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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据/方向 

四报的论据方向，仅以引述消息来源的报导对国民党有利、中立和不利做分析。消息来源分类

方式和第一部分「消息来源」相同。 

表六 四报新闻消息来源的论据／方向统计表（略） 

从表六可看出，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立早报在此事报导中多持中立的立场，都以中立的比例

最高，中国时报占38.6%、联合报44.7%、自立早报46.8%。四报中以自由时报较偏袒国民党，

引述的消息来源中有44.85%有利于国民党。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报和自立早报有利国民党的消息来源在四报中为最少，各为 19.1%和

19.4%。中立的比例以自立早报最高，占46.8%，联合报占44.7%。由此可知，此事件中，除自

由时报以外，其余三报在消息来源引用上相当注意是否平衡和中立。其中甚至联合报在引述国

民党非主流的消息来源时，也相当注意是否保持中立的陈述。 

四、主题特质 

主题特质上，本研究依新闻报导导言陈述的主题，分为选举活动、选情(选票流向)、对国民党

影响、对民进党影响、对新党影响、与李登辉总统有关、与族群认同有关、与许历农有关及其

它等九项主题。 表七 四报主题特质统计表（略） 

统计发现，四报的主题都以「选举活动」比例最高，其中以中国时报最多，占 35.7%，自由时

报其次，占28.3%；联合报第三(23.5%)。自立早报的相关报导偏重选情和对国民党的影响，各

占25%和21.4%。 

主题特质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报社对此事件的编采处理原则。从表七统计结果，可知道

中国时报把此事件转化成纯粹选情和选举活动，所报导的主题中选举活动占35.7%，选情占

33.3%，已占了将近七成。自立早报处理以选情和对国民党影响为主，可反映其较偏在野党的

政治立场。自由时报的主题则以选举活动和与许历农有关的话题为主，前者占28.3%，后者占

26%。联合报的主题分布较分散，主要以选举活动和选情为主，次为对国民党影响和与许历农

有关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许历农退党事件，其实包括高度「本土意识」和「中国意

识」的意义在内，然而四报中仅联合报提到的较多，占11.8%，中国时报和自立早报都只有一

次主题能及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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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辑政策 

社论虽未列入这次个案分析中，但社论的题目方向可作为个别报纸对许历农事件反应立场的参

考指针。 

中国时报和自立早报从25至27日三天社论都没有谈「许历农事件」或「许历农效应」这个议

题。 

联合报于25日的社论「谁来主张中华民国的大是大非」中，从「许历农退党」谈到国是问题和

选举本身的问题，26日和27日社论未再谈及。 

自由时报连续三天都有社论对此事件评论，11月25日社论题目为「许历农投向新党」，副题为

「大中国情结与族群意识不适台湾社会」，文中强调「其退党所持的理由在经媒体渲染后，若

未见适时的驳正，恐有积非成是、混淆视听之虞……」，另一篇社论为「走出竹篱笆的春天─

─不应利用荣民与眷村影响政局安定」。26日社论题目为「许历农倒戈的用意」，副题为「眷

恋大中国反对本土化将走入困境」，27日社论题目为「许历农挑起族群矛盾──朝野宜建立公

平的民主制度融合族群」。可说自由时报的社论最重视「本土意识」和「中国意识」敏感话题

的探讨。 

陆、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民国八十二年县市长选举投票日最后三天、发生许历农退党事件后，中国时报、联合

报、自由时报和自立早报如何处理及报导许历农退党效应，结果发现： 

消息来源方面，国民党都是这次事件的最重要消息来源，然而自立早报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消

息来源都很重视，似可反应自立早报在政治新闻一贯的政治立场。联合报在引用国民党和许历

农为消息来源的比例在四报中最多，亦可看出联合报对许历农效应的重视。自由时报在四报中

特别重视荣民眷村对此事的反应，也显示此事引发的「省籍意识」受自由时报重视的程度。  

不过就消息来源分布的比例来看，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相当接近，自立和自由与前两报差异较

大，多少可反映四报在政治立场或省籍意识的光谱。  

   

消息来源能否确认方面，这次事件出现相当多匿名的消息来源，反映的意义值得重视。新闻专

业要求和处理上引用匿名来源，通常是为了保护消息来源，但也可能造成报导可信度受质疑的

问题。这次许历农退党事件，自由时报和中国时报引用的匿名消来源超过三成，自由时报更接

近四成，可显示此事件的敏感性，其中国民党和荣民的消息来源匿名度最高，亦值得玩味。  

新闻价值方面，中时和联合都重视「后果」，也就是此事对选举的影响，可见两报都注意许历

农这种代表特定特定族群的人加入新党、对这次选举产生的影响为何。自由和自立在这方面的

分析和联合、中时不太一样，反而比较重视新闻的「及时」性。  

论据/方向方面，四报中的中时、联合和自立，就此事件对国民党的报导多持中立立场，值得

注意的是自由时报在这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新闻「偏好」，该报引述消息来源中，44.84%有利于

国民党，并未像其它三报一样持较公正的立场。而中国时报、联合和自立早报因为中立和不利

的比例较高，对国民党有利的比例相对减少。  

主题和编辑政策是否吻合方面，四报都以把此事件当作「选举活动」的一部分来报导的比例最

高，其中又以中国时报特别明显。另外，自立早报的处理因为以选情和对国民党影响为主，可

以反映其较重视在野党的政治立场。联合报则兼顾选举活动、选情及对国民党影响、及许历农

相关新闻等主题的报导。值得一提的是，许历农效应本身有相当的族群认同意涵在内，但除了

联合报触及此话题外，其余报纸都不太碰触。但自由时报却以连续三天的社论来谈这个话题，

令人印象深刻。  

总结：整体来看，四报对此事的处理原则大抵类似，但又有同中求异的现象，四报在新闻处理

上只有联合报提及族群认同主题，但其它报纸在新闻中大多未碰触这个问题，唯自由时报以社

论连篇累牍讨论，显示多数报纸的新闻希望淡化这个问题，仍有报纸以社论提醒此事。论据方

 



向则以自由时报出现明显的偏好报导，其余三报则守住中立原则。  

   

在报导方面，四报相当多元化，引用的消息来源包含朝野各党、许历农本人、荣眷和其它的消

息来源，但较遗憾的是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出现逾三成的匿名来源，自由时报匿名来源更接近

四成，对于新闻报导的可信度恐有相当影响。尤其这些来源多出现在国民党的相关报导引述，

选举新闻引用匿名来源是否符合新闻专业，也值得商榷。  

借着消息来源的陈述，我们可发现四报都把许历农退党事件视为重要新闻，但论据方向上，部

分报纸却出现借着消息来源陈述以支持报纸立场的「偏好」报导。另外在消息来源引用分布

上，也出现「偏好」，例如这个个案中，国民党消息来源仍为主要采访对象即是一例。似乎显

示对某些类型的新闻处理，免不了产生Kepplinger( 1989，转引自Hagen, 1993)所说的「工具

性实现」，即新闻记会选择他们喜欢的观点在新闻和标题中呈现，亦即记者常会根据媒体的编

辑常模和政治立场来制造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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