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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電視新聞工作重視團隊合作。從採訪到製播的流程，每一個階段都不是靠單

槍匹馬所能竟其功的。而電視新聞主播負責把關新聞品質，也要呈現一個電視台

最後新聞的選擇，並且肩負社會責任。除了是呈現者，播報者之外，也身兼新聞

守門人，對閱聽眾的影響深遠，也被視為公司資產。 
 
美國 CBS 電視台經過觀察與實證發現，主播聲譽受損，收視率就會受到波

動而下跌（Alan, 2003:126）。很多研究也相信，主播在吸引並且留住觀眾目光這

部分，扮演了極為重要的角色；甚至連帶影響到一個新聞節目播出的成效

（Lombardi, 2000）。表現好的主播，如果因為工作壓力或者其他因素萌生工作倦

怠，甚至離職傾向時，不但將影響電視台的收視率甚至廣告收入，也可能對於新

聞專業的堅持，對喜愛他/她的閱聽眾或電視台而言都是損失。 
  
如何持續保持最佳狀態，是影響很多主播工作表現的重要因素。根據研究者

的觀察，工作角色的適應與組織因素，是影響台灣電視新聞主播表現優劣的主要

原因，理由在於： 
 
一、突發狀況的即席壓力：播報工作都是 live 播出，經常性的背負收視率成

敗，工作團隊中任何環節出錯，觀眾只會看到主播被晾在鏡頭前，而不

會理解幕後工作的混亂。 
 
二、工作時間長、無生活品質：在台灣，一位專任主播的工作時間，每天最

少九到十個鐘頭、播兩到四節新聞，相對排擠分給家庭生活的時間。 
 
三、工作作息與一般工作不同，影響健康：被分派到播晨間新聞的主播，凌

晨三、四點就得起床；而夜線新聞主播，往往下班時間也都幾近深夜一

點。 
 
四、新聞主播的升遷制度不完善： 

只要不是第一線主播，播五年與播十年的經歷，並不會反映在薪資或福

利上。一家電視台的決策主管，大部分將資源投注在一兩位明星主播身

上；而明星主播坐上一線位子，大都可以播個十年、十五年，其他整點

主播也苦無出頭的機會（呂惠敏，2005）。因為電視台對於主播並未有

完整的升遷制度。對於僅有的兩、三個黃金時段，電視台高層也寧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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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錢挖角大牌而不願從內部升遷。 
    
    五、收視率掛帥、獎懲制度不明確： 

    很多電視台會以收視率為標準，作為獎懲主播的依據。電視新聞實務界

曾經傳出，中天電視台新聞部在 2004 到 2005 年時，內部發函明文規定，

負責當節新聞的主播，每日收視率前兩名可以得到獎金，三名之後就要

扣除薪水。對於市場導向的獎懲操作，也讓許多主播力不從心。 
 
種種因素讓主播這份工作具有高度不確定性。而除了組織因素與工作角色的

調適之外，工作負荷與工作成就感的高低也會因組織所賦予的權力而有所不同。

一般來說，主播光鮮亮麗的外表下，很容易讓觀眾誤解新聞主播的工作只是濃妝

艷抹、穿著華服，在主播台前念讀稿機的輕鬆差事而已。這樣的看法對主播不盡

公平。 
 
綜合電視新聞實務經驗的提供，國外一般電視台的主播依照職務分為三大

類：包括身兼製作人職務的主播（anchor）、只負責播報的整點主播（newsreader
或 newscaster），還有一種是兼任性質的記者主播（reporter－anchor）（Alan, 2003；

轉引自呂惠敏，2005）。 

研究也發現（呂惠敏，2005），國內主播若依照職務劃分，可分為以下三大

類： 

第一類是身兼製作人職務的主播：這類主播，除了播報新聞外也負責新聞的

編排、選擇，甚至握有採訪記者的調度權，這類主播資歷幾乎都超過十年以上，

其權限等同甚或凌駕於新聞部採訪主任，而與新聞部總監職權平起平坐。電視新

聞工作瑣碎而緊湊，往往無法照著預排的新聞 rundown 走，必須隨時插播最新狀

況，按著新聞輕重靈活調度記者採訪。而身兼製作人職務的主播就必須熟稔每個

新聞環節，包括新聞排序、鏡面呈現、下標主題、新聞破口的掌握，全盤可以自

主決定，而不需知會新聞部內的長官。 

身兼製作人職務的主播與新聞間的關係最密切。必須參與新聞部內的大小製

播會議，工作時間往往超過十個小時，是台灣電視新聞實務界的三類主播中，工

作時間最長的。而這類的主播成就感高、權限大、有高度自主權，但其所承受的

壓力也最大，必須一肩扛起收視成敗。這類主播被視為該台的樣板，動輒得咎，

年薪通常是一般專任主播的兩、三倍。但也因為擁有選擇頭條新聞、決定新聞排

序的權力，相對於其他主播擁有較高度的自主性。但也因此，經常面臨與組織內

部新聞理念不合或與自身生涯規劃相衝突而產生倦怠感，甚至出現跳槽或者轉行

之傾向。新聞台晚間六、七點的黃金線主播，大都屬這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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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類的主播是整點新聞主播：電視台裡大部分的專任主播的工作性質多屬

這一類。對於新聞的產製過程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大部分電視台主管會希望

這類型主播多參與編輯採訪事務，但並不會硬性強迫，一方面也是因為主管認為

這類主播需要時間訓練、琢磨。因此，如果這類主播表現積極、傑出，通常有機

會被拔擢為製作人型的主播。但很多這類主播對於主管認定自己何時能成為一線

主播的標準不一而感到困惑，也容易對於自己的薪水無成長空間而產生不平之

鳴，甚至衍生工作倦怠感。 

第三類是所謂的兼任記者主播：通常被視為儲備主播，平日以記者的採訪工

作為主，這類主播較常播報週末假日白天或下午的冷門時段，而平常還是以採訪

新聞的記者工作為主。這類主播是上述幾類型主播中新聞自主權最少的，因為播

報經驗淺，只能順應當節新聞主編之編排來播新聞，也少有機會參與台內的編採

會議。兼任記者主播通常對播報工作懷抱晉升專業主播的憧憬，與前兩類型主播

相比較，產生工作倦怠感的可能性相對較低。 

事實上，不論是哪一類型的主播，面對播報工作均各自有其需要面對的課

題。因此，近期台灣有許多電視台主播離開原本播報工作的例子，其中不乏因為

工作壓力或工作倦怠而選擇轉換舞台。像是報載，前中天主播李晶玉因為生育加

上身體不適，向電視台告假長達半年之後遞出辭呈。請辭原因：李晶玉表示對工

作產生倦怠感，對於台灣的新聞也感到深層的無力，未來將專心於家庭與為基督

信仰服務（江祥綾，2007 年 3 月 1 日，D4 版）。而李晶玉在告別主播台九個多

月後，又於 2007 年 6 月 11 日轉換舞台，於三立新聞晚間六、七點黃金時段復出。 

另外，資深主播方念華則是因為組織內部工作氣氛與人事問題請辭中天新聞

製作人與主播職務，休息幾個月後，再度還巢老東家 TVBS-N 新聞頻道。另外，

中生代夫妻主播檔張珮珊和岑永康也告別待了九年的主播台，張珮珊赴紐西蘭深

造，岑永康則轉換為 TVBS 駐紐西蘭特派員（江祥綾，2007 年 2 月 27 日，D6 版），

原因在於主播工作讓他們覺得無法成長，希望出國充電之後再出發。 

國內已有學術研究針對電視新聞工作者的離職動機與工作滿意度進行研

究。但是有關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研究卻付之闕如。 

從職場實務來觀察電視新聞業，相關研究發現，電視行業流度性高，不斷有

新人想進來、老人卻想離開的現象（盧聖芬，2006）。電視新聞的採訪、製作與

播出是團隊密切合作的結果，每個工作人員皆受惠於其他人的參與貢獻；任何一

個環結失靈則人人受害，這是電視新聞獨特之處，致使電視新聞和報紙新聞報導

截然不同（黃新生，1994）。電視新聞工作者離職的原因有很多，但記者們普遍

認為，只有讓他們安心工作才有較好表現，因此完善的人事制度是許多新聞工作

者的共同願望（袁乃娟，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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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聖芬（2006）研究電視新聞記者工作滿意度與離職意願、行為之關聯性時

提到，電視台內無完整的晉升制度，有線電視台內，雖然有資深記者的職稱，但

往往不是從內部員工升遷，而是從外界挖角，因此造成電視台跳槽風氣盛行。 

羅文輝於 1995 年在台灣地區進行的研究早已顯示，各種媒體的新聞從業人

員在未來五年願意留在目前工作機構的人數比例不到六成，電視記者更只有五

成。如果把台灣跟美國新聞從業人員相比，台灣資深（45 歲）以上的新聞從業

人員比例也低許多。 

羅文輝、魏然、陳韜文、潘忠黨（2002）另一項研究同樣採用問卷調查法，

比較大陸、香港、台灣之新聞工作人員，其工作滿意度的因素。結果發現，三地

的新聞從業人員對同事關係、工作的社會影響、工作的自主程度等內在或激勵的

工作滿意度較高；但是對於升遷機會、福利待遇、報酬收入等因素滿意度較低。 

上述研究顯示，台灣的新聞工作環境在薪資、升遷和福利上都有所不足。至

於新聞主播這種會讓一般人羨慕的行業，在福利制度上又是如何？ 

研究者初步根據對電視主播實務界的觀察發現，電視主播的升遷、福利制度

並不通暢，也歸納出電視主播離開原播報工作的原因，分為一、個人因素，二、

組織因素，三、社會文化因素。 

一、個人因素包括：（一）健康因素；（二）出國深造；（三）家庭與工作

失衡（四）難以克服的工作瓶頸，又苦無施展的舞台。 

二、組織因素包括：（一）與組織內部的文化衝突、人事之間的紛爭影響工

作意願；（二）無通暢的升遷管道、對薪資不滿；（三）無故遭到公司撤換，無

談判空間。  

三、社會文化因素包括：（一）媒介環境層面：新聞工作環境與社會閱聽大

眾對新聞喜好的改變，讓人感到憂慮甚至倦怠；社會大眾對於談論主播的花絮八

卦重於新聞專業，讓人感到無力；（二）政治力涉入新聞內容甚深，甚至左右新

聞判斷與走向；（三）專業新聞反應在收視數字上常常不如煽情新聞來得好，收

視率掛帥的媒介氣氛，造成價值觀混亂，新聞業普遍存在「好收視」等於「好新

聞」的迷思。 

綜合以上，可以觀察發現，主播如果產生工作倦怠，甚或出現離職念頭，這

些主播的選擇有以下幾種可能性：跳槽到他台播新聞、出國深造、回歸家庭、轉

換跑道，離開新聞圈、或者是待在原公司，調離主播職務。但是成因與影響有待

實證研究來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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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識 

壹、主播角色和工作今非昔比 
 

台灣主播的發展模式與美國很類似。美國明星主播制度起源於 1950－1960

年代。基於主播受大眾喜愛與有利可圖，美國三大電視新聞網以高薪挖角，誘使

高知名度的主播跳槽，或大幅調高主播薪資以防止其離開，攻防之際，主播薪資

節節高漲（黃新生，1994）。時至今日，美國特有的明星主播制度更被發揚光大。 

 
1970 年代一路縱橫將近三十年的美國三大新聞網王牌代表：Dan Rather

（CBS ）、Peter Jennings（NBC）、Tom Brokaw（ABC）年薪幾乎都在千萬美元

（約三億四千萬台幣）上下(註 1)。在 2005 年前後，被視為美國主播樣版，三大

傳統巨頭主播紛紛下台、病逝、退休之際，美國電視新聞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目前全美年薪最高的主播是接替 Dan Rather 在 CBS 晚間新聞主播位子的 Katie 
Couric ，年薪高達一千五百萬美元（約五億一千萬台幣）（李月華，2006）。她

也是美國第一位在晚間新聞時段獨挑大樑的女主播。 
 

明星主播享有高薪，是因為電視台相信明星主播是影響收視率的重要因素、

也是廣告收入的保證。Katie Couric 跳槽前，在 NBC 主持的晨間新聞 Today 
Show，保守估計這個節目每年為電視台賺進將近五億美元（約一百六十五億台

幣）的廣告收入（李月華，2006）。 
 
曾經擔任美國 ABC 電視台新聞部執行製作人的 Westin（1982: 124；轉引自

黃新生，1994:157－158）就認為：美國三大聯播網的新聞大致相同，那麼觀眾如

何選台呢？如果主播在觀眾心中是可信賴的、誠摯的、認真的、熱忱的，觀眾不

太可能轉台，收視習慣固定後很難打破。換句話說：塑造主播特質，也就成為節

目能不能獲利、繼續生存的最重要因素（Alan, 2003：356）。 
 
在台灣，開始出現主播明星化的概念，是因為電視台老闆想以娛樂圈的邏輯

來製作新聞，甚至出現延攬長相出色的各方人馬（娛樂節目主持人、藝人、空姐）

來推銷新聞而產生（彭后締，2002）。也難怪無線電視新聞台前董事長邱復生將

「明星主播創造領導品牌」作為新聞台的經營策略。像曾經主持過「強棒出擊」、

「沈姊姊說故事」等高收視率社教節目的沈春華，在主持高峰之際離開演藝圈，

前往美國南加大攻讀傳播管理碩士課程，回台灣後就被中視新聞部延攬，擔任當

家主播至今，而幾乎各台晚間六、七點新聞主播都被視為該台的明星主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low/newsid_1720000/newsid_1725800/1725819.stm（visit 

June 2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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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視主播沈春華打破新聞慣例，以約僱方式簽約，薪水比照主持人以

「集」計酬，年薪數百萬元，媲美電視節目主持人一集五位數的價碼。另外，以

2007 年開春後，前三立新聞晚間主播張雅琴跳槽中天新聞台為例，中天新聞台

因為兩位資深主播方念華、李晶玉先後離職，迫使台內高層花大錢挖來友台黃金

時段的主播，因為中天新聞台的管理階層相信，張雅琴能夠將中天新聞台的收視

從 2006 年的第三名往前拉抬。同樣根據業界的說法，中天新聞台除了重金砸下

超過五百萬元的年薪之外，收視達到預設目標值還可以領取加倍獎金。但並非每

一位主播都有如此高的身價！ 
 
以目前電視台晚間六、七點新聞的一線主播職務與薪資來談。同樣需要負起

該節新聞製作人的角色，從選擇新聞、安排播出順序、決定新聞長度、掌握製作

風格型態，以及督導新聞的播出，所承擔的壓力也比一般新聞同仁要大。根據業

界說法，不標榜明星主播的民視新聞台，播報晚間黃金時段主播的年薪大約一百

二十萬到一百五十萬，與中天、東森或中視等明星主播的薪資動輒三百萬、五百

萬年薪有很大差距。明星主播畢竟是少數，絕大多數的的整點主播，底薪加上播

報津貼，行情大概都在月薪六萬到十萬之間（賴宇軒，2001 年 8 月），年薪大約

一百萬元上下。 
 
雖然主播的薪水普遍優於上班族，但因為不同工作角色的主播，其薪資有極

大落差。相較於十年前有線電視剛起步，大多從無線電視台重金禮聘挖角主播跳

槽，形成主播薪資大幅度躍升。但這幾年也因為有線新聞台人才飽和，每一家電

視台幾乎都有一位重量級主播坐鎮晚間六、七點新聞。因此，電視台也不再迷信

挖角、跳槽，取而代之的是從內部自行培養。 
 
因此，新進主播的薪資行情也就不能與資深主播相比。呂惠敏(2005)統計各

家電視台薪資差異，其中中視、台視的主播薪資差異最大，最低月薪為四到六萬，

最高月薪則超過四十萬；而有線電視台方面，三立新聞台的最高月薪同樣超過四

十萬，最低則為四萬多月薪加上每節六百元的播報津貼。 
 
換句話說，相同的工作內容，可以因為公司政策、媒體環境不同，而有全然

不同的薪資報酬，當今新進主播的薪資大多是底薪加上播報津貼來計算。例如，

四到七萬元月薪加上一節三百、五百元的播報費。主播薪資的嚴重落差，加上新

聞媒體環境隨著時代與社會脈動求新求變，主播也被迫迎合社會大眾追求的形象

而作改變。像早年一板一眼講求字正腔圓的主播形象逐漸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

個人風格強烈的電視主播，敢秀、敢言配上誇張的肢體動作成為主播形象的另一

種樣貌；除了薪水、環境變化之外，工作場域的變化及組織內部的氣氛，都是主

播面臨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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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播的壓力與工作困境 
 
同樣身為電視新聞工作者，主播的壓力大於記者的原因就在於，主播是扮演

新聞傳遞的角色。在新聞事件發生之後，記者即前往採訪，經過編寫、整理，主

播最終在鏡頭前將事件的來龍去脈，運用個人魅力呈現在閱聽大眾的面前。雖

然，電視新聞強調團隊合作，但經由主播的報導，其形象的好、壞，已經深入觀

眾心中，並成為新聞可信度與否的關鍵（薛宇珊，2005）。黃新生（1994）也認

為，一位優秀的電視新聞主播是電視台形象的化身、是觀眾認同的對象，對龐大

的新聞組織來說，則是新聞製播的凝聚力量。故新聞主播角色之價值，不言可喻。 
 
主播的角色備受關注，也容易出現困境與壓力。主播的困境可以從幾方面來

談。在專業條件上：主播被要求對新聞有深入的觀察力與理解力，具備臨場機智

以應付千變萬化的新聞事件。主播時時刻刻處於高壓的狀態下，現場直播的壓力

考驗主播的能耐，也考驗主播的觀眾緣。有時主播因為準備不足而表現失常，觀

眾會直接打電話到電視台申訴或者上網爆料，觀眾的檢驗，有時也成為主管考核

主播的一項指標。除了專業條件上的要求，個人的因素、組織的因素（組織內的

人事紛爭）加上角色的負荷過重，新聞工作無法正常排休，造成家庭與工作的失

衡；長時間的壓力影響到某些主播的心理狀態與生理上的健康。 

造成主播壓力的原因還包括社會情境與氣氛的改變。台灣在有線電視開放

後，主播需求量大增，後起之秀緊緊追趕，在人才輩出的情況之下，很多電視台

主管用人的考量已經不是完全以新聞專業、資歷來考量，而是以商業角度來挑選

主播。最顯著的例子當屬 2002 年，年代新聞台運用美女戰術搶攻晚間重要時段；

就連開台後嚴禁新聞主播從事專業以外之任何活動（包括登上娛樂版面）的

TVBS-N，在 2004 年也大膽一次啟用五位毫無經驗的新人擔任主播。追求商業利

潤的壓力也使得新聞成為「商品」，公司永遠有更年輕、更漂亮的人進來，而一

家電視台基於商業考量，不會只培養一個明星，這是主播本身無法克服的事（蘇

岱崙，2001）。 

資本主義市場下，很多主播被置換的原因是自己努力也無法控制的，例如老

闆喜好、收視率等。許多女主播即使懷孕害喜，也都強忍著不舒服播報。她們不

敢隨便請假，因為一請假，就得請人代班播報，深怕觀眾久了習慣另一張面孔。

就是因為主播職業的特殊性，常態性背負收視率與廣告主的壓力，觀眾看不到的

是亮麗的背後，主播每天都在工作與生活品質之間抉擇與奮戰（蘇岱崙，2001）。 

許多新聞工作者，性格上大都高度嚮往追求自主性與獨立人格，也重視自我

理想的實現。因此，如果新聞播報工作內容無法讓自己得到滿足感也容易引發工

作倦怠。Paterson(2001)的研究顯示，大部分的新聞工作者需要有更大的自主權與

裁量權，才有意願將工作表現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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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新聞主播是個特殊產業，經常被視為名人，但又肩負一份社會信賴感。

播報新聞就像各行各業一樣是一項專業，這裡指的專業除了對新聞領域專業知識

的理解之外，還包括如何成就自己的人格特質成為令觀眾信服、愛戴的條件。畢

竟能夠像美國三大明星主播或者張雅琴、沈春華一般，坐擁天價年薪的主播還是

少數中少數。當然，成就一位明星級主播，並非一蹴可及，背後所承擔的壓力問

題，也成為許多學術研究的議題。研究就發現：倦怠感會影響工作表現、減低工

作參與感。相對的，倦怠感越深，工作滿意度會越低落，反應在工作成效也會大

打折扣（Maslach, 1982; Cherniss, 1980; Caputo, 1991）。 

縱橫台灣電視新聞圈將近二十年的明星主播，一度專職擔任 TVBS 副總經

理，現任專職主持人、主播的李四端接受《Cheers》雜誌專訪時就指出：「新聞

主播是一個快速轉換的行業」。長江後浪推前浪，前浪必須時刻上緊發條。資深

主播張雅琴也說：「對於新聞這種快速翻新的事業而言，兩年是一個瓶頸，觀念

需要再修正、思想需要再出發，絕不能一成不變的坐在主播抬前，年復一年地播

報下去」（1996：220）。可以看出，新聞工作環境的壓力很大，汰舊換新的壓迫

讓一些求好心切的主播，不得不用跑百米的速度向前衝。 
 

事實上，國外的研究報告，已觸及電視新聞主播所面臨的工作困境與壓力。 
 
美國一份針對境內 128 位電視台女主播在工作上遇到的阻礙與挑戰進行研

究，其中發現：大部分的女主播覺得維持外表的好看是她們遭遇到的挑戰之一，

但現在更多的女主播所關注的議題已經從如何進入專業領域轉變成如何維持家

庭與事業間的平衡為主要目標（Engstrom ＆ Ferri, 1998)。另一份 2000 年的研究，

同樣針對美國境內的電視新聞主播，不過這次的調查樣本擴大到男女主播，總共

246 位。結果發現：男主播與女主播認為在播報生涯當中所遇到的障礙有明顯不

同。過度在意外表容貌是女主播遇到最大的困境；而對於男性主播而言，缺少後

勤資源、團隊的支援是他們認為生涯當中最需要面對的問題。至於不分性別，大

多數主播普遍性遇到的生涯困境包括：如何在工作與家庭生活中取得平衡？如何

解決與另外一半的角色衝突？主播角色如何再定位等等（Engstrom ＆ Ferri, 

2000)。 

 

不過，美國這兩份針對電視台主播工作阻礙與挑戰的研究，主要偏重職業生

涯困境，而未提及產生困境的多變因素以及因應之道；研究也未探討新聞主播角

色對職涯困境的影響。 

 

Manning(2004)在探討電視新聞主播的生涯障礙就認為，電視主播職涯困境

的多變因素應該還要包含組織因素。因此，初步歸納主播的職涯困境應該包含：

個人因素、組織因素、新聞室的氣氛、專業自主等等。另外也有可能因為男女性

別不同而產生工作壓力。例如：女主播比男主播更要求外貌的美麗、還有如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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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對觀眾的吸引力（台灣實務界稱為觀眾緣）等等。 
 
台灣類似國外探討電視新聞主播工作困境與職涯障礙的研究幾乎沒有，因此

筆者無法有系統歸納，台灣電視新聞主播是否與美國境內新聞主播一樣面臨相同

的困境或生涯障礙。尤其，台灣新聞頻道競爭激烈，電視新聞主播所面臨的工作

倦怠或工作壓力其重要性與價值，對新聞品質、新聞專業與新聞室參與度的影響

是無庸置疑的；而工作場域的改變、支援體系的支持這些多變的影響因素，都深

深牽動著主播的倦怠神經。 
 
如前述筆者所言，電視新聞主播的養成並非一朝一夕，尤其是資歷超過七、

八年以上的主播，在一次又一次的經驗與挫敗中累積自己的成長，修正自己播報

技巧與訪問深度，點石成金的努力，除了成就自己也成為觀眾信賴的來源。這一

切專業養成與播報魅力，一旦面臨主播無法處理龐大的壓力而出現工作障礙時，

其影響層面必定不容忽視。造成這些困境的原因，整理前述所提：包括主播在專

業條件上的要求，難以滿足的工作成就感、面對組織內的人事紛爭、工作過長的

負荷、家庭與工作的失衡等等問題。 
 
高薪、名氣之下的真相是主播的流動率比想像的要嚴重。根據各家電視台內

部所提供的人事資料顯示，近五年來，電視新聞主播離開這個被視為擁有光環工

作的人數就有四十人（註 2），其中不乏年薪五、六百萬的一線明星主播。如果

經過新聞專業不斷養成的資深主播出現工作倦怠甚至離職傾向，不僅不能將他們

的豐富經驗傳承給後生晚輩，對於新聞內部的產製作業也可能形成斷層，對於新

聞團隊是一大損失。不論是新聞品管的把關、新聞終端面的最後呈現，都將因為

閱聽眾失去一位資深、優秀、值得信任且有觀眾緣的主播而深受影響，甚至左右

閱聽眾選擇收看該台的意願。種種因為主播離職傾向的後遺症將一一浮現，對電

視台廣告收入的影響也不在話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根據四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民視）與六家有線新聞台（年代新聞、東森新

聞、中天新聞、民視新聞、三立新聞與 TVBS-N、）內部人事部門所提供的資料顯示：近五年之

內進行職務轉換的（離職、轉任幕後行政工作、跳槽等等）主播人數依照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台

來區分：無線電視台佔十一人（包括台視釋股，五位主播選擇優退）；有線電視台約二十九人，

其中尤以年代新聞台、中天新聞台、東森新聞台之流動率最大，分別為九人、七人、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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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工作倦怠感與新聞工作 
 

關於工作倦怠（burnout）的研究，最早在 1974 年由紐約臨床的心理學家

Freudenberger 提出，在過去文獻中所述之工作倦怠現象，大部分屬於心裡學研究

性質、成因、症狀與影響結果，並藉由分析工作倦怠的行為、過程及造成倦怠的

相關因素，提出預防及克服的處理方法（Freudenberger, 1974；轉引自林信昌、

臧國仁，1998）。 
 

  Maslach(1982)認為工作倦怠是一種情緒耗竭、情感疏離及個人成就感降低

的現象；國內學者張曉春（1983）提出，工作倦怠是工作過度負荷所產生的情緒

耗盡現象，是對工作動機的改變，也是一種工作疏離感。Maslach(2003)更將工作

倦怠與工作壓力之間的關聯性做了連結。文獻指出：在現今的組織環境當中，截

稿的壓力、對工作的承諾度與必須成功的念頭，都是造成組織員工巨大壓力的來

源。 

 
就工作倦怠的影響而言，工作倦怠是壓力症狀的一種獨立型態，常與不妥適

的心裡及情緒症狀有關。表現在組織中的離職（turnover）、缺席（absenteeism）、

低士氣（low morale）及各種有關個人煩惱的自我報告（self-report）指標上(Maslach, 

1978)。而早期對於工作倦怠的研究對象多半針對「助人工作」領域，如諮商輔

導員、社會工作者、護士等等，之後才慢慢加入其他專業領域，如教師、基層公

務人員、及其他經常與人接觸的不同職業。現在「工作倦怠」的概念已經被廣泛

應用在許多其他各種職業（Perlman ＆ Hartman, 1982）。包括近幾年國內外多份

研究也針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倦怠現象進行討論。 
 
Endres(1988)就曾經初步探討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壓力對於工作倦怠的影

響，發現超過 36%的新聞工作者表示曾經遭遇工作倦怠現象（轉引自林信昌、臧

國仁，1998）。也有文獻針對平面媒體從業人員的情緒（humor)因素，在工作倦

怠、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度中所扮演的角色進行調查。研究顯示：平面媒體從業

人員不論是自我挫敗（self－defeating）的情緒或積極進取（aggressive ）的情緒

都與工作倦怠（burnout）的症狀有關；其中，積極進取（aggressive ）的情緒更

與工作壓力(job stress)、工作滿意度(job satisfaction)有相關性（Theodore, Avtgis, 
＆ Kelly,  2006: 13）。還有研究指出：不論面對工作職場裡或工作職場外的壓

力，情緒就像一個仲裁者（Wanzer, Sparks, ＆ Frymier, 2005， 轉引自 Theodore, 
Avtgis, ＆ Kelly, 2006: 13），而不同型態的情緒，與不同程度的工作倦怠、壓力

與工作滿意度是有相關聯性的（Theodore, Avtgis, ＆ Kelly, 2006: 15）。 
 
文獻也指出：在現今的組織環境當中，截稿的壓力(deadlines)、對工作的承

諾度(commitments)與必須成功的念頭(need to be successful)，都是造成組織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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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壓力的來源。而瞭解到底是什麼因素造成跟工作壓力有關的負面情緒

(negative feeling)，這個議題一直都是學者們想探討的，例如：心理層面的生活壓

力是如何導致員工的工作倦怠（Maslach, 1978， 轉引自 Theodore, Avtgis ＆ 

Kelly, 2006: 13）。還有文獻認為，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雖非同義，兩者卻關係密

切。Robbins認為工作壓力的來源會有條件累積，導致工作倦怠現象的出現（Chou, 
1991; Robbins, 1993）。 
 

不過，國內針對新聞工作者相關研究，大多偏重工作滿意度、專業程度與倫

理態度之研究。如華英惠（1991）、熊誦桂（1994）、曾進歷(1999)、張復欽（2001）、

宋宜蕙（2001）、項賓和（2001）、林天從（2003）的論文討論偏重於新聞從業人

員的工作滿意程度、組織承諾、與組織溝通氣候間的關連性；林信昌、臧國仁

（2000）偏重的是平面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倦怠現象，但並未觸及新聞主播的領

域。而針對電視新聞主播工作與角色的相關研究方面，大多偏向新聞主播的專業

形象研究，如蘇瑞仁(1988)、江佳陵(2004)、謝向榮(2004)；或者像張景祥（1997）、

歐懿慧（2005）針對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滿意與組織承諾的關連性進行探討；另

外，呂惠敏(2005)則是針對電視台高階主管對新聞主播的角色認知與決策進行初

探。 

 
其中，主播方面的研究，張景祥（1997）針對衛星電視頻道新聞播報人員工

作壓力與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進行調查。研究中除了探討電視主播工作滿足與工

作壓力之關聯性外，也觸及主播對工作的認知態度。但因為時空轉換，十年後的

電視環境與主播生態已經有了很大的改變。 

 

歐懿慧（2005）延續張景祥的研究，針對電視新聞主播之工作滿足、工作壓

力與組織承諾之關係進行探討。研究中發現：工作滿足越高、工作壓力越低的主

播，組織承諾也越高；專任主播工作滿意程度比記者主播高；無線電視台的主播

對於薪資滿意度上明顯低於有線電視新聞台的同業。但未著眼於新聞主播對於工

作期待的部分：包括對於專業上成就的期待與私人方面對於薪資、生活的渴望，

其中的落差是否會造成工作壓力或工作倦怠？此一研究也並未著眼於工作倦怠

與離職傾向之關聯。 

 
而綜觀中外文獻，有關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的研究，對於兩者之間並未清楚

區隔。所以，雖然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並不同義，但兩者顯然有密不可分的關係

（Chou, 1991 ; Robbins, 1993）。Robbins（1993）認為，工作壓力是個人在工作情

境當中，面臨某些工作特性的威脅，所引起的一種反應。其將壓力的潛在來源分

為：非工作的環境因素、工作組織因素與個人問題。因此，本研究在探討電視新

聞主播的工作倦怠現象時，也將以往相關的工作壓力文獻，作為本研究之重要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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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主播相關研究則發現：女主播認為外貌與吸引力很重要，而觀眾也認為

外貌與經驗、可信度同等重要。許多媒體專業人士深深相信，閱聽大眾期待看到

年輕、漂亮的女主播；對男主播的期待則是專業與成熟（Hsieh, 1997）。而多數

的女主播也認為，從 1980 到 1990 年代，強調女主播外表美麗的程度，幾乎沒有

改變。另外，訪談許多女主播的研究也發現，她們長期對於保持年輕與看起來有

吸引力感到極大壓力；甚至在 2005 年的研究中也更確定：大多數的女主播都同

意外界對於女主播外表的關注太過頭了（Barnes, 2006）。因此，除了主播性別、

社會對主播外表的期待、專業的期許、甚至組織氣氛等因素，都將影響主播的工

作表現，也與主播產生工作倦怠息息相關。 
 
整理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針對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現象之研究幾乎沒

有。只有林信昌、臧國仁（1998）針對台北市平面媒體路線記者的工作倦怠現象

做過研究，研究中發現，本地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情況並不嚴重，工作倦怠程

度僅介於「有時如此」與「甚少如此」。他們探討個人人口背景變項與工作倦怠

的關係，結果發現，與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程度無顯著相關。但年輕、資淺、

未婚的平面記者個人成就感有較低落的傾向。 

 
研究者認為，因為平面記者與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性質並不相同，而電視主

播又比平面記者多了一層必須直接面對鏡頭，受觀眾和市場檢視的壓力。包括社

會檢視主播的眼光、組織針對外貌、收視率、觀眾親和度、專業性的要求、與主

播自我高度的期待均和平面記者所面臨的壓力大不相同。平面記者如果產生工作

倦怠，影響的層面不如電視主播影響層面擴及組織甚至社會的評價來得大。因此

不能將平面記者所感受到的工作倦怠等同於電視主播的工作倦怠感。加上此研究

時間距今將近十年，參考價值也就降低。 

 
綜上所述，工作倦怠感固然包括個人身心與工作間的落差，從實務界觀察到

的因素還包括（一）薪資的不滿足、（二）受限的生涯發展、（三）家庭與工作間

的失衡、（四）新聞主管對於主播聘用的標準（五）社會對主播期望的趨勢等等，

都可能是造成主播工作倦怠的成因，但實際上，主播是否經常有倦怠感，倦怠感

造成的影響為何？組織又該如因應解決？都缺少學術研究。 

 
因此本研究想探討國內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成因與影響，發生的頻率次

數，找出在鎂光燈鏡頭下的電視新聞主播，工作倦怠現象如何影響他們的工作表

現。也想找出改善電視新聞主播工作倦怠感之有效方法，根據學理研究依據，將

有助於主播與組織對於未來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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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關懷，也有鑑於國內研究主播之相關主題，文獻

有限且不連貫，尤其針對電視新聞主播與工作倦怠現象間的關連性研究更是付之

闕如。本研究係以電視新聞主播為主要研究對象，目的在探討，外表光鮮亮麗的

電視新聞主播在工作中所面臨的工作倦怠現象，分析造成工作倦怠的相關因素及

對工作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想進一步瞭解，新聞主播工作倦怠現象會導致哪些行

為？包括離職、調職、轉行等等；並試圖探討工作特性、組織氣候對於工作倦怠

與離職傾向間的因果關係，其關係是屬於間接還是直接影響，以尋求紓解和減緩

電視新聞主播工作倦怠感之途徑。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以下五點： 
 
1、描述電視新聞主播工作特性與面對的工作壓力，瞭解其工作倦怠產生的原

因。 
 
2、探討哪些個人因素可能影響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  
 
3、分析哪些組織因素可能造成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 
 
4、分析哪些社會文化因素可能造成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 
 
5、了解並比較不同工作類型的電視新聞主播其工作倦怠對工作表現和職業生

涯規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