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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王
事文
長杉：有獲利樂意分享 加薪得和績效掛勾
與董事長有約 會員許願：加薪、加年終獎金

遠距工作好處多 董事長：內部溝通需時間與空間

【本刊訊】物價連番漲，上班

族薪水變薄了，工會設立的許願

池中，不少會員反映：報社何時

要加薪？董事長王文杉表示，不

贊成齊頭式加薪，同仁的薪酬應

與職能、貢獻相關聯，如果公司

有獲利，分享獎金，「我很樂

意」。

工會4月14日舉辦會員代表大

會與教育訓練，並邀請董事長與

會員代表座談。這項循往例舉辦

的「與董事長有約」，在101會

議室從下午2時開始，持續了2個

小時。過程中，董事長對大家的

提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甚至會員會前在許願池中所提建

議，例如機車停車、接駁車問題

等，他都認為要正視與解決。

半薪家庭照顧假可研究

理事長楊金嚴表示，物價飛

漲，建議報社為照顧同仁生活，

不分資歷酌予調高薪資。如果無

法全面調薪，也能在福利上有所

著墨，讓同仁有感。例如勞工一

年最多可請7天家庭照顧假且雇

主可不支付照顧假薪資，有競媒

已訂出優於「勞基法」規範，給

予半薪家庭照顧假。每個同仁或

多或少都會面臨家庭照顧問題，

建議對有需求者給予一定天數的

半薪假。福利部分，也可多考慮

一些花費少、讓大家有感的措

施，在招募人才時也可成為吸引

人才的誘因之一。

王董事長說，報系裡有許多同

仁都處於三明治世代（要照顧老

小），要讓同仁安心工作，照顧

假很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台灣

進入高齡化社會，少子化又會造

成國安危機，身為企業的一份

子，很樂意為社會做點什麼，

「會帶回與報系執行長黃素娟商

量」。

工會常務理事王松美提問，為

何報社年終獎金是0.55個月，十

幾年來都是如此，據了解其他關

係企業都有1個月的水準，母報

員工年終反倒比較少，不但留不

住人，還會令老員工心寒。

「沒有聖誕襪子」

董事長表示，勞工希望加薪、

增加獎金很正常，但「我不贊成

齊頭式加薪」，勞工薪水應和職

能與貢獻度產生關聯；他常要求

主管要有擔當，如果部門員工表

現與貢獻度超過預期，主管有義

務為他調薪，把人才留下來。在

總體控管的人事預算內，主管為

優秀下屬調薪，也符合薪幅制精

神，更何況每個職務薪資範疇還

滿寬的，一級主管就能決定；不

希望再有人抱怨，對手只是加

五千元，就把我們的人才挖走

了。 

他說，勞工薪水應和市場行情

對齊，多年前報系部門、udn買

東西、聯合線上都在徵IT，當時

電商很夯，但部門說PChome、

momo、博客來等競爭對手開出的

薪水條件，如果我們跟不上水

平，就沒有人來應徵，所以徵才

的薪資就要調整。

薪水高低不是公不公平的問

題，要考量整體的市場行情，

「當聖誕老公公誰不喜歡？前提

是，襪子裡有禮物掏不完。但我

沒有這種襪子！」

考績應與績效掛勾

有獲利就發獎金

對於聯合報年終獎金比不上關

係企業一事，董事長表示，獎金

一般可分為兩種，一是考績獎

金、一是獲利獎金。考績應和績

效掛勾，有獲利就發獎金。早年

公司有賺錢，可普天同慶；現在

發放獲利獎金年份不是太多，事

業單位中，還有在發的就屬經濟

日報，社方若有盈餘都會發放獲

利獎金，還曾經有一年計算有

誤，造成「轉盈為虧」。

他表示，我們是老媒體，根據

考績訂出來的獎勵標準有：1.5

個月、1個月、0.55個月、0.25

個月；如果想比照某些行業調整

成年報酬，並非不可以，或許是

月薪調低，而讓年終變成一個

月？但主管得為他的人事預算決

定負起全責。

董事長強調，要讓甲等0.55個

月變成1個月，若有調整空間，

我們有能力做到的，就一起努

力。

負責任的企業 追求獲利

2003至2009年，聯合報走過虧

掉數十億元的歷程。這次董事長

也主動提及，並向會員代表坦

白，報社經歷許多次轉型與內外

衝擊，所以經營上相對的保守謹

慎，他本人或股東從未讓報社曝

露在財務危機下，若發現此路不

通，就會設下停損點。

他進一步說，我們的帳面上有

虧損是事實，但折舊攤提金額都

高於虧損金額，現金流是穩健

的，只要不亂投資、亂做生意、

不賭，絕不會有生死問題。但，

追求帳面獲利是企業應盡的責

任。  

【本刊訊】總管理處雖把遠距

上班列入「可試辦」工作模式，

許多人引頸期盼，卻沒有一個單

位提出申請。工會在座談會上提

問，董事長王文杉明確表態「支

持」，但也強調它不是福利，是

讓工作更有效率地執行。

董事長表示，報系內的遠距工

作，最早實施的就屬採訪部門。

當年阻力也很多，後來2003年發

生SARS疫情，就變得順理成章。

等到2008年報社推數位轉型，由

於網路普及，即時新聞可隨採隨

發，更不用回到某個辦公室才能

工作，即使要開會，透過共享辦

公室，租個會議室，隨時可進

行，甚至在戶外草地或是咖啡廳

都能工作。

不過話鋒一轉，他也承認，聯

合報是70年的老公司，執行「遠

距工作」方向很好，但要轉型成

數位匯流媒體，會相對地保守，

尤其是憂心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他表示，「遠距工作」對吸引

人才有助益，但它絕不是福利，

應著眼在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

請大家不要心急，可以讓公司內

部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來試一

試，試到最好時，再由總管理處

訂個通則、母法。

職福會勞方委員劉冠志說，自

己來自IT部門，是最適合實施遠

距上班的單位，雖然報系已將

「遠距」納入可試辦的工作模

式，但據悉有主管不願意，所以

連試辦都未提出。

劉冠志就說，報社旁的Garmin

公司，每天都有接駁車接送員

工，甚至遠從桃園復興區發車，

我們只有羨慕的份，雖不敢要求

社方比照，但是「遠距上班」卻

是可落實的，「技術上絕無問

題，有問題的都是人」。

楊金嚴表示，報社內部可執行

「遠距工作」，就那幾個單位，

工會不會無理到要求連行政部門

也執行，但是相關部門作法太保

守了。他進一步舉例，報系年初

擴大聯合徵才，遞履歷者只有寥

寥之數，來面試的人更少了，為

什麼？是不是行政作業太長？

董事長坦言，對擴大徵才結果

也不滿意，這部分可以檢討。至

於管理階層對「遠距工作」慢半

拍，「請給我一點時間，一步步

去推」。他說，如果遠距工作好

處優於在定點上班，沒有道理反

對，但困難在於主管的管理風格

迥異，要改變需要一點時間與空

間去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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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2日：新北市政府辦理勞資會議

勞方代表初階班，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鄭超文、會員代表牟玉珮參加。

▲ 4月14日：辦理112年勞工教育訓練暨

第11-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11-9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

▲ 4月17日：新北市政府辦理勞資會議

勞方代表初階班，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鄭超文、會員代表牟玉珮參加。

▲ 4月19日：新北市政府辦理勞資會議

勞方代表初階班，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鄧文平參加。

▲ 4月19日：職福會業務小組會議，理

事長楊金嚴參加。

▲ 4月26日：新北市政府辦理勞資會議

勞方代表初階班，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鄧文平參加。

▲ 4月27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新

北市112年五一勞動節模範勞工與優

良公車及計程車駕駛表揚大會，理事

長楊金嚴、總幹事吳佩玲、會員周愛

真、邱德祥、謝進吉參加。

▲ 4月28日：聯合報發行展業部會員座

談會，理事長楊金嚴、總幹事吳佩

玲、理事黃子杰、理事陳碧雲、理事

王慧瑛參加。112.04.01～112.04.30

工會大事記

揮別疫情，報系各單位紛紛動了起

來。先有印務部的技能提升鑑定，接著

又有聯合報採訪部門的組改。緊接著在

四月下旬，發行部的組改也如火如荼展

開；其中發行部分併到印務部，活動則

併入總管理處下新成立的整合行銷部。

檢視整併過程，如果能作的更細膩、更

多溝通，應能讓組織融合的副作用或反

彈降到最低。

企業想要永續，應該時時自我調整改

變，才能因應多變的經營環境，組織改

革、改造就是手段之一。不過要組改免

不了要動人、動單位，不是件容易討好

人的事，如何平順推動，有賴主事者的

智慧和耐心。

企管研究顯示，企業推動組織變革，

困難處往往不是制度、工作流程的改

變，而是公司員工價值觀、情緒、行為

的接受度與適應性的改變，這也是每次

組改首先要面對的。

過去有的企業進行組改，推動者以為

只要改個組織名稱，把人擺進去，員工

就會「自動的」具備新的職能，短時間

內就能達成新的組織要求，結果當然失

敗。

組織改變，目標也會不同且一定會跟

營運成效掛勾，不會光為了改變而改

變。這次發行部組改，自然希望透過整

併組織架構、人員，達到專業分工，專

心核心業務，避免內部業務重複、內

耗，讓新單位產出最大效益。

但對被組改的員工，面對不確定的未

來，自然想知道為何推動組改及為何現

在推動？要問為何單位被裁撤，人員要

被打散到新單位？更想知道會不會因組

改致工作不保？會不會降職、減薪？會

不會讓原有工作條件惡化？如果是到新

單位，新單位工作內容、目標及績效要

求是什麼？

對這些組改時同仁自然會出現的疑問

及問題，推動組改者自然應利用各種方

式、管道及場合，在組改啟動前、進行

中和確定後，針對不同對象去說清楚、

講明白，才能避免組改中，因訊息的片

斷、不充分，出現各種傳言，讓單位同

仁產生誤解，造成人心浮動、不安甚至

出現牴觸情緒。也只有作好溝通說明，

讓同仁知道未來在新單位為何而戰，如

此，才能維繫單位士氣，縮短到新單位

的磨合期。

遺憾的是，對這次發行部整併，就有

同仁感慨：過去大家都認為報社是個有

溫度、有感情的大家庭，但這次整併過

程卻相當粗糙，甚至粗暴。事前沒有說

明、溝通，消息不透明，底層就同仁像

菜市場的魚肉任人挑選，沒有一點尊

嚴。發行幹部在工會座談會中也自我解

嘲地說，組改中下屬紛紛被約見，幹部

卻是最後一個才知道，真是情何以堪。

董事長日前在和工會代表座談中說：

「聯合報的企業文化傳統，一向都是不

止勞資和諧，跟工會接觸，我始終談我

們不是勞資雙方，我們是一家人。一家

人的事情，什麼事情都好談，所以我們

講法、講理、講情。從我的標準來看，

法一向都是我的底線，我們要超過法，

講道理，也要顧情份、也要有聯合報的

情懷」。

報系為了更進一步發展，須推動組

改。但組改之路不可能一蹴可幾或可一

次到位，未來在組改進入深水區時，希

望推動者能緊記董事長這段話，除在執

行過程中作好溝通、說明，同時能易地

而處換個角度，對被組改單位同仁多些

關懷和溫度，才能在組改時上下一心、

共創勞資雙贏。

組改請多些關懷和溫度

董事長：造成過勞是不對的 需調整資源配置
【本刊訊】新聞採訪部門的多

工、重工問題一直存在，工會特

別以此提問，希望社方重視或提

出解方。董事長王文杉表示，員

工過勞，從來不是報社的意圖，

如何合理調整，可以提出來討

論。

理事長楊金嚴表示，不管聯合

報或經濟日報新聞部記者或幹

部，都需要追求PV（流量）、做

議題，有時還要支援業務單位辦

展覽、論壇；每天工作高強度，

連已請特休、例休還被叫進來工

作，只因為是「幹部」，這些被

公事濫用的特例休，主管們未必

會申請補休。

多工無法避免

董事長表示，採訪部門若有多

工、重工，一人須兼多個角色完

成任務，確實會很辛苦，如何調

整到合理狀況，可以討論，因為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累死員工，在

過程當中也許想做的事情太多

了、跑得太快，適時的調整、重

新配置資源都可以討論。

但是，一人扮演多個角色問

題，不是聯合報想這樣做，是社

會在變、世界在變。就像攝影記

者的工作，當年只有拍照片而不

拍影音，因為影音以前不能在報

上呈現，可是現在的媒體有誰會

說我的公司是一張報紙？

現在的環境，媒體一定要是匯

流的，各自獨立的統統不行，那

我們的職能要不要產生變化？像

當年地方中心記者為了發即時新

聞，大家曾經炸鍋，現在看來，

即時新聞就是要在事件發生的當

下發稿，而不是報紙的截稿時

間。環境已經變化，工作內容會

不發生變化嗎？

再來，業務同仁去爭取廣告業

務，以前就守好自己的客戶，現

在只做報紙，客戶不會埋單，你

要幫他辦記者會、活動、倡議，

你說業務員工作能不多元嗎？

爭取獨家不讓人餵養

董事長表示，之前報社進行數

位轉型時，要對每個編採同仁去

談新聞內容的數位轉型，之後又

談願景工程、陽光行動。這些和

記者有何關係？它是記者存在的

唯一價值。因為要比報導的速

度，社群平台、直播平台都比你

快，或是比你慢幾分鐘或幾秒鐘

而已。

但，還是要肯定獨家。因為記

者如果不想要去爭取獨家，就勢

必落後。爭取獨家會驅動記者，

不讓別人餵養新聞，如果新聞記

者不把願景工程、陽光行動的精

神融入報導中，把「監督有權力

的人、關懷有需要的人」當成職

責，記者這個行業遲早會消失。

重視科技驅動 

董事長表示，今年報社年度計

畫的兩個主軸，一個人才、一個

科技。在聯合報變成一家科技驅

動公司之前，要先承認我們的IT

不夠強，未來的科技發展與我們

媒體行業的運用有什麼關聯？應

該是從科技趨勢的發展來轉動我

們的商業模式。商業模式包含如

何服務讀者，這是商業模式的一

環，但是我們不做內容農場，因

為這不是聯合報正派辦報的初

衷。要在媒體轉型中存活，要在

網路世界中發揮影響力，就要善

用科技驅動，找到新的商業模

式。

深化訂閱制

過去參訪歐美老牌媒體，如紐

約時報、英國的衛報、每日電訊

報、金融時報等，他們的營收模

式已經轉到訂閱制裡面去了。他

們挖空心思想的事情是服務好訂

戶、開拓新訂戶、如何留下他、

並探究讀者離開的原因是什麼、

如何把他拉回來，讓他成為忠實

讀者，形成良性循環，而他的營

收可以供應所產出的優質內容，

滿足客戶需求。

早年聯合報一年廣告營收60

億，現在能比嗎？不能比。如果

想要賺錢，我和家人都了解，那

就不要做媒體，做了媒體以後都

不會很賺錢。可是我們要想到一

個路徑，足夠產出有質感、有意

義的內容，監督有權力的人、關

懷有需要的人，所以一定的量還

是有必要，要兼顧量與質，我們

離那段路還有一段距離，但是

IT-driven科技驅動這件事情，

是幫我們離目標踏近一步的重要

關鍵。

董事長再強調，回到多工的問

題，如果有到不堪負荷的地步，

歡迎提出來，我們要來檢視一

下，過勞是不對的，可是大家要

接受多工這件事情。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星期日 33版

●聯合報發行展業部面臨「一

分為二」重大變革，本質屬發行

事務人員和印務部合併成「印務

發行部」展業中心同仁與融媒體

企畫中心等匯流為同支部隊，成

立「整合行銷部」新單位隸屬總

管理處。

這項組改5月1日上路，許多同

仁對未來感到不安，質疑過程缺

乏溝通、消息不透明，聯合報工

會28日邀集勞資關係室、人資、

印務部、整合行銷部等主管出席

座談，與發行展業部同仁對話。

工會理事長楊金嚴鼓勵同仁勇敢

發聲，強調工會一定和大家站一

起，即使不是工會說了算，工會

將扮演強而有力後盾，捍衛勞工

權益。

座談會上，一名發行展業部主

管心情沉重地說，他要感謝報社

養育、栽培他30年，他心存感

激，但此次組改過程，他部門同

仁陸續接到通知，他卻遲遲沒接

到任何資訊，身為聯合報老員工

只有「情何以堪」四字能形容心

情。他說，發行同仁對報社一向

有高忠誠度，也為報社帶進營

收，他直到4月19日才接獲較明

確訊息。過去報社一向注重勞資

和諧，此次組改協商過程，卻感

受不到對同仁的尊重，只有等待

被處理的難堪。

「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是重要

信念！」這名主管說，過程中流

言多，影響士氣及工作氛圍，員

工是報社重要資產，希望決策者

能體恤同仁感受，也善待留下及

離退同仁。

「我留下來，不是報社說服

我，是我自己轉念！」另一名主

管發言提到，他無法理解為何組

改是拆解有戰鬥力、有業績的單

位，處理過程相當粗暴，難讓人

心服，報社刻意忽略同仁創造的

價值，他只能轉念告訴自己，要

設法去創造新的價值。

也有同仁提到，新聞部啟動組

改前，在北中南三地連開3場編

採會議和第一線交流，發行展業

部此次變動如此劇烈，卻沒開過

任何一場正式說明會，過程太粗

糙。

報社人力資源室經理楊淑閔回

應，組織整併目標是為落實專業

分工等效益，組織改造是經過多

次討論後形成共識，有些人覺得

太倉促，其實是考量未定案前就

傳出消息，會造成人心惶惶，此

次有些不夠完善之處，下次一定

做得更細膩。楊經理也說，若職

務沒被調整，就是原職原薪轉

任，總薪酬不變，因為勞動條件

沒變，沒有資遣問題。

印務部總經理郭其安表示，整

合行銷部門提升到總管理處等

級，單位合併時沒有誰大誰小、

誰併誰問題，未來印務發行部就

是專注在印務本業。郭總經理也

說，很抱歉過程中的確有遺珠之

憾，這是必要之痛，未來會取消

總經理獎金，「業務、事情是同

仁在做，支持同仁獲得更合理的

獎勵方式」。

整合行銷部副總經理陳偉民提

到，組改用意是希望發揮一加一

大於二的戰力，整合過程有些疏

忽，若因此讓同仁感到不舒服，

他誠心致歉。

不少發行展業中心同仁關注未

來工作任務、獎金辦法及KPI是

否變動，陳偉民強調，許多年度

進行的舊案皆照走，同仁任務、

工作性質相同，獎金辦法照舊不

變動，KPI短期內不會調整。

一名會員代表也出席為發行同

仁發聲，她自嘲是「黑五類」，

仍不得不站出來說些她的觀察。

她說，若組改過程當事人無法參

與、充分知悉，必須等著被改

造，這不只是悲哀能形容，是連

對員工最起碼尊重都做不到。她

說，此次組改，除應該祭出優於

原標準的獎勵辦法來激勵士氣，

對於半年內不適應者等，應思考

能否有資遣機制。

法務暨安全衛生室經理竇俊

茹、勞資關係室主任王愛珠表

示，組織改造是企業永續發展必

要過程，勞資關係第一個字是

勞，座談之後，同仁若對權益還

有疑義，歡迎隨時提出申訴，勞

資關係室的門隨時敞開。

 （工會理事／王慧瑛）

發行展業部走入歷史 會員心中滿是問號
工會辦座談會 人資：99.99%人員留任 總薪酬不變

發行是報社的根本？ 所有的曾經 竟被薩諾斯彈指消失

報系虧損多年，這幾年組織天

翻地覆的「改革」，從智網、udn買

東西、聯合晚報結束營運，到聯

合報廣告部併至聯合線上、新聞

部體育組劃歸聯合線上…在這些

單位人來人去，燈亮燈熄的歲月

中，不禁要問：聯合報系改變了

什麼？這些「改革」帶給留下同

仁的未來什麼樣的「願景」？

決策高層不斷開出新支票、成

立新單位，實驗一個接一個、玩

個兩三年，做不好就砍掉重練。

前線戰士死的死，活著的就乖乖

領點錢、收拾包袱回家去，然後

部門指揮官依然領高薪、享富

貴；或者再重寫一份Proposal給

老闆、另闢戰場。高層什麼責任

都不用承擔，好官我自為之；既

無榮譽感，也無羞恥心。

我們都知道聯合報從不做違法

的事，但從不知道「不違法」已

變成聯合報唯一或者最高標準？

這些年的「改革」，多少閉門造

車、隱而不宣、黑箱作業、不教

而殺；讓基層只感受到「人為刀

俎，我為魚肉」的傲慢與粗暴。

目的再堂皇，程序的粗暴、不

組織改革多少年 成敗責任誰承擔 正義，讓一切變得無法令人信

賴。KPI是什麼？在A老闆眼裡你

是超值的人才，到B老闆眼裡你

就變成資源回收物？聯合報的

KPI從來就不是客觀的基準，而

是各自解讀、各取所需的樣板。

基層很想知道部門或單位決策者

的KPI是什麼？什麼情況下，您

們才可能下責究己？

張忠謀、松下信之助、馬雲、

潘石屹都說過：「企業不賺錢是

不道德的。」張忠謀更說過：

「一個人若欠缺誠信正直，我絕

不會把他放在我身邊。」職場的

來來去去，本屬正常；我們吃飯

是為了活著，但活著並不是只為

了吃飯。多數員工要的是清楚的

說明，溝通與尊重，而不是粗暴

傲慢的，將營運不善或虧損的責

任推給基層。謝謝高層一而再、

再而三的為基層做了最壞示範。

 （會員／暗黑太陽）

「發行是報社的根本」這句話

我一直牢牢記著。這是前年發行

部尾牙影片的一段台詞，我才意

識到原來發行比我想像中重要。

聯合報是紙媒起家，發行是聯

合報創社以來就存在的單位，卻

在數位媒體起來以後，漸漸被後

人遺忘媒體是從哪裡開始的。這

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意味只要

被時代淘汰的任何事都有可能被

遺棄，只因它不是主流。

新年收到來自董事長給大家的

一封信，當時預感那是一支預防

針，只是沒想到那支針會重重扎

在發行部身上。這情況就像報社

這棵百年老樹長在沒有保值的土

地上，商人打算把它移植到地價

昂貴的北市信義區，美其名是綠

化城市，實質上破壞了大樹原本

的價值，後人只看見大樹的美

麗，卻不曾意會到它的成長是花

費多少時間和養分。

這些養分富含了所有發行部的

同仁，以及長年以來無條件支持

我們的聯合報讀者與客戶（包括

紙本與數位），而這些心血現在

卻被糟蹋了，彷彿去豬肉攤買豬

肉，跟老閱說我要哪些部位、哪

些部位不要，只因某些部位對他

個人沒有任何價值。

現在的報社並沒有真正所謂的

「從零開始」，原來的成功都來

自客戶與讀者的信任，而這些本

就不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心意，

彷彿被薩諾斯（漫威電影中反派

老大）彈指的瞬間給消失了。

分大餅時間一到，最有話語權

的可以先挑最大的餅，一個團隊

的成立需要經過多少人的認同及

評估，最後只因某幾個人的喜好

瓦解。先前鋪天蓋地宣傳聯合招

募，現在則省去刊登、篩選履

歷、面試…等層層關卡，直接把

公司的大單位拆解，挑走對自己

有利的組織和員工，這樣是公平

的嗎？每個人選擇進來報社，一

定對於工作崗位或理念有認同，

換到其他單位或改變職務，效率

會一樣嗎？重新適應一個團隊的

磨合期這麼容易嗎？

自從加入這個大團隊後，我常

會留下活動文宣、往來的信件，

不管是抱怨或感謝的話，都成為

我成長的軌跡，尤其隻字片語的

鼓勵，在某些長官眼裡可能毫無

價值，卻是我在崗位上努力的動

力。希望「站在勞工角度」的這

件事，不該只是工會的工作，而

是全體長官的責任。

 （會員／破船上的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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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APP開不了機 假日找客服竟回「都下班了」
【本刊訊】數位聯合報推動二

年多，訂閱責任幾乎都落在記

者頭上，但讀者使用時開不了

APP，假日打電話進總機求助，

但接電話的保全的一句話，就把

讀者得罪了，更增加擴大訂戶的

困難度。

工會表示，報系大船轉彎不只

三年，但數位DNA似乎只留在董

事長和少數長官身上，舉例報社

推出數位版聯合報，讀者常反映

APP開機有問題，反覆要使用者

輸入密碼與帳號，還是看不了，

遇到狀況，打進聯合報總機請求

幫忙，保全一句話：「他們下班

了」，就把讀者得罪了；若遇到

連假更慘，可能五、六天都看不

了數位版；假日客服問題應盡速

解決。

工會將讀者遭遇向董事長反

映，董事長表示「我們要好好檢

討」，我們的客服系統有問題，

不該讓保全代理假日客服。相關

單位事後回應，會請保全把讀者

需求與電話記錄下來，請相關部

門在翌日回覆處理。

技術阻礙閱讀

●聯合報新聞部在三月進行組

織改造，內外勤同事都非常辛苦

在拚付費內容導購，盼提供好的

內容，讓更多讀者喜歡並訂閱，

除了營收並能發揮聯合報在數位

世界影響力。但同仁反映，很多

時候不是內容不好，而是技術性

問題阻礙讀者訂閱付費，報社應

重視解決。

例如有讀者表示，雖然已成為

付費會員，每次要透過朋友分享

的line上面看文章時，仍還得重

新輸入一次密碼，使用者體驗不

是很好，只好選擇不再續訂。

應重啟試閱

不少人反映，聽到最多的抱怨

都是：原來沒付錢就看不到喔。

之前有試閱功能，建議可以重啟

試閱功能，不然推廣太難了。

另有讀者反映，退訂要去哪裡

按找不到，或看到有些文章覺得

不錯，想再看看這位記者寫的其

他文章，但文章最頂端記者的名

字無法點擊、無法瀏覽該記者其

他作品，使用上覺得麻煩、挫

折。

加強和其他平台聯盟

有同事積極建議聯合報數位版

小編多依照議題屬性，將記者報

導主動貼到其他的社群上推廣，

不然自己的平台自己推很難，因

為強強聯手，才能1+1>2，讓文

章及影響力發散出去，吸引更多

人掏錢訂閱。

會員內容中高教視窗深受大

學教師青睞，有學者建議聯合

報，應要建立自動續訂功能。另

外，一鍵訂閱很重要，可以參考

Amazon、New York Times作法。

長期訂閱如一次訂三年有一些優

惠。系統要有AI機制，知道讀者

想看什麼，之後會推播。這位學

者直言，他訂的美國報紙及雜

誌都如此做，如紐約時報、New 

Yorker等。

多增加國際視野

也有讀者建議會員付費內容方

面需要多一點專業評論及見解，

並增加國際新聞。

讀者直言，台灣新聞都是政治

及一些小事。挑選對地緣政治、

經濟、產業發展、工作機會、娛

樂新聞、購物介紹等的國際新

聞，相當有用。

畢竟現在願意花錢訂閱的人都

是知識份子。一天到晚看一些小

事、政治鬥爭，都快失去興趣

了。

 （監事／陳智華）

【本刊訊】五一勞動節，新北

市政府於4月27日舉辦勞動節模

範勞工表揚大會，聯合報工會再

次獲選為優良工會，與本會推薦

獲選的模範勞工周愛真、謝進吉

與邱德祥，一起接受市政府表

揚。

工會將這份殊榮分享給會員，

也感謝會員給工會的鼓勵與建

言，讓我們更有動力、不斷往勞

資雙贏、共榮邁進。

新北市政府稱讚聯合報是勞資

和諧的企業楷模，這份榮耀應是

勞工與社方一起努力締造的；工

會理事長楊金嚴表示，在媒體不

景氣年代，社方為突圍如變形蟲

般進行組織精實與改造時，應該

也要體貼與照顧勞工。

三位模範勞工事蹟：

●總管理處行政室總務組的周

愛真，大家或許陌生，但是她在

總機室上班時，人人都可能聽到

她爽朗與亮麗「聯合報您好！」

的聲音。喜歡小孩的愛真，還在

幼兒園兼職，或許她還帶過同仁

的小孩。

●多才多藝的「阿吉哥」謝進

吉，在印務部印前廠服務，工作

上總是全力以赴，他還是聯合報

工會的創會會員，報社以前有

「合氣道社」、「吉他社」等社

團，他都是指導老師，桃李滿報

社。

●邱德祥是聯合報新聞部影像

中心攝影記者，他曾經以「地球

生死變」拿過金鼎獎與「林肯大

郡」獲得吳舜文新聞獎。攝影專

業之餘，他更酷愛爬山，宣揚正

確的登山資訊與生態攝影。

五一勞動節大會 聯合報工會獲選優良工會
周愛真、謝進吉、邱德祥當選新北市模範勞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