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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技术异化形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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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研究定义了技术本体的内涵,从大量技术负面效应与技术异化现象案例出发,采用扎根

理论研究方法,对技术异化的根源进行探讨.通过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和选择性译码,发掘出了“二维三点”机
理概念模型,从技术本体异化、动机异化和能力异化３个层面对技术异化形成技术负面效应的机理进行解释,具
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有助于对新技术的负面效应进行事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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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中介和手

段,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技术的发明、使用

与发展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如培根所言:“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我
认为最伟大的莫过于发明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

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尤其是在２１世纪的

今天,社会各个领域内各项技术都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主要包括:①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实现攻克顽

症、提高生命质量和农作物产量的美好愿望;②在全

球应对金融危机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背景下,低
碳、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发

展[１Ｇ２];③新材料技术在支撑电信息、能源动力、资源

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发挥着物质基础和先导作

用[３];④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

进入信息时代,成为社会生活、经济及一切发展的灵

魂,新一代互联网、网络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

技术推动着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４].可

以说技术改变了世界,没有技术的发展,就没有现在

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没有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经

济、文化、政治文明的发展将止步不前.
然而技术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为社会带

来了大量的不良影响,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甚至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对大自

然的每一次征服,都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诚
然,当今全球正在承受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多负面作

用,诸如:①化石能源的使用带来了工业革命,但如

今由于碳排放过量引发的全球变暖问题正威胁着人

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

导,据预计我国２０２０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

国[５];②由于克隆等生物技术的滥用,引发了令人恐

慌的食物安全问题和伦理问题,人工受孕、克隆人等

问题均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③Facebook等社

交网站的兴起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但也

是引发伦敦暴乱的重要原因之一;④即使是一个简

单的火车抢票软件也加剧了大批民工的购票劣势,
扩大了数字鸿沟问题;⑤近两年新兴的大数据技术

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隐私问题,微软研究院的高级

研究员博伊德表示:“社交网络化的社会绝对有制造

恐慌的天分”[６].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人类在运用科

学技术改造和控制自然界来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所

产生的,这类对人类自身消极的、束缚压抑的、威胁

和否定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现象都称之为技术的

负面效应[７],有学者把技术引发的负面效应称为技

术异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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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异化的研究由来已久,黑格尔在１９世纪

就明确地将“异化”作为哲学范畴使用;然而遗憾的

是,虽然对技术异化的研究时间较长、成果颇为丰

富,但总体上仍然不够成熟.随着新兴技术引发的

社会问题更趋于多样化和复杂,给社会管理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技术异化再次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

是现代社会上的一些高科技产品背后往往是纷繁复

杂和晦涩难懂的现代科学技术,众多的技术体系之

间相互支持和联结,这使得技术异化分析变得更为

复 杂[９]. «Managementof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在２０１３年初针对“ICTandsocietalchalＧ
lenges”问题发出征稿通知,这是国际一级学术期刊

在该领域的首次征文,充分说明了国际学术界对

ICT技术发展与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及问题的重

要性.
目前技术异化主要集中在技术哲学领域的探讨

中,对于其内涵更是没有统一的界定,关于“异化的

本质是什么”这一最根本的问题都没有取得共识,技
术异化概念的分歧和理论的零散导致了技术异化的

研究难以构成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大量的资料分析

来阐述技术异化的根源,并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来解决此问题,这既是在方法论上的大胆尝试,也是

对技术异化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

　　一、相关研究回顾

　　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技术异化观体现着一种精

神:技术引起异化,泛指伴随工业文明发展的人类生

活基础的严重破坏,引发了人类生存环境和个人生

活世界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是政治、经济、信仰、道
德、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总体危机.然而,具体到技术

异化的概念界定时,学者们对技术异化的阐述并不

一致.早期的异化观从人本主义的维度对技术异化

进行阐述,如黑格尔在首次将“异化”应用于哲学范

畴时就提出“精神为主体、异化为客体”,异化是个人

精神异化产生的社会现象;斯本格勒认为这是一种

内在“腐蚀”的文化存在,技术异化表现为“世界的主

人正在变成机器的奴隶”;海德格尔把异化看作是

“失去个性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生存方式”,而技术

社会的异化则是指人本质的失落———“人变成了被

用于高级目的的材料”[１０].在人本维度下,技术异

化是指人类在利用技术改造、控制自然来满足自己

需要的过程中,技术以相应的力量反控制人类.随

着技术异化研究的发展,更多的学者开始从自然维

度和社会维度描述技术异化.就自然维度看,学者

把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核
恐怖等弊端和危险首当其冲地归咎于技术异化,此
外还包括由于技术本身的误用和滥用引发的诸如交

通事故、战争纠纷、群体暴力事件、医疗事故等种种

直接后果.
就社会维度看,学者均不同程度地将技术异化

与“技术统治”“技术官僚”“技术专制”“技术殖民”等
联系起来,并表现出了技术对人类社会交往和联系

割断的担忧;此外,一些学者也将精神文明层面的技

术异化描述为伴随科技发展出现的某些消极道德现

象[１１].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技术异化的概念未形

成共识.
学者们从技术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层面

对技术异化本质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从技术的社会

属性层面看,人本主义学者一致地将今天的技术时

代视为技术理性霸权时代,认为人类今天面临的诸

多困境是人类技术理性的无限膨胀所致,如对物质

财富的追求以及阶级、国家利益的支配等.有的学

者也提出任何技术的创造及其应用过程要受到社会

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技术的社会属性体现了

人与技术之间的交互是不可避免的,而人对技术的

发明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社会上出现的

很多失控问题都是由此产生[１２].此外,有的学者观

察到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项技术的使用能力也存在差

异[１３],致使人类在使用技术过程中往往产生意想不

到的后果,从而引发人群分化和重大群体事件的

产生[１４].
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层面看,Ellul在其“技术自

主论”中对技术异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认为当代技

术已日渐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外在于人的支配系

统[１５],这致使技术异化产生于技术程序本身的性

质,并且现代技术服务的代价就是技术在一定程度

上的异化,所以人类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异

化现象.通俗的说,技术在实现人类所需功能的同

时也会实现符合自身特性的其他功能,这些功能往

往背离了技术发明的初衷,技术异化即由此产生.
然而,马克思坚决反对将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

归之于技术,认为技术对人的奴役并不在于技术本

身,“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

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１０].此外,一些国内学

者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将技术异化根源概括为４个

方面:技术异化的自然根源产生于技术的自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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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异化的主体根源产生于技术主体价值观的失

当,技术异化的技术根源产生于技术本身的局限性;
技术异化的社会根源产生于社会政治制度的缺陷和

经济利益的驱动[１６].这种“大而全”的总结让人全

面地认识了技术异化的本质.
综上所述,从概念上来看,关于“技术异化”的一

些术语使用比较混乱,说明现有研究关于技术异化

概念的阐释存在着问题,它们无法从本质上揭示技

术异化的内涵.在技术异化的本质研究方面,人本

主义的技术异化观将技术内在本质设定在主体精神

因素层面,仅仅看到了技术异化在人本层面的体现;
而埃吕尔则完全强调技术自然属性对技术异化的决

定性作用,不可能全面阐释技术异化的本质.上述

“大而全”研究总结虽然涵盖了技术异化的人本、自
然和社会维度,但遗憾的是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通过上述所述系统地考察中外技术异化理论和观

点,不难发现关于技术异化的研究大多存在一定的

片面性,此外现有研究多从自然哲学角度对技术异

化进行描述,但是对于技术“本体”的概念界定尚不

清晰,因此技术异化也缺少坚实的判定基础.为此,
本文在技术异化研究中通过大量文献总结定义了技

术本体的内涵:人类应用科学原理,为某种特殊(原
发)的目的和功能需求而发明的方法、材料和应用

系统.

　　二、研究设计

　　１．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内在

形成机理,即技术异化的根源.鉴于现有的研究鲜

有全面的理论描述,及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本文研

究方法选取了扎根理论,以发展出扎根于实际社会

问题下的技术异化本质理论.
所谓扎根理论的方法,简单地说,是基于一些系

统而又灵活的准则,让研究者搜集和分析质性数据,
并扎根在数据中构建理论[１７].目前扎根理论形成

了３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流派:Glaser与

Strauss最初提出的经典扎根理论、Strauss的程序

化扎根理论、Charmaz的建构型扎根理论,其中程序

化扎根理论与经典扎根理论的最大差别在于编码过

程的不同.程序化扎根理论包括开放性编码、主抽

编码和选择性编码３个过程,强调程序化的分析思

路,通过提出一个典范模型来对概念范畴进行整理

而形成理论;而经典扎根理论包括实质性编码和理

论性编码两个过程,强调避免任何主观和先入为主

的假设,让研究问题和理论从社会过程的研究中自

然涌现[１８].本文将基于程序化的扎根理论来展开

研究.

图１　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流程[１９]

　　植根于搜集的社会问题案例资料,本文采用程

序化的扎根理论进行３个阶段的编码:开放式编码

阶段反复推敲案例材料,将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概

念化及范畴化;主轴编码阶段区分主范畴与副范畴,
建立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结;选择性编码阶段将从发

现的概念类属中提炼核心类属,确立核心类属与次

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

２．案例选择

扎根理论方法注重研究样本的信息丰富度而非

样本数量多少,所以本文根据观察选取了讨论较为

广泛的技术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度观察.进

行案例选择时遵循３条标准:①社会问题关注度.

有关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大多

数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呈现出来,选取社会关注

度较高的案例有助于全面地观察和认识事件的发展

过程,避免做出武断的判断;②信息的可获得性.本

文研究的案例均来源于过往发生的社会事件和相关

报道,具有明确的信息来源,同时本文避免了敏感性

的问题和事件,防止获取的案例信息不全面;③案例

的代表性.本文研究选择比较能够集中和客观地反

映技术带来负面效应的代表性案例,以提高案例研

究的效度.据此,本文选取了９项技术引发的共计

２６个典型案例,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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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典型案例

编号
技术
名称

技术本体
描述(原发目的) 社会问题(负面效应) 资料来源

１ 抗生素 治疗细菌感染

造成患者因抗药性增强而死亡:每年８万人因此死亡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疾病分类调查报告

人食用残留抗生素的食物产生身体危害
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副所
长于军评述

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人均消耗为美国的１０倍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卫生部全国细
菌耐药监测

“超级细菌”:NDMＧ１超级细菌,LAＧMASA超级细菌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２ 网络订票
电子交易购买车票,为购
票提供便捷

引发购票公平问题:农民工更难买到票 羊城晚报,２０１２年１月

网络订票黄牛的滋生:“加密狗”涉及２９个省份 新京报,２０１３年２月

购票用户信息和资金安全隐患:个人信息泄露(实名
登记),资金安全

中国经营网,２０１２年１月

３ ３D打印
制造模型,产品直接制造
和快速成型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纠纷:数字千年版权法案 新浪读书,２０１３年５月

构成社会安全隐患:３D打印枪支 看看新闻网,２０１３年５月

危害人体健康:室内运作会释放大量有毒超微细粒子
(UFP) 东方日报,２０１３年７月

４ 电动汽车
提高居民出行效率,促进
节能减排,减少空气污染

城市铅污染转移:安徽儿童血铅超标事 新浪网,２０１１年３月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频频发生 人民检察院官网

５ 克隆技术 医学治疗,挽救濒危物种
引发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生命科学»杂志

大范围的社会伦理争议 «生命科学»杂志

６ 化石燃料 满足能源需求

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加快全球变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１９９２年

加剧大气污染,致雾霾天气增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气候变化绿
皮 书: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报 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

全球石油危机: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 维基百科

７
社交网络

技术
克服远距离的沟通障碍

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开心网信息泄露(２００９)、CSDN
社员资料被公开(２０１１) 新闻３０分

引发群体暴力事件:伦敦暴力事件 凤凰网,２０１１年８月

８ 核技术 解决能源需求,缓解能源
危机

核泄漏造成严重的核辐射事故:三哩岛、切尔诺贝利
核电厂事故

维基百科
核武器引发战争灾难: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

造成环境的核辐射污染:日本福田县政府发现收割的
稻米放射性铯的含量严重超标

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２０１２ 年

１０月

９ 汽车技术 代步工具,提高出行效率

严重的环境代价: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代价

“中国走向‘汽车社会’的忧思”,
«社会观察»,２００５年

大量的交通事故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全球１５％的
交通事故发生在中国

交通拥堵造成城市交通系统瘫痪,影响人们的正常生
活秩序:“马路怒火”“柏油综合征”

　　以上２６个案例,从技术内容看,涵盖了抗生素、
汽车、化石燃料等传统技术,以及克隆、互联网社交、

３D打印等新兴技术;从技术涉及的领域看,涵盖了

生物、医疗、化学、人文、社会等领域;从社会问题的

性质看,既有技术进步引发的自然环境问题,也有技

术使用不当造成的社会管理问题.本文的案例来源

于社会现实,数据取自于新浪网、中国经营网、人民

检察院官网等权威网站,央视新闻频道等电视媒体,
网络视频,«羊城晚报»«新京报»«东方日报»等报纸

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和卫生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报

告,以及«生命科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报»等知名

期刊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整

理,形成译码摘记.

　　三、研究过程

　　１．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扎根理论编码过程的第一步,其
目的是把概念打破、揉碎并重新加以整合.本文的

开放性译码包括３个步骤(见表２):①对上述搜集

的案例资料进行逐句编码和命名;②对原生编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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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初步概念化,其中概念可以是一个词、短语或句

子,本文编码过程中共形成２０７个初步概念;③将概

括相同或类似的概念集中在一起并上升为初始范

畴,本文编码过程中提炼出共计３８个范畴(A１－
A３８),具体见表３至表５.

２．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是一个借助“因果条件→现象→脉

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的典型模型

将各范畴联系起来的过程,开放性译码中虽然对范

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和提炼,但各范畴几乎都

是独立的,其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主

轴译码的目的就是将各个独立的范畴加以联结,并
将被分解的资料重新整合.

通过典范模型对开放性译码中的各范畴继续进

行归纳整理、聚类分析,得出３个主范畴:“本体异

化”“动机异化”与“能力异化”,前面得出的其他范畴

则成为解释和说明主范畴的副范畴.这３个主范畴

的典范模型构成如表３至表５所示:
表２　开放性编码示例(节选)

案例摘录

开放性编码

①逐句编码:
原生编码(社
会问题)

①逐句编码:
原生编码(技
术异化)

② 初 步 概 念
化 (社 会 问
题)

② 初 步 概 念
化 (技 术 异
化)

③范畴化

　　中国是抗生素使用大国,也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年
产抗生素原料大约２１万t,出口３万t,其余自用(包括
医疗与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１３８g左右(美国仅

１３g).每年因抗生素滥用导致８００亿元医疗费用增
长,同时致使８万病人不良反应死亡,高耐药性的细菌
的不断涌现,使普通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

据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
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７４％.而在
美英等发达国家,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仅为２２％~
２５％.中国的妇产科长期以来都是抗生素滥用的重
灾区,目前青霉素的耐药性几乎达到１００％.而我国
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则高达７０％,其中外科
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９７％.

另据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疾病分类调查,中国感染性
疾病占全部疾病总发病数的４９％,其中细菌感染性占
全部疾病的１８％~２１％,也就是说８０％以上属于滥
用抗生素,每年有８万人因此死亡.这些数字使中国
成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人 均 消 费 量
超过美国 １０
倍

治 疗 费 用 增
长,细菌抗药
性增强

妇 产 科 成 为
抗 生 素 重 灾
区

８ 万 人 因 抗
生 素 使 用 死
亡

抗 生 素 使 用
率 比 欧 美 国
家高出很多

滥用抗生素

我 国 是 抗 生
素 滥 用 最 严
重国家之一

医 疗 费 用 严
重浪费

引 发 抗 生 素
灾难

抗 生 素 滥 用
较普遍

技术污染
资源浪费
技术滥用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疾病分类调查报告.

表３　主范畴“本体异化”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 技术缺陷(A１７)、技术风险(A２３)、功能多样化(A２５) 现象 环境问题(A１９)、社会瘫痪(A３２)
脉络 认知偏差(A１)、难以预测(A８) 中介条件 管制缺失(A１６)、情绪(A２０)
行动/互动策略 破坏(A９)、误用(A２６) 结果 安全隐患(A４)、愤怒(A２８)

表４　主范畴“动机异化”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 盈利(A３０) 现象 技术污染(A１１)、冲突(A１８)、事故(A３７)
脉络 非合法化(A２)、威胁(A７)、便利(A１５) 中介条件 法律约束(A１３)、忽视(A２３)
行动/互动策略 技术滥用(A３)、转移(A１４)、侵略(A３１)、过度使用(A２１) 结果 资源浪费(A３９)、恐慌(A２７)

表５　主范畴“能力异化”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 教育程度(A２４)、文化背景(A３４) 现象 群体分化(A５)、冲突(A１８)
脉络 公平(A１２)、鸿沟(A３５) 中介条件 失去机会(A３３)
行动/互动策略 操作失当(A６)、无法接触(A３８) 结果 公众不满(A２９)、失望(３６)

　　３．选择性译码

基于上述开放性译码和主轴译码所得出的范畴

和主范畴,并再次结合资料分析,发现可以用“技术

异化”“技术本体异化”和“人与技术交互异化”来重

新组织案例资料中的其他范畴,如图２.
围绕这３个核心范畴进行如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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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核心范畴的提取过程

　　技术异化的根源可以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技术的自然属性层面,
技术异化源于技术本体的异化.技术本体异化是指

由于技术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风险使得人们在利用技

术改造自然过程中产生的对主体消极的、束缚压抑

的、威胁和否定主体生存与发展的现象.具体体现

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出于某种功

能需求发明了某项技术,然而由于人自身的认知存

在偏差和局限性,使得其所发明的技术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缺陷,具体表现为技术风险和技术发展的难

以预测性.当此项技术被应用于实践中时,虽然技

术原发的功能需求得到了满足,但也付出了相应的

代价———技术的误用致使自然环境系统遭到了严重

的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甚至还引

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系统瘫痪.然而由于政策管

制缺失或滞后,使得引发的社会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构成了现代社会良性发展的安全隐患.

在技术的社会属性层面,技术异化源于人与技

术交互异化,具体表现为动机异化和能力异化.动

机异化是指由于人使用技术的目的偏离了原发技术

功能目的,而使得人在使用技术改造自然过程中产

生了技术以相应的力量反控制人类的现象.这种

“偏离”可以体现为技术理性的无限膨胀或使用目的

转变,技术理性的无限膨胀指人们过度地追求物质

财富,使用目的转变指人们发掘出了技术的其他功

能用途(往往会产生负面效应),这种功能用途背离

了技术原发的功能目的.动机异化是最为常见的异

化类型,并且由于法律和政策管制上的缺失,其引发

的社会负面效应尤为严重,如技术污染、生态平衡失

衡、交通事故、战争灾难、冲突等.能力异化是指由

于人使用技术能力的差异所带来的技术负面效应,
这种使用技术的能力差异与人的教育背景、文化背

景等因素相关,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
当不同能力的人与某一技术交互时会产生不同的结

果,ICT技术带来的信息鸿沟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

的例子.能力异化带来的技术负面效应多与公平问

题相关,技术将人群分化开来,形成了诸如群体分

化、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对技术异化的形

成机理进行研究,依据提炼出的核心范畴,本文认为

技术异化源于技术本体和人与技术交互两个层面,
技术异化也可以分为技术本体异化、动机异化和能

力异化.由此构建了一个技术异化的机理概念模

型———“二维三点”模型,如图３所示.“二维三点”
模型来源于对大量社会问题案例资料的扎根过程,
所以对于解释技术异化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适

用性.

图３　“二维三点”模型

　　本文旨在阐述技术异化的根源问题,与以往哲

学探讨的研究方式不同,引入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

究方法,从大量实际技术异化现象出发,通过对案例

资料的逐步译码,发掘出概念、范畴及其之前的关系

来探析技术异化的根源,这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创

新.然而质性研究中数据的使用和解释具有可选择

性,研究者的偏见会影响数据分析的结果.为了研

究结果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后续研究可以

考虑通过大样本实证研究对本文提出的“二维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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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验证和弥补.此外,在当今新技术层出不

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规范新技术发展、预测可能出

现的异化现象尤为重要.本文依据于“二维三点”模
型,认为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的有效管理将是技术

异化预防的重要突破点,后续研究可以对此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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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literatureresearch,thispaperclearlydefinestheconnotationof“TechnicalOnＧ
tology”andthendiscussestheoriginoftechnologyalienationinaccordancewithlargenumberofcases
ontechnologynegativeeffectsandalienationphenomenonwiththehelpofgroundedtheory．Through
opencoding,axialcodingandselectingcoding,thispaperproposesthe“twoＧdimensionandthreeＧpoint”

conceptmodel．FromthreeaspectsＧtechnologyontology,motivationalienationandabilityalienation,this
paperexplainstheformationmechanismoftechnologynegativeeffects,whichbothhasacertainuniverＧ
salapplicabilityandtheoreticalvalueandhelpsforecastnegativeeffectsofnewtechnology．

Keywords　technologyalienation;technologynegativeeffects;“twoＧdimensionandthreeＧpoint”

model;grounded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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