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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玲玲：記者要因應未來報社全面電子化的趨勢  
翰林驚聲

 

主講：台大新聞所所長谷玲玲                        

 

主題：漫談網路新聞

 

時間：四月十二日七時卅分

 

地點：C224

 

主辦：大傳系

 

 

 

【記者邱啟原整理攝影】谷玲玲在這場演講中，先問同學是否會以人力銀行來找工作

作為開場白，並詢問同學是否從事新聞工作，來切入今天演講的主題。她認為，當一

個記者必須具備的本事是：會寫字、會思考、還要會說故事，不然新聞一定寫不好。

 

 

 

　什麼是網路新聞呢？簡單講，就是電子報，網路上充斥很多電子報，像PC　home

就有幾十份，有些單位隨便提供一些資訊也稱為電子報，就是說可能符合「電子」兩

個字，但是不見得符合傳統報紙的一些定義。簡單講，電子報是電腦網路上刊行、定

時更新資料的新聞資訊服務。它出版的形式包括電子郵件、電子佈告欄、以及全球資

訊網。以WWW出版的是最普遍的一種方式，就是透過瀏覽器來閱覽，然後用多媒體的

方式來呈現網路新聞。

 

 

 

　電子報有哪些特色呢？第一個特色是即時性，它的資料很快更新。譬如明日報每一

個小時更新一次。當然會有人說消息轉的這麼快，一小時、三小時後可能也沒什麼進

展。電視也是一小時更新一次整點新聞，整天下來甚至晚間新聞都差不多，夜間新聞

跟晚間新聞都是重複的。所以電子報除了很快更新資料外，還要很快速地將相關資訊

給附上去，包括很多背景資料，所有的背景資料一定要用很快的方式傳上去，能做到

這樣子就知道一個單位最重要的就是資料庫，做一個記者要很快能夠從資料庫中取得



相關資訊，然後就把它做某一個程度的編排。

 

 

 

　第二個特色是互動性，互動性在新聞方面其實是可以和記者、編輯的互動；還有互

動廣告，如民調或是對於某一個新聞由讀者做評分等，都是互動的一種方式。

 

 

 

　第三個特色是有親密的感覺，網路社群的形成。例如在一個討論區討論一個議題或

是一個新聞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個虛擬社群的形成。但是這社群的形成其實是兩方面

的，一種是虛擬社群，就是說在現實生活裡面你可能住在不同的地區，平常沒有機會

去認識哪些人，但是上網以後，進到一個討論區你可以結交一些新的朋友。另外一種

是針對地理社群感，也就是社區，可以透過網路新聞的方式，提供地方上的資訊，把

地方上的人經由網路的方式結合起來，讓整個社區產生一種凝聚力。

 

 

 

　她又分析了電子報未來的發展趨勢，就是和電子商務作結合。早期電子報的發展

，想要用傳統訂閱的方式來發行，但並不是很成功，後來還是以免費的方式發行。現

在除了少數的電子報是賺錢外，其餘大多數是賠錢的，主要原因是無法吸收足夠的廣

告。廣告商因為無法掌握廣告閱讀的族群而不願投入大量資金。但是透過電子新聞的

傳遞方式，改變了人們交易的方式，諸如網路郵購、電子錢包……等，使人們的生活

更加便利。

 

 

 

　最後她提醒在場的同學，做一份網路報紙，除了具備所有傳統的記者採訪的能力

，還要會用電腦找資料。甚至將來電子報的製作，不只是會找資料，甚至要懂一點資

料處理的知識，以因應未來報社全面電子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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