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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實驗結果 

本研究所開發之新聞供稿服務實驗平台可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我們將系統分析時

所提出之基本功能建構系統雛型，並邀集修讀政大新聞系「數位媒體製作」課程的 23

位同學針對此系統雛型進行第一階段的系統測試與評估。第二階段則針對系統測試評估

結果進行系統修正，而後以大學報與政大之聲實際運作之新聞編採流程進行驗證。 

6.1 系統測試評估 

在供稿服務實驗平台的雛型建構完成之後，我們邀請了 23 位修讀政大新聞系「數

位媒體製作」課程的同學來參與測試評估的工作。這些同學大部分都有參與過大學報、

了解大學報的編採流程或是即將加入大學報的新聞採訪工作，因此評估的結果具有一定

的指標意義，能讓我們了解同學們對於供稿服務實驗平台的接受程度。 

測試評估的流程為先由該課程助教示範供稿系統功能與操作流程；之後由同學分配

扮演記者與新聞中心主任等角色，實際模擬採訪流程。受測同學完成系統各項功能操作

後，填寫測試評估問卷，進行統計。在測試評估問卷中，我們分別就系統功能、使用者

介面及使用者認知與態度進行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表 6-1、系統功能評估結果統計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 不
同意 不知道

線索區功能是否符合需求 0% 78% 17% 4% 0% 0% 
稿件區功能是否符合需求 0% 78% 9% 13% 0% 0% 
系統是否符合新聞中心設計 0% 61% 26% 4% 0% 9% 
對討論區設計是否感到滿意 4% 43% 43%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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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系統功能 

系統功能主要是評估供稿系統是否能符合大學報新聞產製流程中的工作需求。表 

6-1 為系統評估之結果統計，我們將結果轉換為如圖 6-1 所示之圓餅圖。對於「線索區

的功能是否符合記者報線的工作需求」與「稿件區功能是否符合報社交稿與核稿的工作

需求」方面，大部分的同學都表示同意。 

在新聞中心設計的問答部分，由於大學報之前仍採用版面模式的編採組織架構，新

聞中心模式為後來採行的實驗架構。對於部分早期參與大學報的同學，並未實際參與大

學報以新聞中心模式的新聞產製流程之實際運作。因此在「系統是否符合新聞中心的設

計」部分僅有 61%的同學表示同意，而有 26%的同學認為普通，4%的同學不同意，另

外 9%的同學表示沒有意見。 

圖 6-1、系統功能評估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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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審稿的流程中，主編與記者間的互動是很重要的一環。但討論區則是系統功

能中同學們比較不能適應的，在這方面將會列入系統修改時的考量。在開放性的問答

中，有同學建議能查詢線上的記者名單，加強彼此間的聯繫。而記者採訪時常需要收集

相關資料，因此也有同學建議能增加搜尋過期的線索與稿件的功能。 

6.1.2 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介面主要讓同學評估供稿系統是否有友善的人機操作介面，表 6-2 為使用者

介面評估結果統計。由於供稿系統的介面設計是採用網路上開放原始碼之套件做系統版

面編排，大部分同學對於使用者介面感到滿意。但也因為該套件並不是專供新聞稿件產

製流程所使用，因此在功能圖示上無法清楚表示各項功能的意涵，這點是造成比較多同

學困擾的地方。多數同學認為重新設計一套能符合供稿系統功能說明的圖示，也有部分

同學認為不同的功能區域間應該採用不同色調作為區分。 

表 6-2、使用者介面評估結果統計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不知道

對系統版面配置感到滿意 4% 87% 4% 4% 0% 0% 
對系統色調、字型感到滿意 13% 48% 30% 9% 0% 0% 
可以清楚了解圖示的意涵 0% 30% 22% 43% 4% 0% 
對系統的點選操作模式感到滿意 0% 48% 52% 0% 0% 0% 
系統的分類結構非常清楚 4% 70% 22% 4% 0% 0% 
很快就能找到想要的功能 4% 48% 30% 17% 0% 0% 
對系統的回應速度感到滿意 13% 78% 9% 0% 0% 0% 
系統操作很容易學習 13% 78% 9% 0% 0% 0% 
再次操作時能夠輕易上手 17% 65% 17% 0% 0% 0% 
系統經常出錯，讓人困擾 0% 4% 30% 52%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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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使用者認知與態度 

使用者認知與態度主要是探知使用者對於供稿系統的觀點，確認同學們使用供稿系

統的意願（詳見表 6-3）。大多數的同學認為供稿系統能夠提升編採流程時的效率，但

是仍然有些傳統新聞室的人工處理流程是無法完全被虛擬的供稿系統所取代的。尤其大

學報除了普通的出版之外，還兼具了教學的目的，主編常常需要和記者們溝通，指導記

者們如何採訪與稿件寫作等等。在溝通的觀點下，透過網頁導覽的供稿系統無法與面對

面的直接溝通更方便，不過幾乎所有的同學都不排斥使用供稿系統。 

圖 6-2、使用者介面評估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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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使用者認知與態度評估結果統計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不知道

系統有效縮短我在編輯室的時間 13% 70% 9% 0% 0% 9% 
系統有效縮短我的工作時數 9% 61% 22% 4% 0% 4% 
供稿系統在新聞處理上更有彈性 0% 87% 4% 9% 0% 0% 
許多傳統流程不適合用機器取代 9% 48% 30% 4% 0% 9% 
我比較喜歡面對面改稿 17% 30% 35% 4% 0% 13%
以系統取代面對面改稿缺乏人情味 14% 27% 50% 0% 0% 9% 
傳統新聞室控制手段不適用於網路 4% 22% 35% 22% 4% 13%
供稿系統與實體新聞室經驗相同 0% 9% 22% 48% 9% 13%
我並不害怕使用這套系統 13% 78% 9% 0% 0% 0% 

 

圖 6-3、使用者認知與態度評估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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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使用統計 

在根據使用測試評估後的結果與建議，修改原先所建構的系統雛型後，我們開始以

實際的新聞編採流程來驗證此供稿服務平台的可行性。政大大學報從九十二學年度開始

使用此系統作為新聞編採時的輔助工具，從圖 6-4 可看出經過一學期之後，由於使用者

已經習慣了此系統的操作，自 1294 期開始，使用者在系統上的討論明顯增加了許多。 

此外，政大之聲亦從九十二學年度下學期開始使用此系統來輔助新聞編採流程。但

由於組織人數較少，及同學們還不熟悉系統的使用，因此在系統交流部份的使用率並不

高。我們從中發現，不同採訪特性的編採組織，對於供稿系統使用上的影響，亦為研究

時的一項重要課題，可作為後續研究的方向。 

圖 6-4、大學報 92 學年度統計圖 

圖 6-5、政大之聲 92 學年度下學期統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