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訊通話開創商機 

這項愈來愈普及的科技拓展了面對面服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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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你得出門才能去看精神醫師接受治療、找音樂老師上吉他課，或者向彩妝師尋求面對面諮

詢。現在，則是他們上門找你，只不過是透過視訊通話的虛擬管道。 

視訊通話雖然向來深受科幻迷所喜好，卻一直沒有在個人用戶間流行起來。但今年，隨著愈來愈

多的數位器材納入這項科技，專門採取一對一服務的行業也開始嘗試運用視訊通話，藉此大幅擴張自

己的服務範圍。 

線上視訊通話科技原本只有科技狂和企業人士才會使用，現在卻變得相當普及，使用起來也容易

許多。蘋果的 iPhone 4 與宏達電的 Evo 4G 都在近來首度推出，兩者都具備視訊通話的功能。現在，

特定電視機也具有內建攝影機以供使用者進行視訊通話。在電腦上，Skype、Yahoo!奇摩即時通、iChat

及其他訊息服務則是自從好幾年前就已開始提供視訊通話服務。不過，影像畫質、通話穩定度與操作

介面的簡易度也隨著時間過去而出現了大幅改善。 

移除障礙 

「以前，只有比較精通科技的人，才懂得使用視訊通話，」研究機構 GigaOm Pro 的分析師艾佛

德．普爾說：「現在，由於市場上推出的新產品都已內建視訊通話功能，所以這種障礙已經不復存在。」 

GigaOm 對於這項科技非常樂觀，估計每年全球視訊通話的數量將從二００八年的六億通增加到

二０一五年的三百億通。 

康乃爾大學傳播副教授蘇珊．傅塞爾則抱持懷疑的態度，認為就算視訊通話確實能夠達到那麼蓬

勃的發展，主要的推動力也不會是個人通話。在一九六四年的紐約世界博覽會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的影像電話雖然眾所周知地吸引了大批群眾排隊參觀，但這項科技卻沒有普及於一般家庭。 

「當初影像電話剛推出的時候，家庭主婦覺得自己還得化妝打扮才能講電話，」傅塞爾說：「沒

有人會想要每天都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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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因素也許是視訊通話服務最吸引人的地方。 

克里斯丁．費尼克斯當初住在加州的時候，曾在那裡學吉他。後來，他在五年前搬到了南達科他

州。 

「這裡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學吉他，」費尼克斯這位三十三歲的電腦顧問說：「附近甚至連一家

音樂行都沒有。」 

大衛．費雪是個吉他老師，他所居住的城市則絲毫不乏這種音樂資源。 

「可想而知，田納西州納許維爾的吉他老師多不勝數，」費雪說。他於是開始從事線上教學，以

便「維持生計，保持競爭力」。 

現在，費雪約有半數的學生都是透過視訊通話上課。今年，費尼克斯在「克雷格分類廣告」上找

到了費雪，而開始以每小時三十五美元的學費向他學吉他。 

「視訊上課的重點是剛開始必須讓自己習慣這種方式，」費尼克斯說：「有時候你必須放大影像，

老師才能看到你的手指。」 

醫學是個相當適合應用視訊通話科技的領域，科技產業研究公司的市場分析師肯．亥爾斯如此表

示。 

「市場上已廣泛推出這種科技的應用，」他說：「現在的基礎建設已經比較能夠支持這樣的發展。」 

 

應用方式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必須仰賴交談與視覺線索治療病患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已經開始採用這項科技。 

二月間，在（美國）東岸的一場暴風雪當中，精神醫師派翠克．巴塔的兩名病患被雪困在家裡，

無法前往他位於馬里蘭州的診所。他於是提議這兩名病患使用視訊通話。 

「我可以看到他們的行為表現，因此覺得有足夠的資訊可以進行判斷，為他們開立所需的藥方。」 

現在，他的心理諮商服務有百分之二十是透過視訊通話進行，這些病患大部分都在三十五歲以下。

「年紀較大的病患比較不信任這種科技，」巴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