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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科技越趨發展，媒介資源取用越方便。」可視為每年傳播科技大事

紀的最佳寫照。然而，視科技發展的進步為進步，以正面說辭來概括傳播科技

發展的現況，這樣的說法似乎有管窺蠡測之慮。正視傳播科技發展背後的現

況，不難發現，在產製端方面，存在著「追求外在形式，架空內在意義」的窘

境，而在閱聽人端，則面臨「如何正確運用傳播科技」的困境。 
為巨觀地了解 2008 年 5 月 1 日至 2009 年 4 月 30 日，「傳播科技」發生了

哪些大事？有什麼令人驚艷的突破與發展？於是著手檢索聯合報、中國時報與

自由時報現有新聞資料庫[1]，下表為三報資料統計結果： 

 

 
資料統整：李蓉欣 

 
藉由上表獲悉，媒體對於「傳播」的相關報導，多半以生活資訊和產業經

濟有關，由此可見，「傳播」與人們的生活休戚相關、密不可分。因此，傳播

科技的長足進步，理當會對大量的閱聽人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如此這

般的發展，是否真的能夠讓閱聽人成為最大的受惠者？科技的進步真的能為閱

聽人帶來全面性的進步嗎？此為傳播科技火速發展的時代下，最需要被正視的

「迷思」。 
2009 年 3 月 17 日，創報至今已有 146 年歷史的西雅圖郵訊報，在發行最

後一份實體報紙後，隨即轉型成為網路電子報，西雅圖郵訊報是美國第一家放

棄實體形式而轉向電子形式的大報[2]。2009 年 03 月 20 日，日本富士通公司推

行了全世界首本彩色螢幕電子書[3]。2009 年 03 月 31 日，NCC 大力推行有線

電視數位化，並且希望業者能夠透過無償借用數位機上盒給消費者，以助於推

動有線電視數位化[4]。 
上述三則有關傳媒發展的新聞，皆清楚地傳達出「傳播媒體的形式因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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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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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發展而產生了巨變」，不管是政府的政策或是產業界的發展方向，皆將我

們的生活導入一個全面網路化，電子化與數位化的時代。這樣的目標看似完

好，但也湧現出一些值得我們憂深思遠的問題。 

 
一、傳媒呈現的內容與科技脫節 

 
傳播媒體所呈現出的內容是否隨著科技的發展而有所精進？抑或是處於

停滯不前的狀態？針對近年來報章雜誌的發展現況來談，許多實體報紙與雜誌

皆跨足電子報與電子雜誌的形式，但是其實體形式與電子形式所展現的內容近

乎完全一致，只是將紙本上的內容複製貼上。換言之，媒體傳播的形式改變，

但其呈現出的內容卻如出一轍。除了報章雜誌媒體之外，電視媒體此種景況更

為嚴重，數位電視開播至今，一直無法達到預期的普及成效，其中最大的問題

即為數位電視節目內容不但沒有正向的發展，反而還為了節省製作成本，重播

數年前的節目內容，早在 2007 年 5 月 15 日，NCC 就已審查五家無線電視台

試播的數位頻道營運計畫，發現 15 個數位頻道節目與類比頻道節目重播率高

達五至八成，因此 NCC 要求電視台提高購片與自製節目[5]。事隔數年，情況

仍然未見改善。數位電視不僅存在著內容如出一轍的問題，更嚴重的情況則是

其重播的內容完全缺乏時效性，全都是使用多年前的電視節目來塘塞時段，藉

此削減其製作成本。綜觀上述，傳媒所呈現的內容並沒有跟隨著科技的發展而

有所改革，反而落入無限循環的窠臼中。盲目的追求媒體形式上的進步，卻忽

略內容意義的重要性。此種窘境可謂網路化、電子化與數位化過程中，急需正

視與解決的難題。 

 
二、追求形式所致的空洞化 

 
2009 年 3 月 31 日，環保署呼籲民眾，以鮮花素果、徒手祭拜的方式代替

傳統的燒香、燒紙錢的儀式，或是使用「以功代金」和網路祭拜的替代方案[6]。

「拜拜」這個民俗信仰的儀式，對台灣人而言，是祈求平安、安撫心靈與尋求

解惑的重要習俗。而「拜拜」的儀式其實早已超越民俗信仰的範疇，進而成為

台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除了藉由這個儀式來祈求祖先或神明的保佑，拜拜也發展

出另一個層面的文化意義。清明節的拜拜祭祖儀式，通常也是家族聚會的重要

日子，將來若是民俗信仰的拜拜儀式落實全面網路化，則會減少家族的聚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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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數位媒體提高大學生社交生活的品質。大學生利用即時數位通訊

科技維繫其社交關係[7]。1973 年，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 提到強連結與弱

連結的概念，他發現大多數的資訊交換都不是在互動密集的「強連結」中產生，

而是發生在熟識度不高的「弱連結」當中。並提出在社會中存在一種「弱連結

的優勢現象」，指的是新資訊的流動較可能在弱連結之間發生。此原則在數位

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同樣適用。手機簡訊、MSN、部落格和電子郵件等數位

媒體是現今大學生主要的溝通社交媒介，大學生利用這些傳播科技來維繫其人

際關係與社交網絡。然而，研究發現「不同數位通訊工具，支持不同關係網絡」。

MSN、手機、簡訊等強連結網絡，使用者多半期望從中獲得情感上的支持；

反觀電子郵件的弱連結網絡，其內容則是以一般資訊的交換與分享為主。由此

可知，傳播科技一日千里的進展，雖然全面性的影響了傳媒的產製端與人們的

生活型態，但是人類在使用這些新科技時，其中還是存在著潛在的「科技使用

個性」。換言之，人們在各個階段的時空情境下，雖然運用迥然不同的科技通

訊工具來進行溝通，但是深究其中皆能觀察出雷同的行為模式，此為科技與社

會之間的互動始終存在辯證關係的一個重要例證。 
誠如上述，傳播數位科技發展的浪潮，勢不可當、鋪天蓋地的席捲而來，

其中伴隨著令人期待的新契機，但當中也暗藏了許多發人省思的問題。因而，

如何在這波數位科技發展的洪流中出類拔萃、脫穎而出，最終全都仰賴使用者

如何通時達變地運用「傳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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