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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筠駿   林崇偉   施懿芳 

 

摘要 

 

本論文以 TED 開放翻譯計畫為研究主軸，從「全球在地化」的分析角度進

行分析，選擇了從計畫開始便投入至今的翻譯志工與使用者進行焦點團體訪談。

希望找出翻譯志工的參與動機和閱聽人感受與想法，以探索出跨國組織全球在地

化策略的形貌。研究發現計畫的成功在於：一、高品質內容與便利的平台。二、

增加回饋。 三、以人情為主軸的策略。四、開放語言。五、結合其他策略並進。

六、創造貢獻機會。七、巧妙利用競爭關係。八、創造附加價值。 

 

關鍵詞：TED、開放翻譯計畫、全球化、在地化、全球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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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calization Strategy of Digital Content : 

A Case Study on TED Open Translation Project 

 

Yu-Chung Fu    Chong-Wey Lin    Yi-Fang Shih 

 

 

Abstract 

The major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TED Open Translation Project 

from the view of Glocalization. The focus-group interviewing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TEDTalks volunteer translator and users, hoping to find their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thoughts to explore the Glocalization Strategy of Digital Content. Finally, We find 

that som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1.the high quality content and the 

convenient platform.2. Increase feedback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mission. 3. 

Friendship as the central of the strategy. 4. Open the language of TEDTalks for TED 

Fans of other countries. 5. Combined with other strategies. 6. Creat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ribute. 7. Clever use of competition to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 8. To create 

added value. 

 

Keywords: TED, TED Open Translation Project,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G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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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90 年代，網路的出現，讓四散東西的人們有機會打破地域的限制，讓全球

人類有再次結合的可能，然而，語言的差異依舊羈絆著人們、語言的藩籬始終劃

分了彼此，語言仍是網際網路資訊交流的重大障礙與隔閡。因此，網路真的無國

界嗎？——至少 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以下簡稱 TED）是

這樣認為的。 

2009 年 5 月，TED 提出「開放翻譯計畫」(Open Translation Project)徵求志

願者為 TED 線上影片 (以下均稱 TEDTalks) 進行字幕翻譯。計畫一開始設有種

子團隊，利用專業翻譯將部分影片翻成 20 種語言，但之後透過志願的方式，翻

譯的數量已極為大增。截至 2011 年 4 月 3 日，目前已出版的翻譯影片超過 80 種

語言、5000 多位翻譯志工，TEDTalks 更被翻譯成 16600 多部影片(其中繁體中文

的數量為 740 部，見圖 1、2。)。從成效來看，該計畫不僅使得 TED 成功傳播至

全球，更讓語言不再具有隔閡。 

 

圖 1 位置 

 

圖 2 位置 

 

由於 TED 為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活動參與者多不

支薪，因此 TED 翻譯志工的翻譯工作所講求僅是信用。唯一的證明是每位翻譯

者和審閱人都可以在他們自己翻譯的影片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不但是一種榮耀，

更可作為一種擔保。 

同樣以翻譯傳播知識，於 2004 年台灣奇幻文學基金會執行長朱學恆所推動

的「開放式課程計畫」（Opensource Opencourseware Prototype System，OOPS）

便為類似案例。此計畫曾被視為讓開放式課程內容國際化的良好解決方案，更是

開放式課程在地化的表現。 

至今，開放式課程亦有超過 350 名翻譯志工的投入，和橫跨麻省理工學院 5

個領域的 33 個不同學科的 900 門課程上線。然而，即使課程經過翻譯，仍可能

會因為文化、政治與語言背景不同，而造成教學資源在地化的相關問題，不過，

TED 卻反而能藉此拓展全球，其獨特的數位內容全球行銷及全球在地化策略打

破語言、文化障礙，開啟跨國組織全球在地化之門，更證明了知跨國組織在地化

策略的實行方式與動員效果成了策略成功與否的關鍵。 

然而，前述可知，由於 TEDTalks 的翻譯完全是自志願性的工作，講求的純

粹是信用，因此，怎樣的數位內容和行銷手法能夠讓一個非營利組織在短短一年

半的時間如此地發揚全球，著實令人匪夷所思，究竟是如何動員才能達到如此成

就，能夠在不支薪的情況下讓 5 千多位翻譯者志工投入翻譯中？是翻譯者試圖貫

徹 TED「傳播一切值得傳播的思想」（Ideas worth spreading）的宗旨，希望透過

網路擴散想法，用思想的力量改變世界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呢？許多問題有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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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本研究鑑於過去無 TED 相關研究，更沒有專門針對 TED「開放翻譯計畫」

的研究，所以本研究以 TED「開放翻譯計畫」為研究主體，從非營利組織全球

在地化策略的角度，提出三個研究問題： 

一、探討 TED 開放翻譯計畫近年的成效和發展，以及如何進行全球推廣？ 

二、探討如何運用非營利組織的特性凝聚志工，以順利達到計畫目標？ 

三、反思台灣如何借鏡 TED 開放翻譯計畫的成功經驗將台灣文化傳播全球？  

 

貳、文獻回顧 

一、全球化(Globalization)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發展普遍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在策略的考量上自然也以

此做為考量，TED 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全球化概念的發展，自 60 年代起便有

陸續的討論(Held, 1999)。但是，全球化一詞的概念卻到了 80 年代才受到學界重

視(Robertson, 1992)。之後，全球化定義的討論便十分多元且豐富。 

像 Giddens(1990)認為，全球化是時間與空間的「壓縮」(compression)，使全

球凝聚成「單一個體」，全球化不只是現代性歷史下的產物，而是現代性的結果。

而 Beck(1992)認為全球化是距離的消失，被捲入其中經常是非人所願的。還有學

者認為全球化指涉民族國家與民族社會的統一性崩解(Slaughter, 1996)。此外，尚

有學者以其他說法解釋全球化。例如 Tomlinson(1999)認為，全球化是指當代社

會生活中，相互連結(interconnections)與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s)的快速且緊密

的網絡，是當代社會生活的特色。道出了全球化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之間

的關係，然而，也有學者持較負面的態度認為全球化理論僅是西化理論的別名 

(Nederveen Pieterse, 1995)。 

總之，眾多的討論都可以顯示出全球化理論發展的蓬勃，亦可知全球化涵蓋

的範圍十分廣泛，因此，對於全球化的討論自然可以從各種面向著手。經濟、政

治、科技、文化、生態環境各種面向都有人討論，甚至還有人以性別的角度剖析

全球化(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可見全球化無孔不入的程度，然而，正

如 Tomlinson 於「全球化與文化」一書中所訴，全球化是當代文化的核心，而文

化實踐則是全球化的核心(Tomlinson, 1999)。不論經濟、政治或科技面向的討論，

都不夠全面且完善，全球化還是要回歸以文化面向討論，才有面面俱到的可能。

因此，對於 TED「開放翻譯計畫」的全球化策略討論也要聚焦於文化之上，將

文化與翻譯之間的關係找出，方能思索其策略方向。 

 

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全球在地化」的概念（Glocalization）是 1980 年代日本企業集團發展出

來的行銷策略(Ohmae, 1990)，跨國企業要進行擴展時，為了滿足各地多樣的消費

者以及接近當地市場，利用全球在地化策略，在不同的市場建立從研發到後期產

銷一貫作業的生產結構，這種「在地性同化」（locally assimilated）的過程成為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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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業運作的主流模式(Cooke & Wells, 1992)。 

全球在地化的概念自上世紀八○年代興起後，在九○年代成為重要的論述。

其核心在探討跨國企業／組織／媒體應如何以全球眼光來適應在地情境，並強調

須因地制宜發展同中求異的策略調整。近年來，全球化理論的典範聚焦於全球化

與在地化的關係辯證，認為兩者並非是相對且明顯劃分的，而應該是在「同中求

異」，因為世界各地的文化、地方風俗、消費習慣與品味是永遠不可能統一的。

所以，Giddens、Robertson、Thompson、Huntington、Berger 等學者更進一步從

「連結」（connection）角度切入說明全球在地化的形式與途徑。 

Giddens(1990)用抽離化(Disembedding)說明全球化，認為人將脫離本土，但

身體本身的限制，讓人類確實過著在地生活，只抽離出文化，為在地經驗的全球

化。說明了全球化時代人們如何過著在地生活。而 Robertson(1995)取自日本國際

貿易將全球商品加以本土化的行銷策略，創造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的新概念，用以解釋全球文化與地方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Thompson(1995)則認

為全球化傳播涉及了「全球擴散」(globalize diffusion)和「地方採納」(localized 

appropriation)的過程。至於 Huntington & Berger(2002)認為全球與地方有四種關

係，即全球化取代本土文化、兩者融合、兩者互斥，以及兩者共存。都一再說明

了全球與地方的「連結」關係。 

TED「開放翻譯計畫」是全球性的計畫，又規定翻譯 TEDTalks 需要志願翻

譯者和志願審閱者的合作，所以需要跨國共筆的情形經常發生，也因此，跨國合

作與衝突便成為 TED「開放翻譯計畫」如何「連結」全球與在地關係的重要關

鍵。 

李政忠(2003)則融合了之前學者的對於全球與地方之間關係的討論，提出

「再地化」和「去地化」的觀點。所謂「再地化」指的是在地的創造，意即透過

異質文化的交流，對原先文化所產生的互動影響；而「去地化」則可分為「內容

去地化」與「形式去地化」。「內容去地化」指的是產品／服務輸出至他國或其他

文化世界時，考量到產品銷售，會對其內容進行調整；至於「形式去地化」則指

將內容轉化為當地閱聽人或消費者較能夠理解或接受的方式。由這一點來看，

TED 開放翻譯計畫顯然在其社群媒體的全球在地化策略裡提供了關鍵的功能，

並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翻譯」便是一道「形式去地化」的過程，提高了 TEDTalks

的接近性，讓他國閱聽人或消費者不再受制於語言限制，更能理解及接受。 

因此，如同全球化的討論，「文化」仍是全球化時代傳播的重點。尤其文化

產物要能行銷全球、進入地方，企業必須因應各地的特殊文化，所以「入境隨俗」

勢必是需要的。像 Straubhaar(1991)就提出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的概

念，說明跨國文本流動時至不同地區或相異的文化價值時，閱聽人會偏好選擇與

自身文化價值較為接近的文本。Sinclair(1996)也指出，跨國文本流動面對不同地

理疆界時，相異的文化價值與語言成為明顯的障礙。都說明了全球與在地之間文

化的關係。TED「開放翻譯計畫」，便是試圖打破此種障礙而存在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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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如文獻所訴，TED開放翻譯計畫自實施以來，已被翻譯成16600多支影片，

其中已有超過80種語言，以及5000多位翻譯志工投入，儼然成為非營利組織的全

球傳播模範計畫之一，著實有研究價值，而從研究問題又可知，本研究試圖理解

志工志願投入的動機，以及閱聽人對於TED開放翻譯計畫的想法與建議，以作為

分析TED全球化策略的手段， 

因此本研究以此計畫做為研究主軸，從「全球在地化」的分析角度，選擇了

從計畫開始便投入至今的翻譯志工與使用者進行訪談。本研究除了蒐集TED相關

資訊外，研究者也以「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group interview），針對TED

開放翻譯計畫，對於合適的研究對象進行訪問。 

本研究之所以借助焦點團體訪談法，是期望透過座談會參與者彼此間的討論

與互動，以激發出對於TED開放翻譯計畫的真實看法與意見，藉此獲取TED相關

數據資訊外之TED各相關人員的答案，以質化的資料補充量化數據資料之不足，

這樣不僅能了解資料不足之處為何，更能透過第一手資料交流及相互討論讓分析

觀點更為明確。 

 

一、研究設定（Research Setting） 

本焦點團體訪談的研究設定，考量其受訪者的背景與代表性，以及整體團體

的便利性，選定民國100年3月12日（六）上午9時30分至下午3點，於交通大學客

家文化學院HK206教室進行訪談，邀請TED相關各單位的五位參與人員，針對

TED開放翻譯計畫與其全球在地化策略提出經驗與見解。 

二、團體構成要素（Group Composition） 

本次訪談對象共五人，分別是蕭景燈、熊柏凱、林惠聰、周柏銳和林伊雯。

訪談以面對面的焦點團體訪談的形式進行，探討的議題從數位內容全球在地化策

略觀點出發，並聚焦於三種層面（組織網路平台本身、翻譯志工團隊、閱聽人）

之上，總訪談時間約五個小時，訪談進行時，以筆記及全程錄音的方式記錄，並

在訪談結束後，逐字撰寫訪問稿，再與文獻資料配對、整合，以分析出可能策略

並進行撰寫。 

首先，是具有翻譯相關經驗的部分。蕭景燈，曾任淡水真理大學副教授與蕃

薯藤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現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一直從事翻譯相關

工作與計畫，2011 年初的埃及革命，蕭教授為了向埃及人民致敬，特地將鼓舞

埃及示威者推翻穆巴拉克腐敗政權的流行歌曲《自由之聲》（The Voice of 

Freedom）的歌詞翻譯成繁體中文，以便讓更多華人得知埃及革命的意義。近年

參與的國科會計畫為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也與翻譯有

關。對於 TED 不僅有長期的關注與觀察，更是長期使用者，因此對於 TED 的認

識與見解非常人能及，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蕭教授的觀察與使用經驗對該計畫進

行一些分析。 

熊柏凱，是 TED 開放翻譯計畫中繁體中文翻譯數量名列前茅的資深翻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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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多數翻譯化學相關影片，從其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畢業，於加州大學河濱分

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攻讀生物醫學碩士，現任大東樹脂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工程師的背景便可明瞭原因。他目前一共翻譯了 64 部 TEDTALKS，在

繁體中文翻譯志工中現今翻譯數量排名第 5 名（曾於 2010 年位居第一）。選擇他

做為本次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原因是他除了翻譯志工的身份之外，不僅與 TED

組織有密切，並且還和 TEDx Taipei 的策展人認識，因此可以提供多元、深入的

資訊。 

使用者部分，本研究選擇參與過 TEDx 實體活動的志工做為對象，這樣不僅

能確保他們對於 TED 的認識程度，並且能以參與實體活動和線上收看進行比

較。首先，林惠聰，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現為工業研究院副研究員，就學

期間曾參與「2008 年清華大學青年團參與非洲迦納公共事務」，對新事物充滿

熱情與自信，勇於嘗試，所以接觸 TED 後便愛上 TED，因為上面有許多各式各

樣的新知，總能滿足他的需求。因此也擔任 TEDx Monga 志工，將工作與 TED

結合，現在，甚至啟發他投入以雷射光束電死蚊子的研究，對於 TED 的認識與

見解對於該翻譯計畫的策略發展亦將有不少幫助。 

再來，周柏銳，現為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大三學生，曾擔任 2011 年 1 月 15 日

TEDx Taipei 在華山舉辦的「下一個十年, 看見希望」活動志工。最後，林伊雯，

現為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大三學生。曾參與 TEDx Taipei2010 年 7 月 24 日在華

山舉辦的「創意三部曲: Unlearn. Play. Inspire.」，以及 2011 年 1 月 15 日同樣在華

山舉辦的「下一個十年, 看見希望」活動策展志工。整理如下表 1。 

 

表 1 位置 

 

三、焦點團體主持人（Moderator） 

此次焦點團體的主持人是由交通大學傳播科技學系助理教授林崇偉所擔

任。林崇偉對於 TED 有長期的關注，並參與多次 TEDxTaipei 與 TEDx Monga 活

動，對於 TED 結構和運作情形有深刻的了解與研究，契合本研究之主題，故為

本次焦點團體主持人之適當人選。 

四、焦點團體訪談大綱之擬定 

聚焦於本研究主題，本次焦點團體座談會所探討的議題為：1. TED 愛好者

的投入經驗與觀察；2. TED 開放翻譯計畫的現況與問題探討；3. TED 開放翻譯

計畫對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問題探討。從此三個主題，擬定出本次焦點團體非結構

式訪談大綱（見下表 2）。 

 

表 2 位置 

 

五、研究流程與執行 

本研究於民國 100 年 3 月 12 日（六）舉辦「TED 經驗與台灣 ─ 全球與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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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焦點團體座談會，會中，由主席介紹舉辦動機及與會成員後，隨即開始進

行各與會者的自我介紹和 TED 經驗分享。由於各與會者的背景與經歷不盡相

同，因此遇到相同的問題時卻常會有不同的見解，因此更能藉由討論激盪出不同

且新奇的觀點和想法。訪談結束後，將焦點團體訪談所紀錄的內容進行分析，歸

納整理出各面向，並說明其結果。 

四、焦點團體訪談之結果分析 

本研究對於訪談過程進行分析，歸納整理出各面向如下： 

(一)以高品質內容與便利的使用平台吸引參與者與閱聽人 

「內容為王」，一直是傳播產業發展的「鐵律」，因為只有好的內容品質，才

有吸引閱聽眾的本錢，「開放翻譯計畫」能如此成功，自然也不脫離這規則。正

因 TEDTalks 的品質夠好、水準夠高，所以能滿足各國 TED 使用者的需求，顯示

出 TEDTalks 中多元化的高品質內容之迷人之處，和吸引人的原因。 

 

「在工研院裡的工作多是強調創新和思考的研究，TED 在這方面便給了我

很多面向的思考和啟發，來自不同領域的知識結合，也成為「創新」的來源。」

（林惠聰） 

 

而 TED「開放翻譯計畫」的施行，讓 TEDTalks 的高品質內容傳播的更加順

利，因為閱聽眾在使用上更加便利，不必再受制於語言。 

 

「因為視覺化的東西比較容易被吸收，所以會全家一起收看 TEDTalks，作

為教育的來源，因為 TED 讓青少年接受外界的訊息時能克服語言的問題。」（蕭

景燈） 

 

然而，翻譯的過程便可能是使得內容「失真」的原因，因為 TED「開放翻

譯計畫」的缺點和 TED 網站介面本身皆有尚未顧及的面向，因此可知，若要吸

引閱聽眾，除了高品質的內容外，還需要便利的使用平台才行(TEDTalks 目前介

面如圖 3)。有參與者提到： 

 

「翻譯在 TED fans 的眼中看來，是需要改進的，因為缺乏平台討論翻譯計

畫。」（林惠聰） 

「希望 TED 在搜尋功能上能再精確一點，可能可以像 google 一樣可以分類

搜尋,對於我們要找的東西可以更精確一點點。還有現在能夠下載 TEDTalks 的功

能很棒，但是假如它有更便利的連同字幕下載的方式會更友善!」（周柏銳） 

 

圖 3 位置 

 

(二)增加回饋以加強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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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開放翻譯計畫」之所以能在短短兩年間達到如此成就，主要原因在於

TED 翻譯志工本身就是一群 TED「迷」，因為都是真的愛上 TED，所以才會願意

花費那麼多的時間參與翻譯工作，尤其是看到與自己背景相關的影片沒被翻譯

時，更會想主動進行翻譯。但是熱忱始終會耗盡，要能夠長久、持續的參與翻譯

工作，所需要的，便是閱聽人的回饋了。 

 

「由於自己是化學背景，所以翻譯的影片多以化學相關為主，而剛開始翻譯

時因為正有熱忱，所以一口氣翻了 2、30 部影片，但是因 TED 繁體中文翻譯者

不多，沒有翻譯者願意來審閱影片，所以必須向其他翻譯者一位一位地寄信尋求

審閱…，這個過程是比翻譯還難熬的，因為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在回應者稀稀落

落下，參與 TED 翻譯的動力完全被磨損殆盡，因此停了 4、5 個月沒有再去翻譯，

然而，TED 翻譯志工增加後，他翻的影片逐漸釋出，甚至獲得好評，在獲得閱

聽人的回饋後，覺得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所以才又投入 TED 翻譯工作。」（熊

柏凱） 

 

明顯可見「回饋」對於「志願性」參與的重要性，所以可知，熱忱和回饋，

是翻譯志工最大的動力來源。然而，翻譯志工的背景不同，對於 TED 的定義也

不同，然而，儘管對於 TED 的定義不同，但活躍的翻譯志工，其動機與熱忱是

大致相似的。參與過去年專門邀請活躍翻譯志工 TEDActive 活動(2 月 28 至 3 月

4 日)的熊柏凱在現場與其他翻譯志工交流後的心得是： 

 

「翻譯志工的翻譯經驗是相似的，但是我們對於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同，所以

藉由彼此交流與學習，才能讓開放翻譯計劃更好。而且，瞭解其他翻譯志工更是

使自己想要翻得更好的一大動機。」 

 

擔任 TEDx Taipei 策展志工的林伊雯也持同樣看法。所以可知，除了閱聽眾

的回饋之外，志工們彼此的交流與了解，也是重要的回饋之一。 

 

「因為每個人都很有熱情，信仰著某種共同價值，因此在參與過程中志工們

彼此間會相互激勵。」 

 

除了閱聽眾的回饋和志工們彼此間的回饋外，社會價值亦是重要的回饋之

一。 

「因為網路上有社會責任，彼此間的共同利益也讓一個人有力量。」 （蕭

景燈） 

 

(三)以人情脈絡為主軸的組織發展策略 

儘管講求信用，但要參與 TEDTalks 翻譯，還是有一定的規則必須遵守。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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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翻譯計畫」在語言要求上，TED 不要求翻譯志工必須經過正規語言訓練，

但唯一的必要條件是有流利雙語，此外，要能翻譯出文字之外的意含，例如能翻

譯出語調、風格和個性更好。而在翻譯過程中，TED 不要求翻譯志工的翻譯速

度和數量，就算只想翻譯一部最喜歡的 talk 也行，只是在時間要求上，必須要在

被指派後的一個月內完成。如果未能如期完成，TED 將指派其他人完成工作，

若想因此停止作業，則需連絡 TED。 

為了確保翻譯品質，TED 要求每段翻譯要由兩人共同合作完成，除了翻譯

志工外，還需一位(或一個團隊)審閱者進行校對，希望能透過彼此相互影響，而

讓 TEDTalks 更臻完美。這樣的制度其實有另一種目的，也就是想讓 TED 翻譯志

工們彼此接觸、研究，在翻譯過程中學習連絡其它翻譯志工，或者連繫其他會員

共同討論，甚至連絡 TED，以讓開放翻譯計畫的成效更好。至於，「開放翻譯計

畫」提供文字翻譯而非口語翻譯的考量在於提供文字翻譯，可以額外提供講稿讓

聽眾即時比對。 

在如此「開放」的規定下，困難通常不在翻譯過程中，而是在翻譯結束後。

由於 TEDTalks 影片翻譯完之後，必須經過審閱者的校對，但過程之中信件的一

來一往通常是耗時且沒效率的，甚至有問題也很難進行溝通，因此，實際面對面

交流的好處就顯現出來，顯示出全球式的計畫中人情脈絡的重要性。 

 

「在 TEDActive 活動後，Masahiro(一位日本翻譯志工)分享了他和他朋友所

發明能讓翻譯志工和審閱者溝通更有效率的工具，更使得審閱過程變得更快、更

簡單。像這樣的事情，如果沒親自參加 TEDActive 便不可能發生。」（熊柏凱）  

 

(四)以語言的開放吸引全球同好 

「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的想法，是參與翻譯工作的原因之一。因為翻譯志

工熱愛 TED，也希望周遭親朋好友能接觸 TED，共享 TED 的豐富資源，所以會

想介紹他們認識 TED，但是常常礙於語言問題而無法順利讓其他人接受 TED，

因此會覺得自己更有責任要去翻譯這些影片，突顯出傳播產品透過「翻譯」所達

成「形式去地化」對於他國或者未能順利、順暢收看 TEDTalks 閱聽眾的重要性。 

 

「台灣人習慣看字幕，只要影片沒有字幕，就算聽得懂也會覺得怪怪的或不

習慣，就像母親雖然是外文系畢業的，但是對於全英文的 TEDTalks 還是有些障

礙，所以我覺得實在有必要對 TEDTalks 進行翻譯，讓更多人了解和認識 TED。」

（熊柏凱） 

「TED 讓青少年接受外界的訊息時能克服語言的問題。」（蕭景燈） 

 

(五)多管齊下，結合其他策略並進 

2009 年，TED 除了「開放翻譯計畫」，亦開放品牌授權 (open licensing)，讓

全世界有心有能力的人用 TED 的模式和在其品牌準則下，來經營一個 TED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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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個由會員自行策劃，TED 官方認可的會議叫做 TEDx。以城市為名，用

在地的故事，用 TED 的品牌和在地的創新內容舉行 TEDx 活動，x 代表的是「獨

立執行的 TED 授權活動」 （independently organizes TED event）。這樣的策略讓

TED 成功的跨出了美國和打破了權威的界線，跟社群建立起互存共榮的關係， 

例如 2010 年 7 月 24 日「TEDxTaipei」在華山所舉辦的「創意三部曲: Unlearn. 

Play. Inspire.」，或者 2011 年 1 月 15 日同樣在華山舉辦的「下一個十年, 看見希

望」，都是將台灣的在地精神和全球文化結合的最佳例證。這兩項開放策略讓 TED

成功的傳播至世界各個角落，實體活動加上數位內容，大幅提升 TED 的接近性，

成功打響 TED 名號。 

「藉由 TEDxTaipei 的參與者，擴大 TED Open Translation Project 在台灣

的能見度，讓大家知道這個翻譯計畫。」（熊柏凱） 

 

(六)創造貢獻的機會，以投入換取自我滿足的策略 

投入「開放翻譯計畫」，不只是將語言進行轉換，更是 TED「迷」的參與表

現與貢獻機會。 

 

「TEDActive 活動上所遇見的其他翻譯志工，大部分人的參與動機都是因為

真心喜歡 TED，不過也是有一些特別的例子。他說德國有位翻譯志工因為患有

憂鬱症因此與人互動有障礙，但是在擔任 TED 翻譯志工後，獲得不少閱聽人的

正向回饋，不僅得到繼續擔任翻譯志工的動力，更使得病情逐漸減輕，願意走向

人群，因此，他甚至認為 TED 是「良藥」呢！」（熊柏凱） 

 

會志願參與翻譯工作者，語言程度已有一定水準，因此明顯可知參與翻譯的

原因不在於增進語言能力，而是其他原因，所以要實行能全球適用的政策時，必

須以「滿足」志願工作者為前提，創造貢獻的機會，方有成功的可能。 

除了實際參與翻譯工作，閱聽眾看完影片後給予意見，也是投入的一種方

式，因為這不僅是閱聽眾自身的滿足，更是與翻譯志工的交流，甚至和講者間的

互動，不只讓閱聽眾獲得滿足，對於品質的提升更為重要。如圖 4。 

 

圖 4 位置 

 

(七)巧妙利用競爭關係，以增加各國參與者績效與表現 

志願式的參與工作，本在績效的要求上便不能太多，然而，TED「開放翻譯

計畫」為全球性的計畫，涉及文化與國情之間的關係，若能善加利用，對於績效

與表現反而能有所提升，但如何拿捏之間的關係，往往是相當困難的。然而，競

爭關係的確是增加績效表現的關鍵之一，但是對於品質可能會有所影響。 

 

「大陸翻譯志工知道繁體和簡體有語言上的差異，因此早期名人榜上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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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惡性競爭，純粹只是為了數字增加…不過翻譯多了之後品質會變好 就不只是

搶數字。」（熊柏凱） 

 

可知負面影響僅是短期影響，以長期來說還是需要保持競爭關係，因為對於

數量與品質的提升仍是相當有益的策略。 

 

(八)創造附加價值，提高利用的可能 

TED「開放翻譯計畫」除了對於語言文字轉換的貢獻外，亦提供了許多其它

的功能與價值。 

 

「翻譯有可能加強與學校的互動，尤其是外語系，讓教師能藉此機會，將 

TEDTalks 介紹給學生族群。」（熊柏凱） 

 

所以可知，思索全球化策略時，除了顧及計畫本身所帶來的優點外，若能增

加一些額外的功能或價值，不僅能使對象在運用動機上有提升的可能，對於傳播

的範圍和領域也將有所幫助。 

 

伍、小結 

本論文以 TED 開放翻譯計畫為研究主軸，從「全球在地化」的分析角度進

行分析，欲發展全球在地化策略，自然地，全球化必須與在地化緊密結合，並且

以「全球」的思維在全球市場的架構下，找出適當的方法或角度切入，方能發展

出最適應本土市場的策略。本研究有幾項發現可做為切入角度的參考，可供國內

外營利或非營利組織策略發展作為借鏡。 

第一，以高品質內容與便利的使用平台吸引參與者與閱聽人。因為唯有高品

質的內容再加上能滿足使用者需求的便利平台才是產品最大的魅力與特色。 

第二，增加回饋以加強使命感。志願性的工作，動機與熱忱往往難以持續，

所以必須是時地提供適當的使用者的回饋、志工們彼此間的回饋，以及社會價值

的回饋，方能延續其志工的參與。 

第三，以人情脈絡為主軸的組織發展策略。參與同工作的志工，因為性質相

同，經常會遭遇相同的困難，因此若能加強彼此交流，以人情脈絡為基礎，不僅

志工們能彼此互惠，對於組織策略的施行更大大有益。 

第四，以語言的開放吸引全球同好。全球如此之大，對於同一事物具有相同

喜好是有相當可能的，但往往因為語言而造成隔閡，所以若能將產品的語言開

放，將提升全球更多同好參與的可能與機會。 

第五，多管齊下，結合其他策略並進。如同 TED「開放翻譯計畫」和 TEDx

數位內容加上實體活動的結合，將有相輔相成，達到綜效的可能。 

第六，創造貢獻的機會，以投入換取自我滿足的策略。志願性的工作，參與

動機是最大的動力，因此必須以「滿足」志願工作者為前提，讓參與者各自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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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貢獻的機會，組織策略的施行方能更加順利。 

第七，巧妙利用競爭關係，以增加各國參與者績效與表現。多元文化的今日，

各國情勢不盡相同，因此若能善加利用此種文化與文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

係，將有益於各國參與者績效與表現。 

第八，創造附加價值，增加利用的可能。除了策略所欲達到的目標，若能提

供更多利用或者其他價值，將提升參與者投入的機會和成功的可能。 

TED「開放翻譯計畫」型塑出一種獨特的推動數位內容全球在地化發展策略

與模式的典範。如何在志願性參與和不支薪工作的網路社群平台和機制裡，號召

並動員閱聽人、志願翻譯者和在地社群的投入，攜手打破疆域、語言和文化障礙，

啟動數位內容全球在地化的力量？這無疑是值得傳播研究者深入探索的議題，是

臺灣新世代傳播媒體發展必須正視的課題。但我們更殷切的焦慮與期待無寧是：

在「傳播一切值得傳播的思想」的命題裡，來自華語文世界的思想和你我怎麼能？

更決不能在這場未來網路地球村的知識饗宴和結構裡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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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截至 2011 年 4 月 3 日 TEDTalks 翻譯數量(截圖自 TED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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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TEDTalks 各國語言翻譯情形 (截圖自 TED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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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訪者相關資料整理 

訪談對象 訪問日期 職位 TED相關角色 

蕭景燈 2010/03/12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TED長期觀察家 

熊柏凱 2010/03/12 工程師 TED翻譯志工 

林惠聰 2010/03/12 工研院副研究員 TEDx Monga志工 

周柏銳 2010/03/12 大學生 TEDx Taipei志工 

林伊雯 2010/03/12 大學生 TEDx Taipei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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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研究之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議題討論一 

1. 自身背景與 TED 的關係。 

2. 參與 TED 活動的參與經驗分享。 

議題討論二 

1.  TEDTalks 的觀看經驗與建議。 

2. 對於 TED 開放翻譯計畫的想法與建議。 

議題討論三 

1. TED 能享譽國際的關鍵因素思考。 

2. TED 如何透過開放翻譯計畫結合在地資源？ 

3. 反思台灣如何創造類似計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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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TEDTalks 介面 (截圖自 TED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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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TEDTalks 閱聽眾討論串介面 (截圖自 TED 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