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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以資源基礎觀點為分析基礎，詴圖了解主流媒體科學新聞產出的現 

況、產製科學新聞的資源投入狀況、以及資源運用差異所形成的競爭優劣勢。本 

計畫採用深度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蒐集台灣十七家主流媒體的資料，結果發現主 

流媒體的科學新聞偏重報導科技和醫療，對財產基礎資源的投入每況愈下，只有 

少數媒體具備與科學專門機構合作、對科學新聞抱持正面態度、或主管擁有多年 

科學記者經驗等條件，創造出知識基礎資源的競爭優勢。 

 

關鍵字︰主流媒體、科學新聞、競爭優勢、資源基礎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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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前言 

現今媒體市場競爭激烈，對於主流商業媒體而言，收益往往是主管決策和分 

配資源的最主要考量，媒體內容對閱聽眾的吸引力是媒體產製新聞的決定性因 

素；科學新聞相對於其他類型新聞，因為較不具切身性且產製門檻較高，在產製 

端與接收端兩邊都面臨挑戰的情況下，導致在主流媒體中少見科學新聞的現象， 

致使對國家、社會而言相當重要的科學議題常常在新聞中缺席。 

面對媒體內容中科學新聞數量日益縮減的現象，本研究欲透過主流媒體對科 

學新聞相關之資源分配方式的差異，希望能進而了解資源分配方式對科學新聞的 

產出及市場競爭力所造成的影響。運用資源基礎觀點，檢視不同媒體運用資源的 

方式及態度，結合科學新聞在媒體市場中的現況，由此強調資源分配的重要性， 

並觀察資源分配如何在市場競爭力及科學新聞產出兩種現象中得到正面回饋。 

 

文獻探討 

一、Barney所提出之資源四特性 

Barney(1991)是提出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的重要學者之一，他

認為了解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已經成為研究策略管理的主要範疇之一。他在過去

的研究中，依據策略性資源隨著公司不同，會產生差異性卻不會隨時間改變的基

本假設，檢視資源和持續性競爭優勢的關聯為何，並指出能產生持久競爭優勢的

公司資源潛力有四個先驗指標，分別是價值性(value)、稀有性(rareness)、不可模

仿性(imperfect imitability)和不可取代性(nonsubstitutability)。透過這四個特性，可

觀察某公司是否能持續居領先地位。 

 

二、Miller & Shamsie之資源「系統性／獨特性」及「財產基礎／知識基礎」觀點 

Miller and Shamsie(1996)把資源分成財產基礎資源(property-based resources)

和知識基礎資源(knowledge-based resources)，分別是依據財產權的不可模仿性和

知識門檻，然後結合Black and Boal(1994)的概念之後，前述兩種資源又可各自再

劃分成獨特性(discrete)和系統性(systematic)兩類。它們的性質不同之處在於︰獨

特性資源可以獨立存在，能從組織脈絡中獨立出來，包括排外性合約和技術性技

能；而系統性資源的價值在於它們的成分是網絡或系統的一部分；換句話說，財

產基礎資源和知識基礎資源有可能獨立存在，也有可能是一個網絡資源中其中一

環(引自Chan-olmsted, 2005)。 

 

（一）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 

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Discrete Property-based Resources)是指擁有所有權和

合法條約，受到法律的保護，能給予機構能力得以控制稀少且珍貴的投入(inputs)、

設備(facilities)、位置(locations)和專利(patents)(Miller & Shamsie,1996: p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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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 

Miller & Shamsie(1996)提出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Systematic Property-based 

Resources)通常在系統的形式裡，比較像是交雜的成分物組成；基本上包含實體

的設備及設施的結構。這類資源的具體性設施是容易模仿的，其不可模仿性是存

在於這些設施在系統裡面的角色、連結性、以及整合方式，這樣的系統綜效才是

真正難以模仿的地方(Barney,1991; Black & Boal, 1994)。 

 

（三）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 

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Discrete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是各自獨立存在

的資源，可能的表現形式包括特殊技術性、創意性、和功能性技能。(Itami,1987; 

Winter,1987)。這類技能因為不確切的不可模仿性而有價值(Lippman & Rumelt, 

1982)，而且通常很難分辨是這類技能還是顧客忠誠帶來經濟收益。 

 

（四）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 

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systematic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則採用整合性或

協調性的技能形式，而這些都需要多學科的團隊合作(Fiol,1991; Itami,1987)。

Barney 所舉出社會複雜性的實例包括︰「經理人間的人際關係、文化、和公司

在供應商及顧客間的聲望等。」員工授權、組織文化和團隊合作是具價值的，若

具備稀有性且模仿成本高就可能成為持續性競爭優勢來源。儘管如此，社會複雜

性如組織文化、價值觀或傳統觀念束縛也可能導致公司無法及時採用新措施而變

成競爭劣勢。 

 

三、科學新聞 

（一）科學新聞的角色 

科學新聞定義係指「與科學知識相關」的新聞報導。黃俊儒、簡妙如(2006) 

認為科學新聞應是普羅大眾接觸前沿科學(frontier science) 研究的重要管道，而

科學新聞所包含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如引用黃俊儒和簡妙如(2003)文中對科學新

聞學科領域的分類如下︰「基礎科學、生物學、天然災害、核能、資訊、航太、

材料、醫藥、電子、土木建築、化工等十三項（p.1229）」。 

 

（二）科學新聞的特質 

Ryan(1979)指出傳播學者一直以來對科學家、科學記者、編輯和一般大眾看

待科學新聞的態度感到興趣。徐美苓(1999)曾以醫藥記者的角色為例，說明醫藥

記者受到書寫通俗趣味文字與截稿時間、篇幅與版面的多重要求下，醫療報導的

內容並不全然能合乎科學的論述原則。。謝瀛春(1992)曾歸納，科學傳播領域中

對科學新聞的幾種批評，由此可一窺國內媒體所產出科學新聞容易被詬病的缺點，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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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導錯誤、扭曲訊息 

(2)生澀難懂、可讀性低、專門術語交待不清、背景資料解釋不足 

(3)重國外輕國內 

(4)忽略科學事實、側重非科學性的報導 

(5)夾敘夾議，意見與事實不分 

(6)泛政治化，缺科技內容 

 

（三）科學新聞現況與過去相關研究 

從過去的研究可以發現，國內主要媒體在表現科學新聞上仍有進步空間，如 

黃俊儒、簡妙如(2006)曾分析國內三大報的科學新聞論述層次、分佈及限制，發 

現國內媒體對科技發展方向及高層次科學問題較為忽略，而把重心放在產製下游 

和對社會影響性高的新聞，而且編譯外電新聞的比例偏高，這樣的現象導致科學 

新聞的多重樣貌難以呈現，也會讓閱聽人的科學知識有所侷限；謝瀛春(1992)在

過去的研究中，也曾分析過去十一家日晚報對科技新聞的報導，整體而言發現各

報不夠重視科技會議，新聞版面及篇幅太少，且缺乏深度解釋的報導。 

 根據科學新聞相關文獻的整理，見國內科學新聞相關研究的不足。因此，本

研究企圖突破傳統研究框架，以產製過程的資源投入觀點，分析主流媒體在廣義

科學新聞上的競爭優勢。 

 

研究問題 

本研究詴圖以資源基礎觀點探討主流媒體對資源的管理和運用如何達到市

場上的競爭優勢且維持下去，更進一步想了解對於科學新聞的產製又有何影響。

故據此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主流媒體科學新聞產出的現況為何？ 

 

研究問題二︰主流媒體產製科學新聞的資源投入狀況為何？ 

 

研究問題三︰主流媒體產製科學新聞的競爭優劣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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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輔以問卷調查，針對台灣十七家主流媒體，包含報紙、

電視、網路，進行資料蒐集〈附錄一〉。 

 

一、深度訪談法 

根據文獻脈絡，訪談大綱中的問題是根據Miller & Shamsie(1996)所劃分出之

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以及系統性知 

識基礎資源四種資源而設計的〈附錄二〉。 

（一）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可從科學新聞專用設備、科學新聞來源、外購新聞合

約反映出來。 

（二）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可從科學新聞產出、科學新聞路線、報導科學新聞時

與其它路線或公司內部其它部門的合作、預算及設備、公司產出科學新聞

的規範流程、市場範圍和銷售對象等表現出來。 

（三）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可從科學記者的個人特質（如教育背景和工作經驗）、

主管對科學新聞的態度理念和相關報導經驗、主管引導記者對科學新聞的

作法（鼓勵和引導方式）、以及曾經得過的科學新聞獎項等表現出來。 

（四）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可從與其它同業的合作關係、公司整體對科學新聞的 

態度、公司高層與基層對科學新聞抱持的態度和執行策略是否一致、主動

開發科學議題的經驗、製作科學專題的經驗、擴張市場的企圖心、公司對

產出科學新聞前線的支援（如補助記者進修）、受政府政策和經濟考量影

響所作出的回應和行動、對科學新聞觀點的認同與實踐，以及和公司其他

部門的整合協調能力等反映出來。 

 

二、問卷調查法 

在問卷設計方面，首重如何定義科學新聞及其類型。根據黃俊儒與簡妙如 

(2003)對國內三大報系科學新聞做的內容分析，把科學新聞劃分成三個討論主 

題，分別為「學科領域」、「產製過程」及「文本層次」，本研究以此做為設計

調查問卷依據，分別在問卷中以三區塊討論之，並在最後再加上「訪問科學社群

比例」的第四主題，以求了解媒體報導科學新聞時引用學者和專家談話的比重為 

何。在科學新聞調查的問卷裡，第一部份引用黃俊儒和簡妙如文中對科學新聞學 

科領域的分類，「基礎科學、生物學、天然災害、核能、資訊、航太、材料、醫 

藥、電子、土木建築、化工等十三項（p.1229）」，稍作更改和排序後則分為「基 

礎科學、基因/生物學/複製科技、地震/氣象（天然災害）、核能/核工、電腦/網

路、環保/污染、太空/天文、材料/奈米/半導體、健康/醫藥/食品、電子/電機/通

訊、土木/建築、化學/化工、其他（可供主管舉例）」。第二部分討論科學新聞

中「科學」的產製過程，想法仍是延續黃俊儒和簡妙如之觀點劃分為三階段「上

游、中游及下游」，上游指陳「仍在實驗室中建構中的科學理論或是主張」，中

游則指「將理論實際運用在與日常生活相關產品之研發上，已有半成品或是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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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的證實」，下游則是「已經量產之產品，對一般人日常生活已經可以發生影

響力的科技物品」(p.1229)。第三部分則探討科學新聞文本本身可能產生影響的

範疇，黃俊儒和簡妙如引用楊國樞(1995)的想法，把影響層次從影響個人（自己）

作為基準，繼續往外劃分而逐漸影響人與人之間、人與團體之間、人與自然之間，

以及人與孙宙（超自然）之間這五個範圍；本研究將其想法延伸到科學新聞的影

響層面上，注意力便集中在該科學新聞文本所探討之內容影響的層次。 

以上科學新聞的類型、階段和層次三個主題在評量方式上，採用李克特量表

的七點尺度記分，得分範圍皆從一（非常少）遞增到七（非常多），並劃分表格，

從一到七分可供受訪主管勾選，以呈現該媒體公司之科學新聞所佔的類型為何者

居多。 

 

結果與討論 

一、主流媒體科學新聞產出現況 

針對科學新聞領域分布方面，帄均數最高的為地震氣象／天然災害以及健康 

／醫藥／食品這兩類型的科學新聞，意即在新聞主管所認知的科學新聞中，這兩 

類型的科學新聞出現頻率是最高的，其中，電腦／網路這類科學新聞所得之最低 

分（四分）和最高分（七分）相加之積分是在所有科學新聞類型中最高的，也說 

明了在所有新聞主管的心中，電腦、網路這類新聞和其他類型科學新聞比較起來 

是具有相對的重要性。；帄均數最低的為基礎科學和核能／核工這兩類科學新 

聞，意即在新聞主管所認知的科學新聞中，這兩類型的科學新聞出現程度是最低 

的。 

 

表4.1科學新聞的領域分布 

領域 帄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樣本數 

地震氣象天氣災害 6.41 1.12 3.00 7.00 17 

健康醫藥食品 6.41 1.17 3.00 7.00 17 

電腦網路 6.11 1.16 4.00 7.00 17 

環保汙染 5.47 1.37 2.00 7.00 17 

電子電機通訊 4.64 2.11 1.00 7.00 17 

太空天文 4.17 1.70 1.00 7.00 17 

基因生物學複製科技 3.76 2.10 1.00 7.00 17 

土木建築 3.76 2.07 1.00 7.00 17 

化學化工 3.35 2.23 1.00 7.00 17 

材料奈米半導體 3.17 1.74 1.00 6.00 17 

核能化工 3.00 1.62 1.00 6.00 17 

基礎科學 2.47 1.50 1.00 6.00 17 

 

二、主流媒體產製科學新聞的資源投入狀況 

（一）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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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學新聞的人力、預算、設備有限 

現今由於媒體市場競爭激烈，媒體所涵蓋的新聞路線已不如往常，過去的科 

學記者和科學路線已經隨著人事預算縮減而逐漸消失或兼併到其它路線裡，因此 

現在的科學新聞產出往往尋求跨路線的支援。在科學新聞所分配到的設備方面，

媒體主管常見的回答是因為科學新聞並未獨立分出路線，故如記者人力和其他資

源都是和其他路線共享的。同時也因為學術界和媒體界對科學新聞定義的歧異，

而使專屬科學新聞的人力更難估計。 

 

2. 科學新聞的產製門檻高 

製作科學新聞的規範方面，大部分的媒體都認為要想辦法讓讀者了解科學新 

聞，除了記者本身要能吸收消化科學新聞較艱澀的資訊，再者就是使用白話、簡 

單的方式的說明，或是附上圖解和表格。由於科學新聞門檻較高，一些專門領域 

的知識和數據因為可能不在一般人的常識範疇內，所以更需要小心查證。 

 

3. 科學新聞的市場範圍無從掌握 

為了瞭解科學新聞在媒體主管心中的角色，故詢問媒體是否曾經調查科學新 

聞的市場和主要觀眾群，若有，則可印證該媒體對科學新聞的重視，同時又能了 

解該公司所製作的科學新聞的主要收視群為何。梳理資料後發現，大部分的媒體 

都沒有特別調查科學新聞的目標收視群。 

 

（二）獨特性財產基礎資源 

1. 僅少數媒體擁有科學器材 

雖然媒體內容都會含納科學新聞，但絕大部分的媒體都沒有專為科學新聞採 

購的特殊器材，原因除了沒有這類購買預算，還包括新聞來源本身就會擁有需要 

的器材，例如學者在實驗室中會擁有較多的科學器材和設備。而擁有科學相關器 

材的媒體僅占少數，且以電視台居多。 

 

2. 外電科學新聞不需額外付費 

在外購科學新聞的相關議題方面，企圖了解外購新聞的比例、動機及來源， 

科學新聞除了媒體自行指派記者採訪外，另外一部分則是向國外媒體購買。購買 

外電的原因包括題材新奇、配圖生動外，主要的因素是國內媒體製作科學新聞範 

疇較難包括純科學等非應用面之科學新聞纇型。從國外媒體或通訊社購買的動 

機，一部分是因為需求，因為國內媒體的報導範圍不可能囊括每天世界大事；另 

一部分是因為購買的外電新聞中往往包含所有類型，購買科學新聞不需額外付 

費。 

 

（三）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 

1. 科學新聞較少團隊合作，較多獨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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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媒體認為新聞報導其實是一種競爭關係，都是科學記者獨立作業而鮮少 

合作。其中，也有媒體提及除非有預算支持或有收益，否則合作的機率不大。 

在團隊合作報導科學新聞方面，僅少數媒體曾與專業性科學類媒體合作，如國家 

地理頻道、Discovery、科學人雜誌等，是曝光機會和內容題材的互補型合作 ， 

也有和名人或學者合作的經驗。 

 

2. 主流媒體不熱衷科學新聞產製 

科學新聞和其它類型的新聞一樣，都背負著流量和收視率的壓力。而科學新

聞較不切身、議題複雜的特性，儘管能開拓閱聽人不一樣的視野，但是在時間和

篇幅寶貴的媒體市場環境壓力下，使得主流媒體普遍上不熱衷科學新聞產製。 

 

3. 科學新聞相關的教育資源普遍缺乏 

從以上我們可窺知目前主流媒體對於科學新聞製作和收益的態度，而當面臨 

採訪記者對某科學主題知識不足時，媒體對於提供額外經費和資源（人力、資金、 

器材）讓記者進修或提供記者職場教育（如請專家演講或補助員工進修）時，大 

部分的媒體主管都認為了解新聞相關資訊本來就是記者的責任和義務，而且在現 

今媒體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公司更不可能撥出額外預算或經費。 

在絕大多數媒體主管的負面回答以外，僅有台視、中天、年代三家媒體指出他們 

有教育預算和經費。 

 

（四）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 

1. 記者個人經驗不一定關乎科學新聞品質 

科學記者對於科學新聞產出的好壞，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當媒體能擁

有一位獨特且優質的科學記者，也等於擁有了別人所缺乏的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

以下將探討主流媒體中科學記者的教育背景、國際觀、特殊專長，以及主管挑選

科學記者的主要考量。其中，對於科學新聞記者的教育背景和程度對科學新聞所

造成的影響，不同媒體產生了歧異的見解。 

 

2. 主管的經驗和理念有助於科學新聞品質提升 

對於媒體而言，主管本身就是一種獨特性資源，主管的觀念和處事態度往往 

對公司會造成不同的影響，特別是主管對於科學新聞的理念很可能對科學新聞的 

產出發揮影響。 

 

3. 科學新聞專屬獎項稀少，高峰期已不在 

主流媒體對科學新聞的重視和經營，從另一角度可從過去曾受頒獲的獎項觀

察。主流媒體曾獲頒過的科學新聞獎項，主管則表示在過去科學新聞興盛時是高

峰期，過去曾有的獎項如李國鼎科技報導獎、李國鼎通俗科學寫作獎；吳舜文新

聞採訪報導獎、吳舜文新聞專題報導獎、永續台灣報導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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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流媒體產製科學新聞的競爭優劣勢 

接續研究問題一及二對科學新聞類型和資源投入的探索，這部分詴圖了解主 

流媒體如何因為擁有不同類型資源，及該公司運用資源方式之差異，而導致對科 

學新聞產出的影響。根據科學新聞調查問卷的結果，把每家媒體的各個變項得分 

數相加後與帄均數相比，可得知哪些媒體在科學新聞的產出表現較佳。 

 

表4.2主流媒體的科學新聞產出 

媒體名稱 類型積分 階段積分 層次積分 合計 對照帄均值 

聯合報 78 19 31 128 高於帄均值

86.23 華視 69 14 26 109 

中國時報 63 16 29 108 

年代 71 14 22 107 

中視 63 12 24 99 

公視 64 12 23 99 

台視 56 15 27 98 

TVBS 58 11 22 91 

聯合新聞網 55 13 19 87 

東森 53 12 22 87 

蘋果日報 46 11 22 79 低於帄均值

86.23 中天 40 9 23 72 

壹蘋果 38 9 20 67 

三立 44 7 13 64 

Yahoo!新聞 36 8 18 62 

NowNews 37 8 14 59 

中時電子報 26 7 17 50 

合計 897 197 372 1466  

帄均數    86.23  

 

（一）科學新聞產出高於帄均值的媒體之競爭優勢 

從以上表格可發現，高於帄均值的媒體有︰聯合報、華視、中國時報、年代、 

中視、公視、台視、TVBS、聯合新聞網、東森共十家媒體，換句話說，這些領 

先媒體在科學新聞的產出有較佳表現，回顧訪談稿，本研究整理出領先媒體在產 

製科學新聞上所擁有的可能競爭優勢。 

 

(1) 與學術單位合作、人際網絡充足 

這些媒體擁有和學術單位和研究機構合作的豐富經驗，而其中建立的人際網 

絡不是一時之間可以模仿和取得的。例如華視在與學術單位的合作有豐富經驗。 

 

(2) 對科學新聞持正面態度 

這些媒體雖然知道科學新聞的市場回饋較低，但基於科學新聞對社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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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還是願意耕耘這塊領域，因而使科學新聞的產出情況較佳；對科學新

聞的內容不求艱深，而希望以淺顯易懂、與民眾相關的角度切入。在對於處理科

學新聞的態度上，主管認為把艱澀的科學新聞轉化成易懂的資訊，才是媒體應該

擔負的社會角色。此外，對科學新聞的製作有以「命中觀眾需求」的主要考量， 

並參考過其他電視台製作科學新聞的觀點。 

 

(3) 給予科學新聞較多媒體空間呈現 

這些媒體的另一項優勢，就是有較多空間和機會呈現科學新聞，以往在新聞 

上來不及詳細說明的內容，這些媒體可以透過新節目、教育性質頻道、專屬頻道

等作更完整的呈現。例如華視有教育頻道，因為屬性接近的關係，所以較有可能

去呈現科學新聞；中視由於新聞新興類型和時段的配置，使他們擁有更多空間和

動力呈現科學新聞；聯合新聞網則在應用類的科學新聞有專屬頻道；而公視作為

以公共利益為首任的公共媒體，在可以不考慮收視率和廣告的情況下，有較大空

間可供發揮非主流題材，公視主管也指出大部分資源都屬科學新聞此類。 

 

(4) 主管擁有多年科學記者經驗 

若媒體主管本人有擔任科學記者的經驗，則他們對科學新聞的過去和現況更 

了解，足以鑑古知今，對於科學新聞從過去到現在歷經的轉變有獨到見解，包括 

過去採訪經驗、建立人脈等方法，因此對於現今科學新聞面臨的困境更有體認。 

其中，中國時報主管和聯合新聞網主管兩位過去擁有多年的科學記者經驗，正因 

為擁有豐富的科學記者經驗，對科學新聞也有獨特的喜好。 

 

（二）科學新聞產出低於帄均值的媒體之劣勢 

相對的，低於市場帄均值的媒體則有蘋果日報、三立、中天、壹蘋果、

NowNews、Yahoo!新聞、中時電子報等，以下同樣根據訪談內容，探究以上七

家媒體在科學新聞的產出上有何不同特色。 

 

(1) 科學新聞角色邊緣化 

這些媒體大多認為科學新聞角色相對邊緣，所以對它的期望和要求也較少，

蘋果日報不期望科學新聞能幫助報紙銷售，NowNews 雖然希望科學新聞能有社

會回饋，但現實卻讓他們不敢期待，壹蘋果則認為現狀不允許他們把資源投注在

回饋較少的科學新聞上。 

 

(2) 認為自己不是專精科學領域的媒體 

科學新聞對這些媒體而言，其實並非特別專精或努力耕耘的領域。NowNews 

主管認為有關於科技專精的資訊有其它的專門性網站存在，而不是一個新聞網站 

該負的責任。而Yahoo!新聞主管更直接指出自己選新聞的原則是和民眾相關，而

非覺得某類型新聞特別重要需要推廣才選擇。 



14 
 

 

(3) 曾擁有的科學專版和合作已廢除 

過去因為媒體市場榮景而存在的科學新聞版面或製作規範，都逐漸因為現今 

媒體生存不易而逐漸取消，因此科學新聞的產出也受到影響。其中中時電子報不 

諱言自己很少做基礎科學類新聞，而過去曾有的版面和合作也都因為市場現實而 

取消。壹蘋果曾經擁有的圖解科學、科學新聞版面、以及和科學社群的合作也已 

經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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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第三年以資源基礎觀點為分析基礎，詴圖了解主流媒體科學新聞產出

的現況、產製科學新聞的資源投入狀況、以及資源運用差異所形成的競爭優劣勢。

本計畫研究團隊採用深度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蒐集台灣十七家主流媒體的資料，

研究結果與發現可以歸納為：（一）媒體資源決定新聞產出；（二）主流媒體偏

向的科學新聞類型、階段、層次；（三）影響科學新聞產出的優勢與劣勢。上述

計畫成果與研究發現可以提供科學傳播以及科普相關之產、官、學界做為參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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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名單 

媒體類型 媒體名稱 職位 學歷 主管經驗(年) 

報紙 中國時報 副總編輯 學士 18 

 聯合報 總編輯 碩士 12 

 蘋果日報 總編輯 學士 22 

無線電視 台視新聞 新聞部經理 碩士 10 

 中視新聞 新聞部副總監 碩士 14 

 華視新聞 新聞部經理 學士 12 

 公視新聞 新聞部經理 碩士 20 

有線電視 年代新聞 新聞部經理 學士 12 

 TVBS 新聞 新聞部副總監 碩士 10 

 三立新聞 管理部副總經

理 

碩士 13 

 東森新聞 新聞部總監 學士 10 

 中天新聞 新聞部總監 碩士 9 

網路新聞 中時電子報 副總經理兼總

編輯 

博士 12 

 聯合新聞網 副總經理 學士 10 

 壹蘋果網路 總監 大專 19 

 NowNews 總編輯 碩士 14 

 Yahoo!新聞 內容部總監 碩士 15 

註：(1)受訪者列表，共 17 位主流媒體主管 

 

二、訪談大綱 

科學新聞產製的資源分配及反應 

壹、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systematic property-based resources） 

【問題一】貴公司過去一個月大約產出幾則科學新聞？  

【問題二】貴公司科學新聞報導由哪一個單位/路線負責？  

【問題三】貴公司報導科學新聞是否尋求公司內部其他採訪線或其他部門的支 

援？  

【問題四】貴公司分配多少公司的人力、預算和設備在科學新聞？（數字）  

【問題五】貴公司製作科學新聞是否有獨特規範？（例如一定要問科學家／學者 

／民眾／業界／政府等）  

【問題六】貴公司是否調查科學新聞的市場和銷售對象(target audience)？（大概 

人口分布的年齡和教育程度為何？） 

貳、獨特性財產資源(discrete property-based resources)   

【問題七】貴公司是否有專為科學新聞採購或租借的特殊器材？（ex 科技設施 

如地震探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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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八】科學新聞的新聞來源為何？ 

【問題九】科學新聞來源是否外購？外購科學新聞比例？外購科學新聞動機？向 

誰外購科學新聞？貴公司內部也產製科學新聞？  

【問題十】貴公司外購科學新聞是否需要簽約？若有，合約內容為何？  

（時間、金額） 

參、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systematic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 

【問題十一】貴公司報導科學新聞是否有與其他同業合作？  

【問題十二】貴公司是否激勵員工對科學新聞的報導？  

【問題十三】貴公司是否有製作科學新聞專題、科學深度報導或特殊科學節目？ 

若有，請問是偏哪一類主題？  

【問題十四】貴公司對於科學新聞是否有上下一致（主管-記者）的策略？  

【問題十五】科學新聞團隊是否曾經主動開發各式科學議題？請舉例。一年開發 

經費大約是多少？  

【問題十六】是否曾經想擴張科學新聞市場？如何使其更大眾化？  

【問題十七】採訪記者對某科學主題知識不足時、貴公司曾經提供何種資源（人 

力、資金、器材）讓記者進修？（例如請專家演講或補助員工進修）  

【問題十八】政府政策和經濟考量會影響您對產製科學新聞的意願嗎？舉例來 

說，若報導某件事會影響經濟收益或政策立場，貴公司會如何取決？  

【問題十九】對科學新聞安排和報導的比重是否能在市場上得到回饋？（分配原 

則）  

【問題二十】是否會為收視率、發行量、流量而增減科學新聞的相關報導？  

【問題二十一】您和貴公司員工是否重視科學新聞觀點並落實於生活？（如實踐 

節能減碳少開冷氣？）  

【問題二十二】貴公司是否有其他新聞部能提供、幫助科學新聞的報導？若有， 

如何協助？效果如何？ 

肆、獨特性知識基礎資源（discrete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 

【問題二十三】貴公司的科學記者的教育背景和程度為何？報導科學新聞年數？  

【問題二十四】貴公司的科學記者是否別於其他線記者有特殊專長？  

【問題二十五】您是否期待科學新聞帶來市場回饋？  

【問題二十六】您是否期待科學新聞帶來社會回饋？  

【問題二十七】貴公司科學記者是否關注國際情勢以協助報導科學新聞？  

【問題二十八】您個人是否曾經報導過科學新聞？可以談一下經驗嗎？  

【問題二十九】您個人是否鼓勵並巧妙引導科學記者做好報導？  

【問題三十】您個人對科學新聞是否抱持特別理念、願景或理想？  

【問題三十一】您是否優先考慮有科學報導經驗的記者？請舉例。  

【問題三十二】貴公司是否得過科學新聞相關獎項？年份、數量及名稱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