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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新聞工作研究多聚焦於個人，較少探索組織策略。本

研究則聚焦探討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策略。當代新聞組織是

典型的「時間組織」：在有限時間資源下完成新聞資訊蒐集和

呈現，是新聞組織每天都必須面臨的挑戰。時間既是新聞工作

的資源，又是限制。因此，本文探究以下問題：（1）新聞機

構組織的時間情境是什麼？（2）新聞工作者如何和時間情境

互動？（3）新聞組織如何形成時間策略？研究人員進入報

社，以美術編輯日常工作為場域，蒐集時間相關的實證資料進

行分析。初步發現，個案中的新聞組織，建構各種時間套件，

以調度組織的時間資源；經過制度和常規的運作，組織和個人

得以協力、獲取時間紅利。時間結構化猶如兩面刃，組織在確

保任務完成之餘，也可能付出內容品質降低和人力透支的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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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聞編輯的課堂上，曾經聽過一則關於新聞編輯的老笑話：一位訪

客帶著欽佩的口吻向總編輯問道：「為什麼你們每天產製新聞，總能剛

好編完最後一個字？」這則笑話能夠產生笑點，是因為這位訪客倒置了

新聞工作的手段和目的──編輯並非擷取數量剛好的圖文放入版面，而

是依照空間增刪圖文數量，使之納入一定的版面空間。 

針對新聞工作的時間配置，這位訪客可能也會問類似的問題：「為

什麼你們每天產製新聞，總能在截稿時間之前剛好完成報導？」這個問

題可能需要反過來看，新聞組織在有限的時間下完成報導任務，並不是

「剛好」；相反地，這是新聞組織經過細密規劃和反覆實踐之後、在預

期之下產生的結果。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為：「新聞組織如何透過結構化策略因應時

間情境」，聚焦以下兩個子題：（1）新聞組織如何針對時間情境進行

組織的時間結構化？（2）新聞工作者如何鑲嵌在新聞組織之結構化策

略，透過行動展現其工作實踐？ 

在接近截稿時間的媒體新聞室裡，美編眼耳感官與軀體並用，以縮

短工作流程的間隙。在此同時，分屬不同部門的文字編輯與版面編輯，

全神貫注於產出標題與版面好能配合圖表同步上稿，主管則忙於計算稿

件數量與人力，以確保全部工作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當下分散在各個角

落的這群新聞工作者，雖然各有不同專業且任務內容互異，但是他們都

爭分趕秒地與時間賽跑，共同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在截稿時間前完成

產製任務。 

在新聞工作的前台可以觀察到：（1）新聞媒體根據訊息更新的週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七期  2016年 4 月

‧78‧

期而設置了截稿時點，隨著這個時點不斷逼近，大量訊息也順勢湧進新

聞室，形成了「短時間、高密度」的資訊流；（2）為因應上述資訊

流，這些媒體組織必須設計各種時間結構促使各部門的成員都能協力完

成產製任務。 

轉向後台，我們則可進一步看到新聞組織與時間情境的持續互動。

簡單地說，時間一向是新聞組織藉以存續的重要情境，一方面，正因新

聞媒體競相搶先報導，唯有在時間競賽勝出才能與其它同業區隔，因此

時間顯是新聞組織的主要「資源」。另一方面，時間卻也是組織「限制

條件」，無論採訪或編輯工作都需在固定時間內完成，一旦大量訊息瞬

間浮現，則可運用的時間就非常有限，如突發新聞時的緊迫性就遠較日

常作業高出甚多。新聞組織似乎有一整套時間相關的行動邏輯在運作。

這一套邏輯啟動讓新聞工作者共同協力，充分運用時間資源、減低時間

限制的衝擊。這樣說來，新聞組織和時間情境的互動，似乎是一個值得

探索的學術議題，但卻少為先前學者所關注，而這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

主題。 

本文認為，時間是新聞組織最重要的情境之一，當代社會新聞組對

於時間的敏感和仰賴，洵非特例，眾多社會機構秩序的關係密不可分，

因而這些機構常被稱為「時間組織」（temporal organizations; Clayman, 

1989, pp. 660-661），常需跳脫傳統以線性、大自然循環為主的流程而

依組織需求建構一套時序（Castells, 2000, p. 494）。 

舉例來說，Bardram 和 Bossen（2005）研究醫療工作時間時即曾發

現，醫院急診室必須搶救人命，所以從建築空間動線到日常工作流程的

設計規劃都以縮短時程為要。Berndtsson 和 Normark（1999, p. 101）考

察的是飛航管制工作，機場管制台分秒監控班機起降，為確保飛航安全

亦須針對時間而發展精密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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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組織運作也與上述機構類似而高度仰賴時間，乃因其主要角色

係在產製訊息並報導給社會公眾。隨著當代社會事務日趨複雜以致新聞

訊息數量業已快速成長，但相對而言新聞組織的時間資源仍有侷限。因

此新聞組織勢須善用組織槓桿，以少數人力突破時間資源侷限，進而建

構各種時段、時序、步調或節奏以能掌控時間資源的秩序，俾讓成員能

夠一體實踐。 

然而，新聞組織的時間研究常面臨以下兩個困難： 

一方面，雖然時間是新聞組織每日都要面對的情境，但鮮有研究者

探索新聞組織與時間互動的議題。亦即雖然所有新聞工作都面臨與時間

互動的難題，記者如此，編輯亦然，但時間相關的作業軌跡（如新聞工

作之時點、順序、節奏和步調等內部常規；張文強，1999）常不明顯，

其倘非鑲嵌於某些工作流程即就隱藏在工作情境而難以感官察覺或歸

類，以致與時間的相關研究資料常被忽略。 

另一方面，過往新聞工作研究多以新聞工作者個體（如記者、編

輯）為其觀察對象，以致時間研究的線索雖然存在新聞工作者具體實踐

流程裡，但與時間相關的眾多因素卻是新聞組織策略、程序與實踐的一

部分，是新聞組織在反覆實踐之下經過形構與累積始而產出的結果，並

非個別新聞工作者一時一地所能決定。因此時間資料的軌跡便游移在組

織層次與個人層次之間，不易成為可掌握與辨識的研究議題，一旦時間

議題存在久遠就很少單獨成為傳播研究的對象。 

綜上所述，新聞組織的時間策略顯是重要卻鮮少探討的研究議題，

值得關注，而這正是本文致力探索的主題。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為：

「新聞組織如何透過結構化策略因應時間情境」，聚焦以下兩個子題：

（1）新聞組織如何針對時間情境進行組織的時間結構化？（2）新聞工

作者如何鑲嵌在新聞組織之結構化策略，透過行動展現其工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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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檢閱：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與策略 

以下將先探討「時間的結構化」議題，其次探討先前文獻提及的各

種時間分類論述，這些論述將有助於本文觀察新聞組織時間結構化策

略。 

一、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 

雖然人們每天都生活在時間當中，但時間卻隱藏在種種社會活動的

背後，人們深受時間影響卻往往無從察覺。但誠如 Clark 指出，人類擅

長於組織所處之物質與社會情境，進一步從本無秩序的資源中衍生複雜

的行為，以解決當下的問題（Clark, 2008, p. 180）。對新聞媒體這類的

時間組織來說，時間是最重要的情境之一，倘若時間概念始終留在抽象

而虛無飄渺的層次，則不僅組織無法掌握或監控時間資源。特別是當代

個人可以經由各種計時工具（例如鐘錶）而感知時間。但組織時間則是

許多個人時間積累和互動共同型構而成，因此新聞媒體為了有效掌握時

間資源，必須發展組織策略。本文認為新聞組織的時間策略，可以用

「時間結構化」（temporal structuring）一詞來描述。 

基本上，時間「結構化」指新聞組織為維持組織運作，針對時間所

建構的資源與規則，透過成員反覆實踐後完成組織新聞報導任務的過

程。以下擬分項說明： 

1. 「結構化」是新聞機構建構「組織時間」的過程。簡而言之，

時間是新聞組織的重要情境，係其為了維繫組織存續而針對時間建構出

的一組可資遵循系列規則與資源，有利於成員進行日常工作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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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2002，頁 17）。 

時間的結構化因而指向若干與時間有關的規則，如 Zerubavel

（1981, p. 1）曾使用「時序」（sequential structure）描述先後順序；使

用「時點」（ temporal location）標定特定時刻；使用「期間」

（duration）描述時間持續存在的狀態；以及使用「頻率」（rate of 

occurrence）意指事件反覆出現的狀態。此皆成為新聞組織時間規則的

一部分，乃新聞機構據其組織目標而進行的時間分類、切割、組合等活

動（Jones, Orlikowski, & Runde, 2008）。 

另一方面，時間的結構化也涉及資源配置。新聞組織的時間資源是

規則運作的實質內涵，而時間資源則係通過時間相關規則轉換進而成為

組織時間的具體模式，如新聞組織每日的工作段落與律動，包括截稿時

間、落版、出刊等活動，皆涉及時間資源的配置與運用。 

時間組織發展常規，進而建立各種工作流程與運作模式，同時也透

過時間資源配置、形成賞罰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組織中的「排

假」)、透過時間結構進行制約而得以支配其成員（van Wezel, McKay, 

& Wäfler, 2015）。對於新聞組織而言，時間結構化不僅是因應工作時

間短缺的手段，更是組織權力資源。但先前研究者多以「工作流程」看

待（例如，Weber & Rall, 2012; Giardina & Medina, 2013），但我們認

為，工作流程只是整個時間結構化策略的冰山一角，似有必要進一步深

究工作流程背後的深層結構。 

2. 新聞組織時間的常規化（routinization）。Schudson（1991）指

出，新聞組織仰賴時間規律運作。但也因新聞工作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Tuchman, 1978）；新聞事件往往突如其來，一旦發生則數量龐大。

因此新聞機構建立各種機制，以消化各種湧進的訊息，甚至依循一定週

期發佈報導內容，形成重複、固定的機制，亦即組織常規（Ban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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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orkle, & Baade, 1980）。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透過不斷重複的實

踐這些組織常規，以掌握周遭事務的變化或律動（Shoemaker & Reese, 

1996, p. 105）。新聞組織建構各種時間相關的工作模式，俾其成員遵

循，而形成組織時間的常規化。 

進一步言，新聞產製需要各種專業技能，所以雇用各種專才、設立

部門加以嵌合，以便集眾之力而完成產製任務。新聞組織時間的結構

化，並不止於 Foucault 所指稱的活動「序列化」；亦即組織透過權力對

於時間進行單方的控制，在每一時刻進行具體和有規律地干預

（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頁 177）。常規之形成，

仍然需要成員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重複、且持續運作並提供組織回饋，如

此才能形成組織的時間常規。 

時間的結構化透過新聞工作者之實踐而內化，成為其心智結構的一

部分。如上所述，新聞組織對時間的操弄並不只存在於片面、個別的指

令，而是透過每位新聞工作者之反覆實踐並與其他新聞工作者共同協力

而貫穿到日常工作的多項環節，有如一齣由組織與個人共同演出的戲

碼。 

依此，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固有其外顯表徵如編採會議通知、

編輯輪值班表以及新聞室牆上的時鐘等，無所不在地提醒新聞工作者結

構的存在，但其亦有內隱部分，如透過截稿時間、逾時罰款或長官訓誡

而銘記在新聞工作者心智和身體。尤常如上述透過新聞工作者與其使用

工具的反覆操練與精進以能形成新聞工作者之特定身體技術，從而常相

左右（Mauss, 1950／林宗錦譯，2008）。例如，電視新聞主播在虛擬棚

播報氣象之當下常讀稿、手勢與身體位置變換，其播報節奏正彰顯了身

體和時間結構之間的對話，此常是隱而不顯難以捕捉的部分。 

綜上所述，時間是新聞組織的重要常規，時間常規鑲嵌在許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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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諸多運作過程當中。然而除了截稿等較為顯見的概念，其餘時間常

規，則鮮少為學者所探討。 

二、時間結構化的策略 

綜上所述，「新聞組織時間結構化」實是新聞組織針對時間而形成

之一套由規則與資源共構的策略。新聞機構透過組織和其成員協力、促

成時間的實體化，使之成為可以感知和操弄的對象，從而有利於組織時

間資源的運用（Southerton, 2003）1。這樣一來，新聞組織方得以因應

每日的動態情境。從過去文獻可以發現，常用的結構化策略包括「時間

配置」、「時間排程」、「時間同步／協調」等；此外，也常透過外顯

化與空間安排而形構組織的特殊時間策略，以下分項說明。 

1. 時間配置（allocation），指將一定數量的時間資源指派或分配到

某一任務、活動或事件的行動（Lee & Liebenau, 2000, p. 160），因而是

時間資源投放的決定，關乎投入的時間數量和規模，源自新聞組織對時

間資源的預期和算計，特別是當時間資源有限而任務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時。時間配置可能針對可預期的事件或活動（如大型選舉報導的時程佈

局），也可能是突如其來的事件或活動（如墜機災難新聞的調度）。在

新聞組織當中，時間結構不僅依循「客觀時間」（ clock-based 

structure），有時也根據組織對新聞事件大小的認定、分類而形成以事

件為中心的配置（event-based structure）。這兩類結構併存於每日新聞

運作，前者適用於一般例行新聞處理。一旦重大新聞事件發生，則以該

事件為核心的時間結構便會取代日常結構（Orikowski & Yates, 

2002）。 

2. 時間排程（scheduling）是安排組織事件或活動時點或期間的行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七期  2016年 4 月 

‧84‧ 

動，目的在針對組織目標預作事前籌畫與協調以使特定事件發生或某個

產品能夠完成（Zerubavel, 1981）。時間排程包括許多類型，如「排

序」（ sequencing），是建立事件或活動的先後順序；「定時」

（punctuality），是固定時點或期間並要求組織成員嚴加遵守；「時程

緩衝」（temporal buffers）則是在組織預定的事件或活動間保留間隙，

使得組織任務的不確定性不至影響既定排程。新聞組織排程雖然大都是

由上而下的規範，但新聞工作者在組織排程以外的工作時間仍有自由支

配的可能，特別是在某些模糊的時間區段且組織未加框定時。 

3. 時間同步／協調（synchronization／co-ordination），目的在於建

立一個時間的協力框架，促使多工情境下的個人或小團體任務得以統

合。「協調」是針對同一序列事件或活動依循一定順序（Scribner, 1986, 

pp. 13-30），而「同步」則是針對同一期間進行的多項任務進行規劃，

以確保進度或任務在特定時點完成（Bardram & Bossen, 2005）。新聞組

織需要「同步」與「協調」是因新聞產製源自多種技能（如採訪和編輯

所需技術不同且文字與攝影亦分屬不同技術類型），個別工作的節奏各

異。為了使產製訊息內容有序地完成生產，更也為了確保各部門間之時

序安排，組織必須進行協調以便即時掌控、應變。例如，新聞組織設置

「報稿會議」的目的是在截稿時間前檢視稿量、討論新聞版面重點，此

即具有協調功能。因為時間是珍稀資源，為使不同節奏的工作能夠如時

完成，就須設定檢查點以便成員能夠預期和自我調節。除了前述截稿時

間以外，新聞組織也在其它各種情境進行同步化策略。例如，電視新聞

副控室團隊在 SNG 連線之前、成員共同倒數讀秒「…5, 4, 3, 2, 1」（胡

雅絹，2015），便是一種透過準點（punctuality）而達成產製時間同步

化的策略。 

除了上述幾種策略外，組織在時間結構化的具體策略還包括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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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化」和「空間配置」。「外顯化」（externalization）源自時間原為高

度抽象概念，但人類可以透過各種工具（如語言與圖像）而將原本無法

言傳的概念轉換為可共見、共聞，藉此方便直接感知與操弄

（Southerton, 2003）。人們也設法透過語言符碼促使原本難以言傳的時

間概念「外顯」，如將時間框設為資源（Lee & Liebenau, 1999）據以發

展出「交換」、「爭取」、「調整」等概念；倘若把時間想像為「有限

的」資源（Hassard, 1990），則可再連結「控制」、「節用」等概念

（Yli-Kauhaluoma, 2009, pp. 106-129）。 

正如 Kirsh（2010, pp. 441-442）指出，人們創造或轉化人造物之目

的係在提供感官直接偵知的線索，以能透過這些線索進行建構取用知識

的資源框架，藉此提高工作能量並增加行動可能性，如劃分時區、世界

時間標準化（格林威治時間）或以精密儀器將時間切割為細微單位俾能

進行精確估算（Zerubavel, 1981）。 

時間結構一旦從內隱轉為外顯，則新聞組織變可透過各種管道來宣

示、操作、調整進而評估組織時間策略。例如，新聞組織每日更新的工

作分配表、休假表／值班表用於協調休假和值班狀態等都是外顯化以進

行操弄的例子。 

而新聞組織在每日努力克服時間限制的過程中，除了時間資源外也

常見利用空間的本質。學者 Janelle 曾經提出時間和空間的「交匯」

（Time-space convergence; Janelle, 1969; 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

2002，頁 118），指出個人或組織常使用轉換時間和空間資源的手段藉

以消除限制，而新聞組織的空間化即是以空間資源換取時間資源的策

略。例如，新聞組織將業務相關或人員往來密集的單位集中到同一區域

（Hamblin, 2012, p. 47）。總之，經過安排後即可讓個人身體盡能接近

常用空間以縮短工作路徑，此皆與時間建構策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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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先前文獻針對組織時間所形構的各式策略，可能是當代所有對

於時間敏感的社會組織所為，值得觀察分析。本研究接著進入新聞媒體

的田野收集資料，依據研究目的，從以下三個面向探問：（1）新聞機

構組織的時間情境是什麼？（2）新聞工作者如何和時間情境互動？

（3）新聞組織如何形成時間策略？ 

以上所列各項策略均為過往組織時間所曾歸納出來的若干向度，本

文將針對新聞組織蒐集和分析實證資料以探索此一問題。 

參、個案描述 

如上所述，本研究旨在瞭解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策略。基於研究

題旨，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本研究蒐集資料的場域是報社，選擇之

因在於報社具備新聞媒體時間運作的特徵。雖然報社崛起於十八世紀，

兩個多世紀以來報紙形貌和運作方式也與時俱變，但報紙做為以時間為

組織核心價值，是考量報社是新聞組織當中時間結構化歷史最悠久、資

料最豐富，因而可以作為研究的典型。2

選擇報社作為個案的判準如下：（1）在地性：時間結構化屬於新

聞組織層級的策略，也是新聞媒體和社會情境互動下的產物。透過在地

個案分析，可增加我們對本地新聞組織運作和及情境有更多的瞭解。本

研究所選擇的兩家報社均已經營相當長久的時間，和本地情境互動密

集，符合在地性的判準。（2）顯著性：報社必須是臺灣主要報社，報

社組織必須具備相當規模、每日新聞訊息產出數量或者發行量均領先其

它業者；因此而具有「顯著個案」（critical cases）的特質，才有利資料

豐富程度，並較能反映上述在地資料的特質。研究人員先後進入台灣地

區兩家報社作為個案，3 這兩家雖均具備上述條件，但進入兩報社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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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有先後，進入第一家報社時間較短，目的在瞭解美編作業；第二家

報社時間則時間較長，也是本研究主要資料來源。4

本研究的終極關懷在於新聞組織如何透過時間結構化策略而完成報

導任務，兼及新聞組織如何與時間情境互動。但因當代媒體規模龐大、

分工精密，但囿於研究人力以及媒體容許研究者進入田野的限制，無法

針對所有新聞產製部門一一訪查，只能在研究情境許可條件下選擇資料

最飽和的場域進行密集觀察。 

本研究選擇「圖表產製」部門為核心進行觀察和分析。新聞圖表是

晚近新聞最常見的文本類型之一，而圖表是以文字／圖像混合媒材展現

新聞內容（Finberg & Itule, 1990），由美術編輯部門負責。 

圖表產製是個具有特色的研究場域，美編是媒體組織內的少數民族 

（Pettersen, 1993）。以報社組織為例，若其每日發行 30-40 個版面，則

文編與版面編輯人數約各需 20 人，而擔任圖表產製的美術編輯則僅 5-6

人，因此圖表產製是人力有限、時間密集的新聞工作。另一方面，圖表

工作位於新聞產製流程後端，前端資料蒐集過程延遲往往使得美編能夠

使用時間更少（Smit, Haan, & Buijs, 2014, p. 351），上述因素讓美編的

工作時間成為特別敏感的資源，對與本研究則構成豐富的研究場域。 

本研究主要目的探索新聞組織時間結構化策略。根據上述研究目

的，分析重點在呈現概念之間的理論關連（ proven theoretical 

relevance），因此分析單位在於事件（Strauss & Corbin, 1990, pp. 176-

193）。 

誠如前文指出，時間結構涉及新聞工作常規，其內容多屬程序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和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因此以田野

觀察為手段較可能掌握其內涵（例如，Bantz, McCorkle, & Baade, 1980; 

Fishman, 1980）。本研究以田野觀察為主要方法。在第一階段，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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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造訪 A 報社，目的在培養領域知識的敏感度和建立類目

（categories），資料蒐集行動包括貼身觀察和事後訪談、經過資料整理

之後，抽繹出若干概念、建立初步類別。第二階段，研究人員根據第一

階段造訪 B 報社、根據先前建立的主題類別、進行事件抽樣，經過數回

合觀察、鎖定若干事件進行持續觀察和訪談，同時整理資料，直至確認

資料浮現重複、一致的態樣，乃視為飽和而停止蒐集資料（Strauss & 

Corbin, 1990, pp. 176-177）。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包括三類：（1）田野資料：研究人員在資

料蒐集期間曾 6 度造訪個案報社，每次從下午至截稿時間（晚間 11

時），涵蓋新聞工作大部分時段，特別是晚間 7-10 時的尖峰時刻，跟

隨研究對象貼身觀察在現場觀察工作內容，製作田野筆記；5（2）訪談

資料：訪談主要目的在確認並深化田野現場的觀察資料。訪談時機有

二：現場發問通常發生於田野觀察當下；現場問答納入田野筆記。另有

部分訪談係不方便在現場討論，於是另約時間進行密集訪問，經同意後

錄音轉錄文字；（3）影音紀錄：以相機或錄音機捕捉圖表編輯與其同

儕工作現場產生的資料，例如討論場景、工作現場等。另外也翻拍若干

原始資料，包括新聞文稿、圖表手稿、消息來源提供之現場示意圖等，

上述記錄在事後儲存成數位格式保存。6 最後，研究人員根據上述原始

資料抽取關鍵個案進行分析，進行交叉比對（triangulation, Lincoln, & 

Guba, 1985, p. 283, 305；胡幼慧，1992，pp. 229-231）。 

肆、資料分析：組織的時間結構化策略 

新聞組織是由多種專業共同組構而成，組織高度分工後區分若干部

門，包括供稿、編輯、印刷與物流等（訪談，98F01_1, 6）。日報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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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為一個週期，定期更新訊息內容。從每個週期的規律，可以窺見新

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 

首先，供稿、編輯、印刷與物流等部門各有工作時段，並以上架

（報紙送達派報點或便利超商）為基準向前回推，決定工作時段。這些

工作時段，部分允許「共時」作業（如供稿和編輯），部分則不允許

（如物流和上架）。時段之間的關係共同形成一個整體的工作順序

（sequence/work flow），如圖一所示： 

圖一：以日報為例呈現的工作順序 

供稿 編輯 印刷 物流 上架 

這條以 24 小時為一循環的工作週期當中還設定若干時間點，以讓

不同部門的員工齊一步調，最重要的當屬編採部門的截稿時間，多設在

晚上 11 時。這個倒推的生產流程，在有限時間內、將不同專長的新聞

工作者，透過組織依序工作，進而產出一致的新聞內容（Bantz, 

McCorkle, & Baade, 1980）。 

除了主要時間點外，每個週期內還設定若干時間點做為輔助時間

點，常採會議形式分散在下午 3-5 時之間，如編採會議、編輯會議與看

稿會等。這些會議具有規劃功能，不但決定當天新聞重點也盤點新聞資

源以決定當天要製作哪些圖表影像（田野筆記，98B0703-1），主要用

來預估並整理稿件數量和樣態。另一方面，這些時間點也提供同儕「協

商」，藉以掌握當天新聞資訊流全貌，有助於控制時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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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時調控資訊流 

照說透過工作時段畫分、設定時間點讓部門協調、步伐齊一，應可

掌握資訊流從而在時限中完成任務，但實際狀況未必如此。新聞組織每

日面臨的鉅量資訊流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源頭：其一來自外部突發因素，

倘若當天發生重大新聞事件則稿量就會增加；另一源頭則與外部因素無

關而與組織時間有關，係在截稿時間之前，當天各種稿件在短時間內湧

至編輯部門而形成工作瓶頸。後者凸顯產製流程後端承受的問題，反映

了「短時間、高密度」的資訊分佈態樣。以下以 A 報圖表變動為例說

明。 

A 報圖表主管記錄每晚圖表數量，我們取得其中連續十天的資料，

均紀錄、收存在一張表單上，表單中的每筆資料記載著圖表稿件名稱、

內容類別、需求單位以及進稿時間等。研究人員從表單中擷取出「進稿

時間」資料，以每 30 分鐘為單位，累加每個時段的稿量後取得一個時

間序列統計。 

根據統計，進稿始自晚間 6 時而結束於凌晨。在 6 時 30 分之前進

稿數量趨近零，但從 7 時開始緩增，而在晚間 7：30 至 8：00 時之間達

到最高峰，每半小時進稿平均 35 件，然後在晚間 9：00 時之後開始緩

降，至 10：00 時回歸到零（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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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 報截稿時間之圖表進稿量分佈 

這個圖表進稿數量彰顯了新聞組織在截稿前後的資訊流量變化。具

體而言，在主要截稿時間前兩個小時的時段裡資訊流量最為集中，呈現

了前述「短時間、高密度」的特徵。而當大量資訊匯集在極短期間內，

一時之間的資訊流量明顯超過新聞組織所能處理上限，這種短時間內組

織或個人無法因應資訊流所產生的落差即屬 Southerton（2003, p. 8）所

指「暫時性負荷」，組織必須設法解決此一困境。 

有些關於截稿時間的論點值得深究：（1）截稿時間是新聞組織設

定的重要時間點，截稿時間劃定新聞組織主要工作時程之間的界線，讓

所有組織成員共同認知和遵循；（2）倘若新聞組織內之資訊流過於集

中，勢必將造成組織資訊處理的瓶頸，因此組織內資訊必須引流分散；

（3）新聞組織的資訊引流具有漸進與分散性質，除了晚間 11 時的主要

截稿時間外，可依工作進程與新聞類型而建立若干輔助時間點以分散主

要截稿時間，因此所謂「截稿時間」並非單一時點而是集合名詞；

（4）新聞組織的截稿時間本質上是一群經過設定的時間點，要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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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與個人在此時點完成工作，因此具有前述「同步／協調」作用，可

讓各部門據此系列時點進行工作預測、規劃兼而檢核各自工作進度。 

二、掌控時間動態 

守門人是個概括觀念，其具體職稱因組織而有不同。早期學者只聚

焦於守門人與新聞事件的關係，其後則曾指出守門人除是內容把關者

外，也兼具資源配置與操控的角色（Shoemaker, Vos, & Reese, 2009, p. 

75）。 

在新聞產製現場的 A 報圖表編主管 L 便是守門人，每晚針對圖表

決定是否成案。新聞價值固是首要考量，但 L 還有兩個常用判準：一是

當下進稿數量的高低，另一則是圖表編輯之人力和專長。每當進稿量偏

高而超過圖表編輯所能支應的上限，L 便開始撤掉稿件，這兩者都與時

間結構化有關；用 L 的話來說，就是「有多少剩餘時間，做多少事」。 

圖表編輯之人力與時間固定，若要用到刀口就須有效分配。L 會從

幾個角度考量，如「先地方、後全國」，將全國性新聞與一般地方新聞

區分開來。前者較為重要，不但發稿較晚也須周全，所以得先處理，接

著再來處理相對複雜的要聞（先求有、再求好）。其次是「先簡單、後

複雜」，指容易完成的任務優先執行以避免耽擱其它工作進度。再者是

「先穿衣服再化妝」，先要有可以上稿的作品讓版面不致於開天窗，然

後再考慮圖像的美學。L 就說，「每個版面上賣一道菜」（每個版面一

個視覺重心），如此方能維持版面的數量均衡而不致造成彼此間的偏倚

（田野筆記，95A0214）。 

守門人面對動態的時間環境會決定圖表工作的順序、數量，接著也

會調整圖表編輯工作的節奏步調並與其它部門協調，防止進稿破壞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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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工作時程。從這個角度看來，守門人猶如新聞組織的「調整

閥」，隨著時間變動而調度並支配時間資源。 

三、區別工作時段的節奏 

如前引文獻探討所述，新聞機構的主要常規之一便是新聞「類型

化」（Tuchman, 1978; Shoemaker & Reese, 1996），常將當天新聞區分

為「硬性」（政治或經濟新聞）與「軟性」（人情趣味新聞）二者，此

一分類實也與時間結構化相互連結。如較無時間性的軟性新聞版面常在

下午 4-6 時截稿，要聞、頭版等則須以最新訊息現身，多安排在 11 時

截稿。 

新聞組織根據類型（或版性）將稿件分流後，軟、硬新聞便分別進

入不同排程，如軟性新聞圖表多提早完成，如此便可分散工作時間也可

避免集中在晚間的主要截稿。但對圖表編輯來說，真正的挑戰仍在晚間

11 時之前，誠如 B 報美編主管 W 所言，「…六點獲得的新聞重點，才

是晚上真正工作的真正內容…」（田野筆記，98B0915_1）。 

新聞組織不僅將內容類型化，也將不同類型內容的處理安排在不同

工作時段。新聞組織的原本目的在於抒解每日組織內的資訊流，但這樣

一來卻也形塑了不同時段的工作氛圍。以下文本取自田野筆記中對圖表

編輯行為表現的觀察，兩段觀察時間分別在下午 3-5 時間以及晚間 7-8

時間： 

（下午 4 時 40 分）美編 T 繪製消費版的 3C 設備比較圖表，

這幾幅圖表是下週見報，但 T 預先處理完畢。接著他整理昨日

見報的圖表，並瀏覽前幾天來自 AFP 和 AP 的外電圖稿。他一

面在繪製和整理檔案過程中，偶而和隔桌的美編 F 談及前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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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瑣事，其間不時也到茶水間和廁所（田野筆記，

98B0607）。 

（晚間 7 時 40 分）編輯室裡的美編主管 L 把圖表需求單送給

美編 T。L告訴 T：「三版，4 才」。T 一面繪製先前送達的美

元匯率變動折線圖，一面瀏覽網路派送的需求單。T 不懂需求

單上文字意思，於是拿起電話問文字編輯（田野筆記，

98A0912）。 

這兩個時段的差別不僅是工作內容，節奏和步調顯也有別：下午五

時之前圖表編輯主要處理舊稿、外電圖稿或沒有時間性的稿件。也因較

無急迫壓力，部門間溝通稀疏、人際互動相對較多，同事間偶而輕鬆談

笑。整體而言，這個時候的圖表編輯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安排工作。 

但下午六時以後狀態就不同，主管開始派送工作，圖表編輯也立即

蒐集並研究圖表相關資料。這時人際互動驟減，偶有互動用語言也是簡

短而充滿編輯術語。協調公務的電話交談密集進行，編輯表情嚴肅沒有

笑容，工作節奏變快、強度增加。 

上述兩個不同時段的變化可借用 Southerton（2003）的「冷／熱」

譬喻說明。Southerton 描述組織不同工作時段之節奏（rhythm）互異，

「熱時段」（hot spots）工作強度高而密集，而「冷時段」（cold 

spots）則恰恰相反。 

在新聞產製現場，圖表編輯在冷熱時段的行為差異值得討論：

（1）時間結構化是新聞組織內部知識的一部分，這種知識屬於「程序

性知識」（指在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Nonaka & Taeuchi, 1995／楊子

江、王美音譯，2002；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5），雖然沒有形

諸文字筆墨，但組織成員經過耳濡目染、反覆實踐後多能瞭然於心，毋

須言傳；（2）冷／熱時段對於圖表編輯的自由度是有差別：冷時段容

http://tas.sagepub.com/search?author1=Dale+Southerton&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http://tas.sagepub.com/search?author1=Dale+Southerton&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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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個人身心有較多活動空間，因此圖表編輯有較多社交語言或人際互

動，但熱時段需要圖表編輯集中注意力並全力關注工作，個人自由度為

之大幅縮減；（3）在兩個不同時段，同一工作者的行為舉止產生極大

變化，如從社交語言轉為專業術語、從面對面轉為中介互動、從輕鬆轉

為不苟言笑。 

圖表編輯之語言、舉止和態度變化並非個別、偶現反應，而是其在

反覆實踐之後的心智和身體已經形成一定樣態。從這個角度看來，時間

結構化不僅存在組織活動空間，實也滲入了新聞工作者心智和身體。 

四、交換和轉移工作時程 

「排程」明顯區分出尖峰／離峰時段，處在離峰時段的圖表編輯們

通常擁有較寬闊的工作自由度。在這個較為自由的時段，圖表編輯最常

做的事是拆解舊圖表，這個活動背後也可見到時間結構化的痕跡。 

（下午 3 時 30 分）B 報社美編 S 正坐在電腦前拆解昨日法新

社（AFP）供應的民航機墜毀示意圖。他以向量繪圖軟體打開

這個向量圖檔案，刪除文字之後，重新用了一個新檔名，透過

路徑：交通>航機>空中巴士>A330，把檔案存進主機硬碟，這

是他每天離峰時段例行工作的主要部份（98B0829_1）。 

美編 S 拆解此則某型客機空難示意圖是國際通訊社根據契約定期供

應的向量圖檔（vector graphics）。此圖和當天新聞無關，但美編 S 知道

國籍航空公司曾添購這款客機，日後可能用到類似素材，拆解外稿圖檔

並儲存以便為日後類似突發而產製圖表時即可直接取用素材。S 的動作

包括：解除向量圖群組設定、刪去圖說、另取檔名，選擇硬碟資料夾並

按下儲存鍵（活動側錄，94S01；田野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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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形容這是圖表的舊物回收：「…拿他們的素材，用我們【報社】

的角度重新畫過…」（訪談，98F01_1, 17），目的是在節省時間：「…

有時我們也會拿用過的資料來把它合成，改一改，這樣也是省時的方

法…」（訪談，98F02: 8）。 

上述在產製現場捕捉到的細節展示了圖表編輯的個人時間配置特

性：（1）圖表工作流程不必然連續卻可視需要分散。美編從頭至尾完

成一幅圖表需要耗費許多時間，但尖峰時刻未必有足夠時間資源，因此

拆解既有圖表之具體策略是將圖表轉換部分工序，半成品來源可以來自

圖庫、外電以及圖美編自己或他人收藏；（2）當代數位向量圖像格式

提供技術「機緣」（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2006），讓圖像拆解和

組合策略成為可能。尖／離峰時段則提供時間「機緣」，讓美編可以在

許多個離峰時段拆解圖像物件，並在尖峰時段的寶貴時間迅速組合；

（3）從時間結構角度觀察，「先拆解、後組合」屬時間結構的「轉

移」（time-shifting），係將部份工序提前執行，等待尖峰時段只做修改

和組合，藉由工序減少而達到縮短工作時間的目的。 

這種分散工序的活動不僅限於圖像拆解，也存在圖表編輯其它活

動。若把時間鏡頭拉得更遠一些，清晨還在家中的主管 L 從起床開始便

扭開電視、打開電腦網路，利用盥洗、用餐以及其後的各種瑣碎時間，

以獲取不同管道的新聞線索。 

L 說：「我…一定會先看電視新聞，…從畫面大概知道【新聞事件

樣貌】，記者回來草圖有出入時，我就會求證…」（訪談，94E01_1, 

19）。 

一方面，L 在為自己和同儕建立當天工作的框架；另一方面，L 也

在擷取訊息內容以便做為衡量圖表資料正確與否的參考。圖表產製必須

理解當天的新聞環境，但產製時間有限，所以 L 的這類資料瀏覽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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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多安排在正式工作啟動之前，這和 S 拆解圖表的活動本質相同。上

述 S「拆解圖表」活動和 L「拆解圖表」活動都屬新聞工作的「前置作

業」：（1）前置作業是新聞工作中「由新聞工作者自行運作的排

程」，把原本一體的工作切割或拆解為多個細部的工作，透過個人時程

變換而實現；（2）許多新聞工作都須積累工作資源以備不時之需，這

些資源積累工作需要付出時間並不適用於截稿前的密集時段，必須自行

尋找適當時段積累工作資源，以致因類型化而產生的冷時段常被選擇進

行此類前置作業；（3）從上述 S 和 L 工作資料分析，可知前置作業並

非來自組織規章的強制，而是來自新聞工作者的自行排程行動，這種經

由行動者反覆實踐而形構的模式，或可用「慣習」（habitus）加以理

解，新聞組織透過時間的結構化，佈置了一個由時間機制、同儕互動和

新聞工作者心智和身體交互影響的場域，新聞工作者在此一場域發展出

據以因應時間的心智模型或身體技術（Mauss, 1950／林宗錦譯，

2008）。 

五、建立組織時間的具體表徵 

新聞組織常使用各種工具讓組織成員理解組織時間，最為常見的便

是各種表單，如工作分配單、休假輪值表等。以下且以「工作分配單」

為例說明。 

工作分配單是 B 報每日發送的一張電子表單，下午 5-6 時經由電腦

網路傳送給新聞產製部門。表單上方標註著發送時間（版本為「0600 

PM」）以及聯絡人（標註人名和分機），意味著這張表單會依時間情

境而變更內容。表單欄位由左至右載明當天編輯部門的工作配置，包

括：版序、具體截稿時間、編輯團隊、新聞重點、分版內容、降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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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核稿人等，一覽無遺（見下圖三）。 

圖三：B 報工作分配表（田野觀察，94A0912） 

這張表單是一個訊息的「矩陣」（matrix），揭露核心工作時間內

編輯團隊在新聞內容、人力與時間的關係，其中所寫的截稿時間、降版

順序更明示了團隊時間資源的輪廓，賦予時間分工的責任。 

表單透過發佈、列印後人手一紙，編輯會將這張工作分配表與各種

表單（加班／休假輪值表、日曆、座位表）一同釘在編輯桌擋版上最顯

眼之處。表單上往往充滿塗抹、修改和各種文字或圖像等註記，這是新

聞工作者個人直接感知與操弄的痕跡，也揭露使用者透過操弄表單協調

進行時間的痕跡。 

新聞產製是團隊工作，新聞組織成員在動態時間環境工作時不僅要

瞭解自己的任務與資源，也須掌握其它團隊成員的狀況，工作分配單的

主要功能因而就是將時間資源透過訊息視覺化而達到外顯時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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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曾經指出，時間本是抽象而虛無飄渺的觀念，而新聞組織必須

告知成員當下時間資源配置。這張表單因而是新聞組織的視覺化策略體

現，無論新聞內容、團隊人力和時程配置俱都展現在表格所形構的空間

裡。 

進一步觀之，表單外顯了新聞組織的時間相關訊息，促成並強化新

聞組織的時間結構：（1）表單將原本時間配置轉換為空間配置，有序

地再現了整體團隊的資源輪廓（Zerubavel, 1981, p. 59），時間資源因而

就從原本內隱（tacit）狀態轉成外顯（explicit）。如此將時間經視覺化

而外顯並展現在組織成員的面前時，就有利於個人建立預期或進行時間

規劃；（2）新聞工作即團隊工作，新聞組織成員間必須掌握彼此動態

隨時進行溝通協調才能同步完成任務。表單建立了整體時間資源的輪

廓，有利於成員間彼此溝通和協調，如可根據表單「轉移」或「調

動」，個人與組織間或不同個人間遂得以據此展開協商，有利縮減組織

溝通時間成本。 

六、組合人與媒材 

新聞組織在產製過程中充滿各種以協調為旨的微型會議，這些微型

會議有如新聞組織內的「快閃」活動，不同部門人員在極短時間內聚

合、使用各種媒材密集溝通、獲取訊息並形成共識。以下是取自 B 報的

現場觀察： 

（午後 6 時 30 分）圖表編輯 G 和文編、版編到都會中心聽取

簡報。素材是一則都會鬧區警匪街頭槍戰新聞，編輯們要建立

圖表呈現的共識。G 和文編、版編圍繞在供稿人員身旁，簡報

以口語為主，輔以 Google Map 紙本，以及警方監視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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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上以紅筆標記警匪追逐路線。簡報約五分鐘結束，美編等

人進行提問和討論。三人經簡短討論建立共識：示意圖以街道

圖為背景，邊框呈現警匪槍戰，美編 G 據此繪出草圖，簡報

在 8分鐘內結束（田野筆記，98B0703_1）。 

一般會議動輒半小時，這個現場觀察到的會議僅有 8 分鐘，議程聚

焦於一則圖表。由於會議「輕薄短小」，因此必須藉助各種媒材，下列

左右兩圖呈現微型會議採用的媒材。由於單靠語言和文字不足以解釋空

間關係，解說者使用警方監視器照片截圖（圖四左）以及紅筆事前註記

的網路地圖，藉此呈現警匪槍戰地點和追逐路徑（圖四右），並以手勢

動作做為索引指出素材重點。 

圖四：警方監視器截圖（左）和經過註記的網路地圖（右） 

在此過程中，文稿、照片、地圖等不同性質的媒材（人造物）透過

手勢動作導引並標示素材重點，即能促成與會者快速完成協調。 

上述微型會議有幾個特徵：（1）新聞組織前端獲取的素材必須傳

遞給後端的編輯人員。當傳遞層級越多，訊息越易失真，也就越可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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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時間資源，因而組織要求編輯共聚面對面討論以縮短溝通成本（活動

側錄，98S01, 2；田野觀察，980822）；（2）在產製圖表過程中，不同

部門人員必須在很短時間內獲取素材並與同儕協調方能有利於稍後的同

步工作；（3）協調單靠口語文字不足以呈現訊息全貌，勢得尋求多種

媒材協助並以手勢動作為索引指出素材重點。因此，微型會議的特色是

將人與工具混搭、進而建立有利於溝通的情境，此一過程之人與物（各

種媒材）共同參與行動，透過「行動」與「物」的組合凸顯出素材內容

的特性，這就是 Pea（1993, p. 105）所稱的「智能配置」（distributed 

intelligence），透過人與物的最適恰組合狀態而形成協力，有效加速與

會者的理解從而縮短協商的時間成本（Kirsh, 2010；陳百齡，2009）。 

七、尋找時間間隙 

尖峰時段的美編被指派繪製多幅圖表，而為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多項

任務往往採取「多工」（multi-tasking）策略。此一概念源自資訊科

學，原指電腦平行處理多項任務，但應用在人類行為時，則是說明個人

如何同時處理多項任務（Rosen, 2008）。例如，圖表編輯等待查證的空

檔，轉而進行另項繪圖任務（訪談，98F02, 7）。有些時候，圖表編輯

則在同一時間內執行多項任務，主要的目的是減少∕壓縮工作時間

（Kenyon, 2008, p. 286; Baron, 2005）： 

（晚間 9 時 32 分）美編 F 正繪製次日見報的圖表。F 被指派

兩幅圖表，一幅是高速公路追撞車禍圖，另一幅則是臺北市巨

蛋示意圖。電腦螢幕上同時開多個視窗、同時處理兩幅圖表。

在車禍圖表進行一半時，F 發現有關車型的細節不明需要確

認，他一面電話查詢供稿中心，一面 MSN 詢問正在線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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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和版編。在此同時，F 並不時瞟瞟牆上電視螢幕播報的新

聞，捕捉電視新聞報導畫面聲音和自己圖表相關的片段（田野

筆記，98B0822_3；98B0703,2-3）。 

圖表編輯一面使用鍵盤滑鼠動操作電腦設備，還要和同儕溝通，在

此過程中，同時進行聽、看、交談，以及電腦操作。上述這些案例中，

圖表編輯交錯在多項任務之間，呈現圖表產製過程中的多工樣態。 

多工表面上是個人行為，但實際上和新聞的時間結構化非常有關

係：（1）多工是個別圖表編輯在多項任務間尋找間隙並加以利用的行

為。當其處於動態工作環境時往往得在每個任務間發現空檔，適時調整

或變換工作順序填充空檔，使得任務得以交錯進行以壓縮時間用度，基

本上屬個人工作時間的「重新排程」（re-scheduling），交錯地將任務

拆解、重組並完成以贏取間隙的時間資源；（2）多工行為多出現在在

新聞組織的尖峰時段，個人溝通與設備操作經常交錯，但在離峰時段則

較不傾向使用多工；（3）多工通常結合當代資訊科技或工具：當代科

技容許個人透過編碼程序將部分操作行為自動化，如使用「熱鍵」

（hot key；或譯「快速鍵」）或組合多個鍵盤或滑鼠動作，亦即以程式

取代人的連續動作（Coniam, 2001）；也就是人和物共同協力、分散勞

務（Perkins, 1993），從而達到壓縮時間的效果。 

八、用空間爭取時間 

新聞產製空間的安排並非偶然，一般新聞組織多把工作相關部門安

排在同一空間，如版編和圖表編輯就在同一樓層內彼此相鄰，個人空間

安排亦然。新聞工作者在產製過程中得和許多工具共同協力，如圖表編

輯工作尤其仰賴各種資訊科技（包括電腦、網路和電話），這些圖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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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設備以及設備置放空間的安排都涉及時間結構化。以下是現場拍攝的

影像： 

圖五：圖表編輯編輯桌面的佈局 

這張工作桌上，置放圖表編輯日常工作所需的設備：電腦

桌機／螢幕、拍紙簿以及桌面下的繪圖版，都和圖表編輯的繪

圖工作有關：左上方釘在牆上的行事曆、座位表以及休假輪值

表和下方桌面上的電話機（以及美編 Y 帶走的手機）則是圖

表編輯的日常協調溝通所用物件。 

圖表編輯工作大致可區分兩類，即繪圖與人際溝通，其所需設備／

物件分別圈放在編輯桌上的兩塊區域。慣用右手的圖表編輯將電腦螢

幕、周邊、手繪草稿的拍紙簿等集中在桌面右側，而電話、手機、表單

等溝通相關設備或物件則置左側。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七期  2016年 4 月 

‧104‧ 

圖表編輯 Y 繪圖，他以右手握滑鼠、左手控制鍵盤。當

他需要和同儕通電話時則改以左手接聽電話或撥弄手機，右手

則操作電腦周邊。溝通時會用到的行事曆、座位表等表單恰在

Y 坐時的眼睛平行處，當 Y需要查詢這些表單時，只要把頭從

電腦螢幕方向左轉 30-45度，即可看到表單。 

在密集工作時往往需要多工，繪圖和人際溝通同時進行，右手始終

留著繪圖，但左手則可轉而使用人際溝通的中介設備電話和手機以配合

多工需要，眼睛則來回在螢幕和表單之間掃瞄。 

上述空間安排仍與時間結構化有關：（1）設備／物件群聚的策略

是為了縮小工作空間的間隙，如行事曆和值班表併排、電腦螢幕和座位

表平行密接。當圖表編輯從一個物件移轉到另個物件時，工作空間間隙

越小則時間耗費越少；（2）這種安排在密集工作時段可容許圖表編輯

經由實踐，根據身體慣性、調整和周遭空間的關係，並經由不斷訓練

（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頁 184），而建構出最短

的工作動線，不但讓身體與空間距離極小化，也減少過程耗費的時間資

源；（3）上述時間和空間彼此轉換的特性在新聞組織也屬大量應用，

成為組織時間結構化的基礎，尤其時空轉換不僅發生在組織層次（如部

門空間安排），也發生在個人層次（如上述編輯桌面佈置）。總之，空

間安排須和身體相調適，透過時間與空間的交匯作用也由空間空隙的縮

小，最終獲致時間壓縮的效益。 

伍、結論：思考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 

時間結構化策略，體現了新聞組織和時間情境之間的互動。誠如前

文指出，新聞媒體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掌握組織時間，但組織時間無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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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時間可透過計時工具而直接感知，因此新聞組織必須打造組織可用

於監控和掌握時間的工具。當人們以時間概念為工具，建立各種組織時

間的類型，並且攏合在一起、收納到可以流通的結構，時間即被模擬成

為實體，從而可以操弄，這就是時間的結構化。 

本研究進入新聞組織的田野，蒐集資料，並分析相關例證，例如前

置作業、表單、微型會議、多工與空間配置等，都是個別新聞組織所建

構的時間工具，雖然因為篇幅有限，無法一一列舉這些工具，但上述資

料卻足以說明新聞媒體是如何以時間概念為礎石，而型構組織工具，藉

以將時間轉換成為組織結構的一環。以下將進行綜合論述，並說明研究

結果的啟示。 

一、研究發現 

（一）透過結構化，促成時間資源集散 

時間資源分散在組織作業過程當中，新聞組織區分層級而進行調

控：（1）組織整體層級：從供稿、編輯、印刷到上架，新聞組織係透

過科層部門的共時分工，建立時間順序和空間配置，並要求各部門按時

序完成任務，例如前一節資料分析提及的截稿時間、新聞類型化等作

為；（2）小團體/群組層級：建立固定或臨時的聚合機制，並透過科技

使用，加速部門內部以及跨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例如前述資料分析提

及的編採會議、守門人、微型會議，以及表單溝通等作為；（3）個人

層級：組織時間提供彈性的時段留白，讓新聞工作者依照個別工作需求

和工作習慣，進行調控。例如，前述個人在冷時段中進行的前置作業，

以及熱時段中的多工等作為，都指向個人。 

雖然上述各種調控策略分佈在不同層級，但總的來看，大致可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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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集中（concentration）與分散（distribution）兩個策略類型。集中策

略包括截稿時間、編採會議、守門人或空間配置等作為，新聞組織將工

作歸結到一個特定時點、或者新聞信息內容或人匯集在一個空間，以便

方便盤點和決策。但有些時候，新聞組織調控則是經由分散策略而達

成，例如新聞組織將內容類型化、透過前置作業、守門人以及微型會議

等機制，將工作時間錯開，或將資訊導流至低強度的時段，如此一來可

以避免鉅量訊息集結、而無法即時處理。 

新聞組織欲集中時間資源，固然需要典章制度、進行由上而下的資

源配置，但在分散資源、則又必須透過組織成員協力；例如，冷／熱時

段的工作節奏，以及個人多工處理資訊。這個場域多為程序型知識、充

滿了默識（tacit knowledge），無法單純仰賴制度，而必須成員建立慣

習才能真正實踐。新聞組織必須需要透過組織文化、或者社會化

（Singer, 2004, pp. 836-854），透過集體的知識建構和傳承以遂行組織

策略（張文強，1999）。此外，有些學者曾指出，資訊科技導入和圖像

產製工作流程加速有關（例如電腦化；Finberg & Itule, 1990, pp. 13-

21），但先前文獻多著眼整體組織，鮮少從個人面向切入。本研究發現

新聞工作者結合身體和工具而縮短時間，點出機構化個人也承擔時間策

略，新聞工作者的心智結構如何和身體以及科技/工具協同，進而促成

工作加速，似乎是可進一步探索的議題。 

（二）建構時間套件，進行計算調度 

過往社會學者（如 Zerubavel, 1979）時點、時序和時段這些時間概

念時，往往將這些概念當作一種心智工具，但是我們從本研究新聞組織

的實例中發現，新聞工作者不僅運用時間概念當作心智運算的對象，更

把操作化之後的時間，延伸改造，並和其它實體工具結合，使時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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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共見共聞，做為和組織內部彼此溝通的中介。新聞組織欲達到集散

時間資源的目的，需要能夠操弄時間（temporal manipulation）。時間結

構化之後變成可以觀察和感知的具體對象，但操弄還必須借重時間概念

做為套件（templates），才能真正實體化。時點、時序、時段和節奏這

些時間概念，提供了具體操作時間的套件，這些概念之於組織時間，猶

如樂高積木之於空間。這些概念將時間資源表徵於外，新聞媒體不僅可

以直觀組織時間資源全貌，還可以進一步運用這些概念將之拆解、組

合、移動、抽換、轉換，以換取更好的時間使用效能。7 下表呈現新聞

組織操弄時間的策略類型。新聞組織的針對時間資源，先賦予表徵（實

體化）、繼之以計算和評估，最後動用組織之力進行調度，讓時間資源

用在組織的刀口上，最後獲取「追分趕秒」的效益。 

（三）動態情境下的即時資訊處理 

時間結構化是新聞組織每日上演的劇碼，但由於新聞在本質上就具

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時間結構化僅僅靠制度和常規，並不足恃。透

過資訊對時間情境下判斷，並針對時間結構進行立即調整，是新聞組織

時結構化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在田野中我們看到無論是主持編採會議

總編輯，或是擔任圖表合分稿的小組召集人，都在動態的新聞情境下，

擔負著資訊處理者的角色。他們針對當下的資訊流量進行判斷，計算時

間和配置的人力數量，進行推估、取捨拿捏，他們在時間結構化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讓我們對於傳統守門人的看法有些修正。守門人所監控

的對象，不僅是內容而已，也包括時間資源。1980 年代初期的學者

Fishman（1980）和 Bantz、McCorkle 與 Baade（1980）等人把新聞室

比喻為工廠，新聞工作比喻為生產線，他們認為新聞工作一旦程序化之

後，便缺乏彈性而遲滯。本研究聚焦觀察新聞圖表產製的時間結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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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守門人針對資訊流量進行即時處理，讓新聞組織得以在動態情境下調

整其資訊處理數量，既避免開天窗，又保持工作數量在可處理範圍。確

切地說，時間結構中守門人的配置。透過精確而動態的資訊處理，進行

即時配置，讓時間資源不致於偏倚，是確保時間結構化見效的重要關

鍵。 

（四）時間結構化策略的後果 

綜上所述，新聞組織窮盡組織之力透過時間結構化，求取追分趕秒

之利，一方面透過組織規劃和調整，促成時間資源的集散；另一方面則

以時間概念組構的套件進行操弄，並即時校準和資訊處理，充分利用時

間資源。然而，正如世事總是「每生一利，則生一弊」，8 本文所聚焦

討論的新聞組織時間結構化策略亦然，時間結構化原是新聞組織在有限

資源下能夠有效運作的產物，但並不表示結構化只產生正面效果。新聞

組織獲取所謂「時間紅利」的同時，能也會產生若干副作用。本文主要

關切以下兩個副作用：時間紅利的歸屬，以及新聞內容的品質。 

首先，新聞組織透過時間結構化的手段集散時間資源，因而產生時

間紅利，但也發生衍生紅利歸屬的問題：工作時間和人力往往成反比。

一般而言，當人手增加、時間資源可減少；當人手減少，則需要更多投

入時間。時間結構化可以用來調校時間效能，讓新聞組織將資源轉移到

更需要投入時間的工作項目上、或因應突發事件；然而，這個策略也可

能被當做降低營運成本（cost-down）的手段，讓新聞組織減少人力配

置。倘若是後者，以時間結構化為手段而降低成本，侵擾新聞工作者的

勞動權益。則可能引發不當使用的倫理問題。 

其次，則是新聞內容品質的問題。新聞組織的專業不僅表現在速

度，更表現在資訊內容品質的把關。然而，當時間結構化策略越來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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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化，組織和個人可能競先減少時間，而忽略或降低新聞內容品質。例

如，我們發現美編利用冷時段拆解圖表、或利用現成圖庫，以減少尖峰

時段工作時間的作為，固然可以達到移轉時程、減少時間用量的目的。

但美編在圖表拆裝組合過程中，將圖表內容程式化和標準化，犧牲的是

新聞內容或相關人事物的獨特性，雖然達成時間結構化目標，卻不免降

低新聞內容的品質。 

二、研究限制和未來研究建議 

「為何新聞組織每天總能及時出刊？」本文從組織層次觀察，觀察

新聞媒體如何透過時間結構化，得以每日達成任務。本研究採取田野調

查、進入媒體工作現場貼身蒐集資料。本研究室一個初探性的過程，我

們揭露時間結構化的若干細節特徵，讓後續研究者可循此足跡，持續探

索這個議題。 

以下提出幾個可以延續本研究的探問，獲可提供未來研究者參考：

（1）本研究聚焦探討的是新聞組織日常工作中時間的結構化，事實上

當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時，新聞組織為自行解構其既有時間結構，以因應

變局，也就是新聞組織必須解構原本運行的若干時間結構，新聞組織如

何選擇取捨？哪些結構元素遭變更？如何變更？值得進一步探討；

（2）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雖起於組織層次，但必須透過個人和組

織共同協力才能實現結構化；事實上，我們看到新聞工作者的心智結

構、身體技術和工具之間的協力，這種協力如何形成，其高下區別為

何？可以繼續深究；（3）和上述提問相對應的一個問題是：當新聞組

織發動策略（strategies），個人也會發展對策（tactics）以資因應，新

聞組織可能透過時間策略要求新聞工作者付出更多勞動強度以因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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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時，新聞工作者據以對抗組織時間策略的戰術為何？ 

本研究是初探性研究，研究人員經由針對美編部門進行密集觀察、

根據田野取得的資料萃取出若干概念，以建構組織時間的相關研究主

題，本論文聚焦兩個面向，一個面向是朝向「以組織為核心」的時間策

略，另一面向則是朝向「結構化」的時間策略。依循這兩個脈絡抽取相

關資料進行分析，以展現新聞組織時間結構化的論述。不過在此一研究

過程當中，仍有若干不足之處。 

首先，研究資料蒐集的深度和廣度，往往是一種取捨。本研究針對

個案報社進行資料蒐集，透過反覆觀察而得以攝取內涵，此一取徑向深

度傾斜、卻捨了研究廣度。本研究提出新聞組織時間結構化的若干內

涵，讓我們得以窺視本地新聞媒體的時間運作邏輯。本研究並未建立一

套「普遍性規則」，但經由本研究的結果，揭示新聞組織運作過去少為

人所知的這個面向，從而可以提高未來在新聞組織研究的敏感度。而後

續研究者也可以根據這樣的概念，針對不同類型新聞媒體進行比較研

究，或轉化概念為研究變項，則可以取得研究的廣度。 

其次，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和組織情境緊密連結。本研究聚焦於

新聞組織的每日工作（everyday work），新聞組織處理臨時性重大新聞

時，時間結構化策略可能有所不同。突發新聞的資料或許更能彰顯新聞

組織和情境互動的能力。本研究進行田野調查期間未遭遇此一情境。事

實上，突發新聞的田野觀察並不容易，除必須取得新聞組織同意，在時

間和空間都能趕及，因此具有相當的運氣成份，究門檻也特別高。本研

究雖有訪談資料論及重大新聞期間如何應變，但僅有自我陳述，並未取

得田野觀察材料，無法交叉比對。因此缺乏臨時性重大新聞情境的考

察，當留待後續研究。 

最後，平面媒體產製圖表雖然只是整體新聞產製作業的一小個環



追分趕秒：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策略──以報社圖表產製為例 

‧111‧ 

節，但是當我們使用放大鏡進行觀察，發現各種因素互相關連糾結有如

千絲萬縷，例如不同資歷美編人員面對時間壓力的處理方式、新聞組織

的設備或工具等物質條件（如電腦∕網路），以及美編人員的軟體或資

訊素養等等，對於組織時間的結構化可能構成促成因素、或者是限制因

素，唯因版面所限，一篇論文中無法一一細究，因此也只能留待他日深

入繼續考察。 

註釋 

1 Southerton（2003）曾經指出若干當代時間操弄的各種類型。包括「時間的壓

縮」（time compression），是指針對某一時間段落加以縮限；「時間轉移」

（time-shifting），是將原本排定在特定時點的事件或活動，搬移到另一時點；

「時間交換」（time-changing），則是將兩個不同類型的時點或期間互相調

動。這些策略不僅為個人所經常使用，也是組織日常運作的一部分。 

2 本文是將報紙當作新聞媒體原形（prototype）看待，認為媒體組織的社會機制

是經過長久演化而來，經由其日常活動的分析，可以萃取出活動或策略的基本

樣貌。 

3 進入報社進行田野調查，研究人員必須密集進出新聞室，侵入性（intrusiveness）

很強，由於新聞從業人員不願被打擾，或者新聞組織視運作方式為商業機密，

研究人員進入多個田野進行資料採集的機會很少。因此先前新聞圖表產製相關

研究，均採用個案，而且多以單一個位為研究對象，原因即在此。例如，

Weber & Rall（2012）以及 Giardina & Medina（2013）針對《紐約時報》新聞

圖表製程的個案研究，都以單一報社為對象。 

4 這兩家報社資料並不均等，難以比較。研究人員在第一家報社進行田野資料蒐

集次數較少，但訪談資料較多。而第二家報社無論訪談或田野資料都遠超過第

一家。研究人員雖實際進入兩家報社，但因資料數量不對等，因此難以進行比

較式研究。 

5 研究人員在田野現場資料取捨的判準，包括四個面向（Feldman & Pentland, 

2003）：重複出現的行為（ repetition）；可辨識的行動模式（ recognizable 

pattern of actions）；眾人參與（multiple participants）；以及相互依存的行動

（interdependent actions）。 

6 研究人員在田野產生的資料均經編號保存，以資料產生時間－檔案序號－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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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引述使用。例如，【訪談，98F01_1, 6】意指 2009 年訪談稿第一篇，頁 1

和頁 6。 

7 例如，重大新聞發生前，新聞組織總是透過企劃配置或抽換時間資源。例如，

大選之前三個月，報社便已經規劃製作選舉次日開票結果的成套圖表；又如政

治人物過世之前，其生平事蹟圖解亦已經留在檔案圖庫之中。新聞組織分配人

力、提前工作時段、計算工作量，一直到校準截稿時點，都經過精密計算和組

織力量的配置。不僅組織如此，個人亦然。美編在冷時段拆解圖表納入圖庫，

以減少熱時段工作時間，便彰顯個人工作時間抽換。 

8 例如，劉蕙苓（2014：79）指出，當代新聞組織網路影音素材使用常規化之

後，新聞工作者往往過於注重形式化，加上電視台無力支付更大成本以善盡守

門之責，遂使電視新聞內容日趨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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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News by Structuring Time:  

A Temporal Analysis on Infographic Produc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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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can organization be able to accomplish its mission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just in time? As a temporal organization, news media employ 

temporal structuring strategies to integrate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efforts 

to have the work done before the deadline.  

This researcher conducted a field research on infographic designers of 

daily newspapers to observe: (1) how temporal structures of regulate the 

infographic designers; (2) how designers interact the temporal structures and 

develop temporal strateg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ill lead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n journalistic competence of contemporary news media and 

the design strategies for temporal structures of future news media. 

Keywords: news organization, temporal structures, journalism expertise, 

practice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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