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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初衷_IBC2019 與會心得 

    IBC 2019 廣電器材展覽於 9 月 13 日至 17 日於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根據

官方統計有來自於全球 1,700 家廠商展出、超過 300 位講者進行上百場論壇，

總計超過 56,000 人與會。展場呈現最新的傳播媒體、廣電業界發展技術與多平

台發展趨勢，並有相關研討會進行分享，今年研討會主軸為:消費者至上 媒體

的新時代。以下為 IBC2019 與會心得: 

一、眼球競爭激烈，電視仍為主要戰場 

    在串流媒體日益興起的時代，觀眾原本的有限選擇權變成了無限選擇權，

破碎化的多螢收視行為增加了觀眾的整體收看影音時數，現在年輕人的看影音

的時間變多了，各業者都開始進軍 OTT 市場。根據英國 Ofcom 所做的調查，

相對於便利性高的小螢幕收視體驗，觀眾還是花最多的時間在看電視，就算是

16-34 歲的年輕觀眾也是如此。 

 

    由於便利性與主動性高，觀眾花在網路串流影音的時間越來越多，根據

EBU 所進行的調查結果，電視收看的時間占比逐年下降，這是警訊但非廣電的

喪鐘，因為報告中也指出就算是看串流影音，電視機也是近五成的觀眾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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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設備，也這對於廣電業者而言都是機會點，我們不應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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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高畫質產業將以 4K-HDR 為主流，8K 將待 2023 年以後方有可為 

    觀眾要看大螢幕，追求的就是超高畫質享受。超高畫質論壇中，要追求新

科技到哪裡、提供哪一種超高畫質服務，在場中掀起了一場論戰。首先分享的

是 BBC 研發部主管 Phi Layton，他表示 BBC 服務對象為全英民眾，為了在有

限預算中提供最大化的服務與內容，並不進行畫素之爭，超高畫質內容或轉播

只是實驗性質的測試，BBC 還是以內容製作與服務為主。這話出自於公共廣電

老大之口，一語道破公共媒體的責任以及在有限預算下要服務大眾的選擇。 

    雖然進行溫布敦網球轉播或世界盃足球賽等超高畫質轉播服務只是實驗性

質，但是能接收 BBC iPlayer UHD 服務的接收端已經超過 700 種，每一次都有

4-5 萬觀眾同時上線觀看，而且 BBC 每次試播都進行了觀影調查。觀眾回應百

百種，大都表示想要看更多的超高畫質內容，而最主要的抱怨就是觀影延遲，

其實這部份對於提供線上服務的廣電業者而言，頻寬是絕大的錢坑與痛處。 

 

    接下來則換上荷蘭最大的固網與移動電信業者 KPN 上台報告，電信業者思

考方向與公共媒體迥異，KPN 為了讓固網用戶持續成長，藉著每一場大型運動

賽事的契機，開始提供 4K 服務吸引訂閱戶，目前已經提供 4K-HDR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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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吸引 50%的用戶升級至 4K。在觀眾滿意度方面，由於 4K 訂閱戶一定是

寬頻用戶，所以在頻寬上沒有太多抱怨，但是對於電視機 SDR/HDR 的切換上

則有所抱怨，這點對於日後公視要進行相關的測試時，可做為參考。 

    同樣的英國電信 BT 也是因為要吸引用戶，在 2015 年推出 UHD 體育頻

道，在 2017 年升級為 UHD-HDR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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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e TV 則在 2019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9 日法國網球公開賽

期間，推出了一個 24 小時的免

費 4K 體育頻道，提供 4K Live

轉播與精采賽事重播服務。目前

法國已有超過 500 萬台 UHD 

TV，並每年以銷售 100 萬台以上

的速度在增加。著眼未來，法國電視台預計要提供 UHD 服務，開始進行試

驗，這個頻道是經過法國電視台歷經 9 年的努力才於今年提供服務。 

    由於 2024 年奧運將在巴黎舉辦，2020 東京奧運已經點起了 8K 的戰火，所

以法國電視台也藉由本次賽事進行了以 5G 網路(Orange 法國電信)傳輸 8K 訊號

的實驗，不過就是以 2 台 Sharp 的 8K 攝影機將訊號回傳至法國電視與法國電信

的展示間，但也看出法國為了 2024 年奧運開始進行相關準備。 

    在收視 UHD 轉播方面，觀眾有以下四種方式可收看多種格式，包含在

Paris, Nantes and Toulouse 地區可透過無線電視收看 4K-HDR 以及 2K-HDR；全

法則可透過衛星收看 4K-HDR 與 4K-SDR；透過 Orange 光纖固網 IPTV 可收看

4K-SDR、透過 OTT 則可收視 4K-HDR、4K-HLG 以及 4K-SDR 格式。 

 

    能提供如此多的格式，Matthieu Parmentier 表示是利用 14 台 UHD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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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3 台超級慢動作 HD 攝影機、6 台 HD 慢動作攝影機，HD 訊號均經過

upconverted。原始的 HDR 為 HLG 格式，在後製時才轉換為 HDR10。Matthieu 

Parmentier 在分享時特別點名 Panasonic 的攝影機，認為它是同時錄製 UHD 和 

HD 的最佳攝影機，松下的攝影機同時具備 HDR 與 SDR 的訊號輸出，並能調

整其中陰影的差異，這解決了錄製 HDR 內容時很大的一個問題。 

    而在接收端方面，如此多的格式也造成了觀眾收視上的困擾，如 2015 年以

前生產的 UHD 電視機就無法正確顯示影像，或是利用其他機上盒收視可能會

有顯示問題等。從 KPN 與法國電視的例子看來，接收終端是廣電業者要提供超

高畫質服務時另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現場有人提問是否有 8K 規劃，但在場與會者(法國代表未發言)認為目前

4K 與 4K-HDR 在工作流程以及 SDR/HDR 同步上，都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

更遑論目前觀眾收視端的電視機在接收 HD-SDR/UHD-HDR10/UHD-HLG 各格

式轉換的問題，故尚未進行 8K 的討論。 

    關於 8K 的問題，根據 IHS Markit 於會場內公布 2019 最新的調查結果，執

行董事 Maria Rua 認為在 2023 年以前，除了日本以外，只有中國以及韓國的廣

電業者可能會跟進，他國廣電業者並未明言跟進。因為 8K 並非由內容主導，

而是由設備器材供應商所推升的需求，超高畫質產業發展還是以 4K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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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超高畫質的家戶市占率上，以北美領先，預計到 2021 年有超過 50%

的家戶擁有 UHD 設備，到 2023 年將超過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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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焦點是日本，日本已於 2018 年底正式播出 8K 衛星頻道，將在 2020

東京奧運以 8K 轉播。但是在超高畫質設備的普及上，到 2020 年也僅近 20%的

家戶擁有 UHD 規格設備。IHS Markit 的調查分析是因為日本家庭空間普遍較

小，無法放置較大尺寸的 UHD 螢幕導致無法普及。這樣的 8K 東奧轉播，究竟

是國力的展現抑或是為民服務，其實值得深思。 

    相較之下，中國因為 UHD 設備商競爭大，價錢相對便宜的情形下，UHD

設備的市占率曲線與西歐接近，到 2020 年約有近 30%；2023 年約有 42%的市

占率，但是中國觀眾能看到的 UHD 頻道卻是屈指可數。 

    從廣電業者的角度思考 UHD 的發展，應是由內容面來推動的。但是目前

的現況是內容面遠遠的缺乏，目前全球共有 177 個 UHD 頻道，包括 11 個側是

以及 4 個購物頻道。UHD 頻道以歐洲為最多，有近 90 個頻道；再來則是亞洲

區，有近 50 個。 

 

    但是從 UHD 設備的出貨量比與 UHD 頻道數的比例來看，R2 是 0.086，你

可以說這兩者幾乎沒有相關，也就是代表有 UHD 接收設備的人，會落入無

UHD 頻道可看的情形。但是因為現在有許多的設備可以連網，在 OTT 以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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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台也有提供 UHD 內容的情形下，觀眾要收看 UHD 內容就會以網路內容為

主。 

 

    以上數據反映了目前超高畫質產業的發展是由硬體推動，而非內容推動。

但為何內容業者的腳步如此緩慢? 

    在場與會人士圍繞著 4K 顯像結果進行討論，結論在於單純的解析度提升

無法讓觀眾有一眼驚豔的差異，故多數業者朝向 4K-HDR 方面凸顯影像差異、

部分業者同步著手於聲音的表現。但是 4K-HDR 還有著從攝影端的格式轉換與

相容性，傳輸、後製以及到終端電視機接收的問題，種種工作流程上的問題未

解，也是 4K-HDR 發展緩慢的因素之一。 

    雖然種種問題待解，但是在場仍一致認為 4K-HDR 是目前最合適的 UHD

格式，大家將全力著手解決上述問題，讓 4K-HDR 成為主流的 UHD 格式，8K

的部分大家一致認為目前只有日本會力推，除了中國與韓國有可能會有動作以

外，其他國家在 2023 年以前多處於觀望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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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MPTE 致力推廣 ST2110，惟廣電從業人員工作模式與心態待克服 

    SMPTE(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電影電視工程師

協會)今年在 IBC 會場力推 ST2110 標準不遺餘力，不但設有獨立的 IP show 

case、專設論壇以及現場展示。大家都知道在進入 UHD 製播後，傳輸是一個很

大的問題，IP 化也可能是一個不錯的解決方案，但是當獎者問到現場有多少人

已經導入 ST2110 時，只有一位舉手，但是問到後續有無導入意願，則是很多

位舉手，包括我! 

 

    SMPTE ST 2110 系統一路發展，其實相當複雜。其中又牽扯到既有廣電設

備商的角力以及利益，這一路發展與整合測試，可說是花了 SMPTE 協會整整

五年多的時間，才能產生如今的標，講述著一路走來的過程，講著講著似乎主

講人有些激動與情緒難耐。 

    其實走向 IP 化，在走向超高畫質製播的時代，對廣電內容產製者而言絕對

是一件好事，但是轉換的過程需要既有工程人員的教育訓練以及翻轉思維，這

對已經習慣既有工作模式而且覺得安全性很高的傳統廣電人而言，是一大挑

戰。更遑論走向 IP 化，等於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讓開放式的設備與環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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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封閉性的廣電領域，這對於既有廣電設備商而言，一定要起身捍衛自身利

益的時候，怎麼可能一下子就立馬棄械，大開城池。所以在展場上可以看到所

謂的 OO 格式支援 ST 2110；XX 格式支援 ST 2110，但本質上都還是 OO 與 XX

公司的規格，真正的開放環境，還有待等待。不過，先別說別人，我們最大的

難關是在於自己，如何歸零重新開始，才是廣電從業人員的挑戰。 

 

 

 

四、廣電業者如何看待 Content Everywhere 

    IBC2019 展場總共有十四個展區，其中第 14 個展區是 Content 

Everywhere，今年 Google、Facebook 等都有來參展，其中 FB 善用自身優勢，

在 FB 上開立了 Facebook at IBC 粉絲專業，每天在其中將展場內容進行直播，

談的內容不外乎網路影音製作、版權管理等，雖然觀看次數不多，但是也算是

徹底運用資源。 

    但是 IBC 本質是個廣電展，在我看來展場安排相當耐人尋味，因為所有的

展區都是既有的 RAI 場地建築，只有 Content Everywhere 的場地是在臨時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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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帳篷中，連廁所都是流動廁所…。 

    而在一場名為 The End of Broadcast?的論壇中，在場有廣電業者也有線上影

音業者，線上的業者反而很擔心廣電要跳下來做自己的網路影音，畢竟資源與

能裡差太多了，但是網路影音的觀眾是年輕人，講求的是速度與同溫層，這點

又是廣電業者難克服的障礙，不過大家討論的共識是現在廣電業者還未到壽終

階段，時間至少還有 20 年以上，現在是廣電起身因應觀看行為改變進行內部變

革與轉型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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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次參加 IBC2019，距離上次已有七年光景，場地沒有變，來參展的廠商

也依舊，只是中國廠商變多了，走在會場中都是帶著廠商參展證的人，看展的

人似乎有下降的趨勢。相較於美國 NAB 展多以利益為導向，新科技當作商品

來銷售，IBC 則是社會主義多了，多以公共價值與服務的角度出發，來思考新

科技能帶給觀眾什麼好處，能否讓服務更普及。 

    本次與會，新科技的衝擊沒有以往來的強烈。但是衝擊我的，是歐洲廣電

業者對於服務初衷的堅持，在導入新科技時會不斷考量公共價值、服務普及性

以及全民皆觀眾等等認知，再取對全民利益最大嘗試之。希望公視，也能有所

堅持。 

    以下為本次與會結論摘要: 

(一) 4K 為廣電現在進行式，是否提供 4K 內容為業者依各自發展目標與服務目

的而異，惟 4K 工作流程需再建構與突破。 

(二) 4K_HDR 能提供觀眾更佳的觀影體驗，為提供升級服務的方向，惟仍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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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觀眾收視端的接收設備問題。 

(三) IP 為未來傳輸架構趨勢，由封閉式廣電朝向開放性架構進行，但重點在於

廣電人要勇於突破，改變原本的工作型態。 

(四) 8K 市場須待 2023 年方能逐漸成形，目前尚未成為討論焦點。 

(五) 寬頻串流業者越來越多，整體提升觀眾的收視時間，並且使用電視收看的

人與時間都變多了，對於廣電業者而言還是有機會。 

(六) 現在的廣電生態已非單打獨鬥的時代，需要以開放心態與各不同業者合

作，激發創新與活力。 

(七) 新科技是工具，可以但是不一定都要跟隨，廣電服務重點仍在於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