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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電視新聞主播工作與工作倦怠的意義、性質和成因之相關學理和

文獻進行分析與討論，共分四節。首先，將先探討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與角色，

包括討論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特性與其跟新聞的關係；進而探討工作倦怠感的意

義、性質與成因，分為個人層面、組織層面與社會文化層面來探討其與主播工作

倦怠感的關聯性和造成的影響，而後提出主播自身與組織因應工作倦怠的方式。

最後從上述文獻的討論當中，整理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 
 
第一節、電視新聞主播的角色與工作 
 
壹、電視新聞主播之概念 
 

主播（anchor）一詞的原意指的是船錨，拋入水中穩定船身，以免被水浪沖

走；另外也指接力賽的最後一棒或最後一名選手，體力最佳、技術最好。換句話

說：anchor 代表穩定的力量或王牌人物（黃新生，1994：157）。美國學者指出，

1950 年代，主播是整個電視新聞網的焦點人物，也是電視台重要的文化指標（Alan, 
2003:xiv）。 

 
在美國，主播的概念從 1941 年播報珍珠港事件而開始萌生。最初建立主播

概念的是 CBS 廣播新聞的主播 Edward Murrow。Murrow 從珍珠港事件之後奠定

新聞為公共利益服務的基礎。Murrow 有自己的信念、信奉事實、精湛的文采加

上大眾對他的信任，這些特質變成主播這個族群的傳統習性，雖然他並非真正當

過主播。但許多後起之秀，在電視網紛紛開闢新聞時段之後，經歷一次又一次新

聞事件的挑戰，也逐漸受到閱聽眾的信任，並且願意定期收看他們播報的新聞

（Alan, 2003:xiii）。 
 
1948 年，CBS 決定轉播共和、民主兩大政黨的年度大會，電視台高層指派

明星記者 Douglas Edwards 前去採訪，因為現場播報相當成功，於是電視台老闆

決定賦予他主播職務。Douglas Edwards 也成為 CBS 第一位晚間主播（Alan, 
2003:xiii）。而在 1952 年，則是被 Walter Cronkite 取代。接著，美國國家廣播公

司 NBC、美國廣播公司 ABC 也立即跟進（張勤，1983：243）。此後，電視新聞

界就沿用 anchor 來稱呼播報人員，尊敬其權威、經驗、人格與魅力對節目發揮

整合的力量。因此，在美國新聞主播的概念由 Murrow 開始，而 Cronkite 則是將

主播的角色發揚光大。 
 
歐美各國早期多採用單人播報制度，且幾乎以男性主播為主。1977 年，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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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tcht 成為第一位登上週末新聞的女主播，而她在 NBC 的表現也備受矚目，

Jessica Savitcht 讓新聞主播生態改變，不讓男性專美於前，她讓女性主播的表現

也受到注目（張勤，1983：248）。 
 
美國雙主播的組合出現得很早，從 1950 年開始。但並非所有主播都受過記

者的訓練，有些主播只是因為他們的長相與聲音適合時下的要求。非記者出身的

主播在 1980 年，因為科技進步、國際間局勢變化與新聞資訊爆炸的因素，主播

被要求必須要有一些採訪技巧，所以要作為主持人或者對談人(Yorke, 2000: 207）。 
這一些主播記者，由於有多年的採訪經驗，對於撰稿、改寫、採訪都很在行，也

容易建立起信賴度。 
 
  而台灣最早的主播出現在國內第一家電視台－台灣電視公司。1962 年台視

新聞在開播時，就稱為「電視新聞」，起初每天晚上 8 點播出一次，每次 15 分鐘，

播報形式由記者一人與一名女性播音員輪流播報（台視，1992:42）。1984 年，中

視與華視也相繼採行新聞主播制。但大致上來說，1990 年代以前的主播，幾乎

都經過採訪訓練的養成，才能開始播新聞（石永貴，2003:332）。三家無線電視

台寡占廣播電視長達三十年，當時電視新聞主播人數全台灣不超過三十人（蘇瑞

仁，1988）。 
 

  一開始，主播並沒有制度形成，有時候是單主播，有時候又變成雙主播。後

來慢慢把晚上 8 點的新聞成為主要時段，一男搭配一女，女的就是播音員。在台

灣電視史上第一位女記者也是女主播就是台視出身的周嘉川（台視，1992:42）。 
   
  早期播新聞的播報台前會放一張卡，寫著職稱是記者和負責播報的記者姓

名。原來台視新聞是用輪流播報的方式，還未有主播制度。到了 1981 年，石永

貴擔任台視總經理，認為新聞居一家電視台重要位置，於是決定仿效美國實施主

播制度（盛竹如，1995：283）。 
 

1994 年 8 月，台灣第一家有線電視新聞專業頻道－真相新聞網正式開播，

隔年 1995 年 10 月 2 日，另一家有線新聞頻道 TVBS-N 開播後，新聞頻道的生

態出現重大轉變。第一家全天候的新聞頻道誕生，閱聽眾也開始注意到主播出現

的頻率，甚至有觀眾就衝著特定主播來收視。電視新聞專業頻道發展至今，已經

有七家專業新聞頻道，一天至少十八個小時的播出（轉引自呂惠敏，2005）。根

據研究者的統計，全台灣的專任主播加上兼任主播總共多達一百五十人左右。 
 
台灣電視台主管大多沿用美國主播模式到現在，普遍用「主播」來稱呼新聞

播報人員，意味著尊敬其權威、經驗、人格與魅力，也隱喻其能對新聞發揮整合

穩定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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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視新聞主播與新聞的關係 
 
    電視是一種典型的聲音與影像兼具的媒體，透過電視機這個小方盒，人們認

識世界、瞭解現實。早期台灣則選電視台主播的標準，是以國語咬字清晰、聲音

悅耳為重要考量。自從有線電視開放以來，主播除了上述條件之外，還被要求更

多的條件來迎合市場、組織與觀眾的口味。 
 

傳播學者黃新生（1994：158）根據電視新聞界具實務經驗者的分析，歸納

主播應具備的五個條件：1.精通新聞專業的技能、2.表現專業的權威、3.具有即

席報導新聞的能力、4.洋溢著親和力、5.外貌與音質令人舒服。其中，前三項重

視專業條件，後兩項則重視主播的形象建立。 
 
    蘇瑞仁（1988）針對電視新聞播報人專業形象進行研究。研究結果可以看出，

受試者心中理想新聞播報者的典型：1.年齡至少三十歲以上、2.聲音悅耳、3.國
語標準、流暢的表達力、4.大學程度、5.受過新聞專業訓練、6.具備撰寫新聞稿

能力、7.有信賴感、8.親切和藹的態度、9.討人喜歡的儀表、10.靈敏的反應能力。 
 

張繼高（1995）依據 The Technique of Television Announcing 這本書再加上自

身對實務經驗的累積，提出電視新聞主播的十項條件。其中大多指向個人特質。 
1.好看的外貌、2.健康與適當的嗓音、3.良好的教育及深廣的待人與生活經驗、

4.智慧與知識、5.幽默感（Sense of humour）、6.有耐心、涵養(Patience)、7.有想

像力、8.熱心(Enthusiasm)、9.來自有信心的謙恭(Humility founded on genuine 
confidence)、10.具有團隊工作的能力(The ability to work with a team)。 
 
    而 Hunter ＆ Gross（1980；轉引自張勤，1983）則是將「一名主播記者應

具備什麼條件」作為研究主題，並且針對美國二十三位新聞部的負責人進行調

查。十五項條件當中，前十項還是偏重於新聞主播的個人特質與形象，最後五項

則較重視個人的專業技能與條件。包括：1.外貌好看（Good looks）、2.有吸引力

（Charm）、3.智慧（Wit）、4.整潔（Neatness）、5.氣質（Personality）、6.憐憫心

(Compassion)、7.良好的人緣（Rapport with other staffers）、8.謙虛（Humility）、

9.年輕（Youthfulness）、10.適應力強、有彈性（Flexibility）、11.理解新聞（News 
savvy）、12.傳播能力（Ability to communicate）、13.可信度高（Credibility）、14.
講話的急智（Ability to ad－lib）、15.口齒清晰（Articulateness）。 
 

綜合以上國內外文獻整理發現，除了專業條件外，主播的個人特質中，以外

貌好看、具有吸引力為最重要。而外貌的優勢也越來越成為閱聽眾與電視台主管

選取主播的條件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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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近年來，新聞主播為了提昇自己的魅力，除了在化妝、服裝上面注

重美化之外，非語言行為的部分也跟著增加，如搖頭晃腦、凝視、加入手勢等等；

主播播報的方式也隨著時代變遷，或坐在播報台後，或坐在播報台前，甚至全程

站著報新聞，也有電視台將主播台拉出攝影棚走向人群，以「新聞現場化」的播

報方式來吸引觀眾目光（戴晨志，1993）。 
 
    進一步闡釋新聞與主播之間的關聯性。美國學者 Alan（2003:xiv）就指出，

五０年代開始，主播是整個電視新聞網的焦點人物。主播長期播報晚間新聞，是

公眾信賴的守門人。從廣義的意涵來看，每個電視台都有主播，但有些只是單純

的新聞播報者，口才流利並且能清楚唸出讀稿機的字；但也些主播卻是非常優秀

的新聞工作者，身兼記者、時事評論員、以及演出者。 
 
因此，Alan（2003:350-352）就將主播的角色區分為四大類，也可以說明主

播與新聞之間的關係。 
 
一、編輯型主播(editor-anchor）：所具備的專業是新聞編輯與整合的能力。擁有

主編的頭銜，能掌握新聞控制與新聞取捨的權力。代表人物是 Walter Cronkite。 
 
二、採訪、記者型主播(reporter-anchor)：強調採訪、現場報導的功力。代表人物

是 Murrow 及 Dan Rather。尤其 Rather，這位繼 Walter Cronkite 退休之後，劃

下 CBS 晚間新聞最高收視主播的代表人物。在三十多年的記者生涯當中做過

多次成功的採訪。但卻在 2004 年 9 月，在老牌新聞節目「六十分鐘」當中，

因為引用真實性薄弱的文件，在未經查證下報導美國總統布希當年服國民兵役

記錄爭議而在隔年三月卸下主播光環（張其賢，2004）。 
 
三、評論型主播(commentator-anchor)：早年美國的主播播報新聞力求公平、客觀，

而不能評論新聞。但隨著時代的改變，隨後嶄露頭角的主播也開始以新聞評論

者的角色塑造不同的主播風格。 
  
四、訪談型主播(interviewer-anchor)：1980 年代，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崛

起，打破原本一天只有三節新聞的概念，首度以二十四小時新聞網的方式製播

新聞與節目，大量的新聞時段也造就許多新生代主播的訪談能力，因此，，訪

談型主播(interviewer-anchor)就應運而生，這類主播必須具備現場訪談的能力

與良好的即時反應。 
 
    Alan（2003）認為，在美國主播專業條件的改變，主要受到二十四小時頻道

CNN 的出現而摸索出新的新聞操作樣貌。從 1994 年著名的辛普森被控弒妻案， 
CNN 連續幾個小時不停棚的內幕報導與評論，加上重現法庭攻防的戲劇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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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是改變了新聞主播的播報形式。 
 

台灣的新聞操作受美國電視台甚深。台灣電視新聞主播在組織內的編制狀

況，則是依照組織對於主播角色定位不同而有所差異。大部分無線電視台的主播

隸屬於新聞部的採訪中心：例如無線台的中視、華視、公視，除了晚間新聞之外，

其他時段主播大多由主管或記者兼任。而有線電視台主播則大多隸屬於編播中心

之下，與採訪中心、製播中心是平行單位：例如：年代、東森、中天、三立、

TVBS-N。另外，則是比較特殊的約聘制主播，目前採取約聘制度的主播都是播

報晚間新聞時段，不屬於任何部門，直接對新聞部最高主管或總經理負責，也非

編制內的員工，如台視的蘇逸洪、中視的沈春華、三立的李晶玉、中天的張雅琴

（呂惠敏，2005）。 
 
而現今台灣的新聞運作模式，主播的角色，有時候，也必須是新聞播報者、

現場訪談者，甚至遭遇重大新聞，必須走出攝影棚擔任起採訪記者的角色。例如：

2003 年陳水扁總統出訪美國與蔣宋美齡追思禮拜兩件大事，當時擔任 TVBS 總

編輯與晚間新聞主播的方念華，就前進第一線進行採訪，並且運用衛星連線，同

時擔任晚間新聞播報員與各整點新聞之評論員（註 3）。 
 

如前所述，台灣的電視主播會因為不同的電視台而賦予不同角色。無線三台

時代，主播大多隸屬於採訪中心，也少有主播兼任製作人；在有線電視新聞台開

放之後，主播需求增加，角色也日益凸顯。在有線電視台中，包括年代、東森、

TVBS 三家電視台，播報中午、晚間黃金時段的 prime time 主播都必須兼任製作

人，對於新聞導向全權負責。而一般的整點新聞主播通常會於新聞播出前兩小時

到公司上班，雖然無須參與編採會議，但也需要與當節編輯、導播充分溝通，以

瞭解新聞內容與呈現方式。 
 
在例行的編採會議當中，播報中午十二點與晚上六點(Prime time)新聞的主播

必須參與會議，並且適時提供意見。原因在於這兩個時段的開機率、收視率特別

高。每天第一階段的截稿時間是中午十二點、第二階段的截稿時間為晚上六點，

而通常這兩個時段的主播也被稱為黃金時段主播。根據收視率高低表現，晚間七

點到九點為第一黃金時段，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一點為第三黃金時段（劉幼琍，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參見網址：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emnyowen20031030181604（visit 

May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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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室講究團隊合作，因此要完美呈現一個小時條理分明、節奏流暢的新聞

播報，除了主播在鏡頭前的詮釋之外，至少還需要採訪中心、製播中心、編播中

心的配合。而每天的新聞選擇過程，則是透過一群編輯，遵循一組共有的常規，

透過固定的編輯會議而形成（Croteau ＆ Hoynes, 2000: 127-128）。 

 

以台灣而言，各主要的有線新聞台，新聞編採會議一天至少有兩次，往往是

新聞部最高主管（總監或經裡）召集包括主播、採訪中心各新聞路線主管、製播

中心的導播在早上 8:30，及下午 01:30 的編採會議當中進行報稿。採訪中心提出

記者主動回報的稿單並且彙整中央社、報章雜誌所提供的資訊、加上記者會的採

訪通知單，由主管篩選與閱聽眾貼近的新聞、或能引發閱聽眾興趣的新聞切入

點，再指派記者前去訪問。 
 
因此，主播在新聞室裡與其他成員的互動也顯得重要。採訪中心記者在第一

線進行採訪，部分身兼製作人角色的主播可以直接跟記者溝通，建議記者受訪者

的人選、切入角度與新聞報導的鋪陳；編輯台的主編、編輯將記者採訪回來的新

聞，依照每天固定的編輯會議決議，再加上編輯對新聞的判斷，將其排序成

rundown（菜單），而大部分的主播有建議權，另外若是身兼製作人的主播則有決

定權；此外，工程部的導播則會在主播 on air 之前跟其溝通鏡面的運用、是否需

要走位、外場連線需要應付的狀況等等，而主播此時也有參與權。但有時候，電

視台內部的公司政策、政黨傾向則會直接影響到一則新聞播出的次序、次數，甚

至是直接抽稿，不能再播。 
 
由此可知，電視主播與新聞室裡的每個環節息息相關，並不只是處理自我專

業的部分。一位優秀的電視主播必須熟稔編、採、播的流程與技巧，並且有能力

處理產製流程中的各種狀況。尤其，近幾年有線電視新聞台鏡面越來越花俏，有

時候新聞主播也會被要求參與下新聞標題與鏡面發想，也因為新聞部主管對於主

播角色的認知多元，也讓主播的角色更顯得複雜而有趣。這些因素，也將成為本

研究探討電視新聞主播工作倦怠感的變項之一。 
 
參、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特性與壓力 
 
一、工作特性 
 
    所謂「工作特性」是指與工作相關的各項因素。Seashore ＆ Taler（1975）

認為工作特性所包含的範圍甚廣，舉凡工作本身的性質、工作環境、工作待遇、

福利、安全感、人際關係、需求、自主性、學習、工作挑戰、自我實現等。皆屬

於工作所具有的特性，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對於滿足個人的需求，具有不同

程度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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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作特性之所以廣為學者所研究，Sims, Keller, ＆ Szilagyi（1976）認為其

重要性如下： 

 

1.工作特性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滿足與工作績效。 

2.有關工作動機的心理研究，無論站在工作者角度或管裡的角度，都與工作特性

有相當程度的關聯。 
3.工作特性對於領導行為、工作滿足與工作績效的關係有很大的影響。 

 
    而新聞工作的特性，根據林信昌、臧國仁（1998）指出，新聞工作者一直面

臨著各種壓力。壓力對於新聞工作者加諸了額外負擔，使他們在正常生活、情緒

型態與思考上面需要更多的適應時間。 
 
    新聞工作者經常覺得工作壓力影響工作表現，長期的工作壓力下，許多新聞

工作者產生工作倦怠的現象。然而，工作倦怠不只出現在工作多年的資深記者身

上，剛進入新聞領域不久的工作者可能更容易受到工作倦怠之苦。而容易產生工

作倦怠的人經常是那些優秀、聰明和最具有高度機動性的人（Robbins, 1993）。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陳順孝（1997）探討新聞記者工作的知識基礎時，

亦指出，新聞工作不僅是單純的心智活動，還涉及了大量的社會互動歷程。而記

者與大部分社會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一樣，是一種結構模糊（ill-structured）的

問題，不但難以尋覓公認且普遍的可以接受的正確答案，連討論標準也經常因為

外在的情境變化迅速而難以確立。 
 
    而電視主播的工作特性，也是處理各方的壓力。包括面對觀眾、在特定時間

下完成任務（截稿壓力）、重視團隊合作（與各單位的合作）、工作時間不定、解

決突發狀況的能力、高度的配合度來執行公司政策等等。由此可見，新聞主播的

工作特性除了處理新聞專業問題外，還需要處理組織內的人際溝通，與跟閱聽眾

的互動。 
 
二、工作壓力 
 
    學者對於工作壓力的定義，往往因為其研究目的或重點不同而有所差異。侯

望倫（1984）認為，工作環境的特質對於工作者產生特殊心理或生理上的要求所

造成的結果；劉玉惠（1991）認為，工作壓力是對組織中組織內外的壓力來源之

適應性反應造成的結果；邱信憲（1994）則認為，工作壓力是為了適應工作環境，

產生預期心理或生理要求所引發的反應。張曉春（1983）認為，工作倦怠感起源

於工作壓力，而工作壓力有其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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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bins（1993）指出，和工作有關的壓力來源會有條件的累積，並且導致工

作倦怠。包括：當組織或個人的壓力來源存在，例如：人際衝突、工作表現壓力、

權責不分等；另外，個人若傾向有不切實際的的理想或期待，會產生壓力、挫折、

疲勞，並感到無力感。當工作倦怠感發生，個人會覺得無法處理工作內容，降低

對組織的滿意度，甚至增加缺席率。 

 

Robbins（1993）又將壓力的潛在來源分為： 

1.非工作的環境因素：經濟、政治、技術的不確定性。 

2.工作組織因素：任務要求、角色要求、人際關係、組織結構、領導風格、組織

的演化階段。 
3.個人問題：家庭、經濟、個人人格差異性。 

 
    Graham ＆ Bennett 則認為是以下的情況造成工作壓力（創意力編譯組譯，

1995）： 

1.不知道如何排定工作的處理順序，而想要將他們全部完成。 

2.工作說明並不清楚，且組織圖上也沒有清楚標示個人職責範圍。 

3.個人對於環境的不適應及不安全感。 
4.由於未能將工作完成而產生挫折感。 
5.因為與主管們缺乏溝通，不同主管各有其相互抵觸的目標，無法同時達到全部

要求。 
6.與同事關係不良。 
7.工作負擔過重。 
 
    Ivancevich ＆ Matteston（1980），將壓力來源分為工作、非工作與個人因素

三種： 

一、工作因素 

（一）工作特性與工作環境 

1.工作特性：包括工作之變化、挑戰性、複雜性、值班、加班等。 
2.工作環境：包括通風、噪音等。 
 
（二）組織特性與組織程序：包括組織氣候、組織結構、領導型態、溝通系統、

升遷機會等。 
 
（三）個人期望與個人特性 
1.個人特性：包括個人過度負荷、角色衝突、角色模糊 
2.事業變項：包括個人處於事業發展的各階段，如事業進入期、退休、降級、停

滯、退化之差距。 
3.群體方面：群體內的衝突、缺乏凝聚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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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工作因素：包括家庭特性、社會階級、經濟特性等。 
 
三、個人因素： 
1.年齡、性別等人口背景。 
2.依照工作壓力來源性質分類，壓力類型分為五項： 
（1）時間的壓力：工作者必須在時間內完成工作，時間壓縮產生的壓迫感 
（2）情境的壓力：工作者對於工作環境當中的氣氛、場所感到不舒服、緊張或

不安。 
（3）競爭的壓力：包括內部與外部的競爭（同儕與同業的競爭）。 
（4）人情的壓力：組織內的同事情誼所帶來的壓力。 
（5）成長的壓力：公司快速成長、組織急速膨脹，各種制度或管理能力必須迫

切配合組織的發展而產生的壓力。 
 
    由上述歸納整理出，工作壓力因素可以區分為工作因素、非工作因素與個人 
因素壓力來源三方面。壓力的形成，不僅對個人造成影響，亦會對組織的整體績

效產生衝擊。在個人的心理上會產生焦慮、不滿足、沒信心等症狀；在生理上將

出現偏頭痛、高血壓、心臟病等不適（邱信憲，1994）。對組織而言，則會出現

缺席率高、產量減少、品質降低、流動率高、甚至影響組織績效等現象（侯望倫，

1984）。 
 

在新聞工作環境方面，Theodore ＆ Kelly(2006)發現新聞室的工作壓力

（newsroom sress）對於員工的影響。包括截稿的壓力(deadlines)、對工作的承諾

度(commitments)與必須成功的念頭(need to be successful)，都是造成組織內員工

巨大壓力的來源。 
 
    從文獻中整理發現，時間的壓力既屬於個人因素也屬於組織所帶來的壓力因

素。 
 
第二節、工作倦怠感與新聞主播 
 
壹、工作倦怠的意義與性質 
 

「工作倦怠」自 1974 年由紐約臨床心理學家 Freudenberger 提出後，就有許

多關於「工作倦怠」的研究。Cleary（2006）認為工作倦怠感與組織有密切關係，

工作倦怠感一旦產生，便會降低工作熱情與創造力，影響工作效率與成果。

Freudenberger（1974）認為，工作倦怠是個人對能力、精力與資源的過度要求，

導致個人感到失敗、耗盡與精疲力盡。Freudenberger(1980)更進一步指出，「工作

倦怠」是由於獻身於某一理想的目標、關係或生活方式，未產生預期的結果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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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一種疲勞挫折的狀態。 

 

此後，國內外學者對於「工作倦怠」的定義都有不同的詮釋。茲將其定義整

理如表 2-1： 

 

表 2-1：不同研究來源對工作倦怠定義之整理 
研究來源 工作倦怠的定義 
Maslach(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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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even, C. ＆ De Jong, 

M(2006) 
工作倦怠是一種對於工作壓力的心理反應。個人特質、

工作特性、組織溝通與組織承諾都會造成工作倦怠的產

生。其中，組織氣氛與組織溝通是影響員工工作倦怠最

重要的因素。 
Cleary(2006) 工作倦怠感會降低工作熱情與創造力，影響工作效率與

成果。 
Cherniss(1980) 個人因為在工作上遭遇過度的壓力或對工作不滿，產生

一種心理退縮的現象；個人不再為工作而活，而只是為

了活下去而工作。指專業者的態度與行為，對工作緊張

的一種負向反應。 
Freudenberger(1980) 工作倦怠是一種個人對能力、經歷與資源的過度索求，

對一種理想、生活方式投入過多、或一段無法產生預期

報酬的關係而感到失敗、耗盡與挫折感。 
Maslach(1982) 工作倦怠是一種發生在個人層次，包括感覺、態度、動

機與期待，並且對於個人有負面的影響，因此工作倦怠

可以定義為，「一種情緒耗竭、情感疏離及個人成就感

降低的徵候與症狀，經常發生在從事工作性質與助人有

關的個人身上。」 
Meier(1983) 因缺乏有價值的強力因素、可控制的結果、或個人可以

勝任而導致對於工作期待極少報酬且可能獲致懲處的

狀態。 
張曉春（1983） 工作倦怠是工作過度負荷所產生的情緒耗盡現象；工作

倦怠是工作動機的改變、是工作疏離感。工作倦怠的徵

候是身心交瘁，並且對工作感到厭倦。 
劉淑慧（1987） 助人工作者基於社會會個人價值，過度追求不切實際的

目標，並且無法有效因應工作壓力與挫折，以致身心耗

竭，而呈現出種種負向改變的歷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整理自林信昌、臧國仁(1998)，黃臺生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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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對於工作倦怠的意涵，較廣為研究者所應用的是 Maslach 的文獻。 

 
Maslach(1982)指出，工作倦怠的問題受到各界研究與關注之後，成為許多的

口頭禪，也招致批評。批評者認為工作倦怠只是換一種用詞來解釋，過去大家會

用沮喪（depression）、疏離、冷漠、無聊、中年危機、工作壓力來形容工作倦怠

（林信昌、臧國仁，1998）。 
 
Maslach 並相信，工作倦怠是真實存在的現象，而引發工作倦怠概念混淆和

爭議的主要來源，在於沒有清楚一致且單一可被接受的定義。 

 

Maslach(1982)也針對不同研究者對工作倦怠的意涵與定義，歸納出三個面

向，且這三個構面是以階段性的方式出現。 

1.耗竭（exhaustion）：大部分研究者同意工作倦怠是一種耗竭，可能導致情

緒耗竭或精疲力盡、失去精力、消耗用盡、衰弱、疲勞。雖然工作倦怠可能是身

體的耗竭，但通常指的是心裡與情緒的耗竭。 

 

2.失去個性（depersonalization）：指用負面態度對待他人。例如以不恰當態度

對待客戶、失去理想、易怒。這種負面傾向會隨時間轉移、改變、甚至累積。 

 

3.低個人成就感（low personal accomplishment）：這種對個人或個人成就的負

面反應，亦可解釋為沮喪、退縮、生產力或能力降低與無力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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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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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lly, 2006: 13）。 

 

國內學者張曉春（1983）綜合不同學者的定義，以 Cherniss(1980)的研究為

基礎，進一步對工作倦怠提出五項界說： 
 
1.工作倦怠是工作過度負荷所產生的情緒耗弱現象； 

2.工作倦怠是工作動機的改變； 

3.工作倦怠是工作疏離感； 

4.工作倦怠是身心交瘁的癥候； 

5.工作倦怠是對工作感到厭倦。 
另外，Pines(1993)也認為：個人在初出進入職場若帶著嘲諷心態，不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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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倦怠的情形；反而是那些帶著強烈渴望去自我奉獻與付出，以及那些充滿

理想的人比較容易出現工作倦怠。 

 

由文獻整理中可以發現，工作倦怠與職業態度也有密切關係。羅文輝（1997）

在研究新聞人員專業性的概念架構時，表示專業性包括「專業承諾」、「專業責

任」、「專業知識」、「專業自律」四大面向。其中「專業承諾」又包含「工作承諾」

以及「大眾服務」兩者。「工作承諾」指的是對於努力工作的承諾，工作承諾越

高者專業性越高，會將新聞工作視為終生職志；「大眾服務」指的是為大眾服務

的承諾，同樣的專業性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會將服務大眾視為職志，不會因為待

遇、升遷等因素而隨意離開。 

     

張文強（2005）針對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常規樣貌進行研究，研究發現，常規

會影響新聞專業的落實及新聞工作者超越自我的可能性。愈趨穩定的常規卻為新

聞工作帶來長期平淡的樣貌，新聞工作者往往只重複常規做事，然後停滯於既有

能力、沒有改變意願；其次，平淡也反應了工作者缺乏追求專業與自我超越的意

願，新聞專業只是「工作」而已。 

 

綜合而言，「工作倦怠」可視為工作者因對工作產生停滯感、疏離厭倦、懷

疑 ，而引發一連串情緒耗竭、精疲力盡，結果使得原來具有高度動機與承諾的

個人失去動力。 

 
整理國內外文獻發現，有關壓力與工作倦怠的研究，對兩者並未清楚區隔。

大部分研究者相信，兩者顯然有密切關係（Chou, 1991；Robbins, 1993)。如同

Robbins 所言，和工作有關的工作來源會有條件的累積，導致工作倦怠現象的產

生。根據 Chou（1991）的觀察，指出長期和持續的壓力會造成情緒耗盡，且在

需求過度的情況下，導致工作倦怠，適應困難。張曉春（1983）認為：工作倦怠

起於工作壓力，而工作壓力有其動力。因此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經常被混為一談。 
 
早期工作倦怠的研究對象多半針對「助人工作」領域，但現在也已經普遍將

此概念運用到其他領域與職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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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壓力間的關聯性進行討論。 
 
其中，劉玉惠（1991）曾以台北市報社文字記者為樣本，討論工作壓力相關

因素，發現組織內的因素（如自我對工作的要求、從屬關係、專業進程、待遇）

及組織外的壓力（如家庭生活），均與壓力反應呈現正相關。其列舉出十項（由

強至弱）影響報社記者工作壓力之因素依次為：1.害怕漏新聞、2.工作時間太長、

3.沒有家庭生活、4.一天二十四小時備戰、5.薪水要負擔大部分家計、6.工作與家

庭無法兼顧、7.稿源不足、8.對薪水不滿、9.能力超過目前職務、10.截稿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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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信昌、臧國仁（1998）再度針對台北市平面媒體記者的工作倦怠進行研究，

結果顯示，工作壓力變項與工作倦怠變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表示工作壓力感受

愈強者，其工作倦怠的感受也愈加強烈。另外在工作特性與組織環境層面來看，

工作壓力感受愈強烈者，其工作倦怠的現象與愈強烈，此研究再度印證工作壓力

對於工作倦怠的影響（Chou, 1991；Robbins, 1993)。 
 
歐懿慧（2005）則是針對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滿足、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之

關係進行研究，有以下的發現。 
1.新聞主播最大的工作壓力來源是工作過荷。 
2.新聞主播與主管角色衝突，失去新聞裁量權時，會明顯感受工作壓力。 
3.對於主管、同事越滿意的主播，其對組織的承諾越高。 
4.工作滿意度部分，新聞主播對於升遷與薪資的滿意度不高。 
 
近期的研究，同樣是討論平面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倦怠，但特別將情緒

（humor）因素納入，來討論其在工作倦怠、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間所扮演的角

色。研究顯示：不論是自我挫敗的情緒或者積極進取的情緒跟員工工作倦怠癥候

有密切關係；尤其，積極情緒與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有關；也證實許多研究者忽

略負面因素的重要性。此研究更提供了，負面情緒與工作倦怠、工作壓力與工作

滿意度間之緊密關聯度（Theodore ＆ Kelly, 2006：16)。 
 

反觀在電視新聞工作領域當中，新聞工作者投入傳播工作，如果對新聞工作

具有熱情，便可以發揮其創意，對組織承諾度也比較高；表現在行為上，則是可

以提高新聞品質，留在新聞行業工作的意願也比較強（Cleary, 2006）。對於新聞

主播也一樣，如果工作倦怠感低，對於工作的認同度會比較高，也較能揮發長才，

願意留下來服務觀眾。 

 
為了進一步探討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問題，將綜合整理上述幾位學者的

定義，來瞭解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狀況。 
 
貳、工作倦怠的成因 
 
    許多因素都可能導致工作倦怠，如工作缺乏挑戰、無法取得各方面的支持等

等。但並非每人個面對工作倦怠時都面臨相同程度的威脅。 
 

Cordes ＆ Dougherty（1993）將可能導致工作倦怠的因素歸類為三大類： 
第一類是工作者的個人特性。 

第二類是組織特性，包括的變數有：工作情境、功過獎懲等。 

第三類是工作特性：從相關文獻發現，大部分造成工作倦怠的關鍵因素都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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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相關，而角色特性則包括負荷過重（role overload）、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

及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 

 

    Caputo(1991)回顧過去文獻後指出，工作倦怠可能的因素主要來自於工作環

境與個人因素兩者。 
 
    Cherniss(1980)認為：個人行為深受社會情境影響，因此，介入組織層面不

但會使工作更有效率，也較可能改變內涵相近的個人倦怠來源。另一方面也指

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有關鍵性影響，其中尤以監督管理

者與工作者的關係對工作壓力的調適過程最為重要。任何工作要是處於高度角色

衝突的情況，勢必產生許多工作壓力與倦怠。 
 
    綜合研究相關文獻，以下分別就工作者的個人特質、組織特性與環境因素、

社會文化情境等四個面向，分別討論工作倦怠來源與相關因素。 
 
一、工作者的個人特質 
 
    許多研究相信，某些人口變項在某個程度上可以解釋工作倦怠的發生；而員

工若能獲得社會支持，都能相對減少工作倦怠的程度；另外，員工本身對於組織

或成就的期望若與現實差距太大，也容易產生工作倦怠感。 
 

而國內一篇報導也發現，大部分主播對於自我的要求極高，也特別重視自我

理想的實現。曾經拿過十二座金鐘獎的中視新聞主播沈春華就說：「我天生對自

己要求比較高，我覺得自我要求高沒什麼不好，也不會特別辛苦，我很享受把自

己做得很好的感覺。」而沈春華也同意大部分的新聞工作者自尊心與戰鬥力特別

強（楊倩蓉，2007）。 
 
    Cherniss(1980)認為，每個人面對壓力時能夠承擔的程度各有不同，分析工

作倦怠時，必須考量工作者自身的因素。一般來說，過去文獻中探討個人層面的

工作倦怠來源相關因素包括人口特質（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家庭狀況、

工作年資、薪水）與個人期望(Caputo, 1991; Cherniss, 1980; Maslach, 1982; 張曉

春，1983;黃臺生，1994)。 
 
1.個人特質： 
 
(1)性別 

Maslach（1982）認為，大體而言，男性和女性在工作倦怠的經驗頗為相似，

但女性比男性傾向較多情緒耗竭，而且較為強烈。這樣的差異可能反應了男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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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的性別角色差異，但也可能是工作倦怠上的性別差異，反應了男性與女性的

職業不同，而非男女特質差異。 

 

美國傳播學者則是針對美國境內的電視男女新聞主播，調查其所面臨的工作

困境與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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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strom ＆ 

Ferri, 2000)。 

 

Manning(2004)在探討電視新聞主播的生涯障礙時認為，多數主播贊同在鏡

頭前面的表現是影響主播生涯的最重要因素；但也不能忽略性別上的差異。性別

上的不同在某些時候，對主播生涯而言的確也會造成衝擊。 

 

(2)婚姻、家庭狀況 
    Maslach（1982）認為，工作倦怠與婚姻狀況有一致的工作倦怠。有家庭的

工作者多屬年紀大、情緒穩定、心理上較為成熟之人。而且配偶與孩子使他們更

有經驗處理個人問題和情緒衝突。 

 

    對於電視新聞主播而言，顯然不完全適用 Maslach 的論點。大部分的新聞主

播面臨工作與家庭掙扎的機率很高，因此容易造成情緒耗竭。美國傳播學者

Engstrom＆Ferri（2000）針對男女主播的研究發現，不分性別，大多數主播普遍

性遇到的生涯困境就是，該如何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電視新聞工作者，工作時

間過長，經常造成對家庭付出的不夠。Engstrom ＆ Ferri（1998)探討電視主播的

生涯困境，也證明女性在面對工作職場的時候，家庭與工作之間的衝突性顯然比

男性大得多。即使是雙薪家庭，傳統上女性還是被認為比男性更應該照料家庭，

因此，已婚且有孩子的女主播，面臨家庭與事業上的平衡困境要比男性明顯。但

是，不論性別，就職業別來看，如何在工作與家庭生活中取得平衡？是大多數主

播面臨的困境之一。 
 

Manning(2004)認為，大部分的女性工作者願意為了可以在工作與家庭當中

取得平衡而接受不如自己預期的工作職務。甚至有些女性新聞工作者會拒絕更好

的職場權力，因為她們寧可犧牲工作升遷的機會，也不願意放棄家庭生活。研究

文獻也指出，女性在工作場域當中無法晉升是因為她們寧可選擇孩子與家庭。 
 
(3)工作年資 
   Cook ＆ Banks（1993）的研究發現，在相關分析當中，有較長工作經驗年資

的工作者在情緒耗竭與缺乏人性方面的程度顯著較低。如同年齡變項，年紀較大

者可能在新聞工作壓力下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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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信昌、臧國仁（1998）針對工作年資的人口背景變項進行探討發現，年輕

資淺者比年長資深者在個人成就感低落的情況強烈。對記者而言，有時候工作倦

怠感牽涉到「上不上手」的感覺。年輕資淺者剛剛入行，對於新聞運作方式、採

訪技巧、抓新聞的要領還未進入狀況，也容易產生倦怠。 

 

(4)教育程度、新聞背景 

    Maslach（1982）認為，不同教育程度在工作倦怠上並沒有如性別變項般的

顯著差異。一般而言，工作倦怠感最高者，是完成大學教育程度而未接受任何研

究所訓練的人，他們傾向較多的情緒耗竭。 

 

林信昌、臧國仁（1998）針對平面媒體記者進行工作倦怠現象研究發現，不

同的教育程度、新聞背景（是否為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畢業者）的新聞採訪記者之

工作倦怠程度並無顯著差別。其原因可能是關於工作倦怠的問題，一般屬於個人

壓力調適，在教育過程中並未教導個人如何處理壓力或倦怠。因此，不同教育程

度或教育背景對於如何因應、調適工作壓力與倦怠的能力並沒有不同。 
 
(5)薪水、升遷與對角色的期待 
    Cook ＆ Banks（1993）也發現，收入與情緒耗竭有顯著相關。較高收入者，

情緒耗竭程度較低；較低收入者，情緒耗竭之程度相對偏高。而情緒耗竭又是大

部分工作倦怠者最常出現的癥狀，因此，可以推論，薪水高、升遷順利的工作者，

其工作倦怠感較低。另外，研究也發現，在工作職稱方面，編輯比記者的工作耗

竭程度高；而在記者群中，沒有路線分配的記者，在情緒耗竭的程度上顯然高於

有固定路線的記者。 

 

    另外，美國密蘇里新聞學院學者 Vernon A. Stone(2002)針對電視新聞室進行

研究後發現，一般主播的年薪至少 10 萬美金起跳，主播平均年薪是 17 萬美金，

比起新聞製作人年薪 15 萬要來得高。同樣靠著薪水過日子的媒體人，一般記者、

編輯平均年薪為近 3 萬美金。這樣的薪水與明星主播相比真是天壤之別（註 4）。 

 

戴晨志（1993）就提到，歐美電視公司對於資深主播極為重視，待遇往往超

過新聞部高級主管。美國 CBS 電視台華裔新聞主播宗毓華年薪 130 萬美金，二

十五歲開始當助理政治記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4：參見網址：http://www.missouri.edu/~jourvs/index.html（visit June 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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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台灣，明星主播和一般整點主播的薪資也有一段落差。呂惠敏(2005)研
究主播薪資發現，多數電視台主播月薪多由四萬元起跳（薪資計算方式為記者月

薪加播報津貼），最高月薪則高達四、五十萬，價碼高低差距達十倍之多。對於

主播的升遷制度，大部分電視台也都沒有明確規範，因為主播的時段安排、薪水

以及是否繼續被聘用的決定，原則上都掌握在新聞部最高主管以及總經理的手

上。 
 
而薪水的差異化與主播內部升遷制度的不完整，也可能成為主播工作倦怠現

象的重要變項之一。 
 
(6)專業承諾 
 

林信昌（1998）研究台北市平面媒體記者的工作倦怠現象時發現「工作倦怠

程度與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工作的專業承諾有關」。研究發現，工作倦怠程度越

弱者，對新聞工作的專業承諾同意程度越高，有較高的意願願意留在新聞領域當

中，也比較肯定新聞工作本身的價值。 
 
而台灣的新聞主播近十年來因為媒體環境的改變、平面媒體報導生態重視花

編新聞的露出，也使得很多新進記者一心想進入電視台當主播，享受明星光環，

失去對新聞工作的專業承諾，也容易因此產生工作倦怠而選擇離開，造成流動率

高。 
 
二、組織的因素 
 

Maslach(2003)認為，工作倦怠是長期面對工作場所壓力來源所反映出的一種

症狀，並認為工作倦怠包括三個重要面向：1、過度耗竭，2、憤世嫉俗與和工作

分離，3、一種無效率與缺乏成就的感覺。而工作倦怠的源頭主要來自於工作壓

力、角色與組織。 

  

1.工作壓力：由於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多項工作的時候，因為工作量過

重或時間過長都將造成精神上的不堪負荷，以致於產生情緒耗竭的現象。其

次，由於無法在工作中肯定自我，或是工作中充滿挫折，更可能因為挫折而

產生自責、內疚，使其更挫敗、更無力感，最終變得喜怒無常，發生情緒退

縮與生理異常等現象。 

 
2.工作角色：當面臨不同而相互矛盾的角色期望時，當角色無法自我調適

時，導致情緒資源逐漸枯竭，情緒耗竭因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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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組織方面：分為以下幾點， 
a 組織對於個人的期望過高 
b 組織結構的程式化過高 
c 參與決策的機會少 
d 工作自主性低 
e 薪資報酬不公 
f 升遷管道不足 
g 生涯進程不合理 

 
以上幾點因素，都將造成個人工作熱忱遞減，工作效率不彰。而新進人員對

於新環境過度憧憬，組織也對員工寄予殷切期望，員工一旦無法達成或能力不足

勝任時，都將造成情緒耗竭。 
 

另外，Caputo(1991)也同意，工作環境層面與工作倦怠有高度相關。這些因

素包括：缺乏專業自主性、角色衝突、缺乏個人成就感、缺乏控制、資源不足等

等。Weaver ＆ Wilhoit（1986）的研究也發現，對新聞工作很滿足的從業人員比

例不斷降低，對工作不滿足的比例卻是不斷增加，但整體而言，大多數美國的新

聞從業人員對工作是感到滿足的。 

 

    此外，許多實證研究都證實，特定的工作情境會影響在工作地點中壓力及工

作倦怠的發生。工作情境(job context)包含了許多不同的因素，例如：工作轉換、

精神環境等（Cordes ＆ Dougherty, 1993）。 

 
在國內研究方面，華英惠（1992）探討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工作、同事、主

管的工作滿意程度高，但是對於升遷、收入普遍感到不滿意，因此，建議新聞機

構應改善新聞從業人員之待遇、福利與升遷制度。 
 
（一）工作、角色特性的因素 
 
1.角色過度期待與角色過度負荷 
 
    在過去的文獻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與服務者互動較為長久、直接、頻繁者，

較易導致工作倦怠。而在組織內與同事之間的相處融洽與否，也與工作倦怠有相

關程度的關聯性。其中，角色負荷過重與工作倦怠有不同程度的關聯性（Cordes 
＆ Dougherty, 1993）。 

大部分探討工作倦怠的研究都是針對助人的工作，包括了醫生、教師、護士、

及社會服務人員等，因為與服務對象往來頻繁、直接，很容易使相關人員產生嚴

重的工作倦怠。而這裡所指的人際關係就是包含了與上司、同事、下屬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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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過度負荷是指，當一個員工在工作的分量或時間上都感到承受太多要求

時，即是角色過度負荷。包括量的超負荷（每單位時間有太多工作需要完成）、

及質的超負荷（所要完成的工作太困難）（Pines, 1993)。 

 

    對於每天處於現場直播狀態的新聞主播而言，每個主播所賦予的責任各不相

同。有些整點主播一天需要播報三至五節的新聞，通常需要在播報第一節新聞前

兩個小時抵達公司，工作時間大約九個小時，這是屬於量的負荷；而肩負製作人

職務的晚間新聞主播，則必須要肩負起當節新聞的收視率成敗，此類主播在製播

會議當中要決定新聞頭條、也必須製作輔助新聞說明的效果框、下新聞標題與建

議製作新聞看版等等，一天工作的時間往往超過十個鐘頭（呂惠敏，2005）。尤

其是遇到突發事件，例如：重大社會事件（車禍）、災難新聞（九二一大地震）

或者國際新聞（九一一恐怖攻擊），主播必須在第一時間消化整理訊息並且正確

的傳達給觀眾，連播三四個小時甚至不休棚徹夜播報，新聞主播都必須全力配

合。因此，主播在工作上不論是質或量的負荷都相當重。     

     

2.時間壓力 

 

Ivancevich ＆ Matteston（1980），將壓力來源分為工作、非工作與個人因素

三種。其中，個人因素就提到時間壓力的壓迫感，容易讓人產生工作壓力，時間

一久，甚至容易造成工作倦怠。 

 
時間壓力還不單指時間緊迫的壓力，還包括在時間內無法完成任務可能造成

的團隊壓力與自我成就的喪失。因此，在新聞工作環境方面，Theodore ＆ 

Kelly(2006)就發現，新聞室的工作壓力（newsroom stress）對於員工的影響。包括

時間內必須完成稿子撰寫的截稿壓力(deadlines)、對工作的承諾(commitments)與
必須成功的念頭(need to be successful)，都是造成組織內員工巨大壓力的來源。 
 

（二）組織環境與組織特性的因素 
 
    有許多研究已經指出與工作或任務直接相關的變數都會促成工作倦怠的發

生。然而，與組織及其政策相關的變數是否導致工作倦怠的研究相對較少。    
Cherniss(1980)探討工作倦怠的社會、組織與個人等層面來源時，建議由組織層

面來研究工作倦怠的現象。理由是，工作或組織上的差異可能比個別差異更對工

作倦怠有影響力。 
 

Maslach(1982)探討工作倦怠的工作環境來源時指出，工作特性能促進或降低

情緒壓力程度，即是指工作特性對工作倦怠徵候是重要因素。這是因為工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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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的資源，大部分由機構所決定，而非個人所能支配。同時，工作者與服務

對象、同事、主管間的互動也被工作環境結構所形塑，因此組織環境因素將影響

著個人的工作倦怠感。 

 

    當大部分的情境因素支持工作者的角色並且讓他感到職業價值時，工作者上

能忍受一些不平衡的狀態。但是，當許多情境因素同時發生而使工作者無法完成

工作，工作倦怠的風險就會較高。 

 

(1)工作自主權、參與決策機會 

 
員工對於組織、自己的職業及自身的工作效能的期望也將對工作倦怠現象有

影響。Paterson(2001)的研究顯示，個人工作者求生存是首要目標。大多希望有

一個裁量權，才有意願再去製作更優質的節目，這樣一來也會把目標定為去尋找

下一個工作。 
 
    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特性在於要求高度的自主權。Weaver ＆ Wilhoit（1986） 
強調記者的自主權，在於記者可以決定新聞應該強調的重點、擁有選擇報導題材

的自由、可以自由採訪不受組織指派、新聞稿較少經由組織中其他成員修改。並 
且針對全美新聞從業人員進行調查發現，工作自主權會影響工作滿足，工作自主

權越大、工作滿足越高。 
 
    Weaver ＆ Wilhoit（1986）針對全美新聞從業人員進行的調查則發現，在 1982

年到 1983 年時，記者所擁有的自主權比十年前少。當時時空背景的變化，記者

希望可以報導更多社會運動的意見，但因為媒體發行人的立場與組織意向的原

因，使得記者報導的內容受到限制，記者可以發揮的自主權不大。 

 

Singer（2006）研究專業新聞態度的改變時也指出，許多研究學者都認為新

聞室在做新聞內容的決策時，受到來自外在的壓力影響愈來愈大，這些外在壓力

有來自媒體擁有者、投資者的利益，以及市場的需求。 

 

     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華英惠（1992）探討記者工作自主權和工作滿意相

關程度時，將新聞自主權分為兩個層面。一是採訪自主權，包括可以充分自由的

選擇報導題材、自由決定採訪對象；其二是發稿自主權，包括可以自行決定每日

發稿量與決定新聞刊登之版面大小、位置。結果發現，在選擇報導題材方面，受

訪的記者當中有 43.5%傾向同意記者可以充分自由選擇報導題材，32.6%傾向不同

意記者可以充分自由選擇報導題材。另外，在決定採訪對象方面，有高達 53.8%

受訪者傾向同意記者可以充分自由的決定採訪對象，也有 25%的受訪者傾向於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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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電視新聞方面，Smith ＆ Becker(1989)指出，電視製作人與記者在選取

新聞的時候，會有不同的價值觀。在電視新聞的產製過程當中，由於製作人的地

位高於記者，在處理新聞不合理念情況下，製作人會希望記者考慮畫面的生動性

與活潑性，無形中就干涉了記者原本處理新聞的立場。甚至在新聞室當中，公司

政策與決策高層的意識型態都將影響電視台的新聞走向，凌駕於新聞專業之上。 

 
呂惠敏（2005）探討主播管理的考量因素裡，大部分電視台認為，公司政策

高於主播的自主性；而明星主播比起一般主播擁有較高的自主性。一般來說明星

主播大都兼任新聞製作人，因此能主導新聞導向與編排順序，決定新聞頭條，也

比較得到公司決策高層的尊重。而一般的整點主播可能是公司決策高層認為其專

業能力還不足以擔任製作人或是電視台基於專業分工的考量，認為新聞主播主要

工作是將新聞訊息正確傳遞給閱聽眾而不需處理新聞操作面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以績效為導向的電視台，對於專業能力強、又能帶來收視與

廣告的明星主播，公司給予自主空間相對較大，甚至會要求其他工作團對成員配

合其風格；但另一方面，在台灣，有些主播屬於新聞台的精英份子，但有些主播

又被視為基層工作者。所以，大部分的電視主播無法擁有完全的自主性，其中牽

涉到自我的價值與公司決策管理的介入甚深。 
  

(2)薪資報酬制度 

 

    Manning(2004)指出，女性在工作場域當中愈顯重要是開始於二十世紀中。

從以前到現在，一直不斷被討論在工作場域當中的壓力來源就包括：薪水、升遷、

工作與家庭如何取得平衡等。 
 

    在台灣，主播的薪資會因個人在公司價值而有所不同。大部分的主播薪資都

是四萬元起跳到十萬元不等。而其中，中視、三立的最高薪資都接近年薪五百萬

元（呂惠敏，2005）。 

 

呂惠敏（2005）研究也發現，主播薪資可以反映出該電視台對於主播的重視

程度以及年資深淺。以中視為例，除了晚間新聞由資深主播沈春華擔任之外，其

他三節新聞大都是由資深記者或主管兼任，除非離職或跳槽，不會輕易變動主

播，薪水只會隨著年資而累積。 
 
現今電視台，一般透過招考及內部遴選方式招募主播者，薪資往往依據公司

原有制度核發；主動接觸或經人推薦者，則會依據電視台對該主播的整體評量給

薪；至於挖角主播，公司給予的待遇、福利，往往超過一般主播的好幾倍（呂惠

敏，2005)。而大部分的有線新聞台，主播都是合約制，主播的薪資往往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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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約時才有機會調整。而決策高層也可以利用一年一約或兩年依約到期時進行公

司的決定，例如：加薪、減薪或者不續約。簡而言之，主播的薪資可能會因組織

對其的重視程度而產生極大的差異。 
 
因此，電視台內同樣是新聞工作者，記者與主播的薪資制度截然不同。記者

的薪資同樣會因為跳槽而有所增加，但幅度並不若主播跳槽動輒以萬元計算。主

播薪資的高低，有另外一套標準，但這一套標準並無一定的規則可循，主播可以

利用跳槽來拉抬身價或者讓決策高層知道自己被別台挖角來增加與公司的談判

籌碼。但先決條件必須是決策高層認定某一位主播具有市場觀眾緣、能帶來最大

的廣告收益，就願意給付較高薪資。但一個電視台內通常只有一、兩位這樣的明

星主播。 
 

(3)升遷、獎懲制度 

 

Jackson ＆ Schuler (1983)曾指出，缺乏獎勵會造成工作倦怠的發生。而在國

內的研究方面，張景祥（1997），曾經做過新聞播報人員之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

之研究，研究發現，新聞播報人員的主要工作壓力來源為工作負荷過度。其中，

在工作滿足中，最不能滿足的就是薪資與升遷狀況，其中尤其以升遷狀況的滿意

程度最低。 

 

    電視新聞主播的升遷牽涉到在組織內的編制。根據中天電視台人資單位的資

料顯示，主播職務分為記者主播、播報主播與資深主播，而如何更上一層樓也沒

有明確規範。根據呂惠敏（2005）的研究，台灣電視新聞主播在組織內的位階，

大致分為四種架構（隸屬採訪部門、隸屬採訪組以外部門、為獨立部門、約聘主

播），多數電視台依組織對主播角色定位不同，而分別隸屬於採訪中心或編播中

心。 

     

    雖然新聞主播在電視組織的位階可以區分為以上四種，不過，不論是哪一種

架構，都只是組織階層形式上的差異。因為主播時段的安排、薪水與是否繼續聘

用的決定，原則上都掌握在新聞部最高主管以及總經理的手上。這也更加凸顯組

織內的決策主管，在主播聘用與升遷評量上的重要性（呂惠敏，2005）。 

 

    事實上，各電視台對於主播是否能繼續被聘用或升遷也並無統一標準，大多

掌握在高層手中。根據平面報導，東森電視台在民國 96 年中後，爆發一波主播

離職潮，多位中生代主播不被續約，包括幾位資歷超過十年以上的資深主播李大

華與李健光。根據業界人士的說法，李大華與李健光是因不滿無故遭到公司減薪

四成而求去。其中，李健光並未否認遭減薪，只強調還再與公司協商；東森新聞

台執行副總李惠惠證實李大華、李健光即將求去，但強調並非減薪，而是因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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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涯規劃而離開（林南谷，2007 年 9 月 19 日，D6 版）。 

 

而電視台當中，主播的獎懲制度通常取決於收視率高低。有部分電視台為了

希望新聞團隊在收視率上取得領先地位，會鼓勵記者努力跑獨家，跑一則獨家換

獎金。而主播則是與同時段其他新聞台相比較，每個電視台會訂定標準，以當節

新聞收視率的名次來決定要給予獎金或者扣除薪水。但大部分的決策高層會認

為，主播的薪資普遍高於記者許多，因此也不願意額外給予其他的獎勵。 

 

因此，本研究在探討組織對於電視主播工作倦怠的影響時，也將升遷、獎懲

制度列入研究範圍，試圖來瞭解，在現階段各個電視台的升遷與獎懲制度對於主

播的工作倦怠有多大程度的影響。 

   
（三）小結 
 
    林信昌、臧國仁（1998）整理指出，探討工作壓力的來源時，Cherniss(1980)
曾建議由組織層面來研究工作倦怠的現象。理由是工作或組織上的差異可能比個

人差異對於工作壓力更具影響力。他並且認為，個人行為會深受社會、組織的影

響，因此介入組織層面，不但會使工作更有效率，也較可能改變內涵相近的個人

倦怠來源。 
     
    曾經擔任過記者並且長期在杜蘭大學任教的傳播學者 Breed（1955: 323-330）

認為，每個新聞室都有自己的政策，通常由新聞媒體發行人設定與推行，而他們

的部屬並非自動順從這些政策。Breed（1955: 330）就舉出新聞工作者如何知道

以何種角度來報導新聞？深受以下幾點理由的影響： 
 
1.機構的權威與制裁力 
2.對上司的感激與尊敬 
3.升遷的慾望（寫出組織內想要的文章、不違反政策是升遷的最佳途徑） 
4.缺少一個對抗的團體 
5.工作的愉快（例如：新聞室裡同僚間的歸屬感、工作富挑戰性、以及其他工作

上所得不到非物質的好處） 
6.新聞已經成為一種內化的價值。 
 
    以上幾點理由都是組織內部的影響因素，即所謂的「新聞室社會化」。我們

可以發現，一位新聞工作者在報導新聞取向上的取決，並非完全憑藉個人的專業

意理來決定，而是受到整個新聞室的社會化，逐漸知道自己該以何種角度來報導。 
林淳華（1994）在探討新聞記者的工作自主權時也提到，組織控制與記者的工作

自主權有時是相互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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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每一家電視台的新聞部都有自己的編輯政策。對主播而言，組織又

如何看待新聞主播的播報。根據實務界電視新聞主播的說法，包括時段的變化、

獎金制度、擁有行政資源的多少，都可以看出一位電視新聞主播在組織內的價

值。呂惠敏（2005）研究新聞室裡高階主管對於主播角色的認知與決策時，也提

到新聞室支配的問題。她認為新聞產出不但是記者採訪處理的個人工作歷程，也

是媒介組織結構活動化的結果。 
 
    新聞室社會化是在分析媒介組織如何塑造一位新手，或者利用一些隱隱約約

的獎懲方式，影響工作者的工作實踐（王姝琇，2004）。每種職業都會因其組織

工作需要，發展出不同的分工，也形成各家媒體內部的組織目標與常規。不論是

記者、編輯、主播，其角色都需要經過「社會化」來實現他們本身對角色的期待，

也必須符合工作組織的期待（Croteau ＆ Hoynes, 2000）。 

 
    從頭條新聞的處理過程發現，組織決策就是一種社會化。Croteau ＆ Hoynes

（2000）研究編輯選擇頭條新聞的產製過程，發現新聞的編排不只是技術性、以

規則為準的工作，而是透過每日充滿對抗性的編輯會議建構而成。新聞室社會化

過程中，主管也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新聞講求速度、效率，時間緊迫的新聞蒐

集與製作過程，之所以能夠順利進行，主要就是大多數的新聞都能在上司與同事

之間，獲得一致的新聞判斷（Roshco, 1975 / 姜雪影譯，1994）。 

 

    另外，因為主播這一群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性質較為特殊，主要是電視台的形

象表徵，因此與決策階層之間的建立共識就顯得重要。根據實務界的說法，如果

主播不遵守組織的規定或權威，將面臨更換播報時段與不准播報的懲處。擔任過

台視總經理的石永貴（2003）就表示，盛竹如就曾經因為不配合上級政策，而被

迫離開主播台。 
 

這個論點也與 Endres(1988)年的研究相吻合。其研究發現，組織內、新聞室

的工作壓力對日報超過九成的新聞從業人員造成影響，主要來自於主管與消息來

源的互動關係、無聊、截稿時間、與個人追求完美表現的渴望；這種渴望有時雖

屬正面激勵因素，但多半屬於負面壓力因素。 
 
    綜合以上文獻也發現，工作壓力來源的相關因素與許多探討工作倦怠來源的

相關因素有高度相關，甚至許多文獻將兩者視為同一來源。而其中，組織內的壓

力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倦怠現象息息相關。換句話說，要探討電視新聞主播的

工作倦怠現象，組織內的影響因素將成為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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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倦怠對新聞工作造成的影響 

 

    工作倦怠對於組織及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甚鉅，因此在實務上有其重要性存

在。然而工作倦怠而產生的許多癥狀，也會因為其他因素而產生，我們可以從這

些徵兆瞭解工作倦怠對於個人傷害及對於組織上的損失。 

 

一、個人層面 

     

在個人層面，工作倦怠顯現於外的癥候和程度因人而異，而且經常發生在開

始工作一年後（Freudenberger, 1974）。 
 

Kahill(1988)針對工作倦怠引起的結果分為四類： 

1.生理、情緒上的結果：工作倦怠會造成員工許多健康問題，也會使員工沮喪、

無助、不安及易怒。 

2.人際關係上的結果：表現在人際網絡上，會出現影響家庭品質、疏遠朋友、負

面情緒面對服務對象。 

3.態度上的結果：自我否定、對工作消極、否認理想的存在 

4.行為上的結果：離職、表現不佳、缺席、工作休憩的濫用。對於組織來說是耗

費極大成本。 

 

    雖然學者提出許多關於工作倦怠的徵候，有不同分類方式，但基本上所探討

的現象大同小異。因此，延續上述 Kahill(1988)針對工作倦怠引起的結果，將工作

倦怠癥候區分為四大類（Freudenberger, 1974；Cherniss, 1980；Kahill, 1988； Caputo, 

1991；Maslach, 1982；黃臺生，1994）： 

1.生理癥候：長期疲勞、缺乏活力、身體虛弱、經常性頭疼、睡眠失調、心跳加

速、呼吸急促、血壓升高、產生身心狀況。 

2.心理情緒癥候：無助感、失敗感、缺乏成就感、挫折感、生氣、易怒、害怕。 

3.態度徵候：冷漠態度待人、過度自信或產生信心危機、低自尊、自我偏見、對

工作高度抗拒。 

4.行為癥候：工作效率差、離職意願、離職率高、高缺席率、與同事的關係不良、

迴避對服務對象的任何形式接觸。 

就主播而言，長期的工作緊繃，也容易造成情緒上的波動。美國媒體報導，

美國著名女主播 Katie Couric 報導一宗肺結核新聞時，發現字幕機的新聞稿子有

一個她極討厭的字─痰（sputum），播報結束後，她衝到編輯室，狂打編輯 Jerry 

Cipriano（註 5）。外界分析說，可能是工作壓力太大，收視率不佳而導致了 Couric

的失控行為。而台灣的主播也認為，面對組織、社會與自我壓力的擠壓，而造成

身、心極大的疲憊。在緊張競爭的工作環境下，主播的體力、耐力、時間都被壓

縮得很有限。Cleary(2006)研究發現，當出現工作壓力或工作倦怠時，將會導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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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創造力、對組織的承諾，失去對新聞工作的興趣、降低新聞品質，甚至引發離

職念頭。 

二、組織層面 

 

    Pines（1993)認為，工作倦怠在工作組織中的表現包括：士氣低落、高離職

率與工作表現不佳。Robbins（1993）則指出，當工作倦怠開始產生後，個人因應

工作要求開始有困難，最後結果將降低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度。 

 
Cook ＆ Banks（1993）在研究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倦怠的相關變項時，曾研

究職業項目變項與工作倦怠的關係。包括：是否計畫離開新聞界、對工作滿意程

度、工作領域與個人原先期待的差異、未來是否仍選擇新聞相關工作。結果發現，

表示曾經想要離開新聞界的人比仍舊計畫留在工作職場的人，顯示出更高的情緒

耗竭與缺乏人性，這些發現也證明了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的牽動性。 

 
    Endres(1988)針對美國 Ohio 的報紙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室中的壓力進行研究，

研究發現，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工作壓力使他們想離職；而有四成一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逐漸沮喪；超過三分之一者表示想要離開這個行業或開始較不關心他們的工

作品質。研究也指出，超過三成六的新聞從業人員，在現在或過去都曾遭遇工作

倦怠。然而許多曾遭遇工作倦怠的人指出，工作倦怠僅具暫時性，在壓力減輕、

假期或休息之後就會消失。 

 

    近期許多國外文獻，在探討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倦怠感時，也把焦點放在組織

與個人的關係上，認為工作倦怠感除了個人因素之外，組織的影響所及超越單純

個人問題。 

 

Cleary(2006)探討電視新聞工作者職業生涯發展時發現，這群「知識工作者」

（knowledge worker）如果出現工作倦怠，必然會影響到新聞品質與表現，並且

指出，工作倦怠感出現時，最需要獲得組織的鼓勵與支持。Cleary(2006)進一步

發現，組織的在職訓練、組織對新聞工作者的重視程度、管理階層是否重視新聞

工作者的需求並且予以回應，是造成工作倦怠感的重要因素。如果組織對待新聞

工作者的態度是，不處理也不回應，將造成負面的組織溝通氣氛，甚至影響到組

織內人際關係的和諧與整體團隊工作的表現。 

 
Hoeven, C. ＆ De Jong, M.(2006)研究組織溝通與工作倦怠的癥狀關聯性。發

現，組織內部關係影響工作倦怠甚劇。包括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資訊交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5：www.epochtimes.com/b5/7/7/10/n1768716.htm（visit Jan 1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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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 of information)、溝通氣氛（communication climate）、員工對組織溝通的滿

意度（satisfaction with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等等，都是容易造成工作倦

怠的主因。 
 
三、社會情境層面 
 

Cherniss(1980)認為：服務性質的工作人員，並非生活在社會或歷史的真空

情境之下，很多時候情境因素對於工作運作和職權行使均有很大的影響。 
 

Maslach(1982)也認為，工作倦怠開始於缺乏社會支持、自主性參與以致於產

生情緒耗竭、工作效能降低與譏諷態度。顯見社會情境因素之於工作倦怠的關聯

性。 

 
（一）媒體生態丕變、改變新聞的操作模式 
 

現今商業電視台製播新聞的目的，一方面是賺取利潤、一方面要討好觀眾。

商業電視台透過收視率的控制，將壓力轉嫁到主管與主播身上（Croteau ＆ 

Hoynes, 2000）。 

 

就目前台灣的新聞生態而言，受商業市場主導的力量甚劇。整體大環境對新

聞的觀感也連帶影響了對電視新聞主播的期望。不只綜藝節目中充斥著大量整人

性的單元，煽色腥的節目大行其道，靈異節目也紛紛出籠，除了節目內容的變質

外，節目型態的同質，相互抄襲情況更是嚴重。長久以來，閱聽眾逐漸沉浸在劣

質的收視環境下，變得無助而沒有選擇。就連標榜應該公正、客觀、專業的電視

新聞也難脫亂象，逐漸被相差無幾的收視率數字所主導，一味競相追求收視第

一，收視長紅。 
 
由電視新聞中所顯現的現象是，新聞播報的順序編排會依照閱聽眾的習慣調

整，且不時加入大量煽動性的畫面。在市場競爭下，收視率的數字就代表觀眾愛

看甚麼節目，因而導致某一台或某一節目的收視率高，製作單位自然傾向製作該

類的新聞與節目。久而久之，在此一商業模式下工作的新聞主播，也得屈服於數

字的壓力下，播報一些有時連自己都不見得認同的新聞。 
 
（二）商業力量的介入，連帶牽動民眾對主播的觀感 
  
  商業力量牽動媒介環境的改變，而媒體對於新聞主播的報導，也會形塑一般

閱聽大眾對主播的觀感。謝向榮（2004）就針對五家平面媒體對於新聞主播的報

導，來探討報紙建構主播形象的研究。探尋 2003 一整年，報紙對新聞主播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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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內容，加上報社記者、新聞主播及電視台公關人員的深度訪談，利用量化研究

法的內容分析以及質化研究法的深度訪談找尋答案。 

 

研究發現，五家報紙（中國時報、聯合報、蘋果日報、星報、大成報）對於

新聞主播的報導，非專業的部分遠遠高於專業的部分。就報紙對於新聞主播的報

導偏重哪種形象來看，總體而言，主播知名度的宣傳、主播多元發展的報導、主

播興趣嗜好、家庭生活的報導，都大過於主播的新聞專業報導；而綜合報對於主

播造型梳妝、主播居家生活及緋聞八卦的報導又大過於娛樂報（謝向榮，2004）。 

 

（三）社會趨勢的改變 

 

    隨著時代改變，社會風氣也不斷演變，新聞專業反而不是民眾認為最重要

的。台灣平面媒體在 2001 年香港壹傳媒蘋果日報進軍後，影劇新聞生態起了強

大變化，連帶使得新聞主播的報導也被要求「八卦化」，從報紙建構媒體的主播

形象來看台灣的社會文化氛圍，可以發現，報紙為了迎合閱聽大眾的口味，不得

不摒棄枯燥的新聞專業部分，而尋求娛樂化、八卦化的報導內容，與新聞專業無

關的主播台下真實面貌，反而更能引起閱聽眾的目光。 

     
主播為了開打知名度，增加閱聽眾的認同，也有主播不惜迎合平面媒體影劇

版的需求，貢獻自身的美容秘方、居家生活趣聞給報社，原本應該跟新聞專業有

關的話題全不見了。主播像是一種看起來多唸了一點書的「明星」，對平面媒體

而言，因為是「出現在電視上的人」而有了被報導的價值，但因為難於歸類，而

被放在影劇版。更重要的是，閱聽大眾對於主播的專業沒興趣，想聽的卻是他們

的生活趣聞。薛宇珊（2005）針對台灣大學生調查其對新聞主播的形象觀感，其

中「私德」也被列入閱聽眾檢視電視台或主播的考量之一。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台灣社會文化氛圍中，主播工作專業程度與知名度往往

沒有絕對的正面關聯。事實上，近幾年在美國，許多文獻討論到電視主播的工作

壓力與工作倦怠。其中，特別提到「外貌」和「年輕化」的壓力與社會情境的關

聯性。 
 

    Manning(2004)提到，電視主播認為外表漂亮對於進入電視主播這個行業有

很大的加分作用，但如果是要進入美國國家三大聯播網的話，外貌美麗反而成為

阻力，因為容易被人稱之為空有外表的花瓶。這份 2004 年針對美國全國性、區

域性電視台主播所做的調查也發現，大部分主播認為，在鏡頭上表現出色是影響

職業生涯的重要因素；事實上，除了主播自己，電視台內的高階主管與同業都認

為外貌可以為工作生涯加分。研究也發現：自我壓力(self-pressure)是電視新聞主

播最大壓力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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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電視主播的自我壓力又與「「社會情境」與「社會期待」有很大的關聯性。

專注外貌的這種壓力，也並非專門只針對電視女主播。人的外表好不好看，其實

是整個社會（social）與工作職場（workplace）的議題（Manning, 2004)。而社會

為何總是強調女人的吸引力與外貌？則是因為生育潛能（reproductive potential）

與文化價值（cultural values）作祟（French, 2002，轉引自 Manning, 2004: 14）。 
 

也有研究者針對男女性別的觀點來評價主播的專業性。研究中發現，電視台

主管會依據收視率（ratings）與焦點團體（focus group）的反應來建構他們的理

論。資料也顯示，觀眾不會根據性別來評價他們的外表，但，這樣的結論是有爭

議的；因為觀眾要求男主播必須要能讓人信任與經驗老到，但對女主播的要求卻

是希望能夠擁有美麗的外貌（Hsieh, 1997）。擁有外貌對女主播而言成為工作壓

力的來源，進而成為造成工作倦怠的原因之一。 
 
Engstrom ＆ Ferri（1998)針對 128 位地方電視台女主播進行年齡調查，發現

平均年齡大多在 30-34 歲；28%小於 29 歲；50%介於 30-39 歲；22%介於 40-49 歲。

經過兩年，再進行電視台新聞女主播的調查發現，沒有一位地方台主播的年齡大

於 49 歲此外（Engstrom ＆ Ferri, 2000）。顯示，除了國家新聞網幾位老牌主播之

外，社會、組織對於主播的要求也逐漸年輕化。 
 
一份針對台灣傳播相關科系的大學生所做的媒體大調查，在 94 年度畢業生

問卷調查中，最受歡迎的電視新聞主播方面，中視主播沈春華打敗連續兩年稱冠

的方念華，奪得第一；而問到畢業生欣賞該主播的原因方面，「播報冷靜、分析

事情有條理」及「親和力」分別排名第一、第二，而「清新、俏麗、英俊」則名

列第三（黃姿云、陳飛豪、楊敦凱，2006 年 5 月 5 日）。 

  

由此可見，外貌的清新、俏麗、英俊、年輕已經凌駕了電視新聞主播其他應

有的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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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文獻，在探討電視新聞主播是否面臨工作倦怠現象。本研究採取

Maslach 對於工作倦怠定義的看法，及從工作、角色、組織三方面來探討工作倦

怠的前因。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導致電視新聞主播產生工作倦怠的原因相當複雜。可

以從工作者個人特質、組織因素與社會情境因素三個面向來探討。 
 
一、在工作者個人因素方面： 

 
主要探討了個人人口特質變項對於工作倦怠的影響。個人人口變項包括，性

別、婚姻狀況、年資、收入與升遷。角色特性部分，筆者運用 Cordes ＆ Dougherty

（1993）的理論，發現與服務者互動較為長久、直接、頻繁者，較易導致工作倦

怠。而在組織內與同事之間的相處融洽與否，也與工作倦怠有相關程度的關聯

性。其中特別強調角色負荷過重這個變項與工作倦怠的關聯程度。 
 
二、在組織情境層面方面： 

 
探討了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特性與組織環境相關因素對工作倦怠的影響，包括

新聞工作者的特性、參與決策的自主權、人際關係、升遷、獎懲制度與薪資報酬

等。 
 
三、在社會文化情境層面： 

 
本研究也運用 Maslach(2003)的論點。認為工作倦怠開始於缺乏控制因素、

社會支持、自主性參與以致於產生情緒耗竭、工作效能降低與譏諷態度。謝向榮

（2004）也分析平面媒體對新聞主播的報導，可以看出台灣媒體環境的改變加上

社會趨勢風氣變化，連帶影響了平面報紙對於主播形象的報導方向與看法。重視

收視率、商業操作的情況下，年輕、外貌具有話題性的主播容易被報導進而吸引

閱聽眾的注意，無形中也讓「主播」工作失去原有的新聞專業內涵，而趨向「明

星」表演工作，成為許多大學新鮮人爭相進入的行業。 
 
本研究並且據此發展出下列 5 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 1：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特性為何？工作壓力來源為何？是否經常感 

到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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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2：個人因素（如性別、年齡、婚姻家庭狀況、年資、是否具有傳播相

關科系畢業之新聞背景、是否曾有離職經驗）如何影響電視新聞主

播的工作倦怠感？ 
 
研究問題 3：組織因素如何影響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感？ 

3-1 電視台內組織結構因素，是否影響主播的工作倦怠感？ 
3-2 電視主播的工作特性，是否影響主播的工作倦怠感？ 
3-3 電視台內組織的制度、獎懲方式，是否影響主播的工作倦怠感？ 

 
研究問題 4：社會文化情境的因素（媒體環境改變、重視收視率、要求主播年輕

化），是否影響主播的工作倦怠感？ 
 
研究問題 5：電視新聞的工作特性、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感對於主播的新聞工作

與職業生涯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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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本論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個人因素、組織因素、社會化因素，對於

電視新聞主播工作倦怠感之成因與影響為何。據此擬定本研究架構圖（如圖一）。 
 
 
 
                                                                                    
 
                                                                           
 
 
 
 
 
 
 
 
 
 

圖一：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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