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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在探討設計個體間籍由共同合作所產生設計資料之溝通與管理模式，以電

子媒體為對象，研究溝通媒介、工具、內容、規範、權限、方式等內容以提供實際可行

之專業間合作方式 O 內容包含溝通媒介與溝通方式探討、決策模式建立及決策執行流程

規部等主要項目 O 本研究希能建立設計與專業顧問溝通之媒介工具、建立溝通規範與電

子媒體溝通模式、提升二地溝通便利性、溝通內容多樣化及提供業界執行設計與建築業

務上實際應用之參考 O 涉及內容包括將資訊存於媒介之專業個體對設計所作之修改，包

含圈面及非層面資料 O 內容討論、設計限制條件之溝通則由專業共同參與 o 決策模式由

執行流程配合實行，決策個體問意見溝通涉及應用媒介與工具記錄、同意、修改、檢核

等作業內容;溝通規範包含工具、媒介、參與者、溝通內容、溝通方式、溝通技術及權

限設定，最後並以海報設計一例說明操作過程。

關鍵字:電腦輔助設計、合作式設計、規劃設計自動化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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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務通常以合作方式執行 (2 、叭，合作角色包括主導、整合角色之設計部門。其專

業素養之各合作個體各有其設計價值觀及不同資料處理權限 (6 J'然而在處理相同主題下，常
因溝通不良而產生執行上之衝突，故溝通媒介執行方式在專業問須有明確協定以規範使用權限

及流程(8J 。由於參與個體可能為數眾多，且須不斷修改，故須對不同時段中設計內容確定以

權限規範之。

設計製版前之準版階段一般包括編輯組版與製版二大工作，構成版商內之國文在組版時會

經過修正、修剪過程(1 、 3 、心，版面在組稿前後亦經過草圓規劃與尺寸、位置、比例調整

過程 O 傳統關文資料格式以手稿、照片及植印文字居多，修正再製過程不僅費時費事，且涉及

不同之生產個體，須額外協調合作 O 參與人員與修正過程關係如圖 l 所示，圈 1 左閩中循環之

雙向箭頭意指設計資料提供者、設計內容與監督間不斷須於同一時間地點溝通、討論，執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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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影響範圍較大，如能將範園縮至如閩中右圓所示，則可減少溝通協調工作，就設計者對設計

內容之控制言之，可提升直接操作之效率與便利性 O 右圈中循環之箭頭意指設計資料提供者將

設計資料交予監督後，監督可直接反覆處理，後續設計更正無須每次均要求所有提供者於同一

時間地點溝通、討論 O

傳統設計方式 應用電子媒體設計方式

關 l 設計修正影響範圍比較

美術設計師 設計內容

本文目的在探討設計個體問藉由共同合作所產生設計資料之溝通與管理模式，以電子媒體

為對象 p 研究溝通媒介、工其、內容、規範、權限、方式等內容以提供實際可行之專業間合作

方式，提供決策過程與資料處理之參考 O

本研究以現有資料處理技術為基礎?參酌合作式設計理論 9 合作式設計在本文中以電腦應

用程式輔助完成曹文後將以電腦輔助合作作業(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ork '簡

稱 CSCW)稱之 O 以平面廣告實例說明操作方法、步驟，屬於一設計操作之建議方式，實務中實

例驗證部份仍有待進一步分析及後續研究 O 本文說明之模式為操作層次上之模式應用會理論則

以溝通理論及合作式設計為基礎?說明以設計為主之操作 O

二、設計溝通

設計本質為創作，以個人或群體之力量解決設計問題 O 今日不僅設計分工趨於細密，距離

因素更增加對設計過程管理之需求 O 譬如設計單位分公司之設立勢必增加溝通之需求，溝通時

不僅需以設計資料為根據，構通後設計資料之更新及傳遞更是完成設計作品不可或缺之工作 O

在觀察設計活動的認知研究中，設計過程也是一種「觀看…動作…觀看」的關係 (13J 0 因此整

合不同參與者之設計內容並且以視覺方式呈現?乃是設計過程具體之表徵。

設計溝通合媒介、工具、規範及方式。溝通與管理常互為影響，良好的溝通有助於推行管

理決策，但繁複的溝通過程與頻率卻影響被處理資料更新效率甚至內容之正確性 O 但設計中專

業再分工已使溝通複雜性增加，相對資料種類與數蠶亦增 (5 、 11 、 16 J'故唯有提昇管理效
率以解決問題。管理相關工作內容應愈簡化愈好，以傳統美術指導負責工作為例，其所整合之

人力資源及視覺資源極廣，額外付出之管理工作相對於設計工作量而苦，佔有相當比例，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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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設計水準，同時減輕管理負擔或疏失，則可降低設計成本，提昇執行效率 O

2… l 溝通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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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溝通媒介以照片、植印文字及排版用紙張為主，不同視覺媒體或宣傳文字均以輸出

(printout) 或印製稿為媒介，革圖與正稿均悶，設計者因而需要各種美工器具再處理設計內

容 O 溝通媒介除用以記錄設計內容外，亦用為修改設計時討論、更正及標示之媒介。故媒介本

身涉及設計者構思時個人內部溝通、設計者閱或設計者與業主筒之人與人溝通、甚至設計小組

或設計小組與顧問間之組織與組織溝通之憑藉口 2 J'使用層面極廣。
當桌上出版系統(DTP)廣為業界採用之際，溝通媒介己因形式之改變使設計過程隨之產生

變化?譬如電子檔可直接用於分色印刷，照相可用高解析度電子數位相機直接擷取實物，影像

直接存於相機內記憶晶片或磁片中，然後經由視訊卡將影像轉成電腦檔;攝影機亦有類似功

舟，使用時僅將存成動章之影片分格檢視再逐格選取即可 O傳統照相、洗片、放大、沖印流程，

如今已可由攝製、轉檔取代，時間更經濟，過程更簡化。所以資料形式變化，使對應之管理方

式亦隨之更改 O

2-2 滴通工具

溝通工具可分為硬體及軟體工具二種 O 前者如電腦，後者如管理設計圓面的目錄軟體或應

用程式中之出版及訂閱功能 O 溝通規範指雙方藉由工具、媒介溝通時須遵守之規定?使用對象

為設計資料之記錄、修改、向意、更正及檢核 O 當設計過程決策涉及不同參與個體之意見時，

尤顯規範建立與執行之重要性 O 國設計內容來源不悶，為確保版面內容正確性，美術指導尤須

針對錯誤逐一記錄標示，確定吏正無誤之後再更正原稿，修正流程如圓 2 所示 O 某些自動更正

功能雖可加速修正流程，仍須美術指導同意後方可執行指令 O

植入圖文 排版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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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適當溝通技術可協助區隔二地之設計者共同進行設計 O 固然藉由數據機可傳送檔案，

數位相機拍攝之照片已可由電話線路傳回編輯，但仍有時問差。二地同時設計、討論已因許多

公司業務推展而益顯需要，不僅可利用當地設計人力發揮地方市場特色，亦可擴展行銷據點。

溝通工具通常可根據時間與場所的矩陣分為相同時間(同步 synchronous)與不同時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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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asynchronous) ，相同地點(面對面(付fa侃ce-一一一切.

作業環境〔口10的) 0 二地溝通最有效率方式為同時呈現討論內容，允許單方依序修改，雙方均可參

與並討論設計 O 現行溝通方式多待他方接收圈面後，再以圖面為電話討論依據，不僅確認範圍

困難，旦易發生誤解 O 同時呈現討論內容於電腦螢幕上之需求已可自視訊會議滿足，會議雙方

設計之內容均可經攝影機拍攝後，傳輸至對方，聲音與影像現已可即時呈現，最重要者為程式

視窗允許對方觀看執行過程或結果，並交換修改權，修改過程可錄影，並可記錄時間以供日後

資料管理及參考用 O

當設計參與者分隔三地須同時溝通、討論時，除上述程序外可使用白板程式 Cwhiteboard)

於他方電腦呈現己方螢幕畫面，故滑鼠在應用程式中操作過程與結果雙方均可觀看，以遠遠方

溝通目的 O 遠方修改，己方亦可同樣即將觀看 O

2-3 電腦輔助合作作業

資料溝通與管理建立在電腦輔助合作作業之模式上 O電腦輔助合作作業是由資訊技術來輔

助的多重參與的系統，並且針對共同對象進行合作，泛指一種在電腦輔助下群體合作的作業方

式00 ， 14 ， 15J ，就字面上的意義而言，特別指由使用者所設計電腦系統，用來輔助工作中與其

他參與者在合作方面的需求 O 在過去一般的經驗裡，在群體合作的狀態下，通常溝通的困難與

花費(時間與金錢)隨著距離的增加而增加 O 所以參與設計的成員通常採用傳統的作業組群，

延續過去的工作習慣，在辦公室或會議室中人員可以密切的工作，其他比如圓面的輸出、曬印

藍圖、或是技術的參考、資料的搜尋的相關設備，也盡量安排在同一個地方，便於隨時所需 O

然而透過電腦輔助合作作業，結合電腦輔助設計與通訊的系統，可以減少對共同地點工作的需

求，不同分散各地的設計單位可以藉由虛擬的設計工作室來一起工作 O

esew 成被認為是一種應用電腦工具的群體合作作業型態，合作的架構則偏向於既維持個

別使用者的工作能力又可滿足群體溝通的需要 O 由於電腦輔助合作作業的合作必須考慮的不只

是單獨操作者使用溝通工其或設計工具的問題，若涉及所操作的系統必須共用的情況下，將使

合作模式顯得更為複雜 O 一般而霄，在電腦輔助合作作業下合作的模式，依不同情況可分為單

一工具的溝通與共同工具的溝通兩種 O 前者指參與合作作業者所使用工具在無共用的情況下的

合作模式，可再細分為單一參與者與多重參與者兩種 O 後者指當所使用的工具基於合作的臣的

必須共享峙，所共同使用的工具不再只是溝通的主題，同時也是溝通的媒介 O

自於設計作業分散的特徵使得設計闊的溝通成為最重要課題，連帶設計工其特徵必須能結

合不同工具、具備統一溝通的介面及容許不同的設計表達方式。優點亦包括增加共同參與者問

瞭解、降低設計內容的不確定性、延伸設計的範圍及可儲存與協助決策的過程。

三、設計資料管理

電子資料格式具有複製、修改便利及自動整合介宙之優點 o 介面影響工作流程執行效率受

(見聞 3) ，人工控制資料介面涉及對人力資源及資料生產之管理協調，相較之下，自動或以軟

體控制之介間可提供部份設計資料管理功能。現在電子排版軟體幫助之下，可以單一檔支援由

草稿至正稿之內容，並直接在圓檔中進行更正及文稿植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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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設計方式 應用電子媒體設計方式

園 3 設計修正界面比較

當創作國文、照片來自不同作者時，分散之創作內容使須管理以應排版前各別修正之檢核

及排版時整體編排所需。一般業界企懿製作文件流程如圖二所示，各創作稿類不同，後續修正、

修剪、或描繪者可能與原創作者不間，美術設計與美術指導所負責工作內容亦不相似 O 不同參

與者加上不同資料形態常使不斷循環的製作修改過程變得複雜，即使因案件規模不大而由單人

指導時，亦須經歷同樣流程。

分別創作圖文須作修正，版面亦有草圖與正稿之分，因編排設計涉及不同角色及各種設計

資料型態，以往版面內容均由人工執行更改，且須遵循製作流程以確保最後內容正確性。以文

字為例，植入文字經校對更正後方開始正稿製作 O

3-1 物件導向技術

物(牛串連與植入(object inking nd mbedding 簡稱 OLE)係由微軟公司發展?該程式允許

使用者"就地編輯"( in-place edi ting) ，即在一程式中同時開啟用於建立某種資料型態之母程

式以執行編輯，相當於同時啟動工程式(7) 0 開放文件(OpenDoc)係以蘋果公司為主之聯盟發展

出之程式，在與系統軟體結合下，將各文件視為附有工具箱之個體，可獨立編輯後結合各文件

存放於一處，具有節省記憶體空間優點O 開放式文件架構允許使用者保存不同版本作為記錄，

就合作設計而言，允許不同評論者對設計草稿修改、註記，進一步提昇溝通效率O

上述二者皆應用物件導向(object-叮iented)技術，向時具有如"拉置"(drag nd drop)使

用上之便利，但目前應用程式不多，僅限於少數套裝或合文書處理、繪閩、資料庫、通訊等模

組之軟體 O 至於廣泛應用仍有待作業系統及軟體公司持續發展。現有輔助功能以出版與訂閱程

式居多。

簡報軟體亦可視為溝通與管理工具之一，其功能在以系列方式呈現文字、圓形、甚至動靈

之應用程式，其有整合不同設計格式之功能。雖然簡報為其主要應用範疇，仍可視其為一表達

設計內容之管理方式 O

3-2 艾件或應用程式為主之管盟

文件管理方式依照資料處理方式而有不同 O 文件為主 (document entric) 程式為主

(application-centric) 代表三種截然不同之電子文件管理方式 (7) 。當使用者開啟舊檔時所關

心者為應用程式名稱，但當其欲執行資料庫管理或建立 3D 模型時，則首先選擇適用功能。所

以文件為主之作業系統以本質或功用來認定資料，應用程式為主之作業系統則以程式為資料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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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依據 O 譬如一組用於模擬之立體模型資料與由某3D 軟體建立之資料分別透露應用觀念上

不同之認知 O

文件及應用程式之作業系統反映至設計作業上則分別代表二種不同作業流程:前者分別建

立各種格式文件，最後整合;後者則完全依賴應用程式內建功能集中建立及排版，因此前者就

設計分工而宮，較符合現有原稿創作方式O 後者則需模仿手工剪貼方式，將文件內容於檔案聞

傳送 O

軟體界面設計之方便性的確直接影響使用者對設計資料之操作，本文中實例操作時設計資

料提供者仍利用相同檔名儲存更新後之內容O 為使不同版本發行之稿件、原始檔、設計成果得

以保留以供後續參考、比較、可從命名、檔案性質描述、圖像目錄等方式輔助管理，而命名方

式可將版本、日期、修改者、設計案名稱....等項目納入以區別內容O 然而在本文實例中僅包

括修改者、內容簡述，並未包合詳細之命名方式以進行版本控制操作O

3-3 屆檔辨識

管理常以工具輔助之9並以提升效率為主要目的。電子檔在電腦作業系統中可用圖像(icon)

或檔名呈現，性質類似或屬於同一設計之檔案常以不同檔案夾分類儲存，然而圓像大多形似，

僅憑檔名亦難以了解儲存內容，故有軟體使用內容為圖像，以利辨認O 然而易於辨認僅為管理

先決條件之一，檔案間關係架構仍須建立O

3-4 園擋回錄集中式管理

建立園檔目錄最直接方式為將圈檔內容以簡圓(thumbnail)直接用於圖像 9 依序排列?目

錄內容經由索引介面與原檔連接，故可經由目錄檔直接獲取原檔資料會使用者僅須開啟自錄(見

聞 4 )便可複製內容?並貼至其他檔內O 如一版面使用數闊形檔資料，便可將各檔彙集成一目

錄 O

[u障

體是?聽
shop-4d-color I piet2勻。od

(> Jm~q，s Tolal. 1 Im~q， S.l.clod

圖 4 圖像目錄

集中式管理程式須針對管理內容另建一索引檔，自檔中開啟欲採用之圓檔並存於預定格式

內，各檔以簡化圖像表達，當使用者進行編排工作時，以索引檔為唯一開啟之檔案，無須逐檔

至各檔案夾中重複搜尋、開啟、關閉等動作，然後藉由代表各檔案之圖像選取、拷貝及張貼以

應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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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設計資料索引…出版與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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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排版方式將留文片段分別自原出處剪下後貼至於版面上， "剪貼"之工作方式已被許多

排版軟體功能模仿，且經進一步簡化程序，在建立丘文件問策引聯繫後，僅需定義剪貼內容與

範圈乙次，即可自動更正。

出版(publish) 與訂閱 (subscribe) 為電腦作業系統提供之功能，可在許多應用程式編輯

(edit)選項單(menu) 中選取執行。訂閱係於某檔中指定某項被出版圖文並安置於適當位置 O 出

版係將圖文片段自檔案中選取，將其使用權限開放予特定取用者一部訂圓者。被出版圖文即形

成與一般檔案類似之圖像 (icon) ，內容更正時所有訂閱檔中相內容部分即隨之更新，圖 5 顯示

重複使用某一出版內容後?經過外形修改產生與原設計截然不同之風貌 O 此應用常見於建築國

件(symbol) 製上 O 與剪貼不同處在內容更新詩後者須再執行一次，分別關閉及開啟對應、檔案，

但在出版與訂閱中只須直接關啟出版檔修改即可自動更正 O 故就使用開放程度而論，一檔可由

無數個出版檔構組而成(見聞 6) 0 出版與訂閱可複層式 (nested) 定義，即一出版內容可由其他

出版內容構組而成 O 當複雜設計內容須也不同應用程式產生，或由不同單元模組構成內容時便

可應用。

嵐 5 訂閱內容隨出版內容變更而更正

出版檔I

訂閱檔 出版檔H

出版檔III

闡 6 由多種出版檔構成之訂閱檔

出版與訂閱提供良好的圓檔管理功能?在不間應用程式環境中，最後成果可在參與個體不

同下獲得整合之便利性 O 各單項內容建立者僅負責其權限範圍內允許之修改 9 整合性成果中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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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排版位置、範圍之變動，限制各參與著修改成果權限 O

出版與訂閱功能亦可應用至改圖上 O 一般園園更改以輸出稿為工作參考，但在電子媒體逐

漸普及下，直接修改電腦擋不失為一便利方式，但為顧及原檔內容之保存或對照，以複製檔修

改未必是最佳選擇。應用出版與訂閱功能時，可將被修正稿視為訂閱者，原稿便視為出版者，

使被修改部分自動於原稿中更新 O

圖層(layer)觀念亦可應用至修改管理上(見聞 7)。欲修正內容在被同意採納之前不應更改

原稿，故須有一空間暫時儲存建議之修改內容，如同措圖紙可車接置於正確位置上供設計者討

論參考，圓層可支援暫時資料儲存及對照修正前後內容所需。修改圖苗時可指定某一圈層為訂

閱者，存於於所有修改而尚未許可之出版物，該園層可即時反應最新修改內容，同時為原稿提

供多一層保障 O 如修改者涉及不同個體，可使用數個圖層同時管理，分別鎖定 Clock) 內容以防

他人無意中更改。

訂閱檔 出版檔=修改檔

A
夜裂

'-- L且v 原稿 原稿複製檔

~
'-帥"闖關

周圍層
d

記不同 自身更正

見

不

註

意

園? 圈層於修改管理上之應用

3…6 水平/張萬分工及同步/非問步方式在資料溝通與管理所面臨問題

一般設計合作時垂直分工所碰到之問題為相互關係密切，任何一項決策均可能對後續作業

產生重大影響;水平分工如因項目區分可減低垂輩分工決策影響衝擊，但也碰到各項目間協調

配合之問題 O 同步合作需各參與者或部門相互配合，同時/同地或同時/異地進行設計工作;

非同步方式則需考蠶不同參與者或部門完成工作問之先後配合關係，甚至必須考蠶部門間工作

效率及資料更新之配合 O

本文中設計水平分工以負責項目區分，垂直分工則以對負責項目之直接操控為主，水平分

工中各負責項目則以非同步方式進行。在資料更新及初步整合時則可以間步方式呈現於作品

內。

四、版面圖文設計模式

由前述設計溝通及設計資料管理之探討可歸納出一有別於傳統之版面圖文設計模式，以電

腦輔助合作作業方式為依據，多人同時或不同時進行，但仍有一主控者負責聯絡及完稿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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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可分為下列四步驟說明:

4-1 建立出版檔與訂閱檔

101

指各圓形、文字單元經由不同創作者分別創製 O 國文可能出處不一，內容亦以不同格式

(data ormat)儲存，使用電腦平台(PC 、 MAC 、 wor沈ks討ta抗tiωonω1ο)能亦不-一咱恥巴-巴

類可能跨越文書處理、 3D 型建構、上彩等不同領域。如以整體合作過程觀之，本步驟即產製

設計原始資料之過程，允許個別創作者就其專業發揮O

4-2 設定工作環境

指用以整合設計原始資料之方式及範圈O 常見之工作環境(working nvironment)如排版軟

體內建之版面便是o 版面為一電子檔案，用以隱喻紙張真面或海報版面，其功能在於存放不同

創作個體製作之內容O 工作環境依照集中或分散式之資料產生及管理功能區分為內建及分散兩

種方式 O

1.內建式(bui1t-in) :

以特定應用程式為使用範圈，完全以該程式內建功能如圓形文字製作、修改、編輯為使

用對象，不同格式資料並未分開建檔，以內建版面為儲存圖文空間，所有資料均存於其中，

即使局部修改亦須將該檔全部開啟，傳統上無法單獨更正，最後檔案只有一個 O

2. 分散式:

如物件串連與植入(OLE)便是一例，創作者使用專一功能應用程建立特殊格式之電子檔

(如 TIFF 、 RTF 檔〉即使形式不同亦融入相同格式中，如於影像檔中鍵入文字，但仍為 raster

影像便是 O 各檔可分屬原應用程式架構儲存，或以案件(project)為單元集中儲存 O 分散式

工作環境不僅提供連結資料單元以構組完稿之功能，版面修改應由到原始儲存之處 O

4-3 植入設計資料

將設計資料安蠶於版面中 O 開放式工作環境將分開儲存之圖文輸入(input 或 place) 。內

建式環境亦須將其他應用程式產生資料輸入或複製姑入(copy & paste)情形 O

4-4 編輯

將植入內容依照業主或美觀需求編排 O 編輯過程中可能建立別於原有資料之輔助資料，如

用以對齊(align)還界之參考線、附加說明 (footnote) 、標題說明 (heading) 、頁碼 (page

umber) 、配置格式(layout ormat)等。配置格式指預定編排方式，可供編輯直接參考應用 O

五、實例說明

本文建議之設計資料操作方式以招生海報實例說明，原設計構想來自研究生許偉勳，本實

例說明有別於其綜合國 1 左圈各角色之傳統克稿方式。海報內容可區分為數個部份，可能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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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不同單位或老師，內容及單位列舉如下:

1.系所介紹:系主任、老師

2. 圓形:學生作品、徵圈

3. 師資介紹:老師

在.研究室介紹:老師

5.報名及考試相關事項:學校

海報內容雖可能沿用既有設計，但部份內容如報名及考試相關事項中的時間和規定則常年

不一。初設計海報時固然各老師應提供個人及研究室介紹資料，每年亦可能有少許更新 O 變更

內容較大者如報名及考試相關事項，則需由學校提供資料。

為了區分資料來源，各項內容分儲存於以系所介紹、教師、研究室、報名及考試相關事項、

及圓形為名之檔案中，一以海報為名之檔案夾則靈於網路公共區域中以便於儲存 O 檔案內容貝自

由相關提供個人或單位隨時更新，並就其中海報內容部份出版以供自動更新版面用 O

類似案例執行則需下列事項配合:

1.規範出版檔案名稱

2. 規範網路儲存位置

3.規範最後更新及更新後檢核時限

頓覺 |也叭.l bli扑S伽 c=l Hard Disk 1042

|鵑 PICTURE l .P SD發行稿件 國 退出

接頭兼任師資 -Edition
桌面

懿器等{王師資由印 ition

發潛現j兒-Edition 取消

關琨況且研究室 -Edition

露露報名日期自 Edition 引用

圓 8 已出版之圍內容

關心12 所示實例係在 Macintosh 作業中操作之結果，排版軟體採用 Pagemaker .仗，文

字編輯採用 WordPerfect .1 '影像編輯採用 Photoshop .0 0 園 8 為已出版之圖文內容，閩中

所示視窗係由排版軟體中出版訂閱稿件時之詢問視窗，二視窗分別呈現訂閱稿件之全部或部份

內容。如欲更正己訂閱稿件之內容時，可選取稿件後打開出版者使用之軟體以便更正後儲存，

圈 10 所示為詢問過程之視窗O 圓 11 所示為出版稿件之原始檔案及稿件檔，後者係檔案中有著

明「稿件」或 r edi tion J 者，文字及影像檔均有。聞12 係引入大部分出版稿件後執行編排

之過程，有控制點或把手框選範眉之文字及影像均為出版之稿件檔O

J? 、 舍去去A
/、、、P l%ttr,J

溝通與管理常互為影響，良好的溝通有助於推行管理決策 O 在溝通媒介、工具、內容、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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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譯現況-Edition II 取消

盟酷桐鞋幫E-司
iS l用線報名日期咱Edition 1:.0;

聞9 已出版之文字內容

封閉至: 10 兼任師資 -Edi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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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散發行稿件:

@自動

。手動 { 現即收散發行稿件 ) 1

1 La~est Edi~ion : 1997年6月30日 1 0 :30 :15 A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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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立[ ~ J
圓 10更正原文過程中之詢問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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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權限、方式等問題之澄清下，可收建立設計與專業顧問溝通之媒介工具、建立溝通規範與

電子媒體溝通模式、提升二地溝通便利性之效;加上運用文件為主管理、闡檔辨識、圖檔目錄

集中式管理及出版訂閱之設計資料索引方式，可改變傳統設計方式於簡化設計資料更正中，同

時提升管理效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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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the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pattern

of design information, which is generated in collaborative design, among designers. The

research n1ainly handles electric media and involves the studies of communication國related

lnedia, tools, content, protoc仗， privile阱， and methods to provide a collaborative pa位em

aIuong expertise. The paper contains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ununication media and method,

the pattern of decision-making, and related planning process. The investigation lea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mong designers and consultants, the founding of

protocol, the convenience in linking two locations, the variety of contents, and a feasible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Related contents include the modification of design information,

graphic and non-graphic, from individuals. Design discussion and cOlumunication of

constraints would involve individuals. The decision個making in design would be conducted

with the execution of defined flowchart.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individuals would

include the record, approval, modification, and review of media and tools. The protocol in

communication would include the setup of tools, media, involved persons, contents, methods,

techniques, and privileges. An example of poster design was provided to illustrate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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