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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路書店看知識傳遞

在跨入網路的世紀後，很多事務的發展都

多多少少與網路發生一些關係。其中改

變最劇烈的不外乎訊息傳遞的方式與路徑。

以往的紙筆現在改成滑鼠和鍵盤後，再不久

又要再進化為數位筆和語音直接輸入的方

式。這些高度數位化的資料不但傳遞容易，

更可被大筆儲存及隨時資料的各種處理及分

析。這在以往是想都想不到的。這樣的網路

運用造就了近幾年來電子商務的發展，雖然

甚少 B2C 的公司達到獲利的狀態，但市場對

其他形態的電子商務，如 B2B 的發展就深具

信心。但無論市場信心從何而建，其發展最

重要的因素有三：

1.數位化資料庫的形成

2.訊息取得方便且立即快速

3.訊息流動是雙向的，並可以互動（可以是

人與人的互動，或是人與資料庫的互動）。

筆者將從實際的網路書店經營角度分別從

電子商務—網路上的「店」，及知識傳遞載體

—網路上的「書」，這兩個角度來談。

電子商務的角度

電子商務的發展主要有幾個階段 1. 銷售通

路的虛擬化 2. 尋求質變的可能，3. 新的通路及

消費模式建立及 4. 消費習慣改變後新市場的

形成。

在第一階段主要的是把在實體銷售的方式

以虛擬的網路方法移殖到網路上，然而除了

接單及商品資訊（資訊流），和付款方法（部

份的金流）以網站方式營業外，其他都還是

照實體通路的營運方式進行。然而這樣的階

段依舊無法承擔實體部份的運作成本，特別

是做 B2C 的公司，因此廠商大都會再找尋真

正利用網路達成質變的可能性來調整營業方

針及體質。一旦找到適當的方法，電子商務

便創造新的消費通路，且逐漸地改變消費者

的習慣，最後才有新的市場形成。屆時電子

商務就像現在做任何形式的生意一般，是一

個普遍性的方法而已。

訊息傳遞的角度

以訊息的傳遞來看，傳統的方式是透過

「媒體」，如報紙、書籍等平面媒體，或透過

電台電視等的電子媒體，其媒體的介質不同

有紙張的形式，有聲音的形式，有電子電波

的形式⋯等。使用及表現的方式也就非常不

同。但網路的利用卻是統一的數位化形式，

不管影像還是聲音還是文字，都可以以數位

的方式在網路的平台上傳輸，再透過不同的

工具解譯後呈現，這樣的過程有別於傳統的

傳遞方式，換句話說由於網路本身即是一種

統一的傳遞介質，可以混合平面及電波的特

質，使得網路本身即為一種媒體（資訊業稱

為「平台（p l a t f o r m）」），再者由於數位化發達

的結果，資訊的原始提供者或是轉繹整合者

皆有共同的標準來提供第一手的訊息，使得

不同的網路工具可以直接針對目標資訊做最

有效的摘取，如圖所示。使用者可以直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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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路書店看知識傳遞

透資訊源，而不必如過去用戶得透過不同的

媒體才能取得各種資訊。這樣的歷證不可勝

數﹐俯拾皆是。舉例而言，原本報紙需派出

記者四處採訪以取得資訊，再透過平面排版

系統及印刷系統將資訊置於載體（紙張），再

經過發行體系發到用戶手中，用戶僅為訊息

接受端，而這樣的過程僅傳遞單向的平面資

料，用戶無主動搜尋或接觸到原始訊息的能

力或管道，書籍雜誌亦相同。但若透過網路

上的工具，便有不同的傳遞面貌，只要有適

當的工具，需求者便可利用這個網路平台直

接摘取原始資料自行消化運作。或是摘取其

它已經過他人消化或整合過的資料。例如直

接上總統府網站看消息發佈，或上udn 看總統

府同一則消息發佈外加專業記者的相關問題

撰述。如果有興趣，可直接看記者拍回來的

訪問畫面，而不必再開電視看新聞。當然如

果有興趣也可以開電視看「整理過後」的分

類新聞等。

因此我們在網路上強調的是「工具」，而非

「媒體」。如現在大量使用的「流覽器」就是

一種在網路這個平台上使用的工具，M P3p l a y-

e r 也是一種網路上的工具，以後還可以陸續

開發各種工具，以符合各種資訊傳遞。可以

是公共的（ O p e n To o l s），也可以是專有的

（P r o p r i e t a r y To o l s）以進行透過網路平台的資訊

傳遞及活動現實的狀況也促使我們不得不採

用工具觀，其中一個好處便是容易規格化，

工程師？在開發符合要求的軟體或商品時，

如果從「工具」的角度來描述或定義將被開

發的知識商品，將要比從其他角度來定義容

易許多，原因就是規格化。否則我還真不知

道如何向工程師？描述知識商品。

結合的角度

我們前面所提的電子商務其實講的就是

「網路上的店」，意指銷售的通路，質變後的

商品，消費者行為的改變﹐及最終的市場。

重點不外乎「銷售」，而第二段所提之訊息及

知識傳遞路徑所談的重點在「網路上的書」，

是以工具觀為出發點的商品。結合這二者來

看，筆者所最在意的就是整合著質變與網路

工具的新形態知識通路。

電子書似乎就符合這二者共同構成的發

展，只是目前許多人對電子書還不看好，認

為時間尚早。其實不要忘了筆者在第一段中

所提的質變後新通路的形成，以及最終將形

成新市場的階段。電子書若符合「工具觀」

的開發結構，確確實實的以網路工具的方式

去進行開發，更別忘了有 P D A 及明後年即將

耀眼登場的 3G 產品助陣下，短期內很有可能

再創造一家新的 N e t s c a p e，甚或一家新的網路

軟體巨星，主導著 2 1 世紀初的網路知識產業

進展。在這個出版業正面臨過去實體書出版

及未來線上出版的衝突當中，有些網路書店

業者更發展了 POD（Print On Demand）隨選列

印的服務結構，來承接傳統的書籍通路進入

到電子書的線上出版領域中。

在電子書及線上出版的領域中，有幾家目

前正從事電子書領域開發的廠商，知名大廠

如 A d o b e，M i c r o s o f t，其他如北大方正及英法

一些知名軟體開發公司，都早已投入極高的

人力物力要力搏這塊市場，這些廠商由於背

景的關係較注重「工具觀」的部份，在讀者

及編繹軟體，甚或版權安全及管理上下功

夫，而少談及電子商務中的質變過程，及因

質變而產生的新通路模式及新市場。然而美

國有幾家頗知名的網路或通路公司，如「f a t-

b r a i n」、「B a r n e s & N o b l e」等，則從新通路做

為出發點，從事知識傳遞產業的發展工作。

其他電子書線上出版者如“peanutpress” 則早就

因幫美國知名小說家出電子書而名噪一時

了。在臺灣由溫世仁先生創立的明日工作室

也早從高角度在切入這塊市場，新絲路網路

書店、中港台的出版業及網路書店菁英，也

各有盤算，打算以自己最專長的角度經營這

塊 21世紀的訊息知識通路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