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社會〉 

 

踏進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發展迅速，人類都進入了先進的數碼時代，但

也因此失去了引以為傲的自由意志。 

 

政府會為每名新生嬰孩植入大腦晶片。這塊晶片會自動連接網絡，讓人隨

時隨地查閱自己所需的資料。以考試為例，考試的重點不再是背誦資料，而是

應用資料。此外，手提電話、紙張、筆等工具都會被淘汰，因為你只需想一下

要與誰溝通和要記下的事情，這些事情都能在腦海中完成，也即大腦晶片成為

了口述以外唯一的溝通和記事方法。 

 

除了個人使用外，政府能透過大腦晶片向人發送訊息。所有人的個人私

隱，以至他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感，甚或他的消費記錄等，全部都被記錄在大腦

晶片中，每當遇上突發事件，政府便可透過大腦晶片發放資訊協助國民。久而

久之，地球已無須再有傳媒機構。 

 

由於一切資料都被記錄下來且互相連結，人類的生活變得極為便捷。每天

下班回家，家裏的物品已經準備就緒——自動開門、調節溫度、清洗衣服；求

職時不用填寫履歷表，只需知道對方要求哪方面資訊，便能從自己的腦直接發

送資料；購物時不再需要使用現金、電子付款程式甚至瀏覽網店，只需想好了

要購買甚麼東西，商店便可在數小時內把貨品送抵家門。 

 

大腦晶片的全面使用，更使社會變得前所未有地穩定。例如一個人剛產生

了犯罪意圖，便會馬上被警察嚴密監視並接收大量正面訊息，其他人的人身安

全得到了保障。當國民的健康出現了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可發出健康警告，提

醒國民及早求醫。 

 

不過，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光鮮亮麗的假象罷了。 

 

由於大腦晶片是由政府向國民植入，晶片所記錄下來的資料，自然任由政

府使用，而晶片所提供的資訊，也無可避免地被政府操控或過濾。當世界上所

有資訊都被政底掌握時，誰又可保證政府不會邁向極權統治？當一個極權政府

掌握了一切資訊後，又有誰可監察政府呢？ 

 

如此的未來社會實在很可怕！以往的白色恐怖只不過會令人不敢發聲；現

在呢？人們連獨立思考的機會都被剝削了，因為大家只能從單一渠道接收資

訊，而晶片內所有資訊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個人的價值觀。再者，當人們

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受政府監視後，基本上是連在家裏討論政治的空間也沒有



了，最終就是大家都失去了自由意志。 

 

我不喜歡這樣的時代，當科技進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大於正面影響時，我

們的文明其實是在倒退。雖然我們的生活模式似乎變得更先進，但我們的保障

卻似乎比從前更差。即使掌握所有資訊的極權政府沒有出現，但我們將所有個

人資訊放在同一處地方，並不是真的安全的。 

 

其實我們真的有必要不斷追求科技的進步嗎？電子支付取代了現金，成為

中國大陸主流的消費模式，被視為一種進步。但電子支付是否一定比現金支付

優勝呢？我認為不一定，因為電子支付能保留使用者的消費記錄，當商家分析

了你的記錄後，便能針對你的喜好不斷投放廣告；即使你最後真的購買了該款

商品，你有想過這真的是你需要的東西嗎？還是單純地受了廣告的影響，作了

無謂的消費呢？ 

 

科技發展確實為人類生活帶來種種便利，不過「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若

放任科技發展下去，不加任何的規管，科技終會成為吞噬人類的洪水猛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