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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致远（1985a）分析《民生报》及《中央日报》之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新闻，将奥运

区分为前、中、后三期，研究结果认为《民生报》是台湾地区唯一较具体育报雏形之日报。其

它发现：（1）报导量上：两报均以『重大体育运动新闻』处理本届奥运会，无论在奥运的

前、中、后期，《民生报》重视程度均高于《中央日报》。（2）运动项目上：有关台湾的报

导以「棒球」最多，因其为『国球』，加上当年中华队中拥有郭泰源、赵士强…等知名好手，

而受到媒体注目；外国参赛的项目，则以「田径」的报导量为最多；另外因该届奥运前苏联以

及东欧国家抵制未参赛，我国举重选手蔡温义幸运地拿下一面奥运铜牌，使媒体突然间大幅度

报导「举重」新闻。（3）报导方式上：奥运前、后两期，《民生报》以「言论」体裁居多，

《中央日报》以「新闻」体裁居多。奥运中期，两报均以「新闻」类居多。（4）报导内容

上：就整个奥运报导而言，两报均以「动态新闻」居多，「静态新闻」内容较少。（5）报导

对象上：以「台湾」及「美国」占多数。 

林丽娟（1990）研究各报对1988年汉城奥运报导，以《中国时报》、《联合报》、《民生

报》、《中央日报》和《台湾时报》为研究对象，针对体育报导种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1）本国选手参赛的项目中：各报皆以「跆拳道」的报导量最多。（2）非本国参赛的项目

中：则是以「体操」、「游泳」、「田径」为主。（3）在赛后检讨项目中：以「棒球」最受

瞩目，这应与该届奥运会中，中华成棒队兵败汉城有关。（4）整体而言，各报均以成绩以及

各时段的热门项目，如：「体操」、「游泳」、「田径」、「跆拳」等项目的报导量为最多，

而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成绩表现也是各报报导的焦点。 

侯致远（1991a）又研究台海两岸汉城奥运报导，以台湾的《中央日报》和《民生报》及中国

大陆的《中国体育报》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1）报导量上：汉城奥运新闻占全部运动报

导版面的比例分别超过八成。（2）运动项目上：有关运动种类的报导，三报均以「田径」最

多。（3）报导对象上：各报对各国的报导量依次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除重视自身「中华台

北」与「中国大陆」之外，「美国」为三报最受重视的国家。（4）报导内容上：动、静态报

导方面，三家报纸均以显著的版面报导「动态新闻」，而「静态新闻」报导所占版面则较少。

（5）报导向度上：台海两岸在报导对方奥运表现时均能以友善的态度处理。报导方向以「中

立性报导」比例最多，「正面报导」次之。 

Lee（1992）分析媒体报导1984年和198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女运动员的情形，以加拿

大《全球邮报》（Globe and Mail）和美国《纽约时报》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为奥运会开始

前五天到结束后二天。研究结果发现：（1）性别属性方面：两报无论在新闻则数、报导空

间、照片数和插图上，男性运动员均比女性运动员多出超过两倍的报导，《全球邮报》比《纽

约时报》更为显著。（2）有关女性运动员的新闻，个人运动项目比团队运动项目多，尤其是

在「游泳」和「体操」等强调美的特质---外表、美丽、姿态和优雅的运动项目。（3）男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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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的报导则倾向团队运动项目和强调强壮、冒险和忍耐的部份个人运动项目，如：「拳

击」、「田径」和「游泳」，特别是排名第一的田径选手。（4）照片报导的内容上：无论男

女运动员通常以运动过程情形的报导出现，尤其是在和对手竞争的过程。（5）照片报导的向

度上：所呈现的通常是正面的描述。 

Hargreaves（1994）分析1988年汉城奥运期间，英国主要报纸刊登两性照片的比例，以《英国

时报》（The Times）、《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今日英国》（Today）以及《英国太阳报》（The sun）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

显示，在这些国家级报纸中，以《英国时报》对女性的照片呈现比例较高。 

许天路（1994）则比较《民生报》、《中央日报》两家报纸报导1992年第25届奥运会新闻，以

报导体裁类型为研究重心。研究发现：在报导体裁上，两报报导奥运会新闻时，皆以「新闻」

类型呈现方式最多，其次是「图片」、「言论」、「表格」与「图案」（吴淑仪，1997）。 

吴淑仪（1997）则针对《民生报》、《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等四家报纸对

于最近三届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新闻报导

量进行分析。研究指出：（1）报导量上：各报有关奥运相关新闻占报纸总报导量的比例有逐

年下降的趋势，这应与台湾自从1988年开放报禁后各报社急速增加张数，但是报导每届奥运新

闻的报导版面始终稳定维持在三至五个版面，所以导致整体报导量比例下降。（2）报导体裁

上：发现「纯净新闻」所占比例最多，「照片」、「表格」…等次之。（3）新闻照片上：各

报采用彩色照片的比例皆有在上升之中。整体而言，四家报社采用彩色照片总数量之成长优于

传统的黑白照片，显示出报纸对体育照片有越来越重视之趋向。（4）内容主题上：「比赛过

程与结果」所占比例最高，「运动相关人员报导」与「比赛预告与实力分析」…等次之。 

2.亚运 

郑丽琪、朱其慧（1999）以《联合报》、《中时晚报》、《中央日报》、《民生报》等四家报

纸为例，针对13届亚运报导的新闻、表格、与照片之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指出：（1）报导量

上：不管是在文字总报导量上与报导则数方面，皆以《民生报》为最多；《联合报》、《中国

时报》次之，《中央日报》最少。（2）报导体裁上：将体裁分为四类，整体而言，发现「一

般新闻报导」所占比例最多；个别比例方面，中央日报的「一般新闻报导」所占的比例最多。

（3）新闻内容上：四报皆以「比赛过程及结果」为主要的报导内容。（4）表格内容上：「赛

程表」为最多，「奖牌统计表」次之。（5）照片内容上：各报对于彩色与黑白照片的运用比

例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3.区运 

邱金松等人（1988）以台湾区运动会新闻报导做追踪研究，针对民国68、70、72、74与76年之

《民生报》、《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做为研究范围。结果发现：（1）报导量上：各年

度间的分配情形并无一定的变化规则可循。（2）运动项目上：以「田径」的报导量最多，依

次是「游泳」、「自由车」、「举重」，「棒球」排第五。（3）报导体裁上：以「新闻体

裁」占多数，「评论」仅占1成左右。（4）报导向度上：以「中立报导」最多，「正面报导」

次之，而以「负面报导」最少。（5）报导内容型态上：以「动态新闻」较多，「静态新闻」

较少。 

施致平（1992）则单针对民国80年台湾区运动会新闻报导量做分析，研究对象为《中国时

报》、《联合报》、《民生报》、《中央日报》及《自立早报》等，另外针对80年台湾区运动

会报导王惠珍个人相关新闻个案加以研究。研究发现：（1）在报导量上：在区运会期间，各

报平均每日运动新闻报导量以《民生报》最多，《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立早报》、

《中央日报》分别次之。而区运会占运动新闻的比例以《中国时报》最多，《联合报》、《中

央日报》、《自立早报》、《民生报》依序次之。（2）有关王惠珍新闻的报导体裁上：以

「一般新闻」所占比例最高。（3）有关王惠珍新闻的报导向度：发现以「正面取向」所占比



例最高，「中立取向」次之，「负面取向」极少。（4）有关王惠珍的照片张数上：《中国时

报》1张、《联合报》2张，《民生报》4张，其它各报皆未刊登。 

4.琼斯杯篮球赛 

刘作坤（1980）以民国68年（第四届）琼斯杯篮球赛的报导做个案研究，发现各报均以『重大

体育事件』之方式处理此一新闻。其它研究发现：（1）报导量上：晚报在体育新闻的报导量

上比日报少，且呈不稳定状态，以《民生报》的报导量最高，其次为《中国时报》、《中华日

报》、《大华晚报》。（2）报导体裁上：发现各报的报导方式皆有所不同。 

侯致远（1986）则取材于第十届琼斯杯篮球赛，针对新闻报导量来进行研究，以《民生报》、

《中国时报》、《中华日报》及《民族晚报》为研究对象，并和刘作坤（1980）的研究做比

较。结果发现：（1）报导量上：第十届重视程度不如第四届；而第十届琼斯杯篮球赛重视程

度，按报纸性质而言与第四届相同：即运动专业报最重视，其次是日报，再其次是晚报；而日

报之间重视的程度有所改变：对于第四届琼斯杯篮球赛的报导以《中国时报》较《中华日报》

重视，而第十届则反之。（2）新闻体裁上：发现各报均以「纪录」的报导方式最多，而以

「特写」最少。（3）在报导内容的诉求上：第十届以「比赛过程」的叙述为主，并因报社性

质而异。 5.职业棒球 

廖清海（1996）分析《中国时报》、《联合报》、《民生报》、《大成报》、《中时晚报》、

《自立晚报》等台湾六家日报与晚报对各国职业棒球新闻的报导量。研究指出：（1）报导量

上：由于中华职棒联盟开打的关系，国内报纸最重视的职棒新闻是本土的「中华职棒」新闻，

占各报职棒新闻总报导量高达将近九成之多；其次是报导「美国职棒」与「日本职棒」，其它

国家的职棒新闻报导量极少，可见国人关心的职棒新闻不出中、美、日三个国家。（2）报导

体裁上：各报在报导职棒新闻时所用之体裁以「一般新闻」最多，其次是「照片」、「图表」

…等。（3）报导主题上：各报在报导职棒新闻时，报导内容主题以「球员表现」所占比例最

高，其次是「赛程预告分析」、「比赛过程结果」、「政策问题」、「球队表现」，此五类合

计将近占了全部新闻报导内容的六成五；其它报导内容所占比例均低。 

温世铭（1999）则选取《中国时报》、《联合报》、《民生报》、《自由时报》、《台湾日

报》、《中华日报》等台湾六家日报进行抽样，主要分析此六家报纸对于『中华职棒联盟』与

『台湾大联盟』的内容，研究指出：（1）报导量上：总报导量比例有增加之趋势；其中「棒

球」（包括本国与外国）是各报体育新闻报导的重点；而各报职棒新闻报导量有偏重『中华职

棒联盟』的情形。（2）报导体裁上：以「比赛新闻」为主；不过各报在「表格」使用的比例

已大幅增加，并超过「照片」之比例，这可能与两职棒联盟比赛场次增加、各报版面有限有

关。而各报主管都认为现有职棒新闻体裁过于僵化，有必要加强体裁变化与版面设计，以迎合

读者求新求变的口味。（3）报导向度上：各报都多以「正面」角度报导两职棒联盟之新闻，

这应与职业棒球是国内第一个成立的职棒运动，以及棒球被国人视为『国球』有关。因此，各

报大都站在鼓励立场加以采访报导。（4）表格内容上：愈重视职棒新闻的报社，使用的棒球

新闻表格种类也愈多，其中「得分安打表」、「各队成绩排行表」是各报必备的表格。（5）

照片内容上：各报职棒照片皆以「动态照片」为主，比例高达九成。照片呈现人物内容以参赛

两队攻守画面最多，其次才是胜队之选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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