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中的寶藏，比「金銀島」上海盜的所有財寶還要豐富……最不錯的是，書中的寶藏將使你終身享用不盡�  ◆  華 德 迪 士 尼

論 述

掌握行動內容發展的契機
APP 將成為數位內容的亮點

祝本堯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數位出版部資深經理

  處理內容的全新挑戰

大家在探討行動內容發展的軌跡前，必須先檢視內容演進的過程，進而預測因應未來可能發

生的市場變化，但必須要明確定義「內容」二字，以後的討論才有一致性。

在數位內容興起之前的年代，定義「內容」似乎沒有任何爭議，篆刻於龜骨上的文字與印刷

精美的雜誌都是一種「軟硬結合」的內容型式，內容的表現與流傳的可能性亦大大受限於硬體的

特性，所以在內文與載具牢不可分的年代，定義「內容」其實是涵蓋了軟體與硬體兩種元素牢不

可分的結合：紙＋圖文，沒有爭議的就那是內容了。

在電腦科技興起之後，開始有人將紙本上的內容，當時還是以文字書為主，轉製或根本以重

新輸入的方式存放於大型電腦之上，日後在不同的終端裝置上閱讀取用，這種終端裝置與儲存方

式的關係起始於 1970 年代，之後即成為數位內容資訊傳遞的基礎，相較於以前只為載具＋圖文為

內容的模式，終端裝置的顯示能力，例如是否能夠播放影音，或是指揮圖文影音元素顯示形態的

電腦程式，直接影響過往不變的固定開本 + 固定版面格式的表現形式。

  內容元素與硬體的相互關係

對於傳統的內容提供者而言，全新的挑戰不只是在文字影音元素的處理上，而前段所述發

生於終端裝置的不確定性，硬體載具多變的本質讓內容提供者難以預先將內容以最優化的方式

呈現，這種優化的工作在紙本世界裡稱為排版，也就是螢幕裡的使用者界面（User interface，

簡稱 UI），美編人員成為螢幕閱覽界面設計師，他們預估消費者硬體的特性，利用層疊樣式表

（Cascading Style Sheets，簡稱 CSS）進行呈現上的優化，這種類似網頁工程師的工作，成為提供消

費者閱讀體驗裡最重要的關鍵。

除了使用 CSS 加強檔案的可讀性，消費者手中大大小小不同的螢幕也決定了這些內容的取用

方式，更精確的來說，載具的特性決定了使用情境，而消費者閱讀或是取用內容的「閱讀單元」

或是「服務單元」（當然同時也可能是「消費單元」），也將被消費者手中的硬體所制約；這種依照

載具特性＋載具決定情境的閱讀模式，就如同擬定出版計劃時，對閱讀情境的預期所進行的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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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如同文庫本之於捷運族，大開本八卦雜誌之於美容院），不同的是在數位內容的環境中，出

版社將無法事先為閱讀環境選擇硬體（開本等），而必須配合消費者自行提供的硬體，縱觀歐美地

區電子書流行的區域，內容提供者深諳終端裝置的不確定性，並團結一致推廣共通格式，以文字

書來說，ePub 的風行即為最好了範例。

  從紙本到電子

對於文字書的使用情境而言，ePub 提供了終極的解決方案以解決終端裝置的不確定性的困

境，但對於雜誌形或是功能需求形態的內容來說，服務樣貌不僅僅是內容販售而已，消費者期待

的往往是一種需求的被滿足；當消費者在搭乘捷運或是從事旅遊時，或是僅僅是公園裡拿起他們

的平板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試著取得內容時，消費者期待的絕對不是類似 PDF 的靜態式內容，

消費者期待的是一種事事與我相關，且能提供在地資訊、即時更新的智慧內容，一種能夠匹配隨

身智慧型硬體的智慧內容。

為了要滿足消費者對內容的期待，內容提供者必須去瞭解硬體的特徵，進而在這種硬體的使

用情境裡，滿足消費者對數位內容的期待；對內容提供者而言，這個改變痛苦而漫長，很多傳統

的出版單位甚至完全不知該如何下手，問題的癥結在於傳統的出版是以紙本出版為終極目標，長

年來固定目的性地生產方式以及對成本時程的優化更是嚴格的限制多元產品的可能性，也就是說

一般的出版單位無論是在人員配置、生產環境（軟硬體資本支出）、以及整合而成的工作流程，都

是為單一目的性的紙本出版而量身打造，對於數位出版而言，這類工作環境僅可產出合乎標準的

PDF 檔案（作為紙本內容生產流程中必然產出的副產品），若是需要產出滿足智能載具的智慧內

容，則必建制完全不同的生產機制，或是用委外合作的方式進行，這也是目前大多數出版單位採

用的權宜之計。

  商業運作的可行性

從平板集智慧型手機的市場大賣，以及 APP 經濟的興起，我們可以預知未來消費者的需求樣

貌，但是在這個將本求利的商業模式中，問題是發生在產品與服務的生產端，這個問題分為兩個

面相：

一、費用太高

APP 的製作有其市場行情，兩年前 APP 工程師極其稀少，委外工作費用高昂，今年人才市場

上雖然有大量的工程人員投入 APP 的產製工作，產製一個具水準的、能夠發揮裝置特性的 APP 依

舊需要新臺幣 20 萬左右，加上考慮市場終端裝置的多樣性（APPLE、ANDROID 及大小不一的螢

幕尺寸），若以現實的層面考量，就是出版社若想利用智慧型內容，獲得如紙版內容匹配的覆蓋

率，其販售所得將無以支付所需的費用；由此得知業界急需一個利用現有生產流程及出版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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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環境，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產製服務形態的互動數位內容。

二、品質不佳

內容是編輯的心血結晶，而內容不只有涵蓋圖文的正確與精確，圖文間的結構與版式也是內

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面對數位出版內容生產的挑戰，若是維持圖文內容的結構與版式，則

必須束縛於 PDF，也就是紙本原有的樣貌中；倘若有心重製，則需要進行拆版重組的工作，資淺

人員雖可應付拆版工作，但拆版後之元件無法顯示原有的結構，工程師再以程式重組元件的過程

因無法延續原有的結構與版式，工程師多只能自行編纂，所產生的作品多半成為工程師想像的呈

現方式，與原有以編輯為核心的內容差異甚大，有時更是毫無靈魂，消費者閱覽時感覺味同嚼蠟；

反之若出版社想要維持內容的閱覽品質，則需要建立工程師與編輯間的意見交流管道，衍生極大

的溝通成本，而坊間互動式數位內容多半陷入此般窠臼，要脫離這個困境，業界需要創新形態的

能力組合，才能將優質內容在不同載體上閱覽流通，並且維持令讀者感激的閱讀體驗。

從以上的觀察得知，成本＋品質是傳統出版產業進行數位化轉型時不可欠缺的兩大要素；成

本的降低，讓獲利的可能性提升，同時鼓勵更多樣性的內容投入數位內容市場；品質的堅持，更

是內容提供者無可妥協的基本要求，也是未來產業典範轉移的重要關鍵，唯有掌握以上兩大要素

的出版社，才有機會建立可運營的商業模式，但是要達成以上目標，對傳統的出版社來說，無論

是人才的需求，或是技術的掌控，多半顯得有心無力，千頭萬緒，不知如何下手。

 

    

‧  城邦祝本堯資深經理與資策會劉柏甫產品經理，於 2013 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攤位介紹 APPCross 行動 App 產製平

臺（圖片提供／祝本堯）。

  平臺服務的機會

在行動載具風行的影響之下，APP 已經成為數位內容型式裡的亮點，對於掌握技術能力的資

訊服務提供商來說，出版社對營運 APP 市場的鴻溝，就是極佳的商業機會；相較於以獨立操作環

境的 APP 產製工具，Adobe 所提出的 DPS（Digital Publishing Suite）是以尊重現有的出版流程，並

以現有出版單位人才配置為考量所提供的 APP 產製及販售平臺，DPS 平臺在市場上的成功，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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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類似的服務爭相投入開發，並以更低廉的費用＋整合更佳的服務切入這塊市場，觀察 2013 

年度的法蘭克福書展有關出版服務的廠商中，德國 Le-Tex、美國 Publishers Communication Group 與

Publishing Technology、印度 MPS Technologies 都吸引了大量出版業者駐足詢問，而由城邦文化及三

立電視委由資訊工業策進會所共同開發的 APPCross 平臺服務，憑借對中文展示技術的掌握，及整

合廣告服務的全新利基，在展場中亦獲得多方關注；在與來訪廠商的商談中，工程團隊更加確認

本平臺方向；若以服務的角度切入，APPCross 有以下的三大特色：

1. 銜接業者原有的編輯流程

國內第一套企業用智慧內容產製平臺 APPCross，自動化平臺開發模式銜接原有編輯流程，使

用情境是將多媒體素材、企業內部系統、外部網路服務及廣告等豐富內容，利用 APPCross Studio

編輯設定版面的結構，接著 APPCross Server 服務合成引擎生成 iOS 及 Android 平臺的 App，最後

APPCross Render 在終端裝置上順暢呈現高互動內容，協助內容提供商改善數位內容產製流程，快

速且大量地產製出高品質的 App 電子書、電子雜誌等數位出版品。

   

圖 1：銜接業者原有的編輯流程，將設計權回歸給內容文創業者

2. 降低60%製作時程並節省80%產製成本

若以推出企業平臺租用服務年費新臺幣 80 萬元製作 20 支 App 進行估算，除了平均每支 App

電子書的開發成本僅需花費 40,000 元外，更能降低 60% 的 App 製作時程，大幅減少製作時程；同

時更為業者節省 80% 的生產成本，並且可以善用裝置感應器、置入外部網路服務等行動化特性，

大量產製多樣化的優質數位內容、推播適性內容，成為使用者的專屬微服務。

   

圖 2：跨平臺行動 APP 生成技術自動轉換 iOS 與 Android APP 降低企業開發成本

掌握行動內容發展的契機：APP 將成為數位內容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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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靈活運用廣告投遞資源

結合出版流程的互動廣告模組，搭配後臺分析系統，提供最佳廣告投遞時間點、地點分析、

連線裝置種類。此外，提供多媒體訊息推播模式，推播 iOS/Android 行動平臺，適用於限時行銷活

動、適性化內容推播，提供內容業者另一種營運模式，將廣告服務內容做為 App 頁面素材的一部

份，收取服務費用。

   

圖 3：搭配後臺互動廣告系統，提供最佳廣告投遞資源分析

面對出版產業價值鏈的挪移與競逐，市場上的平臺與服務是不足以建構出完整的生態環境，

出版社在運用以上 Authoring Tool 及廣告平臺服務時，應以下列的方向進行規劃：

• 純付費內容的購買意願降低

• 有感服務是消費者付費重點

• 廣告推播可能成為未來營運模式

而在從販賣內容到提供服務的當下，出版社必須先嚴肅思考現有紙本內容的可利用與否，及

其元件化的可能性。內容業者的未來將是以版權為核心，以多元為手段，以及以黏性為目的整合

性媒介服務；傳統出版社的版權服務項目勢必朝向媒體經紀人的角色轉移，同時出版社必須掌握

自有的編輯力，編輯資源亦將朝向數位資產管理及應用，也就是一紙多螢的目標前進；最終出版

社也將改變單純內容提供者的角色，朝向整合性媒體和服務的目標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