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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央通訊社的的發展歷程與現況分析 

第一節  中央通訊社的組織與發展歷程 

中央通訊社成立於 1924 年，是中國國民黨所創辦的文化事業，當時

正值中國新聞事業的播種和萌芽期。1949 年中央社隨政府播遷台北，並在

1995 年經由立法院通過「中央通訊社設置條例」確立國家通訊社法源，

拋卻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色彩，於 1996 年正式成立財團法人中央通訊

社，成為全台灣大眾媒體與海外華僑報業共有共享，卻是獨立經營的財團

法人。 

中央社任務有三點：第一，辦理國內外新聞報導業務，以服務大眾傳

播媒體；第二，辦理國家對外新聞通訊業務，促進國際對我國之瞭解；第

三，加強與國際新聞通訊社合作，增進國際新聞交流。中央通訊社自我定

位為「媒體中的媒體」，目前擁有員工約 340 人，全球 31 個重要城市設有

40 多位採訪記者，為全球中外新聞媒體提供重要新聞。 

經費方面，中央社 2007 年預計有 5 億 3 千多萬的支出需求，其中在

政府補助上，行政院編列新台幣 2 億 9 千多萬，其餘 2 億多屬自籌經費。

主要支出皆在人事開銷與業務運作。由於中央社過去的歷史性質與媒體所

需人力特性，人事支出大約佔七成三，因此業務費也受到某種程度的壓縮。 

2007 年 3 月後，中央社人事組織產生若干改變。在此之前，中央社原

本有 11 個一級單位，人員編制 340 位。在 2007 年 1 月董事會通過新的

組織表後，將業務部更名為「資訊業務部」，原下轄之綜合企畫、市場推

廣兩室更名為中心，另增加網路事業中心，由原多媒體中心行動資訊組、

語音組、部分網路新聞組人員整併，新制之「資訊業務部」下轄網路事業

中心、綜合企畫中心與市場推廣中心等三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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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取消新聞部轄下之多媒體新聞中心，原有業務除行動資訊組、

語音組，及部分網路新聞組歸入資訊業務部，其餘新聞大舞台、年鑑出版、

圖片掃瞄、剪報、資料處理等，重新整併為「資料暨出版中心」，隸屬新

聞部，處理日益龐大之新聞資料、圖片與出版等加值業務。新聞部大陸新

聞中心，因新聞處理實際涉及兩岸關係，更改為「兩岸新聞中心」。管理

部人事室及行政室，為達到人力及業務有效支援，整併為「人事暨行政

室」。人力編制仍維持 340 人，不予變動，這也是因應預算逐年減少與新

傳播時代趨勢所做的改變。 

中央社組織改造方案中指出，中央社正面臨環境遽變、財務短絀的挑

戰，政府補助因財政困窘已有逐年減少之趨勢，自籌款項亦因景氣低迷而

有向下萎縮之態，因此必須透過組織調整以提升業務能量。其次，就環境

面而言，中央社所提供之資訊產品以文字與照片兩類傳統新聞稿為主。但

影像資訊產品在資訊市場中益形重要，因此必須在組織調整上予以反映，

以因應傳播科技對傳媒經營生態之衝擊、兼顧實務運作需求，以提升競爭

力、謀求永續發展。茲將中央通訊社組織精簡後的組織系統以圖示方式表

示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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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中央通訊社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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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央通訊社的經營現況 

中央通訊社在 1990 年實施發稿電腦化，是台灣新聞界中最早利用電

腦網路收發新聞的機構。目前員工 340 人，24 小時不停發稿，並在全球

31 個重要城市及台灣各地分別設有 40 多名採訪記者，每天從世界各地發

回中、英文新聞，服務全球中外新聞媒體。除了對國內新聞界與全球一百

家以上的僑報提供中文新聞外，並對國內外媒體提供英文新聞，對拉丁美

洲供應西班牙文新聞。中央社新聞網全新改版，提供中外新聞稿與新聞照

片等多元豐富資訊及即時新聞，使得目前的角色已日漸從過去的提供新聞

給媒體的定位，再另外增加直接面對讀者一項。 

大體上中央社目前的新聞資訊產品大約分成以下幾類： 

（一）中英文即時新聞：每日發稿逾五百則，國內外照片約一百張，

主要供應給大部份媒體採購使用。 

（二）新聞全文檢索：將歷史新聞透過全文檢索方式提供搜尋。項目

涵蓋中、英文新聞資料庫、商情資料，每日並以約 500 則的最新資料定時

更新，目前中英文新聞資料庫已累積 250 萬筆，商情資料存有 380 萬筆。 

（三）商情新聞：包括國內外財經、金融、產業新聞，並彙整國內外

財經專論，提供股、匯市，債市、金市最新動態報導，每日發送新聞逾千

條，提供工商業界與需要之訂戶使用。 

（四）世界年鑑、台灣名人錄：每年年初出版，對過去一年的政治、

經濟、社會、名人資料等忠實紀錄，為一重要記錄新聞之工具書。 

（五）全球知識網：以歷年收藏之 130 萬筆剪報資料為基礎，建立電

腦化剪報查詢系統。資料來源涵蓋四十多種國內外中文報紙之剪報及電子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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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照片資料庫：將八十多年來累積的 130 萬多張照片建立新聞圖

片數位化，建立好望角平台，提供迅速、真實的新聞圖片服務。 

（七）中國黨政資料庫：素為政府有關單位所倚重，包括基本資料、

中國共產黨、政府組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軍隊、省市自治區等訊息，

是查詢中共相關訊息的首選。 

（八）譯名檔：將每日國外新聞當中的外國人物、職銜、國名、地名、

機構等外文名稱譯成中文，自 1954 年起蒐集至今已逾 12 萬筆。 

（九）行動資訊加值：與行動通訊業者合作，將時事、商情、體育、

休閒等訊息，以影像、圖片、文字及語音形式，提供手機消費者上網瀏覽

即時掌握中央社所發布最新訊息。 

（十）新聞大舞台月刊：2003 年 7 月創刊，是國內唯一以台灣觀點定

位的國際新聞雜誌，不僅增加與社會互動，也為台灣媒體注入國際視野的

新思維。 

過去中央社以提供文字、照片與一小部份的語音產品為主要服務範

圍，甚至在改制前還設有廣播電視部，但因當時腳步未穩，市場無著，因

而不得不予以中輟。但現在兼具影像與語音之多媒體資訊產品已臻至主

流，因此中央社審慎規畫與考慮後，希望提供多媒體概念，因而在組織改

造以後的 2002 年成立多媒體新聞中心，希望在影像與出版上逐步加強與

擴張，2007 年中央社新聞網站的改版，除了增加部分內容外，多媒體的主

流概念及先前建立的建礎也被廣泛應用。 

另外，中央社目前在全球與 31 家外國通訊社維持新聞、業務合作交

流關係，包括：美聯社、路透、法新社、日本共同社、印度聯合社、韓

國聯合社、墨西哥通訊社、阿根廷泰蘭社、英國廣播公司、法國國際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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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台、德國通訊社、歐新社、南非通訊社等，國際合作交流對象遍及

全球五大洲。 

轉型逾十年的中央社持續精進社務，有多項突破性作為，在強化核

心價值的發展主軸下，各類業務規畫不斷推陳出新。二○○六年為強化

海外採訪陣容及國際新聞涵蓋面，新增比利時布魯塞爾、印度新德里駐

點，使得中央社的海外駐點增加到三十一個國家與地區。在策略聯盟方

面，中央社與匈牙利通訊社簽訂合作協定，與南韓聯合通訊社以及美國

商業新聞社（Business Wire），印度聯合新聞社（UNI）也都建立起新聞

合作夥伴關係。同時與國際通訊社展開各項專案合作，以二○○六年的

世足賽為例，中央社為能將最熱門的即時戰報傳遞給國內民眾及華人社

群，尋求與德國通訊社(dpa)合作，讓讀友在此四年一度的足壇嘉年華盛

會中，和全世界零時差地同步歡呼。 

又如，中央社與美國商業新聞社合作，建立「國際新聞訊息揭露平

臺」，把臺灣進步的現況及最具競爭力的優質企業活動即時向國際傳遞，

讓臺灣真正地成為國際村的一份子，成功扮演國際新聞傳播珍貴的軸心

角色。 

檢視國際知名傳媒壯大的原因，不外乎背後有強大的國家力量支

持，為媒體爭取國外的落地權或提供豐厚資源；另外就是媒體的業務量

夠，支持其不斷擴張發展；第三、整個團隊的動員力足；第四、器材、

科技設備夠以及具有高度的統合能力與技術層次。因此，現階段中央通

訊社的中英文即時新聞是強項產品外，結合網路影像服務亦是未來發展

趨勢，但是資源的問題卻必須加以正視，並需要時間建構發展，無法在

短時間內如知名國際傳媒般呈現亮眼傲人的成績，因為他們也都是在強

大國家力支持及經過長年努力後才奠定深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