確，而且雜亂無章，如果不能輸入最恰當的

關鍵詞，更會在網上迷失，浪費時間，建議年青人應了解不同資訊平

臺的優缺點。他介紹博物館是一個充滿「人文氣息」的實物教育平臺，

富於強烈的人際互動，是眼到、手到、意到的資訊源，令參觀者更深

刻及立體地吸收知識。  

外國調查發現，大部分的學生進行資料搜集時傾向運用互聯網，

他們愈來愈少用使用圖書館尋找資料。事實上，如果進行認真的研究

調查，圖書館展應當是重要的資訊平臺。現時香港各大學圖書館都提

供數碼化服務，學生透過上網搜尋資料很方便。香港中央圖書館高級

館長趙叠紅也指出，全港 77 間圖書館均提供網上資源服務，並設有

很多資料庫提供專題研習指引，學生應學習怎樣善用公共圖書館，進

行終生學習。  

當然，除了學會搜尋，還應學懂分析資訊，分辨資訊的對錯及好

壞。在 Web2.0時代，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就設計了「我是未來領



 

袖」創意資訊科技教育計畫，提供網上傳媒教育課程，提昇小學生的

批判思考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及協作能力。  

家庭議會委員李秀恆說，家長也應該進入 e世代，學習使用新媒

體，透過 Facebook、微博、Whatapps等進行親子溝通，並輔導子女如

何善用新科技。 

 

四、善意創作、貢獻社會 

 

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及微博，不僅是年青人社交的平臺，還是

他們獲取新聞、媒體訊息及各方意見的渠道，很多家長對子女花過多

時間在社交媒體表示憂慮。但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朱順

慈表示，家長不應以負面應對心態面對，社交網站是年青人自我表達

的平台，可發揮創意，但應輔導年青人了解在上面發表的言論，會到

達無法預知的受眾群。  

現時的年青人不僅是傳媒及資訊的消費者，還是傳媒製作人，樹

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兼任講師梁蕙儀認為在培養年青人製作錄像

時，應引導他們做建設的創作，她就跟樹仁同學一起製作尋親錄像，

結果為一位女士找到親人。  

培養「傳媒資訊素養」有很多途徑，無論為提升香港競爭力抑或

培養有質素的香港下一代，學校及家長都應該在這方面啟動了！ 

 

撰稿人：李月蓮(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資料來源：2013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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