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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結論 

7.1 研究貢獻 

本研究針對平面報紙之類較嚴謹的新聞編採組織的新聞稿件產製流程，進行系統分

析，規劃具彈性的新聞供稿系統應具備的功能，設計出一套具備此功能的新聞供稿服務

系統，並對實作出的系統雛形進行評估實驗。 

在存取控制策略上，我們實做了 Symmetric RBAC，並利用擴充 Constraint 來達到對

於流程與物件狀態上的動態存取控制。藉由 RBAC 存取控制策略，對於有特殊需求的組

織如大學報，這套供稿系統也支援了可適應不同的組織架構模式。 

除了本身的新聞產製之外，外部供稿系統以提供網路服務的方式，將新聞內容傳遞

給其他後製平台或與其他編採組織的供稿系統互相交流新聞內容。我們採用 NewsML

來封裝新聞內容以及使用網路服務的方式傳遞資訊，使得新聞內容的傳遞上可以不受平

台的限制，而達到跨平台的特性。 

我們依據研究中所提出之設計，實際建置了一套新聞供稿服務實驗平台。此實驗平

台符合平面報紙對於新聞守門的嚴謹態度，另外也兼顧了報社包括分版、併稿等審稿機

制。在實驗平台建置完成之後，我們分為兩階段分別對特定使用者進行系統測試，第二

階段並實際應用於大學報與政大之聲之實際新聞編採工作，以驗證研究之可行性。 

測試評估的結果顯示，供稿系統大致上都夠符合實際採訪的需求，多數使用者也認

為採用供稿系統能夠幫助記者提升編採過程中的效率。不過還是有些需要面對面溝通的

部分是無法完全由供稿系統取代：在這部分，供稿系統只能當作是一種輔助的工具。同

時也顯示了供稿系統在一些幫助記者間或主編與記者間的互動功能上，包含討論區的使

用介面都還有加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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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未來發展 

在完成供稿系統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除了要符合新聞編採流程中的各項作業外，也

可以思考如何透過資訊科技的輔助，來使新聞的產製流程能夠有效率。例如利用資訊探

勘的技術來幫助記者做新聞追蹤（News Tracking），除了在採訪前能先調查事件背景之

外，也能掌握新聞的後續報導情況。而在新聞檢索方面，關鍵字是很重要的一環。如果

在稿件產製的同時，就幫助記者下關鍵字，可以使得後續的新聞檢索能發揮更大的效用。 

本研究所建置之實驗平台可提供不同類型稿件的編採作業，但由於對不同類型稿件

之設定皆分散於系統各處，在擴充新的類型稿件時容易有所遺漏。要讓供稿系統能應用

在更多不同的編採組織上，需要改善對於稿件擴充上的機制，使編採組織能更方便地加

入對不同類型稿件的支援。 

在外部供稿系統的部分，本研究僅提供基本的網路服務介面。未來可繼續擴充網路

服務的功能，提供更方便的新聞內容交換機制。另外在安全考量上，本研究中並沒有針

對特定對象作安全上的限制，所有使用者都能透過網路服務取得全部的新聞內容。在實

際應用上，如果有特殊的考量，例如要讓商業化的編採組織使用時，則應該將使用者認

證與授權的機制納入外部供稿系統設計時的考量。 

本研究以新聞提供者的角度，探討如何幫助新聞編採組織妥善收集與組織不同新聞

媒材，並針對不同後製平台之需求提供適當之新聞內容。未來則可從服務提供者的角

度，研究如何與不同新聞供稿服務系統介接，提供更豐富的內容給終端使用者（End 

User），並針對供稿系統所提供之新聞內容延伸出其他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