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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與傳播管理
—專訪谷玲玲教授

洪筱華

　　近年來，資訊與傳播科技急遽的發展，媒體呈現的方式多以融合了電腦科技和網路

傳播。新科技媒體具備了聲影俱佳、多樣化呈現、資料多樣連結以及透過網路整合等特

性。也由於科技演進一日千里，連帶衝擊著社會各個層面及領域，包括以傳遞資訊為主

的媒介組織。現在媒體內部就運用科技內容上，可分為大家耳熟能詳的SNG、電腦繪圖，

以及剛引進的新概念，即所謂的電腦輔助採訪（computer assistant reporting; CAR）。

其中，電腦輔助採訪即為網際網路的應用。

　　由於電腦與通訊技術的成熟，以往在傳輸內容上、傳遞管道上也起了相當大的變

化。同時，網際網路的日趨普及，加上使用者人數成倍數地增加，傳統報紙也有了網路

電子版，即所謂的「電子報」；電視、廣播也可透過頻寬在網際網路上同步收看；此

外，人手一機的行動電話，也藉由功能的改良且移動性的性質，開始利用手機來上網；

最後，還有當紅炸子雞PDA（個人數位助理），更是大大地幫助了人們在忙碌之餘可以過

得更有效率的。諸如上述的變革，都是因為科技所帶來的不同生活內容。

　　面對科技所帶來的影響，記者變得越來越具有機動性，同時對於影像、文字操作及

掌握上都需具備相當程度的執行能力。有鑑於記者機動性高，因此新聞組織的規模會越

來越小，人力編制也會有所調整，畢竟，人事成本對於組織來說，一直是一項很大的負

擔。同時，在權限上，記者也越來越具主導的地位。媒介主管在控管品質上也有所轉

變，現在的記者，能透過上網在網路中尋找題材，也可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來採訪，只

不過在一切求即時性及快速的情況下，對於新聞資料來源的查證，及消息的正確性，是

主管無法像往例般地層層把關，端賴記者本身的專業素養罷了。同時，在SNG直播現場

運用方面，也傳遞出許多問題，不僅考驗記者的新聞素養，也考驗著他們臨場的判斷能

力。

　　數位化的時代引領著傳輸管道的改變，整合所有資源和相關業界採策略聯盟都是現

今業界面對市場激烈競爭的因應之道。另一方面，藉由數位化的技術，將原本飽和的頻

寬，釋出了更多的空間。但是，除了需要更新設備、提高成本外，內容的充沛與否更是

當今普遍的癥結。舉例來說，雖然有線電視提供了收視戶七、八十個的頻道，但是節目

內容的空乏與重播的比率實在是太高了。因此，閱聽大眾還是沒有真正地享受在多元多

樣的收視內容中。同時，台灣的市場，除了靠政府每年的輔導金外，在產製自己國片的

額外幫助上，真的是杯水車薪，鮮少有人願意出資贊助。在一般電視內容上，也多為外

製外包，而製作品質上也無法管理。反觀美國，對於節目資訊的管理上，有設置專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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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的資料庫，只要資訊更好，使用者不會不願意付錢的。

　　新科技也帶來了雙向的互動，組織與消費者可以直接地在線上對談。如天下雜誌、

聯合新聞網都將每則報導分別設置了打分數表。藉由打分數，提供了更快的回饋速度，

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讀者的忠誠度以及人氣指數，對於撰稿記者及組織也帶來

了更高的挑戰以及商機。

　　面對科技的衝擊，若傳統媒體執意不跟隨科技的腳步化，並不會很快地消失，但會

逐漸地衰弱。新科技的特質在於創造新的東西，但是人的習慣模式，卻也需要從經驗與

歷練中相互配合。各行各業離不開科技，而科技的轉移及成長空間，卻是需要人們的經

歷來加以輔助地。

　　任何一項科技，若要發揮地適宜、要維持長久，定要找到適切的模式。雖然說，最

近網路公司相繼倒閉、泡沫化，加上經濟的不景氣，的確讓許多投資者對於網路望之卻

步。但是，不可否認地，藉由相當實體企業來支持網路的設置，可以有效地改善組織體

質。因為從企業角度來看，內部網站的設置，能夠提供非常充分且多元的資源供員工重

複使用，避免不當的浪費且整合資源，同時，亦將官僚式組織結構扁平化，讓上下司之

間溝通更為順暢、工作完成上更具效率。

　　每一項新發明不見得有全然正面的優點，但是一項新的發明就是一項新的貢獻。能

夠致力於將貢獻朝更臻完善的方向進行，以符合市場需求，找出長遠、適合的發展模

式，相信定會是業者與消費者皆大歡喜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