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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記者深度訪談問卷大綱 

 

一、 就你的採訪經驗，通常都怎麼去套取受訪者的新聞訊息？委婉交好的方

式對方就會告訴你嗎？還是使用修理威嚇的手段？有其他更好方式？ 

二、 甚麼樣的狀況下你會使用委婉交好？甚麼樣的狀況下會使用威嚇修理

手段？可否具體說明？ 

三、 就採訪經驗而言，你使用這兩種方式比例大約多少？還是你有其他問新

聞的方法，基本上你覺得哪種手段比較有效果？為什麼呢？這跟路線，

資歷，年齡等有沒有關係？ 

四、 有沒有聽同業說過「修理，威嚇」比較容易跑到新聞？就你個人而言，

是否認同這種手段？什麼樣的受訪者會讓你使用？有沒有具體案例，場

景？可否舉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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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之一 

               消息來源深度訪談問卷大綱 

 

一、 如果記者問你比較敏感的案件且又不斷詢問，你會怎麼回應？好言相

勸？翻臉？還是你有其他方式？ 

二、 如果你是記者的話，你覺得用哪種方式來問你新聞訊息比較有效？委婉

交好的方式還是威嚇修理的手段？哪種對你比較有效果？為何用這種

方式來問新聞比較有效呢？ 

三、 就你經驗，大多數記者使用哪種模式來問新聞？比例約是多少？如果你

是記者的話，你覺得哪種方式比較有效？這與年齡，資歷或新聞路線有

無相關？ 

四、 有沒有聽說「修理，威嚇」比較容易跑到新聞？就你個人而言，是否認

同這種手段嗎？有沒有具體案例，場景，可否舉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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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研究同意書 

 

    茲同意配合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林金

池，進行「『合作／非合作』語用原則─論記者與消息來源語言互動」

論文研究並引用訪談內容，惟該研究須遵守下列原則： 

 

一、 不得誤解，扭曲，竄改受訪內容。 

二、 必須隱蔽受訪者之真實身分。 

三、 個案受訪內容僅為學術研究，不得作為惡意攻訐之資料。 

 

  

   

                          

 

      

                          受訪者：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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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個案研究之事後訪談摘要 

《個案一》記者訪談摘要 

        受 訪 者：某報女記者 

        年    齡：30 餘歲 

        新聞資歷：10 餘年 

        訪談日期：2008.11.8  

        訪談時間：20 分鐘左右 

        採訪地點：某咖啡廳 

        訪談摘要： 

            問：請問你當天全程參吳淑珍夫人委任律師李勝雄所 

                召開的記者會，其中涉及到記者與消息來源間的 

                合作與衝突部分，可否敘述一下當天情景。 

            答：這要從背景開始說起，李勝雄在綠營律師界屬大 

                老級的，當天有點被迫臨時披掛上陣，因此有些 

                不高興，再加上平常也沒有接觸到社會路線的記 

                者，對媒體不熟悉，因此不是很禮貌也有點排拒， 

                面對媒體的尖銳性提問也會毫不客氣的立即反 

                擊。他到了現場只有大致說一下前提，接著就要 

                去法院遞狀，連新聞稿內容都沒有念一遍，就準 

                備草草結束記者會，現場(記者)當場傻眼。既然 

                開記者會就應該全部說明清楚，而非只是說「我 

                的委任狀上面寫得很清楚，自己去看」。我們繼 

                續詢問的時候，他就很不耐煩，不願再講，也不 

                想要講超過新聞稿的範圍，只是不斷重複「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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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內容就清楚」。對於我們記者而言，如果 

                你要這樣講的話那乾脆不要開記者會算了。 

            問：當天記者曾使用幾種語言方式詢問李勝雄，如： 

                「夫人是否永遠無法出庭，所以夫人以後不出庭 

                囉」？「大律師請教一下」以及「我們不是法律 

                專家我們不懂耶」，「檢座說這是藐視法庭」等話 

                語，你怎麼解讀當天說這幾句話的意思？ 

            答：當天因為很多社會組記者去，這些問法與我們跑 

                ○○的記者問法比較不同，我覺得李勝雄當時的 

                反應是覺得記者的提問充滿攻擊性，有點像是法 

                律上的質問，所以李勝雄當場反應也是充滿防衛 

                性，雙方充滿劍拔弩張的氣氛，因此不願意回答 

                任何問題。 

            問：李勝雄說了「我沒有多餘的話好講，其他我沒寫 

                的我就不講」，「你都沒看怎麼會問問題」，「你看 

                完就是這樣很清楚」，「這不予回答啦！你自己的 

                意見」等等，你怎麼看這幾句話？ 

            答：因為剛開始的提問，一開始發問的記者都是電視 

                台的社會記者，提問都很尖銳且充滿攻擊性的司 

                法用語，感覺好像代替檢方來詰問他，李勝雄因 

                此覺得自己受到攻擊，因此在正式記者會上他不 

                願多加回答任何問題。 

            問：你認為當天的場景是李勝雄嗆記者，還是記者嗆 

                李勝雄，還是兩者都有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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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我覺得兩者之間的互動都不友善，因為記者的提 

                問有些不禮貌，充滿攻擊性。相對而言，李勝雄 

                的回答也帶著刺，感覺都在調侃，嘲諷甚至是斥 

                責記者。這種互動方式在我們○○組比較不常 

                見，○○組記者通常都不是這樣的問話方式，我 

                認為大部分都發生在其他路線記者身上比較常 

                見。不過有時候難講也要看狀況，就以陳水扁總 

                統卸任後針對海外洗錢案第一次開記者會當下為 

                例，原本大家都以為他要否認，沒想到卻坦承「做 

                了法律不容許的事情」，現場記者也當場傻眼，結 

                果念完後就匆匆離去不給任何發問機會。會後陳水 

                扁辦公室人員出來收尾時，現場記者馬上用充滿攻 

                擊性的態度提問，務必要問到更多新聞資訊。 

            問：這種衝突場景常見嗎？衝突模式是否比合作模式比 

               較能達到效果呢？為什麼？ 

            答：很少，至少就我們○○組記者而言不常見，除非 

                是受訪者你不論怎麼問他都不回答，或是不斷地 

                實問虛答，到後來被激怒的才會如此。平心而論 

                ，我覺得要看不同的議題，有時候可能用衝突方 

                式會比較有效果。但這不可能一開始就用，如果 

                一開始就這樣的話，人家可能掉頭就走，這種衝 

                突方式可能是用在，能問都已經問完了，已經幾 

                乎問不到甚麼東西，因此用點刺激的方式看能不              

                能發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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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覺得當天記者與李勝雄有沒有快要翻臉感覺？ 

                 後來為何又平和收場呢？ 

            答：當然啊！那天的氣氛真的很僵，電視台記者希望 

                李勝雄至少比內容唸一遍，平面記者則希望能有 

                更深入的內幕，沒想到當天卻只有簡單兩句話後 

                就要「快閃」，李勝雄弄得記者不高興，自然記 

                者也會問到李勝雄不高興，雙方當時真的快要翻 

                臉，只是畢竟公開場合翻臉不好看，大家最後還 

                是都能自制，點到為止沒有到達完全翻臉的階段 

                ，而且最後扁辦人員有出面緩頰並提供相關新聞資 

                料，這事情才就此結束。 

            問：你覺得使用這種衝突的方式與年齡，資歷與路線 

                等所謂語境因素有無關連？ 

            答：電視台記者排除的話，因為電視台記者無論資深資 

                淺都直接問，錄段畫面就回去，因此合作與衝突對 

                他們而言沒差。就平面記者而言當然是資深，年紀 

                大，跑這條路線比較熟悉的記者會比較敢使用合作 

                與衝突的模式交叉運用，不過我認為這還是要看個 

                案而定，不可以把資深，資淺，年紀大小，路線等 

                所謂語境因素，與所謂衝突互動畫上絕對等號。 

                (訪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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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記者訪談摘要 

        受 訪 者：某電視台女文字記者 

        年    齡：20 餘歲 

        新聞資歷：數年 

        訪談日期：2008.11.8  

        訪談時間：30 分鐘左右 

        採訪地點：某咖啡廳 

            問：請問你當天全程參與台大醫院所召開的記者會， 

                其中涉及到記者與消息來源間的合作與衝突部 

                分，可否敘述一下當天情景。 

            答：當天記者好奇為何台大醫院會以回函方式告知台 

                北地方法院檢察署，吳淑珍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但召開記者會中包括發言人與副院長出面都給 

                記者很籠統的答案，都是用很醫學的角度告訴我 

                們，但卻沒有針對為何可以用病歷病史作為公文 

                回函，所以中段有部分媒體情緒不好，口氣上有 

                些問題，並有些咄咄逼人的狀態。 

            問：當時台大醫院沒有給你們滿意的回答，因此你們 

                情緒上有些不滿囉？ 

            答：台大醫院已經想好也討論過他們的答案與講法， 

                因此無論我們怎麼問，他們都是同樣的答案：「我 

                們沒有兩套說法，我們沒有前後不一」。無論怎 

                麼問答案都是制式的，只是用不同的話語包裝， 

                但實際上整場約廿分鐘的記者會，都是在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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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圈圈，完全都是一樣的回答。記者的各項疑問， 

                無論怎麼樣的旁敲側擊，台大醫院都不給答案， 

                好不容易到後來說出「遺憾」(指台大的病歷被當 

                成診斷證明)兩個字，因此現場有許多媒體滿火大 

                的。 

            問：你覺得台大醫院當時在這問題上閃躲嗎？ 

            答：他們就是不斷繞圈圈，不斷閃避記者的各種提 

                問，反正無論怎麼問他們的答案就只有一種， 

                這才讓現場記者覺得很火大。 

            問：你還記得現場氣氛嗎？當時記者怎麼情緒不好？ 

            答：我有點忘記了，我只記得後來媒體同業滿不高興 

                的，把無法給答案的發言人，副院長等人罵下台 

                並要求院長出面說明。 

            問：當天是否有記者不斷說出「你一定要回答，一定 

                要講…」等話語，是否代表「不講的話會被寫得 

                很難聽」等之類的言詞。 

            答：我印象中沒有講的這麼直接，但確實有媒體同業 

                不斷大聲鼓譟，也有人不斷大喊「這一定要講」 

                之類的言詞，雖然沒有很明顯的直接威脅，但語 

                氣中的不悅以及威脅的暗示，在場人士都可以很 

                清楚判斷。 

            問：那你覺得你們這樣與台大醫院發生衝突，對採訪  

                任務有效果嗎？ 

            答：就當天場景而言我只會給六十分，原本第一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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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會當中，台大醫院發言人甚麼都不講，後來 

                經過不斷「衝突」後，在場記者不斷嗆台大醫院 

                的發言人，院方公關才召開第二場記者會，雖然 

                答案依舊一樣，但至少說出「遺憾」兩個字，總 

                算還有點進展。 

            問：所以你的意思是說，記者遇到採訪瓶頸的時候， 

                「嗆受訪者」會有效果？怎麼嗆呢？ 

            答：我遇到的狀況大部分都是「直接嗆」比較有用， 

                因為可能當下沒有多少時間，長官逼稿又逼得 

                緊，在最短的時間要完成採訪任務，只好用軟硬 

                兼施各種手段強硬逼迫受訪者配合。至於嗆的方 

                式，很可能就是「我要求你馬上講，如果你不講 

                的話就走著瞧」之類的話語。 

            問：這樣不怕打壞關係嗎？就以台大醫院這次為例， 

                你們這樣的做法適合嗎？ 

            答：事實上當天上午還沒召開記者會前，台大醫院就 

                因為不斷閃避這問題因此被媒體同業罵翻了，大 

                家都得不到想要的回覆，台大醫院不得已才會招 

                開記者會說明，但當天記者會卻沒說出能給社會 

                大眾交代的答案，現場記者才會很生氣，甚至直 

                接翻臉罵人了，那時候新聞最重要，誰還管會不 

                會得罪受訪者，這麼多次都問不到想要的答案， 

                台大醫院還一副理所當然的樣子，當然就直接翻 

                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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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這樣的衝突過後會不會影響記者與台大醫院彼此 

                間的關係？ 

            答：其實並不會，因為以後大家都會遇到，當天的衝 

                突起因於彼此捍衛各自目的，記者為了要搶新聞 

                ，台大醫院則為了本身形象問題而出面澄清，有 

                所衝突難免， 雖然記者會當天的記者都很不高 

                興但也很節制，不至於讓衝突場面繼續擴大， 

                事實上這很正常，等過兩天事件過後，了不起大 

                家口語抱怨一下，也不至於會有打壞關係。 

             問：你覺得使用這種衝突的方式與年齡，資歷與路 

                 線等所謂語境因素有無關連？ 

             答：當然有關係，就以當天的狀況而言，都是比較 

                 資深，年紀較大，跑這條路線較久的記者才比 

                 較會對台大醫院發言人嗆。這其中牽涉到兩個 

                 問題，資歷較深的記者比較懂拿捏時機，也比 

                 較敢發飆，像我們這種資歷不夠深只有跑個兩 

                 ，三年的記者，就比較不會拿捏時機。其次， 

                 因為這些資深記者長期與這條路線的人熟識， 

                 彼此知道對方個性，消息來源即時被不禮貌的 

                 冒犯也不怕得罪記者，事後也不會造成雙方關 

                 係破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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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之一   記者深度訪談摘要 

  (一)某報社會組記者(簡稱記者 A) 

年    齡：40 餘歲 

新聞資歷：10 餘年 

     受訪時間：2008.10.7 

     受訪地點：某行政單位記者室 

      訪談摘要： 

問：請問一下，你通常都怎麼去套取受訪者的新聞訊息？ 

    委婉請託消息來源就會告訴你，還是你有使用過修理 

    威嚇的方式，還是有更好的方法？ 

答：我覺得要看新聞類別，如果用委婉請託方式當然可以，. 

    這也要看會不會傷到受訪者，如果是別人的事情，你 

    就比較容易了解。但如果消息來源是業務承辦員，他 

    告訴你這事後可能要被偵訊，因此你就要採取旁敲側 

    擊的方式。現在跟過去不一樣，過去教科書常寫就是 

    要維持良好關係，簡單來說就是交情，交情夠了，他 

    什麼都敢跟你講。但現在的公家機關與警界機構比較 

    制度化，有所謂「發言人制」，以○○政府警察局為 

    例就非常嚴謹，警員私下不敢發言，但這有好有壞， 

    優點是說出來的訊息會比較有公信力。但許多案件又 

    牽涉到「偵查不公開」原則。發言人說的案件過 

    程有些乏善可陳，精采內容不一定會講，所以採訪警 

    方還是要用點技巧，有時候是透過長官，長官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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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直屬長官或是跟他認識的長官來告訴他，這是比 

    較屬於軟性的。不然就去蒐集些對方的缺點資料，這 

    就屬於比較硬的方式，可以用威嚇的方式去給他壓 

    力。 

問：你的意思是說在你採訪經驗中除了與受訪者交好，另 

    外還有有修理威嚇以及旁敲側擊的方式？ 

答：對對對，就是各種不同方式的運用。 

問：那你覺得這幾種採訪方式，受訪者大部分都會如何回 

    應？哪一種採訪方式比較有效，交好？或是威嚇？亦 

    或旁敲側擊還是有其他方式？ 

答：我覺得旁敲側擊會比較好。 

問：怎麼樣的旁敲側擊？對受訪者的旁敲側擊？ 

答：對對對，因為有些東西是聊天知道的，他(消息來源) 

    比較沒新聞的敏感度，可是你知道哪個是新聞，但如 

    果太急於詢問敏感東西時對方會有警覺。可是你如果 

    以閒聊繞圈子的方式，不要一下子就問到這明確的問 

    題，這樣反而他不會回答。 

問：那你有沒有聽過有同業說用修理威嚇的方式比較容易 

    跑到新聞？你是否認同這種方式？ 

答：我覺得這是種以戰逼合的策略，透過不斷的修理的方 

    式，對方雖然會對你反感但還是會怕，講話也會變得 

    客氣，尤其是警界與公家機關最明顯。 

問：就你個人而言，你覺得使用交好，威嚇或其他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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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比例各大約是多少？. 

答：交好大概五成吧，旁敲側擊大概三成吧，恐嚇大概一 

    兩成。 

問：如果你是消息來源，就是所謂的受訪者，你覺得這種 

    手段比較有效果？ 

答：當然是交好啊，平常就要建立交情消息來源才願意講 

    新聞訊息。 

問：你覺得各種互動方式與年齡，資歷有相關嗎？ 

答：基本上我覺得有相關，像電子媒體就比較常用威嚇的 

              手段，因為經營(指關係與時間)不夠，到了一個新單 

              位為了快速取得新聞訊息，在時間壓力下經常會用比 

              較犀利的口吻帶給對方壓力，受訪者對電子媒體也多 

              少會比較敬畏啦，即便不喜歡也不敢得罪，電子媒體  

              的記者用這招是滿管用的。至於平面媒體經營比較 

              久，年齡，資歷也較深，比較會拿捏威嚇與交好的尺 

              度，不會像電子媒體一昧的威嚇。 

問：可否進一步說明？或有類似具體個案？ 

答：詳細個案我一時之間想不出來，但資歷較深的記者會 

   比較拿捏修理與交好的採訪技巧，消息來源也知道你 

   的筆上功夫很好，有時候只要輕輕的點一下，在言語   

   上以開玩笑的方式故意嘲諷一下(知道對方把柄)，受訪 

   者就知道他們會受傷，會願意告訴你所需要的訊 

   息。如果年輕記者採取同樣方式，因為不懂如何拿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9 
 

   消息來源可能會覺得跟你沒這麼深的交情，且會覺得 

   你故意挑毛病，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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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報社會組記者(簡稱記者 B) 

       年    齡：40 餘歲 

       新聞資歷：10 餘年 

    受訪時間：2008.10.16 

    受訪地點：某報辦公室 

       訪談摘要 

問：就你採訪經驗，通常都怎麼去套取新受訪者的新聞訊

息，委婉請託的方式對方就會告訴你？還是有使用過

修理威嚇的方式，還是你有更好的方法？ 

答：套取受訪者的新聞訊息哦！有時候就聊天的時候，可

能會聽到一些比較有新聞性的東西，順著這個部份開

始問，威嚇主要是在譬如說會發生在一些，消息來源

給我的同業，但沒有給我新聞的時候，我隔天可能就

會向他們抱怨或放話，這會有嚇阻作用。要不然的話

來講，威嚇都是事後補救，大概就是比較次要的，我

個人覺得是比較次要的，那必竟還是跟新聞對象有比

較親密良好關係的話，比較容易取得新聞。 

問：你覺得用委婉懇求或威嚇修理的手段，受訪者的反應

怎麼樣？ 

答：反應的話，其實……受訪者其實都很皮，因為有的單

位比較皮一點，其實也不會有什麼反應，因為只是言

語上的這種，你跟他客氣講的時候，那恐怕這樣講的

話不會差很多，除非說真的見報了，修理很大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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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對你比較恭敬一點。 

問：所以說你這種委婉肯求也用過，威嚇修理方式你也用 

    過？ 

答：對。 

問：就你採訪經驗而言，使用的比例大概是多少？ 

答：這樣的話，威嚇的方式比較少一點點啦！除非被漏新 

    聞或有一個新聞很重要，但是對方就不願意講，這種 

    新聞的話就比較可能會用，要不然的話都聊天套交情 

    ，這樣取得方式比較多一點。 

問：那如果你是消息來源，就是受訪者，你覺得哪一種方 

    式比較有效，為什麼？那跟路線，資歷，年齡有沒有 

    關係？ 

答：如果我是受訪者的話，不該講的我還是不會講，不管 

    你用什麼方法，尤其有些單位啦！有些公家單位，尤 

    其司法機關的話，他們正是如此。 

問：那你覺得在跟他們採訪新聞的時候，是不是用不同手 

    段比較好一點？ 

答：其實採訪本來就是以得到新聞為目的，用什麼方法， 

    都只是手段而已，要看說你跑哪個地方，什麼樣的 

    人，有些人可能就是你好好跟他講，他燈不點不亮， 

    未必會理你，不如就拿修理或怎樣可能會比較有效。 

問：那這跟資歷和年齡有沒有關係，譬如說使用威嚇或 

    是使用交好的手法，與這些條件有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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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能會有關係，因為像以前跑警察局的話，如果你要 

    修理派出所的話你就不能直接修理派出所，你要從分 

    局那裡開始Ｋ，從他上一級的機關開始，那如果說你 

    是比較資淺的記者可能就不會使用這方法，如果資歷 

    比較深，年紀較大的記者可能會繞個彎或什麼方法。 

問：你是說比較資深他比較會用這個手法就對了？比較熟 

    練這樣子。 

答：對對對！而且可能會用的比較圓滑一點，雖然他看起 

    來是威嚇的手段，可是實際上用的可能讓受訪者感覺 

    針對性比較不強。 

問：那你有沒有聽過同業用修理威嚇的手段比較容易跑到 

    新聞？ 

答：我不認為這個方法比較容易跑到新聞，因為畢竟你針 

    對地方關係，採訪對象都處不好了，那真的說要拿到 

    新聞的話可能稍微難一點，除非說甲，乙兩個單位， 

    甲單位和乙單位不好，你用分化的手法這樣子修理甲 

    ，乙就給你一個新聞這樣子，那當然也是有啦！也有 

    這種情形。 

問：那有沒有具體的個案？你個人的？ 

答：具體的個案？我個人的？其實有啦！像○○地檢署這 

    邊本來消息很封閉，以前有些做法都很奇怪，比方說 

    記者看到判決書或起訴書的話，通常案件都已經過了 

    一兩個星期後，如此與公告日有段時間差，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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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之前襄閱檢察官反映，現在的做法就變成說他如果 

    案件檢查把那邊用印之後，當天的案件立刻就把它公 

    告出來，等於說大家都平等，不會說有的人跑獨家。 

問：那你「直接跟他反應」的做法是怎麼樣的做法？ 

答：我當時有放話要寫告發狀，簡單來說就是向上級檢舉 

    ，因為還沒公告卻有其他媒體取得，這就是違反偵查 

    不公開，當時我就跟襄閱檢察官說：「你們如果說再 

    這樣披露新聞給某些特定媒體的話，我就要寫告發 

    狀去法務部那裡告發，這嚴重違反偵查不公開」。這 

    個新聞還沒公告出來，那為什麼他會寫的到，這麼 

    是違反偵查不公開了嘛！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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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某報社會記者(簡稱記者 C) 

      年    齡：30 餘歲 

       新聞資歷：10 餘年 

    受訪時間：2008.10.16 

    受訪地點：某報辦公室 

     訪談摘要： 

問：請教一下，就你的採訪經驗而言，通常都怎麼去套取   

    受訪者的新聞訊息，是委婉請託的方式對方就會告 

    訴你？還是有使用過威嚇修理的方式，還是你有更好    

    的方式？ 

答：套取新聞基本上要看關係啦！有時候大概雙方關係 

    很好，委婉請託方式的也有，那另外就是說他是鐵板 

    一塊，使用這種威嚇的手段也有。印象中一次威嚇手 

    段使用方法，效果勝過用委婉的方式好。比如說幾年 

    前○鄉長，那時候我剛調過去他不太屌我們，後來我 

    曾當面放話說要給他好看，結果事後他很客氣，有甚 

    麼事情都會主動告知，這是一個成功的案例。有的時 

    候是「蠟蠋不點不亮」，某些人就是吃這一套，吃硬 

    不吃軟；那另外一個例子是○家知名冰淇淋店也是類 

    似的狀況，我寫一個新聞說他炒作股票，發不出薪水 

    來，他一開始說要告我，但是經過新聞不打不相識以 

    後，他反而覺得說你是一個可以交往的人，是很誠心 

    的，那事後他反而會把更多的訊息告訴你。那當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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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東西，要跟採訪對象使用這種手段你要考慮到你本 

    身的條件。另外一個條件就是說，消息來源有沒有機 

    會利用封鎖新聞修理你？你有沒有條件去突破他的新   

    聞封鎖？如果你可以突破的新聞封鎖，基本上你對他 

    的採訪手段會非常靈活，可能是威嚇，可能是利誘， 

    ，好言相勸。前提是，你對他有突破他的新聞封鎖， 

    但是某些人你很難對他進行威嚇，就是說你無法找到 

    另外一個新的新聞來取代他，如果他不跟你講的話， 

    所以說這個威嚇要看你本身掌握多少籌碼，如果你沒 

    有這種籌碼，擅用威嚇反而最後會被抵制，其實效果 

    反而更差。 

問：那就你採訪經驗而言，這幾種方式手段你使用的比例 

    大概是多少？ 

答：當然我們要很客觀來講，使用威嚇手段不是一種常態 

    性，這個通常是遇到第一個：採訪對象不理你，那大 

    概就不打不相識，打完再說。第二個：這個採訪對象 

    沒有辦法對你進行新聞封鎖，那你可以對他予取予求 

    ，你會使用這種威嚇的手段。第三個：這一條新聞我 

    打完就走了，沒有什麼後續的事，所以我不要留後路 

    ，我就幹到底，這是一種。那基本上這不是一種新聞 

    常態，新聞常態基本上還是要透過建立信任關係，讓   

    消息來源主動願意跟你講，這個東西就牽涉到你能否 

    培養重要線民，這些線民是跟你有信任關係的，知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6 
 

    你不會出賣他，另外當然這些線民跟你的交往過程 

    中，他能夠得到一些好處，這種好處不是金錢上的好 

    處，而是比如資訊共同分享的好處。第二個，可以透 

    過你的關係去影響某些政策或某些人事的好處，當他 

    覺得跟你有利益上的重疊的時候，他才會願意主動跟 

    你講，如果說只是一個單純的採訪關係，基本上很難 

    讓採訪對象主動幫你去偵測新聞，這是比較大的不一 

    樣之處。 

問：那你有沒有聽同業說用修理威嚇方式比較容易跑到新 

    聞？那你有沒有類似案例？ 

答：某些單位就是說不點不亮，再來，你修理他他拿你一 

    點輒都沒有，我就是要修理你，你怎麼樣？你不跟我 

    講，我就是要修理你，某些單位就是這樣子。 

問：比方說呢？ 

答：比方說某些公家機關，他基本上你不寫他的新聞你也 

    不會漏新聞，但是當他不理你的時候，你去修理他， 

    他對你一點輒都沒有，因為他無法反擊。 

問：那用這樣的方式，你跑新聞會不會比較好跑？ 

答：其實新聞圈基本上會口耳相傳，會知道你這個記者風 

    格怎麼樣，如果說你這種威嚇利誘還有軟硬兼施的 

    話，新聞採訪對象他們之間會有一些串連，當然對你 

    採訪新聞會比較有幫助，因為人家會知道你不是隨便 

    亂恐嚇的，你真的會做。威嚇要達成他的效果前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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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做，如果你只是言詞恐嚇，但是你不敢做，久而 

    久之你被視為一隻紙老虎，他會不屌你，因為他說你 

    只是講講而已啊！你又不敢，有種你做啊！所以威嚇 

    和恫嚇的手段，你要建立你的威信，我要做就要幹到 

    底，他才會怕。如果你只是半套的(指不懂拿捏修理 

    威嚇技巧)，或是很容易被人家說動或搧動的話，採 

    訪對象可能就不吃你這套，因為他知道他只要透過某 

    種管道去勸說，你對他依舊沒輒，他就會不屌(理)你。 

問：你覺得這種不同技巧的運用，跟路線，資歷和年齡有 

    沒有相關性？ 

答：當然有相關性。 

問：比方說呢？什麼樣的狀況？ 

答：威脅修理的前提第一個就我剛才講的，你本身有籌 

    碼，那通常自己的籌碼是什麼？熟悉這個議題，熟悉 

    你的觀察，他不怕你修理，因為你修理我，我還有另 

    外一個人可以提供替代的消息來源，那基本上這需要 

    資歷的累積，有這種資歷的要有一定的成熟度，你剛 

    去不可能嘛！你的消息來源可能就只有一個，所以你 

    不敢得罪，當你去了五年，你的消息來源有十個，你 

    為什麼不敢得罪一個，有消息來源還要跟你講，所以 

    這跟時間上是絕對有關係。至於路線部份，某些路線 

    用修理方式上是有用的，比如說警察要路線。我記得 

    好幾年前有寫過一個新聞，說那邊賭場很多，只有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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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不知道，寫完警察馬上來跟你示好啊，那我敢寫出 

    來的意思是什麼？我不靠你，你不講也好，反正老子 

    最大，我知道我有其他消息來源可，那自然而然你的 

    膽子就大了，所以你要使用威脅恫嚇的手段，但前提 

    是什麼，你的消息來源很廣泛，你可以不受這個消息 

    來源的要脅，你才有可能使用這種方式，如果你只有 

    一個消息來源，他既使把你羞辱，你對他一點輒都沒 

    有，你修理他一百遍也沒用。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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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之二  消息來源深度訪談摘要 

   (一)某警局發言人(消息來源 A) 

年    齡：40 餘歲 

      受訪時間：2008.10.7 

   受訪地點：某警局辦公室 

      訪談摘要： 

問：如果記者詢問你比較敏感的問題，而這處於比較敏 

感的案件，記者不斷詢問過程中你會怎麼回應？好 

言相勸呢？還是其他方式回應。 

答：所謂敏感有可能牽涉到偵查不公開部分，我還是以 

    婉言相勸來為主啦，不會惡言相向，會兼顧彼此立 

    場。 

問：那你覺得記者用什麼樣的方式問你新聞會比較有效 

    ？委婉懇求，好言相勸，還是所謂威脅，威嚇修理 

     的方式？ 

答：這些都各有優缺點，要用個案認定。比如說你平常 

    溝通管道暢通，或是平常就建立了良好的互動關 

    係，這時就以好言相勸，委婉最有效果啦。但是， 

    也不排除有一些可能因為個性關係，或者是說對事 

    情的判斷處裡方面，或許有些差異，因此有時候如 

    果稍微給有對方壓力，或許會收到的效果。 

問：就你的經驗而言，大多數的記者使用哪一種模式來 

    問新聞會比較多？比例大概是多少？ 

答：一般還是以平常良好互動的婉言相勸啦，好好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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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底發生了什麼事情啦。用這類施壓或恐嚇的部 

    份所佔比例不高，在我的印象當中，除了負面新聞 

    以外，很少用恐嚇去取得新聞的題材，嚴格講起來 

    佔的比例大概十件佔了一，兩件吧。 

問：如果你是記者的話你覺得用哪一種方式問新聞比較 

    有效？這跟年齡，資歷或是新聞路線無相關？ 

答：喔，這當然有關係啦，如果我是記者的話，我也會 

    用婉言相勸與恐嚇的方式相互搭配。原則上我還是 

    以建立良好互動關係為基準，但如果我在詢問受訪 

    者時，對方不給訊息而且躲躲閃閃的話，這時候我 

    大概會給點一壓力這樣子。資深記者可能比較會運 

    用技巧，比方說施壓給對方；比較資淺或年齡較輕 

    的記者大概比較不會使用。 

問：你的意思是說資淺記者不會使用囉？ 

答：那也未必，我也曾經碰過年輕的記者，他如果有不 

    受尊重的感覺，就會他故意放出威嚇的訊息，造成 

    你的壓力。 

問：那你的意思是說如果用這樣方式的話，有時候反而 

    會造成一些不錯的效果就對了？ 

答：應該會有某種程度的效果啦，應該是不錯，相互交 

    叉來使用。 

問：根據你多年與記者相處的經驗，你有沒有聽過說修 

    理威嚇的方式比較容易跑到新聞？那你個人有沒有 

    些具體的案例跟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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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也曾經遇過啊，就是我在處理某奪槍殺警案時， 

    這是很大的案子，某位記者不斷詢問我案情，但我 

   一開始基於偵查不公開，不願告訴這位記者，避免產 

   生不必要的枝節啊，一開使我是不願意提供，但後來 

   對方卻以威嚇的方式給我壓力，當時我心想，既然是 

   這樣，那大家取一個平衡點，也等於說我有條件的狀 

   況配合對方。 

問：他是怎麼樣給你壓力？ 

答：他就講一些有的沒有的，也不是很具體啦，但至少 

    他是說：「如果你不願意配合的話，那我寫出來如果 

    有影響到你，就很抱歉」。這樣等於無形中給我一點 

    壓力，為了一個更圓滿的結果，那我也適度的給他 

    一個資料。 

問：如果當初這位記者沒有用這樣的方式，你可能就不 

    會透露新聞訊息？ 

答：那當然囉，能夠不給盡量不給啊，偵查部份尤其是 

    整個刑案的進行過程當中，你讓歹徒透過新聞得知 

    的訊息越少，對我們的刑案偵辦是越有利。而且說 

    太多，人跑掉了，上級長官怪罪下來，誰來扛這責 

    任。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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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某警局分局偵查隊長(消息來源 B) 

      年    齡：40 餘歲 

      受訪時間：2008.10.6 

   受訪地點：某警局分局辦公室 

   訪談摘要： 

            問：如果記者問你比較敏感的案件，記者不斷詢問，你 

    會怎麼回應，是用婉言相勸，還是會反制對方有點 

    不悅，亦或有別的方式？ 

答：這種問題對我來講還好，因為在一定範圍內我會轉 

    個彎，讓新聞訊息可以讓記者接受，我在法律範圍    

    (偵查不公開)之內，適度的讓記者可以取得比較概括 

    性的一個資料。 

問：那你覺得記者用什麼樣的方式來問新聞會比較好？ 

    委婉懇求還是威嚇修理的手段，哪一種對你比較有 

    效？ 

答：其實也稱不上委婉懇求，也稱不上威嚇修理，因為 

    我覺得各有職掌，在記者立場，這是他的業務職責， 

    會有本身的壓力。在警方立場則有「偵查不公開」 

    的原則，不可以讓民眾覺得為何違反這規則，所以 

    我覺得在新聞處裡上是看個人跟媒體間的一個互動 

    ，能夠兩全其美做好。 

問：那你在警界服務多年與這麼多記者相處，你覺得大 

    多數你遇到的記者會使用哪一種模式來問新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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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說是委婉懇求還是威嚇修理方式？這種比例大概 

    是多少？ 

答：我跟記者的相處方式可能跟別人不一樣，我跟記者 

    相處方式都是基於朋友相待的方式，所以記者不會 

    為難我，況且我也不會完全說封鎖新聞訊息不給記 

    者，我會適度的提供一些跟案子比較有點關系的訊 

    息，在一個法律規定的有限範圍內，且讓記者可以 

    接受的前提下。 

問：那你遇到大部分記者都會用什麼樣的方式問新聞？ 

    比例大概是多少？如果你是記者的話你覺得用哪一 

    種方式比較有效果？ 

答：我剛剛特別提到，其實也不用婉言相勸或懇求，因 

    為各有各的立場，也不用威嚇方式，因為威嚇對我 

    來講沒有用，只要我依法辦事，記者也拿我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民眾有知的權利就是記者的需要， 

    但警方也有保密的原則，這是警方的一個立場，在 

    這個民眾知的權利跟不違反偵查不公開的原則之下 

    找一個平衡點，而且可以去做一些相關的預防工作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大家都滿意的程度。 

問：那你有沒有聽過說記者用修理跟威嚇的方式比較容 

    易跑到新聞，你有沒有聽過記者有用這樣的方式？ 

答：嗯，有。 

問：有沒有具體的案例？ 

答：威嚇跟修理我個人是沒有碰過啦，當然可能其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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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可能會有這種情況啦。 

問：你有沒有聽過，聽過其他的記者會用這種方式？ 

答：記者用這種方式的，有阿，有聽過阿，但我不方便 

    說哪個單位，聽說某個單位處理新聞上什麼都不講 

    ，那當然記者也不舒服啊，我總要對上級有個交代 

    吧！因此事後會找一些這單位內一些負面的訊息拿 

    來報導，自然對這單位造成傷害。事後記者就以此 

    來作為「溝通手段」，如果該單位再不說新聞，記者 

    就會以此為脅迫方式，方便記者跑新聞，因此類似 

    狀況當然有。 

問：你剛剛講說採訪某單位新聞，記者是不是要用比較 

    恐嚇或修理方式比較有效？為何要這樣做呢？ 

答：喔，其實我所聽到是這樣子，就是有一些案子，該 

    單位一概都不講，一份資料，一個字都不提供，記 

    者也沒辦法找到發言管道，因此就會找一些其他的   

    負面新聞來曝光上報，甚至記者會告狀告到上面長 

    官，不管哪種方法，都會對該單位多多少少造成壓 

    力與效果且發揮作用，但我是覺得就是媒體跟警方 

    之間相處不需要做到如此僵持的狀況。 

問：記者使用這方法真的比較有效嗎？ 

答：這種方式對某些單位某些人來講或許有點效果啦。 

問：使用這種威嚇修理的方式的話，與記者本身的年齡 

     跟資歷有無差異。.  

答：我想會有這樣情況的話一般是比較資淺的記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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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什麼？因為資深記者大家相處都還處的不錯，而且 

    也知道怎麼去拿捏尺度，資淺記者就比較沒有相 

    處，也不知道怎麼去處理與警界之間的關係。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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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某警政機關偵查隊副隊長(消息來源 C) 

年    齡：30 餘歲 

      受訪時間：2008.10.5 

   受訪地點：某警分局辦公室 

      訪談摘要： 

問：你在警界服務多年也遇過很多記者，請教你如何面 

  對記者跟你詢問敏感的新聞訊息，你覺得是委婉方 

  式比較有用，還是說用修理，威嚇的方式比較有用？ 

答：我認為警察跟記者間的互動，當然以靠交情的委婉 

  方式我們比較可以接受，人都是互相尊重，你尊重 

  我，那我們在合理範圍內，在不影響「偵查不公開」 

  原則下，我們會適時的透露給記者一些相關案情。 

問：有沒有記者對你用過修理威嚇的方式，跟你詢問新 

  聞訊息？ 

答：目前為止很少，但有記者曾經說過：「你在這方面事 

  情如果沒有告知，那以後大家就是公事公辦」的類 

  似話語。 

問：遇到這樣子的講法的話，你會屈服嗎？還是完全都 

  不理會？ 

答：通常我們遇到這些記者，我通常也會用強硬方式回 

  應，但如果記者掌握到有傷害到我們警察的生命的 

    東西(應該為「抓到把柄」之意)，那我們可能也會適 

    度的跟他溝通協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7 
 

問：你覺記者採訪警界新聞的時候，用哪一種方式比較 

     有效果，委婉交好還是要威嚇的手段？比例要如何 

     拿捏？ 

答：當然我們希望能與記者以朋友方式相處，因此委婉 

    的方式最好。如果說用威嚇方式來恐嚇我們的話，    

    那我們自己本身有一把尺，對不對，不然你這樣的 

    話，那我們也有可能在某些新聞會遺漏，獨漏這個 

    記者。 

問：你的意思是說這個部份要記者去拿捏，就是說不可 

    以太超過？ 

答：對啊，你如果用恐嚇方式的話那我當然會不高興， 

    當然如果我們有把柄在你手上，那你用恐嚇方式或 

    許我們會心不甘情不願的忍下來。但你竟然這樣的 

    話，其他新聞部分我們也未必要提供你訊息。 

問：記者用委婉，恐嚇威脅的方式，與年齡，資歷有差 

    別嗎？ 

答：有差別，比方說比較年輕記者他可能剛來的話，對 

     於這個警察與媒體間互動還了解不夠深，他可能會 

     以一種媒體是老大的方式來詢問你。比較資深的記 

     者就比較有技巧性，如：「這次不講沒關係，那我 

     以後就會公事公辦的處理新聞」。 

問：那有沒有具體案例？ 

答：具體案例一時之間想不出來，是曾經有過啦，但是 

   我現在想不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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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果真的遇到敏感的案件，記者又不斷以各種方式 

    詢問？在這兩難過程你都怎麼處理？ 

答：有時候遇到兩難的情況，我們可能就是會用打哈哈 

    的方式簡單帶過，就是比較不牽涉到案情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就打哈哈帶過，接著假裝有事情先行離 

    開，避免記者糾纏問新聞。 

問：有沒有互動過程的具體案例？ 

答：我記得以前一個偵查隊長，就因為某報記者為了炒 

    獨家而不斷寫負面新聞傷害警察形象，那個隊長就 

    告訴我，我們事先都知情，都有跟記者拜託，但卻 

    照樣報出來。那沒關係，爾後的相關發布新聞我們 

    就故意獨漏他，後來這媒體記者在這區域跑不下去 

    就被調走，因此我認為警察跟媒體之間其實是互相 

    尊重的。 

問：這是修理記者的一種方式嗎？還有別種與記者相處 

    的方式？ 

答：如果記者有我們的把柄要寫負面新聞，我們當然是 

    希望以委婉方式跟記者溝通啊，如果事態嚴重，可 

    能就透過各種其他管道或記者的好朋友，以旁敲側 

    擊方式去說情，希望不要報導負面訊息否則會傷害 

    到我們。我們也有可能交換，提供其他新聞情資交 

    換，比如說：「好，這事情你不要報，我還有另外的 

    新聞我們可以提供給你，讓你也可以交差」。 

    (訪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