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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新世代記者對媒體角色的認知，以及這些認知對新聞工作

的影響。以 16 位 1990 年後出生的新世代記者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度訪談法了

解他們投入新聞產業的動機、數位新聞室工作經驗的主觀詮釋，分析投入新聞工

作的過程、工作現況與未來職涯想像，並依照 Shoemaker & Reese影響新聞的五

層面剖析組織對研究對象的各項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新世代記者將重塑新聞工作的意義。他們從踏入新聞行業，

即非一夕促成的決定，除了具有第一專長，而後投入新聞系所的專業訓練，亦有

非新聞系所畢業生透過良好的校內外實習經驗與近年社會運動所獲之使命感進

入新聞行業。媒體角色認知方面，「傳播者」與「解釋者」為新世代記者認為最

重要的媒體角色。新聞實踐方面，越來越多組織透過不同網路平台多角化經營，

如 Podcast 數位媒體、資訊視覺化內容、跨媒體敘事、社群媒體等不再如過往僅

有傳統媒體輸出新聞，並非未來趨勢而是現在進行式，「媒體多工」即為新世代

記者的必備工作模式。此外，跨平台新聞產製技術能力最為重要，數據分析、數

位工具的使用以及跨部門、跨組織溝通皆屬現今新聞工作上的必備能力。職涯想

像方面，本研究受訪對象在職涯考量上仍面臨理想與現實的扞格，與過往研究相

近。 

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對象所述之建言以及新世代記者企盼與組織的互動模

式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並肯認新世代對當下記者研究的重要性。 

 

關鍵字：新世代、新聞產業、記者角色、數位新聞室、記者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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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壹、研究動機 

「ÙÍÚg@9iWÛWN×&Ü�ÝNÞ|©¦ÓÔ7Íßà;qrröQVL

á&ÑQVØ;ÑQVØNÅÆ//¬6âÂ²ñ&â�M-lLá0�×ããã

ÕVQsrQä/!&å|æ3çèg¥~Åuéê�gëìç3í���ÝI

/lîïVÝMðñÐÐÐÐÐÐ!!��ò"1¼éÇ&ÅÆ/'(õ0u'õ

Ø&ûÔ�&ó�'H³0ÏBNÕ��x;⋯⋯ôõ4�ÅÆö©&÷�N

Z¾«rÉÊÊèèøùºú/KûNüý&þÉÊ¦vÿ�x&çè¦Õ!

"ÔN*R;½}b#$áú%&á"Z&'bvÿáú%&õ�(�)+*

';´+NÓÔó�ýô"1¼ll,�ND-&./|'Íãã0õ12%

3g�3YlããíÓÔï4�656LM�Ñgáu7Y8N9oD/;K

ÏÉÊY*+Nl&u�:-9oNT®&N0=½N_w;<ÉÊ;�÷L

"b &´+Nñ/'(=�>õ�;」（獨立記者 CZ，2017年 09 月 19

日，取自 https://dearcz.medium.com/） 

 

筆名為 CZ的獨立記者曾在Medium部落格發佈平台發表文章〈媒體轉型的

答案，是「獨立記者」嗎？〉，提及自己從事當記者的初衷，「想透過文字帶讀

者到達未知的彼方」，然而傳播科技的演變，如演算法使人們同溫層更加強化；

抑或是每個記者在進入新聞這一行之前大多懷著崇高的理想，但實際面臨的是，

「龐大理想的背後是深不可測的黑暗，而自己既脆弱又渺小」，她說出現在新聞

環境的變動，但她仍完成成為專業記者的承諾。或許這不只是獨立記者的獨白，

同時亦是眾多擁有理想抱負、熱愛新聞的記者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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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從事記者工作的新世代，有理想、有抱負，但他們面臨的是更不確定的

新聞環境。傳統紙媒愈來愈萎縮，網路媒體百家爭鳴，內容農場以及社群媒體盛

行，使得假新聞傳播速度及規模更快、更大，讓閱聽眾產生不信任感，進而使媒

體公信力低落。在這個流動液態新聞時代，新聞工作者對角色的認知、新聞專業

的衝突，都必須從新的視角來思考。固然，科技變化使生活更加便利，取得新聞

更加方便，但媒體組織對數位工具掌握或政策的調整，讓記者更加感知工作的不

確定性（劉蕙苓，2020）。2019年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公布《數位新聞

報告》（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9）針對全球媒體所做的調查研

究顯示，美國知名媒體《紐約時報》、《衛報》訂閱戶數都有明顯成長。疫情正

加速革命塑造趨勢，願意付費閱讀新聞的人數增加，報告亦指出，有訂閱線上新

聞的讀者中，約半數「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用戶。 

Weaver＆Willnat（2016）研究美國新聞的改變，以記者使用社群媒體來說，

有 40%的美國記者認為，社群媒體對新聞工作甚為重要，他們使用動機的前三名，

包括：搜集新聞報導資訊（78%）、為了看同業尋找新聞靈感，甚至是獨家報導

與突發新聞的追蹤（73.1%）以及為了尋找新的報導來源（59.7%）。劉蕙苓、羅

文輝（2017）研究指出，台灣高達 97%的記者每天都使用社群媒體作為新聞工作

輔助，一天使用的時間平均 101分鐘，其中報社記者使用時間最長，其次為通訊

社記者、網路媒體記者以及電視記者，最短為廣播記者。 

然而，記者高度使用社群媒體，對於記者的工作有什麼影響？Picard（2006）

指出網路改變大眾媒體的經營模式，讓讀者自主性變高，媒體市場亦出現分眾化。

科技創新、經濟衰退，皆影響記者工作能力的要求和受雇條件，尤其，媒體環境

的不確定性使得新聞產業轉變更加快速。舉例來說，因應通訊軟體與社群媒體的

出現，即時新聞成為記者時時截稿的情境（劉蕙苓，2018）；面對新媒體，記者

不是只把紙本電子化，還要學習如何嵌入動態、靜態影像，像是把六四天安門、

英國脫歐議題做成數位專題，並以多種形式呈現（蘇蘅、吳岱芸、吳俊葵，2018），

因此記者不僅熟悉採訪寫作技巧，對於網站架設等基本認知、資訊化圖表、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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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數據分析等產製能力更為重要。總體來說，傳播科技的創新會大大影響記

者工作能力的要求和受僱條件的轉變。現在記者融合傳統新聞產製技巧和數位專

業，使用社群媒體作為新聞來源和播新聞的管道，新聞前景不明朗，使人感到惴

惴不安。 

此外，Gollmitzer（2014）研究中提到，因應科技變遷，媒體組織認為年長記

者的社群經驗不足。面對網路科技的運用，Apostol（2016）研究羅馬尼亞記者研

究發現，年輕記者比上一代記者更熟悉社群、多媒體平台操作。 

 

貳、新聞媒體產業受到數位化衝擊 

社群媒體不僅影響記者，也影響閱聽眾接收新聞的方式。近年來，人們廣泛

使用手機在社群媒體接收新聞資訊（Lewis, 2012; Gulyas, 2013）。路透社《2020

年數位新聞報告》（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0）研究發現，過去

四年，台灣閱聽眾以傳統媒體接收新聞的比例不斷下降，台灣閱讀報紙作為主要

接收訊息的民眾比率從 41%下降至 21%，電視也從 77%下滑至 62%；另外以手

機觀看新聞的百分比逐年上升，從 4 年前的 65%上升至 74%，而以手機接收新

聞之管道而言，LINE、Facebook與 YouTube管道仍穩居前三名，由此可見觀眾

收看新聞的方式因媒體數位轉型而改變。總而言之，社群媒體成為閱聽眾的接受

資訊管道，亦成了記者的新聞消息來源。Hermida（2010）將社群媒體的特性歸

納為：永遠開機、唾手可得的知曉系統以及不同資訊的集散地，因此他將此狀態

稱之為 ambient journalism，劉蕙苓（2018）將此狀態稱為「新聞無所不在」。 

再來，以數位廣告角度來看，首先，據《2020 台灣數位廣告量統計報告》

（2020）指出，台灣影音類廣告成長率達 9.4%，為眾類別廣告成長最多。第二，

放眼全球，2020年廣告客戶在 Google、Facebook和阿里巴巴等平台的數位廣告

支出，超越傳統媒體投放的廣告規模，數位廣告比率將達 52%，高於去年的 48%。

這不僅對廣告公司投下震撼彈，同時對新聞媒體亦有相當影響。第三，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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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現今民眾閱讀數位內容的主要載具，舉例來說，平均每人每天花費超過 5 小

時使用手機，內容亦多為影音內容。 

綜上所述，隨時隨地接收新聞已成時下觀看新聞趨勢。網際網路拆解傳統媒

體為一條又一條的超連結，社群網站再將這些新聞分類到不同的粉絲專頁，由於

過多的內容必須吸住閱聽人停下手指滑動觀看新聞，「新聞瀏覽」幾乎等同「滑

臉書」，因此傳統的閱聽系統已崩解（黃哲斌，2019）。 

數位化使新聞變得更加快速，如同 Bauman（2000）提出的「液態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概念，他認為現在講求速度的生活中，人們不容忽視「時間」、

「立即」。也就是說，數位行動、快速轉變的特質與當代社會的不穩定，造成新

聞與閱聽人互動方式不斷改變。 

 

參、新聞媒體現今之挑戰 

研究者發現現今新聞媒體除了面臨數位轉型之外，媒體產業內遇到主要挑戰

如下： 

 

一、企業財團併購媒體，老闆介入新聞 

「媒體財團化」又稱媒體所有權集中，是影響今日新聞產業專業表現的因素

之一。面對媒體財團化的現象，像是蔡衍明的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握有中視、中天

電視台及中國時報報系等多個平面、電子、網路媒體；蔡明忠以富邦集團為首，

在 2003 年接掌台灣大哥大，而後跨入通訊媒體事業，掌有有線電視凱擘集團、

Momo電視台等；聯邦建設的林榮三創辦《自由時報》等。林照真（2015）研究

指出，台灣不少財團手中握有媒體。這些財團經營媒體上，經常有經營者政商考

量等因素，操控媒體內容，造成新聞品質問題堪憂，其中跨媒體經營更造成所有

權集中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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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網路科技快速變化，組織仍明白：「數位媒體真正的賺錢之道，是媒體

內容，而非科技（林照真，2015；Carlson, 2003:54）。」因此許多握有媒體的財

團經營者以干預新聞作為主要手段，藉此擴大媒體的政治與商業勢力，使得新聞

內容跟著轉變。顯見如何防止媒體所有權不當聚合，以及對於新聞內容品質的監

督，實為改善台灣當前媒體現象不可逃避的課題。 

 

二、假新聞氾濫，媒體流失信任度 

社群媒體普及，造成「假新聞」（fake news）快速成長。2016年美國總統大

選期間，保守黨用「假新聞」來自我辯護，像是川普（Donald Trump）也以「假

新聞」一詞攻擊對自己不利的新聞媒體。假新聞的源頭，有來自政府、媒體組織，

接著民眾的傳播與分享，成為假新聞的傳播共犯，「假新聞」現象表明當代新聞

秩序的崩潰以及公共傳播的混亂（Waisbord, 2018）。麻省理工學院學者分析社

群平台 12萬推文，研究發現陰謀論、假資訊的傳布速度是真實新聞的 6倍（轉

引自黃哲斌，2021）。 

而台灣，近兩、三年亦面臨假新聞之亂，2019年瑞典哥登堡大學的調查結果

更顯示，台灣是全球受到境外假新聞攻擊最嚴重的國家，且分數與其他國家有很

大的差距（V-Dem Institute, 2019）。王泰俐（2019）指出，2018年底九合一縣市

長選舉是首次經歷前所未有的假資訊侵襲，假新聞的出現，將使得台灣多年累積

民主基石打破，當閱聽眾未能獲得正確的新聞時，對社會重大議題將難有正確的

認知與判斷。 

假新聞出現造成民眾不信任媒體。美國新聞事實查核組織 First Draft的研究

部門主管 Claire Wardle在 2017年 4 月發佈假新聞分類的研究報告，意指假新聞

是為了挑動接收者情緒並進行資訊操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造成對時下政

治制度或媒體機構的不信任感（羅世宏，2018）。路透社 2020 年《數位新聞報

告》（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0）也指出，台灣民眾對新聞整體

信任度僅有 24%，也就是說平均每十名受訪者中，僅有不到 3 人信任新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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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原因是主流媒體與社群媒體充斥不實訊息，使民眾對媒體失去信心，尤其僅

16%的民眾相信社群媒體上的新聞。 

 

三、工作環境、勞動條件惡化 

從當代社會結構來看，生活步調快速、即時性的速度文化以及社群媒體帶動

新傳播模式已經成為社會節奏的脈絡（Tomlinson, 2007）。劉蕙苓（2018）提及，

媒體作為社會結構的一員，無法自外於此文化脈絡，她研究數位環境下台灣記者

的工作狀況，發現記者們面臨的是：即採即發、一心多用、公私不分與永不關機

的型態，成為 3L（Latest、LINE、Live）人生的寫照。劉昌德（2008）研究亦發

現，記者工時比過往更長、工作量也比過去更多，平均工作年資卻年年驟降，1994

年新聞工作者平均年資為 9年；到了 2004年，下降到不及 8年，且計劃從事新

聞工作但不是同一單位者僅有 4 成，平均年資下降，以及對新聞工作堅持度降

低，是因為新聞工作不穩定感提升所造成。由此顯見，新聞工作者在產製報導上

勞動條件嚴重惡化。Harcup（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2011，頁 6）指出，大部

分的新聞工作者，尤其新進人員或地方媒體工作的記者，即便熱愛寫作、有志從

事新聞工作者，也必須忍受微薄的薪資。以台灣而言，劉蕙苓（2020）研究指出，

媒體業長期低薪促成了離職的動力。獨立記者黃哲斌在《新聞不死，只是很喘：

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2020，頁 240-241）一書中也提到，1990年代時，

台灣人均所得 11,000 美元左右，當時任職《中國時報》基層記者的他，起薪為新

台幣 36,800元，另有稿費與獎金。時至 2015年，台灣人均所得提高至 19,626 美

元，但新進媒體的菜鳥記者起薪卻退回新台幣 28,000元。超過 17年的新聞工作

經驗的林上祚（2020年 9 月 18）亦提及，時至 2020年，台灣新聞工作者勞動條

件依舊未明顯改善：薪資停滯、人力變少。 

綜上所述，新聞工作的負擔越來越重，對於新世代記者而言，與過去相比，

工作倦怠（burnout）、職業不受尊重、低薪以及工作負荷更重（Reinardy, 2011）。

時代更迭，新聞業不再如過往只要發揮「記者魂」就能勝任的工作。2014年，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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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作者勞動權益小組調查不同型態新聞工作者工作型態指出（王顯中，2014年

10 月 26 日），記者每日工作超過 10 小時是常態，特殊狀況如選舉、重大事件

發生時還曾有人不間斷地上班超過 36 小時，並且有工作項目繁瑣與薪資停滯的

問題。此外，依據台灣記者協會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共同完成的《2020年

台灣新聞記者權利調查》顯示，新聞工作者在工作中感受到威脅來源的前三項為：

來自媒體老闆的壓力（30.1%）、工作不穩定性（25.3%）以及來自政府機關的壓

力（23.8%）。因此顯見記者如今面臨到的課題與工作型態、外部環境息息相關。 

今日數位環境下的媒體工作者面臨的挑戰更甚以往，組織內部不只要求「好

新聞」，更需要定期的 KPI 指標1與報表（劉蕙苓，2020）。媒體組織認同點閱

率是維繫即時新聞生存不可忽視的指標，也為了增加點閱率，編輯室衍伸出不同

的即時新聞策略（李竹君，2016）。而不求報導品質的現況，勞動條件惡劣、組

織重量不重質的結果，記者需要產製大量即時新聞，犧牲製作高品質報導的時間，

不斷惡性循環，導致記者難以投入心力完成需長期追蹤的深度報導，磨耗了當初

進入新聞產業的熱情。 

 

肆、數位時代工作型態與轉變 

華婉伶、臧國仁（2011）以 Bauman的液態現代性概念理論為基礎，研究現

今記者與當前媒介情況。Bauman（2000）以「液態」概念描繪現代社會特質，從

過去的固態、厚重、穩定，轉向到今天為液態、輕盈、多變的社會，改變新聞記

者的工作及其自身角色。以記者為例，過往專業記者具特定形象的固體，像是教

育程度、社經地位與內涵都較為穩固，但以時下記者工作環境、勞動條件已大不

如前，時間與速度比過往更加快速、媒體與受眾呈現雙向關係、工作穩定性降低

 
1
 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又稱主要績效指標、重要績效指標、績效評核

指標等，是指衡量一個管理工作成效最重要的指標，為數據化管理的工具，多半是營收、盈利

等獲利能力的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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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勞資雙方轉變等因素在在影響資訊呈現方式與新聞工作者的形象。綜上，研

究者整理數位時代新聞記者面臨工作條件與新聞環境如下的轉變： 

 

一、記者一人多工，新聞能力反而被弱化 

數位環境變動巨大，使新聞工作不再如過去般單一技能的工作方式，而是趨

向多媒體製作的多工性質；網路新聞講究即時性、快速性，進而改變記者的工作

方式。「一人多工」已成了時下記者最佳代名詞，Erdal（2011）曾在他的研究中

提到幾個跨平台合作模式，其中之一為「單一記者為各平台提供新聞」。也就是

說，記者需要同時要擔任文字記者、影音記者或數位編輯等，甚至負責組織外部

行銷活動的角色，同時須不斷更新新聞資訊，這些都強迫記者成為更廣博的專家

（Ornebring, 2010 ; Witschge & Nygren, 2009）。傳播科技發展迫使新聞記者「多

工」，集編輯、採訪、科技與行銷於一身（何國華，2014），顯見數位時代的記

者打破與新聞組織其他角色的界線。美國記者多工不同環節的新聞產製已成趨勢，

從其新聞媒體組織徵才要件來看，要求記者不只是新聞採寫，仍需熟悉影音製作、

攝影，懂得技術層面上的 HTML，並能夠擔任社群小編，促成參與互動，也需因

應組織欲以多媒體方式呈現，並尋求多元露出以提升經濟效益。此外，記者除了

一人多工，需經常運用社群媒體上經營人脈、找尋新聞線索、與消息來源建立關

係，如此一來能夠成為獨當一面的多工記者（multiskilled journalist）（何國華，

2014；Wenger, Owens, Charbonneau, & Trever, 2011；Powers, 2012）。 

英國公共媒體 BBC 亦要求記者，同時具備多工的能力，要能會寫、會拍，

同時能夠運用數位科技工具，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每名記者都須達到不同平台

的聚合，並在時間壓力與勞力密集的前提下，保持新聞品質產製新聞（林照真，

2017）。在生活狀態上通訊軟體不離身、即時新聞時時截稿，這都是新聞記者需

要面對的重要挑戰（劉蕙苓，2020；王淑美，2018；林翠絹，2018，劉蕙苓，2018；

Wenger & Owens, 2012；Le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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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組織正朝向「一人多工」的工作文化時，這群新世代記者實際的工作情

形及型態為何？不同媒體組織的記者有何差異？值得深入探究。 

 

二、置入性行銷方式與過往不同 

此外，新媒體的誕生，除了成為傳統媒體的競爭對手，新媒體比傳統媒體呈

現形式更為多元。傳統媒體在新聞與廣告上涇渭分明，更增加互動性，創造許多

與讀者的連結；以置入性行銷舉例來說，廣告能與新聞相互銜接，設計互動式點

擊，造成閱聽眾在點進新聞的同時，事實上是進入廣告頁面，由此觀之，置入性

行銷不僅破壞新媒體予民眾的信任感，在討論新聞媒體的置入性行銷議題時，需

關切的是，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倫理問題（林照真，2011）。 

事實上，劉蕙苓、羅文輝（2006）研究已指出，置入性行銷新聞滲透新聞媒

體，媒體組織以顧客要求將新聞商品化，不僅欺騙閱聽眾，也違反新聞倫理。該

研究也發現，置入性行銷影響新聞記者的工作自主權及工作滿意度以及記者未來

留在新聞組織工作之意願，也就是說，置入性行銷已嚴重傷害新聞工作者的工作

自主，並造成新聞人才流失。近年研究顯示，平面媒體中，年資較淺的記者感受

到新聞置入的情形較多，工作倦怠情形較高，且工作滿意度低（陳奕汶，2018）。

置入性行銷使新聞作為一種「信任貨幣」價值的流失，媒體監督的對象可以以錢

買新聞，頓然使媒體失去守望監督的功能，造成觀眾負面觀感（轉引自劉蕙苓，

2009）。 

 

三、媒體重視流量、吸睛標題與聳動內容 

數位時代下的記者還需重視新聞報導的「點閱率與吸睛程度」，Scott（2005）

批評新聞室數位化造成記者的工作與往常不同，像是超連結（Hyperlink）、多媒

體技術被用來製造新聞量的假象。即便今日數位工具增加，新聞報導的露出變多，

但在在影響記者原先的新聞工作型態，如專門產製調查報導、深度專題、國際新

聞等，現在的記者反而花更多時間在包裝網路新聞與下標。如今，傳統新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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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崇的優質新聞如調查報導也就更難出現了，當前好新聞、好記者的定義也形

成動搖（林照真，2017）。 

多數相關研究亦有類似的現象，顯示技術固然加速產製新聞的速度，但無可

避免的是，這同時也挑戰了新聞的本質。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2018）研究曾指

出，台灣新聞標題隨著時代變遷，過往呈現精確的語意學，到今日成為點閱掛帥

的樣貌，轉變為「促進銷售行銷學」，因此聳動的標題往往造成「標題聳動，但

內容貧乏空洞」的情形，進而影響讀者對新聞的評價。王淑美（2018）也提及同

樣的情形，具有專業意義的新聞工作變成追逐即時新聞與點閱率下的產物。因此

研究者認為，新世代記者對擔憂當前新聞環境不在話下，亦看不見理想的新聞產

業變貌。 

 

四、媒體組織經營模式轉變 

在媒體經營模式上，廣告與內容付費一直都是新聞媒體的主要收入來源。除

了大型平台 Google、Facebook等吸取大量廣告預算，以及專業媒體《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在近幾年吸引會員內容付費之外，全球大多

媒體苦於流量無法有效變現獲利之窘境（蘇建州，2020 年 8 月 15 日）。Pew

（2016）調查近年美國報業轉型狀態，美國報業數位轉型在 2015 年面臨經濟大

蕭條，報業因廣告營收不理想，多數紙本媒體面臨大幅裁員。此外，專為廣告主

服務，提供浮濫的垃圾訊息，新聞報導不再被媒體信任，且面臨各行業加速數位

轉型腳步。科技的挑戰是全球性的，固然加速記者處理產製新聞的速度，但也挑

戰的新聞的本質，記者更長時間在社群媒體上蒐集下新聞，內容還需廣告考量，

影響新聞的可信度（王淑美，2018）。 

在經營模式上，新舊媒體交融，媒體組織改變商業模式，無論是發展出「全

媒體」、「融媒體」等模式漸漸成熟，或是媒體組織面臨縮編、優退，正負面發

展皆同時發生在數位環境匯流之下。根據 Axios新聞網站指出（Fischer, 2020. 11. 

24），《紐約時報》在 2020年數位用戶已超過 600萬名，《華盛頓郵報》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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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成長至 300萬名固定訂閱用戶。《紐約時報》被學業界視為傳統報業跨網站

經營的典型案例（曾筱媛，2017），從單一媒體變成多平台（multi-platform）新

聞組織（Sulzberger, 2011），敘事方法與發行通路帶動新聞本質創新。運用科技

技術使報導與讀者互動，此外《卓越新聞獎》評審杜奕瑾提到，許多新媒體以技

術呈現的亮眼的作品，但忘了要傳遞給讀者什麼以及新聞敘事本身（賴昀，2021

年 8 月 17 日），顯見媒體組織在數位環境中重新訂定義新聞媒體的樣貌。另一

影響力與發行量大的報紙之一《華盛頓郵報》曾在 2013 年瀕臨倒閉危機，由亞

馬遜（Amazon）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收購接手經營後，3年內以互聯網思

維轉型成提供更好的讀者體驗與更加數位化為核心的媒體（張耀升，2017年 1 月

7 日），藉以提升訂戶數目，增聘製作深度內容的調查報導記者（林意凡，2017

年 12 月 5 日）。兩者都以驚人的速度增長，除了透過傳統媒體內容，還增加影

音、直播等新科技內容吸引潛在閱聽眾。 

台灣的媒體組織在數位匯流的浪潮亦面臨挑戰，平面媒體《天下雜誌》（2018）

維持傳統深度報導優勢，以垂直分眾頻道創造有機創新的新模式，培養深度社群，

此外成為獨立數位廣告團隊。另加以報紙起家的《蘋果日報》曾在 2017 年要求

部分員工以論件計酬的方式合作，即為媒體經營模式上改變（林彤潔，2017年 6

月 30 日）；更在 2021年 5 月因營運持續虧損的情況下，停止台灣《蘋果日報》

紙本，並表示將資源全力集中至數位媒體《蘋果新聞網》（王心妤，2021年 5 月

14 日），此舉為台灣紙媒業者敲響警鐘。從國內外媒體為例，近幾年數位轉型帶

動媒體經營模式轉變，間接影響新聞本質改變，透過數據、流量、紙本與網路媒

體整合，追逐的是內容變現，也期待多元營收挹注，得以組織永續經營。 

 

五、從控制到共同協作的新聞室 

記者身處的新聞室（newsroom），現狀又如何？從早期的守門人研究（White, 

1950），近期數位優先新聞室研究（林翠絹，2018）都顯示，新聞室是新聞產製

的重要環節，也是影響新聞產製的關鍵之一。新聞室的運作方式是經過一連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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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題材、確認內容，才搬到閱聽眾眼前（施盈廷，2003）。Tuchman（1979）曾

指出，新聞組織常規的建立，往往是為了配合新聞工作的節奏，在有限的時間內，

進行資源有限的調配。而 Shoemaker（1991）則探討新聞組織的權力運作，他發

現新聞組織中的「控制」至關重要，組織在內容生產的流程上是層層節制，像是

編輯要控制記者，媒體經營者控制高階編輯或資深記者，這些控制是靠新聞室內

的新聞規範或獎懲制度而成。近年研究又發現，組織訂定各種新聞常規，雖然提

升員工的工作效率，但有時也限制了記者的工作方式與產製模式（Shoemaker & 

Reese, 2014）。 

新聞控制的本質在於，上級與新聞室主管不必為自己的決定做解釋或辯解，

而是迫使下屬猜測他們對於新聞內容的喜好（Gans, 1979）。新聞工作者會在心

裡推斷主管想要什麼，當他們給予新聞室主管新聞內容時，事實上「控制」已經

在執行，記者透過在新聞室社會化的過程，內化了組織文化、價值觀與結構，彷

彿一雙「看不見的手」（莊志偉，2017）。當記者不再以服務公眾為第一要先，

而是被政治或經濟利益驅動，這將成為潛在的民主問題（Roland, 2009）。 

如今，傳播技術變革，數位化作業流程更講究時效性。Hanitzsch et al. （2010）

研究發現，記者面對時間的壓迫，比先前新聞室控制的政治、經濟與組織影響來

得更強。在新聞工作中，「時間」與「競爭」是新聞產製結構中重要的環節

（Skovgaard, 2014），以丹麥研究為例，曾面臨新聞數量大幅增加，但記者人數

卻沒相對應增加的情形（Lund et al., 2009）。全球新聞室面對數位匯流時代來臨，

新聞實務、組織架構或新聞型態等多層面持續影響新聞室工作流程（林翠絹，2018；

Doudaki & Spyridou, 2014；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09），記者不再透過新

聞室內部學習過程，潛移默化地接受社會控制，而是朝向組織內部分工，並且透

過群眾外包（crowdsoucing）和新媒體提供消息來源，傳統報導中僅有官方消息

來源的景象已不復存在。 

以組織內部分工來說，傳統媒體在數位匯流浪潮下，因應新媒體的挑戰和閱

聽人新需求的組織內分工方式與工作流程實則值得探討。Domingo 等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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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新聞匯流分析四個面向，其中包含整合產製（integrated production）、多工

專業（multiskilled professionals）、多平台傳播（multiplatform delivery）和主動閱

聽眾（active audience）。林翠絹（2018）研究新《海峽日報》內部專業分工發現，

該組織在立下「數位優先」的旗幟之後，花了 2年不斷調整、重組多平台新聞室，

空間安排上與國際新聞組織類似，有如「中央廚房」般整合編輯台，協調各平台

溝通；此外，《海峽日報》在 2015 年新加坡國會大選期間成立影音小組，組織

尤其強調影音專業人才分工的重要，影音分工制度實施成功，使一般新聞記者在

影像拍攝降低難度，對內對外皆透過影音內容提升品牌價值。由此觀之，以組織

內部垂直方向到不同專業的水平協作方式產製新聞，已為不可逆的傳播趨勢。從

過往單向傳播Web 1.0 時代至Web 2.0 科技，社群媒體、部落格、分眾媒體等不

斷雙向傳播形式和跨平台的新聞作業，改變了過去的守門模式（林宇玲，2021），

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已不如過往（Cochrane, Sissons, & Mulrennan, 2012; Ekström & 

Westlund, 2019）。 

那麼組織與外部合作？數位時代下，傳遞資訊速度漸進，除了即時新聞的興

起，記者處於何時何地皆能傳稿和截稿的狀態，還增加共同協作新聞的可能性。

就新聞攝影而言，da Silva & Queiroga （2010）提出「協作式新聞攝影」

（collaborative photojournalism），他們認為過往大眾媒體以「一對多」的傳播環

境已轉移成多對多且去中心化的傳播環境。而新聞媒體近年來，從公民新聞學

（citizen journalism）為標的，也發展出協作新聞學（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就是專業工作者與業餘參與者協同進行新聞作業，攜手合作；群體探索式新聞

（crowdsourced journalism）指廣大群眾可以在特定的新聞主題上，發揮各自的專

業或知識，搜集材料，提供建議，使新聞報導凝聚眾人力量，如台灣公共電視所

推動的公民新聞平台《PeoPo》即為協作新聞學的實例。過往研究顯示協作新聞

學具高度潛力與價值，有益台灣新聞生態改善與專業主義重構，然而台灣媒體產

業不可忽視的還有商業媒體，因此商業媒體間的協作模式對協作新聞發展的影響

還有待觀察（胡元輝，2012）。而近年來歐美新聞媒體在尋找轉型契機時，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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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機構、跨境記者合作，同時善用開源資料帶給閱聽眾更完整的報導，例如美國

非營利調查組織 ProPublica和 USA Today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合作，專門報導

大選期間的相關議題（易淳敏，2020年 6 月 4 日）。因此研究者觀之，媒體共同

協作（collaborative journalism）是未來新聞產製趨勢，新聞產業曾視「搶獨家」

為典範，如今新聞生態不再仰賴新聞傘兵（parachute journalism），而是跨組織、

跨界協作。 

事實上，傳統的新聞室亦從實體空間已變成「虛擬新聞室」（virtual newsroom）。

所謂虛擬新聞室，是透過通訊軟體增加工作效率，除了增加遠距記者的協作，也

透過網上組織閒聊的功能發展團隊文化與規範（Bunce, Wright, & Scott, 2018）。 

 

第二節 何謂「新世代」記者？ 

過往研究區分「世代」的方式不同（張郁敏，2015；蘇建州、陳宛非，2006），

部分世代研究以年齡作為分類方式（Carrier et al., 2009），亦有研究以成長背景

界定世代的差別，如張郁敏（2015）提及，每個世代在成長歷程上都會有最習慣

使用的媒介，也稱主要媒介（dominant medium），與 Voorveld 與 Goot（2013）

針對 13 到 65歲的荷蘭民眾，發現不同世代使用媒介的功能也不同的研究相近。 

本研究參考 Bunting, Cheung, & Rundlet（2019）的世代分類方式，如今五個

世代分別是：出生於 1946年前的傳統主義世代（Traditionalists）；出生於 1946

至 1976年之間的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出生於 1965至 1976年的 X世

代（Generation X）；出生於 1977至 1997年 Y世代（Generation Y），又稱千禧

世代（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與最年輕的一代，1997 年之後出生的 Z 世代

（Generation Z）。另外，Dimock（2019）研究顯示，1996年則是千禧世代與 Z

世代（Gen Z）之間的分水嶺，分割原因包括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每個世代

的工作模式、數位敏感度，甚至新聞的定義迥異。2020年將是五個世代共創的新

聞室，這是各時代能重新詮釋具有優質新聞（quality journalism）的獨特時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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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時代的新聞媒體呈現包容性更高、更開放與創造力的環境（Bunting, Cheung, & 

Rundlet, 2019）。出生於Web 1.0（如傳統媒體）科技、成長於Web 2.0（如社群

媒體）的千禧世代正扮演現今新聞室中的重要觀察者。 

本研究以隸屬於媒體組織之正職記者為訪談對象，故界定受訪者年齡為 22

歲（1998年出生前），換言之，研究對象年齡界分為「後千禧世代（1990至 1998

年出生之新興世代）」的新世代新聞記者。 

成長背景方面，自 1980年代後期至 1990年前期網際網路興起，網路的使用

者急遽上升。1990至 2000年，網際網路迅速蓬勃發展使得傳統產業面臨轉型，

尤其新聞業亦出現變革。2000至 2010年，因應數位科技產生，出現了與傳統媒

體呈現方式、功能更多元、主題豐富的新媒體與社群媒體，出生於網路發展的世

代在媒介並用大量以行動上網為主要媒介（Brasel & Gips, 2011）。此外，2010至

2020近十年多場社會運動亦在新媒體與社群媒體的浪潮下傳播至世界各地。 

自身能力方面，（2016）研究發現臺大新聞所學生於 2014 年太陽花運動時

願意日夜守護學運現場的原因，來自於「理念的形成是累積的過程」，該場社會

運動也影響新世代學生學習新聞與社會實踐的蛻變。其研究對象的共同特點為：

（一）出生之際正是台灣開始重視本土化的教育以及民主自由的價值，他們接受

國民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時期適逢社會運動興起與兩次政黨輪替、（二）關心社

會議題、（三）運用數位工具與網路公民社群協作如 g0v台灣零時政府。此外，

（四）運用社群媒體讓主流媒體跟進報導，促成不同階段的群眾參與集體行動，

主流媒體與網路媒體相互影響，改變了傳播的樣貌（劉時君、蘇蘅，2017）。這

群學生在太陽花學運時的共同認知是：「主流媒體不報，我們來報」，建立記者

身份認同以及身為學生媒體記者的集體認同，擔任專業記者是他們參與社會的途

徑與方法，用行動理解這個時代，同時運用在社會運動中所習之採訪寫作能力回

應時代課題（林麗雲，2016）。 

然而，年輕記者願意投入記者工作（Beckett，2019）會面臨什麼挑戰？事實

上，新世代記者與過往世代投入新聞產業的從業人員，最大的不同是產製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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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如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教授 Silvio Waisford重

新調整數位時代的新聞寫作方式，他指出，新聞編輯室具有更多的消息來源，也

需要跟受眾更多的互動，今日新聞媒體時時刻刻都一再確認它在社會中的角色與

權力（Beckett，2019）。 

《泰晤士報》（The Times）編輯 Ricard Fletcher坦言，新世代必須面對數位

環境下新聞工作的艱鉅的挑戰，如辨認新聞素材的真偽，他認為新世代有更值得

前往的工作領域；然而，也有新聞工作者面對新聞現況持相反態度，前《星期日

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成員

Andrew Porter認為，新聞工作的首要目的並不在於收入，而是能運用權力說真話

（Beckett，2019）。因著假新聞蔓延，可靠的資訊來源與事實查核（Fact check）

實為媒體組織愈來愈迫切的課題，新世代記者的任務不只是產製新聞，而是迎戰

數位時代新聞產業面臨的困境。 

新世代記者更重視新文字報導與數位報導產製技術的結合，由於自身成長環

境行動媒介、網路伴隨成長，使用媒體主動性高，科技使用與過往世代不同

（Barcellos & Gil, 2020）。據張郁敏（2015）研究指出網路世代（本研究稱「新

世代」）工作記憶力與過往 X世代、戰後嬰兒潮世代相比，他們的工作能力更為

靈活，因此善於同時處理多個資訊，且在成長過程中，行動裝置與網路更為盛行，

由此可得知擅長使用新媒體、運用新媒體消費是他們的重點特性之一。而研究者

期待從新世代記者觀察到未來新聞業的發展與趨勢，世代更迭，不久的將來就即

新世代記者所主導的新聞媒體。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網路新聞的興起，也有少數新聞記者的相關研究（Weaver, & Willnat, 2016；

Quandt et al., 2006；Neuberger, 2002；Hammond, Petersen, & Thomsen, 2000；Deuze, 

& Paulussen, 2002），但研究者發現在數位環境下，以台灣新世代為主的記者研

究少有深入探討與分析。新媒體正在改變新聞產製模式，記者使用新媒體增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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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報導呈現方式，以取悅不同媒介的使用者。數位媒體的建立，是為了擴大閱聽

眾，不是提升新聞品質，跨媒體報導增加記者工作份量，沒有提升記者生產好新

聞的機會（Pavlik, 2001）。 

此外，在過往研究中，大多探討組織內部新聞室對新聞記者的勞動情形。近

年來，提及新聞室的相關文獻，亦大多描述數位工具介入新聞室後，對新聞室以

及新聞常規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傳統媒體的數位轉型實驗，如：游羽棠（2020）研

究新聞室組織架構不同的三家媒體之融合新聞室（Convergent Newsroom），以

Bourdieu 場域理論探討不同職位的工作者產製慣習與文化資本的競爭，不過他的

研究偏重新聞室的協作，較少探討新聞工作模式的轉變。 

林翠絹（2018）以「數位優先」與「新聞匯流」的觀點，個案研究新加坡百

年老報《海峽時報》數位新聞室的各職位工作流程與產製流程的調整，研究結果

發現，該報數位新聞室近年整合多平台，同時從組織文化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成

功提升原網站點閱率。研究者則觀察到，現今研究鮮少探討新世代記者進入新聞

室後，面臨角色認知與過往的異同、新聞產製模式與職涯想像落差，研究者認為

這些皆值得深入探討。 

劉蕙苓（2018）研究數位匯流環境下記者工作狀況及其影響，並有提及未來

研究可探討不同年齡差異的記者在數位匯流下的行動策略。近年研究雖有世代差

異比較，但研究者發現，並未特別針對新世代記者的角色認知有何不同；傳統媒

體與新媒體的新世代記者在新聞工作上實踐異同；以及他們的記者職涯想像進行

深入探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其一，以質化研究的方式瞭解數位時代下新世代

記者的工作型態；其二則是在當代社會消費新聞習慣不斷轉變、過往惡劣勞動條

件並未隨時代改變、記者面臨更多元、更創新的數位新聞室脈絡下，以訪談的方

式探討這些轉變對新世代記者的角色認知、新聞工作實踐與職涯想像。 

 

本研究希冀透過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了解數位新聞環境下，新世代記者從事新聞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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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世代記者如何認知新聞、新聞業和記者角色。 

三、新世代記者對上述認知對新聞工作的影響。 

四、探討新世代記者對於未來職業生涯的想像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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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擬整理新世代記者對新聞業的認知與職涯想像相關研究與文獻，並說明

新世代記者與新聞室互動及數位時代下新經營模式認同。由於本研究是以新聞工

作者專業角色（journalistic role）為研究為基礎，用以詮釋新世代記者，以便觀察

新世代記者歷經數位科技與社會轉變，記者在新聞室的互動、層級化管理、不同

位階所建立的新聞常規，接著說明新聞室的變革今昔是否相同。因此隨後會討論

到新世代記者對新聞業的職涯想像與落差以及其面對新聞產業的因應策略。 

第一節探討新聞產業發展現況。 

第二節以新聞記者角色（journalistic role）轉變，將歸納新聞工作者對記者角

色認知的差異。 

第三節論及數位匯流新聞室的轉變，其中包含新聞價值、新聞產製流程、傳

播方式、閱聽人收視的改變，並探討「數位新聞室」的誕生以及新科技對新聞室

的帶來的影響。 

第四節則探討，新世代記者對於職涯想像與落差以及對未來職涯的承諾。 

最後，將彙整一至四節的理論及研究文獻後提出研究問題。 

 

第一節 新聞產業的轉變 

壹、新聞產業現況與特色 

因網際網路的興起、通訊科技蓬勃發展，造就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今日的創新，如日常常見的通訊軟體 Line、

Facebook，讓我們取得資訊更加便利。走入數位時代，以數位為先的新聞產業中，

新聞產製流程、新聞室分工樣態、記者實務工作能力培育或組織架構在在影響現

今的新聞產業的轉變（林翠絹，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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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媒體、自媒體不斷出現，無論國內外皆有不少傳統媒體轉型的例子。

媒體轉型已非新名詞，過往也有多位學者對此現象做過研究，從社群平台、閱聽

人、組織管理層面切入，並從中關注科技轉變對新聞產業的影響（劉蕙苓，2018；

Deuze, 2008；Hermida, 2010；Willnat & Weaver, 2016；Ekdale, Siger, Tully & 

Harmsen, 2015）。媒體轉型不僅衝擊新聞內容的呈現，新聞背後的產製者與產製

流程整合更是數位時代的新挑戰。Deuze（1999）稱網路新聞為第四類新聞，其

創新新聞產製、內容呈現、傳佈模式以及商業模式，促成多元新聞產量與速度加

速，也造成新聞報導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和傳統媒體守門人角色匯流等現況。 

美國求職網 CareerCast.com（2018）發表〈The Worst Jobs of 2018〉，從新聞

產製者的勞動條件切入，以工作環境、壓力程度、發展前景以及平均年薪作為衡

量排名標準，報社記者為 220項職位中第 218 名，也是 2018年最差的工作排名

第三名，並評價為工作做環境極差、壓力程度極高、發展前景差作為備註。 

劉蕙苓（2018）舉例，現今記者除了要撰寫新聞之外，也要能夠在新聞現場

運用直播的方式讓閱聽眾親臨新聞現場之感，甚至是政治人物公開辯論都在

Youtube上進行人工即時事實查核。也就是說，現今閱聽眾接受新聞的方式也與

過往傳統媒體單一管道不同。根據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2017-2018上網娛樂使用

裝置研究調查研究顯示，有超過 6成是手機娛樂族，但僅有 1成是電腦娛樂族，

在於手機在方便性、螢幕尺寸及其效能佔有優勢；而在通訊軟體 LINE方面，發

現「手機娛樂族」使用 LINE（99.2％）的比率高於「電腦娛樂族」（95.2％）；

在社群媒體龍頭 Facebook使用率上，每天平均使用時間則是手機娛樂族（80分

鐘）更高於電腦娛樂族（59分鐘，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20年 04 月 30 日）。

以當代科技傳播來說，匯流時代所造成的轉變，加速新聞產業變革，社群媒體與

數位科技的興起，在在改變了新聞產製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邱筱媛，2016；

Kolodzy, Grant, Demars & Wikinson, 2014）。「記者多工」一詞足以代言如今的

新聞工作者，其工作型態是數位時代當中，與過往傳統媒體工作者的重大不同之

處（陳憶寧，20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7

 27 

於是，不僅科技發展因素使新聞產業受到影響，就連新聞教育的人才培育亦

因科技發展而產生更多不同面向。過往新聞記者強調新聞專業的養成，而現今記

者更加強調跨領域的整合培養，並更加注重閱聽眾的回饋。近年來，國內外許多

研究都揭示未來跨領域人才與資訊科技素養的重要性。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對

於於跨入數位時代之後，指出現今人才除了具備人文素養，更需能勝任數理與科

技者才不會被取代（Deloitte, 2017）。Hartley（2013）曾指出，新聞工作越來越

重視閱聽眾對於新聞報導的反饋，因此新聞教育應更強調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的

連結。因應科技發展以及社會變遷，Deuze（2006）認為在媒體聚合的環境當中，

媒體多工的工作樣態實屬新聞工作的重要環節之一，並從此工作樣態現象探討新

聞產業的轉變。 

媒體多工、以閱聽眾為主、社群媒體活躍等現象也正影響新聞產業的「環境

不確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由此成為新聞產業形成後危機（post-

crisis）重構中的經濟衰退的因素以及新聞業就業市場的轉變（APOSTOL, 2016；

Nicoleta, 2016）。 

Picard（2006）曾提出，網際網路助長了數位利基媒體模式（digital niche-

oriented media model），它的優勢在於現今的新聞媒體漸漸碎片化，而大眾媒體

的商業模式也正漸漸消逝。劉蕙苓（2013）也點出，網路時代來的網路影音內容

或未有系統性的新聞資訊亦造成新聞公共性漸漸衰落，她認為網路科技帶來新聞

內容的零碎化。與此同時，對抗大眾媒體的創業新聞學（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也受到了重視。陳順孝（2016）提及，創業新聞學的存在，是為了與走向即時新

聞的模式、總是播報未查證的三器新聞、大量置入性行銷因而失去公信力的大眾

媒體，而有一部分具有新聞記者實踐專業，對於記者路有所理想，藉由新聞工作

者的身份以最小的團隊達成最大效益，匯集資源達成如美國的《ProPublica》、台

灣的《報導者》這樣的小而美、小而強的獨立媒體，他們運用網路工具來連結群

體力量，反映現今媒體轉型營運模式不斷在改變，「創業新聞學」也就因時勢而

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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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過往，網路科技的發展，帶動新聞產製工作狀態、新聞人才教育以及組

織商業模式的變化，因而促成新聞產業轉變，此為資訊爆炸時代下的新世代記者

遇到的挑戰。Apostol（2016）研究羅馬尼亞不同世代的記者特質，並訪談羅馬尼

亞 22位 20至 60歲女記者。該研究指出，組織在工作上常「指責」年輕記者，

同時指出組織其他問題，像是錄用沒有新聞相關經驗的記者，導致新聞質量下降，

他們大多工作都是將新聞內容複製、貼上。然而，有經驗的記者離開新聞室，以

及當前越來越多人，儘管不是記者，也撰寫符合公眾利益的議題。由此可見，「記

者」角色在新聞產業日漸模糊。 

澳洲亦有類似之記者研究，O’donnell, Zion, & Sherwood（2015）提到，解僱

較年長的記者，而留住年輕記者，在於後者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芬蘭的裁員目

標亦為資深的記者，芬蘭政府的養老金計劃以確定他們早日退休，大多媒體組織

晉升的是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即便他們沒有這麼多經驗，但組織認為應及早面對

融合新聞室，以吸引年輕閱聽眾（Nikunen, 2014）。美國《紐約時報》執行長Mark 

Thompson 在組織經營上亦大舉接納網路、僱用年輕員工，並放手讓年輕的新聞

工作者們做大事，由此連接年輕的讀者，讓紐約時報真正踏入數位化（陳建鈞，

2020年 08 月 06 日）。 

 

綜上所述，當代新聞業發展重視科技特質對新聞產業的衝擊，卻低估新世代

記者與過往傳統的年長記者的流動，研究者想探討的是，新世代記者如何看待新

聞記者這份工作？在新聞室中，新世代記者如何適應新聞媒體的環境變化，影響

他們工作的看法又意味什麼？ 

 

貳、產業轉變對記者勞動現況的影響 

從新聞產業的轉變可知如今新傳播科技越來越多。然而，近年來勞僱權力失

衡、勞動技能要求逐步轉變、組織走向不確定性增加以及新聞工作者缺乏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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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薪規定，由此觀之記者勞動條件明顯惡化，這不單只是台灣特有的狀況，以

美國來說，近年隨著新聞產業經營狀況惡化，裁員、薪資凍結或減薪，也是新聞

產業面臨之困境（王維菁，2013；Becker & Vlad, 2009）。據勞委會 2012年統計

2，台灣從事新聞從業人員約有 4000 人，新聞媒體又分為平面媒體（報紙、雜誌）

與電子媒體。其工作特性為：時間壓力大、屬機動性工作、必須 24 小時待命、

同業競爭衝突等特性。新聞工作者長期在壓力下工作，導致工作負荷和生理疲勞

問題日益嚴重；此外，薪水不增反減，即使近幾年偶有成長，大體還是呈現逐年

衰退的情形，由此凸顯台灣記者確實面對勞動條件日漸惡化的情形（戴伊筠，

2010）。本小節將探討影響勞動條件惡化的可能因素為「工時增長」，許多數位

科技對生產力提升都有正向影響（王維菁，2013），對於新聞產製亦能使流程簡

單化，無論是記者尋找消息來源、聯繫組織或傳遞新聞上都變得更加簡單，整體

來說，新聞產製力明顯提升（田炎欣，2001；王維菁，2013；Dordick & Wang, 

1993；Fu, 2002；Liu, 2006）。然而，新聞產製力提升的同時，有造成工時縮短

嗎？Reinardy（2011）的研究顯示，新世代的年輕記者特點為工作量龐大、薪水

降低，比年長記者更容易產生工作倦怠。毛義方、徐雅媛（2015）研究亦發現，

台灣記者每天工作平均時數超過十小時以上佔 78％，「工作負荷」很忙或非常忙

佔 73％。關於新聞工作者產製新聞的工時相關研究指出，由於科技蓬勃發展，管

理階層認為記者能運用科技技術使新聞快速產出，因此提高工作量，導致新聞品

質下降（Liu, 2006）。目前多變與不穩定的新聞產製環境，組織在產製策略形成

上易變且快速，理當記者的工作愈來愈複雜（劉蕙苓，2018）。 

一人多工造成記者工時長。Spyridou和 Veglis（2016）形容這些採訪寫作以

外的新任務讓記者成為「新聞超人」（super journalists，轉引自劉蕙苓，2018）。

新聞組織利用新聞工作者一人多工的工作模式成為組減少聘用記者的藉口，此外

市場競爭增加、廣告與營收下滑之際，影響到媒體大量裁員以及名義上的優異優

 
2 毛義方、徐雅媛（2015）。〈新聞從業人員工作負荷及生理疲勞調查研究〉，《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所》。取自：https://www.ilosh.gov.tw/media/2320/f14429735822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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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王維菁，2013）。由此觀之，多工合一、組織裁員及工作量增加的惡性循環，

使記者面對這些數位的新策略，仍有適應的困難與矛盾，導致記者工作壓力大。

其次，勞動權缺乏保障。媒體組織對新聞勞動權與新聞自主的威脅仍是台灣新聞

產業市場的課題與困境（王維菁，2013）。新聞自由與勞動條件息息相關，但勞

工專業權益與新聞專業自主還未找到平衡點（張哲豪，2015年 6 月 17 日）。綜

上所述，新聞產業正面臨重重困難，這些困境影響著不同媒介的新聞工作者。 

 

參、台灣當前的新聞工作環境 

今日的台灣新聞媒體走出沒有新聞自由的寒冬，戒嚴時期黨政軍介入媒體、

無限度的政治干預已成歷史，同時走過報禁解除 30年。1980年代解嚴之後，各

領域嘗試建立新秩序，新聞領域亦以新聞場域重建新聞工作，再挑戰威權體制的

同時，也正試驗各種新聞工作的新秩序。大致到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民主自由開

放氛圍顯然與過往不同，由於市場開放，新聞工作也進入標準的商業時代（張文

強，2015）。 

時至 2003 年蘋果日報來台，以軟新聞（soft news）異於台灣硬新聞的商業

化、重視視覺感官效果、傳遞富娛樂價值的資訊，以及聳動的標題，以閱聽人為

導向的新聞產製流程，改變了當時台灣的新聞生態（徐榮華、羅文輝，2009）。

回顧近二十年的新聞產業演變，台灣歷經漫長的民主改革過程，如今擺脫了沉重

的政治桎梏，理應以民主自由為傲的台灣新聞媒體，仍面臨全球經濟衰退，假新

聞如病毒似的不斷傳播，傳統媒體必須數位轉型以及組織走向不確定高等艱鉅挑

戰。 

如今，當前許多媒體以「數位優先」（digital-first）為主要產製邏輯，近幾

年十分多匯流新聞學（convergence journalism）的相關研究。新聞實務上，台灣

各大媒體也以此為目標，像是美國 FOX新聞與英國 BBC 都在近幾年擴大新聞室

與攝影棚，強調數位化與多平台的重要性。紙媒媒體方面，紐約時報（New York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7

 31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近年也著重數據與視覺化的呈現以

及創新的互動表現方式。曾參與《紐約時報》圖像新聞部的實習記者林辰峰（2016

年 2 月 25 日）指出，部門裡各有所長，包括新聞採寫、地圖製作、前端與後端

工程設計、3D 模型、設計、插畫、攝影與 VR 編輯。此外，速度成為數位匯流

的特色，媒體更重視以最快的速度透過社群媒體或 App 將新聞內容傳散，於是

即時新聞成了新聞室的新常規，各媒體自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後，開始大量採用

此種即時更新資訊的報導，有些報社視其為記者的工作考核項目，甚至為「關鍵

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劉蕙苓，2018）3。 

 

第二節 新聞記者角色認知的改變 

壹、記者角色認知的演變 

 新聞記者的「角色認知」，一直是傳播學研究中長期以來探討的問題，也是

新聞之中重要的研究領域（Mellado, 2015）。根據 Cohen（1963）提出了記者中

存在中立者（neutral）與參與者（participant）的角色分類模型，中立者為單純反

映事實，而參與者則是作為倡議者。「中立者」認為自己是冷眼旁觀的第三者，

「參與者」則認為自己應在社會中扮演積極角色，提供新聞評論、解釋與分析（轉

引自劉蕙苓、羅文輝，2017）。他並進一步將中立者細分為資訊提供者（informer）、

解釋者（interpreter）以及政府的傳播工具（an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對於

參與者他則提出了四個媒體功能，新聞媒體扮演著公眾的代表（representative of 

the public）、政府作為的批評者（critic of government）、政府的倡議者（advocate 

of policy）以及政策的制定者（policy maker）。而後，Weaver（2007）延續 Cohen

的研究，將媒體角色轉為傳播者（disseminator）、解釋者（interpreter）、對立者

（adversarial）與為民粹動員者（populist mobilizer）四大類型。對於傳播者，強

調新聞工作是「宣傳」與「傳播」的功用，是屬於被動的角色，提供中立、客觀、

 
3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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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資訊供公眾選擇與決策。作為解釋者，則強調記者應對不同的社會議題，

進行解釋與分析。而在對抗者面向，記者扮演較為積極的角色，代表公眾監督甚

至對抗政府與其他當權者。在為民粹動員者角色方面，則強化了記者需積極與公

眾對話與討論議題。 

綜述，媒體在社會中扮演不同的專業角色。本研究參考Weaver（2007）等學

者提出的記者角色的多面向。不過，由於「為民粹動員者」是一個十分獨特的政

治現象，本研究因為不探討非政治新聞的記者角色認知，而是以新世代記者為主

軸，將以如下三種記者角色為主要探討面向： 

 

一、傳播者（disseminator） 

「資訊傳播者」的角色強調新聞記者獲得資訊後迅速將正確的資訊傳遞給公

眾的重要性（Stocking & Holstein, 2009），也就是說，「資訊傳遞」經常被用來

描述新聞工作主要的工作，記者作為「傳播者」角色的認知與新聞專業主義的中

立、客觀與被動相關。正如 Cohen所言，媒體作為資訊提供者，最重要的責任即

為「正確的資訊傳布」，這意味著，媒體能夠做到正確資訊的傳播變成影響閱聽

眾的新聞判斷。過往研究新聞工作者的標準通常包括，新聞工作者作為傳播者，

「迅速提供公眾資訊」、「關注受眾感興趣的新聞」以及「不報導無法證實的報

導」（Mwesige, 2004）。 

早期的實證研究已表示，「中立」在新聞工作者中已得到認可，舉例來說，

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1972）成功調查 1313 名美國記者後，大多數新

聞人員認為媒體有「資訊傳布」的角色，為了保持與新聞來源的關係，其重視新

聞內容的中立。這研究調查不僅限於美國記者。Weaver & Willnat（2012）指出，

根據研究調查 21 個國家的新聞從業人員，新聞工作者認為「快速報導新聞」與

「客觀報導」對媒體角色來說最為重要。不僅記者本身重視資訊傳播者的角色，

公眾也非常重視記者是否有做到事實查核、保持中立與以及資訊的兩面說法

（Tsfati, Meyers, & Per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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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媒體角色研究並不多，羅文輝（1998）在 1994 年針對全台新聞從業

人員進行調查，他發現，新聞工作者認為媒體最重要的角色是「正確報導新聞；

十年後，羅文輝、陳韜文（2004）針對中港台三地進行媒體角色研究，經過分析

後，發現新聞工作者認為「資訊傳布」最為重要（轉引自劉蕙苓、羅文輝，2017）。 

然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公眾可直接從社群等管道媒體獲得資訊，記者

也會從社群媒體上蒐集訊息、新聞觀察、消息來源與評論。  Brandtzaeg & 

Domínguez（2018）研究發現，年輕記者（the younger journalist）使用 Facebook、

LinkedIn和 Instagram等多種社群媒體平台，與年長記者（the older journalist）作

為對照，年長記者嚴重依賴 Twitter 上的精英消息來源。也就是說，不願使用各

種社群媒體平台可能會限制年長記者接觸各種新聞來源。因此，年輕記者似乎更

傾向於從多個角度看待社交媒體，在消息來源方面也可能更具創新性，而較年輕

的記者可能比年長記者接觸到更多樣化的新聞來源。 

2015年《全球社會新聞研究》（The Global Social Journalism Study）調查 11

個國家 3000 名記者，有 51%的人表示，如果沒有使用社群媒體就沒辦法工作，

但年長記者（45歲以上）對社群媒體抱持著懷疑與牴觸的態度。學術研究也證實

新世代記者與年長記者在社群媒體使用上的差異（Yamamoto, Nah, & Chung, 

2017）。社群媒體為公民生產內容（citizen-generated content）提供另一群網路群

眾，進而成為記者重要的消息來源， 2016年美國在 18歲至 29歲人群中有 86%

使用社群媒體，30歲至 49歲人群中也有 80%使用社交媒體。同一時期的挪威，

對於社群媒體的接受度高、滲透率也高（Ipsos, 2017）。 

綜上所述，年輕人和較年長的人在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研究者

好奇的是，新世代記者使用 Instagram、YouTube、Twitter、Facebook和 Snapchat

等社群媒體平台作為主要新聞來源，究竟他們是如何扮演「傳播者」的角色呢？

值得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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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釋者（interpreter） 

「解釋者」角色即創造解釋性新聞。也就是說，記者對讀者提供詳細的事件

發生原因與背景資料，包含上下文、分析和可能的後果，讓讀者很快就能理解新

聞事件真正的意義（Houston, 2008）。Schudson（2014）認為解釋性新聞即使用

「廣角鏡頭」來講述新聞故事。解釋性新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初，當時

的人們對日益複雜的世界渴望新聞對時事有精闢的解釋與分析。舉例來說，經濟

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催生了《時代》雜誌開創的新型新聞風格（Ward, 2009）。 

解釋性新聞興起於 20世紀與 21世紀初。Weaver & Willnat（2012）研究顯

示，解釋者在時事新聞中的角色，是全世界新聞工作者認可的主要職責之一。過

往研究發現，Steele & Barnhurst（1996）發現 1968至 1988年美國政治新聞中出

現以記者為主導地位，更願意表達自己觀點的報導。此外，解釋性新聞在政治新

聞以外的新聞中也有應用。Barnhurs & Mutz（1997）分析 1894至 1994年犯罪的

相關新聞報導，發現新聞記者能在報導中提供更多解釋和分析，新聞背景也能敘

述更加完善。當越來越多解釋性新聞，並和新聞的專業相互連結，有學者認為當

代社會的復雜性使記者有必要為讀者透過此方式幫助公民理解負責的世界。 

當訊息供過於求的時代，隨著網路與新媒體平台的發展，日益凸顯解釋性新

聞的重要性。Nordenson（2008）指出，在訊息過剩時代，一個健康的新聞機構，

必須透過新聞產製過程讓閱聽者理解該報導存在的意義以及對他的影響。人們期

望新聞能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不是與其他新聞新聞媒體搶快，而後發更多的突發

新聞。例如，美國媒體 Vox是現今者主打解釋性新聞的新聞代表之一，又被稱為

新聞界的維基百科，但與維基百科不一樣的是，Vox是由一群具有新聞專業的記

者所組成；而維基百科則是由群眾自發性組成。Vox意圖幫助讀者理解新聞，而

非只是知道新聞，系統性的整理新聞事件的進展，像是讓讀者一看到時間軸就能

馬上進入狀況，讓讀者對新聞背後的新聞更有概念，因此 Vox不強打獨家、即時

新聞（李欣宜，2015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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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報導指出，Vox能一推出解釋性新聞形式作為新聞報導的原因是創辦人

Ezra Klein是位年輕記者，當他推出 Vox 時，在新聞產業上具有劃時代的新意義。

從徵才條件來看，2015年創立的台灣獨立媒體《報導者》在招募記者時，也提到

期許記者能夠以「解釋性新聞」敘事型態闡述報導。因此，面對資訊混雜的時代，

新世代記者如何看待「解釋角色」和「解釋性新聞」的存在？台灣的閱聽眾面對

這一種類的新聞報導，會買單嗎？值得深入探究。 

綜上所述，記者作為新聞的「解釋者」角色有著悠久的歷史，Barcellos & Gil

（2020）也提到，新世代記者面臨多平台環境與假訊息的競爭，同時數位新聞媒

體、政府重視新聞宣傳與公民新聞興起的時代，會重視對抗霸權的論述，維護新

聞的傳統價值。如今資訊豐富的時代，解釋性新聞的重要性倍增，這些對新世代

記者的工作和角色有何影響？ 

 

三、對立者（adversarial） 

提到媒體角色研究，主流媒體、學者、閱聽眾，甚至是記者本人，都把「對

立者」當成看門狗（watchdog）或第四階級（fourth estate）。正如西方新聞專業

主義認為，新聞專業需奠基在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之上（蘇蘅，2018）。

對立者其中之一的功能在於監督，即新聞工作者監督當權者，並要求其負責

（Peters & Witschge, 2015）。 

新聞媒體作為對立者的觀念也不僅僅局限於英國、法國、美國等傳統民主國

家。根據 Hanitzsch（2011）等人對 18 個國家 1800 名記者所做的跨國家比較研

究。世界各地的記者普遍認為「監督」是新聞工作的基本職能，監督新聞的關

鍵要素應該是對社會中掌握權力的人，發揮制衡機制的作用。如 Sheila Coronel

（2010, pp. 111-136）所言，「媒體監督確保政府組織公開透明，並為公眾服務

和負起責任。」 

Curran（1997）指出，媒體應揭露不當行為，糾正不公正的現象，在行使權

力時，接受公眾的批評與監督。根據 Henningham & Delano（1998）對新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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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調查顯示，英國的新聞工作者有 50％認為對立者相當重要，他們解釋英國

記者期待能成為政府或企業的對立者，其原因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保護了記者

的新聞自由，但英國記者卻缺乏憲法保障，因此英國記者將對立者視為重要的

角色。Willnat & Weaver（2014）針對全美記者研究調查顯示，美國記者比過往

更重視「監督」與「解釋」角色的差別。這與台灣新聞人員調查並不相同，台

灣媒體最重視「資訊散布」的速度（劉蕙苓、羅文輝，2017）。 

如今，記者要實踐積極問責和新聞自主有很大關係，由於國內外研究都發現

記者對記者角色認知會成為他們對自己從事新聞工作的指引和定位，因此本研

究目的之一是想了解：外在環境變化或內部組織調整，這些轉變是否影響新世

代記者對媒體角色的認知？新世代記者們認為自身為傳播者、解釋者還是監督

者？是否有新的角色出現呢？ 

 

第三節 數位新聞室與記者工作現況 

壹、數位新聞室對媒體產製的影響 

從組織面向來看，過去傳統媒體所遵守的媒體自律規定，如編輯室內部審查、

媒體倫理準則，在現代數位工具如數家珍、被社群媒體籠罩的媒體環境之下，

Bertrand（2000）認為，媒體自律準則應該擴大範圍，不只是新聞媒體自訂，也

應該將閱聽人納進來。McQuail（2003）認為「媒體問責」是一種共同導向（co-

orientation）的過程，不管是記者、作者對於自己出版物質量的控管，其實是對讀

者，甚至是社會大眾負責。 

過去一世紀，媒體已發展出各種「媒體自律原則」（Media Accountability 

Instruments, MAIs）來自我約束。Russ-Mohl（1994）、Nordenstreng（1999）與

Hafez（2002）認為「媒體自律準則」的層級可分為「個人」、「組織」、「專業」、

「外部」，以 Shoemaker & Reese（1996）影響新聞的五層面分析來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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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呈現」從新聞工作者個人層面的日常工作，到組織層面的常規與制約，再

到社會體系與網絡，一個層面會與另一個層面相互影響。 

如今媒體數位化之後，許多媒體會在網站公布「新聞室準則」、「媒體倫理

準則」，實屬組織層面因數位工具產生而出現的變化。數位媒體發展後，在媒體

問責上，包括了多元的組成，包括線上監督員、用戶即時評論等，記者很容易透

過社群媒體了解、回應讀者的評論（Joseph, 2011；Cision and Canterbury Crist 

Church University, 2012）。Fengler, Eberwein, & Alsius（2015）調查歐洲新聞工

作者媒體自律的研究也顯示，新聞室是影響媒體自律的關鍵因素，以英國 BBC、

荷蘭 NOS 都有建立新聞室倫理準則。 

組織文化與目標將影響記者撰寫媒體內容的去向。過往僅有少數研究顯示，

閱聽眾指標能夠讓管理階層更有效地監督與約束他們的記者（Bunce, 2019）。學

者 McManus（1994）分析了 1980 至 1990 年代以來，媒體將新聞內容轉變成市

場導向的商品，低成本高獲利成了主要指導方針，新聞報導不再是強調公共利益

的核心價值。舉例來說，Skovsgaard（2014）研究組織特性與記者自主權時，提

及記者與律師等其他專業人員不同的地方在於，記者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影響受

眾，因此記者更有可能調整自己，跟隨閱聽眾的偏好。換句話說，記者迎合閱聽

眾的胃口，當閱聽眾熱衷於軟性新聞時，記者便會更加用力報導此類型的新聞。

在強調創新、競爭激烈的數位時代，隱性的市場力量對新聞業的影響更大（鍾起

惠，1998）。如 Drew & Thomas（2018）研究美國新聞組織的商業合作提到，許

多傳統的新聞室忙於試驗不同的創新新聞產品，不再強調傳統的「編業分離」。

相反地，Bunce（2019）借用 Bourdieu的「場域理論」探討路透社（Reuters Crop.）

管理階層與記者的衝突與解決策略，該研究結果顯示，以激勵員工的方式改變了

記者們選擇新聞撰寫的優先順序，並將合適的記者提升到有影響力的職位，這些

政策改變了新聞組織中被認為是「好記者」的員工，改變了新聞室的組織文化。

Shoemaker & Reese（2014）研究也發現，高階媒體主管有時反而對新聞內容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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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組織訂定各種新聞常規，雖然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但有時也限制了記者

的工作方式與產製。 

新聞產製流程目標與變化及組織文化目標，亦會隨著多媒體與數位工具的發

展而有所變遷。從數位科技面向來看，數位科技下的新聞產製產物「虛擬新聞室

（virtual newsroom）」，正增加遠距記者的協作，也透過組織線上閒聊的功能發

展團隊文化與規範，進而改變組織工作流程。 

過往對於新聞常規的研究，大多是為了提升新聞產製的工作效率，以省力的

方式完成新聞（張文強，2005），因此，新聞產製的討論經常伴隨著新聞常規。

新聞產製流程的轉變一直是新聞學相關研究中記者研究關注的面向之一，這背後

涵蓋新聞室中的新聞處理。「新聞處理」，可分為搜集資料、處理與發佈三大流

程。更深一層來說，新聞室中各職位遵從一定的程序，依循編輯所指派的任務來

執行，程序包含記者與新聞室主管的採訪會議、新聞室內決策、規劃版面或調整

各部門資源、新聞編輯、製作新聞排序以及最後的發布與呈現（邱筱媛，2016；

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 

新聞常規與記者們如何完成工作與新聞常規有密切關係，也就是說，「新聞

常規」是記者在新聞室中對工作的展現（張文強，2005）。不僅如此，還可能包

含社會如何看待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專業，或是由組織內的工作程序。 

而當一個新記者進入組織內時，個人會與組織相互參照、與不同個體彼此學

習，帶著過往生命歷程上的主觀經驗與組織相互「校準」，在個人與他人、個人

與組織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一套集體的行為模式，即是「新聞常規」形成的

方式（張文強，2005）。 

另外，新聞常規通常伴隨著社會對新聞專業的規約、職業標準，也可能是由

組織內常規所衍伸的新聞媒體自律準則，也可能受到外部環境影響，像是閱聽眾

不再是一個族群而是多個分眾族群，記者的消息來源從官方或專家學者變為越來

越依賴網路取得消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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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位匯流下新聞室的轉變 

一、媒體匯流對新聞產製的影響 

科技變遷之際，如今走入數位時代，新聞數位化已是現在進行式，網路「組

織化」（instiutionalised, 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09）成了新聞產製和消費

的重要平台（林翠娟，2018；Mitchell, 2015；Mitchelstein, Ignocia, & Boczkowski, 

2013）。在以數位為先的新聞室中，新聞實務、組織架構、或新聞型態受到影響。 

《天下雜誌》（2018）曾在數位轉型報告中提及，「最難的，就是編輯部的整合：

如何把不同平台的內容，整合在同一個編輯檯上，卻還迎合個別通路的特殊喜好

⋯⋯」 由此可知，媒體轉型不僅衝擊新聞內容的呈現，新聞背後的產製者整合亦

為挑戰。Deuze（1999）稱網路新聞為第四類新聞，其創新新聞產製、內容呈現、

消費和傳佈模式，促成多元新聞產量與速度激增，也造成多媒體化和傳統媒體守

門人角色匯流等現況。因此，研究者探討媒體匯流的型態與方式，以及媒體匯流

後對於新聞產製和組織內部的影響。 

Jenkins（2008）指出「跨媒體敘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是媒體轉型後

重要的轉變之一，Marsha Kinder分析「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探討電視、電

影、電子遊戲等不同媒體對受眾的主體構建所發揮的作用，在不同傳播渠道的碎

片化內容需以整合。而 Spyridou和 Veglis（2016）指出在新聞匯流中，記者必須

加強跨媒體新聞敘事技巧以應對媒體匯流後的新聞平台。跨媒體敘事確實對新聞

媒體產生不小影響，無論是新聞媒體的實務流程、內容呈現或是組織內部溝通都

造成不小變化，從前的慢工出細活如今演變成快、狠、準。Robinson（2011）提

出，若無法在跨媒體生態下工作的記者，最終會在媒體轉型後的數位匯流文化中

受到孤立。與此同時，除了傳統新聞媒體生態的劇變，隨之而來的還有社群媒體

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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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群媒體對新聞室造成的衝擊 

當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陸續出現時，這些社群媒體成

了新聞推播的重要管道，記者、編輯以及社群編輯必須針對各自不同平台屬性行

銷與寫作，好讓閱聽人透過社群媒體願意主動閱讀新聞、按讚、留言及分享，尤

其期待達到病毒式傳播的功效（林翠娟，2018）。Gordon（2003）曾針對社群體

進行研究顯示，社群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傳統媒體單項式的傳播方式。年輕世代為

社群媒體內容的主要目標族群，同時他們亦把社群媒體當做主要新聞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2016），因此現今媒體策略即重視在社群媒體網絡與閱聽者的

互動。 

時至今日，記者、閱聽人與社群媒體三者之間的關係已趨近緊張平衡 （Lewis，

2012），專業、守門機制與網路參與相互交錯，同時也帶來假新聞漫步社群媒體

的窘境。社群媒體講究「即時」，假新聞的誕生就是在新聞媒體講究速度之下，

尚未確認是否為事實，就立即刊出。閱聽人擔心許多偏見與政治操作的內容會隨

著社群平台上的假新聞而影響到自己對於訊息的接收與處理。因此，不少人憂心

忡忡，期待 Google、臉書等社群媒體設定對於假新聞制止的相關機制，避免有心

人士操弄不實資訊，該資訊在同溫層間發酵，進而威脅到新聞媒體的言論空間與

可信度（林翠娟，2018）。 

當閱聽眾開始擁抱社群媒體以被動的方式吸收新資訊時，記者也不得不接觸

並頻繁使用社群媒體，將其視為新聞素材來源。記者也非此時才開始採用新科技，

過去研究指出，早在 1980 年代末網路問世時，已經經歷了一次採訪工具的「科

技革命」（劉蕙苓、羅文輝，2017）。而近十年，各式社群媒體平台興起，傳統

的新聞實踐發生變化，記者開始轉在社群媒體展演新聞（Brandtzaeg, Lüders, 

Spangenberg, Rath-Wiggins, & Følstad, 2016；Knight and Cook, 2013）。根據全球

數位新聞研究（the Global Digital Journalism Study），全球只有 51%的記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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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然而歐洲和美國情況大不相同，96%的英國記者每天都將新聞發至社

群媒體。若記者在特定主題找不到消息來源時，有 42%的記者會使用可信賴的第

三方來查核故事，社群媒體中最重要的驗證來源，即是新聞從業人員或其他新聞

機構。 

台灣也有相關研究，如第一章第一節研究動機中，社群媒體的出現改變記者

工作條件所述，學者研究發現多數台灣記者每天使用社群媒體作為新聞工作上的

輔助，由描述性統計來看，報紙記者使用時間長，原因推測報紙需要的稿件較多，

因此報社記者需要花更多時間搜集相關資料撰寫新聞。由此可知社群媒體在記者

工作正扮演著協作的地位，帶來影響也不容忽視。從國外相關研究來看，Hedman 

& Djerf-Pierre（2013）及 Willnat & Weaver（2014）的研究發現記者在社群媒體

中，最常進行的活動是監看同業的一舉一動，此行為在媒體匯流下並未有所改變。 

參、數位科技將傳統新聞室轉變為虛擬新聞室 

Bunce, Wright, & Scott（2018）以世界各地的新聞機構日常營運最受歡迎的

通訊軟體 Slack為例探討虛擬新聞室（virtual newsroom）的功能。 

他們發現，虛擬新聞室具有巨大潛力，能使世界各地的記者匯集知識、技能

與觀點。Slack 的架構呼應了社群媒體與數位新聞化的非正式協作規範，例如，

每個聊天室都可以用像是 hashtag的模樣（如：#新聞）建立名稱，使用在其中可

以互發資料、標記與共享檔案與多媒體。其早期使用者非常熱衷於使用 Slack，

網上評論居多認為它可以實現生產效能、橫向協作、組織透明化與團隊士氣提升

的作用（Parkel, 2017；Owen, 2015），有些人則認為它看創造民主平等的工作條

件（Kissm, 2016）。Owen（2015）詢問 8位新聞產業的編輯，Slack如何改變組

織工作流程，有人表示增加協作，有助於將國際團隊、遠方同事培養團隊意識，

像是雲端國家國家辦事處。與過往實體新聞室相比，記者的位置會影響新聞室主

管與記者間彼此的關係以及工作流程（Josephi,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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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學者認為，數位可以減少權力的等級（Deuze, 2007）。因為數位平台沒

有時差，同步通訊，將更多資訊放到公共領域中，增加了資訊的透明度。然而，

也有學者認為數位平台也為主管提供更多監督的機會，可能產生不合理的勞動需

求和期望（Loseschner, 2016），如同 Foucault（1991）的監獄比喻，僅僅是觀察

行為就足以引導人自律、服從，而不需要使用武力。因此 Slack 可能擴大管理的

間接影響，給員工帶來更大的壓力，加快個人的責任。 

此外，Slack 的功能與介面類似於社群媒體，談論議題的方式如我們熟悉的

通訊軟體般和同事聊天，有助於形成共同的文化。頻繁的互動也有助於記者制定

組織規範（Breed, 1955）。Bunce, Wright, & Scott（2018）研究發現，Slack促進

了跨距離的協作，但記者的位置仍然很重要。學者預測，Slack 將創造更多的平

台與橫向權力結構（Kiss, 2016），記者確實有更多機會為新聞媒體的本質「廣泛

的對話」實踐做出貢獻，在組織面向上也使記者與記者的關係更加緊密，卻同時

也使記者與新聞室主管之間的關係更加模糊。 

綜上所述，現今新聞室組織管理大多藉由通訊軟體或數位工具，有人提及此

因素塑造了橫向權力結構，亦有學者認為對新聞組織內部運作造成壓力，也勢必

改變既有的新聞常規。新聞常規會隨著新的組織目標、外在環境改變，在科技的

快速變遷下不斷調整新聞常規，甚至改變新聞產製流程。因此，研究者好奇，記

者面對數位之下的新聞室，尤其新世代記者生於「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的

時代，面對新聞室的新聞常規變化，甚至如何看到數位科技衍生出來的「虛擬新

聞室」？ 

 

肆、新世代記者在數位新聞室的工作現況 

 如第二節所述，Brandtzaeg & Domínguez（2018）研究發現，年輕記者使用

並接納多種社群媒體平台，而年長記者則視單一社群媒體（如 Twitter）為主要吸

收消息來源平台，他們研究不同世代記者結果更發現，年輕記者能更加利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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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平台，從而在新聞來源蒐集上更加先進與創新。年輕的記者認為，年長

的同事在使用社交媒體時較持懷疑的態度，年長記者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Rogers（1995）的研究也顯示，年輕人比年長的人更樂於接受創新的想法。不同

技巧在使用網路和數位資源表現不同，這些科技的轉變影響未來的新聞業，Don 

Tapscott所著《Growing up Digital: The Rise of the Net Generation》一書中指網路

世代（Net generation）與前幾代最關鍵的不同在於他們的成長環繞著數位媒體，

無論是學習本質、方式都因為數位科技而與前幾世代不同（伊彬，2009，頁 27-

28）。 

 除了年齡之外，新聞組織的規範、組織規模等重要因素也會影響記者使用社

群媒體（Yamamoto, Nah, & Chung, 2017），進而影響記者的工作方式，因此社群

媒體滲透率高在在反映了新聞產業的的快速變化（Brandtzaeg & Domínguez, 

2018），從他們的研究實證上促進了我們對新聞工作者在社群媒體中的新角色和

未來角色的理解。 

 此外，新世代不僅是社群媒體的原住民，更因為全球化浪潮，而更加關注社

會議題。過往研究只視科技是傳播科技是社會變遷最主要的原因，但新聞學界出

現反駁論點，因此出現「科技與社會互動論」，強調科技與社會相互接納，社會

樣貌因而產生質變（吳筱玫，2008）。 

 

第四節 記者職涯想像與落差 

綜上三節，在在影響了現今新聞系畢業生或新世代社會新鮮人職涯選擇，張

曉等（2015）研究中國、香港及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畢業後進入新聞產業的就

業意願及把新聞工作視為終身職業的意願發現，台灣學生表示畢業後會進入新聞

行業工作佔 30.3％，而畢業後不會進入新聞行業佔 14.3％。該研究另一問題探討

新聞科系畢業之學生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台灣地區表示會將新聞行

業視為終身職業僅有 4％比例。面對新聞工作的轉變，科技固然帶來新聞產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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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但也在新聞價值認知、組織變革、記者角色起了變化。網路已成為新聞工

作上的必備工具，對於新科技的出現是否影響新世代記者的工作表現或職涯想像

是研究者想進一步探究的部分。 

潘乃欣（2017）針對 2012至 2016年畢業的台灣新聞學系畢業生職業抉擇，

而那幾年恰逢台灣主流新聞傳播媒介的轉變期，閱聽眾接收新聞的習慣正受傳播

科技蓬勃發展而改變，也反映新聞媒體的徵才趨勢。該研究顯示，學習經驗對新

聞系學生的職業選擇影響最深。此學習經驗包括：校內實習經驗中的學習挫折，

校內實習課程的表現對新聞系學生影響至深，校外實習經驗則影響他們構思未來

新聞工作者職涯的準則，最後則是新聞以外的活動也會使其轉變興趣，進而投入

那一行。該研究另一方面亦提到，如今新聞產業依舊未解決的問題：媒體產業前

景堪虞，摸不著新興媒體的獲利模式，認為投入新聞工作無法換得對等的物質生

活，更不利於長遠的生涯規劃。因此研究者好奇，這群近十年進入新聞產業的新

世代記者，對於未來的記者職涯想像為何？ 

此外，劉蕙苓（2020）針對記者離職研究發現，新聞專業角色質變，記者快

速發新聞，內容產量愈來愈多，直接借用別人新聞的機率也愈來愈高，記者承受

很大壓力，因此造成資深記者離開新聞場域，轉而投向其他產業。然而，記者這

種多工、過勞及重複發新聞的工作型態，是否也對新世代記者產生離職的動機？

研究者以此為本研究重點之一，探究台灣新聞產業新世代看見的未來趨勢。 

 

第五節 研究架構及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以國內外新聞產業在數位環境下的轉變，到新聞記者角色

的變化，再到現今新聞傳播科技發達下，新聞室對於新聞產製流程的轉變，與社

群媒體對新聞室造成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由各個面向探討在數位匯流環境下 21

世紀的新世代記者對新聞記者角色的認知、新聞室的新聞產製實踐與職涯想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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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研究者希望了解新世代記者對於記者生涯的想像與實際在新聞產業工作的

落差，探究未來新聞產業發展，如圖 2-4-1 文獻探討架構圖。 

 

圖 2-4-1：文獻探討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Shoemaker and Reese（2014）之模型 

 

本研究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從科技、組織、新聞改變的視角來看，新世代記者何以投入新

聞工作？ 

研究問題二：新世代記者如何認知記者角色？對於傳播者、解釋者與對立者

三種角色的認知為何？如何影響他們的工作實踐？ 

研究問題三：新世代記者在數位匯流下新聞室的工作現況，如何使用數位工

具進行採訪寫作和報導呈現？ 

研究問題四：新世代記者對新聞業個人職涯與未來媒體發展的想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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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取向 

本研究涉及記者的新聞工作實踐過程與職涯想像，量化方法難以呈現，因此

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顯然適合本研究的分析工具。質化研究講求

探討經驗、價值、本質，特別是人們的內心想法，以長期的觀察、深入的訪談或

分析文件，探討某一事件或問題，著重整體的描述，其結果以文字或圖片的形式

出現，不再如量化取向以數字代表一切，強調「現象」的主觀性；且唯有「貼近」

此事件或問題，才能體會或瞭解事件或經驗的本質，量化與質化理論基礎的差異，

造成研究方法、對於研究品質遵循的原則亦有所不同（轉引自廖珮妏，2015）。

研究者發現，過往研究泰半僅用量化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態

度，或者進行跨地區比較，如羅文輝、陳韜文所撰寫的《變遷中的大陸、香港、

台灣新聞人員》，於 1996年 7 月至 1997年 4 月間，對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

員進行隨機抽樣調查，比較新聞從業人員薪資待遇、專業價值影響以及工作滿意

度等。林信昌（1998）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任職於各報社機構路線的新聞採訪

記者工作倦怠現象。以上兩者均以量化方式完成研究，量化的目的在於找出社會

現象或社會行為的共同法則（universalism），使得測量工具本身的客觀與可信性

成為相當重要的評估指標（胡幼慧、姚美華，1996：141）。然而，質化研究須

對研究設計做明確的說明，甚至要比量化研究更清楚交代，在質化研究上仍有一

套嚴謹的規範必須遵守。 

另外，近年相關文獻著重單方面從組織因素探討，曾筱媛（2017）探討紐時

新聞室媒體轉型歷程，以文獻分析法分析不同階段的轉型歷程；莊志偉（2017）

透過次級資料分析以及深度訪談，探討香港 TVB 新聞部的運作方式與其資深記

者們造就離職潮的發生原因；游羽棠（2020）則是以深度訪談三家媒體《報導者》、

《READr》以及《沃草》不同職位的新聞工作者，產製數位專題的衝突及其案例

分析。儘管近年諸多文獻探討媒體組織面臨數位化的轉型歷程，但針對媒體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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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記者面臨的職涯相關研究付之闕如，台灣新聞傳播學業界更是缺乏系統性探究

其原因。國內外記者相關研究大多忽略外在環境對於個人的影響，且記者扮演角

色、組織人才管理與商業走向環環相扣，這些因素是在每位新世代記者生命歷程

中不斷形成、改變。因此，研究期待能藉由本篇研究結合過往相關文獻，以質性

研究中深度訪談法探究新世代在數位時代踏入新聞產業的原因與其想像之落差，

從中探究研究對象對於記者角色的認知、新聞工作實踐過程以及職涯想像。  

 

第二節 深度訪談法 

此研究企圖以深度訪談為主。深度訪談法是質性研究常見的資料蒐集方式，

當研究者想要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內在世界、每日例行工作時，或被研究對象對

事件的看法、感覺、認知或意見以及，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即是適當的資料收集

方法（轉引自潘乃欣，2017；潘淑滿，2003）。本研究針對記者的職涯想像之差

異比較，研究者發現，數位匯流之下，記者已是社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尤其新

世代的年輕記者則佔多數，因此將「新世代記者」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Hermida

（2010）認為，記者使用社群媒體蒐集新聞來源、培養人脈關係、分享新聞資訊

以及塑造個人品牌形象。因此，研究者好奇在年輕記者擁抱社群媒體之際，新世

代記者的工作樣貌為何？值得進一步探究。 

本研究以新世代記者（1990至 1998年出生之新興世代）為主，他們生活在

科技滲入生活的時代，換言之，也可用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形容，他們擅

長使用搜尋引擎及網路資源查證訊息。Bullen, Morgen, & Qayyum（2011）形容數

位原生代也是數位學習者（digital learner）。此外，新世代記者還面臨社群媒體

蓬勃發展，新聞產業變化如此巨大，對於新聞業的價值、記者角色的認知及對爭

議性報導的態度值得探究，並在個體對於新聞界現況的觀察、與年輕同儕或資深

同業互動中進行新聞從業後設思考，他們對當初進入新聞業與進入新聞業擔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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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後的動態過程。因此本研究將此動態過程，嘗試以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

法刻畫「台灣新世代記者的工作樣貌」。 

依循訪談問題設計，訪談法可分為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半

結構式訪談（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及無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

三種類型。其中，半結構式訪談是為結構式訪談與非結構式訪談之中介點，該方

式是列出訪談大綱及訪談問題，研究者將之作為深度訪談時的指引方針（潘乃欣，

2017；潘淑滿，2003）。 

結構式訪談大綱須對每個訪問問題的架構設計十分清楚，半結構式訪談則以

半開放式方式詢問問題。對於研究者的動機，是想探詢個人之新聞領域過往經歷

與經驗時，半結構式訪談可說是非常適合運用之方式。由於本研究針對新聞從業

人員尤其新聞記者於踏入新聞室的根本原因以及個人在新聞室的工作態度與經

驗，故研究者認為以半結構式訪談追問相關問題較為合適的資料搜集方式（潘淑

滿，2003）。 

綜上所述，承接本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問題，研究者以深度訪談法了解新世代

記者擔任記者後前後的想像與內心世界以及在現今於新聞業工作情形，及其對當

前新聞前景的認知與未來企盼，彌補現有資料與理解之不足，至於訪談執行方法、

受訪者抽樣方式與研究分析架構見下節。 

 

第三節 研究對象 

壹、受訪者的基本條件  

一、以新聞記者為研究對象 

根據勞委會 2009 年職類別薪資調查須知手冊，新聞記者指「從事新聞之採

訪以供報紙、雜誌、廣播或電視報導之工作者」，至於編輯以及攝影記者，不列

入新聞記者範圍。依據勞委會的定義，記者主要的工作可包括（但不全包括）：

新聞採訪、專題報導、資訊蒐集、錄音、錄影、攝影、記錄、新聞撰寫，以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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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雜誌、網路、廣播或電視台報導使用（轉引自王維菁，2013）。而根據陸以

正（2013）對新聞記者而言以英文來說有兩者定義，臺灣俗稱的「新聞記者」，

英文有兩字可適用。每日跑新聞，且於當晚繳交稿件者叫做「reporter」，而每週

撰寫一至兩篇專題者稱為「journalist」。據綜合行政院主計處最新修訂之中華民

國行業分類標準（2016，第 10 版），新聞出版業主要是從事新聞出版，以印刷

或電子形式（含網路發行之行業）。記者最主要的工作，即為替大眾前往事件發

生的現場或第一時間接觸事件的當事人，並將事情的真相透過不同媒介傳播及其

代表的歷史意義，協助媒體達成傳播學者如 Lasswell提出之守望、教育、傳承、

娛樂等功能。 

 

二、以新世代記者為研究對象 

研究者從世代區分尋找受訪對象，Solomon（1995）提出同世代是生活在同

一年代與相同的生命階段，處於相同的流行文化、天災人禍、歷史事件、國家政

策發展以及數位科技發展的環境，創造出具有緊密連結在一起的世代之感。換言

之，「世代」指具有某些共同性的群體，他主張使用社會事件界定該世代的重大

事項，並將此視為形成世代價值觀的重要經驗。但謝杏慧（1999）則認為以出生

年代明確標明各世代的差異做為區隔或許是當前最可行的方法。因此，本研究將

以年代作為區分，故研究者將新世代定義為「後千禧世代（1990至 1998年出生

之新興世代）」的新世代記者。 

 

三、以網路原生代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探問新世代記者對當前新聞工作環境的想像與衝突，而今採訪環境也

與過往大相徑庭，新媒體工具推陳出新後，不斷地被納入新聞實務作業後增加記

者們的工作內容。據網路原生代定義，1980年網路問世後出生的人類歸為「數位

原住民」或稱「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意指差成長過程與入學前，未經學習

就能觸類旁通、自行摸索使用網路與 3C產品，生活中伴隨著網路與電視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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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思考方式與工具使用方式也與上一代不同（劉玉玲，2014）。亦有報導指

出，數位原生世代平均出生於 1990至 2000年，社群媒體關係與虛擬世界的價值

觀影響當前社會（康耕輔，2019 年 7 月 21 日）。而台灣始自 1994 年政府建立

資訊高速公路後，才正式帶動網路的使用（張慧心，2019年 10 月 31 日），因此

本研究更加界定正式的研究對象為 1990年後出生為主。 

 

四、以主流媒體之新聞記者為研究對象 

台灣媒介管道雖多，本研究依據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 2020 年數位新聞

報告統計中，台灣民眾最信任與最常使用的新聞媒體尋找受訪對象，屬性包括以

下四種：日報、雜誌媒體、電視媒體與網路媒體。屈於考量各方面之條件限制，

本研究選取具有代表性且發行量大且政治立場不同的的主流媒體。研究者擬判斷

其與本研究相符之研究對象。基於各種現實因素，各組織工作內容與新聞室互動

經驗並非一致，受訪對象進入新聞產業時機亦有不同。並且，考量研究時間與人

力的限制，本研究以主流媒體之記者為研究對象。 

 

五、以正式投入新聞產業的記者為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關心的是新世代記者的新聞媒體職涯想像與記者角色，故擬以已

經正式踏入商業媒體組織、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及非營利媒體之新世代記者做

為研究對象，不將待業、就學中、繼續升學者，或從事兼職性新聞工作（如：實

習生、工讀生）納入考量。並且，依據台灣大多公司試用期為 3 個月，故本研究

將研究對象訂定為從事該組織的新聞工作期滿 6 個月以上列為受訪對象。 

 

綜上所述，條列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條件如下： 

1. 新世代記者界定為 1990 年後至 2000 年前出生的現職台灣各報社、雜誌媒

體、電視媒體或網路媒體之綜合類新聞媒體的記者，共 16位； 

2. 在新聞媒體組織從事新聞工作期滿 6 個月以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7

 51 

3. 接受台灣國民義務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求學生涯經常使用網路作為查詢資料

以及使用社群媒體，為網路原生代。 

 

貳、深度訪談的抽樣設計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為基礎，透過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及方便抽樣（convenient sampling）尋找受訪者，其中包含一位自願樣

本。由於訪談內容談到組織互動方式與自身投向新聞產業之心路歷程，研究者認

為極具敏感性，因此以這兩個方法有比較大的機會可以找到願意受訪談邀請之受

訪者（鄧焯峰，2020；Biernacki & Waldorf, 1981）。此外，徵詢符合本研究預設

條件的對象。同時，由研究者以受訪對象之關鍵性、研究所能接觸的媒體組織之

人際管道，以及受訪者推薦之合適的受訪者為主要的抽樣依據（轉引自王維菁，

2013）。本研究首先採符合標準策略，所以選定的對象皆符合本研究各種選項標

準，以確保最大研究品質。若判斷既有的資料已達飽和狀態，則不再繼續訪談，

開始著手整理訪談結果。 

 

第四節 研究執行 

壹、深度訪談 

訪談方式為個人訪談進行，訪談地點以咖啡廳為主，考量因涉及訪談對象與

媒體組織之互動，故會以媒體組織外為主。再者，訪綱提及抉擇歷程偏向內心層

面，故以受訪者習慣之場所。以上所選取之訪談地點都有徵得受訪者同意。 

研究者認為，讓研究對象得到尊重與同理心之理解，因而願意分享個人在新

聞工作前後的真實生命經驗，有助於提升研究效度。 

 在正式訪談之前，會先有前導訪談，前導的目的是為了對於本研究欲調查新

世代記者有進一步的認識。在前導訪談中，也與受訪者討論本研究的研究主題與

目的，在理論之外獲得之靈感也增加於後續訪談以及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同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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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試圖補強台灣各媒體之背景資料。以下為正式訪談前的前導訪談部分與本研

究之訪談大綱： 

 

一、前導訪談 

正式進行深度訪談前，研究者先於 2020年 12 月 9 日與 2020年 12 月 12 

日邀請 2 名分別於網路媒體與雜誌媒體的新世代記者進行前導訪談，並於訪談完

畢後徵詢受訪者對於題目難易、對談流暢程度與大綱與研究問題是否吻合等面向

提供意見，作為大綱修正之用，增加訪談大綱的效度。 

 

二、訪談大綱 

研究者根據第二章文獻回顧所引導出來的理論基礎及研究問題，列出以下五

項大綱的議題，探討其生命軌跡（1）為何選擇新聞工作；（2）個人在媒體組織

工作環境的想像與落差；（3）自身在記者角色上的認知；（4）在新聞室的互動

體驗與適應歷過程；（5）對於未來台灣新聞媒體的想像與職涯規劃，因而產生

以下訪綱，由「個人」、「工作」、「組織」再到「工作上的未來」。 

 

根據本研究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新世代記者何以投入新聞工作？ 

研究問題二：新世代記者如何認知記者角色？對於傳播者、解釋者與對立者

三種角色的認知為何？ 

研究問題三：新世代記者在數位匯流下新聞室的工作現況。 

研究問題四：新世代記者對新聞業個人職涯與未來媒體發展的想像為何？ 

再者，根據前導訪談，自行修訂大綱如下，請參閱表 3-4-1與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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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對照表 

研究問題 訪談題目 

RQ1：新世代記者

何以投入新聞工

作？ 

1. 在擔任記者前，您對記者的認知是什麼？透過什麼

管道得知自己對新聞感興趣？ 

2. 當初選擇新聞記者的動機？您認為新聞工作的特

色為何（與其他工作不同之處）？ 

3. 哪些因素影響您從事「記者」這份工作？關鍵人、

事、物是什麼？ 

4. 您對現今「新聞現況」與「台灣新聞媒體」的看法

為何？ 

5. 在每天的工作中，想請您詳述您的工作內容與模

式。哪些讓您感覺有成就感？哪些讓您感到挫折？ 

RQ2： 

新世代記者如何認

知記者角色？對於

傳播者、解釋者與

對立者三種角色的

認知為何？ 

6. 在新聞角色認知上，您覺得您的角色是什麼？如何

遵循？工作和角色的契合程度為何？ 

7. 根據您的採訪路線，詳述您的報導風格。那您大部

分的工作時間，是在整合新聞、分析新聞還是政府

監督呢？ 

8. 想問您對於新聞工時長、工作倦怠等勞動條件的看

法為何，以及近年的勞動狀況？ 

9. 如果有「監督政府」角色，那您面對公共問題時，

您願意批評政府嗎？ 

10. 依照您的經驗，您會用什麼方式批評政府呢？ 

11. 您認為新聞工作是一種專業嗎？即有特殊技能或

共同標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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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3： 

新世代記者在數位

匯流下新聞室的工

作現況。 

RQ3-1：具備的工作能力 

12. 以您個人經驗，是否面臨媒體多工（如媒體多工、

議題多工與技能多工）這樣的工作文化？面對挑戰

時該如何因應？ 

13. 因應現今媒體數位化轉型，記者除了需要採訪寫作

能力之外，是否還需要具備科技應用（像是寫程式、

社群媒體經營、數據分析等）能力？ 

14. 媒體組織是否會對記者的數位科技能力再培訓？

當您面臨數位技術處理能力不符預期，您如何解

決？ 

RQ3-2：組織內部管理階層 

15. 就您所工作的媒體組織，管理階層的編輯政策為

何？即如何挑選新聞、新聞標題與新聞訴求為何？ 

16. 以新聞室來說，現今管理大多使用數位工具，您所

待的媒體組織是否在通訊軟體上有虛擬新聞室？

可否分享您們如何運作？ 

17. 想請您談談新聞工作獨立自主性和管理階層的要

求？  

18. 近年許多年輕的新聞工作者不只受到社會力量衝

擊，也要與新聞室相互抗衡與妥協，其也在無形間

掙扎報導題材，抑或是理想上新聞內容產製方式的

改革。您是否有遇到此狀況？ 

19. 您跟年資不同的記者（包括主管在內）要製作一個

議題的時候，您跟資深記者的考量，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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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跑新聞時，會跟資深記者或主管請教同個線上（例

如：政治線、醫療線）的問題嗎？ 

21. 請談談您與新聞室中資深主管在新聞處理與選題

上遇到衝突如何因應？ 

RQ3-3：社群媒體與閱聽眾 

22. 請聊聊您的社群媒體與新聞工作之間的關係。您認

為社群媒體對新聞工作有什麼影響嗎？ 

23. 就你目前所待的媒體，組織是如何面對「主動閱聽

人」的時代？高層主管會在意閱聽人的回饋嗎？ 

RQ4： 

新世代記者對新聞

業個人職涯與未來

媒體發展的想像為

何？ 

24. 將來的職涯規劃還會繼續待在媒體嗎？為什麼？ 

25. 您認為未來的新聞媒體還能發揮您的專業角色

嗎？ 

26. 您對台灣新聞媒體未來有何看法呢？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正式訪談 

進入正式研究階段，研究者以 Email、社群媒體或通訊軟體的方式進行訪談

邀約，在訪談時與每位受訪者進行訪談時運用 Notability App進行記錄並用錄音

筆與 iPad進行雙重錄音。 

在正式向受訪者訪談前，研究者會先寄發本研究宗旨、研究流程說明同意書

（詳見附錄二）予受訪對象。訪談當天研究者向受訪者說明受訪同意書的內容，

包括讓他們知道隨時可中斷訪談及拒絕回答的權利，並詢問否訪者是否同意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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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以及簽核同意書。研究者會先記錄其服務的媒體組織、

工作年資、採訪路線等基本資料，作為人口特質資料的整理依據。 

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順著研究對象的回答脈絡提問更進一步的相關問題，

並且根據受訪者的答案去引發出更多相關的問題，而訪談大綱上的問題僅提供研

究者訪談之依據，並不會照著問題的順序發問，研究者尊重受訪對象的生命歷程

與在新聞事件工作的情形，讓對話自然而然延展開來，並且在部分問題時事實與

受訪者回應研究者想法，進而挖掘受訪對象真實內心世界。如此一來，使研究者

可以得到一些預期以外的答案，不會被訪綱侷限，使研究內容更加豐富。 

事後由研究者將錄音檔謄打為逐字稿，接著進入資料編碼與分析階段。為了

確保研究對象的隱私，所訪談資料僅供研究使用，並將姓名與其媒體組織以匿名

方式處理，且不透露受訪對象之個人資訊。 

 

四、受訪者資料 

研究者在整理訪談資料時發現，前導訪談之兩位受訪者的訪談對本研究亦有

幫助，因此將兩位受訪者的樣本納入本研究中。研究者於 2020年 12 月 09 日至

2021年 1 月 10 日進行研究資料收集，受訪者分佈為：4位報社記者（包括自由

時報、經濟日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4位雜誌媒體記者（包括天下雜誌、遠

見雜誌、親子天下與數位時代雜誌）、4位電視媒體記者（包括公視、年代新聞、

東森新聞與壹電視）與 4 位網路媒體記者（包括中央社、風傳媒、報導者與

ETToday東森新聞雲），總計訪談 16位受訪者（其中包含 2位前導訪談對象），

訪談歷時為 58分鐘至 134分鐘不等。 

在受訪者所待之新聞組織方面，報社、雜誌媒體、電視媒體與網路媒體各 4

位受訪對象，其皆在媒體組織任職 6 個月至 7年 4 個月，年齡在 23歲至 30歲，

出生年於 1990至 1997年。性別部分，包括 6 名男性及 10 名女性。而在教育程

度方面，7 名最高學歷為碩士以及 9 名學士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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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有受訪者中，13 位受訪者畢業於新聞領域相關系所，與 3 位畢業

於非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受訪對象共同點為成長歷程多元，皆自主意願或畢業於

新聞相關科系而將記者列為工作的主要考量。按照訪談時間由先至後順序，本研

究受訪名單與教育程度歸納詳見表 3-4-2與 3-4-3。 

 

表 3-4-2：本研究受訪者一覽表（依受訪時間順序） 

編

號 

媒體屬性 任職正職 

記者年數 

性

別 

最高

學歷 

訪談 

時間 

訪談 

地點 

訪談

形式 

訪談 

歷時 

A 網路媒體 2年 4 個月 女 碩士 2020/12/09 咖啡廳 面訪 134分鐘 

B 雜誌社 2年 3 個月 女 碩士 2020/12/12 咖啡廳 面訪 69分鐘 

C 報社 0年 6 個月 男 碩士 2020/12/20 咖啡廳 面訪 123分鐘 

D 電視台 7年 4 個月 女 碩士 2020/12/24 咖啡廳 面訪 101分鐘 

E 網路媒體 4年 7 個月 男 學士 2020/12/24 咖啡廳 面訪 97分鐘 

F 網路媒體 2ㄜ年 6 個

月 

女 學士 2020/12/29 咖啡廳 面訪 72分鐘 

G 報社 3年 6 個月 男 學士 2020/12/29 咖啡廳 面訪 89分鐘 

H 電視台 2年 1 個月 女 碩士 2020/12/30 咖啡廳 面訪 91分鐘 

I 電視台 1年 7 個月 女 碩士 2021/01/03 咖啡廳 面訪 91分鐘 

J 電視台 0年 6 個月 女 學士 2021/01/05 咖啡廳 面訪 65分鐘 

K 雜誌社 1年 2 個月 女 學士 2021/01/07 咖啡廳 面訪 65分鐘 

L 報社 3年 7 個月 男 碩士 2021/01/07 咖啡廳 面訪 62分鐘 

M 報社 3年 6 個月 女 學士 2021/01/08 員工餐廳 面訪 58分鐘 

N 雜誌社 3年 3 個月 男 學士 2021/01/09 咖啡廳 面訪 69分鐘 

O 雜誌社 1年 2 個月 男 學士 2021/01/09 咖啡廳 面訪 85分鐘 

P 網路媒體 1年 4 個月 女 學士 2021/01/10 員工餐廳 面訪 7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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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 3-4-3：受訪者對象教育程度分佈 

 新聞傳播科系 非新聞傳播科系 

學士學位 6 3 

碩士學位 7 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貳、研究倫理與信度 

為了顧及研究倫理及提高研究信度，研究者在進行深度訪談之前承諾保護研

究對象之隱私，不透露其任職公司等個人資料，故有請研究對象簽核訪談同意書，

所有收集到的資料都保密處理，受訪者資料呈現方式，將以英文字母 A 到 P 代

替，以符合研究倫理。文中所引用到的成長歷程、工作之媒體組織僅用媒體屬性

類別代替，如：報社、雜誌社、電視台、網路媒體，據此取得受訪對象的信任，

讓他們願意分享其從事新聞工作的動機與真實的工作情形。再者，由於本研究已

界定受訪者須為 1990至 2000年間且為至少為學士學位畢業之新聞記者，並透過

滾雪球方式找尋受訪者，彼此互為同業，甚至互為同儕，因此受訪者提供組織內

部具有代表性資料僅供研究者事後研究校閱，以確認與本研究資料的真實性。 

 

參、研究資料編碼與分析 

一、研究資料來源 

深度訪談後，研究者將蒐集來的資料與訪談內容進行整理與分析，由研究者

將訪談內容進行逐字稿繕打，歸納本研究的資料搜集、訪談現場筆記以及受訪者

講述之內容。反覆閱讀逐字稿之後，將受訪者所提供的相關資料作補充與驗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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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找出具意義的問題焦點，同時確立針對研究問題的答題提出本研究之討論與

結論。研究者將資料來源條列如下： 

 

（一）訪談內容逐字稿：研究者將 16 名受訪者、16 場深度訪談的訪談內容謄打

為逐字稿，此為本研究主要採用的分析資料。 

（二）訪談筆記：研究者於每一次訪談結束後整理訪談筆記，在訪談中使用

Notability App 作為訪談時的重要輔助工具，並依照本研究目的，將重要的經驗

資料進行分析與歸納。 

 

二、資料分析 

根據質化研究分析多重分析方法中，研究者選擇「模板式（Template Analysis 

Style）」方式進行資料分析。研究者準備預建的分類系統，以半開放的方式對文

字資料，也就是訪談資料進行歸類，必要時調整原分類系統，之後再說明文字資

料中的關聯性，再回到文字資料中驗證，最終提出報告（轉引自張芬芬，2010）。

主要是運用分析大綱，進行資料化約與分類，透過反覆檢視文本、修訂分析大綱

完成最終類目編碼，而後進入詮釋階段。將文本放置於架構內論述琪分析資料（轉

引自胡幼慧、姚美華，1996；潘乃欣，2017；潘淑滿，2003）。 

 

三、資料編碼步驟 

本研究根據上一章提出之四個研究問題作為分析問題的主幹，依照「入行動

機」、「角色認知」、「新聞實踐」、「職涯想像」四大層面開展研究資料編碼

與分析類目修訂。資料編碼與擬定分析類目之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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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先將 16 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謄打為逐字稿，並標示其逐字稿具有

代表性的內容，將逐字稿資料分為「投入新聞工作之前」、「對於記者角色的認

知」、「進入新聞產業後的實踐」與「記者職涯的評價與未來企盼」四類。 

（二）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逐步在每個類別中歸納出頻次高的共通主題，並

循此建構主要分析項目。 

（三）在不同的分析項目中，研究者將受訪者經驗資料轉化為抽象的編碼，並在

編碼的過程中按實際資料內容不斷調整分析類目，直至所有切合的研究主題之資

料都編碼完成。 

 

四、分析架構 

如上所述，研究者將資料內容進行資料編碼與分析項目，本研究擬定之類目

如表 3-4-4，並繪製本研究分析架構如圖 3-4-5。隨後，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於第四

章（下一章）資料分析加以表達與詮釋，綜合討論新世代記者對於新聞產業的相

關議題。 

 

表 3-4-4：本研究分析架構 

研究問題 資料編碼與分析項目 

RQ1： 

新世代記者投入新

聞工作的原因 

1. 選擇新聞記者的動機 

2. 影響選擇「記者」這份工作的關鍵因素 

RQ2： 

新世代記者對於記

者角色的認知 

1. 對現今新聞產業動態與台灣新聞媒體的認知 

2. 與其他工作之異同 

3. 新聞工作中的成就感與挫折感來源 

4. 記者角色認知與認同新聞專業與否 

5. 新聞工作的獨立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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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群媒體與新聞工作之間的關係 

RQ3： 

新世代記者在數位

匯流下新聞室的工

作實況 

1. 媒體多工的因應策略 

2. 不同組織新聞室的內容產製方式 

3. 現今新聞記者需具備的專業能力 

4. 虛擬新聞室與數位工具之應用 

5. 組織再培訓新聞以外的數位科技能力 

6. 管理階層的編輯政策 

7. 產製新聞內容上不同世代的考量 

8. 新聞室的衝突與新世代記者的因應策略 

9. 新聞室對於閱聽眾之回饋 

RQ4： 

新世代記者對新聞

業未來發展的想像

與職涯落差 

1. 職涯評價與考量因素 

2. 研究對象對於台灣新聞媒體之未來企盼 

3. 研究對象對於記者職涯的承諾 

4. 新世代記者對於未來的記者角色發揮之想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 3-4-5：本研究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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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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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 

第一節 新世代記者投入新聞工作的原因 

壹、動機 

本研究訪談的 16位年紀在 24-31歲之間記者，他們的成長背景面臨紙本媒

體漸衰、網路媒體興起的艱危時刻，幾乎所有媒體皆在嘗試數位化和多媒體素

材，試圖重建讀者對媒體的信任、抓住讀者的目光。受訪對象為何從事新聞工

作，約有下列這些動機。 

 

一、自身條件適合投入新聞工作 

多數受訪對象對自己的能力和條件有一定的認識，他們認為自己的特質與

新聞產業需求吻合，認知到自己的能力能夠勝任記者工作。 

 

（一） 優秀的寫作能力是利器 

16位之中，有 11位提到寫作能力在新聞工作的重要，其中 8位平面媒體記

者（報社、雜誌社記者）更肯定寫作能力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自己擅長寫作、演

講，寫作能力也成為他們判斷進入新聞產業的標準。如受訪者 A 說：「BÛ+�

%?="©=&�+|å@�&Eb"3�6'ABzCNl�;」 

 

受訪者 E 在從上一份非新聞工作轉換到新聞媒體產業，為了能進入新聞產

業，也花了些時間整理作品集，認為寫作的成果有助於他進媒體工作： 

2015 VDD�1oÝ©&DDB1E!FGN'NÕLáL&9%?®�

èHI&9%?-�Jd&1JLáL&1¼6ÕKdÅÆ&4L-v1m

%L!MÀ©%:&÷6"1¹Kd=Nûs|;£K2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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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語表達為電視記者的強項 

受訪者 D 提及自己從小有看電視新聞的習慣，電視台記者擅長口語表達，

潛移默化，成為他做記者的動機： 

+�%?M@OÍPQg|©Îw.ÉÊÎ/4R&¬÷5-Î3SÉÊN

³b&Úá+º=½N�TU5-0Vo&ºWmN�TUÑXW�YXÛ;

⋯⋯1¹ZÔ[\gªålm&76!0]N½%¦4^_`U;⋯⋯0¹

�aôá+!èÉÊ-�uNÔS&+[<b9¹c�!ÕÖw.ÉÊÓ

ÔdfeV]_;£K2Ô D¬ 

 

（三）各媒介受訪對象共通點為喜歡與人互動 

多數記者提及，記者需要經常與人互動，如受訪者 J所述，「¦ÉÊÓÔË

N���l�9f」。新聞記者的工作核心建立有價值的人脈網絡，主動深入採

訪、挖掘真相（羅玉潔、張錦華，2006）。受訪者們會選擇記者這份工作正是因

為「ÓÔNg/hú6&�l9iNH_」£K2Ô E¬。他們大多都有提及「®

Nè�l-GNÝ©」（K2Ô O），受訪者 D、H、O亦有提到「jlj¤」、

「klJmlì」，是他們作為記者的主因，「+M@éÉÊÝ©6Úá+,n

klJmlìN。」£K2Ô D¬；「+YXklN6/zm�lj¤&,6¦

ÓÔYX-o。」£K2Ô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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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入新聞業的生命歷程 

（一）就讀新聞傳播系所培養工作興趣 

13 位新聞系所畢業的受訪者選擇做記者除了本身動機外，最主要的是唸了

新聞系所，如受訪者 J 說：「+MÄÅÓÔÝ©&6Úá+ÅáÉÊpq/B7

rèèÎÓÔ;」 

Gr,6¦§s"0¼p£ÉÊp¬&⋯⋯+7M®�&ºtu+�v"»

V;£K2ÔM¬ 

 

rs//Ê�N.Ï+�H�L{ÉÊ�ewg�¸¹tu�0¹x&Eb

+ 22 yq/&v1�VÕÉÊÊ��ÎÓÔ0Jdz'z{+;£K2Ô

F¬ 

 

再者，受訪者 A提到，自己會成為記者，也希望能夠自己感受過這產業的冷

暖。即便學長姐千叮萬囑新聞工作者工作時數長和過勞的困境，但在他思考職涯

時，並沒有讓此原因成為記者的阻撓： 

+�ÛÜ0Ä|£ÉÊñ/¬!}~&�®N�N.Ï&Åá¦§'z{³

D|t;£K2Ô A¬ 

 

（二）重要第三者的鼓勵與支持 

受訪者 B描述透過研究所業師了解新聞產業的樣貌與運作邏輯，「�eM�

+DÎÛN3�&Jm\U3�&7H�fÉÊÄ|M-�½�ÿ�6eV]N

3��Û&Ø¼'(£�eg3YgYf�gÄ|�Nl¬�ÆpM-ð��~

N8�;」受訪者 A、H亦提到，業師扮演踏入新聞領域的初生之犢的引路人，

讓他們在畢業之後決定往深度報導前進，更影響了下一代記者對於自身職涯的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7

 66 

擇。同時，亦有研究指出，新聞工作者對自己專業的理解，可以透過把個別記者

視為模範而具體化，當一位新聞工作者有了一個角色模範後，這角色模範亦會對

該新聞工作者的行為與態度產生影響（王悅、李立峯，2014）： 

+!ÉÊ��dÍNÇ)�a6¶���e£3�Ô:HI¬�+N&Eb

9%?7[<K;<&º+W�&\U3��9otu3�Ôè�����

NéX&9%?760]N®÷;⋯⋯Eb+°1����9 V&+7�

fbB®N.>mN\U3�&+®N.N'6 DailyN3�&Eb�*N

76G�Lj>xKÅÆ;£K2Ô A¬ 

 

;<+¦ÓÔNGrl�6+°±ïN¨��e&�M!ÍVsº�!3L

èNéX&Úá�NsºMj+ÎÖ{ÓÔ61¼��NÝ©�;Y¯àG&

+�®¦ÓÔ;£K2Ô H¬ 

 

此外，不僅有受學校業師的影響，受訪者 C在成為記者前，也曾到媒體產業

實習，當時的業界主管成為他日後在選擇媒介時的重要參考： 

+Õ Daily£ç3¬6Ç³�/�+�N&Úá�!��ö"�f1m%L;

!Ç³îL����&�7�ÓÔ,6N@ Daily|©è &̄Nac�ù�;

�;<+�\&+�Úá0�x&5¾¿@ç3|©�¯;£K2Ô C¬ 

 

（三）參加學生媒體培養更多經驗 

受訪者 C在學時期加入學生媒體，試探自己是否能夠成為一位稱職的記者。

當時他在媒體實習後想要繼續結合大學所學專業領域，寫了很多跟經濟、科技相

關的內容，對書寫能力漸漸有些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更發現自己做記者的動

機是想將許多資訊「化繁為簡」，讓讀者較容易看懂產業動態，把生硬的產業知

識透過新聞報導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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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ÅÆ7""����3gåæÑGN��⋯⋯�V1¹ÅÆüÆ&9

%?��r+Û÷�b"1¹��;1|©'t)*¦§H'H"&7��

ÓÔs12gs|g"©géÇ ¡Â&¦§YX÷6{U¢á£�N9¼

l;£K2Ô C¬ 

 

受訪者 G 也提到他在進入記者這一行前，是透過擔任校園記者認知到新聞

工作的樂趣，透過新聞實務經驗、新聞領域師長的鼓勵與某媒體實習，循序漸進，

於是成為記者： 

uY%&-!YbNb¤�Ý&⋯⋯0oÝ©¥Ã/+&c¦�5§¨N&

⋯⋯;</+BW¦ÓÔ;£K2Ô G¬ 

 

（四）媒體實習培養新聞能力 

新聞領域的學生也會藉著空擋時間或寒暑假時期至新聞媒體組織實習或工

讀，如受訪者 L所說，「XY%î+7!3L�Ý&AØ+�/ú/ÅÆw.´

�Ý&È©"��ÅÆN¯©;」進而彌補新聞領域中學理與業界的差距，同時

爭取未來新聞工作的機會。受訪者Ｍ參與新聞媒體的實習之外，也想到新聞工作

自由、可自行掌握時間、具備好奇心以及求新求變，因此把記者作為首選： 

+�klÓÔ0oÝ©&Úá+'kl�ªÍzïg5-eVæHg5eV

g/NÝ©&�'kl1ô'ýNÝ©;¦%&+ÄÅ¦ÓÔ&6ÚáÓÔ

Z«�¦:g�b¦§¬%L&Û÷5z{+N&îÍu»-Ç³&+Õ

w.´Ç³�g=½ÓÔ�ÉÊ&,-!ÉÅÆÝv;£K2ÔM¬ 

 

此外，他們所參與的實習單位與實習主管投入工作程度，影響他們對於專業

新聞工作者的想像。受訪者 C、I 大學時在雜誌社與電視台實習，當時深受資深

記者影響，現在仍不忘當年實習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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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ÅÆÇ³N�/D65®<eNØÙ&ÿª�¯K&l=�Û;

⋯⋯Úá+bØ�°«ZZÎ/1ðÓÔ;!G�ÅÆÇ³%&BÛµ/|

'± 3�j|��²È³O´éª&9%?#$1LW&�/ A 1¼µ

¶7þ¯�NäU·3ÿÎ[&""1Ù3�;º+W�&+!56�¸/

" Role Model£¹]¬&+®ôá0]NÓÔ&Ç³îLµ/N�ð�6;

7÷�/ A �H�¯KgH_�\&1dÖe¨÷�/ B º6!ÉÊÌ

�ÀÁ�¤;£K2Ô C¬ 

 

�ò©lÝ©%&�b8K/^»éXbcÉÊ8Í�\¼&�D�b�C

�®/z1¼¢ª&!ÉNÝ©Í+M®Nôá0]Nl&÷0¹l��6

ÓÔL�;+��®ôá-õ�^»H_g½£0¾NÉÊÝ©Ô;⋯⋯!

Ç³K/N0¹*+&÷6;÷NH�¿IgÀ�;÷gÁÂg�Bô%Ã

bcH�ÉÊN run down;£K2Ô I¬ 

 

（五）發現第二專長與新聞相輔相成 

早在 1960 末代起，政大新聞系課程在徐佳士先生的教育理念下，即採取雙

軌式的專業培養，換言之，除了新聞專業訓練之外，又可依一己興趣和能力發展

學生的第二專長，如法律、企業管理、經濟與國際關係等（彭家發、汪琪，2016）。

本研究 4 名受訪者即為大學主修非新聞領域，如企業管理、醫藥與財經等專業，

在研究所時期跨領域往新聞專業發展。因此研究者發現，能夠透過非新聞領域之

專長與新聞結合共同發展時，更能相得益彰。 

 

誠如受訪者 C希望能結合過財經所學與新聞領域結合。他提到，「¨Äô�

ÑGÄ|NÓÔÅ%1*-§Æ」，不僅如此，受訪者 A提及大學時期他就讀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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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科系，但進醫院實習後發現自身與環境不相符，欲找出新方向，因緣際會

下接觸到課外的訪談活動，這也成了他開闢新疆土的機會： 

+!uTÇ³%&�Ç�Y+>�'Hz¨Ç�N'(&Eb+9%?7

!Z��&+/¬Nõâ|ÈÉNly&='®NÉ¦uYNgf;uTÊ

�%&-1¼ÇËÌÍN2 «¤&⋯⋯;+7®����bþ¦§uYE

YN��&üUABz"ô3�;£K2Ô A¬ 

 

三、選擇新聞職業施展抱負 

（一）對成為記者有所期待  

環境改變使新聞業不再是穩定的工作，隨之帶來的是，記者還想留在媒體工

作嗎？Willnat, Weaver, & Wilhoit（2017）在 2013年調查研究發現，雖然想留在

新聞界的比例仍佔多數，但回答「未決定」的比例卻很高，顯示新聞工作者面對

未來的不確定感（轉引自劉蕙苓，2020）。本研究受訪者表示，自己主要高度嚮

往能親赴現場報導，於是「記者」影響他們的職涯選擇，誠如受訪者 D 所說，

「+�òÎ+¦§6VÓÔ²ÌN]_E¥Ãg;」因此赴湯蹈火成了他們選

擇新聞工作的動機。受訪者 N與 D 更提到他們在新聞工作找到熱情與人生目標： 

�Ï0V�VNþÏAB&06+�N�klNÝ©&061ª+�®èg

-<XNÝ©;£K2Ô N¬ 

 

+è0¼ÉÊÝ©Mè1Ù_&!��l.Kd£ÉÊ¬&��3/�D

|01�&-lÅá01�5-YD+7D|"ûÔ6ÕèàG&Ð+kl

0oÝ©&Eb+,6Mb<X±£èzÕ;£K2Ô D¬ 

 

或如受訪者 K 看到新聞產製上大多數記者工作的真實情形，他想透過大學

時新聞領域所學運用在工作上，進而轉變媒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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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¼ÍÎ6ÚáuW�!ðÅÆñ/&Eb+¦§®NèèÎ&ÎH'H

jÑýr�Û&06¦%o4ÄÅ~�Y�NÍÎ&Mh§HI'ýÅÆ;

⋯⋯Ð0äVW�Ò�NÓs&6LMºÉÊÅÆbcÓÔNÈ8'Ô;[

0W�&+pî3YM&¦uWÿ¯D/N%?&+Õ�6bÓÔáÖ&,

6M"/-l�{�%'v×&fu¦ÓÔ�&Ð+!ÉÊÝ©'(&Î/

��Å�NÓÔ&ÀÁY³g�v��×;£K2Ô K¬ 

 

（二）重視多元觀點發聲 

受訪者 E畢業於外語學院，在受訪時，他談到是從大學時期的最後一年，甚

至到畢業後才開始熱烈參與公共議題討論，也在等兵單時期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創

了外媒編譯的網站。當時的動機為，與友人聊到媒體帝國主義對於新聞報導的不

平衡，於是一起發展台灣媒體較少接觸的境外新聞報導之翻譯網站，成為未來從

事新聞工作的機緣： 

+Ór 2014×2015 V%&4�YZ"|'ué&+�9i7ÅáÅÆ3�

N�6Ø|Èg&{+D�ÙÚ+DNÉÊ�6ØÛÈg;�BÛ+�9i

�!ÂÜÝ&7®è1¹éX&�B®/ÒÇtueVåªN9i�¸r/&

+D®�WI¼KÞWJKzw&'NJØ|ÅÆNÉÊ&BÛ-1¼9i

!Y coding&�MÛ�KÞ&÷+7Jß=ÉÊ&3%/i{'3åpNW&

+DeVåª�-&N��ÉÊYXÑGN�a&760¼%?&uà¿£

1V�;9%?á6+Y¯N&JKNl��6+Õ¸N&=NN�H�6

+;（受訪者 E） 

 

此外，他認為「+!âã�"&M�r��é�TE¦�;」而讓他繼續當

記者的熱情來自於「þ�#Èg÷�Ò�l」，透過報導，能夠讓他接觸更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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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觀點。在訪談中以城鄉差距為案例，描述現今媒體報導皆以台北為主，他希冀

能夠透過他們筆桿，讓新聞觀點的產出擴及都市以外的地方： 

+AØ®Ï1ªéX&��+D�Æ1NÈgñL�6{´ãÈg�&�7

6�&0´ãl.ëÎéX&Yl�9ä¢ª4Nåæç}&<´åæY0

�oNfl6´�&6!´ãè[å&�béê�ëgìí¯RW&Ðõì

!´�è[å&+DNîVRWã7÷0�Èg&��tïð*z&+DM

ñòfl&7÷0]óô7õ; 

 

�T¼0_&´p�Ó»Þ91µ&9µö1÷ãíøùUsú&�ìØ¼

ám6ãí&´p«-ûû1¼�üm&91ýL\8&ÅÆ3�N'H�

«6´ã&+®ÏR/óÓ¦flÓÔ&ÐflÓÔj´ã�ÉÊ[<'3

]_&flÓÔËNþÿþ!&��flÓÔ&v�«-�/²¼l&o"

û«-1¼l&«H�g#f�&flÓÔËN$Î�fä�;⋯⋯j+¾

¿èÉÊÝ©N<X6�b¯00/f£©áÉÊÓÔ¬Jm�#Èg&+

�bþ�#Èg÷�Ò�l;£K2Ô E¬ 

 

受訪者 G 也提及，他與資深記者共同完成報導時，也明白記者的工作並非

評論政令的優劣，而是釐清事件的利害關係人，呈現不同立場與多元的聲音： 

ÓÔNÝ©'6N%*1¼tïNÛû&&+DNÝ©6N%*tïN'(&

;<NK)gKèNl&ÓÔNÕ*ÜéªNK�GâÔ,--¹��6V

ñòN&ÓÔÝ©6NÃ0¹�#8+;£K2Ô G¬ 

 

受訪者 K 則是透過大學時期到國外擔任交換學生，體認自身可以結合對外

語的熱情與新聞專業，在新聞工作上發光發熱： 

+M�|'��=ÆNÉÊ&-1Ós,Ú6õì«Î´+Nxt�"&+

h§�b¯0+ºzåN<X&¦1¼yzÎN8�;£K2Ô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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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社會運動的啟發 

受訪者 O 畢業於新聞學系，他在決定唸新聞系之前就藉著時事感知自己的

熱忱所在，「+ºLM¢ª�--o&o4%-µ/YX�LMîªYõt.v

Y¯g/0éª;」。受訪者 B與 E皆提到他們在學時期發生的社會運動，引發

他們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 B 大學時主修商學相關科系，但透過 2014年太陽花

學運發現，不少商學院以外的學生在社運時寫下有建設性、引發思考的網路論述，

他對此產生共鳴。故在思考職涯時，把人文社會相關工作列入首要考量，並認為

「記者」屬人文社會科中較為穩定的工作，即便當時對新聞研究所的教學內容、

畢業出路尚未全盤了解，仍選擇從商學跨入新聞領域： 

u²%pît.vY¯£2014¬&º-l=LM1NÝ©YX--o;Î/

5�úY�bzNYZ"z�-¡�NKd<�&Eb®N2�LMåY1

NÝ©&!u²bØ5-Jmt�t}LM¯¤;uYÍîÒÇ-µ/¬Å

Æ3»£2012¬&9á6X4;t.vY¯á6M|©<m5<0ªéX⋯⋯

��W�&@Y¯�|©G6LM¢ª&3%�!®N'N�#E&-67

®¸l=LMÑGNpE;£K2Ô B¬ 

 

受訪者 E在大學時期，恰巧遇到台灣近年社會運動，如 2012旺中反紅媒遊

行、2013洪仲丘事件與遊行。當時社群媒體活躍，他也藉由社群媒體觀察到許多

社會議題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讓他想去網路媒體工作，「2014太陽花學運」

對他的影響足以作為代表。 

YZ789éª%&+�-�9iÕ:�&9%?BÛ;Í 2012 <4¬=

Å&+|©Y�>-1¹?L¯N9i&@�D@=4�bY&0¹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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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ªÛ÷�+D$$ÑG;⋯⋯BWYXuNüAg6&u»£2014¬9

1Vpît.vY¯&�á65Å�pj01ªé;BWq/B®¸�b"

=Hpjt}gàB¢ªNÝ©&1¹KdÅÆ�69%?LWN&+®�

0¹KdÅÆ�bØÎ/N~CÅÆT{'t1]&Û÷�b��Î&7D

D1W1W2£E�¬;£K2Ô E¬ 

 

受訪者 G 則是從社會運動中意識到新聞工作在社會是很重要的角色。社會

運動加深了他對記者工作社會意義的認知，如他所說： 

t.vY¯º¦%NuYZ;<��u&9ªéj+ßÆ/&ÉÊÝ©�H

!0LMNÏ¤Í-�NNëF;Ð0ªé5-/ôáÓÔNîGH&Ú

á+º0ªéNÅ38�5->�o&+! 318Y¯AØ&7-!G3LM

éª&Eb+¦ÍMºÓÔÝ©--o�'6Úá 318Y¯;uà760¼

ÏÐ&Ðt.vY¯)Çj+ºÓÔ0oÝ©NLMßàmo;（受訪者 G） 

（四）具有為公眾服務的熱忱 

多數受訪對象具有社會關懷的使命，如同受訪者 C在從事新聞工作前想像，

「bØMÅáÓÔ-¼YX-LMßàNÝ©;」受訪者 G、J當初踏入新聞產

業之際，是以「LMIR」（J）為初衷，不只有傳遞訊息，更有揭露社會黑暗面

的義務： 

YZ%îû6�N¦ñ/ÓÔAØ&6ºÓÔN®}«-1�&766M�

*®Ô/N«-76&{J�LMG:É�&û63�5lG6N¢ª;�

£K2Ô G¬ 

 

ÉÊ�3bz&-ËN�1¹KçN�Æg~L�Æ&MNéÇ&5oON

8�;£K2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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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透過電影得知記者是具有正義感，且能為公眾服務的職業之一，因

此他選擇就讀新聞學系，也認同新聞工作能夠彰顯社會正義，關懷弱勢： 

+ÄÅ¦ÓÔ6Úá+�b÷ü©1]&èLáLMM-1gg�à8Né

X&Eb¦%�rÓÔ61¼'ANÄÍ&÷ÞPñQgàw;1]&G:

RÆu£K2Ô F¬ 

 

貳、小結 

多數受訪對象進入新聞產業之前，曾長時間觀察新聞工作者脈動、藉由課外

活動經驗如參與學生媒體等與新聞產業實習，確認自己是否具備新聞產製能力，

能力方面以寫作、口語表達和擅長經營人際關係。新聞教育仍主要培養新聞專業

的學習經驗、對新聞工作看法，以及個人成長背景是選擇主修專業或新聞職業投

入的因素。 

生命成長歷程影響他們進入新聞產業。13 位以新聞作為大學或研究所主修

的受訪對象仍想進入新聞業主要受實習經驗或前輩影響，如受到資深新聞工作者

的新聞產製專業能力啟發，進而在影響他們在記者職涯上新聞產製的態度與媒體

屬性的選擇，最為自身條件評估；而非新聞系所畢業之 3位受訪對象則有其他機

緣，如嘗試架設編譯網站、參加社運喚起社會正義感、關懷社會議題，想透過自

媒體或媒體組織多元發聲。 

近年台灣公民意識抬頭，有受訪者提及對公共議題甚感興趣，從小被記者為

民赴湯蹈火的精神所吸引。另外，第二專長或新聞業的開放性，讓其他專長如財

經、醫藥都可結合新聞專業成為當領域的專業記者。 

 

第二節 新世代記者對記者角色的認知 

 「角色」是決定記者如何產製新聞內容的指引，學理研究也發現勞動條

件、角色認知與角色承諾皆在在影響記者進入職場選擇不同媒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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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選擇不同媒體的理由 

一、報社記者：重視文字基本功與報導深度 

報社記者選擇報社作為任職記者的組織，為的更多是培養文字上的基本功以

及報導的深度。如受訪者 L所言，「+MÄÅ¦3LÓÔ&6Úá3SN�CY

X-\U;¦3LÓÔ�b+¦§N=�&,-iTÉÊN\U;」受訪者 C、

G皆有受到新聞產業上前輩的建議，像是「跑線是記者必經的路程」，於是他們

願意投身至報社擔任記者，「ç3YX÷ÏSîûMÀ¦§NH_N%î」£C¬： 

+Õ Daily£ç3¬�6Ç³�/�+�N&T�ÓÔ,6N@ Daily|©è

¯&76N@�ù�;Úá0�x&+5¾¿@ç3|©�¯;⋯⋯+Ór

1¼Wm&9%?Û÷61¼�N}�M&��AB&w.´7Õµ&T

7U!:�TNBmV+&�B"£ÉÊ¬&9%?+�®,W=½ÓÔ6

0]WN;£K2Ô C¬ 

 

�Þ�N&á6ÓÔr�NÏ�;+�/Á��+�&{1¼ÓÔNcô

,6NÕ�Þ&7áÕG�&�6-¦§NdÞ&rsÕ�xÞdlÏjÉ

ÊÏ¤�;�Þ�bCG¡ylÏ&Úá-¼EW,X&06�ù�&¬Y

dÞÍNu�é;£K2Ô G¬ 

 

其次，跑線對受訪者 G來說，他有諸多收穫，藉由跑線，他更了解到媒體人

脈的經營，更能透過跑線與線上記者互動、習得比報，理出議題的脈絡與不同媒

體的功能，尤其是 2020年末「美豬」議題作為跑線帶給許多啟發。 

!5-�ÞAØ&+ÎÉÊNl�6YZN&Úá�HM'"{G-Y30

ªéX;áeVN&6Ú[Õ��uW"1]N�C&Ð6+MÕY3&

Eb�MDDT{/\¼ÅÆN�H;�Þj+��/0¼>_&>�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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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sº&'«6��1ÞK2Ô¡yGâ&�6!�x�ÅÆ/NGâ&7

M�Ò�ÓÔj¤&0¼Ï��MT{1¼ÉÊNñL�1¼ÉÊéª&õ

â@g]Z/m&7MºvÔ/Ø¼´+NLM^X-¹T{&0¹�_�

N��&`6�Þ�NNé;£K2Ô G¬ 

 

二、雜誌社記者：喜歡步調稍慢且報導有深度 

相較於報社，雜誌媒體的新聞產出速度更慢一些了，雜誌媒體記者寫更深入

的報導，像是受訪者 B在訪談時提到，「!£"{ÉÊñ/N¬Ï�4&\U3

�ÓÔYXVÉÊ/a9N8�ó�DD!%b"」，他們選擇做為雜誌記者除

了比日報記者步調來得更慢，同時也希望產出的新聞能夠更深入。受訪者 K、N

亦提及，當初選擇任職的新聞媒體，則是過往對任職的組織品牌已產生好感。 

5-ÄÅ/ç3NÉÊ&6Úá+N2±YXD;+o4N%?7�f+

!öN56&á6º56X-cd&�º0ÅÆ%e�-Û8;£K2Ô K¬ 

 

+¦%7�®�åægô�ÑGNÅÆ&⋯⋯Ð6w.ÉÊº-0]NDÅ

YX°&Eb+7'¸KÅûSÅ;�BM%*��!öN56&6Úá

+@uY%î7Jm0ùG�;⋯⋯+¦§Nîö6�bfSç3ÉÊ3%

��bè\�Nñ/ÉÊ;£K2Ô N¬ 

 

三、電視記者：重視影像、快速成長 

受訪者 J是大學時期即進入電視台實習，而後轉做正職記者，他認為電視媒

體記者的「節奏快」能夠帶給他快速成長。 

Úáw.ÅÆ�bt+¦§&õì6G�ÅÆNx&%LM{YXf&Ðõ

ì6w.ÅÆNx&\÷�Ma¤6BØ;÷6w.ÉÊ\÷OÍbczR

�1*Nk91J&w.ÉÊNÁÂYXC;£K2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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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訪者 H、I則提及他們除了對影像方面較有興趣之外，電視媒體的閱聽

眾年齡層極廣，且在影像重於文字的世代等因素，使他們選擇成為電視記者： 

+¦§º;÷lmYX--o&Y¯=½W�&;÷�¥Ãl&Úá!N

lÎ;÷�C&õì6=½3�Nx&��lM'®Î;÷g&;÷N;<

_YXu&Eb+¦%7®�®..Îw.´&SùK7thi"&!w.

´Nx&JmNlMYX�&/Ê��NþÈ7®ôV�j�v;£K2Ô

H¬ 

 

0Ékº-;÷NJKUYXo&ÚáCGg;÷�b~LNX8mYX\

�&-%?+ÎÖ;÷N�_Y=½~LWN�C&Eb+ÄÅ��w.0

1�;£K2Ô I¬ 

 

四、網路媒體記者：喜歡內勤、掌握最新即時資訊 

現任職於網路新聞媒體組織的受訪者 P，在媒體組織實習期間，有擔任過外

勤記者，但由於個人愛好上與外勤記者不符，他在選擇正式新聞工作時，將不用

外出的新聞記者作為首要考慮。他認為擔任網路媒體的內勤記者較能掌握自己的

時間，工作模式比外勤媒體較沒有變數： 

Úá6KdÉÊàl&EbÓÔäm�6�³&õìËN2ÎNx�6wx

2Î⋯⋯+!Ç³N%?-��Ï!z³¦ÓÔ&¦%6Nno&û6-�

�ýï⋯⋯!�³¦ÓÔ&YX÷6�b¬Y¦§N%L&+YXz¨�³

ÓÔNÕ�;+!Ç³ABY¦§Û÷YXz{¦�³ÓÔ&z³YX�

´µ&ÉÊÝ©ÍYXp%g¬¨�CgýU+u&Ebz³ÓÔYX÷6

�Ï7Û";£K2Ô P¬ 

 

針對媒體屬性之差異，受訪者 L 說，「õì6h§¦§"N��HIq&�

1g&97ÄÅ3S&õì6h§�b�Cf~Ô¤$&97ÄÅKdÅ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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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新聞傳播科系畢業不到三年的受訪者 F也指出，他與系上同儕們在考量

媒體組織上，會選擇較少由一般公民提供的二手來源如三器（網路、監視器、行

車記錄器）新聞，與較少腥羶色新聞的新聞組織，受訪者 F 說，「£+jpÍ3

r¬MYX'®"²HÉÊgPsÉÊgtuFÉÊÂ;¦%N+&76Îà.g

¹vKg3�Ôg¥~Å0�ÉÊ&NÎ7Î�)+oNÉÊ&+9%?®�N

'Õ4wL&'�76/à.&õì�bNx&7�Õ0�LÅÆ」。 

 

貳、新世代記者認知的記者角色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之一為新世代記者對於自身的記者角色認知，研究對

象是否認同新聞專業，以及不同的媒體對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認知有差異。過往研

究記者角色研究，有些學者把媒體角色稱為新聞角色（journalistic role）（Brownlee 

& Randal, 2012; Wilnat & Weaver, 2014），即為新聞人員對新聞工作和角色認知

是媒體角色研究的核心概念，因此稱新聞功能（journalistic function）（Bernier & 

Barber, 2012）。角色認知為新聞產製的重要面向，記者對自己角色的認知影響到

他所產製的內容，因此對新聞的定義、任務不盡相同（劉蕙苓、羅文輝，2017；

Shoemaker & Reese, 1996） 

劉蕙苓、羅文輝（2017）研究媒體角色指出，2004年與 2014年都有學者對

於台灣記者角色做過媒體角色分析，當前的新聞工作者認知前三大角色分別都是

「依據事實正確報導新聞」、「避免報導不真實的新聞」以及「迅速將資訊傳播

給大家」，兩次相隔十年的比較，此三個角色的順序並未改變（劉蕙苓、羅文輝，

2017）。而與Willnat & Weaver（2014）研究全美記者角色調查研究資料相比發

現，美國新聞界過往重視傳遞新訊息與正確資訊，然而近幾年來，美國記者對於

「監督」以及「對複雜的新聞事件或議題提供分析與解釋」的角色認同大幅增加，

更進一步分析其因素，可能的原因是，當傳統媒體無法與網路媒體競爭速度時，

美國媒體轉而更加強調監督當局與解釋專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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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04、2014 年學者研究的台灣記者角色認知，研究者認為數位匯流下的

新世代記者的角色認知更多元了。雖然科技對新聞界造成巨大衝擊，但研究者認

為或許危機化轉機，他們在巨變的環境中仍認為自己扮演著「傳遞訊息」、「解

釋新聞」、「監督政府」與過往研究未提及之「倡導議題」之角色。 

 

一、傳遞訊息 

誠如上述，台灣大多記者對於角色認知，比例最高的還是「~�¤$」。本

研究也有 7 名受訪者表示他們對於記者的角色為傳遞新知，如受訪者 L 也在訪

時直說，「+¦ÓÔNëF=SuW~Ô¤$;」受訪者 C、F、K亦表示： 

÷6-¹¤$õìÓÔ'3&÷+�53&uW7'�f0¤$";Eb'

6-�x�&{-1xy!zº{"&õìÑ5YL8<û65-lYN

x&9Ñ/¬-5-{ã�0�xNßZ6!�&õì5-l�LWNx&

90ªé/¬-5-YZÏã£K2Ô C¬ 

 

¦vÔN�|&Úá��l5-}}!�1ÞÌÎ/&9+DNèNéX7

6õÇ��&ÿ��D!YZeVéX。£K2Ô F¬ 

 

+D¦ÓÔYX÷6ØÞ&Úá«-6ÎÏÌ&Eb6ËNþh§ÌY

ZN1~÷RHIë&~L�¤6�NN1¼�H&³W76õì-lº

Ì-RâEÿNx&�áÓÔ�rs�rLW;£K2Ô K¬ 

 

劉蕙苓、羅文輝（2017）針對 2014 年媒體角色研究亦指出，以不同媒體來

看，亦可發現新聞工作者對媒體角色認知具有差異。雖說各媒體新聞工作者認為

最重要的前兩個角色都是「事實查核」與「避免不真實的新聞」，但不同媒體的

第三重要角色卻有所不同，像是電視即是「迅速將資訊傳遞給大眾」，如本研究

之受訪者 D，「+Drs!�1%L3��È7�f」。身為電視台記者的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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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J亦表示，面對社群媒體與網友打擊，他認為，記者與社群媒體上地方社團不

一樣的地方在於，記者會事實查核、詢問專家學者關於案件或現象的趨勢與解方： 

-¹lM�&LìÅÆgñ�àLMÃkÉÊÅÆ&ÐÒÇ�ù5-}}&

ÚáuWp% PoÍÕ&1jlÎ/�ù'�féXNÏÐ&uW'�fé

XN`+&�HM-ÕÒ�¨&Ð�áÓÔ7M�B7�&îV]èM-

îV]N�ì;-%?+DM@ñ�àLû6flLõ¸ÉÊ��&ÐÒÇ

+DÓÔ'6�ÉÊ&+DMÕ2ÿ, Poû6ü©g�e;£K2Ô J¬ 

 

現職報社記者的受訪者M也說，「+-%?�M®�&w.´�N5�"&

Ð��F®÷´+5-Râ1Ww.´&!&õì-YZuà�éª&,6M

bÉÊÅÆþéª[ØN�LW;õìb1g�¼ñ�àLN;+&È7,6M

'�féXN<�&Ebw.ÅÆ,6-&!NrN;」由此可見，電視台新聞

的功能在突發事件中顯得重要。 

 

再者，除了傳遞新之外，受訪者 I提及記者還有「平衡報導」的任務。首先

讓閱聽眾對議題產生興趣，並顧及受訪者的聲音有傳達出去： 

ÓÔNÝ©ÒÇn-´µ+N&Úá+Dq�6l&+Drsjlº¢ªñ

Zá�&¤$�'�bV�{&N�féªNÏÐ&jK2ÔN8+V"Ö&

Eb{>��6ÓÔ�NNÝ©;£K2Ô I¬ 

 

二、解釋新聞 

5位受訪對象認為記者最重要的角色是詮釋新聞，尤以雜誌媒體、以深度報

導為主的網路媒體更重視這種角色。如受訪者 A 提到他認為擔任記者的價值在

於把雜亂的資訊整理起來並挖掘更深厚的議題，誠如他說：「ØTLuW®�f

N��&'Ör«6ØT&,-�H5���\N��;」受訪者M、I也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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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圭臬，將資訊集合起來傳達給觀眾、著重在更深度的報導，除了讓民眾快速取

得之外，同時也引導輿論，促進閱聽眾對於社會議題的重視： 

ÓÔN��,6!-ØTLuW®�fN��&'Ör«6ØT&,-�H

5���\N��&�LuW1¹'�fg'"{N��&06�áÓÔ>

�NNÓs&0¹����H5-�wÐ>�N&B7�H�'G3&

ÐÑ£¢ª¬=M;<<´+Nl&¦ÓÔNà)76Nj0¹��j��

l�f;6«Nj�1¼l"{&-%?éX7M'1];£K2Ô A¬ 

 

ÓÔNiT���GN�¤&Ø{L-0N�¤�uW&�H�"{ØT�

bz&ÓÔ�NÕ56uW'�fÐ�NN¢ª�uW�;£K2ÔM¬ 

 

ÓÔ76NHI83�K¢ªNl&Ð6�N-H_T+Nþ¤$ØTLW&

�g£Ý�Nf~Ô�!"7;£K2Ô I¬ 

 

受訪者 F認為作為一位記者，要「把眼睛帶到觀眾看不到的地方」，挖掘政

府怠忽職守的議題，儘管是小眾議題，但弱勢族群的聲音值得被聽見： 

+ÕÁ�ÎÉÊÌ'Ì�PN%?&+-V8¤/&-1¼ÉÊÅÆÍz�&

!Î´+��á/N¢ª&Úá��5-!}�i�4&Eb�äÚá��

� ÷-lÏÉ&9%?ÓÔ-Î/&�Dè"0¼¢ª�"²g»V&0

1Jd>�¸¹&�DÎN6��7N¢ª&-5-lÎ/�'�f&Ð0

÷rÌ"&9ðÓÔÅá�¦§Û÷V��g¡*/";07j+®/+!

ÉÉÊpN%?&Û÷76®¦0]NÓÔ&¦1¼þ�|÷/uWÎ'/

Nfl&6+M>�¢£NÓÔ&+�nABôá0]NÓÔ; 

 

受訪者 P亦提及他認為現在媒體產業已飽和，只能往深度報導前進，而這也

是未來媒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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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N\U�C&0M6/WN=Æ&Úá!ÉÊt�"&«HB\U

Nly5&YõAØ¤¥¦NÉÊ&+D7Bz5z§�NZ2ÑG¢ª;

£K2Ô P¬ 

 

三、監督政府 

據過往研究指出，劉蕙苓、羅文輝（2017）針對記者角色的研究發現，2004

與 2014 年記者認為媒體次重要的角色一直都是「解釋監督」，十年前後無明顯

差異，這也顯示無論媒體怎麼改變，新聞工作者認為「監督政府」仍然是媒體的

重要角色。以美國而言，Weaver & Wilhoit（1986）的研究發現，美國的新聞工

作者認為監督政府是美國記者的第一要務。而在近年，Willnat & Weaver（2014）

在 2013 年的全美調查也顯示，「調查政府主張」仍是最重要的記者角色。而本

研究的受訪對象僅有 3位受訪對象認為，監督政府為媒體重要角色，顯見監督政

府的角色在新世代中略顯不足。如受訪者 F 表示，他就讀新聞系時，就曾希望自

己身為記者能夠監督政府，促進改變，但進入業界後卻事與願違： 

¨©tª6+©áÓÔT®N«-&+h§�b":¨©tªJ�1¹'ý&

Ð6Nè/,-õD;⋯⋯uY%ÉÉÊpN%?&Mh§¦§/W¦ÓÔ

�b¨©tª&Ð�N//ÊAB&¦§\÷!"NéX�¦S'«";£K

2Ô F¬ 

 

受訪者 I與M則認為媒體角色中，含有監督政府的成分。受訪者 I認為記者

應提及新聞立場的兩面，而後由讀者自己去判斷取捨，再者，他認為監督政府上，

也未必要用謾罵的方式。而受訪者 M 則認為，記者應當社會的倡議者並監督政

府施政，讓政府知道弱勢族群面臨的問題，進而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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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áÓÔ&+D7þ0�¼lNß}�õÇÃLW&jB7¦§Õ^

»&+D-¨©Nôs&Ð/r0ðNl�WÃ;⋯⋯ÉÊÓÔ-¨©t

ªg~L¤$gØ{�¤&0²¼�H�-;£K2Ô I¬ 

 

÷6+DAØè_Ý¢ª&�H��l5-!G6�D&û6'�f_ÝM

µ/0]NéX&ÐÓÔè"&tªõì�fNx&7MÕ¬}&ylm&

�MòøL1¹<;£K2ÔM¬ 

 

受訪者 G 認為記者被賦予梳理社會現象與脈動的職位，是社會中身為第四

權的展現，第四權即監督政府、為民喉舌，替民眾探勘與發聲的社會角色： 

<´+7«-ÓÔV®�0¼ð_"{LMN��Ï¤&06ÓÔNÝ©&

5l-¯«N%LÕèþ°g"3�NÝ©&Eb+��ÉÊÝ©6�ô±

Nñ/&Ñ-�½HN SOP��m×N�)6eV;£K2Ô G¬ 

 

四、倡導議題 

第二章文獻回顧中，學者未提出「倡導議題者」角色，但研究者爬梳記者角

色演變至今過程發現，Weaver & Willnat（2012）研究發現傳播科技快速發展，

記者與社群媒體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密，記者從中尋找素材，因此除了原先的「傳

播者」、「解釋者」、「對立者」之外，增加了「大眾動員者」角色。記者能在

社群媒體上針對大眾進行動員、甚至跨越國界，而研究者認為在動員之前，記者

擔任「倡導議題者」的角色。 

本研究有 2位受訪者認為具有「倡議者」的角色，他們認為，「ÓÔ6Ê¢

NëF」，他們倡議自己認同的理念以及鑽研的議題，也會在報導開出後在社群

媒體上與不同溫層的受眾溝通。誠如受訪者 B所述，「+�²��'Å3¦§T

ÉNl! PTTg¶×Í³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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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不僅認為自身角色是議題倡議者，他更用「��N'´Ô」與「�

Æ~LÔ」來形容自己面對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認知，甚至他肩負著協助社會大眾

找到問題解方的功能。換句話說，他們並非只是迎合觀眾胃口的記者，而是扮演

倡議家的角色，告訴大家議題的重要性以及與閱聽眾對話，這或許也受社群媒體

影響，隨著社群媒體平台愈來愈多元，民眾發言、討論的機會也愈來愈多，倡議

與輿論不斷循環。 

£+�áÓÔ¬YX÷6{��N'´Ô�&®51¹+¦§--o&�B

-1*N�UN��&juW��f1g&÷6{�ÆN~LÔ�&Yl

�+MÕ5´+¤µ>NYD&+þÑèôgª&'«6©Ô2Îg,2L

áLgY�úgäd;⋯⋯+1E®Õ¸ÿªN{l;¶�6&+DbØ·

õÁ«�ÛÎ&ÐáeV+D1¼%Lg&7¸z¹ºP»N·õÁ«;£K

2Ô E¬ 

 

參、影響角色認知的因素 

一、惡劣的勞動條件 

（一）低薪、留不住人才 

過往研究顯示，薪資是影響一個人投入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王維菁

（2013）研究發現，近十年來媒體數位匯流改變了新聞產業薪資水準，首要在

於市場過度競爭且替代品容易取得，不論平面媒體或電視媒體記者薪資均出現

明顯的下滑現象；再者，缺乏制度化的薪資與加薪制度，台灣新聞產業記者平

均薪資無法正常成長。本研究受訪對象表示，薪水因素在新世代記者中尤為職

涯考量的明顯指標，「¼½º+W�6�NN」（受訪者 A），受訪者 C亦

提到薪水的重要性，以及新聞工作的不穩定性高但薪資卻偏低。受訪者 A 說，

當薪資與工作投入程度無法成正比時，更別提及作為長遠的職業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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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Ð¾W¾u&<X�N'H¦��&B�£ÉÊñ/¬N%?&¦§-²

þ¾¿'[1]&Ð6ÒÇ6¾W¾MN&ÑÒ!9cØ\÷ÀÁ&+"0

V�Ð¼½,60VÂ&,NV�/ÃÄ;（受訪者 A） 

 

÷+!Ý©Í&µ/�� 30yÅÆ7Ç£È¬&Õ/Ê5-ö!ÅÆNl&

���6ÚáÅÆÝ©fg¼½ÉÂ1¹&=YX'Ê*&ÑÒ6{'Ê*�

0ªé&²'Ë%YZuéX&÷gMÌ/��;（受訪者 C） 

 

受訪者 C認為，如果薪水未隨著年資成長，那麼會強化轉職意圖。如財經專

業領域的他曾聽到身邊轉職案例，「+7-µ/1ð2*/àG&ÏÕ!ÅÆ&

BW 2008Vµ/�²!Í&²'Ë%w�7YÓÔM&K'"ÅÆ'*%Ý©&

BW7D|ÅÆ¦àG";」 

 

王維菁（2013）針對記者薪資研究，報業與電視台受訪者共同指出的離職因

素比例最高為「薪資太低」。如在電視台工作的受訪者 H 指出，同為碩士學位學

歷，但在電視台與雜誌媒體當記者的薪資有落差，且當前電視新聞記者薪資水準

不斷降低，而產生自我懷疑： 

+!¦w.´ÓÔ��µ/VÎ�´uq/W¦ÓÔ&¼½�YX°"/N

ÏyuYNYZW¦ÓÔN1]&M-1m¦+:ENîL;Ðõì�/ô

�G�Nx&7'M-0�ÐÑ&Úáô�G�NÓÔY���Û&Ðõì

6�1j3Lûw.´Nx7Mµ/÷+1]NX%;£K2Ô H¬ 

 

此外，過往相關的記者之研究指出，當前電視台雖常開高薪挖角同業記者，

卻少替組織內部記者加薪（華婉伶、臧國仁，2011）。受訪者 D 表示，在電視台

擔任記者的這幾年，也面臨過此狀況，起薪低，需要用跳槽加薪，儘管跳槽與否

並非出自記者主動決定，卻也帶有環境促成不得不然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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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6¯¼$30,000 ÒÓvÔÌNxuà6$28,000 &BWÇ

/uNw.´&�76/ÊØ�ÕNw.´&�1�ÇÈ+Ä$38,000 &Õ

��M&Ð0¼¼�!w.´ó�á'A;£K2Ô D¬ 

 

再者，受訪者 E亦提到媒體勞動現況，媒體組織留不住人，導致組織內新世

代記者與高層中有斷層：「!Û÷5�ÅÆ!�6YXVfNÓÔ�6»g

ËUy&³zW76Tg²UyLÖ&76-1¼»j;」過往研究如王維菁（2013）

亦指出，近年新聞勞動市場供給需求狀況，電視媒體業者認為新聞工作者同時供

給過剩也缺乏，像是新聞傳播畢業新鮮人多，但資歷足夠的資深記者因媒體環境

惡劣留不住人。劉蕙苓（2020）研究新聞記者的工作倦怠型態，也發現 30-40歲

的記者面臨的工作倦怠感高，他們已脫離菜鳥記者的經驗不足，邁向媒體組織的

主力，但若在這時離開新聞產業，那麼新聞工作的經驗傳承將會是各個媒體組織

遇到的難題與挑戰。 

 

受訪者 J則是提及記者這個職業包山包海，從衝到第一線場，撰寫新聞到，

背負新聞背後的法律責任，誠如他所述，「ÓÔ7÷61¼��/&Ð+DN¼

�,60V×Ø&ÓÔ656�IR�N&ËNþÉÊÌN��÷RW&½

<6K2ÔmÿgÉÊ"A½&�6+NÙIg�6Ú+N´」。有錢、肯冒險

的資本家，購買多家報紙成為集團，並且直接主導其編輯政策，這會構成嚴重的

公共危險。唯有精神自由、待遇優渥和組織完善的新聞工作行業，才是我們對抗

這種危險唯一的保障（引用於 Harcup, 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2016，頁 286；

Mansfield, 1943:518），然而資方未善盡保護員工的義務，也成了新世代記者面對

新聞產業的憂慮： 

©á�ÝNyÌ&56¨dNÌÛ+D&÷6Ü�e�3+D&ÐfÝÅá

ºl'MÞ�&Þ!ÓÔNyÌM�r565-ÌÛ/+D;£K2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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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時長 

8位受訪者提到「Ý%ßàf」的現況，如受訪者 E舉例，他為了產製一部

專題，從題目發想、搜集資料到尋找適合的受訪者都得自己產製完成。受訪者 J

也闡述他在新聞工作上的隱憂，「+zïB�ËN�wx)Åî_Ná2」，以

致於沒有額外的充電與沈澱時間，日復一日，新聞品質也受影響。 

Ý%ßàf&+uà0�¼Pâ�Ý©/��&NZ1Ógª&76®ª«g

v����g¸K2Ô;£K2Ô E¬ 

 

zïB�6N!HIã÷NÉÊ�C&õì6uîª&=M��zï&+

DrsäB£NÉÊ&7á+zïRW�6N±£ä;£K2Ô J¬ 

 

其次，受訪者 H、 M也說到，他們在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上無法正常分割。

甚至，受訪者 M 有提及，他從同業媒體轉職到目前所任職的媒體時，讓他選跳

槽的原因是薪水具有漲幅，但換來的是，工時較長、壓力也較上一份工作還大。 

ä�+D�ÉÊ't-����N%L&å$%L'æ*;£K2Ô H¬ 

 

�ù6Ý%f&¼½�YXÛ&Ç'zï6 8g�;⋯⋯yz&+D6;÷g

=½�rN&5-ç¼sèYYX;⋯⋯Ð!!0¼ÅÆÃ_�YXu;

£K2ÔM¬ 

 

（三）時時在線壓力大 

受訪者 A 和 B 都曾面臨新聞工作壓力極大，無法適度休息，以致身體惡性

循環。再進一步說明，受訪者 B 甚至提及主要壓力來源為「KdcNËXwu」

以及「\µ�s®ÉN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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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Ý© 12¼�%bÍ&�3áé'Û&+�fÃ_Mj+�Cêëg

ìí&+-Õî¦�ï�&�ìYU¦±&ÇZ�+!å$N%?�5

-ÛÛå$�,6!Ý©Ná2&BWÇZ7|"ðQñbc�í �+;

£K2Ô A¬ 

 

�NÃ_Wò76®ª«&\¼Pâ®ª«º+W�ÙQ5N&Ð+¦Å

á6H_'h&\µ�6"0µN9Nc_&�N>®zµN9Nª«&+

'tH¨óKdcª0�ËX;£K2Ô B¬ 

同時，受訪者 B提出他認為較理想的工作模式，期待組織不必每週報新題，

而是將原有的主題延伸。他說：「+YX®è1¼äè1¼\U3�N&0]+

7'01E®ª«&+«N!0¼ó�-Nª«Íôõ&9º+W�MYXCê;」

再者，他也強調不穩定的身心狀態會影響到他對新聞工作的承諾程度，便無奈表

示，「õì0¼á25-'ýNx&+¨d'Mè��;Úá\¼Pâ�N®É

Nª«&º+W��NtM;」£K2Ô B¬ 

記者無時無刻皆處於工作狀態已非新研究結果。劉蕙苓（2018）研究發現，

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使得記者們成天過著 3L（Latest、LINE、Live）

生活，記者在新聞產製上經常面臨一人多工，必須永遠開機，追求速度的新趕工

儀式讓記者不得不時都在工作的壓力。如受訪者 B 說：「+�Fáv�°%L&

5�%?�6Ý©á2;」不僅如此，就連可以開啟關機模式的假日，記者仍在

工作，採訪、寫稿都處於工作範疇，因為即時新聞已佔據平日工作時間。剛進報

社 6 個月的受訪者 C 說：「�-ØÙ�+�&å��6!"gª&¶�þ122

!å�¦÷&Úá¦÷'0"ç3;+¦§0ä¼ä�6��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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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勞動條件日趨惡化之心態轉變 

面對新聞工作勞動惡化，受訪對象試著轉變心態得以持續作業。受訪者 N提

到「'HÅöº-é�NÛÜ3」是持續新聞工作的原因之一，若有強大的好奇

心、工作效率提升，面對新聞工作「工時長與壓力大」的勞動條件： 

0�¼lN<X-G&0oÝ©èr³�&�'HÅöº-é�NÛÜ3&

1÷¦Õº-é�NÛÜ3&7M;</Ý©E-N1~&7MjÉÊÝ©

Ý%{�fgÃ_�u&�6õì6º0¼ÉÊ-�uNÛÜ3&7'MÅ

áÝ%�f;{£Ý©¬�ø��6;<Ý%fùN,Ú&"1Ùc_5-

}}!úc%LØ9L&�M;<Z«%ú;£K2Ô N¬ 

 

受訪者 K 說到，即便工時難以估計，但組織內部產製新聞的士氣也會影響

到他，因此研究者發現，正向的組織氛圍可為惡劣勞動條件下的解決辦法之一： 

+D-��Ý©�Z«~'|&Ð+Î/-¹�/6�û-Y³É�&�D

èÉÊÝ©7M�Cû&+!ÉÊÝ©Í�V]�/;£K2Ô K¬ 

 

總體來說，本研究 8位受訪者有提到惡劣的工作條件，如靠跳槽才加薪，時

時在線，承擔各種責任等皆降低對於新聞工作的承諾與提升從事記者的不確定性。

這樣不穩定的勞動條件，即使新聞工作能產生自我價值，但是否能成為新世代記

者的一生志業還有待討論。 

 

二、新聞工作成就與挫折 

（一）成就感來源 

1. 親臨新聞現場，見證歷史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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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過去曾於影音部門工作一段時間，後來調至新聞部，基於對跑新聞

的嚮往選擇轉調部門，他說：「Õ1243�!�B¦HIM-�uN7¿&G

r!-6-5-öÏÉÊÌ&bc-5-ñLÇÆN��º+W��N;」

他當記者的日子裡見證兩次大選、疫情下的代表性事件、歷史性事物的轉變，讓

對記者工作油然而生成就感： 

n®¯NéX+��"Q{1uÄj:CuÄ&+�N-_¦/Ä[ÌÕ

Î;⋯⋯YZuéN%?&Mj+8K/{+�N!Ì�&����éX&

ÑÒ! 2020 Vh¿-0�8�;⋯⋯+ÚáÝ©NGâ&-12/üýà

�þNÿ!N91º"_&61¼nh¿N�a&0¹%?�Mj+Û÷!

��N1#;yz& 2020V�6'»�³ÖN1V&��õlÏÉg�{

�3j$ó%%�"&Ú�! 2020 V@ÚÓ üÉÊÓ ÒÇ61¼>�

h¿N�a;�÷6+��"��ÍN91#&+_&ÌN8�;£K2

Ô F¬ 

 

2. 製作深度議題與調查報導 

大多受訪者提及產製深度報導時符合對記者的想像。受訪者 B 更強調製作

調查報導是作為記者的成就感來源： 

èYXuNª«&÷g-± Nôs;Yõ�&èz'Zu$ÝNª«g3

�g3(Ngª&+>��G63(¢ª&⋯⋯-¹6+mLWNª«&-

¹6àlÜ+Õè;0¹6+ô78NWò&){+NTÉ&��b*+T

É;£K2Ô B¬ 

 

其次，受訪者 C、F皆有提到撰寫「長篇專訪」能夠發揮他們在整合資訊上

的長才，同時磨練自己的基本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 F 強調專訪的素

材與台灣緊密相連，這是他認為在新聞工作上的動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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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g2N%?&÷6"fÙ&+Y"ç3,N-ô78;⋯⋯fÙ3�ËN

T{N�¤wYX�&ËN-Û³&Yõl�c6N-Ò�Y,Nfl&+

M�r0YX-o1g&�Ht+¦§'1]NH_;£K2Ô C¬ 

 

{LÕèg2�&){+¦%¦ÓÔN®÷;�76�&]]"1¼lsºg

"�xBN-é&\UNg2&-%?0¹-é6�´+¢¢Ñ.N&76

>�¤lNfl;£K2Ô F¬ 

 

受訪者Ｇ提及當記者這幾年中，最令他感到成就感的除了產出組織內部「大

議題」之外，從純文字媒體到多媒體皆由他負責，當他回顧新聞工作中的成就感

時，回顧當時在報社擔任記者時，以多媒體的方式並結合線上與線下的巨作： 

+6@Öpj//&@0cg;+gïð,Z�C/3SNám&Úá-²

1Ngª&�²1Ngª«-+1¼l";Úá061¼ugª&1ØVU

Nª«&@ 0/ 1&7º0���-ô78;£K2Ô G¬ 

 

3. 能夠引領議題 

4位受訪者提到，過往有成就感時，並非僅是取得獨家新聞，而是能寫出切

點新穎的的報導，讓更多同業記者跟進，如受訪者 O呈述，「÷6¸/1¼�É

Nly&û61¼ª«uW�"Ï"Ð+¸/ÉN~g」，進而領導同業往此議

題繼續發想相關題材。當然，若在報導呈現能有更多人關注時「-Í/YXÛN

ám&�M-ô78」（受訪者 C）： 

!3SÍÎ/¦§"NÉÊ7M-8&NÄ�¢ª&ÐcW'1*-l�;

E2{Ä�¢ª�&6"1¼��&�Bã÷uW��g6"1]N��&

w.´��g3�&6Îw.´�36NcW&976ç3ÉÊÓÔNô7

8Wò;£K2Ô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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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78Nx&66N3�c!ÖáÍ&û63/"/6�!"N��&�

76+"N6uW-6ß/Né;£K2ÔM¬ 

 

4. 得到閱聽眾的回饋 

受訪者普遍認為，當感受到他所做的報導，可以「'ý"eVN%?&�6

�-ô78N%?」（受訪者M），換言之，當記者對社會或受訪者有正面影響

以及取得大眾對他們的信任時，又能獲得閱聽人反饋時，即為成就感的來源： 

-1�+EJ3/ÜLEÕ±1¼îª&+ÕÜLEEJ�Ef�1¼îª&

«ÿ�DáeV5- ã�[AB+¦÷�"9¼ÉÊ&�76+NcW&

²÷BEf7��+�4l5/"&�B+7Rw�2�l&�7�+��

8#+ÔTä0ªéX&N'6+&K�ÔO7'�f�V�î���&-

ÔS/l�ÛÐ0�ÈMÇ!�°;£K2Ô H¬ 

 

-ô78N%?&�6+"LWN3�VsºN%?&û6+N3�ôá"

¿lNÔSûXY&�/0�R6N%?&M�-ô78;£K2Ô K¬ 

 

5. 得到政府的重視，影響政策改變 

受訪者 A、M也指出，他們繼續從事記者的動力來源是能夠透過監督政府的

功能與影響力，「+"N���b�Cfr/'ý&û6r/LMN.gtª

N'ý」（受訪者 M）。受訪者 A 主寫疫情相關新聞時，發現政府在施政上的

漏洞，透過新聞報導，讓當局者及時修正，成了他繼續從事新聞工作的動力。 

õì-1¹R6Nx&-%?³M,6�b!7_1z;Yõ�&!!XN

%?&+"" 119gª&ÚáE8E-¼î�6:9ÛëÆÕN&Ð9Ûë

ÇW-�tÓ/:&Eb9ÛëN9Ûl��5-çÛ�I&¦+þ3�1

ÎLWAB&�tÓ�æ;Ó7YÍ|"ÓÔM&ÓÔM%æ;Ó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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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çÛ�I�#çl�«0&¦§"N��ypr/Nô�&7M-gô7

8;£K2Ô A¬ 

 

6. 獨家報導展現新聞獨特靈敏度 

拚獨家，也是記者的成就感來源（徐子晴、鄭宏斌、陳皓嬿、林巧璉，2015年

9月 1日）。對記者來說，在媒體高度競爭的環境下，獨家能夠帶領引領話題。受訪

者 L、E提及「跑到獨家新聞」可以展現他對新聞的靈敏度，進而產生對於新聞工作

的成就感： 

YcW&÷6AØà.;+u>´,-4÷<=&6ÉÊN�8Uj+�/

cW;£K2Ô>¬ 

 

ÓÔ�/)�÷&76+D'ÿÏ�&6��?rLW&76?rLW&É

Ê�.Ç©&Eb6-5-}}�/cWgÿ/��g?/��&uW7

6k@ùé;£K2Ô E¬ 

 

（二）挫折感來源 

1. 新聞不符編輯台要求 

多數受訪者皆有提到自身在新聞工作上的挫折感來自於產製內容不符合編

輯台規定，例如受訪者 H 說，「+®3N��Ð5-Vàl�LW&[0W�+

3´Au¾760]_NXé;⋯⋯+"[cAB�fÝÎ&fÝØ¼u'&+

@B7gülr�&076/ÔNA&ÐfÝþAÑB�#ç/Ô&78�/à

l1E!aCIR&û6�+'H"í´Aï�½;」他體會到凡是「涉己」的

新聞，都無法任由記者產製，對自身記者角色產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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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受訪者 A、K提到，當自身不受組織重視，無法體現記者跑新聞的感

覺，大多工作是整理新聞而非採訪寫作，「8��!ØTÉÊ」（受訪者 K），

會造成他們對於新聞工作產生懷疑。甚者，受訪者 L則是提到，自己在工作上盡

心盡力，但仍面臨到主管當眾斥責，因而感到挫折。 

+1E!"�>DN¢ªgû6�£ÝN��;⋯⋯-%?&+�÷!"H

Kc&«6�12�²¼÷ó;£K2Ô A¬ 

 

c_"'Û÷V�/É&÷g�M!}àëEJ�u8f�;-%?M�E

FNfl6&òòv�uN_�Õ"0Ù3�&Ð,6VG;£K2Ô L¬ 

 

2. 想不出題目的焦慮感 

四位受訪者提到自己對於「ª«L'W」對工作產生挫折。據此，會生焦慮、

高壓，甚至萌生離職感。劉蕙苓（2018）研究數位時代下記者離職的背後原因，

研究顯示個人在工作上無法產生自我價值，會有離職的意念產生，受訪者 D 在

工作中曾經有此念頭： 

��%?6H'zÕN&⋯⋯3'Lc_N%?ûª�N%?&7M÷go

ÃgQñNÕÍïû6®NDD;£K2Ô D¬ 

 

受訪者 A、B、E 皆提到每週要發想出一個全新的題目，對記者來說，事實

上是身心俱疲的工作型態。如受訪者 E提到，若新聞產製內容沒有新意，僅能用

「每到這個時間，就需準備的題目」（受訪者 E稱月經體）對組織交差了事，就

此產生倦怠： 

ª«Z'LWN%?�«HÌZ&¸uWó�èÏN{ä�ª�&\µNZ

1¼gª6�N5MN;£K2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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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µ/1¼áé6Pâ1|HIM)Åª«&ÐõìHI�Pâ²NLc&

ÐOî16ª«='�Nx&«¸z�÷�ù½}9c;£K2Ô A¬ 

 

\¼Pâ®ª«º+W�ÙQ5N&Ð+¦Åá6H_'h&\µ�6

!!"0µN9Nc_&�N>®zµN9Nª«&+'tH¨óKdcª

0�ËX; (K2Ô B) 

 

另外，在上一小節新聞工作的成就感中，有受訪者表示「得到當局者的重視，

政策得以改善」讓記者們感到成就感。反之，當記者們跑了多項社會議題，或是

供給無法與需求達到平衡時，必然產生挫折，受訪者M、N在產製新聞時，曾遇

此挫折： 

Yõ�+Dè"_Ý¢ª&Ð6É-îª�5I°%&-%?M®&+DH

'ýeVJãEb{-'ý�6�-ô78N&ÐEF7W¦{è0V�î

V,65-'ý�;£K2ÔM¬ 

 

+B|©!è�\�N3�-�EF6Úáv"��N%L�_�&ÐÒÇ

5-9V�l!mûR6;£K2Ô N¬ 

 

3. 漏新聞造成工作上的挫折感 

數位時代下，速度優先的新聞產製常規，「漏新聞」是即時新聞記者（如電

視台記者、報社記者）經常會面臨到如此窘境。面對速度優先與產量為重的新聞

產製常規，Phillips（2010）指出，由於組織強調速度與競爭，記者們被要求快速

地發布新聞，因此產生兩種現象，怕漏新聞因此不得不監看同業的發稿情形（劉

蕙苓，2018），誠如受訪者 A提到的產業現況，「÷+9i!ç3&�DÎ/1

ÙcW7MYÍä&Úá'HK;」組織如此的要求，如受訪者電視台記者 D坦

白呈述，他們在工作上最害怕的莫過於獨漏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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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N¥%¥f¢ÒLY¤$&Úá6M�õì65-¬Y/0¼LY¤$&

¿´MM3&6K3Nx&fÝMIN6;1|©¦ÓÔN%?&M>�¹

O&�«H�7_NÕ�&zï�Õ±¨.H&÷6+Á�zï@�P²/

yº±¨.H&Eb0]Wm7r/"&w.ÉÊ>�.Wm;£K2Ô

D¬ 

 

令報社記者的受訪者 C感到挫折的地方亦在於「獨漏新聞」，他的解決辦法是，

例行性觀看各個上櫃上市公司資訊更新、公開資訊觀測站，好讓工作順利進行： 

!Ý©Í�EFNfl6KÉÊ�K2Ô5-2/&0�ÿ�+rsäÉÊ

är�¢&ô�lm&rs\÷Õà|�¤ÈîÞ&Î-5-àlY¤&

5-eVRâl}&«6N\÷Q Râ�¤N�É;£K2Ô C¬ 

 

4. 媒體從專業化走向分眾化，影響力大不如前 

以歷時角度觀之，受訪者M、E均認為，「ÅÆN;<_�ÏÕY�N7�

�」（M），新聞內容點閱率過低的情況下，沒有足夠收入，人力資源也會不斷

流失。當組織人力吃緊時，多元觀點的報導不足以負擔外，進而無法產生影響力，

換句話說，金流、人流與影響力可謂環環相扣： 

´+ÅÆN/W&+Åá-gRÈ&Õ�9¹ëF£ÉÊÝ©Ô¬�M&!&

Ð6ÅÆN;<_�ÏÕY�N7��;uW�èè'ÎÉÊ"&uW'Î

ÉÊ&75-g!&95-g!Az&75-´&�75-l�&5-l�

Nx&ÅÆ�75}}èé&��é�bèN_w�ý�";£K2ÔM¬ 

 

其次，拜科技之賜，社群媒體、自媒體的誕生，許多具有新聞以外的專家學

者，即在社群媒體上開粉絲專頁或頻道，當他們熟稔各社群媒體平台的操作方式

時，新聞媒體的替代品隨之變多。科技創造許多便利的消息來源，使得產製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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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件越來越簡單的事。如受訪者 E所言之，這些專業領域的工作者在自身能

掌控的自媒體隨時更新正確資訊。以閱聽眾的角度，觀眾能從他人經營的平台直

接獲取一手資訊，那麼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在哪裡？ 

!ó�-t�3ú+N��&Yl�&ÅÆbØ��!23TÇeg eg

Çe&Ð!��Çe�!�xSg&÷g��xr�Û&GUY+DC&

�)+�Y+Do&⋯⋯&1lm�M�½_+D£ÅÆ¬,Hm×eV�

�;£K2Ô E¬ 

 

由此可見，新聞不再是傳達單一事件的載體。Harcup4訪談新聞記者兼部落客

Sarah Hartley 時說到，新聞要有公信力，到最後一定要歸結於品牌，當提供給閱

聽人資訊時，他們相信的是「品牌公信力」的存在。 

 

5. 消褪的理想 

多數受訪者提到，「時間感」是在實際進入新聞產業，深有感觸與校園媒體、

校外實習巨大不同之處。受訪者 K 提到他們日常在新聞產製上處於被編輯台催

促新聞、被稿件淹沒的狀態： 

\÷VNiTN3�T5&-%?�FÕ®puNT®&Ð+¦§�f+º

ÉÊÝ©N��È5-ÉÓ&+N��È6&ÉÊUº'Hø�&+ºÉÊ

fVlmUº'MWj;Ð�F0õ�N��È�H\÷èNé&\÷7÷

6ÍïX1];£K2Ô K¬ 

另外，受訪者 E亦觀察到現今的新聞產製，數位匯流下，閱聽眾吸收新聞的

新聞消費習慣難以預測。McManus（1994）提出市場新聞學，意指在市場導向的

趨利下，促使媒體致力於回應下費者的需求。當他找了自認為有新聞價值的報導

 
4 Harcup T.《新聞學原理與實務》一書展現實務界新聞工作者與新聞學學者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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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閱率卻無法成正比，反而是軟性新聞如八卦新聞、緋聞新聞成了台灣媒體

點閱率的代表： 

äm\¼ÓÔB�/1¼Ä|�M�rß5N]_&Ð�"7MYö¹�

�-#Ì��&Å�"ª«Ð5lNÎ&�ì""YÊ&Z[ø70�N&

Eb6�f0��-ËX&ËXMñZ×�&Ð×�'MñZËX;£K2

Ô E¬ 

 

（三）從事新聞工作後的反思 

工作經驗對於新世代記者能否長久待在新聞界是重要指標，研究者分 6 個面

向統整歸納： 
 
1. 記者為新聞工作的重要角色 

新世代的職業選項事實上比過往的選擇更多。網路科技因著傳播趨勢更革，

不論國內外，都有釋出不少新興職業。研究者歸納出他們初入新聞產業，而非選

擇其他職業的因素：其一，新聞亂象層出不窮，但記者能夠揭露社會議題與呈現

多元觀點。其二，能夠在短時間內接觸多樣化的人事物，成為第一手資料的傳播

者，「ÓÔ-1¼hú6&�bY¿l�O�fMYZeVéX&+D�bþ0

ªéX�¿l�&+5klíXÉïN8�;」（受訪者M）；其三，工作自由

彈性外，記者工作能夠在初入社會階段快速成長。 

此外，受訪者 B從事第一份新聞媒體工作是在雜誌業做「類記者」，一方面

的業務是採訪，另一方面是在做數位編輯，在此份工作滿六個月後，到現職的雜

誌媒體滿擔任全職記者。在他第一份工作時，他觀察到記者仍是新聞產業的要角，

「ÓÔ�601��NNëF」。過往也有研究指出，記者在編輯室屬於較重

要的角色，傳統報業組織以記者為新聞工作的主幹、核心，而編輯屬於編輯室中

次要或附屬職務的情形。值得另提的是，受訪者 B提及自己做深度報導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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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U3�®÷76&̀ aN12jHI��」。熟稔媒體組織職務之後，

他認為記者是一份值得驕傲的工作： 

+6DD*~è�ÎÖÓÔNN+&'/6¼�gàlºÓÔN.Uû

6-5-\_HIY,Iø_;ÚáïðHINÝ©�N6z-gLìÅÆ

�x&ÑºYXzXNÝ©&YX÷6B³Ýð;!+Jmz&ÓÔ��N

12&c_[ôÉÊ3�&EbÏ�47�8�{õìNèÉÊ&7NèÓ

Ô�;£K2Ô B¬ 

 

2. 使命感成為記者工作的驅力 

16 名受訪者中，多數提及當記者是希望能夠為社會做點什麼，如受訪者 B

描述記者這工作對年輕一代來說，「Us-o」，他更認為「N�-«}8ÕG

61EG3N¢ª」。報社記者的受訪者 M 亦認為自己在做的報導能夠產生輿

論，進而為社會帶來改善： 

÷6+DAØè_Ý¢ª&�H5eVlG6�D&û6'�f_ÝMµ/

0]NéX&õì5l�f&9¹ÑG}]7M5-�2g'�&ÐÓÔè

"&tªõì�fNx7M¬}&ylm&�MòøL1¹<;£K2Ô

M¬ 

 

3. 多元角度看世界 

受訪者提及除了認知新聞工作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外，利己而言，因採訪工作

的需要，他們每天要接觸的人事物也較其他行業來的更多，如受訪者 N 所言：

「ÉÊÓÔ-1¼�uNhú6&\÷Jm/lûèNéX�6<Éû6'1]

N」。生活也多變化，甚至可以接收第一手消息。如受訪者 D 說，「ÓÔÝ©�

Ò�Ý©�uN7¿76&Ò�Ý©\÷!è� routine£0�+¬NéX&ÐÓ

ÔÝ©76\÷Jm/NéXûµ/Néª�'1];」受訪者 F、G亦表示，

「記者」這份工作打開了他們的觸角，接觸到議題的雙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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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JmÉNlé�&÷+@;+Ó±/ÉÊÓ&!;+ÓNxYX÷

6é!}àëNÝ©&Ð6/ÉÊÓ"AB&��LÕ�ÉÊ&�|^"�

Ê&Eb+YXklÉÊÝ©;（受訪者 F） 

 

Ñ£ÓÔ¬j+�|._&j+ýô1¼�¡²Nl&ÚáMJm/'3N

®}&MY0ÉÊÍ&!���-oNlg-ßZN®}&��r6ÕG

6Né;（受訪者 G） 

 

4. 能接觸社會不同面向的人 

迄今尚無新聞工作已不再吸引人的跡象，它依然是與歡與人打交道、充滿好

奇心的年輕一代會選擇的職業（Harcup, 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2016，頁 286）。

因爲新聞來源是報導的重心，當記者會接觸到不同的新聞來源，進而接觸到不同

面向的人。如受訪者 F所言之，「ÓÔNZ«YX`a&MJm/�buNlé

�;」受訪者 G、L 說，記者的工作每天都在與不同聲音對話，理解社會現今脈

絡，也是最接近社會的一群人： 

Ñ£ÓÔ0oÝ©¬�«&MÅÆ/'3l&⋯⋯MÎ/k�k/Nl&0

¼Ï�Ñj+ÈD��éX&,-ºLMN®};ÉÊÝ©6!c"'3N

8+B&ÔvÔdØ&û6m×'3N®}&J�Z�&jÉNÈÉj®}

�W;（受訪者 G） 

 

Õ��ÓÔ�6cy©/&Ð+Däm\÷�N�'3Nl�x&ÒÇÓÔ

\÷�!Y³&�b�ÓÔ6�LMUN1ìl&÷g6�LM�JäN1

ìl;£K2Ô>¬ 

 

5. 工作方式與一般工作不同 

（1）新聞產製節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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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訪對象來說，記者是節奏快、高度變化的職業，且較少有重複的工

作內容，如受訪者 N、J即使從事不同媒介的記者，仍在工作模式上面臨相

同情形： 

ÉÊÝ©ù�761¼CGýUNÝ©&+¼+'6�kl1Eè�

NéX&ÉÊÝ©61¼oUýUgCGý¤NÝ©&¦:U�>�N

o&HY,NeL�>�Nu;£K2Ô N¬ 

 

+nklÉÊNÝ©Õ�&�bè¦§NÝ©&�'0|MûÉ¦%L&

èÉÊN%L�YXù&Ò�Ý©Ngî%L�{tf"&ÉÊNÁÂ

YXC;⋯⋯÷6w.ÉÊ\÷OÍbczR�1*Nk91J&w.

ÉÊNÁÂYXC;£K2Ô J¬ 

 

（2）時效強 

多數受訪者提到，「時間感」是實際進入新聞產業作為一位記者後，深

有感觸與校園媒體、校外實習巨大不同之處。在高速變化、接收大量訊息並

要快速消化之際，記者的學習與成長都會比其他職業來得更快，如受訪者 O

提及，一個社會新鮮人會需要的是一份能夠快速成長的工作，「q/B+Å

áº+0¼V�W��ËNN6-ôf+NÝ©&õìè0¼Ý©�bfv

ÖÊ+�JK;⋯⋯º+W�&!¦ÓÔ61oôféU�b�uNÝ©;」

而受訪者 N在訪談中提及，出社會後的首份職業身為「記者」讓自己的能力

快速成長，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ÓÔÝ©61¼�bj¦§ôf�CNÝ©&+n®¯�1oÝ©6è

ÓÔN;£K2Ô N¬ 

 

然而，受訪者 J則提到「時間感」讓他在新聞產製上處於被編輯台催促

新聞、被稿件淹沒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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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ÔAB&+Y5-0V�%L�bZ�&-%?�ù,5-g 

�ì&7rs"L9JÉÊ&+�'H�f/¬-5-"º;Úá%L

tC"&�!Z�{+þîX9k[AB&+-÷�È7��Jã�（受

訪者 J） 

 

（3）打破工作常規 

王淑美（2018）訪談受訪者時，曾有受訪對象原先在媒體工作，後來轉

職至企業端，不久後又重返舊職，原因為「媒體的工作較為彈性，可以有比

較多自主的時間。「ÉÊÝ©76Ý%fÐh+」（受訪者M）、「'0�

}àë&%L�h+&¦:U�o」（受訪者 E），面對新聞工作，他們也

有如此迴響。根據 104 人力銀行《職場力》的文章提及，90後的 Z世代除

了重視薪資外，在職場上亦重視彈性的上下班時間與更自由的環境（104 人

力銀行，2021年 02 月 09 日），如受訪者 F、L言之： 

¦ÓÔNl&uà�6'klVGgZ«;£K2Ô F¬ 

 

+MklÓÔ0¼Ý©&6Úá�NÝ©Õ�;ÓÔf%LËN!zm

�W�Õ&ÓÔ�'ËNé}àë;£K2Ô L¬ 

 

6. 「心中有讀者」概念更強烈 

受訪者 G提及校園媒體跟業界最大的不同是：6M�-{vÔ�0¼àÉ;

而這也間接影響到媒體組織對於記者的功能對應。像是受訪者 N、P提到，組織

會期待記者可以以讀者的角度進行報導，「®}}0EÎNl�jz�NvÔ"

ri」（受訪者 P），而非只是制式的報新聞： 

/ñ/mAB&M�-{vÔ�0¼àÉ;�M�fvÔN'3&�jÅÆ

ZñN�C;T{/u'(4\1WÅÆNð)!ç&÷0¼ð_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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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ÆQRÓÔ%NÇ'Ý©;EbÓÔ'6«-1�&\WÅÆ¬zNÓ

Ô-'3N{�H�&Úá��)Nì7'1];£K2Ô G¬ 

 

£HI´¬MÅá+D�1jÓÔÕ�ÉÊÌ&�Mh§+D÷�vÔY

X�N�Æw&jvÔ!v[+D"N0¹ÉÊAB&�bY/ÉNÈÉ;

£K2Ô N¬ 

 

三、記者是否為專業工作的反思 

專業（Profession）意指具有專門的技藝與工作者，標誌著一個職業的獨特性，

同時也代表社會對具有專業的職業會有一定的權威（黃芝瑩，2001）。新聞近百

年走進高等教育殿堂，許多國內外大學成立傳播學院、新聞科系，明示著新聞是

一種專業，需要透過高等教育機構有系統性地培訓具備這項專業能力的人才（潘

乃欣，2017）。 

 

本研究多數受訪對象都是主修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僅有 3 名未受過新聞傳

播的高等教育，他們即使未修過新聞傳播課程，仍在擔任記者前，曾前往媒體產

業實習，或多或少在正式工作前都有接觸過新聞產業。高等教育、新聞產業實習

提供的理論與實務訓練，皆在形塑他們對新聞專業的認知與認同，並藉由這把新

聞專業的標準量尺評價新聞業界的表現，以及丈量當前新聞工作的專業程度。 

（一）肯定新聞專業價值 

羅文輝（1998）建構測量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的量表，以「專業知識」、

「專業自主」、「專業承諾」以及「專業責任」四個面向分析，測量新聞從業人

員的專業性，找出專業性高的新聞工作者具有哪些特色，反之亦然。本研究受訪

者面對新聞工作的專業性依照組織型態異同有些落差，再加上現今網路的便利性，

主要作為快速傳遞訊息的日報記者就容易被取代，如受訪者 A所述，「bØ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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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ç3&uW,6�*RÅÆ&!��WòÇ!6t�"&�b-��N

ÄÅ&Ebèè�rç3NÓÔCêVÃk;」研究者歸納，本研究受訪者肯定

記者具有專業的原因分述如下： 

 

1. 有專業才有新聞信任 

已故洛杉磯時報總編輯卡羅（John Carroll）把錯假新聞比喻成「污水」，而

新聞業就是排放汙水的工廠，錯誤愈多表示社會不斷被污染，將形成一條污染公

共輿論的大河，而好媒體應該好好清理這些污染，才能增加讀者信任（蘇蘅，2017

年 10 月 30 日）。受訪者 A 提及，他任職的組織是秉持新聞專業來搏得觀眾信

任，透過讀者捐款以維持營運，因此新聞是否具備專業上，他給予肯定的答案： 

ÉÊÝ©6g/&!+D56ÑÒ6g/;Úá+Dv��%LØT�¤

⋯⋯&+D2ÿN���>�N\&"N���ÑºkF&õìNÎÉÊÅ

ÆNg/&+D!>xKÅÆ76b+DNg/Wlm&Eb+D�Mþ3

�nTÜog;�H¸/ÿªN{l;£K2Ô A¬ 

 

此外，受訪者 K 提到記者的專業來自於以不同方式的敘事方式報導、分析

時事，有別於知識型 YouTuber，新聞記者更懂得新聞倫理與新聞道德，得以換

取閱聽眾對新聞的信任。 

+ÅáÉÊÓÔ-1*Ng/&ÓÔV*+N6+Dõâ¯0Ö=g;+Ã

ZÔ�ûs|;⋯⋯�Æ1N YouTuber �bs|Ø¼ÉÊéª6��

�N&Ð�áÓÔ+Åá+DèNÉÊ*+�[Ø&÷6ÉÊpT�,N-

H&�6K=�H7'�f-0¹ÉÊfV;£K2Ô K¬ 

 

2. 用新聞專業為訊息守門 

多數受訪者均提到記者的專業性。在他們眼中，記者的專業是在短時間搜集

有利報導的資訊與判斷資訊的真偽。在撰寫報導上，用字遣詞能夠拿捏得精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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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息來源提供的訊息必須在短時間處理完，如同受訪者 M 所述，「ÓÔ!è

N76ÏÐØT&EbÓÔ,6-&!NrN+」。網路快速傳輸和散布的特性，

使得資訊的傳遞與獲取變得更加容易，受訪者 E、I 也提到，記者的專業是在沒

有標準解答的現今，能夠辨別資訊的真假以及受訪者提供資訊的是否有誤，判斷

提供資訊的正確性： 

ÓÔNg/hú6&{�l9iNH_�&⋯⋯NHq¿&�6'6!K0

6û6r6ã��ÖN6&-lMK0ÓÔWfî¦§N�ÕU;,-{�

¤^¿H_js:NH_�&⋯⋯Ñ'M--H{�&Ð�°N-1*N^

¿H_&NH^¿06F-��m×LW;£K2Ô E¬ 

 

¤$N!ù%LiT[&761ª�FNé;Yõ�&+DOÍQg/ï& 

10g7-1¼îª&�6+ 12g7NL0Jc_&+«HÕt�%N"©

M&�6+!1¼�%�"L1ÙÉÊc&⋯⋯;�1&NHI!-iN%

L&jÈ7�fÉÊ%LN¬Y+�N¨�T&{Ãu�76+DN*+

N¨�²&ÉÊ^»gÉÊgsè&��6ÓÔNg/Ã;£K2Ô I¬ 

 

「^»」是新聞工作中最具專業的地方之一，受訪者 L認為這是一份專業，

他當記者兩年才開始能夠感受議題的關聯性，了解專業判斷對新聞工作的重要性： 

ÉÊÝ©61og/&ÚáÉÊËN^»; 6Î1¼3�-5-ÉÊ�

�&761¼g/"&0ÒÇ�F;+6�3��VAB&�Y/1gg

��;""��3�AB&�M|©Õ®0ªé�9ªé-5-G�&÷

6ä�6ÿ�8xªYXM-cW;£K2Ô L¬ 

 

3. 越來越多媒體轉往解釋性報導發展 

承上段所述，受訪者 M 提及很多人不重視新聞專業，他所認知新聞並非如

網友所述，只要上網把大眾爆料內容整理改寫就好，他提到記者的專業來自於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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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件背後的議題，根據消息來源去做實際的訪查和延伸，做出來的成果必須是

個言之有物、有意義的報導，進而理出議題背後的解決辦法，換言之，媒體將新

聞素材做前因後果整理，並提出問題的解方。 

ÉÊÝ©¨d6g/&Ð��l'.;Yõ�&ñ�àLNl&µ"¼W

m&û6���1ªéX&Ð PO=Nl'�f0ªéxBN¢ªg;<&

0õ&b�f¢ªW�&�f!�k&�D�H«�rLW&{�f�k�&

Ð�D'�fØÚBì&�'�fÍz�gÑj;<N�ì&ÓÔ�bþ0

¹��ØTLW&³þ'�l�®}}{%;£K2ÔM¬ 

 

（二）對新聞專業產生質疑 

受訪者 H 認為只要具有新聞以外背景的記者，透過新聞實務習得撰寫新聞

的技術，得以成為當領域的專業記者，「Úá�  v�Â&«N-<XgHr

¡g�ß�W&ÉÊ56�M>�lw6」（受訪者 H），受訪者 E也同樣認為，

「Úá�� vÂ&-'°ÓÔ'6ùåpLZN」。而新聞實務只要透過組織

內部磨練即可習得，他們深刻反思新聞的專業價值何在： 

ÉÊ�'tá61¼g/&Ð-0z&÷6õì6-ô�xñgÇËxñ&

7Môá9¼Ä|g/NÓÔ&Eb{ÓÔ�ù��'tá61¼g/;£K

2Ô H¬ 

 

同樣的，未受過新聞專業教育的受訪者 N，也認為新聞工作是入門門檻低的

工作，但若要成為某個專業領域的當線記者，也需要時間專精該領域的專業知識： 

ÉÊÝ©��b6�� v�ÂNÝ©&N¦1ðÓÔÒÇ�'0h¿s1

¼åpû6�IÉÊÑGNxñ&Ð6õìN!ÉÊÄ|xy/1¼ô7û

6V¿l6ß/&06ËN�fVN�_ÕMÀ÷ôN&ÚáÉÊ6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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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myNñ/&¦õì6!1¼Ä|I�&7�býô1¼Ä|NgW;£K

2Ô N¬ 

 

除了新聞的專業定位模糊，受訪者 F則提及不時反思新聞系存在的意義。他

提到，即便他是從新聞系畢業，但仍認為，新聞產製技術是容易養成的專業。他

觀察當非新聞科系學生具有新聞以外的相關背景，也能進入新聞產業，而且對新

聞工作來說還是加分條件。相較之下，新聞系所學生習得的專業技能若無結合其

他專業領域如法律、財經等，他們會認為自身很容易被取代： 

|Î�+1|©!2�ÉÊÝ©N%?&+M®áeVN-ÉÊpãÚá-

}�xñgô�xñ&-1¼g/Ä|q/N&ÑGN�ÆþÑ2�!ÉÊ

Ý©4&Uº6îs;�6÷+6ÉÊpq/&+«M"=½giÆ0;÷

Æ00���&uW'6"1¼ä/�¼ä7M"Jã+1UúE0ªéX;

Õ�uW�ÉÊpYX-ÉÊ}&û6ÉÊpTÂ&Ð«N�/Ê67M�

f0¹��&+/!,5-�Å3ÉÊ61¼g/;£K2Ô F¬ 

 

肆、小結 

新世代記者投身新聞場域後，認知新聞產業現況與理想中的媒體型態有相當

的落差。他們以新聞工作者的角度詮釋現今媒體產業的狀態，顯見他們對於自我

身份的認知已從對新聞有興趣的學生轉趨為新聞產製的重要一員。 

本節正是欲了解新世代記者對於角色的認知，以及他們從事記者前的想像與

與實際落差。不同媒介型態的記者因著不同的動機與角色認知進入不同媒體。近

半數受訪者認為擔任記者主要扮演著「傳遞訊息」的角色，作為讀者的眼睛，尤

其電視記者更以「迅速將資訊段地給大眾」為首要責任，這與過往的研究相近。

第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中，認為記者角色具「解釋新聞」角色達 5位，佔所有

受訪者中三分之一。第三，亦有 2位受訪記者認為他們具監督政府的功能。最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7

 108 

有受訪者認為自身具「倡議」的角色，透過他們報導，造就閱聽眾發言與輿論不

斷，能夠影響社會。倡議者角色與社群媒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新世代記者視社

群媒體為消息來源、不得不重視的競爭對手以及協助擴大影響力的管道。 

研究者理出不同媒體屬性的差異以及他們在新聞工作上的成就與挫折感。新

聞工作對大多受訪者初入社會仍有相當的吸引力，儘管網路科技的出現，國內外

都出現不少新興職業，但他們仍將記者工作視為職涯首選，研究者歸納出其因素：

其一，他們體認新聞工作上使命感的重要性，希冀產出的報導能夠產生社會輿論，

進而讓社會有多元的議題討論；其次，多數受訪者提及新聞工作能夠讓他們在短

時間內接觸多樣化的人事物，打開他們看世界的觸角，接觸到不同立場。最後，

在社會新鮮人階段，大多受訪者感受新聞工作節奏快、高度變化，打破工作常規，

在職場上更為彈性與自由。親見「記者」仍是新聞工作的要角，多數新聞組織仍

以記者為團隊要角，為記者在產業結構為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三節 新聞室的工作實踐 

壹、數位新聞室對新聞實務的影響 

何謂「數位新聞室」？當網路已成為內容產製和使用者消費新聞的重要平

台，那數位新聞室就此誕生，更進一步，「數位優先新聞室」（Digital first 

newsroom）就是將最佳內容優先發表於數位平台，非向過往將其保留給傳統紙

本媒體（林翠絹，2018；Garcia, 2015）。本研究訪談後發現，受訪者認為數位

新聞室有如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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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面對報導重量大於重質的調適 

媒體重視收視率、閱報率已非新鮮事，就組織而言，每則新聞的收視率或

點閱率已成為「新聞競賽」，誠如受訪者 E所述「ÅÆä�M�. PV5 

tu」受訪者 F亦指出，「-%?+D56&~Í�'!m�w&ÐÒÇõì

�w�oNx,6M�o-&76-g÷�GÆ�E0]�u」擔任電視台記

者的受訪者 D也說到電視台主管選擇新聞的標準仍是以觀眾的喜好程度作為主

要參考： 

\1´NÈ7ÒÇ't1]&�/!´ÄÉÊN%?��M@È7Õ�

w;£K2Ô D¬ 

 

受訪者 A談到自己過往待在商業媒體時，「!NÉÊ'(&76MK/g

!ø;<&�/�Mh§6Bg!øoNlyØ�;」而隸屬於網路媒體組織的

受訪者 E也談到，他所任職的組織發現即時新聞發布速度仍輸給同業，同業是發

布簡短文字與照片以賺取點閱率，因此他所待的媒體組織在內容策略上從「重量」

的內容產製方向轉往「úNÉÊ」前進，更重視新聞完整度與內容深度前進，

也正如他所認為媒體該有的樣貌： 

�ùÍ&+D�O7Y⋯⋯2018Vëìç3��C&ÓÔM|/1t&É

Êa�7LW"&�DþKdÉÊNh+0/Áj&MY�1mg1�=�&

7MY="&Bm³DD�&9%?+DN�C&7�'�ëì;àl-È

©/0¼áé&�D�h§+D�b.YX[Øg��1gNÉÊ&+Dá

6úNÉÊ&6NY[ØNÉÊ&½���76Y¿lD;⋯⋯!|3

N6W¦&+þª«"r�[Øg"r�Û&06+¦§ÅáN[Ø�Û;

£K2Ô E¬ 

 

 
5 PV 為 pageview 的縮寫，即頁面瀏覽量或點擊率，閱聽眾每刷新一次都將被計算一次，媒體

組織通常以此作為衡量網路新聞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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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與 I亦表示，他們會選擇到目前任職的媒體，是因為能夠花足夠的

時間把報導寫完整： 

+h§+èNRâ3�&�6{+èÛ"³LÕ�&õì%L��=N+L

ß&+7M>�5-*3&yz76+>�'kl0�Z«&º+W�p%

ÉÊ76o\UNCG¦3。⋯⋯!>xKÅÆè3�&�ËN6º9¼¢

ªù�»5���Eÿ&6�M1EBzÿ&�H"L\UN��;£K2

Ô A¬ 

 

更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 I認為組織重視公共議題的程度、觀眾對於媒體的

信賴程度是他選擇媒體的基準之二，即便商業媒體能夠讓它快速成長，但能否保

有生活品質與健康也在他的考量之中。他以非營利媒體所堅持的新聞價值做為參

照，反思商業媒體在商業勢力的領銜下，無法堅持新聞理想，也不再是公共議題

討論、替民發生的社會角色。 

XÅÆº+W�6+���N1¼ÅÆ&Úá�bÎ��àá¢ª&!ú/

ÅÆ5-9V�ÙéÕ�àág�7¢ª;⋯⋯AØ!Ç³N%?&�ÓÔ

LÕ12&M8K/ XÅÆ�N-1*N*�U&È7*RN XÅÆ'M

¹3ÉÊ;+D!È7AL6IK¡*N&-¹¢ªYX�7&076+D

NcWÉÊ;⋯⋯+¦Í®� XÅÆN,Ú&6mRâª�ÍYX¦:&Ú

á�bè/uW>�'MG6N¢ª;£K2Ô I¬ 

 

二、媒體多角化經營：媒體進軍 Podcast，記者也要上直播 

根據 2019 年路透社的數位新聞報告指出，台灣的 Podcast 收聽率有 38%，

也就是等同於每三個人就有一人在收聽 Podcast。以全球現況來說，45歲以下者

聽 Podcast的比例多過於聽廣播的人。研究者觀察，現代人生活忙碌，媒體盡可

能搶佔其瑣碎的注意力，從 Podcast 收聽榜上來看，不時發現熟悉的傳統媒體，

從雜誌、報社到新型態的網路媒體皆有在 Podcast上插旗。受訪者 F提到卓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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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獎為了鼓勵媒體創新，在 2020年增設「Podcast新聞節目獎」的獎項，由此可

見新聞未來趨勢： 

0V�ÉÌ�Éf podcastÌÍ&0Ærýôu=Æ"&+Ór+¦%!2

4�uY~�p��Ü#�%&���/&ÉÊÌÍ÷61¼ÉÊN/W=

Æ&�b@ÉÊÌÍNÉfÎ/ÉÊ/WNYD+;£K2Ô F¬ 

 

閱聽眾汲取新聞管道越來越多元也讓記者們更加忙碌，在工作上除了採訪寫

作之外，還需錄製 Podcast，受訪者 A就提到他在工作上除了撰寫報導，還需要

上廣播、Podcast以談相關內容： 

+3�"[AB&+NÕÍv�&!+D- Podcast&+�ËNÍ;£K2

Ô A¬ 

 

而受訪者 B也談到媒體組織為了使報導可以讓更多人看見，帶到不同溫層，

他除了錄製 Podcast外，還需要上直播節目，面對此現況，他並非為此感到抵抗，

反而認為，因為報導由他撰寫，顯然由他來談最為適合： 

!- PodcastgE�&Eb!MËNÍÁ«ûVE�&+'tM��0

¹��&T®Í6'®N0V��&ÐÍ Podcast5<N¢ª�N6+!"&

EbHI�EJNZÔ0¹¢ª&!76N0V�Å4&�Hj��Nl

º¢ªñZ-o;£K2Ô B¬ 

 

受訪者 P 則提到「+Dàl�-!YD Podcast」，媒體組織以多元發展的

心態，他提及公司近來發展：h§�b@'3N/f�L1�÷&á6��²�&

�Î!"7N¬¨;由此可見，當科技帶來愈多媒介，媒體嘗試多角化經營，新

聞工作者需要具備的軟硬實力也越多面向也越多。 

隨著 2020下半年 Podcast在台灣崛起，不難察覺傳統廣播已逐漸式微，且這

趨勢是全球性的趨勢，就連普立茲獎也首設 Audio Recording Award，參與對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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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 節目為主。Podcast不如社群媒體會受演算法主導，節目分眾化更為明顯，

從 Podcast趨勢更顯見如今已是媒體分眾化的時代。 

 

三、數位匯流下的重點能力 

面對新舊媒體競爭、數位優先，現今記者必須掌握與閱聽眾的互動和數位相

關能力，以符合時代要求（Garcia, 2010）。大多受訪者有提到新聞工作須培養數

位工具意識，甚至是使用數位工具的能力，受訪者 B提到他在就讀新聞研究所時

「Jm5�ïðN��」；但受訪者 F則認為「ïðÝ�H_6îsJª÷'6

rIJª」。 

（一）理解數位元件與文字報導的搭配 

受訪者 A以產製經驗指出，記者要能夠理解數位工具、元件與內容的搭配，

並以開放的心態接納其他部門共創的報導： 

J�¿l£HIÓbzNÓ ¬èN��&Yõ�+DÝ�eè"��3�

�b0Nïð�Cg#ªgj¤�K·&NHIT{1¹ïðÝ�6'z{

0!3�Ím&j¦§�f-ç¹ïð�C�b0;£K2Ô�¬ 

 

（二）製作新聞圖表，協助讀者快速理解新聞 

受訪者 N 則是提到媒體近年來重視新聞資料視覺化，新聞圖表編輯也成了

記者的工作之一。他提到進到新聞產業需具備善用數位工具的技能，其一就是產

製資訊圖表： 

+DÓÔ�ËN¦§MèÖZ&÷6«0ïðÝ�NæH&�+®÷�W0

¼�/ËN�INH_ÒÇ6�oN;÷61¹�GNñ/ÉÊû6ô3Ñ

GNÉÊ&vÔ�kl-ÖZ�bÔS�DÕT{ÉÊ3�;£K2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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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重跨媒體新聞敘事能力 

林照真（2017）研究媒體跨平台聚合，亦指出現今記者需具備跨媒體技能，

BBC要求記者要能寫、拍影片，以及運用 iPhone，一則新聞要有多種媒介版本，

如此一來可以增加不同平台的聚合能力。受訪者 M 提到，在新聞產製上，除了

採訪能力之外，需要學會增進拍攝、剪輯影片技巧，再者，還得運用無人空拍機、

GoPro等不同功能的攝影工具豐富新聞敘事： 

!NÅÆ�N-�ÝNæH&Yõ�&bØ«N1"ûµ�g��&Ð6

!�NM&'�HÕ12«ËNM12&,rsN3%µ=Â;b+W�&+

Õ12[&,ËN¦§�I;�&rsNM��æH;÷+�ä&,ËNÕYe

µÈõâ«0&÷ GoProùW7NM&Úá0¹ùW76+Dµ�N1'&÷�

I�Æ&+DùW7NM Final CutgPremier&Ð!,NÕY± Â1¹æóÍ

Næ�&)Ç�bØ¦ÓÔ'1];£K2ÔM¬ 

 

受訪者 F提到「影音新聞」的重要性，「!NÅÆ!CG��&⋯⋯;+

M¾W¾N」。網路、社群媒體打破傳統載具的枷鎖，受訪者 K也提到他與影

音記者共同執行一篇報導，影音兼具視覺與聽覺的享受，儘管文字報導再吸引人，

但點閱率不及影音報導： 

+�;+ÓÔµ31¼g2&�ÍLìÅÆ*~%&+N=½ÉÊ3�Nj

¤øgg!ø�'�;+ÓÔNUsA1&�|6�Cê�]l1N8È;

£K2Ô K¬ 

 

受訪者 L 指出由於組織人手短缺，因此有時他除了採訪寫作的工作，也需靜

態、動態攝影，新聞報導需要結合文字報導與影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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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z&-%?,MËN�;&Úá�;ÓÔN'h;;+-%

?6M�×NX&Ý©�C�N76VzW&+uàµ¼ 20 �N�m&�

Bø!+NÉÊ¦4;（受訪者 L） 

 

同屬報社記者的受訪者 C也提到，他每天除了撰寫新聞之外，工作績效上的

KPI也有影音報導項目，他大多時候是使用手機進行拍攝，由此可見簡易影音技

巧也在記者工作能力範疇中： 

!N KPI-1º;+&9;+�£Ý&'ËNÍ½�&70ßÈµ¼&�

�76!«¤4&ß/oj�/Mj¾&70ßÈµAB�1súb�&"

1Ù 200-300½ù=&�B7ô"1Ù3�;（受訪者 C） 

 

（四）基本功和社會責任仍是數位匯流下的重點能力 

受訪者 C 指出，剛進入新聞產業擔任報社的菜鳥記者可培養的作為記者的

基本功：「÷6¸cWNH_g"©H_glÏacH_」，受訪者 L提到他當

記者的初衷是，「+N-'��N32&�76�'N�r l⋯⋯¦ÓÔ76

NjuW�fNLMIR」。許多獨家是靠誠懇、敬業以及敏銳的新聞鼻才能嗅

出來，還要加上「磨功」，才能寫到一則獨家新聞，而採訪到獨家新聞是記者的

天職（朱立熙，2019年 08 月 08 日）。誠如受訪者 L提到新聞鼻與人脈經營對

於新聞工作的重要性，「ÉÊ}0¼��&!1B|©Ý©Ø1�V6YX5-

N&-%?N®r��1g&÷4÷<=¢ª&N|©®N6-5-lN0¼¡

fãyz&�ÉÊ´��"&M|©-1¹lÏ&ÐYZ1¹é%&gl�7

MM�6�ÉÊ&076�xlÏNÛi;」 

 

同樣擔任報社記者的受訪者 G也認為，「ÓÔ�NN,6\�ìL&0¨

d6/!�,!YN&0�6�GrNH_&bc*Üo��Nÿª�0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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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網路媒體當道的時代，許多新舊媒體鋪天蓋地使用數位敘事（Digital 

storytelling）來呈現新聞報導，抓住閱聽眾的眼球，任職於網路媒體的受訪者 A

則認為： 

=½ÓÔ�NN,6=½&Eb+Mþ 95 %N3_ø!=½Í;£K2

Ô A¬ 

    

（五）透過組織內外資源提升自身技能 

近年數位內容快速發展，媒體組織目前面臨的挑戰從提升內容力到整合影音、

文字報導等各平台內容，該如何強化自身能力？受訪者 M 定期參與新聞相關聚

會，以及運用新媒體相關線上社團增進新聞產製技能，以了解國內外新聞趨勢： 

+DMÕpîÉÊåæÑGN¢M&3%î�¶×Lõ£ÉÅÆ�#E¤&

÷6 HH�¢&M-ÑGNæó&+D�MÕ9>¦Y;£K2ÔM¬ 

 

此外，長期跑國際訪談的受訪者 K 提到，組織內的新聞工作者都會在不同

方面進修，有人學第二外語或是看不同種類的書，而組織也會以「員工福利」的

方式培養記者的軟硬實力，像是他藉此學習國際訪談邀約書信撰寫： 

+D! Hahow -ß/ð!&+�b!|VKÞÍ¸1¹+--oNV�&

÷+Í"å=×*V&Úá+�MËN12|'ÑGNl±&+-%ËN�

|z�Ô�¥;£K2Ô K¬ 

 

貳、記者在社群媒體上的使用 

一、社群媒體成為記者的主要新聞來源 

網路時代，許多人的新聞來源來自於社群媒體，不僅一般閱聽眾吸收新聞管

道來自社群媒體，就連記者每天也花大量時間在社群媒體上，以尋找新聞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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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蕙苓、羅文輝（2017）研究指出，97％的記者每天使用社群媒體輔佐新聞工作，

記者們也大量的從社群網站獲取資訊（林照真，2014；Newman, 2009）。 

本研究之多數受訪對象亦表示他們社群媒體的存在大大影響他們的工作。受

訪者 H、D 每天在社群媒體上尋找新聞素材，從中發現值得發展的獨家新聞；此

外，受訪者 D認為社群媒體是雙面刃，它讓記者容易被看見，成為記者的助力，

反之也因為社群媒體具有公開的特性，「酸民文化」成了這時代的產物，記者不

時遭到網友惡意攻擊： 

LìÅÆº+N©0&Môá+\÷NÉÊWò&¶×YXM6+NÉÊ�

�&¶×ÒÇ6�@äB7N>´&-���rYDNcWgÉÊ;£K2

Ô H¬ 

 

LìÅÆj+DÅÆÝ©Z2<ý"&!uÓsNª��W¦-Kd;³

W76Ki=�b¦êf¸/ÓÔ&+Á�7µÏKiEJÏ¤+;Kd6

^m§&ÚáKd&ÓÔYXCêV6ß/&KdôáÓÔNS_&¦6V

ÎÖN%?&7�-8w;�²&Kdá ©N�1¼/f&Ð!Ã0N%

?Nh¿6ß&¦él-\'jÓÔÃ0;£K2Ô D¬ 

 

Sacco & Bossio（2017）研究社群媒體對於新聞工作者影響，也提到，社群

媒體促使新聞專業及私領域之間的界線模糊，與本研究之受訪對象所述也很相近。 

再來，社群媒體提供任何人發表自我聲音的管道，致使該領域專家、公眾人

物無需仰賴媒體作為發聲媒介。受訪者 K、M提到關鍵意見領袖（KOL）與記者

之間的關係，像是他們會追蹤 KOL的自媒體、探索同線路的相關線上社團，藉

由社群媒體延伸內容的深度、找到關鍵受訪者。此外亦與 KOL建立良好關係，

由他們分享媒體內容，接觸更多不同溫層的閱聽眾： 

÷+DMä¨1¹ßÖÄ©NLìÅÆ&-¹+¦§Ä|�N=Æ6@�D

N¶×Î/N&7MÏ¤�Dþ#�\UN�C&�Dá6+D"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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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òA1&+D�î���¶×Lõ;-%?�Mfî1¹=NNgªø

÷sº/ÑGNLõ&⋯⋯+D¦%-�ÑGN3�ûïðgI&3é7-

þ+DèNÉÊø/Lõ&7r/��!"7R6;£K2Ô K¬ 

 

+DM0LìÅÆs:�¤&÷+DNx&!��>xK56�M�xL

ìÅÆ&+D�MÕ_äö¹Lì56&õ�1W&+D�br/��Ä|

�N�¤&¸GrNK2Ô&º+DLìÍN;<��u&÷66¸/1¼

l&�-�G3NÄ|NKÐ&�DÑG56Nx&67MÅÆ1«Ñ3Ä

|Nl&0]3�]�YXC;û6&+DM�.ö¹ßÖÄ©NYª&

�NY=+DMÕÎ&KOLY=B&-%?sºïMýß�&9¹ßÖÄ©

N¶×-%?�ýô�DN¦ÅÆ&0�6=ÆA1;£K2ÔM¬ 

 

然而，儘管臉書是消息來源，但仍有記者憎恨社群網站快速更新，且隨時隨

地進入的特徵，因此新聞工作者必須追求大量快速的新聞流（news flow）的呈現。

受訪者 F的工作模式受社群媒體宰制，因此厭惡社群媒體的存在： 

+¬¶×;Yl�&��õlM!¶×Y=&9ÓÔ7MYÍËNYc&Ð

06!ÅÆN12;£K2Ô F¬ 

 

二、記者不得不重視強勢媒體 

2016 年路透社的新聞報告就指出社群媒體超越電視，成為年輕人閱聽新聞

的主要管道。到了 2020 年，人們使用的社群媒體則以 Facebook、YouTube 與

Instagram為最多，誠如受訪者M所述，「!uWJ�ÉÊNl�t��1」，

新科技徹底改變了傳媒生態以及閱聽眾接收新聞的方式，社群媒體的出現，讓我

們接觸到不同領域、傳統媒體以外的資訊。 

受訪者 B觀察，過往在沒有社群媒體的時代，多數人僅能透過新聞管道取得

資訊，但網路與社群媒體的衝擊，加上記者的娛樂功能被要求加深，新聞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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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漸漸被虛無化。此外，「LìÅÆNL&j+D�s3&Ñ6�+D�C

ÂN>´;」（受訪者 B）社群網站不僅阻斷讀者與專業新聞媒體的連結，也

近乎消滅了人類對於長篇文的閱讀習慣。受訪者 B、E觀察，現在專業新聞的替

代品過多，閱聽眾的閱讀習慣改變，閱聽眾敘事體驗的變化成了記者撰寫報導上

的艱鉅挑戰： 

20VØ&uW�ßÎ\U�CgfÙ3�&Ð!®k%t�&÷6 Instagram

Ni%¤2&1¹YX�+N�C&0¹�C�\U�CÑÛÂ&Eb0

%kNvÔ5-¯$NeL&uWÍï�Hó��M"&zï'M®³Î1

Ù\U3�;£K2Ô B¬ 

 

+-m%L&þ¥~Å°Ó&Úá\÷�NÎ0V��¤"&9¼ÙQt

";9º1jvÔW�&!àlÍï&1Ø÷Ý©0VM"&0��ùî�&

�+Z«5-tuG�&Î0¹\U3�ÙQÇ!�;-%?'6!"l

�úI'I&6uW,-5-_�¥�ÉÊ;£K2Ô E¬ 

 

三、記者需要經營社群媒體 

 除了撰寫新聞報導外，記者還需要經營組織的社群媒體，使用它來觸及大量

的受眾，受訪者 M 表示，「õìLìÅÆ5èNx&0ßÈNl7Î't/6

NÉÊ;」Willnat與Weaver（2014）的研究也指出，有超過六成的記者認為社

群媒體可以更貼近閱聽大眾。 

 再者，受訪者 I的工作除了如一般記者要跑線、採訪、報導之外，在數位轉

型下，也受組織要求經營 YouTube 頻道，循此可發現，年輕記者除了要學習經

營社群媒體之外，亦要練就影音編輯能力： 

Úá!àl56-¦§N YouTube ¡f&Eb-%?+DÓÔNÁV�

mgÍ=cjGr½bc;�N-ªNîVz&�Hj��lgª�W&0

6+DN®NÝ©;£K2Ô I¬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7

 119 

 

此外，3位電視記者提及當前電視媒體組織會希望主播、記者可以在社群媒

體上經營個人品牌，誠如受訪者 D 提到，組織藉由記者自己經營品牌來增加閱

聽眾對組織的黏著度： 

fÝ��+D�b�x¦§N Instagram&fÝ�Mh§+D-¼lN%e

hF&÷6õìÕ12��b Po! InstagramÍ�uWsº&j��lÎ+

DNÉÊ&��NÅ3;£K2Ô D¬ 

 

過往也有研究指出，在臉書建立公開的記者形象，觀眾月可能對其抱有的新

聞專業有所期待，社群影響力、觀眾對他的信任也會隨之增加（邱彥瑜，2017）。

受訪者 H、J提到，組織並不會要求記者經營自己的社群品牌，但會命令主播經

營社群媒體上的粉絲專頁： 

+Dàl'M\±+D�xLìÅÆ&Ð6+�fi´Mh§M\±��|

S²g·&�BËN�xg\÷�NY=;£K2Ô H¬ 

 

!�xLìÅÆ0³&º-ÓÔNx&àl'MNX&Ð��Nx&àlM

h§�b|¼lSg;£K2Ô J¬ 

 

新聞主播經營社群媒體粉專是近年來才逐漸成形的現象，也被業界視為顯學

（劉佩姍，2019）。他們未必排斥經營社群媒體，但無論是組織或新聞工作者皆

必須掌握界線，經營策略必須要具備公共價值與正面影響力。劉蕙苓、羅文輝

（2017）研究指出，記者對社群媒體的態度呈現矛盾，大多數記者認為社群媒體

會降低新聞品質，但也有記者認為社群媒體可增加新聞的影響力與多元觀點，綜

上述該研究和本研究發現相像，顯示社群媒體對記者的影響利正負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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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位新聞室的社會控制與協力合作 

一、新世代記者的新聞產製概念 

（一）活潑、口語化的表達方式 

擔任電視台記者的受訪者 D 認為，他在產製新聞時最重視新聞的呈現方式

活潑、多樣化，以及高靈活度： 

�uN'1]W¦ºÉÊ«´UN¬Y&÷YX�\NÓÔb~CN©}ñ

òÉÊ&Yõ�0YXµ¶NWmWèÉÊ&º-ÉÊ�h§»>PÊ¨Ð

V¦ÓÔþÉÊèr�«&÷6h�A1N&V¦ÓÔ!WmN·«UWr

YXo&ºWmNÃ�YX�]U;£K2Ô D¬ 

 

然而，面對新聞室主管力求畫面「情緒感」豐富，要求記者呈現負面情緒畫

面時，他也會在乎新聞的真實性，並與資深攝影記者討論後，產製出新聞： 

÷6!XÉÊN%?&-¹fÝMh§�bèr�-X¸&Yõ�Lÿ!N

Èe�)¹&1|©àlNfÝD!HI´|MN%?&h§+�bÿ/È

e!Ý©ÍNç!X%&Ð6ÈeÝM�Ó'�K&+7�àl�Ó�Èe

ÝM'�12&ÐHI´h§-{�)¹�0]NWm; 

 

BW+��;ÓÔ/ÈÌè1¼ stand&ºÉÊ´W�&- standNWmNÉ

ÊN�.øä�MYXÛ&Y6>ÀEºWr�Û;+��;ÓÔ5<AB&

�;ÓÔÿ+N'N»2;Eb+BW7»2&�B�è stand&BWfÝ

�R3�HI ;́¦zfÝ-ÿ+�N'NøÕ~!LìÅÆÍ�Z�N@

=&ÐìèN�;ÓÔÅá5-0¼rN&Úá01ºÉÊ6NDWmN&

-X¸�M-Wm&Ðõìø=½X¸�_75-0Vu;£K2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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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現不同角度、多邏輯的報導 

在內容策略上，受訪者 I提出他認為理想的新聞播報形式，不再以單點式的

新聞呈現，而是從點連接到線、再到面，循此探討當前的社會現象： 

§úÉÊ6{¢ª�NÉÊ�&÷'6tÏÝØNÉÊ3�&Ýg�NÉÊ

t¼½";⋯⋯ÉÊN¾¿ÒÇ�N&Úá�MjÈ7-'3NmyZ�;

!ò©¢ªÍ+YX�wN6&þ1¼¤$�Üo;+ÒÇn���\ÓÔ

±�N&+�f-¹ÓÔMjÑ9Àc_�ºlÎ&Ï�Îr63]1ÌÎ

x&Ð\¼ÓÔN~ëg�³j¿I'1];£K2Ô I¬ 

 

（三）重視議題的延伸 

受訪者Ｅ提到，他會要求自己能夠產出更多類型的議題，而非僅有某些議題

以週期輪流產製，期待在報導上能夠破除「月經體」的議題呈現： 

�D£�\ÓÔ¬76Å}�&%L/"7"0¼&⋯⋯;+B|©1�V

M��"ä�Æ&+v"0¼_�&�1&uW�èÏ"¨�T&+�®'

LeVÉß&7ª0V�&"¯W�5_&BW7®}}ÌÕü1¹'3N

gLW&Ð9¼766Nv��%LÕ¸��ïÁû6�×'1]N��&

ÒÇ5MN&÷gbÝ©W� CP�'6�o;£K2ÔÂ¬ 

 

（四）透過讀者反饋審視受眾關注的趨勢脈絡 

據研究者歸納整理，4位受訪者表示新聞室十分在意閱聽眾對於報導的回饋，

誠如受訪者 I 表示「fÝ��ÎvÔW*g!"7NR6;」受訪者 D觀察，主

管挑選新聞主要歸依收視率，「õì�´ÄÚÚNÉÊ&Ð�.ø�oN%?&

�z1�7M±£´Ä0¼ª�」。受訪者 B 認為組織重視用戶對品牌的信任

感，因此要求記者平衡報導，但對他來說，「06í��N>�ï&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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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ÇÍó�ÉDéÇ&�/Mh§+Dè/t}yÌÍZmN>�&Yõ

�&+D]ÃÄxN1¼l&9��HMh§6�¸/Åx��r]ÃNl;o

j�/Mh§+DÎ¯W�4y&ÐÒÇV¦ÓÔ5½ªN;」 

受訪者 G提及透過「反饋」，能看出議題是否在社會或政府方掀起討論： 

+DNvÔþÆtª&Ñ-5-Úá+DñLN3�ÕèÇ'N'�&�6

�NNÃÇl�¨û6&-5-!´+LMÈ¯115<É&076í;

<_ïN KPI;（受訪者 G） 

 

受訪者 A 所待的組織近年發展 Podcast 節目有成，他也會參考收聽者的回

饋，「|" PodcastAB&vÔ�MR6�h§�b-eV]Nª«&+-%?

Mp�ÎÎ;」此外，受訪者 N認為觀察新聞流量的數據，能夠了解閱聽眾的的

喜好，「�bÈ©LÏÐ�*&0MºÉÊÝ©�-ÔS」。 

 

（五）產製內容上不同世代的扞格 

受訪者 B則提到，年輕記者會與資深記者討論，但大多時候都是年輕記者被

說服。雖是雙方討論前就知道的事實，但顯見他們仍不畏衝突，讓組織內較年長

的管理階層知道時下年輕人的想法： 

µ/²LN%?&+MmLW5<&�hä��6+DV¦ÓÔV��&¨

d�1|©7�fMV��&Ð76®�NZÔ1z!V¦lN®}j�

Ê�f;+DN�/á65|òN&M®�fV¦lN®};£K2Ô B¬ 

  

 此外，受訪者 L亦有提到新聞室長官鍾愛傳達報社性格的新聞素材，或是受

訪者 E提及管理階層對於新聞用字、傳統新聞格式與年輕記者具有認知落差： 

+DN¢ªÒÇ�b¦§Ä��vË;-%?Mµ/fÝ-�klN¢ª&

û6-�N~Ô3+N¢ª&⋯⋯;-1t6Úá3LNyÌ&yz1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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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mN;õì6�3LyÌ'Ñ)NÉÊ3�&fÝ�M<

ÓÉÊ;Ð+-µÏN6&õì-m/4|NõóWû6ÌÍ@L&6YX

'H"&0á6+D3LN^�º;£K2Ô L¬ 

 

��ÓÔ�MY+D�ØÙÓÔ®}Í-¹�7&�DºÅÆN®÷YX

-ÎÛgÉÊ-1*N���"}&û6-ÉÊ0å&�D�.0¹��&

Ð+�Y&1jvÔ'klÎ0¹��&¶�0ÉÊÆ0zW"&�D-

�H6MÎ'iN;7Yõ&t}ÉÊûléÉÊ��"/{���0�¼

½&1¹t}ÉÊÓÔ�M0]"&Ð-%?ÉÊ1YLÕ&ÑÒKd%k&

��vÔ�ù'�f{���0�¼½;û61¹~C³Ï&V¦ÓÔ'�

f&+7Y061¼Ék7õ;£K2Ô E¬ 

 

二、通訊軟體的指揮與管理 

（一）記者透過 LINE群組與組織內外溝通 

幾乎所有研究對象都提到在工作上使用多個 LINE群組。他們在 LINE群組

中接收公司長官的工作指令、聯繫企業公關，如受訪者 C提到組織設立 LINE群

組作為新聞室的用意為，「記者需即時接收訊息」： 

÷+D!zm�&��N76h§�b�C�Ð/ÓÔ&Eb�wxû6

LINE �lÐ&ä¤�ÆNÒ��H5eVßà;þÆß/NàG��0

LINE�¥;£K2Ô C¬ 

 

+D�60 LINE³ä&Ð0 LINE-Ñ¹Nfl&¦6'v'RN%?&

fÝ7MEJ0wx�¥6;⋯⋯+D�60 LINE ä¤�Æ&56�Óº

E-ÓÔ�60 LINENì5&ÓÔj�;ÓÔgB)��M- LINENì

5&LINE 7ýô"ÒS�³äN/f;+D,-1¼<àlNì5&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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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ðô�&«N-RâÉÊR30>&HI´�MÎr/;÷-%

?!ì54&fÝûHI´7MEJ|ð;£K2Ô D¬ 

 

另一方面，他們與同業創立 LINE群組，「ÓÔ�3/AL�-ì5;」（K

2Ô D）以交換採訪訊息、會稿，「永遠緊盯著 LINE」成為他們的工作日常寫

照。受訪者 H運用 LINE通訊軟體與同業的資深前輩聯繫，以求證新聞： 

+D�ü©j¤N%?&-%?MÕ±��\ÓÔ&ü©-%?Mrl&!

1¹îªN%?&ü©'1*M�Çx&÷+MÕ��\ØÙÿá&ä��

\ØÙ�M�Ó&�\ØÙM6��àN1l&M! LINEì5>mÔsh;

Mÿsh�îVþü©�ô0]&îVMrÓÔÕãLINE ì5ÒÇ61¼

uWàáNÎ&ü©�ÅÆ�M-1¼ LINEì5;£K2Ô H¬ 

 

當前台灣媒體組織普遍使用 LINE作為內部、同業溝通管道，記者們在工作

上無不需要它。即便下班了，記者仍處在隨時待命接收訊息的狀態，受訪者 I提

到，LINE群組不斷跳通知，讓他沒有離開工作崗位的感覺： 

LINE �6-ÐÑNfl&å�5-å�N8�&!ÉÊ01�&òò!å

�Ð,6M1E�/Ý©N¤$&Õ�+Dè01��6ºÉÊ-<X&Ð

-%?®å$,5-}}å$;£K2Ô I¬ 

 

（二）少數組織透過 Slack共創協作新聞室 

也有部分受訪者提到 Slack通訊軟體，受訪者 A 任職的組織以 Slack為新聞

室。Kiss（2016）指出，目前各地新聞機構日常營運最受歡迎的就是 Slack，其中

客戶包含半島電視台、Buzzfeed、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與衛報等，但以台灣的

媒體組織而言，K2Ô F¨L&「YXÉIN56�M0 slack」。Slack的功能

能夠橫向協作、組織透明化以及提升團隊士氣（Owen, 2015; Perkel, 2017）。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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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C、E、F 都提到台灣較少組織使用 Slack 的原因是，新聞室的主管年紀較

大，對於數位工具不熟悉： 

ÉÊÊfÝVÐ�5uN&�DNïðJ�H_-gR&5-¶×Lõgslack

ì5;£K2Ô E¬ 

õì60 slackNx&56ô�V��! 30ybz&ÓÔ��5!zm�&

0 slack�lÐ"&Ð+D5�N3éV�uà� 30g40yÅÆ;£K2Ô

C¬ 

 

Slack 除了實現跨地理區域的合作，也有助於消除工作與私領域的界線，同

時為管理階層形塑新聞室文化（Bunce, Wright, & Scott, 2018）。組織以 Slack作

為主要通訊管道的受訪者 A認為，他在通訊軟體上將 Slack與 LINE 做出不同功

能的區別： 

+D�N60 slack&� Lineû¿7�Û&�B+7�'®| Line;Slack-

1¼�H76�b�*6!ÞÍûÞz&̧ RâÝ©Í«,ánlÐN;£K

2Ô A¬ 

 

三、新聞室協作的三種模式 

（一）順服：服從新聞室政策 

研究一共採訪 4位電視台記者，3 名電視台記者提到電視台步調快、報導內

容大多由編輯檯決定。如同受訪者 J提到，「!w.´Nx�ù5-%L�fÝ

argue£Â<¬;」受訪者 D也有提到此狀況，記者能左右報導的空間不多： 

+¦§È©&àl�ÓNÓÔ'tM�fÝºð&Úá!12%L7ó�

I°"&+,v%L�fÝºðª�&uÓs�6J/ª�&+7®+N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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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Õ[ô0¼R);⋯⋯ÓÔ1EbW�5-ÉÊ¦:&�6HI´%*3

��C&+D«H�HI´³ä&h§HI´�b1�+D�1ÞÓÔN¡

¢&!';<¦§&';<�lNXéz&þÉÊ>�LW;ÚáHI´L

ª�l�-%?6�¯KN&+DHèN76þ�ÇN12áé1Ë1UN

ÿ�HI &́:�DW%*,N0]3�JãÓÔ�b3�°�C�6:H

I´%*;£K2Ô D¬ 

 

受訪者 D 還提及記者提供新聞訊息，而由新聞室長官決定是否採用，有時

候組織也會直接指定新聞題材，指示記者達成要求並完成報導，他以「點菜」的

方式形容新聞室的現況，負責購買新聞食材、擔任新聞主廚的記者不能擅自篩選

新聞，只好轉念把自己角色定位成「公司員工」，而非被人民賦予第四權角色的

記者： 

fÝ7÷gÖ1]&g0÷NÍNçäºÉÊ;⋯⋯&-¹ÓÔ3�9�{²

]¦S×$120�k�gû6{��ØÙ�/1�ÖÚ�N0�ÉÊ�Û&,

Õ»2B7&Ð+D56h¿Ü0�ÉÊ&+ÝÞ�M�'®è0�ÎßÉ

Ê;0¹ÉÊWò�tW¦ñ�àL&5Ö5àN¤$&-%?ª��á�

Îâ&+DÓÔ�M�½ã&0á6Ý©Í�+��È'tÑ)NÝ©�C&

Ð7Mü¼Éÿ�¦§{+76WÝ©N&�'N÷0V�X¸;�£K2

Ô D¬ 

 

甚至，如受訪者 F所述大多數的媒體組織，「�/,6M-kÛÉÛ&Eb

,6:ÉÊë%*;」他甚至還提到，雖然組織沒有要求記者點閱率的要求，但

仍有考績壓力，而且考績是由組織主管主觀對記者的評價：+D�5-g!ø

KPINÃ_&�ä�N6ÎZ&EbM-g�È;£K2Ô F¬由此可見，能

否符合組織要求，有時成為評鑑新聞工作表現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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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I則透露，組織內部主管對於政治類的新聞「ä�6fÝ¨Ü&'t

M:+DÓÔW3c;」但若是對特定議題有新意，可以透過報稿與他們討論，

主管也會適時給予建議： 

h0éªNè¢ªNx&+Dä�M"3ÿÝ�fÝ&�MÎª�6eV&

N�%é�{bcÏÐ>�N&,-1¼fÝMÎN��760¼¢ªx

BN¢ª-eV&÷6¬§4éª'M«-Î¬§4&,-�Hå/yz1

¼my6{|�}�û6´+M'M�{FB}�&Eb+D3cN%?ä

�'M«-3¢ªù�&,-¢ªxBN¢ª;£K2Ô I¬ 

 

由於市場導向的興起，商業媒體面對商業利益仍是重大考量之一，因此現今

的媒體現況演變成「新聞價格」重於「新聞價值」（李祖舜，2004），同時，記

者受廣告主或受訪者「馴化」（tamed）。受訪者 C在新聞產製經常遇到新聞室

認為，「+D6ñ/ÉÊ&3�N�6àlÕ�ug�Õu&�ä!<gÍ&û

6ß/YZuéX&7'�70ä¼my;[0W�&uàlYZ�éX&+D

àlM3�&Ð6�àlYZuéX7'1*M3;」而受訪者 O也有提到他所

待的組織也有此情形，是故報題時題目上也有限制： 

G�Næm-éËNíwgvÿ�û�NSc&÷ABLç-%?MËN-

xª+&Eb-%?è1¹ª«M-i�;£K2Ô O¬; 

（二）協商：記者能與管理階層互動與溝通 

面對掌握權力的媒體組織，多數記者還是願意與新聞室溝通，受訪者 K 有

提到，他們組織每週固定一次開會，成員事編輯部主管與記者，成員會在這時間

討論接下來一週的題目： 

+DNÝ©Ícy¦�+á6oN&�b��/5<NèNª«&ñòl�

6&\µ1|HIM&�5>5<01µN"Nª«&5>mM-ÓÔ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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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W�M÷ª«W|M&!0¼M>muWM�fç¹ÉÊN�

û'�;£K2Ô K¬ 

 

而受訪者 D也有提到，他作為記者，同時也是幫公司把關的角色，因此當新

聞具有風險，他會與新聞室溝通，這也是在幫保護自身權益： 

õì-µ/fÝ¨Ü+èNÉÊ�+12LWNÉÊ-L�N%?&+M�

fÝ³ä&Úá0]6Ô¦§þG�6ÔàlþG&+Mÿ�fÝöJÉÊ

Nðè&!&+�M�àl�+NEñ&Úá0]�"AB�YX'MQ3&

LéNx&«-¦§1¼lé;£K2Ô D¬ 

 

此外，過往也有相關研究指出，當新聞系學生在校內實習過程中，能夠自主

決定題材、寫作，能夠讓新聞產製成為一件快樂的工作（潘乃欣，2017）。當研

究者進一步詢問受訪對象發現，3 名受訪對象表示他們所任職能夠給他們「題材

自主」，顯現儘管許多組織限制記者報導題材或內容時，仍有組尊重記者專業，

做出專業報導，誠如在非營利媒體的受訪者 I所述，「+D56NÓÔNcy¦

�+o&Ð6õìN÷ú/w.´1]&Mè÷6|êu�Ý�ð_N�ë&9

fÝ7'M�è0�ª�;9õì÷+D6è�gªû6pë3�&fÝ7��

+DeL&⋯⋯fÝ�Mz%f�lyg½£�C&�À�ä�jéXNÏÐ�

îÜo;�受訪者 A、N、E也提及組織給予記者新聞自主，研究者亦觀察到組

織若給記者較高的新聞自主空間，可強化記者對於新聞志業的承諾： 

56�h§ÓÔ¦Y+NÕ¸¢ª&'6�/¨Ü�6N&�D!�j+

D0¹V¦ÓÔ¦§3ª;£K2Ô A¬ 

 

�/�'tM/ÓÔ&Ð�M¡¢ª«�bîV]�êg¸Åg&ÐõìÓ

Ô"NªA-�g-Û³&�ùÍ�/�'tMìiÓÔt�;£K2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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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oN&ÓÔ6�b-��xN¦:;£K2Ô E¬ 

 

（三）從單打獨鬥到團隊合作再到跨組織合作 

多數受訪者提到現今新聞產製多是以跨部門的合作方式完成，5 名受訪者提

到，現在當記者還需要與外部資源共同協作，除了取得更多元的技術外，也讓議

題在不同溫層發酵。誠如受訪者 A、G 都有提到現今新聞工作都須跟不同部門討

論，擴大閱聽眾對新聞的想像，像是新聞圖表、數位專輯、影音報導等，因此溝

通協調能力在今日的新聞工作上更重要，許多媒體組織對於記者的工作模式不再

如過往獨立作戰，尤其「bKdÅÆûSùÅÆW�&,ËN�IíÓ ³äN

H_」（受訪者 N）。 

!+D56>m�����N�'3Ó 1¯5<&Í���êÓ 5<Ö

ZNÃ&Ãl�Nx76Ý�eNÝ©;⋯⋯÷+D56�äYÉ×&

+NÕ�jMN�Ô=±!�îN�c&0¹�6+NèN;£K2Ô A¬ 

 

+öNÅÆ56AÉÅÆÓ ù�6��ÝN'(&NiT��íÓ ³ä&

NiT1¼ugª&76NíÓ Ø{&BÛ9%?&+D�NèLì&�

Nè;+&-¹{©êW&ËNÉÊNL&9¹���6+W"&+3%�

NèuNgª;£K2Ôï¬ 

 

受訪者 K 則提到他為記者除了產出每個月固定量的報導之外，也須跨部門

籌備線下活動： 

+\¼äuàñL»/ðÙ3�&1Ùä�1�ñ½&��Az+-%?,

ËNòI1¹ÞzN«¤&06W-íÓ N«¤;£K2Ô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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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M 更提到，目前的工作需要尋求外部資源共同合作，「+DróX

1¹zÓ�ò&÷6¸{G0V�g{0ïÁÎ´+�{©&ÒÇ0¹�6+DÓ

Ô�NÙIºz³äNH_;」 

 

（四）新世代記者理想的共同協作方式 

新聞自主是新聞工作自我認知重要的一環，同時亦為學者在研究專業性中所

認同的首要價值（劉蕙苓，2011）。本研究的目的即是希冀能夠透過與新世代記

者深度訪談，整理出他們對於新聞工作的想像與理想的工作環境，而「理想」本

來就有不易實現的特質，研究者認為理想的設計亦來自於設計好的社會制度，儘

管落實不易，但這些理念的提醒，總能讓新聞室在共同協作上更有方向。4 名受

放者於訪談時，有提到新世代可能理想的管理階層編輯政策、主管領導方式與工

作模式。 

 

1. 管理階層的編輯政策 

4 名受訪者有提到現今組織內部在編輯新聞上更重視新聞標題（以下稱

「下標」），而業界的下標與新聞教育中的新聞報導技術養成仍有落差，乃為

學術與實務上的認知不同。儘管記者們在寫完報導後下的標題，但編輯台仍會

以市場考量做修改，如受訪者 H所說：「÷+DÓÔzN-ª&/HIë�M

VHI'Ó」，組織為的都是吸引更多的點閱率，受訪者 A也表示，當他所寫

的報導標題被改掉時，會引發他的不悅： 

-ªV'N%?9%?+7ßà'ô;[0W�&�/Åá0¼-ª�4

+&Ð+ÎWßàõ.&+M�Z�;ÅÆ'6'H-yÌ&ÿª¨d6

!6'6[<NÄû6ÅÅ&÷'66[<5-yÌ;£K2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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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K也提到，在新聞產製上，記者與編輯在標題上若有異議也會進行

溝通，不會放任新聞標題只求誇飾、吸睛，甚至與新聞內容脫鉤： 

+D�HIä�'tM-²L&Ð,6-¹éXMËN³ä&Yõ�z

-&+Åá3�N-ª�b¥|&'H-�C�-ª[<')NX%&û

6-ªzNtö�&�jvÔZ�ly��C'1];£K2Ô K¬ 

 

而以新聞選材來說，承「服從新聞室政策」當節描述，受訪者 C所任職的

媒體大多以規模大的企業為報導主軸，然而受訪者 C則表示，「õì+3�N

àlÏÕYX°ámNx&+M"�1g」。 

 

2. 組織內部主管領導方式 

首先，以主管領導方式來說，受訪者 A以此形容，「+DÅÆYX÷6¨�

Nly&÷6�e÷YZ1]」 

 

受訪者 B 仍認為組織內的資深記者在討論新聞題材上能夠給予年輕記者有

利的建議： 

N-£ÉÊÇ)ÍN¬g/*+g�HI{©Ï&�\Nl�b��6¡¢

�5<Nª«NÏ�&6YXT®NX%;1¼c�NÓÔ&6-!ÅÆ5

6Ç³Ý©ÏN&56YX-�÷NØÙ&÷6-rÏÉÊÌ&�b¨�g

�65<©%&�HN��0]NÏ�&AB�Hc¦1m;÷!��à

BÓÔû6��LìÍ¦§Õ12"©Nl&7�HM-1¹�'�fNÉ

ÊfVj"©ÍN-Hû^�º;£K2Ô B¬ 

 

受訪者 G 則舉例他初入新聞場域時，他與資深記者共同採訪，資深記者明

白受訪者 G的弱項，於是採訪之後，直接讓他撰寫報導，而後透過實務練習，讓

他更清楚在報導上還需進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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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ÓÔg�/á3ñL1¼¢ª&⋯⋯��f+"c�

D&�7ø+¦zþc_"LW��&+7�÷!"©/&�7º-+"L

WN3��'5ß;Úá0¼áùW76�N"N&�«6�++³&+Î

[�Nc_AB¬Z&{áeV+D�/31¼12Ì"&�B+D�1

¯g2"1¼l&�"LWN���+"LWN���b70V�&áeV

+MùK0V��¤�&0j+�úû; 

 

H_ÍN'3&76�uNXY&��l��ÞÍÓÔáeV3��"1]&

"1]6¦§Nÿª&áeV+D'H"L�¿l'1]N��&6þ��

®NtZm&�MuW�"1]N��&ÚáuW�Vüý1]N��;+

�N«N-H_&7�bb"L�¿l'1]N��&����NG�ÓÔ&

7á6�ZfÎ&Ð76�b~L�ÛNëUûþþ&9¹�\ÓÔ�6�

uW��1]Nÿ�;£K2Ô G¬ 

 

3. 組織內部的工作模式 

受訪者 F提及，多數媒體正面臨數位轉型，「uW|©..�NØÈ+j

êv+&K·gïÁM�îNNX&-�H6ÓÔNYMN��"&⋯⋯�H6

56ËN-¼ PMW³ä⋯⋯&÷6jK·��Ígû6jÝ�ejÓÔ�Û³

ä;」「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r, PM）常見於科技產業，是一個跨部門溝通

的角色，在新聞組織中，因應組織過往一人輕裝報導，到今天已為「團隊整合敘

事」，如今出現 PM，又稱互動記者（Interactive Journalist），這角色不僅要了解

記者目前正在做的新聞內容，還要規劃時程、發想與讀者的互動模式，如今《聯

合報新媒體中心》、《天下雜誌》、《報導者》都有該職，儘管不同組織的工作

內容有些差異，但共通點都是「管控規劃專題」與「溝通不同部門」（Mimi Chen，

2017年 9 月 29 日）。因 PM具備多種產製技能，能夠作為文字與非文字工作者

的溝通橋樑（游禹棠，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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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者 A提到組織也會依照各部門的長項進行如讀書會的分享，「+

D\¼äM-1�&56>NÝ�e3ÿ!-eVÉNåæ=Æ」。受訪者 I

的媒體組織也會在固定時間，有外部講師為組織內的新聞工作者進行數位匯流能

力的培訓。 

 

肆、小結 

本研究受訪者投入新聞工作之際，正值數位新聞室蓬勃發展，如今新聞室與

過往不同的地方在於數位科技日新月異，媒體重視量化成效已非新鮮事，但越來

越多組織更重視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媒體組織透過不同網路平台多角化經營，如

Podcast、資訊視覺化、跨媒體敘事、社群媒體等不再如過往僅有傳統管道輸出新

聞，並非未來趨勢而是現在進行式。近年新聞媒體產製方式改變，是 1990 年代

後網路興起後的另一次挑戰（劉蕙苓、羅文輝，2017）。研究者進而發現，新世

代記者會透過觀摩同業作品、定期參與新聞相關聚會或社群媒體的線上社團發掘

所具備的數位產製能力來提升自身技能。值得一提的是，沒有受訪者排斥多工的

新聞室，多數新世代記者認為隨著科技快速演變，本需培養數位工具的應用力，

除了讓讀者能快速理解新聞外，亦能增加閱聽眾對新聞品牌的黏著度。 

在社群媒體方面，Ekdale, Singer, Tully, & Harmsen（2015）研究發現，年輕

記者易採納社群媒體作為新聞產製輔佐工具。本研究受訪者並非導向社群媒體會

帶來完全正向或負面的影響，而是如劉蕙苓、羅文輝（2017）研究結果相近，新

世代記者對社群媒體呈現「既能提供素材、擴大影響力，但又怕被取代」的矛盾

情結，此外亦有記者在社群媒體上透過經營組織以外的個人品牌，增加閱聽眾對

組織與記者的好感，但社群媒體使閱聽眾分心也是事實。循此研究者發現，社群

媒體帶來敘事體驗的變化成了記者撰寫報導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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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研究受訪者透過社群媒體得到反饋，新聞室管理階層亦十分在意閱

聽眾對於報導的回饋。然而，數位新聞室除了產製技術創新，也須面對管理階層

如何管理不同世代的記者。新聞室始終由「人」所組成，人才產生了管理，現今新

聞室大多藉由通訊軟體、數位工具進行新聞產製，勢必改變過往的新聞常規。面對

此衝擊，本研究受訪者展現他們產製新聞的概念，除了更活潑的表達方式，運用議

題延伸達到不同角度的報導。此外，近年國外的新聞室出現新的工作職稱「專案管

理」（Project Manager）為個組織的橋樑以及建立標準流程，讓組織中各角色能夠

知道如何參與報導產製為本節重點之一。 

他們從數位新聞室感知未來新聞產業趨勢發展，讓他們成為不可取代的新聞

人才，舉凡數位新聞產製、跨媒體敘事及團隊與組織合作能力，皆是他們在數位

時代相較資料較深的記者的強項。別於在學期間將新聞視為社會實踐理想的工作，

投入記者行業後，每日的新聞實踐，數位新聞產製的硬實力比想像中更為重要。 

 

第四節 新聞職涯想像與未來新聞產業面貌 

組織中新聞實務的概念會影響到職涯的想像。本章前三節討論新世代記者

進入新聞行業的動機、角色認知與數位新聞室的關係與互動模式，能見到整合

產製多數媒體的模式、多平台傳播已成為新聞工作的常態，如何檢視新世代記

者的職涯在多媒體匯流新聞室的規劃與看法為本節主要討論。 

 

壹、新聞產製不再有固定模式 

一、記者同時重視組織與個人品牌 

多數受訪者提到他們認為現今新聞媒體該有的樣貌。受訪者 L 認為把新聞

組織品牌化，成為閱聽眾值得信任的新聞媒體是他嚮往的品牌樣貌，「÷6Ø|

N3S New York Times&ÑYX÷61¼%e&÷gÑ��!�&¦�+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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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如本章第二節提到，閱聽人相信的是「品牌公信力」的存在，新聞的

公信力到最後一定歸結於品牌。 

同時，受訪者 O 提到組織透過沙龍照、作品集讓剛進入新聞行業的記者了

解個人品牌的重要性： 

56�Mh§+D�x¼l%e&Yõ�:HI¦%-"+DµË#=&q

z¦§N4n&56KÞM-Eb+D¦§N©%&Ð'Mh§+D�xS

g;（受訪者 O） 

 

比起組織品牌，受訪者 D 更重視個人品牌，主要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專業被

看見： 

+$gYXRÈNÎ}&÷64÷G´&«68+�tª'1]&7M��

z1¼M'M6+D56ãw.ÅÆ'M¾W¾ÛÐMVNX1*Nü1&

��ÅÆß/�!®&NîVþ��_/KdÍj��lWÎ&N)N�ë

U�x;+!N®}6&N�x¼l%e&��-1÷w.´%x¶dN

%?&9¦§,-1¹KdN8wûH_&,Hc«¦§;£K2Ô D¬ 

 

二、比過往更強調新聞的互動性 

因應新聞匯流，新聞媒體組織在內容產製、露出平台和記者專業技能上的轉

型（林翠絹，2018；Gordon, 2003），這對新聞工作者在實務與數位工作流程上

具有重大影響。數位匯流與社群媒體帶來人們使用行為大幅改變，記者面臨一人

多工的工作模式。傳統媒體鼓勵記者遵循編輯政策，開設 Facebook、Twitter 等

社群媒體，自行開發議題、進行資料分析、撰寫採訪稿、拍影像、經營社群媒體

與閱聽眾互動（何國華，2014），如受訪者 A、E所提及，無論在文字報導或影

音新聞，各家媒體更重視互動的特性： 

+DÝ�eè"��3��b0Nïð�Cg#ªgj¤�K·;（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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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Î &'()(*+&+È©/ÉÊÝ©Ô��.j¤0¼Ós&

06+D/WNèN=Æ;（受訪者 I） 

Q

然而，互動就能吸引不同溫層的觀眾嗎？受訪者 M 以在報社嘗試產製數位

專題，「ÉÊÅÆè"��£j¤�¬K·&ÐÈ7�¸'/3�!ç>&+D

!èïðK·N�63,j!Ã-;」王維菁、馬綺韓、陳釗偉（2013）在網

際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之研究也指出，當一個同性質的團體在網路使用上容易造

成資訊迴圈，換言之，訊息只會在一個小群體中流動，進而形成相互取暖的現象。

亦即，回音室（又稱同溫層，echo chamber）時為現今難以忽視的社群媒體議題。

如何戳破同溫層？在科技平台獨大的數位時代，《華盛頓郵報》運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取代編輯，當網友閱讀某篇專欄或評論，最下方會

產生一個欄目「針鋒相對」，自動抓取不同意見的文章，提醒還有其他思考角度，

避免讀者偏聽（轉引自黃哲斌，2019）。面對意見分歧或無法將報導傳達到異溫

層是我們社群時代的課題，善用社群而非被社群綑綁，才能讓彼此一步不相互趨

近。 

三、重視數據解讀與分析能力 

任職於不同媒介型態的組織之記者們都認為「NM{vïÁ」（受訪者 J）

是身為現今記者的必要能力，透過解讀數據與數據分析，能夠產製不同主題、類

型的新聞，亦能從數據中觀察到社會現象之轉變，5 名受訪者提及，透過解讀數

據能夠在內容上做更多變化，這構成產製新聞的要素之一： 

Yõ�ütÝð?¦Vë.ïÁÑG�C&-%?ËN�Á�D�NïÁ�

1¹�CÍNýU;£K2Ô J¬ 

 

£ÓÔ¬N-{vïÁÆrNH_&1*N-ïÁ�Hè��éX&0�6

�ÉÊ³ôNªÒ41¼&76NiïÁ&Ñù�6�NN#�;£K2

Ô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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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Ás|NH_6ËNN&⋯⋯Yl�&+�!5ÉZ/guYZ�Ygk

àYb3/lï&ÚáÒÇ+D��Ó¬zCê5[ØN;⋯⋯¦6�f¾

�ïÁ&7-¾��bè&Eb{vïÁs|NH_5N;³[¼0_&

+AØ-¼ØÙ�!èt}0�u± &�N5\1�t}0�&N5y�

��°t}0�&Úá9ßà�G&��w�u&+9%?®�õì6+N

è0��5ÖÑN&@�N0_�b�f+è'èr/;£K2Ô E¬ 

 

�/-mÏ!V¦ÓÔ¨dN-0lmNH_&��-mÏbØ�!N

ÉÊ12Õ�'1]&÷6bØ,60cS"c&÷!V¦ÓÔ�Û�I

data journalism£��ÉÊY¬ÑGNH_;£K2Ô K¬ 

 

+D,-ÖZÑGNKÞ&÷6 infographic&+DM®Õ¸1¹�ÖZÑG

NÝ�&3%&�M¸1¹ïÁÑGNÝ�&÷6K·5ÃgRåª&+D

�«H¦§1Ïû6ÿÝ�eÂ;£K2ÔM¬ 

 

ÓÔõì�bHIÎiïÁ&�g{vÑ&0ÒÇÇúÍº-ÉÊÄ�&û

Ô6!¸ÉÊëU�6-ÔS;£K2Ô N¬ 

 

四、電視記者「演新聞」工作常態 

即便網路這一塊行之有年了，但中天撤照一事使新聞媒體尤其電視台產生重

大轉變，受訪者 D透露主管要求記者在電視新聞連線時，「假裝如中天新聞台在

YouTube頻道與網友互動，使記者必須演新聞： 

@4÷V<=AB&�D!KdYDr-8-F&+DfÝ7NX+DNè

.Þ&0w.Nl��B7j¤&7��{Ki®�f......�&�76�&

4÷!KdÍM�B7j¤&�ÏKiNR¨R�KiNÿª&÷+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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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Í�{Ki®�f0¼ÿª&+DWáuW{��&Eb��ÓÔá"

97"é&7rs0@NèÉÊ;£K2Ô D¬ 

 

五、社群、影音與視覺化內容為未來趨勢 

由此可見，新聞匯流衝擊傳統媒體，幾乎所有新舊媒體都在嘗試新的管道、

素材、互動方式，試圖抓住閱聽眾對媒體的目光，尤其運用社群媒體 YouTube接

觸年輕一代的觀眾。 

¦$è_ü/KdbcKdÅÆÍ&w.´ó�á62.ñ/&V¦ló�

'tÎw.";ÑÒ!4÷ÉÊ´VG´AB&�DÍ YouTube E�&

S²lïóÔ/�73l"&{�73�0¼ï½ºw.´÷ª&Ç!6t

ö�;-%?7M®4÷!G´/r'6'ÛNéX&�D��6mO�

�"Kd#Ì&á6Vø±ü1&�á6mOþd&0�6w.´z1¼=

Æ;⋯⋯&!V¦l�«ÎKdÉÊ"&Eb+�w.´ó�á6×2.

Nñ/";£K2Ô H¬ 

 

此外，電視台記者也常自嘲電視新聞是「×2.ñ/」（H、I），受訪者 H

說，「+DEèNïðü1&þg%mNÉÊø/ YouTubeÍ;」受訪者 I觀

察現在閱聽眾都從網路看新聞，尤其「互動」更為新聞產業中重要的一環。組織

內部高層亦把電視媒體轉型為社群媒體、視覺、網路節目列為未來趨勢： 

+DNfÝ!�.KdNÓs&ÑÒ..�NÓs&Eb!M�

YouTubeØ�&!D|w..yKd61¼=Æ5-A&61¼ÉNÅ4&

�-¹ÓÔ,6MÅá0]_è£ß¨w.6×2.ñ/¬'f;÷+D

!���Î YouTube&+È©/ÉÊÝ©Ô��.j¤0¼Ós&06+

D/WNèN=Æ&�"LìÅÆÍ-SgAa�ÉÊAz&�- YouTube

¡f&Eb/WM�yþ YouTube èr��4&þÆ·mNØTg.�N

�ê&/W�M|yKdÁ«&h§�bCÁ«a�LÕ;£K2Ô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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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記者職涯考量與未來想像 

一、理想與現實的扞格 

研究者發現，受訪對象與他們對於新聞產業的熱忱及當前新聞職業的觀察結

果相互參照，現今新聞工作惡劣的勞動條件成了選擇「志業」時的主要推力，然

而新世代還未走入家庭階段，仍可以選擇能夠彰顯自我理想的「記者行業」。他

們因「理想」入行，也因「現實」而離開。 

受訪者 A認為，「èèNMZ�0Ý©Û÷5}}è1Ù_&õìNNXZ

«%úNx&0�NÛ÷5}}5=¦§N%LW{%ÿª」。受訪者 C也有提

及相似的論述，「÷6��/lZy1¼�m&¼½¦�76u�w";」這

與劉蕙苓（2020）研究結果相近，年輕記者面對薪水成長空間有限時，會促成他

們離開媒體組織。進入新聞領域時，新聞的興趣、工作模式、熱情與工作上得到

成就感都是拉力，但若進入人生下個階段，無法繼續恣意的熬夜寫稿，此時勞動

條件成了離開新聞領域的推力。 

然而，面對薪資窘境，受訪者 G對記者勞動條件不佳提出看法與解方，他認

為會做記者這份工作的心態本身就非以財富為導向，但可運用新聞所培育之書寫

能力增加自己的額外收入： 

ÓÔ¼½oÂ&-%?6¼l�b¬YN&0�NÎ¼løU&0�/4¼

½6ÎH_��£Ì�gJîÂ¬;ÚáÓÔ76=½Ý©Ô&Eb76{"�;

ÑÒ&ÓÔ!l=åY>m&¯¼á�ÛNÝ©&ÐÓÔN¼�6-÷vü

N&³o�'Ho/ç>Õ;!0oÝ©>m7NÅ�/6'�HBu´&

6'�HV�ñ3&Ð�b¦§øU&6,6�b%*6NË3ûP3;£K

2Ô G¬ 

 

此外，在選擇職業的過程中，個人動機是本研究的主要依歸，但家人、同儕、

師長等重要他人仍會影響他們的職涯選擇，相對本章第一節，重要他人影響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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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入新聞行業，反之也會影響他們來去。誠如受訪者 F與 P所述，他們都有說

到家人會是他們是否繼續從事新聞工作的變因之一。受訪者 F 是因爲家人希望

他可以返鄉工作，在新聞工作集中於都市的現今，若離開北部，新聞傳播相關工

作機會及少之又少。 

+¨d'M1E�!"ÉÊ&WlMh§+RóÓ&!fÓÔû�61¼l

}&ÐõìR´óNx&7'1*M®³¦ÅÆÝ©Ô;£K2Ô F¬ 

 

而受訪者 P的家人則是認為「uWºÓÔNÃ�'tÛ&�DME6+}~

Õ708½」，同時身邊同儕對他從事新聞工作無正面回應： 

+Wl�'93+¦ÓÔ&!uWºÓÔ�-gôÖg#üc�&÷6K

i�N{�%'v×&fu¦ÓÔ�&⋯⋯îÍÓÔN¼��'o&+�>

Nl5eVl�¿+è0lmNÝ©;£K2Ô P¬ 

 

面對受訪者 P的窘境，這個結果與陳銘薰、洪敏莉（2009）的研究相近，在

華人世界中，傳統仕大夫的觀念影響大，對於職位或頭銜等社會認同度相當在意。 

 

二、新聞作為其他工作的跳板 

多數受訪者面對這題：將來的職涯規劃還會繼續待在媒體嗎？均抱持著近三

到五年還是會當記者，其一原因誠如受訪者Ｃ所述，「-¿NÝ©N�H+&+

'M�sè1Ù_NÓÔ」，他認為記者所培育的能力並非只能從事新聞工作，

新聞學歷背景還是具有特色與優勢，但他們更能在轉職領域贏得注目。而受訪者

J也說： 

�b¦ÓÔ¦¼»gËV;ÚáèÓÔYX-: U&�61¼nÛNÇü&

ABõìNÀÝ©Nx&�H¿l�MÚá6Á�¦ÏÓÔ&EbH_¨d

,'A&YXÛ¸z1oÝ©&Eb!�r¦¼»gËV£ÓÔ¬&-g

�ôä³üD;£K2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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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 B認為新聞工作讓他們深具意義感，這也成了他繼續

做新聞的動機。受訪者 D 則認為掌握少數資源的工作，像是一手資料，以此為

榮。 

j+±£èÉÊN¤È6&Úá+5}}Ï5-ßà8NlZ&õì3é«

®gB´&{ÛEÞ;u�&�D�H�<òg�-o&Ð�DN����

76{B´�g{þñ%=r�Û�&ï½ÍwUNäX&º+W��½o;

（受訪者 B） 

 

w.,61¼>-�ò&9+DH¬Y>-�òèÑGÝ©&j-²?;（受

訪者 D） 

 

參、台灣新聞媒體的未來策略 

一、與時俱進，合作綜效 

在內容形式上，受訪者 E認為未來台灣的報導會走向「�ÁU」，有以深度

報導、調查報導為主的新聞媒體，也有以短小輕薄、軟性新聞為主的新聞媒體，

「YX\UN3�&�HM6+DËNN」（受訪者 E）。而在內容方向，受訪

者 B則爬梳自身的經驗以及觀察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平日的累積，他認為： 

ÓÔrs follow0¼�/NÄMÅÆ!èeVé&÷6Þ@AàgÞ1%à

!èeVé&�BvÏ�DHIëNÉ×º&0¹6�b¦YN&�ËNÎ

ÉÊkfÄMÅÆûcyÓÔN3�&-¦§BC!0¼'(4;£K2Ô

B¬ 

 

二、寬頻與多螢服務的應用，快速改變新聞產製流程 

在新聞產製方向上，受訪者 K提出見解，他認為，未來記者不能只會做文字

上的採訪報導，影音能力甚為重要，受訪者 F也認同。寬頻與多螢服務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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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改變新聞的作業流程及組織結構。近幾年，閱聽人吸收新聞的方式改變，短

影音已成蔚為風氣，影片點閱率超過文字報導的瀏覽率即為證明： 

!NÓÔ'H«è56YeNR)&'H«M0=½3�&;+H_�

N&⋯⋯+Mh§/W�b�;+ÓÔ{©&Ð6";+ßDEù;（受訪

者 K） 

 

;+M¾W¾N&÷uW�|©è F'GHû!I;!NÅÆ!CG��;（受

訪者 F） 

 

三、媒體組織勢必改變經營模式 

目前台灣的新聞媒體分為兩種，一種為商業媒體，主要收入為廣告營收與付

費訂閱制度；一種為非營利媒體，主要透過募款維持營運。其中，廣告收入仍占

媒體營收的高比重（黃家茹，2020年 6 月 25 日），「E-ÅÆ�!Qñ¸'/

ÅÆÉNqKl�」（受訪者 E）。他觀察到，目前媒體還是以如小報的軟性新

聞（soft news）在養硬性新聞，換言之，媒體靠閱聽眾點閱率高的娛樂新聞賺取

深度報導的產製費用。過往研究提及，強調娛樂導向的軟新聞，對新聞本身以及

新聞所報導的世界，都有可能產生有害的結果（Harcup, 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

2011，頁 286）。受訪者 E與 N分別提出，他們認為媒體營運目前遇到的困境以

及問題，亦即，現今媒體該如何找到永續的經營模式？ 

ÅÆ1EbW&�6b�+ÉÊW¥l&�BWcÌ+ÉÊg± 3�&Ð

0!Kd%kó�DDVÃk&÷6JJKKÉÊó�6�B,�b?W¦

�+ÉÊN��&NZLeV�/WN��&ó�'�f";£K2Ô E¬ 

 

@ÕV/0V&uWÎöÉÊNëU-¹'ý"&��LÈ6üÈ&!Y

XuNÿª,6{ÅÆNîV¸/ÉNú/Õ�ã�&¸/1¼gB´0�

6�FNfl;£K2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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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營運上，「h§uW�b¸/YXÔÒNÉÊÝ©'(gÔÒNx¯

Õ�」（受訪者Ｅ），「�ÛN.y6uW�ßá"ÉÊó´&9ÉÊÅÆ7'

MVM�!vÿÍ」（受訪者 C）。過往，一些資源投入較高的商業媒體在網站

上也有採取會員制的經營模式，但事實證明無法鞏固用戶，進而影響流量。而現

今非營利媒體則是以「捐款」的方式營運，面對此現況，受訪者 E則表示，「+

34NÛÅÆ&,6÷3�Ô0]NÛÅÆ&Ð+h§+D�b¸/ÔÒN�û

Õ�&'N1÷/��,{lm�0�6'ÔÒN」。 

現在大多新聞還是以免費的方式觀看，閱聽眾對於觀看新聞「使用者付費」

模式也尚未成熟，因此研究者認為新聞商業模式的盤整與閱聽眾觀看新聞息息相

關。受訪者 I也說，「/WÉÊÅÆN´µ6&¨dNÉ¡yÈ7ÎÉÊN-

o;」由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一同改變新聞環境。 

 

肆、小結 

在進入新聞領域之後，本研究受訪者在職涯考量上以「實踐興趣與理想」、

「培養一定的才能」為職業的主要考量。但是否將新聞視為「一生志業」？僅有

1 名受訪者承諾他對新聞的熱愛能夠在新聞產業上待上一生： 

+è0¼ÉÊÝ©Mè1Ù_&!��l.Kd£ÉÊ¬&��3/�D

|01�&-lÅá01�5-YD+7D|"ûÔ6ÕèàG&Ð+kl

0oÝ©&Eb+,6Mb<X±£èzÕ&ÒÇ+�Mg-ÙmX¸&Ð

«N+,-<X±£èzÕ&,6Mbw.ÓÔá²。（受訪者 D） 

 

然而，本研究多數受訪者仍以勞動條件低弱、重要他人的人際影響作為依歸，

僅表述近 3-5年仍會往新聞領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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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未來趨勢方面，新聞產業皆面臨商業模式與新聞本質的挑戰。媒體

組織必須有健康的商業模式，另外也須強化閱聽人對於新聞「使用者付費」的概

念，否則造成媒體產製上新聞品質惡劣、招攬不到適合的新聞人才之惡性循環。 

數位產製技能方面，多數受訪者表示，採訪寫作雖為新聞產製的基本功，但

在新聞工作場域不得以此為唯一技術，必須加深加廣自己的新聞產製技術能力與

基模，像是數據分析、數位工具的使用以及新聞實務以外的長才，這些都屬新聞

工作上的一大利器。若新聞技術教育能夠加強這些技能，或許能夠增加新世代新

聞工作者的成就感，進而影響他們對於新聞工作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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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本章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呈現本研究之研究發現與建議，第二部分則反省

本研究受限之處，並為後續記者相關研究提供相對應的建議。新世代記者是隨著

科技演變的一代，他們在新聞室中添加很多數位科技的元素，研究者想呈現出研

究對象觀察數位新聞室的利弊之處。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與討論 

壹、改變中的新世代記者 

一、運用數位工具進行多工採寫 

由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中得知，數位工具為近年新聞產製的必備配件。記者需

掌握閱聽眾吸收新聞的最佳方式，研究對象提到他們需具備數位工具意識，並非

直指寫程式，而是理解數位元件與文字內容搭配，並結合不同部門，甚至是不同

組織共創新聞報導。 

其次，他們均提到組織對於影像內容重視逐漸提高，原先僅需負責文字的報

社記者，現在也需產製短影音報導。因此，研究者發現，記者多工不在是趨勢，

而是能從趨勢中抓住最大利益化的產製方式才是王道。在新聞產製上，年輕記者

的重擔不再僅有基本功的練就，需要學會增進拍攝、剪輯影片技巧如 GoPro、無

人空拍機操作，新聞工作者不再只有採訪寫作的工作，還需和數位科技與時俱進。 

第三，現今許多組織多角化經營媒體，以「卓越新聞獎」項目作為趨勢，組

織多為增設 Podcast內容製作。此外，還需運用社群媒體上的直播節目增加報導

的點閱率。固有的文化被數位科技所打破，文字記者需學習的技能增加，也要產

製不同媒介的新聞內容，而且必須多方涉獵技能的情形下，研究者察覺他們負有

主要的內容產製之責任。 

本研究從改變中的新世代記者，看見改變中的新聞媒體，與時俱進的數位新

聞室以及新聞產業的未來趨勢。此外，面對科技的演進，記者新世代記者更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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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自我能力的提升，訪談結果與何國華（2014）相近，多數受訪者強調無論是透

過組織內外資源，將持續加強自身的在職訓練，滿足數位時代下記者多工的要求。

研究者建議組織內提供新聞產製或跨媒體平台產製在職訓練課程有其必要性。 

 

二、新世代記者的新聞觀與媒體觀 

研究者從訪談中得知，多數畢業於新聞系所的記者都曾受學校教師與資深新

聞工作者影響，了解當前新聞產業的運作邏輯，如第四章第一節提及業師透過新

聞實務教學，讓學生接觸「深度報導」，使受訪對象更加了解新聞產製的位階排

序。此外，新世代記者對於製作長篇報導具有濃厚的成就感，且解釋新聞、深度

報導的新聞形式較符合他們進入新聞產業的初衷。即便他們能做到以速度為優先

的「即時新聞」，但他們仍傾向以議題式報導與深度報導為主，在內容產製上以

月份為單位，企盼每週將前一週主題延伸，而非僅有點狀式的新聞。因此，研究

者認為，媒體組織不能忽視「內容產製的策略」，這將影響他們在新聞組織的選

擇。 

本研究亦發現，新世代記者相較年長世代更懂得運用數位工具（Google 

Analytics）如監測流量，觀察新聞脈動與方向，同時重視新聞資料視覺化、圖表

編輯，觀察新聞脈動與方向。研究者觀察，他們比資深記者更在意使用者的回饋，

因此顯見新世代記者不再只有新聞編採的工作，而是「一條龍」模式，從新聞產

製到與閱聽眾回饋都全權包辦。 

 

三、新世代記者進入媒體的動機 

（一）入行動機強烈 

本研究發現，多數受訪者皆有在學期間有校內外媒體實習的經驗。他們加入

學生媒體，試探自己是否能夠成為心目中理想的記者，並將自身具有的新聞產製

能力投入於此。也有研究對象藉著課餘時間或寒暑假期至們體產業實習，進而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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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學理與業界的差距，同時爭取未來新聞工作的機會。過往針對新聞系畢業生職

業抉擇的研究指出，新聞系學生會以校內媒體實習的經驗作為模板，以此推估校

外媒體的真實情況，進而在業界時係後對記者職涯失去憧憬（潘乃欣，2017）。

然而，本研究發現，多數研究對象認為參與媒體實習可以增加自己對於新聞產業

的熟識，因此更加確定「記者」為職涯首選，誠如受訪者 B、C經驗分享： 

/ÅÆÇ³B&��f,WÓÔNZ«60]&EbbØºÓÔNZ«Nà

É&��/ÅÆÇ³B�f,WÓÔNZ«fîV];（受訪者 C） 

 

!sÉÊE%&O±G�LÅÆÇ³&0�û�j+B\U3�NdÞØ�;

£K2Ô B¬ 

 

（二）強烈的社會關懷與受到社運啟發 

經研究者歸納，本研究受訪者認為透過新聞可以呈現不同立場與多元聲音以

及，新聞工作對社會脈動將會產生重要角色。亦有自大學時期接觸社會運動開始，

對公共議題的興趣油然而生，更從事新聞工作具有強烈使命感，同時藉由外語專

長自組外媒編譯網站，因而從事網路媒體記者。林麗雲（2016）研究指出，解嚴

後世代適逢社會氛圍改變，便更加關注公共議題，且網路與社群媒體使力，能夠

將新聞傳播至世界各地，認為新聞工作是參與社會的途徑。本研究與過往研究就

讀新聞系學生未體會新聞工作的社會使命感有其差異。 

 

（三）對公共議題更有使命感 

「使命感」帶他們來到新聞場域，多數研究對象期待他們產製的報導能夠受

到政府的重視，為社會帶來改善。誠如受訪者 M 也提到「求新」的感覺，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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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透過平衡報導接觸事件的雙方立場，打開視野，如受訪者 G 亦描述擔任

記者「j+ýô1¼�¡²Nl」，因此他們投入新聞工作。 

 

貳、新世代記者的角色 

本研究循 Cohen（1963）記者角色理論作為研究主幹，並參照 2004與 2014

年學者對於台灣記者角色分析，到今日數位新聞室，研究者發現： 

 

一、新世代記者重視解釋性報導 

面對閱聽眾質疑網路社團「爆料公社」與新聞記者有何不同時，研究對象認

為：記者的首要原則是事實查核以及詢問專家學者問題的解方，僅有記者能夠詮

釋事件的全貌與平衡報導多方立場。循此，記者以專業挖出事件背後的議題，根

據消息來源去做實際的訪查，進而理出議題背後的解決辦法。 

此外，「深度報導」為本研究受訪者者認為媒體將來的走向，他們將自身定

義為深度報導的產製者，「把眼睛帶到觀眾看不到的地方」並且挖掘政府、組織

怠忽職守的議題。 

 

二、產製技能與內容同等重要 

 多數受訪者表示，採訪寫作雖為新聞產製的必備項目，但在新聞工作場域不

得以此為唯一技能，必須增加自身新聞產製技術能力，像是數據分析、數位工具

的使用以及新聞實務以外的長才，這些都屬新聞工作上的一大利器。多元的技術

也能讓議題在不同溫層發酵。 

 

三、凸顯協力合作的重要性 

受訪者認為，不同媒介的新聞產製屬「接力賽」，各媒介皆有它們重視的面

向，如電視台與報社記者發現每日的新聞素材，而雜誌社與網路媒體記者則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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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作出深度報導調查報導。欲投入媒體組織的新世代們，可以透過此研究了解

每一階段自身適合投入的媒體。誠如任職於網路媒體記者的受訪者 A 指出： 

õì�Ïç3Nl&7M�fç¼Ä|��Nl6Pg+bBNÿeVÿª

�bÿP&\÷�ÓÔM�M�f-eV]NÉÊ;⋯⋯lÏ6@ÓÔMa

cLWN&9¹uà766Õ�ÓÔMN%?&6M�f-eV]NÄ|�

bÿç¹Nl�&�6ºB�ÉÊ/NlW�75-0¹��;£K2Ô

A¬  

 

日報能夠培育記者對於專業領域受訪者的正確判斷以及每日新聞走向，這是

他過往在以深度報導為主的組織無法企及的。研究者亦發現，媒體以此打造更多

元的報導，透過報社提供新聞素材，雜誌社、網路媒體產製「延伸」新聞的深度

報導，同業協力合作引起社會輿論，進而使政府重視議題。 

另一方面，現今許多記者從個人單打獨鬥到團隊合作，當前許多新聞以以跨

部門的合作方式完成或是與外部資源共同協作，取得更多元的技術，因此凸顯協

力合作的在新聞產製的重要性。 

 

參、新世代記者對於新聞室的看法 

一、無實體新聞室，對於新聞品質仍有一定的承諾 

過往多為實體的新聞室，新聞室中各職位遵從一定的程序，依循編輯所指派

的任務來執行，程序包含記者與新聞室主管的採訪會議、新聞室內決策、規劃版

面或調整各部門資源、新聞編輯、製作新聞排序以及最後的發布與呈現（邱筱媛，

2016；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實體新聞室當中，記者的位置會影響彼此的

關係以及工作流程（Josephi, 1998）然而「線上新聞室」則是實體編輯室的延伸

運作，同時增加遠距記者的協作。研究者發現，目前媒體組織多為以 LINE、

SLACK為主的線上新聞室，透過線上溝通，新聞品質並無產生低落的情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7

 150 

 

二、適應工時長、多工的工作型態 

研究者歸納新聞工作者的身心狀況，因為工時長、經常工作與休息時間無法

正常分割帶來極大壓力。本研究也有受訪對象表示，歷經新聞工作上的耗竭，而

導致自律神經失調，因此研究者發現，這是新世代記者從事新聞工作需面臨的身

心挑戰，如何在工作上具有良好的身心調適，仍是媒體環境的重要課題。 

劉蕙苓（2020）的研究也指出，數位環境下，記者的長期倦怠迫使他們萌生

離職意念。研究者發現，新世代記者更加重視生活品質、能否有時間進修，也提

出較為理想的工作模式，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組織策略能將記者的工作、進修與

休息時間明顯分割。 

 

三、更有彈性、自由的新聞工作 

然而，記者是高度變化且少有重複工作內容的工作，其次工作時間與地點自

由，最後，「時間感」正是這工作的亮點之一。研究對象表示，進入業界之後，

明顯感受新聞工作的時效。藉此，高速變化、接收大量訊息並要消化，新進入的

記者學習與成長都會比其他職業來得更快。研究者認為，對講求高成就的社會新

鮮人而言，能藉由「記者」身份學習或許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肆、新世代記者的職涯規劃與面臨的挑戰 

一、數位新聞室中各部門的溝通頻率更甚以往 

面對現今數位環境下的媒體業挑戰更勝以往，組織重視每月份的 KPI數字、

吸睛的標題，為的都是吸引更多點閱率。研究對象提到，他們仍重視自己寫的報

導之標題，若有標題被改的情況，年輕記者會與組織溝通，並拿捏好標題與內容

的界線，不會放任新聞標題只求誇飾、吸睛，甚至與新聞內容脫鉤，因此研究者

認為，「高壓環境下的組織溝通」成了不同世代需要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47

 151 

二、經營模式、網路新聞貨幣化的挑戰整合 

本研究受訪對象於 2013年至 2020年至媒體組織工作，面臨的是新聞匯流，

新聞產製方式劇烈改變之際。權力結構調整為重視數位內容與技術，而過往的傳

統平面新聞產製比例逐漸降低（Robinson, 2011）。因而迫使多數記者擁抱數位化

新聞產製方式（林翠絹，2018）。內容產製與商業經營的考量相互影響，受訪對

象提到目前媒體的最大問題是大多媒體組織尚未找到長久的經營模式。 

 

三、新世代記者將重塑新聞工作的意義 

多數受訪對象對於新聞工作的未來抱持著「悲觀」的想法，也表示近五年

還會待在媒體，對於「記者」是否為志業，也無法承諾。即便受訪者們崇尚深

度報導，但由於媒介快速變化，從過往文字報導為主，今日已轉向「影音報

導」為主要新聞導向，讀者吸收資訊的方式亦不斷轉變，所以多數媒體不會都

走向深度報導類型的組織。研究者認為，若要改善現狀，媒體的理想走向可能

是「付費模式」，即多數閱聽眾願意為了「接收新聞」而付費，新聞媒體就不

會被箝制在廣告上。如此一來，根除媒體的脆弱性，使新世代想投入新聞工作

的這一群人將記者從職業轉向志業。 

 

第二節 研究貢獻、限制與省思 

壹、研究貢獻 

本研究以新世代記者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探討其記者角色認知，數位新聞室

的工作實況與組織互動方式，以及未來職涯想像。在研究貢獻方面，台灣的新世

代（next generation）的認知落差研究較少，過往記者研究多集中在美國、英國等

媒體大國，但國外的研究發現可能無法完全解釋台灣新世代的表徵，因此研究者

發現本土資料參考有限，東西方文化在組織溝通不盡相同（陳銘薰、洪敏莉，2009；

Ma & Chuang, 2001；Xin, 1997；Yeh, 1995；Chen & Chung, 1994），若用西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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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案例解釋台灣媒體，將無法檢視台灣新世代記者面臨的難題，本研究作為新

世代記者研究之一，盼能補足新世代研究因應數位環境的行動策略。 

此外，本研究將記者角色認知、數位新聞室互動模式與新世代記者職涯想像

與落差並置討論，三者相互關聯又各有其影響性，從改變中的新世代記者，看見

改變中的新聞媒體，與時俱進的數位新聞室以及不斷更迭的新聞產業未來趨勢。 

 

貳、研究限制 

一、理論限制 

（一）記者角色（journalistic role）理論不足 

本研究以Weaver（2007）所提出之記者的三角色「傳播者」、「解釋者」

與「對立者」研究新世代記者的記者角色認知，但現今科技使用增加，消息來

源取得方式不同，社群媒體造就新聞媒體與記者的影響力相較過往下降不少，

故本研究將新世代記者的角色認知與社群媒體的影響分別在不同節分析。研究

者建議，未來若進行相關研究，應與時俱進，將社群媒體納入記者角色認知。

此外，國外研究發現，今日記者角色出現經營願景（entrepreneurial vision）的

角色，以企業經營的方式經營新聞媒體，換言之，過往未曾出現的「經營者」

角色正為新世代記者的新角色，比過往更重視閱聽眾的觀看體驗、回饋、社群

媒體的傳播以及多平台的新聞內容（Barcellos & Gil, 2020）。 

（二）數位新聞室中媒體多工程度不同 

本研究無法就單一變項個別深入討論，此乃研究的限制。同時，數位新聞

室動態式研究值得進一步探討，如虛擬新聞室的功能互動方式等，目前針對台

灣媒體的數位新聞室動態式研究較少。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媒介多工在不同媒

介或媒體組織具有差異，不同性質的媒體重視面向亦不同，因此研究者認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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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多工理論可進一步討論，進而研究媒體多工是否影響記者的本質改變提供給

未來研究者參考。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一）深度訪談法的限制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主要探討年輕記者投入新聞工作

的初衷、在工作實際情形，以及面臨組織對內與對外的溝通策略。以 4 個媒介，

16間媒體組織，工作期滿 6 個月以上之 1990年後出生的繼作為研究對象，收集

他們回顧從新聞教育到工作場域對於個人與組織的期待、想像與落差，並以此作

為研究分析的主要來源。然而，以經驗回顧為本的研究方法有其限制，例如受訪

者在回顧投入新聞系初衷的詮釋已無法完整說明。其次，多數受訪者面對新聞產

製僅能以口頭詮釋，無法直接操作與研究者分享。而本研究未能進行田野調查法，

實為限制之一，建議後續研究可以用親身參與觀察，以進一步了解新世代記者工

作場域使用社群媒體、數位工具等媒體組織內外的互動方式。 

 

（二）抽樣的限制 

1. 樣本數僅有 16位，代表性侷限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在受訪對象上，受限於人力與時間，研究對象共計 16

位受訪者，研究者以立意抽樣為基礎，儘管橫跨不同媒體，且以滾雪球方式、具

有自願樣本，以及研究者藉由長期關注某些受訪者而主動聯繫之研究對象，但仍

無法企及所有具代表的樣本。 

 

2. 無法顧及不同類型媒體之記者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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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雖涵蓋眾多新舊媒體的新世代記者，不過在分析過程中，發現每個媒

體的記者在與組織溝通上仍有不同之處。不僅如此，不同媒介組織的營運方式、

產製內容大相徑庭。本研究僅採納 4 個媒介組織，僅以網路媒體、報社、雜誌社

與電視媒體各訪談 4位年輕記者作為研究對象，無法以這 16 個媒體組織之年輕

記者的經驗資料推論台灣全體新聞產業狀況。 

 

參、未來研究建議 

一、結合量化與質化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質化訪談進行，質化研究採「發現取向」，其特性在於

能揭示經驗內涵，解釋表面現在之意義，透過不同的切入角度，鋪陳複雜情況與

細節（高淑清，2008）。然而，本研究未使用的量化研究方法則是透過大規模的

問卷調查，以測量概念調查樣本。因此，研究者建議，量化與質化研究可互通，

除了探討研究對象工作態度、產業評價之外，亦能針對使用經驗進行深度訪談，

深入了解年輕記者對於投入新聞工作的重要因素，尤其新世代記者在新聞工作上

獲得之成就、面臨的難關更值得深入研究。 

 

二、進行長期追蹤調查 

 本研究以新世代新聞工作者對於記者職涯的想像，並探討其對新聞工作承諾，

但本研究僅進行一次訪談，此外，回顧性質的深度訪談有其方法上的限制，故建

議未來研究記者主題相關之研究者能針對年輕記者進行長期追蹤調查，可以 5年、

10 年等長期記錄他們在不同時間點的心境考量與職場實踐，其能更加理解當前

的新聞產業現況與工作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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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非新聞傳播畢業科系學生投入新聞工作的歷程 

 本研究訪談對象共 16 名，大多以滾雪球找尋受訪對象。其中畢業於新聞傳

播科系達 13位，未受過新聞專業工作者僅有 3位，且沒有受訪對象畢業於非新

聞傳播研究所。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納入非新聞傳播畢業科系或其他傳播相

關系所的學生，並與本研究結果互為參照。 

 

四、將不同世代記者列為研究對象 

 研究者觀察，多數新世代記者在新聞產業工作皆未超過五年，但過往相關研

究指出，「專業」的養成須達三年以上、甚至五年，由此觀之，本研究之受訪對

象在新聞工作上仍屬職場新鮮人。此外，由於本研究所建構的新世代記者想像乃

初探性質，或有不足，留待更多研究者能繼續延伸。循此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

納入不同世代記者做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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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1. 在擔任記者前，您對記者的認知是什麼？透過什麼管道得知自己對新聞感

興趣？ 
2. 當初選擇新聞記者的動機？您認為新聞工作的特色為何（與其他工作不同

之處）？ 
3. 哪些因素影響您從事「記者」這份工作？關鍵人、事、物是什麼？ 
4. 您對現今「新聞現況」與「台灣新聞媒體」的看法為何？ 
5. 在每天的工作中，想請您詳述您的工作內容與模式。哪些讓您感覺有成就

感？哪些讓您感到挫折？ 
6. 在新聞角色認知上，您覺得您的角色是什麼？如何遵循？工作和角色的契

合程度為何？ 
7. 根據您的採訪路線，詳述您的報導風格。那您大部分的工作時間，是在整

合新聞、分析新聞還是政府監督呢？ 
8. 想問您對於新聞工時長、工作倦怠等勞動條件的看法為何，以及近年的勞

動狀況？ 
9. 如果有「監督政府」角色，那您面對公共問題時，您願意批評政府嗎？ 
10. 依照您的經驗，您會用什麼方式批評政府呢？ 
11. 您認為新聞工作是一種專業嗎？即有特殊技能或共同標準嗎？ 
12. 以您個人經驗，是否面臨媒體多工（如媒體多工、議題多工與技能多工）

這樣的工作文化？面對挑戰時該如何因應？ 
13. 因應現今媒體數位化轉型，記者除了需要採訪寫作能力之外，是否還需要

具備科技應用（像是寫程式、社群媒體經營、數據分析等）能力？ 
14. 媒體組織是否會對記者的數位科技能力再培訓？當您面臨數位技術處理能

力不符預期，您如何解決？ 
15. 就您所工作的媒體組織，管理階層的編輯政策為何？即如何挑選新聞、新

聞標題與新聞訴求為何？ 
16. 以新聞室來說，現今管理大多使用數位工具，您所待的媒體組織是否在通

訊軟體上是否有虛擬新聞室？可否分享您們如何運作？ 
17. 想請您談談新聞工作獨立自主性和管理階層的要求？  
18. 近年許多年輕的新聞工作者不只受到社會力量衝擊，也要與新聞室相互抗

衡與妥協，其也在無形間掙扎報導題材，抑或是理想上新聞內容產製方式

的改革。您是否有遇到此狀況？ 
19. 您跟年資不同的記者（包括主管在內）要製作一個議題的時候，您跟資深

記者的考量，有何不同？ 
20. 跑新聞時，會跟資深記者或主管請教同個線上（例如：政治線、醫療線）

的問題嗎？ 
21. 請談談您與新聞室中資深主管在新聞處理與選題上遇到衝突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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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請聊聊您的社群媒體與新聞工作之間的關係。您認為社群媒體對新聞工作
有什麼影響嗎？ 

23. 就你目前所待的媒體，組織是如何面對「主動閱聽人」的時代？高層主管

會在意閱聽人的回饋嗎？ 
24. 將來的職涯規劃還會繼續待在媒體嗎？為什麼？ 
25. 您認為未來的新聞媒體還能發揮您的專業角色嗎？ 
26. 您對台灣新聞媒體未來有何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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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研究受訪者之訪談同意書 

受訪同意書 

非常感謝您參與此研究，以下文字將提供您本研究相關資訊與訪談方法。若您對

此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您對研究所屬人康瓊之進行提問，我將為您做詳細說明。  

本人是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班主修新聞的三年級學生康瓊之，目前正在進

行碩士論文研究。本次研究的主題是〈我們的媒體時代：新世代記者的新聞認知、

記者角色與職涯想像〉，所以希望您可以提供個人對於媒體的看法及經驗，協助

研究的進行。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在現今數位時代的媒體環境下，社群媒體、通訊軟體充斥你我

的生活，新世代記者如何認知新聞和新聞業，析述新世代記者從市新聞的動機以

及對專業角色之看法，同時理解記者對新聞室互動與新的經營模式之認同，探討

新世代記者對於職涯想像是否有現實與理想上的落差。 

本研究將理出新世代記者於職涯想像與實際情形不同之因應策略，以及對未來新

聞作為職業的生涯規則，以補充台灣對於記者研究的不足。 

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深度訪談中的半結構式訪談做為搜集資料中的方法之一，每

次訪談約為一至兩小時，訪問大綱主要為開放式問題。為了可以記錄訪談的過程，

過程中將會進行錄音，然而您可以隨時表示不希望被錄音。錄音內容僅會用於本

研究當中。為了保護受訪者，您的一切個人資料都不會被公開，名字將會以字母

代號（例如受訪者 A、B、C）取代。本研究務必遵守研究所需的倫理以及個資保

護原則，希望您能夠提供在新聞現場的如實意見。 

在訪談期間，您可以隨時提問，並且有權利決定是否願意回答該問題。除此之外，

您可以隨時提出把訪談中止，若有中途退出者，訪談資料將一蓋不採用於研究計

畫內容中。若然在訪談過程後，您對本研究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本人聯繫。  

研究生 康瓊之 敬上  

我 ___________ （名字）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及過程，並願意接受訪談。 

 

研究者簽署：                                  簽署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