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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是新闻中的「角色」变多，显示记者采访更重视多方说法。单元式报导的 

在各报普遍运用，表示报纸扬弃以单一事件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更强调主新闻搭配  

副新闻的处理，包括照片、图表等视觉元素的都在新闻规划范围之内，以增强阅读 

吸引力和信息的丰富。 

  另外，研究也发现七份报纸中，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新闻篇幅的增加最为明显， 

它们的标题变得更大，单元式新闻组合的运用也较多，时间的延伸和地点的深化都 

比其它报纸突出，其中联合报在角色多少和地点深入、中国时报在单元式新闻处理 

的数量，均比其它报纸明显。总的来看，在报禁解除十年后，七家报纸中都出现类 

似国外的「新长度新闻」现象，即整体篇幅增长、标题变大，时、地、人的内涵都 

有改变。 

  再从新闻主题来看，1988年七份报纸前三版中，三分之二新闻都是单一事件报 

导，政治、财经和生活新闻只有近两成搭配其它新闻，社会新闻也只有5%搭配照片 

。新闻界并不重视单元式新闻组合的处理方式。 

  但是这四种主题的新闻在时间、地点和角色数量的处理，则因新闻性质不同而 

有差别。政治和财经新闻的改变比较多，也更重视深入分析和比较。社会新闻反而 

以单一事件的报导较多，生活新闻则兼顾较大的区域及深入地方，更重视普遍性。 

  从上述几种指针来看，报禁开放十年后的新闻报导和处理方式，确实改变报纸 

风格，这种改变不因报纸不同或新闻主题不同而有差别，并且也出现和外国报纸转  

变的类似趋势。 

二、讨论与建议 

  在报纸发展过程中，电视的出现与网络兴起被认为最能影响印刷媒体的内容和 

生存。台湾报纸新闻的渐变过程，虽然受到报禁解除很大影响，但整个经济社会环 

境转变，政治氛围的变化，和报业市场结构的转变，也对报纸新闻有直接或间接影 

响。 

  由于电视播报的是「今天的新闻」，报纸刊登的是「昨天的新闻」，报纸必须 

赋予新闻新生命、深度和更多吸引力，才能在市场和其它媒体竞争。本研究也发现 

报禁解除十年后，报纸新闻已经加强报导篇幅、新闻的实时性与背景纵深、地点的  

普遍和深入，能把新闻说的更详细、更深入。另外从编排重视视觉导读效果来看， 

新闻篇幅虽然更长，但应用单元新闻的处理方式，把版面上的新闻条理地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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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深入，使其有别于电子媒体，满足读者对报纸新闻不同的期望与需要。 

  就研究结果来看，七份报纸似乎变得更相像，却又同中有异，有些报纸在报导 

深度和版面安排比其它报纸更突出，但这和该报拥有资源的多少也有关系。在此也 

发现，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在新闻要素的调整脚步较为明显，其它报纸虽然也有改变 

，但改变幅度似不及前两者。 

  不过，新闻篇幅愈长、标题愈大，以及以单元方式编排新闻，是否意味新闻的 

品质更好？本研究发现报社工作者确实能更有系统地整理新闻，并且在前三版突出 

议题，增强导读，台湾报纸工作者已经改变过去仅把搜集来的新闻略为处理，即转 

给读者阅读的作业方式。换言之，经过比较1988年和1998年的七家报纸新闻，可以 

察觉新闻要素的变化，及报社如何建构新闻报导的新风格，更可知新闻论述方式未 

必要定于一尊，而可以与时俱变。 

  最后，从台湾七家重要日报的新闻篇幅与标题变化，以及传统新闻要素改变等 

现象来看，现今报纸工作者因环境更险峻，遭遇比过往更多的挑战，因为记者角色  

已经不仅是搜集和记录信息，还要深入事情的来龙去脉，提供整理和深入分析解释 

，并须思考如何搭配相关新闻和图片，在版面做更好的呈现，才能满足读者需要； 

这种新新闻的风格愈明显，对新闻实务工作与新闻教育都将是更严厉的考验。 

台湾社会历经报禁的实施到解禁，作为台湾存在最久的媒体—报纸而言，其中历经 

的挑战与阻碍，亦远非其它媒体能感同身受。因此报纸新闻在创新和突破的思考，对于 

台湾新闻事业的进步不但有示范作用，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不同阶段的新闻文化。走笔 

至此，想起陈世敏教授转述李金铨教授认为台湾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应是「民主化」  

(陈世敏，2000:15) ；台湾报纸新闻的转变，报禁解除固然是重要的里程碑，也为报纸 

原本极度受限的篇幅和采访范围开展更大的空间。不过因为影响对报纸新闻转变的因素 

相当复杂，究竟何种因素影响更多或更少，不只应该从报纸新闻本身来看，还应该探讨 

整个环境对报纸新闻供需的拉扯力量。 

准此，台湾报纸在报禁解除后，虽然改变了新闻要素的某些意涵，仍然传承早年新 

闻作为公共论述的精神，在新闻中增加更多讨论空间和更多角色的意见，但也有学者乐 

观指出，媒体工作者在不断尝试和学习中，已把新闻建构成自我满足的文本(Matheson,  

2000)，甚至有些新闻媒体已形成自成一格的知识体系，在社会上建立本身的文化权威， 

最重要的关键即在新闻能够「兼容并蓄」、「自我学习」、「自我创新」，透过新闻的延伸和

深入，发展出报纸新闻的新风格，并建立媒介文本、读者与社会的新对话关系。 

本文仅能触及新闻写作要素和版面编排一些较为表面的变化，且限于研究方法，未能 

对报纸新闻采访写作(即搜集信息的过程)和编辑历程进行更细部的分析。事实上台湾报纸 

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即高度商业化对新闻选择和报导策略的影响，新闻要素的转换与延伸或  

许成为报纸维持新鲜感的契机，但媒体过度在意外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时，也会形成过 

犹不及的双重矛盾。不同报纸对新闻意涵的不同拆解，及对环境不同的响应方式，都将影响报

纸新闻的未来面貌，这些均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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