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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結合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的處理模式、區域網路連結(Intranet)以及無遠弗屆的行動通訊(Mobile Communication），

帶領著廣播邁入了新的紀元，進而結合了新一代的資訊系統成為一個完整的模式，可謂架構成為一個廣播資訊系統

（Broadcast Information System）。以上述三者為鏈路，相互之間的結合成為即時傳遞新聞節目、數位化的節目製作，以完

整的播放模式、節省成本、符合人性需求，以及最佳的播音品質呈現在在所有的聽眾面前。 如何將廣播與資訊系統相結合

呢？或許這個議題過去一直提出，但是在現今的廣播界中仍然意見紛沓不齊，始終無法做出一個有效的整合。本研究實際

的探討廣播節目人員及廣播修護人員的需求因素為動機，整合節目中的新聞、製播、自動控制以及互相協調等機制，再佐

以廣播修護人員在裝備控制上、操作上作一結合，以符合現今廣播能量的需求。廣播資訊系統（BIS）藉由理論之探究先

行完成各個獨立系統的模型（Dalet51），繼而將其結合成一個完整的架構。並以漢聲廣播電台為對象，將行動通訊做為新

聞採訪工具，區域網路的模式作為傳輸工具，依照現行使用播錄音方式，採實際驗證測試完成整個系統的建置與規劃，藉

此完成一套合乎低成本與人性化介面的系統－廣播資訊系統（BIS，Broadcas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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