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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播》 
一、什麼是「數位資本主義」？「數位落差」？兩者與全球化關係為何？從這兩個概念為切點，如何

反思全球化對我們的影響？非科技大國如我國等，理想上，可以如何縮小數位落差？臺灣的在地

實踐做了些什麼、還需做何改進？（40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占 40 分，故問題面向較廣，但基本上不脫對「數位差距」、「數位鴻溝」問題的討論範疇。有

關我國推動縮小數位差距的努力上，同學應從對內與對外兩個角度加以說明，讓答案更突出。 

考點命中 《高上國際傳播講義》，羅穎編撰，有關數位差距之理論說明。 

【擬答】 
(一)與後工業社會理論等資訊社會理論強調資訊科技所帶來的結構變化，將使得資本主義前階段中財產關係徹底

改變之說法相異，Daniel Schiller（1999，2007）的數位資本主義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對薪資勞動及危機循

環的依賴從未改變過，而在幾次的資本危機循環中，經由資訊與傳播科技所進行的財富積累越發顯著，資訊

已成為生產力提昇與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力，凌駕了傳統的土地、勞力、資本等生產要素，成為資本主義的

核心。一如 David Harvey（1989，2003）所指陳的，資訊已成為固定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空間關係的重要元

素，而資本也藉由資訊的力量，試著將自己從過去幾次的循環危機中脫身；由於數位資本主義所生產的產品

是數位資訊，不同於傳統經濟生產模式與產銷邏輯，因而可以擺脫掉傳統經濟景氣循環之苦，成為替代傳統

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模式。所謂的數位資本主義，是透過數位科技而產發的創新知識或產物，成為此經濟型態

下用來換取利潤的資本，其運作具有以下特徵： 

1.巨型企業稱霸。 

2.反邊際效益的價值遞增定律。 

3.知識是主要生產工具。 

4.資訊科技驅動數位資本主義開展。 

(二)數位落差則指不能有效運用網路資訊與資源的地區或族群，與相對強勢者之間產生的區別或分隔。包括擁有

數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和未擁有數位素養者之間，以及不同族群進用網路資訊資源機會之間所產生的鴻

溝或斷層。全球資訊傳播科技使用的增加，致使學習和工作上的不平等，無法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的人，以

及不具備資訊通訊能力的人，會變得比過去更沒有機會和能力來參與以知識為基礎的社會。更由於數位資本

主義社會對數位資訊科技這項「生產工具」的依賴，致使新數位落差成為數位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由

於資訊近用以及在科技使用程度上的差異，可能造成原有社會資源分配不均的現象益形嚴重，甚至產生新的

階級對立的問題。 

(三)根據 Schiller 的看法，以數位資本主義為內涵的全球化資訊秩序並未造成更為平等的社會變遷，反而在不同

面相上與樂觀者的期待大相逕庭。 

1.美國資訊與傳播工業，挾著資金與技術率先起跑的優勢，在此一文化工業的全球市場中，取得霸權地位、

並加速其自身的資本積累（Schiller, 1994）。過去對於資訊社會的迷思，認為發達與充足的資訊將可以解決

文盲、教育資源不足、勞資鬥爭、貧富國家差距等問題，也就確確實實成了神話。因為，在商業化的情況

下，所謂的「資訊爆炸」，要不是商業資訊、就是付費資訊，因此經濟弱勢者的需求當然無法滿足，並且

有證據顯示，美國公共性的資料供應量在 90 年代之後，不增反減（Schiller, 1996），此乃為資訊革命帶來

資訊貧瘠。 

2.資訊新科技的確帶來更多的彈性工作空間，但是樂觀者宣稱會帶來的「新專業階級」（Bell, 1973），並未就

此誕生。Schiller 認為，雖然少數的專業經理人從資本家手中取得部分權力，但他們仍是「為他人工作的

人」；而且在 70 年代後，企業不斷進行減薪、人事凍結與裁員，證實樂觀主義者口中的天堂，尚有一段差

距（Schiller, 1981: xvi）。 

(四)有鑑於全球數位差距擴大問題，2000 年八大工業國家（the Group of Eight；簡稱 G8）教育部長、歐洲委員會

（ European Commission ； 簡 稱 EC ） 教 育 代 表 、 世 界 經 濟 合 作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Development；簡稱 OECD）及聯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 Education Sience 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觀察員，在日本東京召開部長高峰會議，在教育革新與資訊通信科技上，一致

同意分享減少教育科技取得障礙的有效策略，進而消弭國內及國家之間的數位落差。同年在汶萊舉行的亞太

經濟合作會（Asia-Pacific EconomicCooperation；簡稱 APEC）部長會議中，我國倡議「轉化數位落差為數位

機會」，2001 年 7 月應各會員體請求於我國台北召開會議研商 APEC 縮短數位落差、創造數位機會的未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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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向。 

對內部分，我國政府自 1994 年提出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NII）做為消弭數位落差最早的因應政策與方案。

2000 年行政院提出知識經濟發展方案，計劃提高寬頻上網的比率，在弱勢族群及偏遠地區則結合政府各部

會及大專院校民間資源提供軟、硬體設備。在質方面，除提供資訊教育外，將培養學生創新能力。2003 啟

用「我的 e 政府－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正式宣告走入 24 小時全年不打烊的電子化政府時代。而「挑戰二

○○八」之「數位台灣」計畫，更計畫將於六年內使寬頻普及率提高至超過 600 萬戶、上網人口達 50％，

培養資訊素養能力以提高運用並創造網路數位資訊之能力，平衡城鄉間網路資訊服務品質，為偏遠地區及

視、聽障民眾設置公共資訊服務站，輔導中小企業運用網路學習，推動農民終身學習等計劃，來有效縮短社

會上弱勢族群的數位落差，建立具有公平數位機會的電子化台灣。 

 

二、何謂「公民新聞」？在全球化、在地化的視野下，公民新聞出現的意義為何？請引介一個國際公

民媒體個案（可包括已不存在的），並分析他們在該國／地存在的意義、運作、得失等。（20分） 

試題評析 公民新聞之歷史發展並非主要重點，本題的關鍵在於熟悉國內外各個公民新聞操作的實際案例。 

考點命中 《高上國際傳播講義》，羅穎編撰。 

【擬答】 
(一)根據 Shayne Bowman 和 Chris Willis 的定義，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又名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是指

「一個或一群公民，蒐集、報導、分析、散播新聞和資訊的積極行動，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獨立地、可信

地、準確地、廣泛地、切合需求地資訊」換言之，公民新聞是指公民（非專業新聞傳播者）通過大眾媒介和

個人攝錄、通訊工具（諸如行動電話、數位相機、數位攝影機、電腦網路等）為廣大受眾選擇、撰寫、分析

和傳播新聞資訊的行為和現象，這些向社會發佈自己在不同時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發生的第一手的、新鮮

的、重要的資訊，對於大眾傳播及社會的發展大有裨益。公民新聞的崛起，來自美國部分商業媒體則在 1990

年代進行自我反省，不再任由八卦新聞戕害民主，轉而發展公共新聞學來幫助閱聽人認識問題、剖析病因、

討論對策、採取行動。而後，部落格（blog）科技席捲全球，每個人都可以當記者、都可以擁有媒體，而且

創辦費和營運費都趨近於零，沒有經濟壓力，可以自由發聲，一場由公眾由下往上發動的媒體改革運動應運

而生。也因為公民新聞發揮了力量，不再受制於傳統媒體的主導及議題決定權；公民參與公共政策的力量，

不再透過專業代理人而自為發聲，結合社區民眾，企圖影響公共政策的最後結果。 

(二)在台灣，三件備受矚目的社運事件：樂生拆遷事件、大埔事件事件及反服貿事件。這三項事件分屬人權、居

住正義及立法監督之不同範疇，但這三項政策的成敗和公民新聞的發展過程恰有著呼應關係。 

1.苗栗大埔的農地徵收事件，是讓台灣公民記者大放異彩的特殊事件。透過公民記者大暴龍的影像，將怪手

開入農田的報導，在經過部落客的大量轉發，以及公民媒體報導而露出於網友最常出現的五個入口網站，

瞬間吸引近十萬人次的瀏覽，掀起眾多公民的關注。雖然傳統媒體一開始對此議題持消極而被動的態度，

但最後仍然被迫參與報導，造成大埔事件戲劇性的翻轉，時任行政院長的吳敦義偕苗栗縣長劉政鴻，共同

召開記者會表示道歉，並且決定以地換地的方式解決爭端。銷量第一名的商周雜誌為此以公民記者大暴龍

當封面故事。 

2.樂生療養院拆遷事件，主要起點在於 1994 年 10 月，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通過捷運新莊線環評報告。行政

院核定捷運新莊線規劃報告。而路線將經過樂生療養院，致使樂生面臨拆遷問題。支持樂生院民的部落客，

認為主流媒體忽視弱勢社群，不報導樂生事件，不報導民間的保留樂生替代方案，於是在網誌和社會書籤

網站 HEMiDEMi 發起公開集資廣告費行動，每人一百元新台幣，一天內集資二十萬元新台幣，在 3 月 19

日台灣《蘋果日報》A 疊刊登半版廣告，要求暫緩迫遷，公開審議文建會所提方案。 

3.2014 年，因立法院匆促通過與中國大陸簽訂之海峽兩岸服務貿易協定，學生團體包圍立法院，抗議黑箱

服貿協議。由於主流媒體各擁其報導立場，導致現場情形無法以最真實的面貌呈現。然而在活動中，學生

團體利用網路直播軟體 UStream 將現場畫面藉由網路向外發送，即時將現場畫面送上網頁，供全民即時瞭

解現場狀況。活動中，學生團體大量使用社群網站公開資訊，例如 Yahoo 微型部落格彙整現場資訊、現場

物資需求內容。許多現場學生更將現場影片、自製報導上傳至美國 CNN 所建立的 iReporter 公民新聞平台，

以英文發聲讓全世界都能看到抗爭活動的訴求，避免因為任何政治因素使國內抗爭活動無法獲得全球關

注。 

(三)在國際上，1999 年在西雅圖舉行的 WTO 部長會議促成了獨立媒體中心（Indymedia）的成立。媒體行動者提

供以一般民眾的角度，報導抗議西雅圖世界貿易組織會議。透過該網站提供即時的新聞報導、圖片、聲音或

影像片段，利用網站上這些蒐集來的影像片段，西雅圖獨立媒體中心製作了五支一系列的紀錄片，並每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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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至衛星，讓全美國的公眾進用電視台播送放映。這也促使 WTO 西雅圖部長會議對農業及勞工議題出現重

大歧異而宣告失敗，同時也標示了世界自由貿易的重大挫折。2012 年阿拉伯之春革命運動中，突尼西亞的

抗議者大量使用 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媒體進行資訊散佈、串聯等活動，社群網站讓資訊被快速散佈、傳

播且無法被執政者刪除，使革命運動能順利進行，並造成中東半島上的漣漪效應。 

 

三、請說明下列名詞之意涵：（每小題 5分，共 15 分） 

(一) Convergence 

(二) OTT 

(三) 文化創意產業 

試題評析 本次解釋名詞除 OTT 較為冷僻外，其餘解釋名詞未有太大難度。 

考點命中 《高上國際傳播講義》，羅穎編撰。 

【擬答】 
(一)匯流（convergence）在電信傳播的領域中，指的是數位匯流（digital convergence）。在技術層面上指電信、廣

播電視及網際網路，透過單一平臺整合提供相同的語音、數據與影音內容等服務。民眾無論使用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聯網電視等通訊傳播產品，均可獲得相同資訊與服務。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指出，「匯流」

發生原因主要為資訊數位化、頻寬及設備成本下降，以及解除管制等。 我國於 99 年通過「數位匯流發展方

案（99-104 年）」，宣示國家未來數位匯流的政策方向，行政院亦成立「數位匯流專案小組」，負責督導、協

調與推動數位匯流，重點工作項目包括調和匯流管制法規、促進通訊傳播產業升級、加速有線電視數位化、

推動電信匯流服務、整備高速寬頻網路及建構新興視訊服務等。 

(二)OTT 是“Over The Top＂的縮寫，是指通過網路向用戶提供各種應用服務。這種應用和目前的通信業務不同，

它僅利用網路業者的通路，而服務則由業者之外的第三方提供。目前，典型的 OTT 業務有網路電視業務，

蘋果應用商店等。OTT 業務的鼻祖來源於 Skype 公司，Skype 發明網路電話，讓人們利用網路免費與其他用

戶語音對話，也可以撥打國內國際電話。後來 Google 等也都效仿，利用網路業者的寬頻網路發展自己的免

費語音通話業務。 

(三)文化創意產業，顧名思義為結合了文化及創意的產業。而對「文化」一詞有諸多不同的定義。「文化」一詞，

廣義來說，泛指在一個社會中共同生活的人們，擁有相近的生活習慣、風俗民情，以及信仰等；狹義的來說，

即是指「藝術」，是一種經由人們創造出來新型態的產物。不論就狹義或廣義的文化而言，「文化創意」即是

在既有存在的文化中，加入每個國家、族群、個人等創意，賦予文化新的風貌與價值。在台灣，這個概念最

早來自 2002 年「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子計畫「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從官方角度觀察，文

化創意產業有三項標準，包括：就業人數多或參與人數多；產值大或關聯效益大、成長潛力大；原創性高或

創新性高及附加價值高。實際涵蓋的產業包括視覺藝術、音樂表演藝術、文化展演設施、工藝產業、電影產

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等。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高
點
‧
高
上

103 高點‧高上外交特考‧全套詳解 

 

4

4

乙、選擇題部分（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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