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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數位廣播電視研討會二十載 

衝擊中尋求新連結 
 

程宗明 
 
2024 年春天，迎來年度的亞洲廣播電視聯盟的盛會，舉辦了第二十次的數位廣

電研討會 (20th Digital Broadcasting Symposium)。始自 2005 年的創舉，這個年度

技術與政策的春來稍信之會，已歷經了 20 年的諸多海中浪淘之變革，想起本會

出席過第一次盛會，當年還先舉稱 DTV Symposium，尚未有後來的總稱，十分有

幸，從當時我們還在發展 Mobile TV 的時代，直到今日網路的震盪與新應用的時

代擾亂下，這個會議依然成為我們在亞太區的重要立足溝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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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ABU DTV Symposium 2005 CD 圖片檔) 
 

ABU 第二十屆會議開幕 

         
左：ABU 前技術長 Sarad Sadhu 出席二十周年慶；右：2005 年 Sadhu 主持第一屆盛會 

 
本次年度技術研討會，針對年年變化急速的數位新局，目不暇給。但是本會議年

屆二十，然而不免俗以此日為念，邀請第一屆主辦者 Sadhu (前印度公共廣電技

術長) 致詞開幕。 
 
第一場會緊接其後，針對廣電標準之進展給予專題報告。長期作為 ABU 的資助

者 WorldDAB，今年帶來如何訊息。BBC 的首席工程師 Lindsay Cornell 指出，DAB+
系統推廣持續增進，有關數位化承載的資訊規範也持續擴充，包含 Hybrid 數位

廣播的 IP radio 的 XML 格式的標準化，給予各種語言登載的特性定義，交通與二

進位編碼也有更明確的操作用途，最後則是德國水患大災後的緊急廣播規範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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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年情形。 
 
協會對此最主要的委託推廣作業，包含將 EWS (緊急喚醒播出資訊) 規範國際化，

同時促使生產的接受機能相容這種播出功能。同時進一步推出 EWS 功能下三項

應用服務： 
 
(1) 緊急區域定址設定的全球規範 
(2) EWS 發出警報的主要資訊 (警報類型、地點、使用此緊報的機件) 
(3) 一旦喚醒給予同步化補強，避免漏失剛開始的音訊報警資訊 
 

 這個定義地理位置的編碼規範很有看頭 
 
接續來到數位視訊部分，前 DVB 計畫執行長 Peter Siebert 博士揭示編解碼器 
(Codec)目前的發展進度。從 ISO 與 ITU 兩個組織的開發與定義，我們從 MPEG2 
(H.262)、前進到 AVC (H.264) 與 HEVC (H.265)，似乎已經來到頂端。以致開啟了

下一世代 Codec 設計上的競爭，目前有三個態勢形成： 

 
1. VVC (Versatile Video Coding)持續由ITU/ISO MPEG聯盟開發，應用在8K電視、

360度 VR、行動視訊。 
2. AV1 由網路平台大廠業者聯盟開發，主要應用在串流影音市場，目前在三

星聯網電視與 Android TV 10+都有使用 
3. AVS3 主要由中國市場發展出來，主要應用在 4K 與 8K 電視、高畫質視訊串

流，目前中國的 8K 電視開播將其列為法定規格。 
 
另外在 Codec 背後的技術專利市場之二分天下，以下這張圖可以看出兩大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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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長組合 (HEVC 與 MPEGLA) 
 

 
 
第三位報告者為 NHK 技術研究所網路服務基盤研究部的安岡諒，他提出一個核

心的運作開展，希望 Metadata 的跨際運作 (interoperable) 可以實現，這個資料

夾中有關鍵的資訊：投放資訊的路徑，藉以實現在任何時間、地點與終端都可以

近用此一有用的內容產製。在此條件下，傳統廣電業者可以大量地將內容銀行中

的資產，每一筆有價地放入合作的 ISP 等級的伺服器中。屆時，可以透過內容鄰

近性原則，讓使用者從非廣電內容的載具上，收到推播一則廣電內容的點擊路徑 
(metadata)，藉此該載具或者由此轉播到電視螢幕上，皆可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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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 提供的概念十分簡單，也是相應於近年來獲得總務省同意，可以經營網路內

容的一種技術出路。在他類載具可以導出倒電視螢幕收視的前提是，要有日本相

應的 Hybrid broadcast 的基礎，還有手機無線電視的 One-seg 的機制配合，這樣

可能性才會大增。 
 
最後一位是 DVB Group 的技術長 Emily Dubs 提出最新的 DVB-NIP (Native IP)帶來

的新風貌，或者進一步說這給 DVB 規範家族中有何助益，如何促成 DVB-I 一個更

先進的服務規劃。目前，DVB-I 的規劃前路先行，因為奠基在 HBBTV 的德國與法

國產業基礎上，所以有關 IP Broadcasting (ATSC3.0) 的歐規對應物發展較緩。 
 
先說 DVB-I 目前已經有成熟的面貌，所以今年推出 5G Media Streaming 的說法。 
 

 

 
奠基在 DVB-DASH 的數位串流環境的編碼，還有 DVB-I 發展出 XML metadata 的配

備下，DVB-I 已經建立了進入 5G UNICAST 的影音串流環境，使用最新 5G MS 服

務。同一時間，也不偏廢已經建立好的 HPHT 的 5G 廣播模式 (REF 第 18 版的最

新定義 New Radio)。 
 

兩邊連接的結果，就是 DVB-I 可以同時提供 5G Broadcast (HPHT) 這種大量下載服

務模式，也能轉身提供手機頻率專用的 UNICAST 影音服務模式。最後 DVB-NIP 的

入場，則提供了以 Hotspot 方式 (Wi-Fi) 進入 5G media streaming 的服務模式，

這種功能則可以從室內接收角度，取代 5G Broadcast 的 indoor reception 的服務

規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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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的取代性來說，DVB-NIP 可能致力於解決 indoors reception 的接收要求，

室外的接收則委由 5G Broadcast 與最新的 5G Media Streaming 兩種解決方案承接

需求。 
 
一個正確的觀念 AI 如何改造 
 
本次 ABU 二十年會議，正式由官方開幕，常年邀請該國傳播部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副部長出席，本次出席的是華人女性張念慈 (Teo Nie Ching)，頗

有耳目一新之感。除了客套話之外，張副部長提出幾個地主國的看法，如下所列： 
 

 
1. 該國以 RTM (國家公廣)為策

略夥伴，練習 AI 在檔案管理與數

位平台行銷上頗有成效。 
2. 該國也以 IPPTAR 訓練中心為

執行者，展開電視設計的 AI 科技

與 MOJO 遠距製作系統的課程訓

練。 
3. 自 2023 年初至今，該國已有

44 萬餘件的資料隱私侵犯事件 
4. AI 也是以上犯罪的手段，所以該國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也因應修

改，並督責 Cybersecurity Malaysia 官署負責。 
 
接續主場為諸多先進廠商的看法，首先有駐台辦事處的藝超亞太有限公司 (Ideal 
Systems) 執行長 Fintan McKiernan 登台，他以經驗看法提出一個觀念，AI 不是要

改變我們的意義，而是要強化工作的意義。他提出，目前實務場域可以驗證的功

能： 
1. 內容再產製與展演  體育節目精華播出 
2. 自動轉譯與轉翻 字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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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動影音編輯 毛片自動剪輯 
4. 投注式廣告 廣告置入可以極大化利潤價值 
5. 品質管制與監控 Real-time 監控媒體串流的技術面狀態 
6. 內容之主持 直接監控不當與冒犯的訊息 
7. 內容再生 照片 VR 實際再生 Video (SORA) 
8. 資源最適化 電視新聞串流：監控所有串流 自動附

加 Metadata (視覺辨識、品牌 Logo)、
增加搜尋之精準度、增加搜尋效率、代

為重複性動作之執行、現有資源優化

利用 

 
另一個廠商 Axle AI 指行長 Samuel Bogoch，則鎖定目前影音生成的市場，提出務

實的看法，認為只有 AI 能面對全球以小時計的影音生產生態，以該公司產品的

搜尋引擎架構展示如下。多層結構執行包含：內核心 (向量與語詞)、第二層認知 
(包含物件、顏面、情境、言詞)、第三層為搜尋的自動化、第四層為設置上的基

本系統配件。 
 

 
以下為執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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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NHK 技術研究院再次登場，與其說提供雲端播出系統的創新，不如說藉此

再一度提出 ISDB 系統進階化的說法。 
 

 
 
這個基底的雲端播出系統，奠基未來以 IP 為主的廣播與寬頻聯合電視平台。首

先展示 NHK 推動的進階 ISDB-T 的 IP 架構，包含影音層採用 VVC 編解碼規範、傳

輸層以 IP 為通訊單位 (非 Tuner 解調)、物體層採用 35-Seg 的新規範的編碼。 

 
 
而這個新規範下，也提出家庭接收裝置的革新，意欲以單一 Home Gatway 機制

統合廣電與寬頻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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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先制定的統一規範名叫 Common Media Application Format (CMAF)，主要功

能在於將空中的 IP stream 與寬頻 IP 訊號整合，接續的轉換與融合，促使訊號以

點對點方式於屋內的行動載具連結，成為個人化收視環境 (不用 Tuner 的載具)。 
 
但是原本收視電視用戶權益沒有變，依舊可以用寬銀幕電視看 IBB (control 
mechanism 配備)，而且還保留了緊急播出 (emergency broadcast) 的快速通道能

力。 

 
 
此外，添加兩個特殊功能：(1) 同步化廣電與寬頻的相關服務 (2) 個人化投放視

訊。前者主打服務，是提供電視寬銀幕現場播出時，在寬頻網路上可以同時提供

該一場景的 360 度環繞式 VR 體驗。 
 

 

 
後者，以寬頻網路提供的短影音為例，強調相關收視節目播放時，同時會針對用

戶特性，提供如同個人廣告訊息，此透過寬頻網路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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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 順便提報所謂未來進階的 ISDB-T，在傳輸規範上的改變。包含：進階版同時

混用劃頻多工與劃時多工，將彈性增大，採用變化性的場強 (variable length)，給

予同步資訊在次格化有足夠空間傳送，而之後的次格化空間也可彈性調整。 
 

這比原本 ISDB-T 只有劃頻

多工與持續性場強設置，

更為靈活。 
 
 
 

第二項就是頻寬的劃分進化，導致頻道頻寬增大空間，從 13-segement 擴充到 35-
segement。 

 

並且展示了傳輸的基數改變，如下所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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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未來發展，這套系統還研議納入一種自動化之系統，整合 AI 功能與深度學

習網路偕同操作。 
 
AI 的創新公司生態演藝 
 
接續的工作坊，有贊助的 AI 廠商提供一個展演。兩個廠商 ICDN、Free Networking 

單槍匹馬前來開發新市場，將他們實作的 user case轉銷給廣播電視業參照。 

 
首先，最主要應用就是防偽。這個技術來自在當駭客的經驗，反推了解目前網路

的暗黑世界。現有系統，可以辨識一則內容中是否有用過 AI-Generated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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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 (迷因)；文本 (Text)；Video；生成聲音；內容本身的版權浮水印。 
 
如果從正向來看，AI 也可協助防偽的認證，這叫做 Natural User Interface，涵蓋

認證條件可以包含：聲音、指紋、姿態向度、面部表情、心跳、溫度、皮膚對電

流反應度、眼球反應等。以上，都可做為 login 服務的認證內容。 

 

 
 
面對 Google 將於停止瀏覽器上第三方 Cookie 運作的未來，將會有新的系統來蒐

集使用者的資料，同時給予最適切的隱私保障處理，稱為 Data Clean Room 技術。

這個技術當然是為業者考量，在不會侵犯到使用者與監管機構對於隱私要求的前

提下，有效地處理第一方提供的資料，又不會掌握到能辨識使用者的資訊，然可

得到一樣精確的市場分析。看來這是 AI 應用中，極為有利可圖的處理技術。AI 可
以像一個房仲代辦，將處理 data 中的 dirty work 安全執行，而只留下精華的結

晶。如買家可以得到所要的成交屋，但不需要知道太多賣家的身分。 

 
該廠商提出自己的未來 CDN 的內容 streaming 服務架構，將 DCR 概念放入 Digital 
Media Room 與提供的 Digital Media Channel 當中，其實就是販賣一個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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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N 看起來是 AI 協

助監控與處理的對外

蒐集使用資訊之機制。 
 
 
 
 
 
 
 
 
 
 
 

 
當地廣播電視可為之處 
 
經過一天的新的事務之衝擊洗禮，接續第二日有看到當地 (馬來西亞) 公共廣電

機構的想法與實驗。RTM 的廣播總台長 Yusop，也算是業中老手與 ABU 的常客，

他的提報很具熱力與親和感。很直接也很簡潔，他提出使用 Avatar 的再生理念 
(虛擬人 virtual human)，一個很務實的考量，包含：隨傳隨到、表達一致性、可

適應性、無限地複製出場、經濟考量、當今時潮需要。 

 

 
應用類別： 
節目表提報者 
廣播 DJ 的助手 
手語自動生成 
天氣播報 
娛樂節目主持人 
教育節目中的老師 
 
 
 
 

另外，商業考量，為贊助廠商的吸收機會，如以下開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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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挑戰，就是公廣必須有原創的努力，所以相應出場的虛擬人，必要有大

量後製作努力的投入。(以下是 RTM 最新的原創腳色) 另外持守國家法治精神，

腳色只限於兩性的呈現。 

 

 
異國來展示：RT 突破地緣政治的本質展現 
 
俄羅斯電視台(RT)在國際上可謂惡名昭彰，出名的部分都是反美或者擁普亭，但

是其實他還是一個有專業能力的大型電視台，背後有國家資本正式的投入。本次，

在地緣政治的重新洗牌下，RT 積極往亞太區發展，他們要展現使用 AI 協助媒體

工作的實績，表示不只是政治對抗為其生存的依據。 
 
首先從擴增實境 (AR) 角度，闡述他們使用軟體製作的過去實績，主要在新聞棚

與新聞現場重疊實境之作法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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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專案介紹部分，以 Real-time 光線追蹤為例，如何以運算與學習方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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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真實光線照射景物的 3D 圖像，透過 Deep Learning 的機制，強化生成效果。

使用之最新硬體方案，是輝達 Nvidia RTX6000 的處理器。 
 

 

 

 
另外介紹 Real-time 製作的光學追蹤系統 (optical tracking system)，可容拍攝現

場，直接將主體物的立體資訊紀錄起來，供快速地疊映背景之需求的基礎資

訊。 

  
接續也提出未來輝達的新開發工具，可供 RT 測試更強大的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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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第二位專業人士，則提出 RT 已經使用手機環境，來將 AI 納入手持製作輔

助軟體系統。他們使用該國能接受的 Telegram 社群平台，以此為範例展示，包

含機器人程式與 AI 技術。 
 

 

  

接續以神經網路與深度學習演算法，介紹一些新穎功能： 
1. 自動生成新聞 
2. 自動協助文案生成相關圖表 
3. 影像與文字資料之處理 
4. 透過 API 功能介面讓開發者擁有更多功能 
 
其中特別強化 LLM (大型語言模型) 對於手機工具的加持：文字生成、分析與轉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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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談到 RT 使用 AI Avatar 的作法 

 
 
總之，這場工作坊也是一個機會，窺見這種強國模式的國家電視台 RT，是否也

有標準等級的最新製作 AI 輔助體系，以及相關的服務產出。使用 Telegram 平台

之手機作業，可能是最俄羅斯的特色模式。 
 
產業大辯論：廣電與 AI 是否可以共舞 (媒體、管制與倫理) 
然而回到產業高峰的論壇，依舊是常態性出席代表，包含印度、新加坡、英

國、馬來西亞、中國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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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藝超亞太的總裁 McKiernan 發言，他認為 AI 的衝擊在於正確了解與改變態

度上來面對。印度前 ABU 技術長 Sadhu 則指出，AI 不可能取代人，需要人從 AI
的應用中發展更多服務。但是新加坡 Whiteways Systems 的總裁 Raza 不同

如此說，以印度公共電視 Doordarshan 為例，在低階的工程師中，將會

有 1,000 人被汰除，在不同位階上的作用力，AI 是很不同面貌的展

現。 
 
BBC 的首席工程師 Cornell 則分析，自動化的革新，其實就是 AI 的先期

工作，這已經多年了，對於 AI 的狂熱存在於各種事物上，我是抱持樂

觀態度看待，終究業者會適應這種快速轉變。中國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的董事王欣 (Jade Wang)，則指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社會很有生

存力，每隔 10 個月就有一次變革，所以接受變革可能是上策。 
 
一般而言，問題發生早於決策，所以管制可能是無用的，人類敏感於

生存需要，一種公開的指引是需要的，但是文字工作者，如翻譯可能

要面臨大規模的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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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則回應，生成式 AI 該台早有專業規範因應，以致有十分嚴格的編

輯政策來指引使用。而且為了問責需求，觀眾必須知道媒體何時使用

了 Generated AI 來製作節目。然而自動化的導入，的確減少了高階技

能人才之需要，這個轉變要觀察。Raza 則指出，在公領域的網際網路

世界中，AI 的入侵需要有管制機構來保護。 
 
Mckiernan 則於第二輪發言再強調，不要把 AI 視為影響未來的大事，

目前是一頭熱的產物。比如說，印度至今仍不會關閉標準畫質的衛星

頻道，因為社會需求依然存在。反而，要注重的發展是標準化與系統

整合，進入管制後這些應用都會朝大眾化的市場價格調降。 
 
Sadhu 強調，雖然要正面看待 AI 的貢獻，但是在公共廣電事業領域內，公共

利益一定是第一強調的方向，而且不要想用 AI 來生財。BBC 則回應，公廣的確

有巨量的影音檔案，需要 AI 的協助進行資料登錄與轉譯，但是這筆經費龐大，

能否負擔是一個關鍵。 
 
Raza 回應，現階段 AI 的確協助了新聞製播現場做更好的服務，AI Avatar 可見會

取代一些主播，特別是 24 小時新聞頻道的未來。Mckiernan 認為，News Masks
技術已經上線了，而 AI 與自動化整合的測試也是必然要做的。 

 
 這就是 News Masks
的標準現場作法 
 
 
 
 
 
 
 

王欣則補充，原本的廣播劇，AI 可以快速生成為 visual drama 的檔案。Sadhu 則

從公共服務角度提出，遠距教學的教材 AI 生成，Bollywood 很早也使用 AI 進入

內容生產，而 NHK 則使用 AI 創造手語自動化服務，這都是範例。BBC 則指出，

以影音檔案庫，來訓練大型語言模型 (Language Learning Model) 已成形。在許

多爭議中，本次論壇結束，面對 AI 是沒有什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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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角度審視 AI 

會議最後一天，則首次有ABU的智慧財產權與法規委員會 (IPLC) 召開年度會議，

以 Generative AI 之法律與倫理面向問題，進行主題討論。我方有幸得以參加，僅

將最相關的討論提供如下。 
 
ABU 的法律專員 Seemantani Sharma 博士提出觀點，她建議 AI 有相當解析能力

可應付法律上的疑難解析與訴訟提出，很多智慧性的人工都會成為無用。因此，

智財、分析與邏輯能力絕對不足以對抗這樣未來，必須發展出 factor X 的能力，

這些項目可能從 emotional、creative、space、consciousness、intuition 等方向去

強化。 現階段，應當現熟悉 AI 的理念與模型思考，同時保有獨立思考能力，培

養很好的回饋機制，對於管制的新作法也不能忽略。 

 
 
論道 AI 對於媒體機構的衝擊而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

資訊學院汪炳華教授 (Peng-Hwa, Ang) 發表專論。他提出 Generative AI 
不同於過去的 AI，其實更具有破壞性。要注意 LLM 模式的學習，透過此

得出的結果，會超出預期效果，或者驚人一擊，或者為幻覺。目前 AI 使
用的生態系統，必須要有人的介入在場。 
 
可以明確認知的 AI 錯誤，為 Deep fake，明確的倫理問題，為資料的監

控與獲取，但是勞工被取代之問題可能非倫理能限制。 
 
ABU 新聞交換部門主任 Deborah Steele (前澳洲公廣新聞部經理) 則提出更明確

判斷，他認為 AI 已經在新聞編輯室使用多年，但是 Generated AI 則是新的產物。

要注意產物分成兩種，一為無心之過的 Misinformation，與二為有心誤導

Disinformation，此為合成內容 (synthetic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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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 Generative AI 合成物的錯誤示範) 
 
客觀的環境惡化，導致生成式 AI 更大的負面影響。此包含： 
 
1. 大量增生的 online 內容，如同潮水般的沉澱渣 
2. 新的發展神速，不到六個月就創造五年努力的意圖 
3. 演算法製造更多同溫層訊息，以致社會言論極端化 

 
記者無疆界組織發表的巴黎憲章，有對此給予指導重點，包含： 
 
1. AI 發展要符合新聞學的核心價值 
2. 編輯政策要明確化採用 AI 的目標、規模與使用策略 
3. 任何 AI 的使用都需要揭露 
4. 不要用 AI 製作擬似真實世界事件的替代內容，也不要藉此使用，製

造抽離當事者情境 (impersonating individual) 的新聞內容 
 
她最後呼籲，知名的公共廣電與新聞機構，目前都加入禁止 AI 機器人的

徵用其內容，做為學習模型的素材之行列，以先降低 Generative AI 的生

成品質。她的立場就是，管制為先。 
 
最後，請來 EBU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資深法律顧問 Michele 
Evangelista，報告歐洲廣播電視聯盟的聯合立場。他提出一個基本問題，

就是 training data 的獲取，在 Generative AI 的產業鏈中，是否應當是用

現有版權法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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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場就以資料採礦 (data mining) 的概念，來引述版權法對於目前 AI
產業的規範。首先，要注意的就是 AI training 的需求，包含 
 
1. 第一層次，任何 AI training 用的內容檔案都需要授權 (尤其是有版權的標的

物) 
2. 第二層次，的確有例外的規定，對於需求引用大量資料之准許包含：科學研

究需要；特定的商業應用 
3. 第三層次，對於版權所有者可以保留權利，反對這樣的採礦，稱為選擇退出

權 (opt-out) 
 
目前歐盟的版權法立場，顯然授予相關權利給內容擁有者，對於 AI training 的需

求也可以訴諸同意或選擇退出權。(Directive, 2019/790) 但是如果有例外規定，則

例外原則優先使用。 
 
至於如何表達，究竟是權力擁有者必須出自准許文件，AI training 才能使用，還

是 AI 經過詢問後，權利擁有者出示 opt-out 之表達才能成立拒絕使用，這方面討

論還在進行中。一般而言，有三步驟來測試彼此底線，第一是否為特案，第二是

否 AI 徵用作為一種合理的開採；第三就是是否有不理性的導致使用者權利合法

權益受損。 
 
目前 EBU 的立場有分成兩派，如下： 
 
1. 傾向於 opt-out 者，訴求 (1) 必須經過合理的授權條件談判，AI training 才

能徵用 PSM 之內容；(2) 為避免造成 misinformation 效果，PSM 需要先設立

安全的內容保護架構 
2. 不傾向於執行 opt-out 者，認為 PSM 的內容交付 AI training 的徵用，反而易

促進生成有品質與信賴保證之內容產品。另外一個考量就是，保護過度反而

會有反彈效果。 
 
而目前歐盟的 AI Act，對此一爭議有揭示必須有的法律要件，保障執行不逾

矩： 
 
1. AI training 的徵用內容，必須有足夠的詳細說明使用情形 (透明度) 
2. 說明文件在解釋相關內容徵用的廣度，必須足夠解釋清楚，而非技術性的細

節只談論利益問題，要清楚說明使用到的私人或者公共資料庫內容。 
3. 歐盟除了設立 AI Office，檢視徵用細節的說明書，同時也管轄發生在歐洲市

場的 AI model，不論主要訓練場域發生在歐盟或者歐盟以外區域。 
 



 24 

本場研討會仍然有地緣政治上的強國考量，俄羅斯官方的廣播電視公司 (RTR) 
出席報告，藉此也讓人認識到不同制度下的 AI 詮釋。RTR 應當是俄國國內最大

的官方電視台，他們在國家政策清晰指導下，提出 AI 協助新聞學的看法，可供

參考：顯然不同是，認定 ChatGPT 神經網路對於一種創意新聞學  (creative 
journalism) 之發揚，有正面意義。這些協助，包含： 
 
1. 依據製播標準，創造新聞 
2. 從官方新聞稿中得出重要資訊 
3. 影像與聲音對生成文字之間的轉換 
4. 搜尋更精準的背景資訊 
5. 檢查資訊的真偽 
6. 對於外語發聲的影音進行翻譯，包含對於講者直接改變聲調用譯文表達 
 
另外一則指導文獻，則應列入考證，這是 YandexGPT2 neural network (只提供

俄羅斯使用者生成資訊) 生成的 AI 對於當代新聞學貢獻的想法，包含： 
 
1. 資訊獲取：簡化資料蒐集程序，更快找到資訊與更深入分析執行。包含自然

語言處理 (NLP) 與機器學習取徑，都能幫助從大量資料中解析出有見識的

意見。 
2. 資訊分析：分析的自動化，應付大量生成資訊的問題。記者藉由機器學習的

演算法，確認走勢、趨勢之於隱藏資訊的意義 
3. 內容產製：更佳與更有連結力的新聞內容，同時可以投向個人化新聞給特定

族群 
4. 增加工作效率：常態工作自動化，包含寫作、生成圖表、標示資訊類別。 
 
以上的貢獻看法顯然較於樂觀，尤其創造一詞，很有爭議。 
 

附記：本會代表出席氣候行動與災害防治工作坊 

 
本會代表作為 2005 年第一屆出席的一員，見證這二十年發展，台灣公共電視參

與 ABU 之誠意。自 2014 年出席印尼的廣播電視防減災第一屆會議後，從人道主

義與普世緊急救難價值指導下，我們更能貢獻與參與。 
 
循此方略，今 2024 年也在 ABU 數位廣電研討會第三工作坊主題：早期預警普世

人權 (Early Warnings 4 All )，更積極出席與貢獻台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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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以 2 月中發生的深坑鋰電池倉庫火災後，大規模的煙塵持續蔓延飄散

至台北市為例，指出目前警急告緊 Cell Broadcasting 系統的失靈，因為尚未把這

種新型災害定義作為告緊事項；第二件事，就是三月初發布的石門水庫缺水的警

報，這個雖有列入警急告緊的事項，但是有更深的災害生態意義。以桃園新竹高

科技園區為例，需求用水，甚至 TSMC 這種領頭事業也不例外。但是目前高階晶

片貢獻，如果在於 AI 與更多演算的運用，如果產生更多能源消耗，那溫室效應

的影響下，如台灣年度性缺水問題，將是一個循環惡果。這樣的生態，當然也就

回到產業本身受害。要防止惡性循環，告警的資訊不是只關乎民生的用水，還有

整個產業體系的協作，都需要給予更新，成為深入的解析與預報。 
 
這場工作坊的結論，也透過覆議通過一個宣言，就是“EW4ALL: Bridging the Last – 
mile for Saving Human Lives”。這個需求的肇因為，聯合國安理會鑑於目前全球有

50%國家缺乏早期預警系統的建置，所以律定要在 2027 年完成全部建置的目標，

將會導入更多資源完成使命。2023 年在世界大氣總署與防災總署的聯手召開會

議，同時請紅十字會與國際電訊聯盟 (ITU) 一起促成行動方案，開始以 Early 
Warning for All 的計畫啟動。真的不知道，台灣是否有包含在內？ 

 

 
 
會中，Sadhu 的專題報告，將世界僅有四個 (日本、韓國、印尼與德國) 例子列

入合乎廣播電視執行的早期預警系統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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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Sadhu 的看法略顯嚴格，台灣目前公共廣電的投入是否能稱為達標的早期

預警廣播，需要多加審視。在通過的宣言中指出，雖然自仙台綱領通過後 (2015
年)，聯合國與所屬廣電聯盟大幅的改革引進 emergency warning 的各種措施，但

是至今仍有一些國家未竟其業，在於： 
 
1. 媒體與國家緊急告警系統中心沒有好的連結 
2. 廣電網路與製播中心本身沒有達到耐災 (resilient) 標準，以致在大型災害中

損壞不前 
3. 廣播電視傳遞警報資訊之基礎建設沒有投資 
4. 因過去許多國家努力只在乎全國性電信基礎建設而忽略廣播 
5. 即或有基礎建設但與國家 DRR 政策的關鍵結合程度低落 
 
所以本次數位廣電年度研討會建言： 
 
1. 從聯合國已有的 30 個優先國家中，著手努力同時改變策略 
2. 防災總署與廣電聯盟要負責，重新定義教育訓練與推廣計畫，達成率要有更

快時程的搭配 
3. 鼓勵國家政府協助廣播電視系統的緊急事件的告警功能的建置 
4. 早期預警、防減災與緩災損三者概念，要落實於學校教育使年輕世代有影響

力去推動 
5. 小型國家的工作目標，在於整合製造商與產業的合作，使廣播電視傳遞系統

生態系完成 
6. 此一建議案呈遞給 World Broadcasting Unions (總部加拿大)列案，而聯合國防

災署則協助此列入聯合國的 EW4ALL 創舉計畫中。 
 
工作坊另外邀請 NHK 總局特別主幹與評論員藤下超在場分享，他是 2005 年時駐

在印尼亞齊省的特派員，特別與現在參與者分享當年採訪南亞海嘯災後所見，會

後，藤下超也特前來與本會代表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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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者：NHK 資深評論員藤下超 
(ABU 攝影提供) 

今年度 ABU 的氣候行動災害防治年會，將於 8 月由印尼公共廣播舉辦，於峇厘

島盛大召開，也在此工作坊上宣布與號召參加。而同作為印尼伙伴之一的印尼公

共電視 (TVRI) 也在最後一個研討會場次上，介紹何為一個永續性經營的公共電

視台，這是少見與珍貴的提報，茲介紹如下。TVRI 雖非最大但是為歷史最悠久的

該國電視台，近年來在切合國際規範下，將自我定位使命言明如下。 

一、何謂永續性目標：包含延緩環境衝擊、具倫理的內容產製、企業責任展

現、社區投入、孕育多元包容文化、強化長期經營意義、及有未來意義的產業

動能等。 

二、社區投入，結合衛星與增進偏遠地區的傳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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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 Green Production，期許 DVB-T2 規範帶來更多節能高效的運作 

 
 
 
 
 
 
 
 
 
 

 
 
印尼公視的提報，在某一方面實踐了聯合國防減災與 ABU 合作推動的 Media 
Saving Lives 創舉如下： 

1. 改變媒體人生產內容的心智，從反應式到主動式的防減災策略思考 

2. 將防減災實務導入媒體成為經營制度的一環 

 
亞太廣電聯盟舉辦此一數位盛會達二十年，也是本會親自出席該組織的年日。預

祝今年相關各種活動，本會都能有持續連結，同時共創面對變局的策略思考與行

動方案。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