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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记者报导新闻，有时为了符合媒介组织的目标和利益，可能对某些消息来源和报导内容产生偏

好，不同消息来源又可决定不同的新闻价值。本研究以Kepplinger(1989)的「工具性实现」

(instrumental actualization)概念，探讨记者是否根据工作媒体的编辑常模(editorial 

norms)和政治立场「制造新闻」，方式之一为选择消息来源来代替记者陈述意见。  

前退辅会主任委员许历农于民国82年11月24日台湾省县市长选举投票前夕，突然宣布「退出国

民党，本研究以四家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和自立早报于民国82年11月25日至

27日间，对许历农「退出国民党事件」的报导做个案分析，探讨三个问题：一、此政治敏感事

件发生时，四家报纸记者采访那些消息来源？二、新闻媒体会不会因为立场不同，引述不同消

息来源的说法？这些消息来源反映那些新闻价值？三、这些消息来源确实因其具有新闻价值而

受访？或是因为支持报纸特定立场才受访？ 

研究结果发现： 

国民党为此新闻中最受重视的消息来源，中时、联合、自由三报均重视，自立早报对国民党和

民进党的消息来源均重视，可反映该报一贯政治立场 。 联合报的国民党和许历农消息来源比

例为四报中最高；荣民眷村的消息来源以自由时报比例最高。  

此事件报导出现不少匿名消息来源，自由和中时匿名消来源都超过三成，自由时报匿名来源更

接近四成，以国民党和荣民的消息来源匿名比例最高。  

新闻价值方面，中时和联合都重视「后果」，即此事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但自由和自立较强调

事件的及时性。  

中时、联合和自立对国民党的报导多维持中立，自由时报较偏好国民党，引述消息来源中，四

成五对国民党有利。  

四报多把此事当作选举活动一部分来报导，但不可否认许历农效应仍具有高度省籍意识意涵在

内，联合报的新闻报导触及这个角度，自由时报则以连续三天的社论谈论「许效应」。  

本研究发现，新闻记者会藉消息来源传达特殊立场，因此总结认为，记者选择某些消息来源，

应设法厘清「选择新闻」或「选择观点」两者，才不致误导读者。 壹、绪论  

新闻媒体是社会大众对社会知识的最主要来源，记者根据工作需要，大多需要采访消息来源以

陈述信息，增加新闻本身可信度，因此新闻大多会显示新闻来源。但由于时间压力、版面空间

和段落以及对新闻下定义的方式等因素影响，再加上组织及编辑政策的内在因素，使得记者对

于新闻来源产生「偏好」选择，传播研究中亦以「选择性的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或

「制造新闻」(news-making)称之，所以产生新闻内容是否中立或「新闻价值」本质(the 

nature of news values) 是什么的论辩(McQuail, 19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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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组织的研究持续发现，由于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不尽相同，各媒体选择的新闻不完全相同，

但是各媒体选择新闻的差异有时是一种工作上必要的选择，例如Walter Lippman(1922)曾说，

「没有标准、没有刻板印象、没有例行判断、没有无情的忽略琐碎部分，编辑很快会死于过度

兴奋」，就是指新闻仍需要新闻决策者有稳定的认知，包括判断何者可吸引读者兴趣及其社会

文化情境中对新闻的共识(Hetherington, 1985)。这种新闻人员个人主观的判断又可称为「新

闻价值」，McQuail(1994:213- 214)认为这是新闻人员基于相关及自发的兴趣，认为大众对什

么新闻有兴趣的稳定观点。 

因此可知，新闻价值是一种共识，也是这个领域工作者相当熟悉的概念，如Galtung和Ruge

(1965)曾发现新闻价值对于决定何者为新闻「事件」(events)很有影响，媒体会根据新闻价值

决定该事件是否在频道播出，但这种看法较偏向西方新闻学观点对新闻价值的阐释；Stuart 

Hall(1973)则从意识形态的「媒介逻辑」(media logic)分析新闻照片的本质，认为新闻照片

的选择乃基于技术品质和戏剧化耸动效果。Kepplinger,1989,转引自Hagen, 1993)也提出「工

具性实现」(instrumental actualization)概念，指记者会根据雇用他的媒体的编辑常模

(editorial norms)和政治立场制造新闻，如果记者有意在新闻中宣传特定意见，会用选择消

息来源的方式陈述意见，因为选择消息来源比选择陈述中相同部分来得简单(Hagen, 1993)。

后者不仅把消息来源视为采访对象，并进一步与「建构新闻」的概念结合。 

从西方新闻学的新闻采访观点来看，为了配合采访需要，媒体喜欢用下列标准选择新闻：及时

性(突如其来)、重要性及具有强度、清晰明确、未能预期、文化上接近预设的读者群、持续

性，另外电视等电子媒体还须考虑录制和传送新闻的可能(McQuail,1994:214)。 

但从媒体组织观点来看，新闻本身要符合组织目标，组织目标可能是多重的，新闻媒体虽要产

制符合专业品质的产品，才能为受众接受，但组织例行作业流程，也免不了对新闻选择产生偏

好。因为媒体会依本身目标和利益，对专业标准进行筛选，甚至故意强调或忽略某些要素，这

种既存的偏好有时凌驾新闻专业的本身，因此所谓偏好不一定指新闻要投合读者，还包括媒体

有意强化媒体组织本身编采政策的影响因素。 

记者和媒体的组织互动可从「媒体文化的逻辑」(the logic of media culture)来看，

Altheide和Snow(1979)认为「媒体逻辑」是决定新闻内容的先决条件，「媒体逻辑」是指媒体

制作者事前决定如何界定内容，以及他们相信那些新闻内容能引起注意并满足读者，Graber

(1976)、Hallin和Mancini(1984)进而指出，具有偏见的媒体逻辑深藏在媒体组织的工作安排

和后续计画中，Altheide(1985:14)更以「媒体形式」(media format)强调媒体组织内部存在

分享的符征活动，这种组织内部的「支配形式」(dominant form)，使得媒体工作者多少必须

顺从。Altheide(1985)认为，「形式」不仅是了解媒体产出的关键，更和媒体究竟形成什么真

实、造成什么社会效果密切相关。 

除了组织影响以外，记者为了采访便利，会与信息丰富的内线及专家接触；为了节省时间，记

者特别偏好接触权威人士或具内在市场价值消息来源，这是一种采便利的偏好。研究也证实，

从消息来源看，新闻通常过度反映社会顶端和官方的声音，记者特别注意政治和社会精英，他

们对社会价值多半具有共识，并支持社会现状(McQuail,1994:255)。新闻记者比较偏好以某些

名人、记者会和公关为消息来源(Tuchman, 1978;Fishman, 1980)。 

尽管多数新闻记者仍视其工作为客观真实的呈现(Tuchman,1978:82-103; Molotch and 

Lester, 1974:105-6)，实际上，某些消息来源会比其它来源更容易被引述、报导，究其原

因，不仅是这些消息来源提供权威可靠的信息，更因为这些消息来源的立场或表达，相当接近

记者工作的新闻媒体的立场(Hagen, 1993:335) (1)。 

不同媒体的记者选择消息来源会自我过滤，一方面和他要取悦处理新闻的编辑有关(Breed, 

 



1955:80)，另一方面也受媒体组织的编辑政策影响(Gitlin, 1980:64; Hallin,1986b:2)。因

此新闻记者选择消息来源报导新闻时，存在个别的「新闻使用偏好型态」(news-use 

preference patterns)，这种新闻工作者所有复杂新闻价值的组合(Bridges,1989)，可称为

「新闻价值编码架构」(news value coding schemes) (Corrigan, 1990:653-662)，包括若干

新闻价值的选择出现的频率较高并比较一致。换言之，新闻工作者对何谓新闻虽然存在共识，

但并不是一成不变，有些新闻价值观可能专属某些特定新闻机构，成为新闻室社会控制的一部

分。 

本研究在分析记者和消息来源的关系时，综合媒体和外在环境(消息来源)的关系之「决定论」

(或称操纵模式)及「相对自主」(或称市场模式)模式(翁秀琪，1994:112-113)观点，并进一步

追问记者为何「偏好」某些消息来源？选择这些来源和媒体编辑政策(即「媒体逻辑」)有关

吗？希望了解记者报导新闻时，如何选择那些消息来源，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消息来源是否与所

工作的媒体编采政策有关，以及记者的「新闻价值编码架构」如何处理这些消息来源等问

题。 本文以四家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和自立早报于民国82年11月25日至27日

间，对前退辅会主任委员许历农「退出国民党事件」的报导做个案分析，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不同新闻媒体用那些消息来源呈现新闻？  

不同新闻媒体会不会因立场不同，引述不同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反映那些新闻价值？  

这些消息来源确实在反映新闻重要性？或只是支持报纸的特定立场？  

何谓「许历农退党事件」？民国82年11月27日台湾省廿一县市长投票的前三天(24日)，前退辅

会主任委员许历农突然宣布退出国民党、加入新党，当时因为事出突然，被认为可能对国民党

铁票所在的眷村选票流失产生影响，引起极大震撼，各报对「许历农退党」事件和其对选票流

失的可能影响，报导非常详尽，本文即以这些报导做为探讨素材。 

本研究想藉这个个案，了解消息来源和记者「新闻价值编码架构」的互动关系，并根据新闻报

导内容，分析不同报纸的记者选择「许历农退党事件」的消息来源是否做了不同选择？这种选

择是在支持报纸特定立场？还是纯粹就事论事？研究者假设，新闻记者强调新闻客观、时效和

重要性等新闻价值的同时，可能存在新闻判断的隐性偏好，这种偏好将决定那些消息来源比其

它消息来源更符合记者个人和媒体需要，也决定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新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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