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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系統分析 

林頎堯認為，自動化的編輯流程是一個理想的虛擬新聞室必須具備的功能之一[5]。

我們認為自動化的編輯流程需要能滿足新聞編採流程中的各項工作與守門制度，且能讓

將產出的新聞傳遞給其他供稿系統、上稿系統或後製平台，根據不同需求提供客製化的

內容。本章根據新聞編採流程中的各項工作與外部供稿系統所需要的功能進行系統分

析。 

3.1 UML 

本研究採用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作為系統分析與設計時的發展工具，

UML 使用九種視圖讓開發人員透過不同的觀點來檢視系統[22]。本研究在系統分析時採

用使用案例圖（Use Case Diagram）來進行使用需求分析，了解使用者與系統間的互動

關係，以界定出系統的主要功能。在系統設計時則採用類別圖來描述程式中類別、介面

與上述元素間的關係，藉以了解程式主要架構。 

對於需要描述系統運作流程的部分，我們以循序圖來作為輔助說明。此外，供稿系

統中許多流程，皆與「線索」與「稿件」的審理狀態息息相關，我們將以活動圖來說明

這些狀態間的互動關係。 

我們將本文中所使用到的 UML 圖形說明如下[6]： 

一、使用案例圖。從使用者之觀點描述系統的行為使用者與系統間之互動行為與關

係。從外部觀點來看，使用個案可描述系統做什麼。從內部觀點來看，可描述

行為者與系統如何互動。 

二、類別圖。主要用以表示系統存在之類別，及各類別間的靜態資料結構與邏輯關

係，也表達類別之屬性、操作與類別間的連結之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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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循序圖。描述系統運作時，物件間的互動行為且著重以時間後順序為主軸以表

達物件間的訊息傳遞與處理程序。 

四、狀態圖。表達物件在其生命週期中的狀態變化。以微觀物件為主，細分物件所

發生的各項事件，並表達物件生命週期之狀態轉變及活動結果。 

五、活動圖。是狀態圖的一種變異，描述一群循序與同步的活動，一個活動狀態表

示一個工作流程步驟或一個運算的執行活動。 

在 UML 圖形中，常以不同的符號來描述兩物件間的關係，我們將在本文中常見的

關係符號說明如表 3-1： 

表 3-1、類別關係符號說明 

符號 關係 功能 

相依關係 

當修改 B 之定義會使 A 的定義一起改變時，則稱元素

A 相依於元素 B。在使用案例圖中，相依關係會因為其

標示的文字不同，而有不同解釋。 
 
在相依關係的符號上標示 include，代表進行 A 使用行

為時，也會包含進行 B 之使用行為。 
 
在相依關係符號上標示 extend 則代表延伸行為。意指 A
行為可能單獨存在，但也可從 A 行為延伸進行 B 行為。

 一般化 
我們常將類似的類別中相同的特徵抽象化為一般性類

別，子類別藉由繼承一般性類別來得到共同的特徵部

分。圖例表示 B 為 A 之一般性類別。 

 實現化 
實現化代表我們可能為類別定義不同介面，一般類別可

藉由實現某個介面來使其他類別了解如何與之溝通。圖

例表示 A 類別實現了 B 介面。 

 聚合關係 
聚合關係表示 B 由 A 所聚集而成，或由 A 作為零件所

組成。如果 A 可單獨存在，則符號以空心菱形表示。

若 B 消失後，A 也不具意義時，則以實心菱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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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聞編採工作流程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為希望能適應不同的組織架構，並且能符合一般的新聞編採流

程。我們以大學報與政大之聲為例，了解兩個編採組織的工作流程，以作為系統分析時

的參考。 

3.2.1 大學報 

大學報是一份由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因為教學目的所辦的學生實習報紙，由學生獨立

作業模擬實際報社的運作，內容針對大學生活相關資訊做報導，並於每週五出刊。大學

報組織架構如圖 3-1，在總編輯下設有四個新聞中心，每個新聞中心負責兩個新聞版面

的採訪工作，並擁有中心專屬的記者。除了新聞中心外，另外設立攝影中心與編輯中心，

負責整個大學報八個版面的攝影與編輯工作。在採訪的工作流程中，所有的稿件均以新

聞中心為單位，記者們供稿給新聞中心，再由新聞中心將稿件分配至其下的新聞版面。 

大學報之編採流程以一個禮拜為週期，但實際工作則由出刊前一週的週四到出刊當

週的週五。表 3-2 為大學報每一期詳細的工作流程，我們將其中較重要的採訪工作摘要

如下： 

出刊前一週的週四早上記者提報預計要採訪的新聞線索，中午由各新聞中心採訪主

任召開線索會決定要進行採訪的新聞。下午兩點總編輯召開主編會，了解各新聞中心的

線索情形。主編會後攝影中心主任會召開攝影記者之線索會，指派攝影記者跟線。 

線索會後記者會開始進行採訪工作，直到出刊當週的週一下午四點，繳交第一次新

聞稿。晚上七點總編輯會召開第二次主編會，決定頭版新聞與照片。主編會後，各新聞

中心採訪主任會開始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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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週一採訪主任改完稿後，記者們會根據採訪主任的意見利用週二進行補採，並在

週三下午四點前繳交第二次稿件。在採訪主任確認過稿件內容後，晚上九點時記者會上

傳最後的定稿。 

週四編輯們會進行編版、下標等工作，同時開始下一期大學報的工作流程。週五大

學報正式出刊，並在出刊後召開檢討會討論當期流程與同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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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大學報組織架構（資料來源：大學報編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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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大學報工作流程（資料來源：大學報編採手冊） 
時間＼日 一 二 三 四 五 

9:00 

到 

12:00 

  1.08:00 記者上傳線

索單 
2.10:00 版編上機 
3.10:00 文編下題 

 
 

 

12:00 
到 

14:00 

  1.12:30 線索會 
(本期各版召集人參

加) 

2.13:00 前編主審好

標題 

3. 14:00 前總編通過

標題 

1.主編會 12:10 
2.12:30 前記者交

概念圖、資編稿 
3.檢討會 12:30 

4.分版檢討會 

14:00 

到 

16:00 

  主編會一： 

1.報告各版線索 

2.初步討論下週新

聞規劃 
3.討論最佳記者 
4.其他 

 

16:00 
記者截一稿 記者截二稿 1.編輯交清樣 

2.攝影記者線索會 
 

16:00 

到 

18:00 

1.採主看稿 

2.採主在供稿系統回覆建

議 

1.採主看稿 

2.採主在供稿系統回覆

建議 

 

 

18:00-18:30 
記者登入供稿系統查看

改稿情形 
記者登入供稿系統查看

改稿情形 

18:30-19:00  

1.18:00 前記者、編

輯交大事記 

2.18:00 民意論壇版

記者線索會 

 

19:00-19:30 

主編會二： 

1.挑選要聞版照片及新聞 
2.檢查民意論壇版進度 
3.討論各版頭二條新聞 

  

19:30 

到 

21:00 

1.記者、攝影記者、專題

改稿 

2.版編：交版型，定新聞

行數 
3.文編：決定三條以後新

聞順序 

記者、攝影記者：改稿

編輯： 

1.18:30 上機、確認廣告

版位 

2.20:00 交大樣、給主標

題字數、文編下題 

 

20:00 版編交雪銅  

21:00 
21:00 編輯主任公布上稿

及行數 

1.記者補採並

隨時報告突

發狀況 

 

2.編輯製作圖

樣 

1.文編清稿 

2.記者傳定稿(F 稿) 

3.攝影記者截二稿：完成

裁切調色 

4.民意論壇版截二稿 

文編更新電子報標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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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政大之聲 

政大之聲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之學生實習電台，由學生負責經營管理。由於發射範

圍涵蓋整個文山區，因此政大之聲的定位為一個學校與社區結合的電台，內容包含了政

大與文山區的生活。 

政大之聲設有六個部門，新聞部即為其中之一，負責週一至週五每日的新聞報導及

各項新聞性節目，內容則以政大校園與文山區的文教新聞為主。所有的記者皆屬於新聞

部，負責每日的新聞採訪工作。 

政大之聲的新聞播報為週一到週五每日播報，而線索則以一個禮拜為週期。記者在

播報前一週的週四下午六點前提交線索；記者提交線索後，編審組長會召開編採會議，

決定要播出的線索，讓記者進行採訪。記者採訪完之後在播報當天中午十二點前繳交新

聞稿，並由當天主編進行審稿及決定是否播出。每日新聞的播出時間為下午一點，新聞

播報完畢後隨即由主編與記者召開播控檢討會議，檢討當日播出情形。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政大之聲的採訪流程與大學報相似，但是仍然存有差異

性。在組織架構上，大學報的記者屬於新聞中心，每個新聞中心負責兩個版的新聞；而

政大之聲則是所有記者都在同一個部門，負責全部的新聞採訪工作。在採訪週期上，大

學報的線索與稿件週期都是一個星期；但政大之聲的線索與稿件週期則不一致，線索以

一個星期為週期，稿件則是以一天為一個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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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聞中心架構 

孫龍翔（2003）提到，新聞編採組織會因為報性或是任務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組織

架構。以大學報為例，由於大學報是一份學生實習報紙，除了模擬一般報社的運作之外，

仍有其教學目的；因此編採團隊組織可能會因為每年的教學目的不同而有所變更，從採

訪組織的角度來看，主要可以分為新聞版面模式與新聞中心模式兩種。 

新聞版面模式的組織架構如圖 3-2(a)，由總編輯管理新聞中心，在新聞中心下設八

個版。分別指派一名採訪主任來管理屬於該版的記者，記者只負責對所屬的版面供稿。

對團隊組織來說，皆是以「版面」為單位來進行採訪路線的分配與人員的管理。 

新聞中心模式的組織架構如圖 3-2(b)，組織中設有多個新聞中心，由總編負責管

理，每個新聞中心分別指派正副採訪主任各一名。記者對自己所屬的新聞中心供稿，再

由新聞中心分配稿件給其下的新聞版面。組織架構由單層式的架構轉化為雙層式架構。 

因此在供稿系統中，對於組織架構與人員權限的設計上，需要考慮不同的組織模

式，且能夠彈性適應不同的編採組織架構。 

圖 3-2、大學報編採團隊組織圖 (a) 新聞版面模式 (b)新聞中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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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審核工作樣式 

圖 3-3 為一般新聞編採工作的主要模式，記者先提報當期要進行採訪的線索規劃，

經過新聞主任核可錄取後，開始採訪工作。完成之後的稿件也同樣需要由新聞中心主任

審核通過錄取，才能送往後製平台。從圖中可以看出在線索提報與稿件編採流程中的審

核過程，具有相同的特徵。 

我們將此特徵整理為審核工作樣式（Pattern），這種樣式普遍存在於各種不同的應

用系統之中。審核工作樣式中的主要功能如圖 3-4 所示，以線索提報流程為例，記者可

以新增線索資料，並且提交讓新聞中心主任審核。審核的結果可能為直接錄取或不錄

取，當線索所提供的資料不足，新聞中心主任無法判斷是否具有新聞價值時，便可退回

讓記者重新補齊相關資料後再重新提交。 

這種樣式也可套用在其他應用系統中，如教室借用登記系統。此時的申請資料就變

成教室編號、借用時間與借用單位；審核人員不一定是實體的工作人員，可能是獨立的

審核子系統，依據教室在申請時段中是否已被借用及申請單位過去表現等資訊，自動做

出的判斷。 

圖 3-3、新聞編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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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申請資料 提出申請 編輯申請資料

駁回申請 通過申請 退回重新申請 修正申請資料 新增申請資料

審核人員 申請人

圖 3-4、審核工作樣式使用案例圖 

 
圖 3-5、審核工作樣式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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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工作樣式中的申請資料之狀態，通常具有固定的模式，圖 3-5 為申請資料的活

動圖。申請資料可分為暫存、審理中、通過申請、駁回申請與退回重新申請等五種基本

狀態。每筆資料被新增之後會處於「暫存」的狀態，直到申請人提出申請後，進入「審

理中」的狀態，管理者才會看到該筆申請。管理者可以對狀態為「審理中」的申請資料

進行審核，審核完畢的結果如果是「通過申請」或是「駁回申請」，則該筆資料就結束

了申請流程。如果審核的結果是「退回重新申請」，那申請人可根據退回的原因重新修

改資料後再次提出申請，直到有確定的結果出現。 

3.5 線索提報流程 

線索提報流程的主要目的為處理記者所提報的線索，讓新聞中心主任挑選其中具有

新聞價值的線索進行後續的採訪工作，而編輯則會根據被錄取的線索開始做初步的版面

規劃。記者在線索流程中的功能如圖 3-6，其中審核線索的流程如 3.4 節之審核工作樣

式相同，本節中不再詳加描述，僅針對其他部分進行討論。 

記者

閱讀線索 編輯線索

張貼線索留言

<<extend>>

新增線索 修改線索

提交線索

閱讀線索留言

<<extend>>

刪除線索 新增線索附加檔案

<<extend>>

圖 3-6、記者線索管理使用案例圖 



- 29 - 

記者所提報的線索內容，主要以文字紀錄為主，包含了要報導的新聞事件描述、採

訪時的切入角度與相關資訊（包含採訪對象、時間、地點與方式等）。當線索中包含其

他型態的資訊，例如新聞事件的影像檔，運動報導中的統計圖表等內容，則可透過編輯

線索時的新增附加檔案功能，將這些資訊附加在線索中，提供新聞中心主任參考。此外

為了讓記者與採訪主任能夠針對單一的線索內容進行溝通，在閱讀線索內容時，可以針

對每則線索另外留言。 

圖 3-7 為採訪主任與編輯在線索提報流程中的使用案例圖。採訪主任除了審核線索

之外，也需要根據不同情況來對線索做管理。在新聞版面模式的組織架構下，記者的線

索會被直接歸到所屬的版面；而在新聞中心的組織架構下，線索只會被歸到新聞中心，

必須由採訪主任依據線索的內容分派到適當的版面。 

當線索的方向與新聞中心不符合時，採訪主任可將線索轉至其他新聞中心，總編輯

也可利用同樣的功能將線索轉至頭版所在的新聞中心，藉此挑選當期的頭版新聞。除了

頭版新聞之外，採訪主任可以藉由調整線索的重要順序，為各版面做新聞規劃。 

相較於記者與採訪主任的工作，由於編輯此時並沒有實質的工作內容，因此在線索

提報流程中，只能閱讀被錄取後的線索，先了解可能的新聞規劃。 

錄取線索

不錄取線索

編輯

審核線索

採訪主任

閱讀線索留言 張貼線索留言

閱讀線索

<<extend>> <<extend>>

設定線索重要性 分派線索版面

管理線索

<<extend>> <<extend>>

轉移線索至其他新聞中心

<<extend>>

駁回修正線索

圖 3-7、採訪主任線索管理使用案例圖 



- 30 - 

3.6 稿件編採流程 

在稿件編採流程中，當記者完成採訪工作之後，會上傳採訪後的稿件供採訪主任審

稿。相對於線索提報流程，編輯開始需要對稿件下標、清稿，因此有較多的參與行為。

稿件編採流程的任務就是幫助記者完成最後的稿件，並且收集這些完稿的新聞存入新聞

資料庫中，讓外部供稿系統使用。 

記者在稿件編採流程中所需要的功能如圖 3-8 所示，大部分功能與線索提報流程類

似，但稿件的型態除了以文字為主的文字稿件外，針對不同類型的新聞，會產生不同型

態的稿件，如影像新聞與語音新聞等。在文字新聞中，如果有額外的資訊（如體育新聞

中的分數統計紀錄）需要一起提供，可透過附加檔案的方式將這些資訊附加在新聞上；

而在影像新聞中，除了紀錄的資訊與文字新聞不同外，對於上傳的影像檔案，也會透過

系統的來分析影像檔案資訊，且自動產生符合不同平台需求的影像檔案，提供網頁、手

機等不同媒體使用。 

閱讀稿件留言 新增稿件留言

閱讀稿件

<<extend>>
<<extend>>

刪除稿件提交稿件 新增稿件附加檔案編輯稿件

<<extend>>

記者

新增文字稿件 修改文字稿件 新增影像稿件 修改影像稿件新增語音稿件 修改語音稿件

編輯語音稿件
編輯文字稿件 編輯影像稿件 新增影像檔案

<<extend>>

圖 3-8、記者稿件管理使用案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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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為採訪主任與編輯的稿件管理使用案例圖，在審核稿件與管理稿件的部分功

能與線索提報流程類似，另外新增了設定共同作者與指定相關稿件兩項功能。當兩位記

者所採訪的新聞內容相近時，採訪主任可以選擇併稿來讓兩位記者共同報導同一則新

聞，此時就能設定稿件的共同記者，使多位記者可以共同編輯同一份稿件內容。 

有許多新聞常常會藉由多個稿件來輔助說明，例如文字稿件就常會有另一則影像稿

件來輔助說明。就內容而言，這兩則稿件應當屬於同一則新聞。採訪主任就可利用指定

相關新聞的功能，來建立兩則稿件的連結。讓外部供稿系統在傳送新聞內容時，可將兩

則稿件一起傳送出去。 

各版的新聞除了頭二條是由採訪主任決定外，編輯也會透過設定稿件的重要性來決

定各版三條之後的新聞順序。當記者所提交的稿件被採訪主任錄取後，編輯可以開始為

稿件下標題及清稿，最後由編輯主任來審核編輯所下的標題與清稿後的內容，確認之後

即可定稿。定稿後的新聞即為稿件的最後狀態，無法再做更動，也是外部供稿系統會送

出的稿件內容。 

閱讀稿件留言

新增稿件留言

閱讀稿件

<<extend>>

<<extend>>

錄取稿件

不錄取稿件

駁回修正稿件審核稿件

分派稿件版面

轉稿至其他新聞中心

設定共同作者

指定相關稿件

管理稿件

<<extend>>

<<extend>>

<<extend>>
<<extend>>

下標題
清稿

編輯
設定稿件重要性

<<extend>>

採訪主任

圖 3-9、採訪主任稿件管理使用案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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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稿件編採流程中，包括記者、採訪主任與編輯有具有編輯稿件的權限，為了

釐清文責應該由何種角色負責，我們將稿件區分為不同的狀態，在各種狀態下，都只有

一種角色具備編輯稿件的權限，以下我們將以稿件的活動圖來做說明。 

圖 3-10 為稿件活動圖，當記者新增稿件之後，稿件會處於暫存的狀態。直到記者

將稿件提交給採訪主任審核之前，都只有記者能夠修改自己的稿件。稿件被提交給採訪

主任之後，記者便無法再進行修改，此時只有採訪主任才能編輯稿件。採訪主任審核稿

件後，稿件可能的狀態有三種，其中如果是退回記者再加強的狀態，與暫存狀態相同，

只有記者有權限修改稿件；而如果是錄取後的稿件，則會送給編輯下標與清稿，此時只

有編輯才有權限對稿件內容做更動。當編輯下標與清稿完成，會交由編輯主任審核，一

旦編輯主任確認定稿後，稿件會進入最後的定稿狀態，即無法再做修改。 

除了對稿件的各種狀態限制只有一種角色可作修改外，也必須紀錄稿件內容最後一

次是被誰編輯，以及更動的時間。在稿件被錄取的同時，系統也會自動存放當時稿件的

內容備分，能夠更明確的紀錄編輯對稿件所做的更動，確定文責。 

圖 3-10、稿件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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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攝影需求規劃 

在新聞採訪中，常會需要有影像來輔助說明。在供稿系統中，需要能幫助攝影主任

對於攝影記者的分配做規劃。圖 3-11 為攝影需求規劃之使用案例圖，從圖中可以看出

系統在規劃攝影需求時所需要提供的功能。 

當文字記者在提報線索時，會一起提出是否需要有攝影記者。攝影中心主任則會根

據各記者所提出的攝影需求，與各新聞中心主任協調後分派攝影記者。指派攝影記者的

方式為先由系統為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分別新增一則空的文字稿件與攝影稿件內容，同

時透過指定相關稿件來建立兩則稿件間的連結。此時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開始採訪，並

編輯由系統所建立的空白稿件。有時影像稿件的圖文會由文字記者負責撰寫，此時便需

要由採訪主任或攝影主任利用設定稿件共同作者的功能，賦予文字記者共同編輯影像稿

件的權限；當攝影記者已經先進行採訪且上傳稿件時，攝影主任同樣可自行利用指定相

關稿件的功能將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的稿件做整合，而達到同樣的目的。 

攝影主任

修改文字稿件

(from 稿件編採流程)

文字記者

提出攝影需求 新增線索

(from 線索提報流程)

<<include>>

修改影像稿件

(from 稿件編採流程)

攝影記者

新增影像稿件

(from 稿件編採流程)

新增文字稿件

(from 稿件編採流程)

指定相關稿件

(from 稿件編採流程)

規劃攝影需求

<<include>><<include>><<include>>

圖 3-11、攝影需求規劃使用案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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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外部供稿 

除了透過內部供稿系統協助新聞編採之外，供稿系統的另一項任務就是藉由外部供

稿系統將新聞內容提供給外界，以及在不同供稿系統間交換彼此的新聞內容。圖 3-12

為外部供稿系統的使用案例圖，我們將外部供稿分為伺服器端與用戶端兩部分來討論。

伺服器端主要負責兩項基本功能，第一是提供供稿系統的基本資訊，包含所提供的新聞

內容屬於何種型態，如僅提供文字新聞，或提供文字與影像新聞等，以及此系統中所提

供的新聞屬於哪些報刊與期數相關資訊；第二項功能則是根據用戶端所提出的客製化需

求，提供適當的新聞內容。 

用戶端的部分，則要能自動搜尋有提供新聞供稿服務的伺服器，並自動取得供稿系

統的相關資訊。接著可建立本身的客製化需求，並將取得的新聞內容轉換成本身可使用

的格式。這裡所指的用戶端可能是新聞瀏覽介面，取回新聞內容後可將新聞轉為 WML

或 HTML 等瀏覽器上可閱讀的格式；或是新聞後製平台，甚至另一個新聞供稿系統的

CAR 子系統，來取得外界新聞資訊。 

轉換新聞內容

HTML 轉換器

Web用戶端

提供供稿系統資訊

提供新聞內容外部供稿系統
伺服器

取得供稿系統資訊

搜尋新聞供稿服務

建立客製化需求

取得新聞內容

外部供稿系統
用戶端

WML 轉換器

手機用戶端

轉存資料庫

CAR 子系統

圖 3-12、外部供稿系統使用案例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