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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息来源 

由统计结果（见表十一）可知，所有消息来源中压倒性地以警方为主，无论报纸或电视都各占

八成以上，另外则为犯罪者和「权威当局」（法院、专家、政治人物），报纸的犯罪者消息来

源占20%，电视多达30%，但报纸比电视更常找「权威当局」谈论案件，报纸的来源占19%，电

视为10.1%，因此可知，和国外类似研究发现两成比率来自警方消息来源（Ericson, et al., 

1991: 192），我国显然高出很多；另外，报纸藉警方和权威当局架构对这个议题的了解，但

电视除了借着警方的消息来源，也喜欢采访犯罪事件当事人－犯者罪和受害者来架构这个议

题，证实多数消息来源是藉警方和一连串机构的专家来述说案件。这些来源容易被媒体认为是

可靠的消息来源。特别的是，报纸比电视更重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发展，报纸采访法院的消

息来源比率为9.6%，电视只有2%。 

表十一：青少年犯罪新闻消息来源的交叉分析 

消息来源 

报纸（n=2521） 

百分比 次数 

电视（n=99） 

百分比 次数 

警方 

82.9（208） 

84.8（84） 

犯罪者 

20.7（ 52） 

30.0（30） 

法院 

9.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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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 

被害人 

5.6（ 14） 

13.1（13） 

机构发言人 

4.8（ 12） 

2.0（ 2） 

专家 

3.6（ 9） 

6.1（ 6） 

犯罪者父母∕亲友 

2.8（ 7） 

4.0（ 4） 

政治人物 

2.4（ 6） 

6.1（ 6） 

被害人父母∕亲友 

0.4（ 1） 

2.0（ 2） 

目击者 

0.8（ 2） 

1.0（ 1） 

其它 

0.8（ 2） 

----- 

总次数 

347

150

注：本题可复选三项，百分比由次数除以有效样本数得之，复选题的总次数列在最后一行。另

外，「机构发言人」指警察机关以外感化院、校方、医院等发言人。  

伍、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与讨论 

经过综合比较，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犯罪新闻报导和犯罪新闻报导特色类似，即两种媒体均重

视暴力犯罪类型，电视在导入社会控制的角色更为主动。 

本研究主要发现如下： 

 



1.报纸和电视的青少年犯罪新闻报导都发展出「犯罪阶层」，两者都认为暴力犯罪最严重也最

值得报导，并在版面或长度上显著强调这种异常的犯罪类型。换言之，暴力犯罪的数量在警方

纪录虽然比「例行犯罪」（如窃盗等）少见，但两种媒体均认为这类新闻更具「新闻价值」，

电视更排定优先的报导顺序。例行犯罪可能因为太过平凡或常见，反而容易被忽略。 

2.报纸和电视新闻未特别重视青少年犯罪中的罪犯和受者害具备的人口特质，报纸和电视不太

在报导中提及犯罪者的性别和教育程度；其中电视虽然稍微强调中辍学生的犯案，但两种媒体

都很少提及受害者的相关资料。 

3.电视比报纸的报导轻薄短小，多在一分二十秒内结束，也比报纸重视青少年犯罪的发生和羁

押逮捕时的报导。但电视不重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犯罪的司法审判阶段。但是报纸不但在案

发、侦查、缉捕等各阶段均进行采访报导，也比电视更重视后续的审理和定罪与否的报导。 

4.和Graber（1980）的发现类似，台湾报纸和电视均相当重视犯罪新闻。在犯罪类型的再现

中，以谋杀、强暴、伤害等暴力犯罪是媒体最爱的题材，确实出现「统计偏差」，换言之，媒

体确实更喜欢不寻常或冲突性的犯罪案件，暴力致死案件更有吸引力；实际发生最多的案件如

偷窃等，则因为太普通，不受媒体青睐。电视新闻比报纸更重视杀人、绑票勒赎等戏剧张力较

强的犯罪新闻，显示电视因媒体特性使然，统计偏差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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