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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不同　下⼀代還看電視嗎？
記者 吳政陽 報導  

收視率⼀直以來都是各家電視台拼搏的⽬標，搶到收視率，就會獲得廣告商的青
睞，唯有廣告商贊助和投遞廣告，才能為電視台帶來收益。近年來新科技、新媒
體的發展以及網紅迅速竄紅，瓜分了台灣有限的閱聽⼈市場，如何發揮優勢吸引
觀眾並且轉型，已成為各家電視台共同努⼒的新⽅向。
 

新媒體對傳統影視的衝擊
根據Statista的統計，今年台灣已有超過兩千九百萬⾏動網路註冊者。新媒體看準
⼈們對⼿機和網路的⾼使⽤率，把握時機迅速擴張，現在到YouTube、抖⾳、
Netflix這些新媒體平台上，都能觀看各式各樣的影片內容，使得傳統電視受到了
冷落。

⼿機的便利性提供新媒體發展的機會。（圖片來源／Pexels）

新媒體平台除了形形⾊⾊的內容之外，更有隨選隨看以及在任何裝置都能觀賞的
特點，即便是搭公⾞的空檔，也能選擇時間較短的影片觀看。反觀傳統電視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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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即便是搭公⾞的空檔，也能選擇時間較短的影片觀看。反觀傳統電視無法
為閱聽⼈保留節⽬，且要於特定的時間才能觀看某樣內容，成為極⼤的劣勢。現
在的⼈⽣活步調較為繁忙緊湊，僅剩零碎的時間可以觀看休閒娛樂的內容。電視
內容通常較⻑，短則五分鐘，⻑則可達數⼩時，想⽤休息時間觀看，近乎不可能
看完。⽽新媒體抓住了這些時間碎片，提供了最適合這個世代的內容形式。⼿機
可以隨時使⽤，然⽽電視只有在家才能觀看，漸漸的閱聽⼈習慣新媒體運作的模
式，並開始以新媒體作為⾃⼰的影視內容⾸選。

傳統電視媒體在新科技以及新媒體聯⼿的耀眼表現前敗下陣來，新媒體的出現提
供了閱聽⼈更多的內容選擇，個體影片創作者以較低的成本，製作貼近觀眾⼝味
的內容。⽽傳統電視台需要頂著⾼成本、⼤規模製作的壓⼒來⽣產內容。觀眾的
分流間接導致各⼤電視台的收視率逐年下降，TVBS總務經理蔡博宸表⽰：「現在
多數電視台的廣告收益都在降低，廣告⽣意近年被新媒體及其他網路平台瓜分，
廣告主減少了在電視台下的廣告預算。」他認為傳統電視台如果在未來沒辦法轉
型或是與新媒體競爭，恐⾯臨規模縮減甚⾄倒閉的結局。
 

電視藝⼈的新競爭者—網紅
新媒體的崛起捧紅了⼀群網路素⼈，⼜稱為網紅，他們藉由紀錄⽣活、表現專
⻑、創意創作等⽅式在網路上吸引粉絲，透過贊助商與廣告點擊的收益來⽀持頻
道的經營。網紅是這個時代的新職業，有別於傳統電視培養的藝⼈，他們經營⾃
⼰的事業，靠著熱情在新媒體平台上闖出⼀片天，若有良好的形象，有機會成為
意⾒領袖(Key Opinion Leader)，對於閱聽⼈的影響⼒不可⼩覷。

由於收視管道更改，現在的年輕⼈認識的網紅可能比藝⼈還多，廣告商也⾃然地
把預算投在新媒體與網紅上。我們能看到電視藝⼈與網紅合作拍片，藝⼈需要宣
傳的平台，⽽網紅需要更多的點閱率兩者合作可達到雙贏的效果。除此之外，藝
⼈經營⾃⼰的新媒體成為⾏銷⼿段的⼀種，讓更多⼈認識⾃⼰，進⽽上電視觀看
節⽬；也有電視台會主動找網紅錄製節⽬，以增加收視率。不論是電視台或新媒
體平台，都希望透過藝⼈和網紅的商業價值來創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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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滴⿎勵年輕⼈返鄉投票。（圖片來源／截圖⾃YouTube）

電視與更新的世代
在銀⾏擔任經理的吳德君先⽣表⽰：「我常在閒暇時間看抖⾳有沒有有趣的內
容，不管是午休吃飯的空檔或是在廁所的時間，新媒體是打發時間的好選擇。下
班後回家還是會看電視新聞，但⾃從有了智慧⼿機後，使⽤⼿機的時間就越來越
多了。」對於年輕世代的學⽣來說，接觸智慧型⼿機的年齡更早，在使⽤上也更
熟悉，就讀淡江⼤學的林豐甫同學則表⽰：「⾃從開始⽤智慧型⼿機後，就很少
看電視了，不管是籃球賽的轉播或是⼀些新聞內容，都能在網路平台上找到直
播，加上⼤學⽩天上課，只有晚上的時間在家，所以多數時間會選⽤電腦看
Netflix作為消遣。」

由於對電玩的愛好，⽽踏進新媒體產業的YouTuber熊貓團團說：「現在⼈⼿⼀
機，看YouTube比電視⽅便很多，加上YouTube內容的多元性滿⾜了所有⼈的需
求。」作為頻道營運者的他也指出，早期的YouTube觀眾跟現在也不⼀樣了。由
於現在的觀眾基數比較⼤，更容易遇到⼀些對影片品質有更⾼要求的粉絲，對影
片提出建議與指教，觀眾也容易把⾃⼰和其他YouTuber拿去做比較。

儘管現在的趨勢偏向⾏動裝置與新媒體的發展，仍然有⼀批電視死忠⽀持者們，
年過六旬的家庭主婦林女⼠認為在家看電視是⽣活中非常重要的⼀環，就算不看
電視，也習慣在做其他事的時候把新聞打開來聽，⽽且電視台製作的節⽬跟新媒
體上的內容還是存在區別，電視節⽬仍舊有比較吸引她的地⽅。從受訪者的年齡
來看，也能看出世代對於新科技及媒體不同的看法，從守舊派到完全適應新科技
的年輕族群，傳統電視如果想要維持未來的競爭⼒，確實有需要針對內容跟媒介
進⾏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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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收視還是以⼿機等⾏動裝置為主流（圖片來源／吳政陽攝）

捲⼟重來 新舊媒體的整合發展
蔡經理說：「現在我們會把節⽬剪成精華發佈在新媒體上，新聞也結合直播功能
同步在網上播出，也針對這些新媒體平台在製作適合的內容。」傳統電視相較於
新媒體的創意團隊和創作者，具備更多的專業技術和更⾼階的硬體設備，並且能
善⽤企業形象找來受訪者或是意⾒領袖來做節⽬，這些都是電視台要發展的優勢
處。在新聞媒體上，傳統電視更具有話語權及第四權，⽤以監督政府並啟發⺠眾
去思考特定議題。

傳統電視的當務之急是學習如何將舊有的產物，重新改變內容形式後，包裝到新
的媒體平台，讓閱聽⼈得以在新的介⾯以及平台上取得內容。科技的發展持續在
進步，我們永遠不知道接下來的潮流趨勢是什麼。現在我們能在YouTube上找到
各電視台的新聞直播，還能在聊天室裡跟其他觀眾⼀起互動、討論，這都是傳統
電視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們也能看到許多電視節⽬被上傳到網路平台上，電
視台也開始經營⾃⼰的官⽅新媒體平台了，對閱聽⼈來說，也有更多樣化的節⽬
選擇。因應新媒體平台，傳統電視推出了新型態的節⽬，精華剪輯以及時間較短
的⼩單元節⽬，滿⾜了觀眾需求，是轉型成功的⼀⼤步。

未來我們或許能期待更多樣化的內容和平台豐富我們的⽣活，也希望傳統電視台
能站穩腳步，繼續在競爭激烈的媒體界保有⼀席之地，不單是提供閱聽⼈更多選
擇，也能保留傳統文化。
 

關鍵字：新媒體、新科技、傳統電視、網紅、網路電視

縮圖來源：Pexels

      

 記者 吳政陽

編輯 黃博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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