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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 年兩岸兩會復談後，大陸與台灣的經貿關係也因為經濟交流腳步更加緊密，

彼此成為非常重要之貿易與投資夥伴，兩岸於 2010 年簽訂 ECFA 之後，2013 年再簽

訂攸關台灣經濟前景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由於社會各

界與媒體對於協議利弊有著巨大爭議。至今尚未通過。 

本研究為探究台灣報紙如何再現「服貿協議」，以兩份一般性報紙─《中國時報》

與《自由時報》與兩份財經報紙─《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自 102 年 6 月 21 日

至 103 年 2 月 20 日，分析探討報紙之消息來源、報導偏向、議題設定以及框架運作

模式。 

研究發現，一般報紙與財經報紙在消息來源、報導主題與新聞框架與文本特色具

有顯著差異，與過往研究結果類似，兩類報紙的消息來源仍然偏向傳統菁英消息來源

(政府、政黨與學者專家)，只有財經報紙比較注重服務產業的意見；報導主題部分，

一般報紙偏向報導「服貿協議」政治層面，財經報紙則維持財經報紙特色，經濟議題

比例仍高；新聞框架方面，政府與政黨論述為兩類報紙偏好之框架，唯財經報紙的經

濟框架報導比例較一般報紙高。 

本研究認為，兩份一般報紙於「服貿協議」事件出現「資源動員」現象，而且報

紙各持己見的立場非常鮮明，媒體的角色已不再是溝通與對話，而是包裹具備立場的

論述，且《中時》與《自由》兩報的立場截然不同。反觀財經報紙，雖然仍具備支持

政府之立場，但是仍能就事論事，從經濟層面剖析「服貿協議」對於台灣經濟之利弊。 

關鍵詞：報紙、兩岸經貿政策、服貿協議、議題設定、新聞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