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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出版業者眾多，但都沒有一套流通資

訊可供業界分享，企業內部管理也未能發揮其
效果，因此年營收可跨五億元的出版公司屈指
可數（何飛鵬, 2003）。所以，如何在講究時
效、彈性及創新的競爭資訊環境，將出版長久
以來傳統的組織型態-師徒相承運作的模式，
使其內? 知識落實於標準化程序而加以管
理，即是本文所欲探討的重點。自從以電腦媒
介傳播（CMC）引入傳統的出版作業流程後，
電腦輔助生產技術之大量運用，對於生產設備
及流程、工作內容、組織結構等都產生巨大變
革，傳統出版的專業管理面臨改革。本研究以
翻譯醫學教科書為例，採用實務經驗為導向之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AR）為基礎，進
行整合性跨組織重整，探究以非線性式作業流
程來持續改善出版流程的可行性。而由於運用
行動研究，因其具有行動實踐的實務工作者，
依其情境式做最適化的因應和立即解決問題
的癥結，可將出版作業管理的實務操作過程中
的內隱知識落實於專業，將出版業內隱中的實
務經驗分享，讓沒有實務工作者可以確實瞭解
出版產業作業管理運用 CMC導入後可發揮生
產作業流程等管理中最大的效能和效率。 
關鍵詞：出版流程（publication process-flows）、
電腦媒介傳播（CMC）、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一、前言 

隨著數位化出版的發展，以及科技的運
用，傳統出版師承制所能掌握的資源，無形中
被削弱不少，以 CMC 對出版流程的影響來
看，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硬體部分（即載
體），二是軟體部分。硬體方面所開發出的載
體，無論是在開發技術、人才、物力或資金運
用上，傳統印刷的出版界都無法全部兼顧，因
此，多採取異業聯盟的方式和資訊相關整合進
行廠商合作，由出版界提供紙本書的內容版
權，資訊商以技術支援的模式運行才可以減少
成本（例如朱邦復的文化傳信公司就結合出版

業一起開發）。而軟體部分，對於數位出版內
容的設計，除了要展現電子多媒體互動的特性
外，對於數位出版內容編排的方式，也不再是
傳統編輯所能掌握，而是要另外具備相關的資
訊知識將二者間其軟硬體加以融合（唐真成, 
2003）。 

數位內容是政府推動「兩兆雙星」下的核
心產業，而教科書可說是囊括出版印刷產業和
教育事業兩大類的基礎工程。任何一本教科書
的選題，都是由學校用書開始。凡是希望出版
一部好教科書的出版者，必須在作者和編輯工
作方面投入較大的資金，所需花費時間較冗
長。同時，教科書出版品具有高度季節性，所
以出版的時間掌控尤其重要（彭建松, 
1995）。在面對市場白熱化高度競爭的時代
裡，出版品被要求的製作時間一再縮短，新產
品適用期快速淘汰，像國外醫學教科書幾乎是
二年一版，或是年年更新，其所更新的速度是
非常快速的，不過由於語言的隔閡，讓翻譯工
作上多了一道關卡，為因應當今網際網路下的
快速更新資訊環境，出版業必須提出一套非傳
統師徒制的作業管理技術，做為持續改善產製
的過程，讓出版產業的作業流程能夠獲得更好
的改善。出版品初步的資料是經由作者和編輯
的加工動作，文字編撰、美術創作、組頁拼版、
乃至後端輸出，都需有最適化的表現，使半成
品像工作流一樣傳向下一個工作站或同時進
行下能夠順暢。然而如今出版並不僅只是「編
輯、印刷、發行」的線性概念，而是一個立體
的循環系統，因為出版活動存在於人類社會環
境之中，創作者、編輯者、製作者、發行者與
接受者（讀者、消費者）之間的互動，形成個
體、群體與社會空間的交流，出版因而隨歷
史、地理、科技進展遞嬗，創造與人類社會彼
此獨立又連結的動態生命（吳瑞淑, 2003）。
所以，Daventport和Short在1990年的研究
中，即提出資訊科技對組織工作流程的影響，
包括工作程序的例行化、同步化；工作者角色
及工作任務間的整合；及消除工作流程中的中
間障礙等等，如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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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MC對組織工作流程的影響 
工作流程的種類及各面向 對工作流程產生的影響與效益 
實體（entities） 
1. 組織間 
2. 組織功能間 
3. 人際間 

 
可降低交易成本、消除中間障礙。 
超越地區、地理限制，獲取較大的同時和同步性。 
可加強角色和工作任務的整合。 

物件（objects） 
4. 實際產品的產出 
5. 資訊化過程 

 
可增加產出彈性及程序的控制。 
可將複雜的決策常規化、例行化。 

活動（activities） 
6. 作業流程 
7. 管理流程 

 
能減少時間、成本，並增加產出的品質。 
能改進分析能力並增加與。 

                                               資料來源：Davenport & Short（1990） 

表2  資訊科技對組織運作規則之衝擊 
舊有規則 新的運作規則 
單一時間資訊僅能在一處出現。 資訊可以不受限制，同時在許多必要的地點出

現。 
僅有專家能執行處理複雜的系統工作。 專家工作可被取代，通才也可做專才的工作。 
企業必須在集權與分權中選擇其一。 企業能截長補短，同時享有集權與分權的好

處。 
管理者執行所有決策，由經理人做一切決定。 決策成為每個人工作之一，每個人必須自己做

決定。 
工作人員必須有固定地點以接收、儲存、取得、
修正和傳達資訊。 

隨時隨地接收傳達資訊。 

必須自己尋找任務。 任務能自動顯示。 
計劃採週期性審核。 計劃執行採隨時審核方式，並能隨時及立即修

正。 
FTF，必須面對面親自接觸。 CMC，能透過電腦中介系統來取得聯繫。 

資料來源 Hammer & Champy（1993）

此外，Hammer（1993）也指出，企業流
程改造是以「工作流程」為改革點，強調以新
的規範與工作方式替代舊有的作業，如同報業
利用網際網路來改變傳統的作業方式，就是一
種組織工作流程改造的概念；而這也是指對企
業處理程序，進行根本的思考與徹底翻新的作
業流程，使得衡量績效的成本、品質、服務、
速度等因素獲得大幅改善。Hammer（1993）
亦提出資訊科技促使組織打破既有的法則，並
建立新的工作方法，進行再造工程，對舊有工
作程序有極大的影響，見表2。 

出版流程，實為出版產業管理的核心，運
用 CMC 可以來改變以往出版流程的線性生
產，並加以持續改善和掌控流程中的突發狀
況，必定可以提升出版內容產物的品質。 

 
二、文獻探討 

在二十一世紀的資訊社會，大量的知識和
訊息，都仰賴從網路上做交流和獲得，衍生出
新網路社會學的觀念，以及透過電腦中介傳播
的方式，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在網路空間
（cyberspace）當中，出版的傳播方式和途徑，
跟原來的傳統印刷出版到底有何差別，又造成

那些影響？從出版的發展史來看，我們不難看
到政治對出版的影響，或社會文化變遷對出版
的滲透，在以往傳統出版史的文獻上，總是會
忽略傳播媒介在出版發展過程中扮演催化、轉
變的中介角色。而如今傳播媒介由原來紙張變
成電子訊號的呈現，文本內容形式也必然隨著
載體形式（傳播媒介）之不同而有所改變。麥
克魯漢在 1960年代就曾對印刷媒體和電子媒
體做過分析，他認為排版有劃一性、連續性、
線性等原理（McLuhan etc.,1999:190）。誠如阿
丹在＜電子書大未來＞中提到： 

傳統出版流程「編輯、印刷、發行」三位
一體的結構受到極大的衝擊。⋯電子書的誕生
帶給出版社極大的震撼，一則以喜，一則以
憂。喜的是，出版流程的簡化與自動化，使出
版成本大幅下降；憂的是，網路出版不若傳統
出版門檻高⋯傳統出版商的優勢逐漸在消失
（《網路通訊》2001）。 

由上可知，傳統出版中作者、讀者和出版
者的關係，從原來單一的、線性的走向，進而
轉變成一種出版網路的交織聯結，成為向外擴
散、放射的形式，在其中產生直接的交流與互
動，沒有所謂的中心或者唯一的思想，正說明



 3 

了後現代主義受到電腦中介傳播所帶來的改
變。Castell對於電腦所中介的溝通所帶來的
現象，形容為「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之
文化」，而這種 CMC 所代表多人對多人
（many-to-many）的電子傳播模式，正是一種
互 動 式 溝 通 體 系 的 特 性 （ Castell, 
2000:351-373）。所以說，以電腦媒介為傳播做
為載體的出版作品，是不能忽視傳播媒介在其
中的作用力。華萊斯（Patricia Wallace）就曾
表示「網際網路幾乎可說是世上最大、便宜的
出版品；其傳播管道無遠弗屆」（Wallace, 
2001:39）。 

出版品是人類表達思想、傳播訊息、普及
知識、累積文化、豐富生活、促進社會進步的
重要工具（王祿旺, 2002）。出版業在歷經數
位化歷程後，已經形塑出迥異傳統對圖書出版
的形象：圖書不再只有傳統紙、印本「書」。
不單是外在形貌的改變，就連傳統出版的概念
也產生鬆動，這些變化都是因為圖書的紙張實
體，已經面臨數位虛擬化的挑戰（郭家銘, 
1999）。雖然如此，「出版」仍具有它的六大
功能：1.傳達思想功能；2.教育群眾；3.傳播
知識；4.交流訊息；5.表現藝術；6.累積文化。
（袁亮, 1997）。在早期出版編輯作業管理是
採用師徒制相承經驗累積的傳統模式來運
作，而今日科技文明的進展，使得這樣靜態、
單一線性的平面媒體，也因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而能夠使得文本出版品成為動態的多樣面貌
呈現。資訊科技能將作業程序的雙方，甚至多
方直接連接，並能線性、循序式執行的作業流
程，變成平行式的處理，將非結構性工作轉換
為規律的作業程序（ Davenport & Short, 
1990）。使原本單向文本拜資訊科技之賜呈現
多向文本之貌，使出版編輯的製作更具有挑戰
性，非以往的師徒傳承方式所能應付，本文將
在教育界行之有年並成功改善實務操作經驗
分享的行動研究方法，轉移運用到出版的作業
流程上。行動研究強調知識生產與實務運用是
必須結合的。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
依據一系列程序與步驟，來進行其研究歷程。
研究者一方面透過研究來解決實務面臨的問
題，一方面也透過實踐過程中不斷對實務現況
進行反省式的思考（Mckenan, 1991），形成
一連續循環反覆思索改善為目標，使整個出版
系統及產品文件管理經電子化後，跨編輯台整
合使得出版作業流程有顯著的改善，而運用行
動研究來持續改善事先預測與防止可能的作
業問題產生，讓醫學翻譯教科書的出版流程可

因此調高產品品質並適應這資訊快速、更新、
教材多變化、具競爭力的資訊潮流。 

                                                                                                                                             
三、研究方法 

出版作業管理，長久以來皆是師徒相承的
運作模式，在面對新科技所帶來的新一波的出
版革命環境下，實在需要將這些專業予以具體
化的呈現。行動研究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改善
實務工作（張世平、胡夢鯨,1988; Fuller and 
Petch, 1995）。所以說，行動研究可說是發展
中的一種知識生產的新典範（Hall, 1992）。
行動研究頗受學、經產業界的注目，它是一種
具有行動實踐的研究方法，強調以實務工作者
的需求和立場出發，對實務工作者本身所處的
工作情境與內涵進行反省與批判，並結合研究
的過程與步驟，找出解決或改變實務工作的困
境，並提出問題之解決方案或行動策略（吳明
隆, 2001；陳向明, 2002；潘淑滿, 2003）。
因此，本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來開展行動研
究如何應用在出版編輯作業管理上。 

 

一般而言，出版作業包含了選題企畫、組
稿、版權爭取等上游作業事項，以及編輯、設
計、完稿等中游事務，還有印刷、廣告文宣、
發行等下游工作環節。其實，各種型態的出版
公司依其出版物的屬性不同，運用資訊科技程
度亦有所差異，而傳統師徒制仍普遍存在國內
出版產業的作業管理模式。本文以行動研究的
基本概念，一方面整合理論與實驗研究，另一
方面直接運用研究發現；也就是同時結合社會
科學的實驗方法，以反映主要的社會問題；理
性的社會管理包括一連串的規劃、行動、行動
研究的事實發現，是一種螺旋的循環過程
（Hart & Bond, 1995）。以圖2來展開研究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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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Y醫學出版社概況 
 Y醫學出版社概況 
成立 民國64年12月成立Y圖書文具有限公司，民國66年成立Y圖書出版社 
資本額 二千五百萬元正 
員工數 30人 
年營業額 約五千萬元 
年出書量 約五十本 
組織架構 總經理、人事財務、國外版權、編輯部、業務部、倉管部、營業門市 
營業項目 1. 學術著作參考書教科書之出版發行買賣 

2. 代理各國原版書籍之發行買賣 
3. 圖書、文具品之買賣 
4. 雜誌書籍之買賣 

 
表4 參與行動研究工作人員資料摘要 
工作人員 職稱 年資 教育背景 專長及工作內容 

Edward 總 經 理 30 大學 領導、市場開發、業務、溝通 
編輯L 資深編輯 8 大學 文字工作者、與譯者聯繫、組稿、潤稿 
編輯P  印務編輯 10 專科 版型規劃、對稿、印刷、紙張成本估價 
設計H  美術設計 7 專科 封面設計 
譯者A 住院醫師 4 大學 主譯者、外科實習生、英文程度好 
譯者B 研究助理 5 博士 校閱者、專精生理學但缺臨床經驗 

 
四、個案研究 

依據本研究目的，由研究生所任職的Y醫
學出版社開始探討行動研究個案。Y醫學出版
社為傳統的家庭企業經營，公司組織架構有總
經理、人事財務部、國外部、編輯部、業務部、
倉管部以及營業門市部（見表 3）。各部門組
織人員編列不多，這是國內出版公司精簡人事
普遍型態。以下為參與研究工作人員資料摘要
及其所屬工作內容摘錄(見表4)，由於本文研
究者目前還就職於該公司，為尊重其他當事
人，因此在論文中以代號來稱呼。 

在探討個案之前，先行訪談Y醫學出版社
總經理 Edward，以便了解時代背景的變遷所
造成的作業流程影響，以下是訪談整理實錄。 

．Y醫學出版社成立背景：三、四十年前
的台灣，教科書的出版幾乎是直接翻印原文
書，尤其是生命科學類的書籍更是如此。Y出

版社的創辦人 Edward 總經理於民國五十二年
進入「大學圖書公司」擔任業務人員並且從這
裡建立起他創業的機緣。Edward 在大學圖書
公司時，曾規劃『華西書局』（那時位在台灣
大學的對面，是一家綜合型書局）和『大專書
城』（那時位在西門町的亞洲大樓八樓，而本
棟大樓的地下室有中華書城），當時的書店規
模可謂是開創台灣首例綜合型書店。在他求學
階段，即有青年創業的理想，於是在民國六十
四年即與另三位朋友共同創建 Y圖書文具有
限公司，當時本想以售銷文具、圖書為主，兼
翻印原文書與出版。開始是教授們推薦他翻
印，並要求所翻印的彩色版原文書須彩色翻
印，這便樹立了Y出版社未來的出書風格。 
．出版編輯政策：以生命科學類書籍為主

軸。一年出書量約為四、五十種。翻譯書籍約
占八成，其他為學校教授的專書出版。因為印
刷品質與書種的專精，市場定價以高價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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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教科書的翻印年代，翻印什麼書多半皆
是老師選定教材後才翻印的。而現今教材的多
樣化，教師選擇的自主性高，反倒市場不易擴
張。公司出版的企劃方向相形比較下是十分重
要的。出版社對於國外翻譯書的計劃，通常以
國外書籍的銷售情況、發行量多寡、國外學校
使用情形以及授權中文版的費用多少為考慮
重點。不過，決定出版前仍會請專門的教授評
估內容的適當與否。Edward 說：一本書稿在
決定是否出書前，絕大部分靠他歷年的經驗作
判斷。 

在傳統的出版作業流程，以師徒相承為主
軸，誠如 Edward 所說，選何書為他多年的經
驗所累積，問其何以然，只知是工作多年直覺
性的判斷力而已。然而，Edward 也承認失敗
的個案多到數不盡才喚來寶貴的經驗。 

在面對近幾年，電腦輔助生產技術逐漸成
熟下，國內出版產業出書量在去年（2002年）
超過四萬種，平均每天的新書出版超過百本
（丁文玲, 2003），然而市場上相當嚴重的退
書率亦是年年增高如 2002年是 32%，2003第
一季 40%（王蘭芬, 2003），都在在考驗著規
劃出版品的一開始，是否就是做對了選題，符
合市場需求。 

Edward 說，不管市場面的多變化，做一
本好品質的出版品，才能讓學校師生用的安心
和放心。如目前規劃出版的一系列臨床醫學書
系，已頗受美國醫學中心採用為教科書，所
以，經由公司國外版權部和國外出版商取得授
權中譯本後，即進入覓尋適當的翻譯人才工作
階段。 

為使出版品的翻譯人才不短缺，Ｌ編輯，
建議在自家的網路上長期掛著徵醫學專業翻
譯者，如此下來，才能建立翻譯人才的資料
庫，以供長期性的翻譯需求。即在這樣的情況
下，譯者Ａ，擔任起臨床醫學書系規劃的第一
本翻譯工作。由於譯者Ａ自許甚重，簽訂合約
時，信誓旦旦，三個月內可以完成第一本的臨
床醫學叢書，於是正式簽訂。不料，三個月後，
譯者Ａ來電說明，因為目前仍是住院醫生，又
是某知名大醫院的心臟外科部服務，業務突然
增多，以致無法如期完成，希望再給與三個月
至半月的緩衝期限，於是Ｌ編輯，迫於無奈，
只好遷就。但是一個月又一個月的過去，譯者
Ａ，遲未交稿，而如今半年又過，Ｌ編輯以為
總算可以等到譯者Ａ的稿件，但是，卻又大失
所望。因為譯者Ａ，又希望延期半年的期限給
他。這便是一般編輯最常和最頭痛的作（譯）
者拖稿事件。於是公司才會經由開會決議要如
何來抑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因此，我們將行動研究之實施程序（如圖
2），展開各工作人員在各階段的問題與覓求解
決之道。 

階段一，譯者Ａ，由於業務突增，導致無
法順利交稿，問題的主要焦點是
住院醫師的時間不夠，心有餘而
力不足，無法如期完成。這問
題，其實普遍存在各譯者身上。 

階段二，Ｌ編輯，由於擁有豐富的人力資 
料庫，即立刻尋求可協同合譯的
對象。 

階段三，Ｌ編輯，可在備妥協同合譯者之 
間，規劃排程，使如期完成。 

階段四，雖然譯者Ｂ，可以協同合作一起
翻譯，但是由於缺乏臨床經驗，
使得必須要採取相對措施來彌
補不足之處。 

階段五，評估整份書稿，因為兩人合譯， 
全書用語欠缺統一和完整性。 

結果發現，完成各項程序後，又是另一問
題的開始，如兩位譯者對同語詞的中譯名採不
同的譯名詮譯，而這問題也相當普遍存在於國
內學術界，外來語遲未統整它的專有名詞，所
以，Ｌ編輯又回復到第二階段的問題解決循環
上。 

另外，由於國外授權翻譯中譯本，通常規
定要在授權中譯本簽約始的十八個月內要完
成中譯本，所以，授權時間限制，和配合學校
開學用書，時間上的控制就顯得相當重要。於
是Ｌ編輯，必須協調工作夥伴一起協同合作促
使本書儘快出版。而在協調當中發現，由於Ｐ
編輯，對於醫學的專有名詞不甚了解，所以只
能將原文書和中譯本參照對位找出漏翻或擔
任找出標題拼錯之處，於是校稿進行二校時，
就讓Ｐ編輯做二校查照原文的工作。而同時Ｌ
編輯，則將書末的索引（index）和專有名詞
（glossary）確認統一後，最後進行三校，再
請譯者Ａ和譯者Ｂ交叉互換審稿。如此即可克
服全書的統一性問題。 

最後成書的索引頁碼對照是最麻煩的工
程，也是一本教科書被列為採用與否的評鑑因
素之一。通常一本專業用書，除了內容的精彩
外，也須著重是否附上全書的專有名詞
（glossary）和索引（index）。在傳統的作法上，
由於原版書，已經花費相當工夫將索引找齊，
所以，中譯本只要儘可能的採用同原版開數來
做對位稿，即可省掉重新查閱的工程。然而，
往往事情是無法盡如人意，若逢中英文版本頁
碼不同的情況，通常使用的傳統辦法，即是先
將中英文的頁碼對應頁標示出來，再從原版書
的索引頁碼來查詢中譯本所對應的頁碼。一切
就緒，稿件全齊後即可進行向國家圖書館書號
中心申請書號（ISBN）。而接近成書階段時，
封面美工即要處理封面的設計，通常原版本的
中譯本會採用它原來的封面形式，以便讀者易
於便認原書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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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整個進行行動研究的實施程序
中，作者發現其實每一階段，都須花費相當多
的時間溝通，和協同尋求其他相關人員的配
合，除此在出版流程上中下游間，CMC 可以
幫助各環節意見及資訊交流。面對作者，網路
可以方便地將原稿傳達，節省以書面傳達及往
返修改的成本，或者出版社也可以藉由網路上
的文章發表功能，找到適合的譯者，藉由 CMC
所帶來的好處，使得許多流程可以同步進行，
和隨時修改稿件內容，節省許多的時間成本。
（見圖3） 

由此可知，資訊技術取代部分人力，使得
完成一出版品所需的作業流程可以濃縮至精
簡化，伴隨著網際網路的運用，讓電腦、網路、
印刷、電子書結合在一起，如圖3中資訊電腦
編輯平台的中央廚房概念，將原始的內容資料
數位化，然後可依不同的體裁，調整不同的讀
者口味需求，期能達到一次出版，多次使用的
理想化狀態。 

 
五、討論與分析 

  教科書出版和大多數其他出版之最大差
異是，教科書出版業具有很高的競爭性質。教
育體系存在著一個連續的尺度，在衡量教科書
適用的尺度上，越高越易於度量，特別是對某
一些專門學科，使用外文原版圖書更是如此
（彭建松, 1995）。從學校用書來說，雖然所

遵循的一般教育原則，對國外的和本國的教科
書可能是一樣的，在自然科學方面如化學方面
大學教科書可能在英國、美國、歐洲都是可適
用的（不論是原文書或翻譯書皆是如此）。 
  為掌握教科書市場是否具有發展空間，出
版者必須了解該專科的教學體制。並將編輯部
與作者群構成組織嚴密的團隊，如成立教科書
研發顧問小組，固定開會廣納各教授意見，針
對國內的本土化體裁去編列屬於國內個案的
病例研究和教學中心。亦可積極培育有志於著
作的年輕醫生，鼓勵醫學研究報告編輯出書，
讓Y公司成為醫學界最受歡迎投稿的對象，成
立醫學生獎助學金，或提供成績優異者可免費
供應書籍，以便建立公司的形象（譯者Ａ建
議）。 
  另則加強網路資訊平台服務，不要只是單
向的提供書單查詢，應該建立雙向交流，鼓勵
教授上網當站長，與大眾交流，打破醫學艱澀
難懂的門檻，依國人的教育普及程度，每個人
都可以成為自己的良醫，讓醫學書更大眾化，
商機就無限。 
  本研究生依未改善前出版作業流程與採
納行動研究之實施程序後帶給出版作業流程
的改變整理如下表5。在管理學上談到持續改
善時，則必須應用戴明的持續改善循環八步驟
來檢視，所以由表5可看出改善後出版流程的
明顯效果。 

表5 未改善前作業流程與實施改善後作業流程對照 
 未改善前作業流程 實施改善後作業流程 

步驟一： 
確認改善計畫 

1. 確定選題（依學校老師使用指定教
科書） 

2. 專題內容規劃（依學校老師使用指
定教科書） 

3. 訂定體裁規格（依編輯群） 
4. 邀稿（發行人本人） 
5. 過程是分割的，不具完整性 

1. 確定選題（依教科書研發顧
問，以市場需求為主） 

2. 擬定產品策略（依教科書研究
顧問，以因應外在環境變化） 

3. 訂定體裁規格（標準化） 
4. 過程是一個團隊（協同合作） 

步驟二： 
記下現行流程

1. 著作權接洽 
2. 作者手稿或文字稿 

1. 大綱流程訂定（依教科書研究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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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以文件化 3. 圖片資料蒐集 
4. 線性作業流程 

2. 著作權接洽 
3. 書稿撰寫（教科書研發顧問共
同編寫翻譯） 

4. 電腦繪圖 
5. 動畫設計製作 
6. 視訊、音訊等資料蒐集 

步驟三： 
為改善的流程
創造願景 

1. 文字潤稿、發打、校對 
2. 美術編輯設計版面 
3. 插圖設計繪製 
4. 使用繪圖軟體繪圖 
5. 使用影像處理軟體處理圖片 

1. 確定各種資料格式 
2. 各種資料數位化及顧問群審
稿，編輯統整 

3. 後勤資料持續性的獲得與壽
命週期支援（CALS） 

步驟四： 
界定改善工作
的範圍 

1. 完稿或利用排版軟整合圖片 
2. 製作藍圖 
3. 打? 校對 

1. 利用編輯軟體或程式語言將
資料整合 

2. 圖文整合稿件PDF檔 
步驟五： 
適時地與顧客
就所擬的改革
作小規模試作 

1. 編輯部自行閱讀審稿 
2. 晒版、印刷、裝訂、成書 

1. 程式、系統測試 
2. MO製版看樣 
3. 功能測試 
4. 使用者測試 

步驟六： 
細觀你對流程
改善所學習到
的 

1. 所需產品製作天數長 
2. 成本高，效益不佳 
3. 從企畫、翻譯到出版，往往需達半
年以上 

4. 作業流程呆板，單向 

1. 前製團隊，非線性分工完成，
產品製造壓縮至一個月 

2. 成本低，效益高 
3. 可隨產品附贈光碟，母片壓製

與壓片生產 
4. 作業流程順暢，可互動 

步驟七： 
把新的資料整
合 

大量的紙本文件，整理不易，原稿不易
保存，修改則需一切作業重新來過 

文件電子化，可組虛擬整合性產品
資料庫，數位內容成形 

步驟八： 
就下一機會重
複改善循環 

單向、線性作業流程亦不符合快速變化
的環境 

數位內容，整合性產品資料庫，可
架設虛擬教科書，符合遠距教學時
代來臨，『製作一次，出版多次』
的未來市場 

                                               本研究製表（參照戴明修練II;持續改善八步驟）

 
六、結論 

「出版」必須包含的基本內容有：1.反映
人類精神文明成果的作品；2.進行編輯工作的
創造性勞動；3.運用複製技術，將作品物化在
一定的載體上；4.通過出售或其它辨法進行廣
泛傳播（袁亮, 1997）。而 Attewell & Rule
（1984）歸納出資訊技術的導入，對組織工作
內容的影響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資訊技
術會減少工作中的技術成分（de-skilling），另
一種則認為資訊科技可以提升工作中的內涵
層次（up-grading）。以前者來看，資訊技術會
將工作中的技術成分抽出，將之置於電腦程式
中，或交由少數技術專家來執行，使得編輯工
作中的技術成分因而降低；以後者來論，資訊
技術所能取代的大多是已經高度例行化或結
構化的工作，而由於這些工作都是外包給資訊
技術處理，故編輯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
從事思考性和決策性的工作，因而提升了工作
的內涵。這即勾勒出電腦與出版品的關係，也
正如古騰堡計畫哈特（Michael Hart）所言，
「電腦所能生產的最大價值不在它的運算能
力，而在於它能為置放於管理的書籍提供儲

存、修訂及搜尋的功能。」所以，提供知識庫
藏的出版產業將面臨出版不再是單一的紙本
圖書而是跨媒體的多元產品，而應朝多元科技
產品發展（王祿旺, 2002）。 

電腦網路讓作者們能夠輕易的互相閱讀
和編輯稿件，而電腦工作站的功能也模糊了編
輯與美術設計人員之間的界線。而本研究證實
使用行動研究可改善了在知識產製過程中，工
作夥伴亦可彼此協同合作，將問題解決視為唯
一目標，並促使目標出版品可以如期推展，結
合每個人的專長，避免缺漏產生，這也是行動
研究中最令人深思的重要範疇。在研究進行的
過程中，將規劃、行動、行動結果的事實發現
視為一循環的過程，非常著重採取反壓迫及相
互合作的態度，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非階
層關係的價值，也就是希望與研究對象建立夥
伴的工作關係，分享彼此的感覺與經驗（胡幼
慧, 1998）。網路是一組互相連結的點，節點
是曲線與己身相交之處。網路開放的結構，只
要能夠分享相同的溝通符碼，就能整合入新的
節點。一個以網路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是具有
高 度 活 力 的 開 放 系 統 （ Castells, 
1998:520）。而利用網際網路的特性發展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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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內的生產作業流程將個人、團隊與組織的聯
結更加有效，其特點有：1.使用網際網路科技
鼓勵反思性的參與；2.使用網際網路科技鼓勵
生產性的參與；3. 使用網際網路科技增加組
織的包容性；4.使用網際網路科技降低損害
（Giddens, 1994）。所以，透過資訊科技的應
用，使得內隱知識得以累積與傳承，藉由 CMC
可以使出版作業流程，朝向系統化、全面性的
思維來突破生產經驗瓶頸，以協同工作夥伴共
同解決流程的改善，而不是局部最佳化，使出
版流程可以持續改善，以達永續經營之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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