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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因體中心網頁 

獲得院內網站評鑑獎的六個月後，我接到了主辦單位的電話，說我還欠他們一篇分享經驗的文章。這下子真的

是讓我陷入一團混亂的思緒中！我該如何下手呢？我該如何告訴大家 GRC 網站誕生的故事呢？ 

它其實是個線上出版品 

為了取得靈感，我找出由 Gerry McGovern 和 Rob Norton 合著的 Content Critical，這本書是在我們著手建置這

個網站之前，我就先讀過的，它在制訂網站的方向以及範疇方面，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買這本書已經是 4 年前的事，令人驚訝的是，它依然很實用。因為大部分資訊相關的參考資料常常很快就

被淘汰了。基本上，我們相信一個網站的維護，就跟維持一個期刊類的出版品運作相同。我們希望讓來我們網站找

尋資料的讀者能夠帶著他們所需要的答案或是線索離開。網站與傳統印刷出版品的不同，在於它能快速地更新，也

意味著能夠在適當的時機把切要的資訊傳遞給相關的讀者。 

確認讀者群 

那這些讀者是誰呢？任何人嗎？不！當我們開始建立這個網站時，基因體研究中心才剛成立，所以我們希望相

同領域的科學研究學者能夠先認識我們。更重要的是，我們並不想侷限於臺灣的讀者而已，所以相較之下，英文的

版面更重要。然而，我們也瞭解要讓中心贊助者瞭解我們在做些什麼事情是很重要的，而這裡的贊助者指的當然就

是全臺灣的納稅人囉！ 

因此，我們的目標讀者已經確立，接下來就是要確保我們提供的資訊必須是：簡單易懂卻又不落俗套，而且有

學術味的，這對我們來說的確是個挑戰！ 

確立內容 

網站內容的確是關鍵。對我們來說，這包括了整體的外觀、質感、文字、圖片和排版。 

網站版型架構的定義並不難，因為我們當時並沒有很多人員，也沒有什麼複雜的事件要報導。問題是，過一陣

子之後連我們都受不了一再重複地看同樣的內容！當你太過於熟悉某個東西的時候，你就會對它視而不見。 

幸而事情有了轉機。我們開始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這提供了我們大好機會去練習做一個發行者。我們的團隊漸

漸地學習到：如何去寫科學相關的新聞稿，如何利用圖片來補充說明，也學習去配合論文刊登國際知名期刊的時限

去發表新聞等等。 

資料的取得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在現有的行政架構內，我們不一定能得到值得刊登之消息的第一手資料，有時

則是根本拿不到。截至目前為止，除了徵才訊息和演講公告以外，我們內容更新的速度仍是很慢的。我們知道離這

個目標的達成可能還有點遠。 

建立團隊 

沒有好的執行，什麼計畫都是空的。理論上來說，一個網路出版團隊最少包括了發行者、編輯、作者、投稿人、

校稿、網路規劃師、程式設計師、美術人員和系統管理員等角色。 

在基因體中心的資訊組，全體組員都參與這些任務，有些瞭解他們的角色，有些則是參與其中卻不知覺。 

我覺得目前最大的成就感，來自於我們的美術人員願意去學習科學相關的知識，並且開始透過與研究人員的合

作來製作解釋研究的示意圖。同時，我們也學著去採訪研究人員。雖然有時當受訪者是地位崇高的科學家，而又需

要在短時間內消化製作出必須公開發佈的新聞稿時，壓力有點大！針對這一點，我們倒是採正面迎戰法，並計畫找

機會在平時作科普相關的報導練習。 



系統工程師以及程式設計師都是我們的幕後英

雄。有一次在伺服器的例行維護時，整個網站的資料

庫不小心被測試資料所覆蓋而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

幾乎整晚熬夜，用 Google 搜尋舊有的頁面再複製回

來。從那次的事件之後，工程師會確定有多個的備份。 

最大的鼓勵來自於我們的中心第一任主任—翁啟

惠院士！他不但提供我們整體的方向和意見，還會時

常瀏覽這個網站。這絕對是我們向上推進的動力。 

然而，故事往往都有殘酷的一面。資訊服務的項

目瑣碎而多元，因此，要如何在零星空檔中找出空間，

讓同仁們能發揮創意且保持熱忱以追求更上一層樓，

而又不致於本末倒置或負荷過度，也就成了我的重要

課題。 

未來展望 

在網路科技持續發展之下，我想「網站」會變得愈來愈像生活用品。即便是現在，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對於「網

站」的定義也都不同，可能是：網頁、內網、甚或應用系統等。 

 可以確定的是：愈是年輕的世代，愈習慣使用網路。並且人們對於內容也開始有所要求，他們會講究文字的

犀利、彩色的圖片、漂亮的版型、影片、聲音、動畫、快速的傳遞、以及安全性。看到在天涯海角的其他人是如何

使用網路，會令人有些焦急，因為視訊會議、網路上課、線上即時研討會、和互動式海報等等，這些事都正在發生，

而且有些人習以為常了。 

最近我們安裝了一個軟體用來分析網站的流量和訪客的來源。我們發現，英文版的網站在大約一個多星期（7/1-7/9）
的資料收集中，從國外連進來的總共約有 200 次有意義的瀏覽次數，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大陸、印度、新加坡、日本、

法國、英國、和德國等。而我們所定義的「有意義的瀏覽次數」是指每次登入網頁後，會瀏覽 3 個以上的網頁才算數。

大多數的訪客都是瀏覽首頁的新聞，而目前的首頁新聞是關於本中心研究員在癌症製藥上的重要研究。 

就中文版網站而言，我們偵測到國外的有意義的瀏覽次數雖比英文版網頁稍微少，但是也同樣來自許多不同的

國家。 

 這些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有認真的讀者，我們就一定不能懈怠！ 

（註：本文原刊載於《計算中心通訊》2007 年第 17 期電子報，另轉刊登於週報，期將經驗分享更多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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