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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上 
呈現的食安危機比較： 
頂新餿水油事件的個案研究

陳憶寧

摘要

社群媒體為當今社會在重大危機爆發時的訊息傳播系統，也是公

眾意見能即時表達的場域。基於其與傳統媒體在時效性、公眾表達的

差異性，本研究以2014年的發生於台灣的頂新餿水油為個案探討社群

媒體與傳統媒體對於餿水油事件之呈現篇幅在時間上的分佈狀況、傳

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使用哪些資訊來源以及關注哪些主題，以及傳統媒

體與社群媒體是否在語調上不同。本研究從台灣四家報媒及臉書粉絲

專頁各別蒐集相關資訊作為樣本，分別有1,480則報紙新聞報導與203

則臉書發文。研究發現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的新聞報導產量隨著時間

有不一樣的模式；社群媒體跟傳統媒體兩者使用的資訊來源以及關注

主題有所差異；傳統媒體與臉書在呈現政府以及食品業時，報導語氣

有明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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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Crisis Coverage in  
Social and Traditional Media: 
A Case Study of the Ting Hsin Tainted Oil Crisis

Yi-Ning Katherine CHEN

Abstract

Social media are an important tool of information during massive social 

crises because they serve to provide a venue for the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s. They are also likely to outperform conventional media because of 

their instant communication of a vast variety of voices. Consider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conventional media, this 

paper seek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regarding Taiwan’s Ting Hsin 

tainted oil crisis in 2014: Did the coverage of the 2014 Ting Hsin tainted oil 

crisis vary according to its duration in traditional media and social media? What 

sources and topics were reported in traditional media and social media? Were 

different tones conveyed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social media that covered 

the crisis? We conducted a content analysis of 1,480 news articles collected 

from four major newspapers in Taiwan and 203 posts collected from six 

Facebook fan page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amount of converge on social 

media and conventional media indeed varied over time. Moreover, social media 

and conventional media tended to utilize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stress disparate topics. Significantly, when the coverage referred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food suppliers, conspicuous discrepancies 

in tone were conveyed by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convention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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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在電視、報章雜誌等傳統媒體之外，社群媒體在社會上已取得前

所未有的人氣，並成為人們今日另一個主要的資訊來源中心（Rutsaert 

et al., 2014）。社群媒體勢不可擋地崛起並挑戰，甚至取代傳統媒體的

功能與角色，其原因或許可以歸因於它幾個顯而易見的先天特性，一

方面它盡可能地吸收使用者，且提供一個即時性、參與性、持續性、

合作性的互動模式給每一位使用者（Ding, 2009），再者它促使使用者 

自行產出的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s）得以長久地快速流通交換

（Macias, Hilyard, & Freimuth, 2009）。

這些特有的性質使得社群媒體得以在關鍵社會議題的報導上扮演

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在重大危機發生時。當傳統媒體經常因其消息

來源相當受限且單一而遭受抨擊，社群媒體逐漸被認為是承載有關社

會議題的草根意見與多方見解的傳遞平台（Guo & Saxton, 2013），不過

在此同時，也開始爭論社群媒體是否開創出一個適合公共事務討論的

客觀線上空間。有學者呼籲各界應提防社群媒體貌似公共領域的佯裝

與幻覺，因為社群媒體是天生存有偏頗立場的商業產物，而大眾總是

習慣性地忽視這個事實，社群媒體的本質就是建築在商業經營考量而

非大眾利益之上（Mejias, 2013），除此之外，社群媒體的運作中多數內

建有關鍵字以及敏感字詞的感應或搜索運算，這樣的潛在審查機制絕

對無助於哈伯瑪斯言稱的公共議題辯論場域的形成。然而另一方面亦

有學者肯定社群媒體的角色，相對於傳統媒體，社群媒體的確提高了

多元意見跟不同聲音的能見度，並且擴張了意見討論的多層次與多面

向（Keelan, Pavri, Balakrishnan, & Wilson, 2010），因此即便社群媒體的

存在或運作帶有商業考量，但是它有助於大眾論述的形成也是個難以

否認的事實。有鑑於現下諸多關於社群媒體在公眾領域中所扮演角色

的辯論，很顯然對於學界而言，社群媒體與其他媒體在社會議題上，

其與大眾輿情間的關係是個值得被審慎探究的題目。

今日所謂的媒體由部落格、公民記者、Facebook和Twitter用戶以

及傳統媒體組成，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訊息生產過程，這樣的改變

使議題設定的傳統發生很大的改變，過去媒體注意的議題會影響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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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也給予該議題注意，然而，隨著Web 2.0和社群媒體的出現，傳統

媒體影響輿論的效果受到很大的影響。由於社交平台的參與門檻比許

多傳統媒體的平台要低得多，一般人可以透過社交平台來與公眾對

話，因此傳統媒體必須採用更靈活的商業模式，適應不斷變化的媒體

生態，利用社群媒體的某些特質以爭取市場與讀者的注意力。傳統媒

體經常引用社群材料作為訊息來源，社交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傳

統媒體的訊息供應。大眾媒體和社群媒體明顯地互相影響，互利互

惠。議題設定的價值在於過去它解釋了何以社會有重要議題，預測因

媒體曝光而有某些議題產生。雖然不同的媒體時代議題設定必須被重

新檢討，但直到今天許多學者繼續在理論中找到應用價值，將此理論

重新調整以檢驗日趨複雜的新媒體與其對輿論的影響。Mejias（2013）

研究發現相對於傳統媒體總是被主流以及少數既得利益菁英所把持，

社群媒體則被視為替代型媒體（alternative media），提供了主流之外的

其他聲音。本研究基於此觀點，從議題設定理論的角度，探討現代社

會的危機傳播過程中，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表現上的不同處，包括傳

統媒體在報導主題的設定、資訊來源的引用、以及語氣的拿捏三者

上，是否如Nucci、Cuite與Hallman（2009）所主張，受政府官方消息動

員，另一方面，社群媒體在危機傳播中是否就真的明顯地較少引用政

府官方資訊以及傳統專家權威作為背書（Liu, 2010）。本研究透過此三

方面的檢視藉由議題設定理論的論述，來釐清社群和傳統媒體在頂新

食安風暴以及當今台灣社會中的角色差異為何。

社群媒體除了難以忽視的滲透性與普遍性外，還能有效率地聚集

同類型或同背景的使用者。根據Palen（2008）的觀察，社會災害中倖存

的生還者或重大危機的受害者時常得以透過社群媒體找到其他擁有類

似經歷的同類，分享經驗並產生受難者社群所特有的支持與連結，由

此可見，社群媒體除了一開始廣泛用於交友約會的功能之外，也有傳

播豐富、甚至專業知識與經驗的功能存在，而且在這方面，它的重要

性甚至漸漸不亞於過去被視為富含深度資訊的傳統媒體了。

台灣迄今已經歷過數回大規模的黑心食物危機，包含2008年由中

國流入市場的三聚氰胺乳製品危機、2011年的台灣塑化劑飲料事件、
2013年的黑心醬油危機與毒澱粉事件等等，然而關於社群媒體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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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在食安危機中各別所扮演之角色的學術研究卻仍未充足，因此本

研究藉由分析2014年轟動社會的台灣頂新餿水油案一案作為個案研

究，探討社群媒體以及傳統媒體在此社會食安危機的呈現上，如何組

織並傳播相關訊息。

頂新餿水油案的爆發始於2009年期間於屏東退休的一位老農，由

於其住處附近的一家地下工廠長期傳出難聞惡臭，私下蒐證後懷疑該

地下工廠為地下製油廠。老農於2013年赴台中的警局報案，經檢警機

關調查，證實該處發出噁心腐臭的地下工廠為郭烈成購地設立的地下

製油廠，並從大勝飼料廠購入重金屬污染的皮革油以回收廢棄油，加

上餿水油製作所謂的黑心油（廖壬楷，2014年9月14日；李立法，2015

年8月14日）。

多年來郭烈成製油廠的黑心油被台灣一家製油大廠「強冠公司」所

購入。強冠公司被發現從2008年以來從香港進口動物飼料油，經加工

成豬油後，以67%的加工豬油（從飼料油煉製而成）加上33%的廢油（收

購自郭烈成油廠的廢棄油與餿水油）的比例產出「全統香豬油」，該豬油

被頂新集團與味全公司大量使用並用以製作旗下的加工食品。頂新集

團的正義油品亦從另一家專門以非食用油以及飼料油製作黑心油品的

鑫好企業購入問題油品（鄭惠仁，2014年10月8日），調查結果發現頂

新集團同時自2012年從越南的大幸福公司進口飼料油來製作成豬油（張

榮祥，2014年10月8日；謝文華、洪臣宏、楊菁菁、楊雅民、錢利

忠、蔡亞樺，2014年9月6日）。

台灣長年來致命胃腸疾病居高不下的發病率一直未能有合理解

釋，而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惠鈞表示，「科學界已知大腸癌發生

的關鍵是『核苷酸轉化酶Ras』基因點突變，此突變是受環境刺激影響，

推測恐與餿水油有關」，長年流通全台的頂新油品可能是幫兇（湯佳

玲、吳柏軒、甘芝萁，2014年11月1日）。此外，透過報章社論以及臉

書專頁，一連串提倡抵制頂新的組織宣傳同時在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

上如雨後春筍快速增長。
2014年的頂新餿水油事件不僅如警鐘一般敲醒了國人對食品安全

的意識，刺激了可能是台灣社會在媒體上大舉宣傳的抵制行動，為了

描繪出社群媒體以及傳統媒體在整個社會食安議題報導中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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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本研究藉由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呈現頂新餿水油事件的分析，以

了解兩者在議題發展中，透過何種語調與資訊來源選擇來展現它們的

報導立場，進而更加了解對於在社會食安危機中社群媒體以及傳統媒

體所扮演的角色差異。

文獻探討

頂新餿水油案背景

2014年9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破獲屏

東一地下油廠，專門向廢油回收業者和自助餐廳收購餿水、皮革廠廢

棄皮脂油等規定要送化製場的廢油，再自行熬煉成劣質食用油，販售

給全台的攤販小吃以及食品公司，時間已長達一年，估計至少有200公

噸流入市面（林宜慧、曹明正、林淑燕，2014；湯寶隆、楊適吾，2014

年9月4日），其中強冠公司向該地下油廠購買餿水油並混油製成「全統

香豬油」販售給原料行、食品加工廠、夜市、攤販和小吃店（陳鈞凱，
2014年9月4日）。

隨著檢方擴大搜查，越來越多業者被查出使用強冠餿水油，衛生

局則呼籲業者若有使用或販售全統香豬油製成的加工產品，應主動停

止製造、加工、販賣及回收，並通報衛生局清點其流向，其中上市產

品使用到餿水油需直接下架者，味全公司肉醬肉酥等12項產品（顧荃，
2014年9月4日），其他食品業者譬如奇美、盛香珍、美食達人、85度
C、味王、黑橋牌、意霖公司等均被指出有使用強冠餿水油（謝文華

等，2014年9月6日；寶智華，2014年9月5日），許多大賣場也忙著清

點應下架的產品，甚至在新聞甫一見報便採預防性下架，處理民眾退

換貨事宜（朱正庭、陳思豪，2014年9月6日）。除了食品業，也有餐

廳、學校機構受到餿水油的波及（李恩慈，2014年9月5日；徐依鈴，
2014年9月5日）。

時值中秋，月餅購買旺季，餿水油風暴襲向許多老牌餅店，比如

基隆百年李鵠餅店、花蓮豐興餅店、高雄吳記等，損失超過了500萬元

（林錫淵、楊適吾，2014年9月5日；戴之聖、王文傑，2014年9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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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眾退貨時發生不少衝突，餿水油造成社會人心惶惶。有些受訪

店家表示進貨的油品具備政府食品認證竟還要擔心受怕，受損的商譽

該找誰賠（張子銘、陳奇君，2014年9月7日），此外，社會大眾反諷表

示可能要在家裡當自耕農才不會受到毒害，表達出對整個食品安全把

關流程的不滿（王煌忠，2014年9月5日）。

餿水油風波持續數日，衛生福利部食品衛生管理署公告截至103年
9月13日下午2時止，問題產品共133項，總計稽查食品工廠、夜市、

攤販、供飲食場所及販賣場所等計14,878家，下架、回收、封存違規

產品數量273.2公噸，銷毀11.9公噸（食藥署，2014年9月13日）。地下

油廠及強冠公司相關負責人被移送法辦，強冠公司產品的GMP認證被

撤銷，且一年內不得再申請，此外，工業局官員表示一旦違法，將撤

銷認證，而即使認證產品未使用餿水油，也會因原料控管不嚴，連坐

撤銷同一生產線產品的認證（黃馨儀，2014年9月5日）。 

使用餿水油的各個商家、企業中，頂新集團格外引人注目，前述

之2013年假油事件，大統董事長向檢方坦承賣添加銅葉綠素的橄欖

油、葡萄籽油給頂新製油，味全21項產品中標，而餿水油事件尚未平

息，2014年十月再度爆發黑心油事件，頂新旗下的正義油品摻混飼料

油，三項油品出包，一年內連續三次發生食安問題，台灣民眾、商家

與一些政府單位開始聯合抵制頂新旗下所有產品，頂新餿水油事件也

波及到其他國家，香港宣布全面停止進口台灣所有動物食用油，包括

豬油與牛油，市面上所有相關產品也全部回收（大陸中心，2014年10

月10日）。

由於頂新連連出包，使得許多民眾甚至是名人在網路發起抵制頂

新的活動，作家張大春在Facebook上發表無限期全面拒絕味全頂新的

言論，不少相關的Facebook粉絲團如「抵制頂新」、「反頂新味全集

團」、「拒吃味全、頂新聯盟」等相繼成立，網友整理出一系列頂新旗下

的產品，提醒民眾千萬不要誤買，此外，消基會也呼籲消費者應該在

頂新無法證明產品安全無虞之前抵制購買，給予業者最嚴厲的警告（生

活中心，201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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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中的媒體角色

媒體在社會風險中扮演的功能性角色時常遠大於僅是訊息的傳

送，在風險中，科學家、政策執行者、健康領域學者、產業、消費者

等等角色之間的意見隔閡往往藉由媒體來形成溝通橋樑（Rutsaert et al., 

2014），尤其是專家與一般民眾對於危機的認知以及採取措施的角度往

往不同，所以雙方經常忽略對方在思考上的困境與死角，比如消費者

經常低估科學家對店家標示、食材來源、料理方法等細節上的警告，

而專家則會高估社會大眾對於安全議題的警覺程度，這種落差在在凸

顯了風險傳播（risk communication）裡除了資訊本身，意見的交換也是

一大重點（Fischhoff, Brewer, & Downs, 2011）。

這樣的趨勢由Web 1.0到Web 2.0也清晰可見，前者是以內容為中

心的單項資訊環境，後者則是以使用者為主的多向資訊流架構，傳統

的Web 1.0對於內容與訊息的散佈方向失去了主導權，造就了Web 2.0

這種多向且難以定義資訊散佈（dissemination）與資訊利用（utilization）

的差異，資訊的使用者同時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他們可能是資訊

的原始創作者，也可能是從他處獲得資訊後進行更新再轉手傳播出去

的資訊加工者，這個趨勢催生了危機傳播中一個革命性的模式：協作

式新聞（collaborative journalism），也就是專業記者需要在社會大眾的協

助與互動下，才能得到重大危機議題中最新最關鍵的進展（Rutsaert et 

al., 2013）。另外，2009年美國的花生醬與花生製品爆發鼠傷寒沙門氏

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時，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the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曾透過社群媒體的使用來做食安危機

的資訊宣導，成果斐然，研究發現社群媒體的網絡中，像部落格、微

網誌、影片分享、甚至是維基百科，有時會形成具備認同感甚至有屬

於自己的次文化的社群（community），這種社群會聚集思考方式或各方

面心態相似的網路使用者（like-minded individuals），他們彼此之間雙向

的互動與個人化的訊息往來相當頻繁而迅速，是現實生活中透過電視

或廣播的政令宣導傳播難以企及的，這種社群中常伴隨特定幾個可見

度高（visibility）的意見領袖，他們往往被視為社群內可靠消息的來源，

研究也發現這一些社群的意見領袖並非在社會危機或食安風暴突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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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才如網路明星般一夕之間爆紅竄出，他們的意見影響力來自於平常

規律性地分享相關議題或危機的資訊，平日的經營建立出資訊的信賴

感（credibility）以及一批潛藏的網路跟隨者，因此政府如果思考藉由社

群媒體作為社會危機溝通的工具，必須認知到在危機爆發時才開始經

營社群頁面，其效果多半不彰，關鍵在於影響力的存在感建立必須由

平日長期的經營才能形成上行下效的社群網絡（Rutsaert, 2014）。

社群媒體被應用到社會災難的傳播上在公共政策領域中被稱為 

backchannel即「秘密途徑」（Sutton, Palen, & Shklovski, 2008），此一詞

透露出了政府機關對於社群媒體資訊可靠性的猜疑，backchannel被定

義為「非公開」、「非正式」、「非正規」的資訊途徑（McCarthy & Boyd, 

2005），然而隨著社群媒體獲得前所未有的普及度，加上同儕間病毒式

的傳播效果更勝政府對民間由上而下單向的資訊宣傳，今時今日政府

已難再忽視社群媒體，反之需要思考如何讓正確與關鍵的訊息即時有

效地從社群媒體上傳播出去並且杜絕錯誤謠言的積非成是。

議題設定與風險的社會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關於媒體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 theory）的現行理論中，主要在

探究媒體呈現資訊的方式如何左右大眾輿論，有研究人員指出當新聞

報導篇幅增加，社會輿情通常也越走向激烈與負面（Rowe, Frewer, & 

Sjöberg, 2000），換言之，當新聞報導的呈現角度越投大眾所好，篇幅

量越多，社會大眾對該議題的危機感受亦隨之增高（Petts et al., 2001）。

議題設定是媒體對觀眾的認知所產生的效果，Meraz（2009）提出在

傳統媒體上，議程設定的效果主要由菁英建立在次菁英上，比如傳統

媒體記者在社會災難發生時傾向使用具權威象徵的資訊來源，像是政

府高官、知名專家、國際鑑識人員等等，傳統媒體將定調社會議題的

話語權交給所謂的傳統菁英，由他們來替其它的社會成員定義目前的

事件動向，此外議題設定的效果亦與議題本身的性質有密切關係，人

們對於越陌生、了解越少、或與其生活經驗關連越少的議題，則越容

易受傳統媒體或傳統社會精英的議題設定效果影響，而議題動向與輿

情走向是否切合也是決定議題設定效果的關鍵，尤其在政治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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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field, Carson, Kalis, & Simon, 2005），明顯牽涉黨派偏好的議題，

如若民氣可用，媒體的議題設定甚至得以主導整個社會輿論的方向。

隨著社群媒體的崛起，有研究學者相信傳統媒體與傳統菁英對議

題控制的掌握受到大幅度的稀釋（Sayre, Bode, Shah, Wilcox, & Shah, 

2010），新媒體變成了議題設定的另一個管道，但不會消滅傳統媒體，

傳統媒體的角色依然會存在，也仍然會繼續在議題設定上發揮作用，

但是意見領袖的角色卻將由新媒體（YouTube、部落格、社群網站等等）

來擔綱，社群媒體會反轉資訊流通的方向，過去傳統媒體的影響力是

單方面地作用在觀眾身上，如今這股影響力會由觀眾導入社群媒體，

在網路環境中發酵，最終社群媒體會得到主題的主導權，將這股影響

力反向彈回傳統媒體，並使得傳統媒體追逐社群媒體上的輿情發展

（Last, 2004）。
Chung（2011）指出人民越感到陌生的危機，對其危機的風險感知越

容易受媒體強化，這就是所謂的風險的社會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在英國幾次關於基因改造食品的大篇幅密集式報導後，民調可看出英

國人民對基因改造食物的警覺性高過英國已經歷過的其它自然災害或

伊拉克戰爭威脅。Bradshaw（2012）針對麥當勞的推特行銷策略進行調

查，麥當勞公司在推特上面發起推特用戶人人公開分享自己與麥當勞

有過的最美好回憶，令人意外的是這場推特行銷發生了「關鍵字狹持」

（hijacked），陸續出現推特使用者利用推特的hashtag井號關鍵字串連功

能分享了他們在麥當勞用餐經驗中最恐怖的食安問題以及乏善可陳的

後續處理，透過這個使用者主動發起的hashtag推特發文活動，對麥當

勞不利的消息隨即如星火燎原般在推特空間蔓延，且麥當勞公司對於

這場推特風潮沒有任何約束推特用戶的正當性，於是這場行銷宣傳隨

即在使用者主動發起的反宣傳中失去焦點，因此Bradshaw主張在新媒

體的時代，議題設定與風險感知的強化，再也難由單一機構或威權所

主導，在資訊管道與訊息量日益豐富的趨勢中，可能反倒擦槍走火弄

巧成拙。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新媒體被視為多元聲音的新管道，可是仍然

有需要格外當心的地方，Alexander（2014）表示新媒體最大的癥結在於

容易成為謠言與錯誤訊息瘋傳的溫床，當社會危機爆發時，相關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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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都人力吃緊的狀況下，難以騰出人手專門在網路世界闢謠澄清，

往往只能放任錯誤訊息在社群媒體流竄，刺激整個社會的混亂。再

者，議題獲得的媒體關注程度與議題的重要程度時常不成比例（Chung, 

2011），因為議題設定與風險的感知在方向上與輿情走向吻合時，議題

本身很有機會賺到重複的曝光，進而吸引更多社會的目光與話題的炒

作，然而實際上可能有其他更重要但相對缺乏聳動話題的議題卻因此

遭到冷落。最後，資訊在網路上不同族群間遊走的速度不一，年輕的

網路世代時常是資訊接收與散佈的先鋒，相較之下，同樣的資訊可能

稍晚傳遞到較年長的家長族群，當速度較慢的族群轉手再將訊息傳送

出去時，有時候資訊的時效性（timeliness）已經結束，不過重複類似的

訊息卻持續地於網路社群流通，一則會過度強化社會的風險感知，二

來也彰顯了社群媒體依靠無條理組織的眾人編輯（crowdsourcing）所衍

生出來效率低落的那一面（Goolsby, 2010）。
Chung（2011）的個案研究分析韓國環保人士如何透過網路喚起韓

國民眾對高速鐵路隧道建造計畫的關注，並指出網路之所以比傳統媒

體來得更有效率提高社會的危機意識在於傳統媒體給予環保議題的報

導量普遍偏低，因為傳統媒體的主題素材挑選通常以新聞的商業價值

（newsworthiness）作為優先考量，這使得環保人士必須自行肩負起促使

大眾意識到環保危機的宣傳使命，在媒體資源有限的情形下，網路是

最容易汲取且成本低廉的選擇。再者，網路提供的環境與傳統媒體差

異甚大，比起傳統媒體單向的訊息流通，在網路上被觸及並對環保議

題有共鳴的一般大眾，他們的角色會從一開始的訊息接收者演逐漸演

變成訊息擴散者，他們會積極在此議題上加入討論、給予意見外，也

會不停轉發這些相關議題與討論給更多周遭的人，這種參與式討論環

境對於社會風險意識強化的效果，傳統媒體時常是望其項背。語言符

號的使用也是強化社會風險認知的關鍵，在此次韓國環保議題的個案

中，當環保人士在網路上大量使用正式肅穆的政治或法律相關詞彙來

彰顯高鐵隧道建造所將帶來的環境衝擊後，韓國民眾對此議題的社會

關注大幅度提高，足見除了媒體類型的選擇外，議題被呈現的論述方

式亦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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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設定與框架效果

Billings、Moscowitz、Rae和Brown-Devlin（2015）指出議題設定通

常不在於指導觀眾要思考什麼，而是引導觀眾從什麼角度思考，從題

材的選取、內容的強調、特定意見的排除，甚至是彰顯大眾感知到的

某個事實面向等，都是媒體框架效果的手段，比如國際新聞的報導經

常穿插著大量國際關係專家的評論，觀眾其實被引導由專家的評論角

度來思考國際議題，而體育新聞的報導時常不經意地在性別上打轉，

無形中落入性別議題的框架，Scheufele（1999）認為框架效果的影響不

僅是形塑大眾的觀感，同時也是透過資訊的不對稱來引航大眾對事實

的了解。
Guggenheim、Jang、Bae和Neuman（2015）研究傳統與社群媒體在

2012到2014年間美國境內民眾槍殺案件中的議題設定與框架效果，主

張傳統與社群媒體兩者對議題的關注不僅是高度相關，且還會相互影

響。2012到2014年間是美國社會槍擊事件的高峰期，包含2012年的康

乃迪克小學的槍手屠殺事件，2013年華盛頓特區的海軍工廠槍擊事

件，2014年德州的胡德堡槍擊案等，Guggenheim等人指出槍擊案實際

上於美國國內的暴力案件中所佔的比重並不到觀眾以為地如此之多，

可是受到的關注卻是超乎比例的高。

一般認為傳統商業媒體較常透過議題設定影響大眾的感知，但是
Golan （2006）提出新聞組織的「媒體間議題設定」（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經常被忽略，新聞組織會關注彼此選取的報導題材，這除了會

影響他們決策要報導什麼內容，還會影響他們決定利用哪些元素來呈

現這些內容，Golan這套關於新聞組織的媒體間議題設定理論是否可以

直接套用到傳統與社群媒體間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因此Guggenheim

等人（2015）檢驗了社群媒體與商業新聞間對大眾議題的潛在影響力，

發現推特與部落格的框架效果會影響傳統新聞的報導方向，而傳統新

聞的框架效果又會反回來影響到其他的社群媒體；2008年愛荷華州的

總統大選結果調查發現傳統新聞會影響左派與中間立場的部落格如何

報導候選人的特質，而中間立場部落格也會對左派部落格的報導產生

影響，不過並未發現部落格會反回來再度影響傳統新聞的報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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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社群媒體間相互的框架影響在研究上一直未能達到一致的結

論，這現象很有可能與議題本身、媒體的形態、特定的框架、調查時

間等因子都有相關，變因甚多下不易透過控制變因來得到絕對適用的

定論，然而就美國民間槍擊案此議題上，或許由於槍枝管理的高度爭

議性總是受到大眾矚目，因此雙向的議題框架效果在推特與傳統媒體

間有著很顯著的關聯。
Iyengar（1990）開始關注傳統新聞的劇情插曲式框架（episodic frames），

尤其是對於個別被害人的描述，該研究指出新聞媒體在社會議題上如

何呈現「事件起因」對於公共政策的民間支持度具備極大影響力，比如

傳統新聞將大規模槍擊案的報導情境描繪成「凶惡歹徒對大批受害人行

凶」的戲劇式框架，該新聞有很高的機會能引發社會共鳴，有關槍擊案

的常見新聞框架其實不僅止於「行凶者 vs. 受害者」，新聞業者亦常將該

議題與「暴力電玩」以及「精神疾病」等聯繫在一塊，劇情插曲式框架是

將焦點專注在事件中的某單一因素扮演的角色，像是上述的框架隱含

著「只要管制好『槍枝』、『暴力電玩』、『精神病患』，那麼該次的槍擊事

件便不會發生」的因果論斷在其中，且上述三個因子由於會導向不同的

政策解決辦法，因此個別受到不同政治立場與利益團體的擁護，也因

此三種框架經常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

在社會議題上，媒體、大眾關注、議題框架三者的相互作用充滿著

動態影響，不少研究人員發現即便是同一議題，於不同時代可能會與不

同的框架聯繫在一起，而且這些框架獲得的人氣與關注是會隨著時間增

長或消逝的，並非亙久不變（Muschert & Carr, 2006; Zhou & Moy, 2007）。

突發事件可以讓原先長期未受關注的議題躍上議程檯面，尤其是

充滿戲劇性與破壞力的突發事件甚至能夠吸走當下大眾辯論的焦點，
Zhou和Moy（2007）表示網路輿論的聲量有助突發事件變成社會的正式

議題，甚至推翻過去社會慣性套用在議題上的舊有框架，年輕新聞工

作者對框架的改變具備更高的敏銳度，當突發事件爆發時，新聞工作

者第一時間收集人事時地物等關鍵資訊，隨著時間經過，新生的框架

被輿論催化、成形、並浮出水面，新聞工作者透過媒體的動態環境嗅

得風向，可能還會主動重新包裝新聞的角度來迎接這些變化（Chyi & 

McComb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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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框架之變化敏感的不僅是新聞工作者，其他的利害關係人也

可能出於不同動機試圖插手框架改變的動向與關注程度，過去研究發

現總統經常試圖改變議題的框架，原因通常是為了讓議題的論述能夠

與他們預計推行的政策在立場上更顯連貫（Glazier & Boydstun, 2012），

此外媒體間的競合關係也可能促使框架的改變，例如著名的新聞機構

像美國《紐約時報》與英國《衛報》等，都曾啟動一系列的調查式報導，

成功推翻過去積累已久的媒體框架，而他們新建構的議題框架隨後會

透過其他媒體的報導也在媒體之間流轉成為新的指標，所謂媒體間的

競合關係可能也適用於傳統與社群媒體上，比如過去談到「工作機會的

創造者」時，傳統媒體總是意圖將市場結構形塑成由上（財團）而下（受

薪族群）金字塔式的價值論調，而社群媒體的興起本身便是這種論調的

一記重擊外，各行各業受薪族群為工作所創造的價值也被社群媒體廣

泛地推廣給大眾（Neuman, Guggenheim, Mo Jang, & Bae, 2014），扮演

了資訊平衡的角色，Sayre等人（2010） 發現YouTube同樣具備影響傳統

新聞報導的力量。

資訊來源（Sources）

關於媒體報導內容的框架分析可從三個角度切入，分別是資訊來

源（sources）、主題（topics）、語氣（tones）。新聞報導與其所使用的資

訊來源對於媒體的產出過程是相當關鍵的，因為媒體報導就是在對某

一個事實狀態產生一套論述（discourses），媒體需要倚賴外部的資訊來

獲得實例以及詮釋方向以支持論述（Kitzinger, 1999），而在社會危機中

（Li & Izard, 2003; Powell & Self, 2003），危機報導特別依賴像政府官員

與機關的資訊來源，這個現象可以用可信度層級（the hierarchy of 

credibility）的模型來解釋，在社會聲望的層級中，越上層的資訊被認為

是越可靠的來源，根據Atton與Wickenden（2005）的定義，如政府、公

立機關、執法單位、學術人員等經常被視為「菁英資訊來源」（elite 

sources），因為它們大多具備影響力、合法性，與權威性。

不過近年來也發現許多電視新聞使用越來越多非政府資訊來源的跡

象，甚至多過官方消息來源（Nucci et al., 2009），這很有可能與社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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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現今社會的滲透程度越來越高有關，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涵蓋了專家

以及傳統定義中的記者，但也包括在特定領域中非專業的一般大眾。

傳統媒體中存有許多由傳統新聞業界所發展出來行之有年的業界標準，

例如文章的撰寫以及資訊來源的使用，然而這些傳統媒體中的產業規則

並無法在社群媒體的世界中運作，社群媒體的使用者也不受這一套所轄

制，因此迄今學界對於社群媒體資訊引用習慣是否存有一套常態模式了

解甚少，然而目前至少已有一些證據顯示出社群媒體對於菁英資訊來源

的依賴性小於傳統媒體（Atton & Wickenden, 2005; Liu, 2010）。

主題（Topics）

媒體在社會危機中不僅只是傳遞訊息，它們在訊息的詮釋方式上

享有主控，它們可以選擇性地強調訊息中的某些特定環節，並且決定

一篇報導或一個故事要怎麼包裝起來（Driedger, 2008），在網路科技普

及後，這種主控權不再僅存於傳統媒體的編輯與記者手上，許多網 

路使用者成功地讓大眾聚焦到他們認為需要被關注的議題上（Liu, 

2010），比如近幾年越來越可見部落格透過拋出議題中的新主題或是另

類觀點，成功挑戰傳統媒體對主題走向的控制，由此可見，藉由調查

不同的媒體是否擁有強調特定主題的偏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媒體

類別對議題設定的影響力。Shan等人（2013）證實傳統與社群媒體兩者

的確在主題的使用上有顯著的差異，在食災傳播中，傳統媒體偏好報

導調查進度與司法層面的爭議，比如涉案公司是否遭到扣押，公司負

責人的出庭狀況，以及可能面臨的刑度等，另一方面，社群媒體雖然

也會報導調查進度與司法議題，但在其全部報導中佔的比重並不如傳

統媒體來得高，社群媒體所關注的主題相對多元，比如食品污染的科

普知識、食物製造的流向、產業的漏洞等，Shan等人認為兩者於主題

偏好上的差異，主要原因在於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相當依賴訂戶，新

聞價值性（newsworthiness）自然非常重要，社會關心最新調查進度裡誰

該被咎責，傳統報媒便第一時間迅速大量產出司法調查的相關主題滿

足社會大眾的需求，而對於倚賴完全不同商業模式的社群媒體，即多

了更大空間可以去關注與報導其他層面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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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氣（Tones）

過去研究已提過負面語氣的使用在危機傳播中司空見慣，甚至有

學者認為評價危機處理的其中一個關鍵指標是去分析這個危機收到多

少的負面關注（negative media attention）（Coombs, 2014）。至今發生過

的食安危機中，已發現傳統媒體如電視新聞、廣播、報章雜誌經常使

用負面意涵的字詞來責備政府，比如「失敗」、「失誤」，並搭配一些煽

動性字眼例如「恐慌」、「恐懼」、「致命」等，記者時常需要創造吸睛的

訊息來增加賣點（Kuttschreuter, Gutteling, & de Hond, 2011; Carslaw, 

2008; Kitzinger, 1999）。
2008年愛爾蘭戴奧辛危機爆發時，曾經發現傳統媒體與社群媒 

體在社會危機的報導處理上有所不同（Shan et al., 2013），傳統媒體第

一時間的報導產出速度比社群媒體來得慢，報導的篇幅量也呈現大起

大落的趨勢，研究人員認為傳統媒體由於有商業價值的考量包袱，只

有在新聞具有高度時效性時，新聞的商業價值才夠高，因此傳統媒體

的報導篇幅僅在社會危機有新的進展時才會大量產出，相較之下，社

群媒體的相關發文產量的變動幅度較小，此研究發現與過往研究

（Fischhoff et al., 2011）的結論頗為接近，皆主張社群媒體由於本身提供

一個大眾意見可長期穩定往來的平台，比傳統媒體更能夠給予持續性

的關注社會危機的發展；2008年愛爾蘭戴奧辛危機的研究也嘗試分析

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在報導上的語氣使用以及資訊來源上的差異，其

分析指出傳統媒體偏向使用尖銳而負面的用詞來確保商業價值，同時

也傾向使用「菁英的資訊來源」來樹立資訊的權威感，社群媒體在遣詞

上則較少使用負面詞彙以及菁英資訊來源，不過社群網站的研究向來

面對一個難解的困境是，網路上的聲量與真正的活躍用戶（active users）

不見得成正比，有時候一個蓬勃的社群或網頁實際上是由一小群高度

活躍的成員們所經營出來的（Chung, 2011），他們以小眾之數營造出浩

大的網路聲量並有效增強了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因此社群網站上的

發文所抽樣出來的分析結果顯示負面詞彙不常被使用，這推論是否可

以推及至普羅大眾對該危機的看法仍是尚有爭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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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在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上，關於頂新餿水油危機的報 

   導數量是否隨著時間推進出現不一樣的趨勢？ 

研究問題二：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的資訊來源是否不同？

研究問題三：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關注主題是否不同？

研究問題四：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是否在報導頂新餿水油案上採取 

   不同的語調？

研究方法

傳統媒體取樣

此研究的新聞報導取樣來源鎖定台灣社會的四大主流報紙：《蘋果

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為香港

壹傳媒所創立，於2003年進入並立足台灣市場，儘管其歷史為上述四

報中最年輕，但在台灣市場佔有率向來與創立於1980年的台灣本土老

報《自由時報》互爭龍頭，而由國民黨常務委員王惕吾於1951年創立的

《聯合報》，以及1950年由余紀忠創辦並自2008年被旺旺中時集團併購

的《中國時報》，兩者則經常相爭台灣市場佔有率的第三、四名（曾國

峰，2013）。本研究聚焦於印刷媒體是由於和電子媒體相比，印刷媒體

對於其報導議題較深入且持續。另外，印刷媒體的內容分析的材料也

比電子媒體易取得。本研究透過四大報的新聞資料庫，由WiseNews慧

科新聞知識庫蒐集《蘋果日報》以及《自由時報》的相關報導，從udndata

聯合知識庫上蒐集《聯合報》的相關報導，由KMW知識贏家上蒐集《中

國時報》的相關報導，輸入關鍵字詞「油AND頂新」，以頂新餿水油案

正式爆發的第一天，即2014年9月4日為基準到10月21日頂新公司董

事長魏應充被台灣法界羈押為止，這兩個日期間有關頂新餿水油的相

關報導都下載下來。下載報導需符合以下的條件才會被視作有效樣本

並進行分析：第一，一篇報導中，關於頂新以及餿水油的相關資訊或

案情報導至少應佔整篇的一半篇幅；再者，一篇報導文章至少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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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字的字數才會被考慮；第三，非新聞報導性質的文章，比如社論

與讀者投書，並不在本研究收集樣本與執行分析的範疇內。傳統媒體

上所得到的最終有效樣本總數為1,480則，其中字數最短之篇幅為320

個字，而字數篇幅最長乃為1,938個字，而平均字數量為766。

社群媒體取樣

本研究採系統性的內容分析檢視臉書粉絲團貼文資料，分析起迄

點從餿水油案爆發開始至檢方出動收押頂新集團魏應充為止，即2014

年9月4日至10月21日。分析的貼文包含官方粉絲團（政府單位粉絲團

以及政府協助成立的粉絲團）、非官方食安粉絲團、以及熱門貼文，熱

門貼文定義為貼文被按讚、分享與留言數量加總，分析期間由高至低

排序之一萬篇貼文。

以粉絲人數至少500人作為標準，本研究抽樣的頁面包含以下三 

個官方臉書頁面：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成立的《食用玩家》

（https://zh-tw.facebook.com/tfda2014.tw）、經食品藥物管理署認可的食品

衛生與安全的教育訓練機構《Haccp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https://www.facebook.com/haccpcmu），以及由食藥署與台北醫學大學共

同管理之官方粉絲頁面《食品安全守護聯盟》（https://www.facebook.com/

GAOFS2014/timeline）；以及三個非官方頁面則包含《食安王》（https://

www.facebook.com/safefood?ref=br_rs）、《食品安全資訊站》（https://www.

facebook.com/foodsafetytaiwan?ref=br_rs）、《與給我食安，其餘免談！無

限期支持義美非官方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iloveimeifoods）。

透過Social Insight這套由台灣資訊工業策進會所開發的社群網站資

訊抓取軟體，在臉書上的發文得以妥善收錄作為樣本，臉書發文的蒐

集期間與傳統媒體的時間相同，皆由2014年9月4日到2014年10月21

日，臉書專頁上的發文需符合以下條件方才視為有效樣本，第一，文

中必須包含「頂新」與「油」等關鍵字，第二，發文中若沒有發文者的實

質文字內容而僅有超連結、圖片、影片等則不視為有效樣本。從社群

媒體上蒐集到的最終有效樣本數為203則，最長篇幅為450字，而平均

字數為9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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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項

I. 資訊來源

樣本中的資訊來源被逐一檢視並個別編碼成「首要」（primary）、「次

要」（secondary）、「引述」（quote）等類別，首要與次要資訊為來自以下

八類消息來源：專家、政府或政黨組織與政府官員、網路上或實體傳

媒的記者、食品業、消費者、執法人員、非政府組織、其他。

本研究的「專家」資訊來源包括（1）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2）

正式的醫護人員，（3）研究機構，（4）食品檢驗機構，（5）國家食品安全

局以及食品標準局，（6）曾參與油品污染測試之實驗者或機構，（7）世

界衛生組織，（8）健康專家，（9）其他專家來源。「政府或政黨組織與政

府官員」則指（1）台灣中央政府，（2）台灣地方政府，（3）台灣衛生福利

部，（4）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5）台灣農業和食品部，（6）

國民黨（時任台灣執政黨），（7）民主進步黨（時任台灣最主要在野黨），

（8）台灣立法院以及立法委員，（9）其他政治類來源。「食品業」之定義

為（1）頂新公司，（2）味全公司，（3）廚師，（4）油品商及其協會，（5）

餐館，（6）食品零售商、超商、及其協會，（7）食品行業的其他來源。

II. 引述資料

「引述資料」主要來自以下：（1）學術專業期刊與研究報告，（2）研

究機構，（3）政府或公家單位，（4）私人公司（利益團體）以及私人研究

單位，（5）醫院，（6）民間團體或基金會，（7）研討會或相關會議，（8）

非專業雜誌或書籍，（9）其他。

III. 主題

儘管一篇臉書發文或是一篇新聞報導可能一次涵蓋幾個不同的主

題，然而在本研究中，出現在新聞標題中的關鍵字或是整篇文章中前

兩段最先強調的主題則被視為該文的核心主題。「主題」包括科學、政

治、經濟、社會等四大主題。科學類主題包含下列元素：（1）原因（解

釋黑心油的製造過程），（2）健康事實（討論黑心油或可能受污染的油品

對健康造成的風險），（3）健康警訊（警訊提醒勿選購或販售可能受污染

之油品）。政治類主題則含括政府處理措施（例如賠償或是執法把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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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灣政府的危機管理評估。經濟類主題強調（1）頂新餿水油對台灣食

品業、農業、與就業狀況的影響，（2）台灣食品業者自認為是受害者的

主張與敘述，（3）對於台灣餿水油問題的國際間反應。社會類主題包含

（1）公眾反應與看法，（2）食品安全議題上應學得之教訓，（3）台灣企業

道德敗壞之問題。

IV. 語調

有效樣本中每篇文章針對頂新餿水油案中四大主要利害關係人（頂

新公司、台灣政府、台灣食品業、消費者）的立場與口氣被逐字檢驗，

並依其歸類為「正面」、「負面」、「中立」。編碼員為文章報導的立場與

口氣進行判斷以及編碼，舉凡文中字眼透露「憤怒」、「失望」、「厭惡」、

「恐懼」等情緒將被編碼為負面，而文中字眼表示「讚賞」、「安全」、「寬

慰」等意涵則被編碼為正面，而當一篇報導或發文從全面性的觀點來論

述頂新餿水油案時，裡頭可能出現部分正面或部分負面的情緒揭露，

則該文章的立場與口氣被編碼為中立（Kuttschreuter et al., 2011）。

資訊來源、主題、語調等變項參考2008年愛爾蘭戴奧辛危機新聞

研究（Shan et al., 2013）的利害關係對象結構之分類，再依據台灣媒體

環境與政府機關的生態做調整以適用於本次頂新毒油案的分析。

編碼員信度

兩位傳播領域的碩士班學生編碼員在接受編碼訓練後，各別以佔

全部樣本10%的報導量進行編碼以執行編碼者間的的信度分析（inter-

coder reliability test）。

由線上的編碼者信度測試計算程式ReCal所得出之結果（Freelon, 

2010），其一致率與信度如表一所示，針對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所取得

之樣本以及首要資訊、次要資訊、引述資料、立場等的編碼信度，全

部八個變項，兩位編碼員的Cohen’s Kappa除了在傳統媒體的「引用資

訊」、「針對政府的報導語氣」、「針對消費者的報導語氣」，以及社群媒

體的「針對食品業的報導語氣」此四個變項上略偏低（< .70），其他變項

的Cohen’s Kappa皆達 .70左右或以上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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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變項之一致率與信度

傳統媒體 社群媒體

變數 一致率（%） Cohen’s Kappa 一致率（%） Cohen’s Kappa

主題 85.33 .74 100.00 1.00 

來源

首要 87.00 .72 80.00 .79 

次要 79.67 .63 100.00 1.00 

引述 94.00 .77 90.00 .85 

語氣

針對頂新 85.67 .71 80.00 .72 

針對政府 75.33 .63 80.00 .76 

針對食品供應商 82.67 .75 80.00 .68 

針對消費者 74.67 .62 90.00 .71 

研究結果

研究問題一：在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上，關於頂新餿水油
危機的報導數量是否隨著時間推進出現不一樣的趨勢？

於9月4日的頂新餿水油案正式爆發後，在傳統媒體上關於頂新餿

水油案的報導篇幅量在9月6日時達到整體的第一波高峰，共有59篇傳

統媒體的新報導，在9月13日時報導量達致另一波高峰，但是時至9月

29日，新聞報導篇幅量迅速摔跌，甚至在該天降至零新聞產量；隨後

進入10月，新聞報導量再度激增，特別是在10月9日到21日的期間，

隨著越來越多食品如泡麵、醬料，以及糕餅業者和店家在產品檢驗後

相繼確定使用到有毒油品，整體的相關新聞篇幅量在此期間開始維持

至少雙位數產出的高原期。很明顯地，傳統媒體上的新聞篇幅量隨著

時間起伏甚大，在9月初新聞篇幅量飛漲，但在同月月底便跌至零新聞

產出，而進入10月後，尤其在10月9日附近的時間點，新聞報導量再

次飆高，並接著維持高度的產出，整個9月與10月來看，呈現兩極化

大起大落的態勢。

另一方面，社群媒體的相關發文量在整個樣本收集期間都展現較

高的穩定性，雖然在9月14日這一天在社群媒體上沒有找到有關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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餿水油案的發文，但整體的數量走勢並不若傳統媒體呈現大起大跌的

態勢，而是屬於長期相對穩定產出的狀態。

研究問題二：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的資訊來源是否不同？

在主要資訊來源的研究結果顯示（如表二），在報章新聞上，最常

使用的首要資訊來源為中央政府（14.3%），再來是地方政府（11.4%），

第三是執法單位（11.3%），這三者佔了整體首要資訊來源的三成五，除

了政府相關機構外，食品業、零售商、超商、及其協會等等也獨佔了

一成，名列第四位核心的首要資訊來源。而在社群媒體上，不論是政

府官方專頁還是非官方專頁，兩者都鮮少有首要資訊來源，反觀傳統

媒體，超過九成的新聞報導有明確的首要資訊來源。

另一個明顯的差異在於社群媒體也幾乎不使用次要消息來源（見表

三），不過大約七成的傳統媒體新聞報導中具備次要新聞來源，其中最

大宗來自地方政府（10.7%），食品業、零售商、超商、及其協會等等居

第二（8.9%），第三是中央政府（8.7%），此結果與首要資訊來源的狀況

相去不多。

至於引述資料（見表四），在社群媒體上27.6%的發文引用自政府

機關，45.8%引用自其他，但沒有任何發文引用私人研究機構的資料，

另一方面在傳統媒體的部分，則是高達93%未引述任何來自公家機關

或私人研究單位的資料來背書自己的報導。

表二　首要資訊來源

傳統媒體

n = 1,480 (%)

社群媒體

n = 203 (%)

專家

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 38 (2.6%) 0 (0.0%)

正式的醫護人員 18 (1.2%) 1 (0.5%)

研究機構 1 (0.1%) 0 (0.0%)

食品檢驗機構 1 (0.1%) 0 (0.0%)

政府或政黨組織與政府官員

台灣中央政府 212 (14.3%) 0 (0.0%)

台灣地方政府 169 (11.4%)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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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

n = 1,480 (%)

社群媒體

n = 203 (%)

政府或政黨組織與政府官員

台灣衛生福利部 41 (2.8%) 0 (0.0%)

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 101 (6.8%) 0 (0.0%)

國民黨（時任台灣執政黨） 8 (0.5%) 0 (0.0%)

民主進步黨（時任台灣主要在野黨） 17 (1.1%) 0 (0.0%)

台灣立法院以及立法委員 58 (3.9%) 0 (0.0%)

其他政治類來源 57 (3.9%) 0 (0.0%)

網路上或實體傳媒的記者 11 (0.7%) 0 (0.0%)

食品業

頂新公司 38 (2.6%) 0 (0.0%)

味全公司 7 (0.5%) 0 (0.0%)

廚師 16 (1.1%) 0 (0.0%)

油品商及其協會 51 (3.4%) 0 (0.0%)

餐館 18 (1.2%) 0 (0.0%)

食品零售商、超商、及其協會 153 (10.3%) 0 (0.0%)

食品行業的其他來源 26 (1.8%) 0 (0.0%)

消費者 11 (0.7%) 0 (0.0%)

執法人員 167 (11.3%) 0 (0.0%)

非政府組織 68 (4.6%) 0 (0.0%)

其他 91 (6.1%) 0 (0.0%)

無 102 (6.9%) 202 (99.5%)

表三　次要資訊來源

傳統媒體

n = 1,480 (%)

社群媒體

n = 203 (%)

專家

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 42 (2.8%) 0 (0.0%)

正式的醫護人員 26 (1.8%) 0 (0.0%)

其他專家來源 1 (0.1%) 0 (0.0%)

政府或政黨組織與政府官員

台灣中央政府 129 (8.7%) 0 (0.0%)

台灣地方政府 158 (10.7%) 0 (0.0%)

台灣衛生福利部 37 (2.5%) 0 (0.0%)

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 71 (4.8%) 0 (0.0%)

國民黨（時任台灣執政黨） 10 (0.7%)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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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

n = 1,480 (%)

社群媒體

n = 203 (%)

政府或政黨組織與政府官員

民主進步黨（時任台灣主要在野黨） 8 (0.5%) 0 (0.0%)

台灣立法院以及立法委員 48 (3.2%) 0 (0.0%)

其他政治類來源 38 (2.6%) 0 (0.0%)

網路上或實體傳媒的記者 7 (0.5%) 0 (0.0%)

食品業

頂新公司 39 (2.6%) 0 (0.0%)

味全公司 7 (0.5%) 0 (0.0%)

廚師 2 (0.1%) 0 (0.0%)

油品商及其協會 55 (3.7%) 0 (0.0%)

餐館 7 (0.5%) 0 (0.0%)

食品零售商、超商、及其協會 131 (8.9%) 0 (0.0%)

食品行業的其他來源 25 (1.7%) 0 (0.0%)

消費者 22 (1.5%) 0 (0.0%)

執法人員 56 (3.8%) 0 (0.0%)

非政府組織 54 (3.6%) 0 (0.0%)

其他 89 (6.0%) 0 (0.0%)

無 418 (28.2%) 203 (100.0%)

表四　引述資料

傳統媒體

n = 1,480 (%)

社群媒體

n = 203 (%)

政府或公家單位 73 (4.9%) 56 (27.6%)

私人公司（利益團體）以及私人研究單位 26 (1.8%) 0 (0.0%)

其他 4 (0.3%) 93 (45.8%)

無 1377 (93.0%) 54 (26.6%)

研究問題三：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關注主題是否不同？

報紙與社群媒體關注的主題確實不同。如表五所示，報紙最關注

的主題是政府處理措施，43.3%的新聞主要在關注此主題，接著21.4%

的新聞關心政府的危機處理，另外有17.6%則是關心經濟層面的台灣食

品業自我受害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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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臉書上的發文顯然關注的主題類型更寬廣些，35.5%關

注政府處理措施，10.3%關心經濟層面的台灣食品業自我受害者描述，
9.9%主要在乎社會應從此次食安危機學到的教訓，同時亦有高達
31.5%沒有關注任何特定主題。

表五　主題類別

傳統媒體

n = 1,480 (%)

社群媒體

n = 203 (%)

科學

原因（解釋黑心油的製造過程） 10 (0.7%) 1 (0.5%)

健康事實 22 (1.5%) 0 (0.0%)

健康警訊 3 (0.2%) 0 (0.0%)

經濟

對經濟環境的影響 48 (3.2%) 1 (0.5%)

食品業者自認受害的主張與敘述 261 (17.6%) 21 (10.3%)

國際間反應 40 (2.7%) 1 (0.5%)

政治

政府處理措施 641 (43.3%) 72 (35.5%)

政府的危機管理評估 317 (21.4%) 9 (4.4%)

社會

公眾反應與看法 92 (6.2%) 14 (6.9%)

食安議題的應學教訓 26 (1.8%) 20 (9.9%)

台灣企業道德敗壞之問題 20 (1.4%) 0 (0.0%)

無關注主題 0 (0.0%) 64 (31.5%)

以下舉最大宗的關注政府處理措施的臉書發文為例說明如下：

強冠「所有豬油產品」一律下架！食藥署：強冠所有豬油產品一律

下架並逐批檢驗來自中港澳的進口油品──上下游News&Market

新聞市集newsmarket.com.tw

食藥署副署長姜郁美同時宣布，除了強冠公司生產的「全統香豬

油」，其餘24項與豬油有關的油品一律下架，倘若下游業者有販售

「全統香豬油」等25項豬油油品，或是使用到強冠25項豬油油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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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必須主動通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否則可依食安法第47條處

新台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的罰鍰。（食品安全資訊站）

https://www.facebook.com/269709753149430/posts/635875393199529

關注食品供應零售商自我受害描述的臉書粉絲團文章如下：

繼強冠餿水油事件後，再爆發正義油品以飼料油混充食用豬油，

受到波及的摩斯漢堡表示「無奈」，希望政府盡快提出可以遵循的

方式，讓業者安心使用油品。9月初爆發強冠餿水油事件，摩斯漢

堡因醬汁有染餿疑慮，9月5日起擴大自主管理，對有使用豬油和

豬肉的產品先行預防性下架。9月16日起陸續以植物油替代，但

中間配方調整期間使用「維力清香油」作為緩衝。（給我食安，其餘

免談！無限期支持義美非官方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285728154954709/posts/292958864231638

關注此次食安危機社會應學之教訓的臉書粉絲團貼文如下：

從小，就是義美的餅乾零食伴隨著我長大，他們對原料、價格、

客戶、檢驗與驗收皆層層把關，也難怪每次的食安風暴總是與他

沾不上邊，現在提到義美食品，除了安心還是安心！（給我食安，

其餘免談！無限期支持義美非官方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285728154954709/posts/285984881595703

研究問題四：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是否在報導頂新餿水油
案上採取不同的語調？

如表六所示，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報導觸及頂新與消費者時，

對於頂新，80%的社群媒體以及82.6%的傳統媒體報導都是展現負面語

調，對於消費者，44.5%的傳統媒體以及75%的社群媒體報導也是抱持

負面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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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報導語調

對頂新的語調

傳統媒體 

n = 483 (%)

社群媒體

n = 20 (%)

正面 3 (0.6%) 0 (0.0%)

負面 399 (82.6%) 16 (80.0%)

中立 81 (16.8%) 4 (20.0%)

對政府的語調

傳統媒體 

n = 1,039 (%)

社群媒體

n = 40 (%)

正面 82 (7.9%) 25 (62.5%)

負面 368 (35.4%) 4 (10.0%)

中立 589 (56.7%) 11 (27.5%)

對食品業的報導語調

傳統媒體 

n = 364 (%)

社群媒體

n = 22 (%)

正面 16 (4.4%) 7 (31.8%)

負面 253 (69.5%) 13 (59.1%)

中立 95 (26.1%) 2 (9.1%)

對消費者的報導語調

傳統媒體

n = 146 (%)

社群媒體

n = 8 (%)

正面 44 (30.1%) 0 (0.0%)

負面 65 (44.5%) 6 (75.0%)

中立 37 (25.3%) 2 (25.0%)

針對頂新的負面語氣報導之節錄如下：

正義食品公司位於高雄市仁武區，為頂新集團旗下豬油廠，前日

遭立委段宜康質疑，主要生產食用油的正義，今年四月進口報單

與分配表，竟出現進口飼料用牛油資料，懷疑正義混充成豬油流

入市面？正義則於公司網頁聲明 ,強調進口牛油屬食用級，否認進

口飼料級牛油，並聲稱所進口食用級牛油，與進威飼料用牛油搭

同一艘船、不同船艙。（王榮祥、歐素美、林惠琴，2014/09/14，

自由時報，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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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報導談及台灣政府時，有62.5%的社群媒體表示正面態度，有
56.7%的傳統媒體維持中立，另一方面針對食品業，儘管在傳統媒體以

及社群媒體上的大多數文章都顯露負面情緒，仍有31.8%的社群媒體表

達正面立場以及26.1%的傳統媒體維持中立。

針對政府的正面語氣報導節錄：

北市環保局說，目前家用的廢食用油是由民眾裝在瓶罐，交由清

潔隊回收，小餐飲業者多各自與民間回收業者協議回收。若民眾

任意傾倒廢食用油 ,可罰1200元至6000元。因應環保署要求，該

局擬先由商業處登記的餐廳及市場處列管的攤販著手，會儘量執

行。「比拿去再製好」高雄市環保局昨則公告將廢棄食用油納入「高

雄市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即起餐飲業者可通知環保局清潔

隊，免費載運廢食用油。民眾林小姐說，廢食用油回收雖麻煩，

但比亂倒或拿去再製成油品好，支持列管。（唐鎮宇、郭美瑜、吳

慧芬，2014/09/13，蘋果日報，A8版）

【強化食安6措施】近日因餿水油事件引起全台食安危機，食藥署推

出「強化食品安全6大措施」打擊不法黑心廠商！其中包括：加重

刑責罰鍰、提高檢舉獎金、中央檢舉專線、油品分流管制、落實

三級品管、食品追溯追蹤等。打擊不法黑心廠商，預防黑心廠商

再對民眾健康做出危害。大家一起來守護國民食安健康吧！（食用

玩家）

https://www.facebook.com/1421822344768206/posts/1481892945427812

針對政府的負面語氣報導節錄：

檢舉5次都被忽視　老農表示，地下油廠利用深夜加熱煉製餿水

油，散發刺鼻的餿水或壞的牛油味道，工作人員還會用手拍打金

屬油槽，測量油槽內的油量，吵得鄰居睡不著，向郭烈成溝通還

被反嗆「不然你想怎樣！」附近一名70多歲農夫，因稻田被地下

工廠排放的廢油污染枯死，找郭理論說不賠要檢舉，不料郭怒嗆 :

「我是有牌的，找黑道或白道來都不怕，隨便你 !」2011至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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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老農夫與另2名農民前後5次向屏東縣環保局檢舉，指郭烈成

地下工廠廢油污染環境，但他說，只看到環保局來過一次、停留

5分鐘，也沒抽水回去化驗，僅目測表示 :「水這麼乾淨，沒問題

的。」就離開，之後也未收到環保局回覆調查結果。（朱俊彥、王

煌忠，2014/09/14，蘋果日報，A1版）

要不要猜猜頂新這次會被罰怎樣？還推出「買一送一」活動來刺

激消費咧！小編希望能讓更多人看看其他國家是如何面對食安問

題，請分享給你的朋友，不要又輕易放過，忍耐是有界限的！（給

我食安，其餘免談！無限期支持義美非官方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285728154954709/posts/294019210792270

結果與討論

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商業本質

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探討在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上，文章篇

幅在時間序列上所呈現的變化，其結果呼應了過去的歷史研究成果，

在頂新餿水油案的例子中，案情曝光的第一天，社群媒體產出了六篇

發文，而傳統媒體則是沒有任何報導出現，不意外地社群媒體展現比

傳統媒體來得更即時、與社會脈動更同步的特性。

不過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傳統媒體上的新聞報導產量在整個樣本

收集期間都呈現不時飆升跌宕的狀態，且其飆升與跌宕的時間點大多

與案件的司法調查進展具有吻合性（Shan et al., 2013），而這樣受現實

司法進度調查影響的不穩定產量很可能必須從傳統媒體天生背負的商

業價值考量討論起，報章雜誌為了刺激銷量並且保證新聞價值的新 

鮮時效性，通常會加速汰換掉舊時的新聞，並全力銷售最新的報導

（Curtin & Rhodenbaugh, 2001; Carslaw, 2008），因此它們的新聞產出量

會隨著司法案件調查的腳步而漲跌，此外，另一個傳統媒體催生商業

價值與銷量的慣用手段便是強化大眾的危機感，如同Bakir（2005）的調

查結果所示，傳統媒體的新聞報導產量與大眾的危機感具有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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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危機逼近的感受越強烈，人們購買報章雜誌的需求隨即增加，這

便是傳統媒體的商業價值之所在（Kasperson et al., 1988）。

同時，相較於傳統媒體這種短暫但強力且密集地聚焦最新新聞但

隨新聞失去新鮮度後便立即棄之的商業模式，社群媒體的文章產量顯

示出一種持續且平穩的態勢，這樣的穩定性或許可以被解釋為能夠常

態性聚焦單一議題的特質，這種特質某種程度卻也彰顯了傳統媒體的

限制，很顯然地，公眾議題與大眾討論的成形需要持續且平穩的關

注，而不是強力卻須臾的鎂光燈。

社群媒體能夠將大眾注意力引導到傳統媒體的注意力所無法顧及的

陰影角落，這個特質在本次研究中再次得證，而這個特質也會促使學界

去深思Mejias（2013）所呼籲警告的社群媒體隱藏的商業本質，因為
Mejias的論點在於社群媒體也是一個商業模式下的產物，但是儘管社群

媒體的營運目的確實是為了商業利益，理論上而言社群媒體甚少介入內

容的產出，因為社群媒體要將自身的立場加諸在使用者身上並且進一步

操作大眾輿論的風向是有相當難度的，此外，以營運模式而言，社群媒

體的利益最主要在於使用者數量，而非自製的內容販售，相較於傳統媒

體，至少社群媒體似乎比較接近是社會危機的公眾論述場域。

除了論述媒體背後的利害關係是否會與公眾利益有潛在的衝突，

未來的研究應該透過檢驗社群媒體的運算方式來審視社群媒體的營運

是否有意圖藉由實質性地介入使用者生產內容的產出與流通來操作社

會危機傳播的方向，比如其關鍵字察覺機制是否會針對社會時下政治

或文化層面的敏感字詞來決定哪一則發文應該被使用者看到，而哪些

發文又應該被自動隱藏。

資訊來源與主題強調的推測

由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出傳統媒體習慣使用首要資訊來源與次要

資訊來源的跡象，而社群媒體則傾向於不使用任何資訊來源，不過在

此研究中並無找到證據就此論定社群媒體的資訊因此必定比傳統媒體

來得不可靠，這樣在資訊來源的使用差異也許可以歸因於使用者的習

慣以及在不同媒體上所慣用的形式（for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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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一般被定位成格式較偏向正式的媒體，而臉書的創立原旨 

則是為了讓使用者擴張社交圈，因此兩者在資訊呈現的正式程度

（formality）上有著很明顯的差異，換句話說，報紙在資訊的呈現上被 

大眾期望要展現相對較高程度的正式格式（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formality）比如像適當的資訊來源揭露、資訊來源的求證過程、較正式

的書寫語言跟表達方式等等，對比之下，臉書則尚未發展出這種對格

式拘謹程度的追求，在這樣的脈絡之下，不難解釋何以報章雜誌比社

群媒體更講究資訊來源的使用。

除此之外，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兩者間的協同使用狀況（synergy）

也應該被納入分析考慮的範疇，社群媒體使用者是傳統媒體的閱讀

者，反之亦然，由於使用者多半同時在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的使

用來去切換，也會在不同媒體平台上展現不同平台個別所適用的格式

拘謹程度（adjustment to different levels of formality），當人們從報章上

得知消息後，接著轉而在臉書上發文與自己的社交圈分享時，可以理

解地他們不太可能在臉書上將資訊用報章雜誌般的語氣來呈現或是文

鄒鄒地使用正式引用格式來特地標註他們的資訊來源，這是一個使用

者行為的合理推測，儘管在本研究中並沒有深入繼續探討社群媒體與

傳統媒體兩者間的協同使用狀況是否即在資訊呈現的拘謹程度有關聯

性，未來的研究可以在這一點上去探究這種平台間交互使用的情況對

於社會資訊傳播的影響。

提到主題的選擇上，不令人意外地，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兩方都

相當關注政府的處理措施，但是社群媒體所關注的主題類別還有再稍

寬廣些，比如社群媒體在政治類主題外也關注經濟層面（台灣食品業的

自我受害描述）以及社會層面（大眾對此食安危機的反應與社會應從此

次危機習得之教訓）。

值得探討的是，除了政府的處理措施之外，為什麼社群媒體與傳

統媒體同時也都關心台灣食品業的受害描述，迄今數十年間爆發的食

安危機，台灣的食品業經常性地陳述他們如同食品受害者般在不知情

的狀況下使用了這些有毒黑心食材，這樣子的受害者描述在這次的頂

新餿水油危機中變成備受關注的主題，或許反映了公眾對此說法已普

遍起疑心的跡象，這樣的說詞不僅未能營造食品業與消費者在食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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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中皆是站在受害者陣線的凝聚力，反而令大眾更加起疑這種自我受

害的描述，背後動機考量恐怕是切割責任，甚至是遮蓋食品業早已知

道黑心食材的問題卻照樣使用的行為，因此大眾疑心（skepticism）藉由

將這套說詞高度曝光於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訴諸公眾論述來檢驗其合

理性（tenability）。

雙重角色

從傳統與社群媒體雙方關注的主題來看，兩者都強調政府的處理

措施，再來是食品業者的品質敗壞問題，雙方強打的主題相去不遠，
Golan（2006）主張媒體會透過推翻既有主流的議題框架，並產生新的議

題框架，以此來爭取觀眾，然而Golan所提的這種狀況於頂新食安危機

中並不明顯，可能的原因是頂新案儘管聳動，然而已非近年來台灣首

發的食安危機，社群與傳統媒體在過去的毒醬油、毒澱粉、中國毒奶

粉輸入等連串的食安醜聞中，已熟稔知悉打出哪些主題以及由哪個議

題角度切入食安危機報導可以得到最理想的觀眾量，因此當頂新毒油

案爆發後，傳統與社群媒體相當迅速地在主題的選擇上展現出高度的

同調，即是強力報導「政府」以及「食品業者」此二者於頂新毒油醜聞中

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根據現有的資料，無法論定是傳統媒體先牽引社

群媒體的主題走向，還是社群媒體先牽引傳統媒體的主題走向。 

餿水油風暴毫無疑問地歸責於頂新公司，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同

聲對頂新公司口誅筆伐不讓人意外，然而兩類媒體對於台灣政府以及

食品業的報導語氣倒有明顯歧異，這很有可能與他們在此食安危機中

具有雙重角色有關。例如台灣政府是制裁頂新的執法者，但另一方面

台灣政府卻也難以將全部責任推給頂新，因為台灣政府同時也是食安

危機中把關不力的監督者，這種具爭議性的雙重角色同樣在食品業身

上可見得，食品業聲稱他們是不知情的受害者，不過在大眾眼裡他們

與參與加害行為的共犯無異，這種具矛盾爭議的雙重角色替他們招致

各種角度的評論，也因此在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上報導它們的文章立

場歧異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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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意涵

本研究之貢獻在於檢驗社會風險感知強化以及議題設定理論於台

灣此次全國食災傳播中的現況。透過主題、資訊來源、語氣等三方

面，我們可以總結台灣傳統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來自典型的權威資訊

（Cornfield et al., 2005; Meraz, 2009; Petts et al., 2001; Rowe et al., 

2000），比如傳統媒體中大量引用來自官員、專家、執法單位的資訊，

習慣以權威機構作為消息可信度的背書，同時間，傳統媒體的新聞產

量也隨著案情的激化程度有大起大落的現象，不難看出傳統媒體對台

灣社會風險感知的影響力，這些跡象都相當符合過去議題設定與社會

風險研究對傳統媒體的結論。另一方面，當現有的研究普遍將新媒體

視為可鬆動傳統媒體在議題設定上之巨幅影響時（Last, 2004; Sayre et 

al., 2010），這部分的論點卻不見得完全適用於台灣現況，從社群媒體

在此次食災中新聞產出量的時間分佈來看，社群媒體確實比相對傳統

媒體來得穩定，但不難發現有極高比例的社群媒體在資訊來源的引用

上相當貧乏，大部分的資訊沒有註記或標明來自何者，無論是民間人

士還是官方機構，這跡象透露出社群媒體新聞品質的隱憂，雖然去除

了利害關係人與傳統權威對話語權的主宰，然而也展露資訊品質真偽

難證的脆弱體質（Alexander, 2014），預示了假新聞與假科普將成為整體

社群媒體傳播的一大棘手問題（Goolsby, 2010），以此次的台灣食品危

機風暴，從議題設定理論的角度，社群媒體的確展現出不受限於權威

資訊來源的特質，但也沒有因此在資訊品質上顯得比傳統媒體更可靠。
Iyengar（1990）指出傳統媒體偏好使用劇情插曲式框架（episodic 

frames），簡化而聳動的邏輯架構來呈現議題，而新媒體較能扮演資訊

平衡的角色，不過在此次頂新醜聞中，從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雙方口

氣框架分析而言，除頂新外，雙方對於食品業者、消費者、政府等其

他利害關係人都展現了一定比例的負面批判，未有明顯一面倒全部歸

咎於頂新的情況，足見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都有試圖呈現此食災議題

中的結構性問題，而非簡化成驚悚的劇情式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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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主要來自社群媒體的抽樣，社群媒體上的臉書專頁

挑選如前面所提，是根據按讚人數超過五百人作為標準，並參考貼文

被按讚、分享與留言數量加總等指標，不過所抽出之有效樣本數量比

預期來得少許多，最能確定的首要原因應是臉書貼文中若沒有發文者

的實質文字內容而僅有超連結、圖片、影片等皆不視為有效樣本，此

一原則的採用大大降低了有效樣本數，然而現今臉書上的使用行為常

是以純圖片、影片、超連結等形式取代純文字的貼文；二來，有效樣

本數不如預期的原因很可能是「按讚人數不等於使用者活躍的程度」，

許多使用者隨手按讚，目的乃為被動式的接收資訊，未必有意想主動

在該頁面發文，因此可抽之樣本量原就不如預期來得多；第三，對頂

新案有意見或資訊要發表的人未必會特地到以頂新案為主題的專頁，

以實際的臉書行為觀察來看，多數人也許更傾向直接在自己的個人頁

面發文，或是到高度活躍的綜合性時事專頁如「爆料公社」、「靠北」系

列、「批踢踢」等社群頁面發表，當時在進行抽樣時未考慮到這些使用

行為上的偏好，也是導致有效樣本數偏低的因素，未來之研究在社群

媒體的資料蒐集上，建議應特別留心思索當今使用者的行為模式與習

慣，以利於海量的資訊中精確地找到有價值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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