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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良有界信心模型探討大眾媒體 

與小眾媒體對於意見動態的影響 

學生：徐鈺瀅        指導教授：孫春在 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摘要 

 媒體型態一直在改變，從早期大眾媒體當道，到現在變成各級媒體，包含大

眾媒體與小眾媒體，同時影響社會大眾的意見分布與形成，大眾媒體為大家所熟

知，所謂的小眾媒體，是指針對特定的目標族群傳遞資訊，閱聽眾人數較少的媒

體。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除了閱聽眾的差異外，他們使用不同的傳播策略，像是

對一議題的極端程度或是傳遞資訊的頻率，而對民眾造成不同的影響。本論文所

探討的便是在各級媒體不同傳播策略的多方作用之下，對於社會意見形成與分布

所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意見動態」中的「有界信心模型」模擬人際意見交流；擴充「無

尺度網路」為模型的底層網路使其更符合真實社會情形；依據傳播學對於大眾媒

體與小眾媒體的定義來設定模型中的個體以及其傳播模式。 

 根據結果顯示，小眾媒體的極端意見會促成社會意見分裂並且使社會意見極

化程度更加嚴重，而大眾媒體扮演著維持社會和諧的重要角色；至於特別議題，

例如同性戀議題，大眾媒體更扮演著「教育者」的角色，教導社會大眾正確的觀

念；小眾媒體精確掌握目標族群並且傳遞訊息更有效率地影響社會大眾的意見。 

關鍵字：大眾媒體、小眾媒體、意見動態、有界信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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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Bounded Confidence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Media 

in Opinion Dynamics 

Student：Yu-Ying Hsu                  Advisor：Dr. Chuen-Tsai Sun 

Institut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cology of media keeps changing. In early ages, “Mass media” are the only 

media. Nowadays, “Mass media” and “Alternative media” affect opinion 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Mass media” are well known, and “Alternative media” are the media 

which influence only the specific target audiences. In addition to the target audiences, 

the communicating strategies they use, including the degree of polarization or the 

frequency of the broadcast ratio,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media. Different 

strategies lead to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audiences. What we concern is the influence 

of all rank of media on the social opinion formation. 

We use “Bounded Confidence Model” to simulati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gents, and we use the “Extended Scale Free Network” to be our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in communication, we add “Mass media” and “Alternative 

media” in our mode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our experiences, we find that exaggerated reports 

from alternative media contribute to the fragmentation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mass medi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concordance. In 

some special issues, such as “gay issue”, mass media is the “educator” teaching the 

society correct concept. The “Alternative media”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to specific 

audiences impact the society more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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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Mass media, Alternative media, Opinion Dynamics, Bounded Confid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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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序論 

1.1. 研究動機 

我們每天透過與人交談、觀看報章雜誌、收聽收看廣播電視接受各式各樣的

訊息，流動的訊息隨時影響著我們，換言之，訊息每天透過不同管道影響著每個

人對一議題的看法。將這些來源做分類，可以把訊息來源分成「人際交流」以及

「各級媒體」兩類，早期研究著重人際交流對於意見傳播的影響，近年的研究開

始探討媒體在意見形成與分布上的角色，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各級媒體對於意

見分布的影響。 

媒體生態一直在改變，以台灣為例，戒嚴時期的台灣只有三台無線電視以及

受管制的廣播電台，民眾無法選擇自己偏好的媒體與資訊來源，只能透過有限的

媒介接收資訊。解嚴後媒體形態有了重大的改變，隨著科技進步促成網路部落格

的興起，政府政策開放使得有線電視台、廣播頻道數量急速增長，生活型態的改

變而在捷運站與火車站出現捷運報。媒體數量增多，民眾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頻

道以及資訊來源。James Lull提出：更多選擇意味著觀眾將依據自身的不同偏好，

分化成越來越小型的收視團體[1]。此現象也稱為 「分眾化」現象，並且衍生出

「分眾媒體」〈Alternative media〉，亦稱做替代性媒介、反主流媒體，後來被

稱作「小眾媒體」 。所謂的小眾媒體，指種種不同形式的傳播管道，以主動積

極的途徑向世人宣示意見和情感的想法[2]，凡舉地下電台、地方電視、有線電

視台或是網路社群部落格，都是屬於分眾媒體。「大眾」變成「分眾」，媒介開

始針對特定的閱聽族群進行訊息的傳播，Castell提出：媒介的多元歧異並且可能

地精準掌握目標閱聽眾，媒體也會包裝成閱聽眾期待的樣子，並且讓閱聽眾產生

忠誠的意願[3]，分眾媒體以較極端的方式傳遞訊息，因此被視為較激進的〈radical〉

媒體。以往大眾媒體由於閱聽眾廣大，個人聲音不易傳達到媒體，「分眾化」後

使得個人與媒體之間的互動增加，不同於大眾媒體單方面地訊息傳遞，為了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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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族群，分眾媒體更重視閱聽眾意見，像地下電台的call-in以及網路部落格上

的回應交流，媒體與閱聽眾之間的關係更加密切，互相是對方的資源。 

傳媒對於閱聽眾意見影響一直是傳播界探討的一環，過去「大眾傳播」指訊

息透過團體或是機構公開地傳遞給閱聽眾，無線電視以及受到限制的報章廣播的

意見傳遞都是屬於大眾傳播的範疇。近年來除了傳統的傳播研究方法外，也有許

多研究以電腦模擬的方法探討傳播的影響，例如Carlos等人發表關於傳播中的回

饋作用與大眾媒體在文化動態中的影響[4]。 

以往研究只探討大眾媒體少了分眾媒體，現今的社會由於種種因素，分眾化

已成為趨勢，像中時報系在2008年決定從「大報」轉型為「菁英報」，目標族群

從一般大眾轉向高社經地位、高教育程度、高所得收入、高度國際觀及高度社會

參與的各界意見領袖。閱聽眾接觸大眾媒體以及小眾媒體的頻率不同，每個媒體

對於同一議題抱持的意見不同，由於分眾媒體與閱聽眾的關係密切，媒體分眾化

之後，媒體策略以及閱聽眾觀看媒體的習慣都改變了，因此本論文要探討各級媒

體，包含大眾、小眾對於意見傳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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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 

早期的傳播研究方式透過問卷或是收集資料，由於收集到的資料有限，能夠

分析的時間較短，如果使用電腦模擬可以拉長模擬的時間，並且模擬不同政策造

成的影響；在探討意見分佈的情形時，問卷只能簡單地呈現贊成反對，無法了解

每個人對一個議題的支持或是反對程度，但是意見動態的模型將每個人對議題的

意見量化，可觀察意見的改變以及分布情形。基於以上原因，我們選用「意見動

態」〈Opinion dynamics〉為本論文的研究方法。 

「意見動態」的重點是探討當個體接收來自其他個體的意見時自身意見會受

到什麼樣的影響，因此，閱聽眾接受了媒體的訊息後意見上的改變可以用意見動

態來模擬。以往關於意見動態的研究主要在探討人際交流對於意見傳播的影響，

像是「有界信心模型」〈Bounded Confidence Model, 簡稱BC Model〉上的意見動

態研究[5]及Sznajd model的傳播研究[6]，後來的研究加入大眾媒體的探討，例如

Mckeown 和Sheehy表過大眾媒體對意見傳遞影響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大眾媒

體不公正的報導會促成閱聽眾的意見極化。Mckeown和Sheehy認為觀測不斷漂移

的意見是意見動態研究重點，因此將意見的漸變視為重要的參考[7]。在眾多意

見動態的模型中，BC Model使用 0 到 1〈也有人用-1 到 1〉之間的實數來代表每

個代理人的意見，量化後的意見讓我們容易觀察分析，除了可以觀察代理人意見

的轉換，也可以看出整體社會意見偏向程度，因此我們採用BC Model的意見傳

遞模式。本論文將站在以往論文的基礎上繼續延伸，將分眾化後的各媒體加入探

討的模型當中。 

我們探討各級媒體對於意見動態的影響，因此「傳播」也是我們研究探討的

重點。傳播的網絡持續不斷地成長，每天都有新的閱聽眾加入，當新的閱聽眾選

擇個媒介時會偏向找名氣比大或是熱門的節目，符合無尺度網路的兩個主要機制，

「持續成長」以及「連線向偏好的節點」[8]；持續成長並且沒有限制的網路會

形成無尺度網路，從理論面，媒體網路符合無尺度網路的特性，因此本論文使用

http://jasss.soc.surrey.ac.uk/9/1/11/mckeown.html
http://jasss.soc.surrey.ac.uk/9/1/11/mckeow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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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asss.soc.surrey.ac.uk/9/1/11/mckeow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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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asss.soc.surrey.ac.uk/9/1/11/mckeown.html


無尺度網路節點連結數呈冪次律分布的特性，來模擬各種媒體的閱聽眾人數。 

從數據分析，下表是 2007 年台北市媒體服務代理商協會出版的“2007 年

MAA 台灣媒體白皮書”中公布 2006 年台灣電視頻道收視率統計 

收視率 頻道數目 

0~0.1 30 

0.1~0.2 20 

0.2~0.3 10 

0.3~0.4 3 

0.4~0.5 0 

0.5~0.6 1 

0.6~0.7 0 

0.8~0.8 2 

0.8~0.9 1 

表格 1：2006 年電視頻道收視率統計表 

收視率高表示此頻道的閱聽眾人數多，由表格中可看出，大多數的頻道收視

率低，只有少數幾個頻道收視率較高。隨著收視率升高，到達這些收視率的頻道

數急速遞減，從收視率與家數的關係圖〈圖表一〉可發現電視頻道閱聽眾人數呈

現冪次律分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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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0 0.2 0.4 0.6 0.8 1

收視率

家
數

 
圖表 1：2006 年電視收視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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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標 

本研究目標在於建立一個包含大眾媒體、小眾媒體等各級傳媒的意見動態模

型並探討意見傳播的過程與結果。在過去相關研究中，探討社會網路對意見傳播

影響的研究少了媒體的考量，而探討大眾媒體對於社會意見分布影響的研究卻沒

有社會網路的概念，因此我們將社會網路與意見傳播結合，利用無尺度網路

〈Scale-free Network〉模擬各級媒體的閱聽族群大小，除了底層網路外，本意見

傳遞研究包含各級傳媒，而不只限於過往的人際交流以及大眾傳媒影響。模型依

據節點的連結數多少來決定節點的型態：大眾媒體、分眾媒體、以及一般大眾，

以確保模型符合各級媒體的閱聽眾比例。 

本研究採用意見動態〈Opinion Dynamics〉模型模擬個體接受到訊息後的意

見轉變，設計實驗比較閱聽眾對於不同媒體的意見變化，最後探討在各級傳播媒

介的影響下，群眾的意見改變情形，並且使用此模型模擬現實社會的議題，提出

對不同傳媒的傳播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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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問題 

意見傳播的研究常應用於政治傳播，探討選舉結果以及選民分布的情形。台

灣的新選舉制度使得台灣走向兩黨獨大的情形，可以套用意見動態領域對一議題

支持或反對的二元意見於台灣的政治情形，因此我們使用電腦模擬的方法來探討

現在媒體生態對於社會意見的影響。 

縱觀現今媒體生態，大眾媒體像是無線四台，在政治議題的傳遞上會有些許

對某特定政黨的支持，雖然傳遞的資訊有失中立但不會太過偏激，小眾媒體像是

南部的地下電台或是有線電視台的政論節目，明確地表達對特定政黨的不滿與對

另一政黨的支持。各級媒體對於同一議題不斷地傳遞不同角度的意見，在多方拉

力互相拉扯之下，對這社會將造成什麼樣的影響？是加速社會的分裂或促成社會

的和諧狀態？將探討的範圍縮小，各級媒體對於不同的閱聽族群使用不同的策略

傳遞訊息，在這些媒體交互作用之下，閱聽眾的意見分布會有什麼樣的影響？再

將研究範圍縮小，一個個體在社會中除了接觸各種媒體，還透過人際交流接收到

各樣的訊息，不同來源的各種意見會對個人的意見動態產生什麼樣的作用？ 

各級媒體的影響，上至整體社會意見分布，下至個人意見改變，即是本論文

探討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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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論文架構 

本論文撰寫架構如下，第一章「序論」說明本研究為了探討什麼樣的問題以

及對此問題的描述，章節包含研究動機、背景、目標以及研究問題，第二章是「文

獻探討」，針對本論文涵蓋的領域，包括社會網路、傳播和意見動態做介紹，以

及以往相關研究的探討比較，第三章「模型介紹」，說明本研究的模型架構以及

模擬的流程，第四章為「實驗設計」，說明本論文針對欲解決探討的問題所設計

的實驗並且進行結果分析，第五章「結論」對本研究做最後的整理，也提出未來

發展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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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文獻探討 

本研究涵括三個領域：第一部分是社會網路，第一章研究背景中提到媒體網

路的形成機制以及相關數據，顯示媒體網路符合無尺度網路的特質，因此我們使

用無尺度網路做為我們模型底層的網路基礎；第二，論文中探討各級媒體對於意

見傳遞的影響，因此我們要先從傳播的研究著手，先了解媒體如何傳遞訊息以及

如何影響社會，並且藉助傳播學中對於各級媒體的定義以及特性來建立模型中的

個體；第三部份是本論文的研究方法，我們採用電腦模擬的方法來探討意見傳播

的情形，即社會模擬領域中「意見動態」的研究，此小節也介紹意見動態的相關

研究並且比較本論文與他們的差異。最後在 2.4 小節說明本論文的研究定位以及

本論文的貢獻。 

2.1. 社會網路 

社會學家提出「社會網路」〈social network〉的概念，以簡單的網路結構表

示社會上人際互動的狀態，網路的每個節點〈node〉表示社會上的個體，任兩個

有互動關係的節點存在著連結〈link〉，這些連結交織形成互動關係網。社會網路

在電腦模擬的應用也很廣泛，例如在疾病模擬的領域上可以表示兩人之間的傳染

途徑，或是傳播的應用上表示兩人之間的訊息傳遞。 

探討社會網路一般藉由分隔度〈degree of separation〉以及群聚度〈degree of 

clustering〉兩個特性。分隔度是指兩個點之間最短路徑長度，也就是兩個節點必

須經過幾個連結才有交集，網路分隔度的計算則是整個網路中任兩點分隔度的平

均；群聚度是探討區域特性的大小，群聚度高表示節點 A 和鄰近的節點有連結，

而且節點 A 的鄰居節點之間有連結的機率很高。 

社會學家發現現存的社會網路，例如「美國演員合作網路」或是「論文引用

網路」，普遍存在「高群聚度」、「低分隔度」以及「連結度成冪次律分布」三個

特性。第一個特性，高群聚度，也就是Rapoport提出的三角閉合〈Triadic Closure〉，

舉例說明，如果 Bob 認識 Alex，Bob 也認識 Tom，那麼 Alex 認識 Tom 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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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很高，換句話說，跟我住在同個地區的鄰居們互相認識的機率很高。第二個

特性，低分隔度，最有名的就是小世界現象，我們和任何一個人之間的平均最短

距離是 6，透過六次握手我們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握到手，也被稱作“六

度分隔”。第三個特性，連結度成冪次律分布，說明大部分的人的朋友數量都不

多，但有少部分的人朋友數卻很多的現象，統計顯示個人的朋友個數會呈現冪次

律曲線。 

從建構方式可以將社會網路分隔“正規網路”以及“隨機網路”兩個簡單的社

會網路。除了這兩個簡單的社會網路外，Watss 和 Strogatz 提出了介於隨機網路

與正規網路之間的「小世界網路」〈Small-world Network〉[9]；Barabasi 和 Albert

發表具有特殊網路拓樸結構的「無尺度網路」〈Scale-free Network〉，不同於上述

社會網路的節點數不變，無尺度網路的拓樸會隨著時間成長[8]。小世界網路以

及無尺度網路擁有的特殊性質使他們成為較符合社會現象的社會網路，往下是這

些社會網路性質的介紹。 

2.1.1. 正規網路 

在正規網路中，網路中每個節點v୧都連向最靠近自己的 k 個節點，而且連結

數固定〈即 k〉。正規網路的區域性強，因此具有高群聚度；以社會網路 G 為例，

我們用E୧表示與點v୧相鄰的點彼此之間的連線數，定義v୧的群聚係數 C(v୧)為E୧除

以
ሺିଵሻ 

ଶ
，我們可以將 聚  節點v୧的群 係數寫成

ሻݒሺܥ ൌ
2 ൈ ܧ

݇ሺ݇ െ 1ሻ 

社會網路 G 的群聚度 C(G)為網路中所有節點群聚度的平均。 

2.1.2. 隨機網路 

隨機網路〈Random Network〉是由網路中隨機兩節點連結所形成，少了區

域性的特質，因此沒有高群聚度的現象，但是有低分隔度的特性。以社會網路 G

為例，我們用 S(v୧ , v୨)表示網路中任意兩點v୧和v୨的最短路徑，網路 G 的分隔係



數 S(G)即為網路中任兩點最短路徑的平均。 

2.1.3. 小世界網路 

Watss 和 Strogatz在1998年提出了介於正規網路與隨機網路的小世界網路，

他們在正規網路中加入隨機的「捷徑」〈shortcut)〉，使小世界網路具有正規網路

的高群聚度以及隨機網路的低分隔度特性。小世界網路的建構流程：先建立一個

有 n 個點，每個節點連結度為 k 的正規網路，網路中的每條邊有 p 的機率被切斷

並且連向網路中隨機挑選的另一個節點，因此調整 p 值的大小可以讓我們建構一

個介於正規網路〈p=0〉與隨機網路〈p=1〉的小世界網路，當 0 < p < 1 可以生

成一個同時擁有「高群聚度」與「低分隔度」特質的網路[9]。下圖說 p 值與正

規網路、隨機網路以及小世界網路的結構。 

 
圖表 2：小世界網路[9] 

正規網路架構提高群聚度，隨機加入的捷徑〈shortcut〉造成了低分隔度，

使小世界網路同時擁有這兩性質，更符合現實社會網路。 

 
圖表 3：小世界網路分隔度與群聚度關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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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無尺度網路 

Barabasi 與 Albert 在 1999 年提出無尺度網路[8]。無尺度網路〈Scale-free 

Network〉充斥在自然界中，凡舉演員合作網路、www〈World wide web〉網路[10]、

性關係網絡或是論文引用網路，隨著時間的演進，網路中熱門的節點越來越熱門，

連結度低的節點維持低連結度，產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情形，自我形成

〈self-organized〉成為無尺度網路。這些網路中節點〈node〉的連結數〈connectivity〉

符合冪次律曲線，某些節點的連結度很高，但是大多數的節點連結度卻很低，而

且節點的連結度形成冪次律分布〈power-law distribution〉。 

 
圖表 4：冪次律分布 

網路中的節點連結度為 k 的機率 P(k)符合 P(k)~kିஓ。 

 
圖表 5：A 是美國演員合作網路，γ_actor=2.3，B 是 www 網路，γ_www=2.1[8] 

11 
 



許多原因促成無尺度網路，Barabasi 與 Albert 歸納出兩個造成此現象的主要

機制：網路成長〈Growth〉以及優先連結性〈Preferential attachment〉。根據這兩

個機制，可將無尺度網路的建立分成兩個步驟： 

1〉成長〈Growth〉：先建立一個共有m個節點的社會網路，此網路可以是

完全是隨機連結或是重新連結，網路並非封閉而是開放持續成長的，每隔固定時

間會加入一個連結度 m〈<= m0〉的新節點至此網路中，加入的新節點會連向已

存在網路中 m 個節點。對應到現實網路中，以論文引用網路為例，隨時都有人

發表新的論文。 

2〉優先連結性(Preferential attachment)：當新加入的節點挑選所要連結的節

點時，連結度高的節點有較高的機會被挑選中[8, 11]。論文引用時也有相同情形，

大家會引用較著名的文獻，因此引用次數多的論文會有越來越多人引用。 

本研究採用無尺度網路當作模型底層的「傳播暨人際網路」，傳播暨人際網

路是將人際網路加上媒體網路。社會學家已經提出人際網路中個體的連結情形符

合無尺度網路的分布，所以我們在此說明為什麼「傳播網路」符合無尺度網路。

當一個人想看電視時會先選擇知名度高或熱門的電視台與節目，而且時時都有新

的人加入傳播網路中，符合形成無尺度網路的兩大機制，因此將採用無尺度網路

來表現模型中的傳播網路。下圖是無尺度網路的例子[12]。 

 

圖表 6：無尺度網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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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網路與媒體網路都可用無尺度網路表達，人際網路與媒體網路結合，即

是在人際網路中加入高連結度的媒體，使無尺度網路更加完整，圖表 7 的紅色框

框表示原本的無尺度網路再加上高連結度個體後，形成一個新的無尺度網路。因

此，我們可以用一個無尺度網路表達模型中底層的「媒體暨人際網路」。 

 
圖表 7：媒體紀人際網路的無尺度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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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傳播 

自有人類活動以來便存在傳播行為，概括來說，傳播是訊息透過傳遞對他人

造成影響，因此傳播可以被界定為「透過訊息的社會互動」[13]，傳播是一個體

系〈來源〉使用各種符號，經由連結來源與目的管道傳送而影一個體系〈目的〉

[14]，美國政治學家拉斯威爾曾提過：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15]，可以用以下的模型來說明目標： 

14 
 

圖表 8：拉斯威爾模型[15] 

拉斯威爾模型雖然簡單，卻包含傳播的重要元素，在這模型提出之後，陸續

也有許多學者針對拉斯威爾模型的不足提出新的模型。拉斯威爾模型清楚地描述

傳播的主要成分，本論文直接採用拉斯威爾模型。 

在二十世紀初，由於人們關切大眾報業以及後來電影和無線廣播在社會和道

德上的影響力，開始了大眾媒體的研究，大眾傳播的特徵在於傳播活動具有公眾

性以及開放性，並且將訊息傳播給廣大、異質且分散的閱聽眾[16]。多年的演化

與研究後發現大眾媒體的不足，Chris Atton 提出，大眾媒體在傳播題材的選擇上

以多數人為考量，形成所謂的“主流”，但這些主流並不能滿足少數團體的需要；

大眾媒體傳播的內容重視商業獲益的價值，題材包含的範圍廣泛，卻鮮少有深入

且專業的探討與分析；大眾媒體容易受到社經地位高的人影響，忽略弱勢族群的

聲音進而造成報導不公；大眾媒體的閱聽族群廣大，個人與媒體的互動機會非常

小，個人的意見不容易反應至媒體。由於上述大眾媒體的不足，降低了閱聽眾對

大眾媒體接觸的意願。科技發展促成廣播電台、有線電視台以及傳播媒介的增加，

閱聽眾可以根據自身喜好選擇媒體，而產生了替代性媒體〈alternative media〉，

閱聽眾出現「分眾現象」，因此也有人稱之為小眾媒體或是分眾媒體[17]。 

替代性媒體針對目標閱聽眾進行意見傳遞，題材範圍較窄但是有深入的探討，

With what 

effect? 

Effect 

Says What?   

 

Message 

In which 

channel? 

Medium

To Whom? 

 

Receiver

Who ? 

Communicati

on 



15 
 

閱聽眾也有較多的機會與傳播媒體互動，個人的意見容易傳達給媒體並且得到回

應，使閱聽眾對於替代性媒體有較高的忠誠度。雖然大家對分眾媒體都有接觸與

了解，但在媒體領域卻鮮少有相關研究，對於分眾媒體的定義更是不足，有許多

學者對替代性媒體提出自己的看法，卻沒有明確且統一的定義[17]。本論文將根

據 Chris Atton 提出的特徵建立模型中的替代性媒體。 

 大眾媒體 小眾媒體 

閱聽眾族群 廣泛且多 特定族群 

傳播訊息 較中立 較偏激 

與民眾互動 較少 較頻繁 

閱聽眾忠誠度 較低 較高 

表格 2：大眾與小眾媒體比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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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意見動態 

近年有許多人用電腦方法來研究社會現象，這種研究方法讓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es〉更明確的表現。社會模擬應用在傳播的研究也不少，像是 J. Kottonau

和 C. Pahl-Wostl 在政治態度和投票行為的模擬[18]，本論文的採用社會模擬的方

法探討傳播的影響。 

社會模擬有許多研究意見的形成以及對社會影響的模型，探討意見動態

〈Opinion Dynamics〉的模型依據意見的設定方式大致可將模型分成兩種，一種

用二元〈binary〉的方式來代表代理人的意見，以 1 與 0〈或是 1 與-1〉代表意

見，用 1 表示對一議題的完全贊成，0 表示完全反對，著名的有 Snzajd Model[19]、

Galam Model[20]；另一種是連續型的意見，用 0 到 1(或是-1 到 1)之間的實數來

代表，量化了每個人對一議題贊成或反對的程度，著名的有 Bounded Confidence 

Model〈簡稱 BC Model〉[21]。 

BC Model 模型的概念是當兩個人的意見夠接近時才進行意見交流，兩人意

見互相靠近，如果兩人意見相差太大便不進行意見交流，BC Model 中包含兩個

重要的參數，第一個是「意見交流門檻值 d」，兩代理人的意見差異在這門檻值

內才會進行意見交流，第二個是「聚合參數 μ」，用來決定意見交流時兩代理人

意見聚合的程度[21]。基本的 BC Model 從社會中隨機選出兩個代理人來比較意

見差異再進行意見交流，由於兩代理人是隨機挑選的，所以模型的意見交流是全

域性的。Deffuant 接著提出 BC Model 的變形，透過代理人間的社會網路關係挑

選意見比較交流的對象，而不再是隨機挑選，從全域變成基於社會網路的區域意

見交流[21]。 

近年有許多基於BC Model的意見動態研究，Hegselmann和Krause探討不同條

件對於意見動態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只有三種結果，第一種是代理人意見形成

好幾個群集〈clusters〉的「意見區隔」〈fragmentation〉，我們以 x軸代表意見，

y軸代表累積人數，意見區隔表示形成多個不同意見群，同一意見群中的個體會



互相交流影響，但是不同意見群之間意見差異太大以致於沒有意見交流產生，如

下圖9所示，第二種是「極化」〈polarization〉，代理人意見集中到某一端，所有

人都高度贊成或是反對某個議題的「單極化」，如下圖10，或是分化成兩個群集，

對此議題高度的贊成或反對，且兩個群集人數不相上下的「雙極化」，如下圖11，

第三種是「意見一致」〈consensus〉，所有人意見集中在中立範圍，對此議題沒有

高度的贊成或是反對，如下圖12[5]。 

 

圖表 9：意見區隔〈fragmentation〉 

 

圖表 10：單極化〈single polarization〉 

 

圖表 11：雙極化〈double polarization〉 

 

圖表 12：意見一致〈consensus〉 

 

Deffuant 等人在模型中的代理人加入「不確定性」〈uncertainty〉，用來表示

每個人對自己的信心程度，抱持極端意見的極端份子不確定性低，不易受他人影

響，不確定性高的人易受到他人影響改變自己的意見，用改良過的模型探討極端

份子影響社會意見分布的過程，並且探討什麼情形下極端分子會勝出[22]；在此

研究所提出的模型中，人際網路使用鄰居模型，每個人只和他上下左右四個鄰居

有連線，沒有加入社會網路的概念。 

沒有社會網路的意見交流不能顯現出真實社會的意見交流情形，因此

Stauffer在BC Model中加入了社會網路，意見交流的代理人從建立好的無尺度網

路中挑選，並且探討最終形成意見群的數量[23]。傳統BC Model使用連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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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的意見，代理人的意見有無限多種可能，結果分析較為複雜，

Stauffer等人提出離散化的BC Model，代理人的意見是1到Q之間的正整數，意見

的數量便可由使用者控制，簡化了傳統BC Model[24]。雖然Stauffer提出的這兩個

研究對傳統的BC Model做了改良，卻未考量大眾媒體的影響。Mckeown和Sheehy

在BC Model的意見動態模型中加入了大眾媒體，模型有兩個主要的傳播機制，

第一個是發生在鄰居之間的「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採用BC Model的傳

播方式，第二個則是代理人與媒體之間的「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

代理人的意見會受到媒體影響，但是媒體不受大眾影響；此研究中加入兩個大眾

媒體，探討媒體意見極端程度對社會意見分布的影響，研究顯示總共會有四種可

能結果，除了與之前研究相同的「意見一致」〈consensus〉、「極化」〈polarization〉、

「意見區隔」〈fragmentation〉外，還有看不出規律的變化的「意見失序」

〈disordered〉，如下圖13所示，除了較極端的意見外，其他意見全都有支持者，

不同的意見群之間的意見差異小，形成好幾個會互相交流的意見群，也可看成一

個很大的意見群[7]，此研究也提出「人際交流促成意見一致，媒體會促成社會

意見的分裂」。但是模型中只有兩個媒體，不能顯示出真實社會中多個媒體的影

響，而且模型中代理人只與鄰居有連線，因此不能表現出真實社會網路的人際交

流情形。 

 

圖表 13：意見失序〈disor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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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網路 媒體 貢獻 

G. Deffuant et al(2000), “Mixing 

Beliefs Among Interacting Agents” 

鄰居模型 無 意見交流範圍從全域

變成區域 

Rainer Hegselmann & Ulrich 

Krause(2002) , “Opinion Dynamics 

and Bounded Confidence Mode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無 無 總共有三個結果 

“polarization” 

“consensus” 

“fragmentation” 

Deffuant et al(2002), “How Can 

Extremism Prevail? A Study Based 

on the Relative Agreement 

Interaction Model” 

鄰居模型 無 探討極端份子

(extremism)以及吸引

者(attractor)對於社會

意見的影響 

D. Stauffer(2004), “Simulation of 

Consensus Model of Deffuant et al. 

on A BARABÁSI-ALBERT 

Network” 

無尺度網路 無 加社會網路加入BC 

Model中 

D. Stauffer(2004), “Discretized 

Opinion Dynamics of The Deffuant 

Model on Scale-Free Networks” 

無 無 離散化的意見 

Gary Mckeown and Noel Sheehy 

(2006), “Mass Media and 

Polarisation Processes in the 

Bounded Confidence Model of 

Opinion Dynamics” 

鄰居模型 大眾媒體 大眾媒體加入後，有

四種可能結果 

“polarization” 

“consensus” 

“fragmentation” 

“disordered” 

Yuying Hsu(2008),“Influence of 

Media in the Bounded Confidence 

Model” 

無尺度網路 大眾媒體 

小眾媒體 

意見領袖 

結合社會網路以及各

級媒體，模擬更加符

合真實社會 

表格 3：相關研究比較 

  



2.4. 研究定位 

本研究結合了傳播、意見動態以及社會網路。對於傳播學的貢獻，傳播學的

研究說明媒體在一議題上對於社會的意見傳遞有影響，但侷限於研究方法，不能

說明媒體對於意見傳遞的影響程度，本論文使用電腦方法模擬代理人的對一議題

的評價，從量化的意見改變可以看出媒體對於意見影響的程度。在於意見動態的

模擬上，本研究結合各級媒體以及社會網路的概念，讓此模型更符合現實社會的

媒體生態以及人際關係，是個比前人模型加完整的意見動態模型。 

 
圖表 14：研究涵蓋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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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模型設計 

本論文採用有界信心模型〈Bounded Confidence Model， 簡稱BC Model〉探

討各級媒體對於意見動態的影響。縱觀BC Model的相關研究，最初使用BC Model

探討人際交流的意見傳播，並且觀察群眾意見形成過程與最後的意見分布情形；

接著在BC Model加入極端份子或是媒體，探討這些「吸引者」〈attractor〉對於整

體社會的影響，雖然模型能表現社會中不同型態的個體對於意見傳遞的重要性，

卻沒有加入社會網路的考量，使得模型少了真實性；後來的研究結合BC Model

與社會網路，但是社會網路中的個體沒有差異，雖然可以表現現實社會的人際互

動下意見傳遞的情形，卻無法呈現社會中對於意見傳播有更大影響的個體〈例如

極端份子或是媒體〉的重要性。因此，本模型結合社會網路以及BC Model，並

且加入各級媒體於模型中，探討在多方拉力影響下社會意見形成的過程。 

模擬概略流程： 

1. 建立底層網路。 

2. 初始設定包含個體的挑選以及意見、特質的設定。 

3. 意見傳遞，即意見動態的意見交換，重複N個跌代。 

4. 直到評估指標穩定後停止模擬，並且分析結果。 

 

圖表 15：模擬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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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型可分成「社會網路」以及「意見傳遞」兩大部分。我們在3.1小節說

明本論文採用的底層社會網路架構，3.2小節說明模型中個體的挑選及設定，介

紹如何從模型中挑選出媒體以及媒體的相關報導策略的使用，這小節也是模型初

始化的設定，3.3小節介紹模型中的意見傳遞方式，包含「人際互動」以及「媒

體傳播」的意見傳播。 

 

3.1. 底層網路 

將社會中傳遞或是接收訊息的個體視為一個節點，有機會傳遞意見的兩個節

點給予連線，因此可以用社會網路來表達意見傳播的網路；網路中的節點包含大

眾媒體、小眾媒體以及個人，連線表示個體從媒體接收到訊息或是人際交流互動

的意見傳播，因此我們採用社會網路實做模型底層的媒體暨人際網路。 

人際網路符合無尺度網路的特性，因此我們在此只探討媒體網路。媒體網路

中，每天都有新的閱聽眾加入觀看媒體，當一個人在挑選媒體時會先挑選知名度

較大的媒體，由此可見媒體網路符合無尺度網路的兩大特性：成長〈Growth〉以

及優先連結性〈Preferential attachment〉。將媒體網路與人際網路結合，相當於在

既有的無尺度網路中加入幾個連結度高的節點，形成一個更完整的無尺度網路，

用一個無尺度網路可以同時表現出人際網路與媒體網路的特色，因此我們建立無

尺度網路為模型的底層網路。 

 
圖表 16：無尺度網路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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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綠色節點是新加入的節點，藍色節點是已經存在的網絡。開始時網路

中有兩個節點〈m ൌ 2〉，每隔一段時間加入一個連結度為 2的新結點〈m ൌ 2〉，

選擇連結的點時會偏向於選取目前網路中連結度較高的點，直到所有的節點都加

入網路中。 

近年來社會網路的研究指出，真實社會具有高群聚度、低分隔度以及連結度

成冪次律分布〈即無尺度特性〉三個特性，倘若只採用無尺度網路只能滿足低分

隔度與冪次律分布的性質，卻沒有高群聚度的特性，因此，我們將個體加上與周

圍鄰居的連線以增加社會網路的高群聚度。著名的鄰居模型有Von Neumann 

neighborhood model與Moore neighborhood model，Von Neumann模型的節點只與

上下左右四個鄰居有連線，節點A的四個鄰居彼此沒有連線，因此對於社會網路

群聚度的提升沒有幫助，因此我們採用Moore模型，每個節點與周圍的八個鄰居

有連結，節點A的鄰居也之間也有連結，提升網路的群聚度，下圖比較兩個鄰居

模型[25]。 

 
圖表 17Von Neumann Neighborhood 與 Moore Neighborhood [26] 

不同於一般的無尺度網路沒有維度概念，我們建立一個二維的無尺度網路

〈下圖中的橘色連線為無尺度網路的連結〉，並且讓網路中非媒體的個體與他的

八個鄰居有連線〈下圖中的黑色連線為我們加入與八個鄰居的連結〉，使得我們

的網路更符合真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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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無尺度網路與 Moore neighborhood 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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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個體挑選與設定 

模型中包含三種不同的個體，分別是屬於媒體的「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

以及非媒體的「個人」，個體主要由兩個參數來表達：型態type以及意見Opinion

來表達。本小節將仔細介紹這三種不同型態的個體和個體的差異，並且說明他們

分別在社會網路中的角色。 

媒體 大眾媒體、小眾媒體 

非媒體 個人 

表格 4：個體形態說明 

3.2.1. 個體挑選 

現今社會上充斥各級媒體，媒體在閱聽眾人數上呈現無尺度分布現象，大眾

媒體的數量不多，但是連結度很高，以電視台為例，台灣的四台，以及美國的三

大國家廣播公司，因為播送的地區涵括整個國家，任何人都可以觀看大眾媒體，

而且節目內容廣泛有廣大的收視群，閱聽眾沒有特定的族群；小眾媒體數量較多，

像是台灣的地方電台以及美國的地方電視，或是分化的節目頻道〈例如新聞台、

旅遊台、電影台〉，侷限於地區限制或是內容，擁有的收視族群相於大眾媒體小

了許多。在模型中為了能夠呈現出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收視族群與閱聽眾人數多

寡的差異，我們讓小眾媒體為網路中連結度最高的幾個個體，只能傳播資訊給與

他有連線個體；大眾媒體為獨立於網路之外的個體，傳播不受限於底層網路，可

以影響所有的個體。模型中設定一個連結度閥值MediaThresdhold(d1)，連結度大

於此閥值的個體才有機會成為小眾媒體，其他則為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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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眾媒體個人

閥值 d1 

圖表 19：個體形態與連結度關係圖 



模型中有三個不同的個體，因此系統使用三個動態陣列Mass_list、

Alternative_list以及Person_list分別記錄屬於這類型態的個體有哪些。 

 

3.2.2. 意見設定 

模擬開始前要先設定個體的意見Opinion，每個型態的個體性質不同，因此

對於不同型態個體的意見分布也不同，本小節說明如何設定每種個體的初始意見。

在Haken, H.1986年出版的SYNERGETIK(譯名：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中曾提過，由於版面有限而受到壓力，大眾媒體會選擇最有利自己生存的方式來

散佈訊息，因此大眾媒體廣泛的題材並且散佈較中立的資訊來確保吸引到多的閱

聽眾，書中也提到，有些媒體會走向專業化並且針對某些特定族群，意見會較偏

激，有時甚至會降格以博取讀者歡欣[26]，這些走向專業化並且針對特定族群的

媒體就是小眾媒體。因此，在意見的設定上，本模型讓大眾媒體的意見較中立，

小眾媒體的意見比較極端，至於模型中一般大眾，也就是「個人」的意見設定，

呈現均勻隨機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社會大眾對於同一議題的支持反對程

度是很均勻的。 

下圖說明意見分布情形，紅色線段表示意見分佈的區段，大眾媒體的意見奔

分布在比較中立的區段，而小眾媒體的意見比較極端，個人的意見呈現均勻隨機

分布，所以有可能是1到-1的任何實數。 

 

小眾媒體

大眾媒體

個人 

支持 1反對 -1

圖表 20：不同個體的意見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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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意見傳遞 

本章的第一小節介紹底層網路架構，第二小節說明模型的初始化，本小節說

明模型意見傳遞的流程。 

每個人的資訊有兩個主要來源，一個是透過人際接觸直接影響，另一個則是

透過報章、電視或是網路等各式各樣媒體傳遞，因此本模型包含兩個傳播機制，

「人際交流」的訊息傳遞以及「各級媒體」的意見傳遞。根據前兩節的介紹完成

初始設定後，開始進行模擬，一個迭代平均讓每個代理人有一次意見交流的機會，

每次模擬包含N個迭代直到評估指標穩定才停止。 

下圖說明每回合的模擬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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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參數介紹 

們意見交流 模型採用Bounded Confidence Model，當兩代理人意見差〈即

意見相減後取絕對值〉，小於意見交流門檻值 〉時，兩人的意見會向

對方接近；如果兩人意見差大於門檻值，兩人不會進行意見交流。

中有兩個重要參數，一個是「意見交流門檻」〈 ld〉，以d表

 
圖表 21：意見傳遞流程 

媒體傳播 人際傳播 

挑選小眾媒體 A  挑選大眾媒體 A  挑選個人 A 

挑選個人 B

A 對 B 單向影響

挑選個人 B 

A 與 B 雙向影響 

由 Broadcast ratio 決定媒體或是人際傳播 

由 media probability 決定 

開始 

我 的

threshold〈d

 

BC Model thre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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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ୠ   ௗ௬ᇱ ௗ௬ ௗ௬ ( ௗ௬) 

見 ) 

 
圖表 22：意見靠近示意圖 

由上圖可以明顯看出，μ 因此本論文中將此參數視為

代理

播的影響時提出了參數Broadcast 

ratio

族群因此報導題材多元，又礙於篇幅有限，

所以

當兩代理人的意見差小於d時才會進行意見交流。另一個參數是「聚合參數」

〈convergence parameter〉，以μ表示，代表代理人意見向他人意見靠近程度。意

見改變方式如下： 

If | A୬ୢ୷ ୭ܱ െ ܱB |  d  ܱ ൌ  ܱ  ߤ ൈ ܱ  െ   ܱ

              ( ) 

 、  示

  ܱᇱ ൌ  ܱ  ߤ  ൈ ܱௗ௬  െ  ܱ

ௗ௬ 表 跟 舊意見， ௬ᇲ、 ᇲ 為 與 新意ሺ ܱ ܱ Andy Bob ܱௗ ܱ  Andy Bob

值決定意見靠近程度，

人對於其他代理人意見的「相信程度」。 

Mckeown與Sheehy探討大眾媒體對意見傳

(r)，用來表達媒體傳播訊息的頻率，r等於10代表社會中的代理人每10次意

見交流中就會有一次是從媒體聽取意見[7]，本研究中引用次參數的意義，取其

倒數p = 1/ r用來表示代理人接觸媒體的機率，p等於0.1就相當於r等於10，表示

社會上的人有0.1的機會接觸媒體。 

大眾媒體為了能滿足廣泛的閱聽

對一議題的報導的深度以及頻率受到限制，相反的，小眾媒體對一議題給予

深入且專業的探討，對於此議題報導的頻率比起大眾媒體高，閱聽眾對於小眾媒

體的依賴程度以及觀看頻率也高了許多。模型中為了能夠凸顯出閱聽眾觀看小眾

媒體頻率較高的性質，加入了media probability的參數，用media probability表示

閱聽眾挑選小眾媒體的機率，每回合的模擬開始，Broadcast ratio決定這次是人際

交流或是由媒體傳遞意見，如果是媒體傳播意見，再由media probability決定是這

次意見由大眾媒體或是小眾媒體來傳遞，例如：media probability等於0.7表示這

個迭代有70%的機會是小眾媒體傳播意見，大眾媒體有30%的機會。當一個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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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

3.3.2 人際交流 

實社會中人與人的意見交流，因此我們從社會網路中挑選兩

個有

3.3.3 媒體傳遞 

選一對有連線的個人A與媒體B，比較A與B的意見差異，如

果意

時間改變的參數 

 

眾決定觀看媒體時，只能從眾多媒體中挑選出一個媒體，因此在一段時間內，一

個閱聽眾只會選擇大眾媒體或是小眾媒體，本論文中使用media probability來表示

社會民眾對於小眾媒體的觀看程度，因此觀看兩個媒體的機率相加會等於一。 

每回合的模擬表示一個代理人在一段時間〈time interval〉內的意見交流，在

時間中，代理人只會選擇觀看媒體接收訊息或是與另一個人交換意見，我們

沿用以往研究的作法，由broadcast ratio〈本論文中採用此參數的倒數p來表達〉

來決定；當觀看媒體時，在這段時間內代理人只能選擇大眾媒體或是小眾媒體，

因此用media probability來控制社會民眾對於小眾媒體的依賴程度。 

 

. 

人際交流模擬現

連結非媒體的個體，即兩個「個人」。如果兩人意見差異大於意見交流門檻

值threshold(d)，不進行意見交流。如果兩代理人的意見差小於意見交流門檻值

threshold(d)，兩人意見便互相靠近，意見傳遞是雙向的。 

 

. 

從社會網路中挑

見差異大於意見交流門檻值threshold(d)，不進行意見交流。如果意見差異小

於意見交流門檻值threshold(d)，個人A的意見會向媒體靠近，在媒體傳遞時，意

見交流是單向影響，媒體B的意見並不會受到影響。 

以下整理的參數是整個模擬中不會隨著個人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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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 意義 

Broadcast ratio(r) 民眾觀看媒體的頻率 

Media probability 觀眾選取小眾媒體的機率 

Threshold(d) 意見交流的門檻值 

Convergence(μ) 個人對他人意見相信程度 

表格 5：系統參數介紹 

 

3.3.4. 策略修正 

「策略修正」是實驗 4.3.1 中加入的流程，目的是讓閱聽眾修正對媒體的相

信程度，在本研究的基本模型不包含這項特色，因此基本模型中不進行討論。 

第四章的實驗 4.3.1 探討「小眾媒體精確地掌握閱聽眾族群，並且使民眾有

較高的忠誠意願」，在實驗中，我們讓代理人對不同媒體有不同的相信程度，並

且在模型加入「閱聽眾策略修正」，閱聽眾定時比較自己與媒體的意見差異，調

整自己對這媒體的聚合參數 convergence parameter〈本論文中亦稱聚合參數為

對意見的「相信程度」〉。 

各式各樣的媒體充斥，閱聽眾對於不同媒體有不同的相信程度，因此我們讓

每個「個人」有個動態陣列Media convergence紀錄對每一個媒體的相信程度。

Frank Liu在2006年的研究中提出，個人偏向與自己意見相近的人討論[27]，因此

我們假設閱聽眾趨向於相信與自己意見相近的媒體，對於意見相差越遠的媒體相

信程度就越低。Emily M. Jin等人在朋友友情研究中提出友情隨著長時間沒連絡

而衰減[28]，我們採用類似的概念，個人對媒體的相信程度隨著意見差異增大而

降低。個人意見隨時都受到意見傳遞影響而改變，因此個人每隔固定時間會去觀

察與自己有連線的媒體和自己的意見差，並且重新修正對此媒體的相信程度，以

 。表示個人對於媒體i的意見相信程度ߤ

我們採用線性遞減的方式〈下圖18，µ表示系統中設定人際交流時候的意見

聚合程度，d表示系統中意見交流門檻值〉計算個人對於媒體i的意見聚合參數ߤ，



如果個人與媒體的意見差異大於意見交流門檻值threshold〈d〉，此個人並不會採

信媒體傳遞的訊息，沒有交流的機會相當於此個人對於媒體的意見相信程度是0，

可見媒體只有對意見差異小於意見交流門檻值threshold〈d〉的個人有影響力，

因此當意見相差是0時，閱聽眾對此媒體的相信程度ߤ等於µ〈對此媒體的相信程

度跟系統設定的convergence parameter相同〉，當意見相差為意見交流門檻值

threshold〈d〉時，對此媒體的聚 數合參  。等於0ߤ

.ܣ ߤ ൌ  െ
µ
d כ | ܱ െ ܱ   |  µ

.ܣ) ，：個體A對媒體i的convergence parameterߤ ܱ、 ܱ：媒體i與個體A的意見) 

d

聚合參數 

0 

µ 

意見差異 

 

  圖表 23：意見聚合程度線性遞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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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指標 

第四章將呈現本研究的實驗結果，結果以兩個研究指標呈現，一個是「意見

群」，另一個是「意見極化程度」，這兩個研究指標的定義如下： 

意見群〈cluster〉： 

「意見群」定義：會產生意見交流的一群個體，不同的意見群之間交流極小

或是不會交流。 

在意見動態的研究在於探討意見形成與分布情形，並且觀察社會上最終形成

「意見群」的數量。隨著意見交流門檻值〈d〉的改變所形成的意見群數量也不

同，傳統的 BC Model 會有三種結果，分別是「意見一致」〈consensus〉、「極化」

〈polarization〉以及「意見區隔」〈fragmentation〉；Staffer 在 2004 年提到，當意

見交流門檻值很小時，所形成的意見群個數會與社會總人數成正比；加入大眾媒

體後的 BC Model 除了上述三個結果，還會出現「意見失序」〈disordered〉的情

形〈相關探討可以參討本論文第二章 2.3 小節〉。 

基於以往研究結果，本研究亦試驗不同的意見交流門檻值〈d〉的影響下所

形成的意見群數量，並依據此結果探討何種意見交流門檻值〈d〉符合現今社會，

以此值為其他實驗的基本設定。 

意見極化程度： 

計算方式為每個代理人意見的絕對值相加後再除以總人數。由於本模型中代

理人的意見值域是 1 到-1，因此意見的絕對值可以表示代理人對此議題的極化程

度，極化程度最高為 1，表示每個個體意見都很極端，最小值是 0，表示大家對

此議題的意見都很中立。 

意見極化程度 =∑ |ܱ| ോ ே
ୀଵ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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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總結 

我們結合無尺度網路以及 Moore Neighborhood 來當作模型底層的傳播網路，

在模型中加入四種不同形態的代理人，分別是大眾媒體、小眾媒體以及個人，每

種型態的代理人使用不同傳播策略，進行意見交流，並請定義不同的傳播以及接

收策略，以此模型模擬並且探討各級媒體對於意見動態的影響。 

參數名稱 形態 值域 意義 說明 

Type Int 1~3 紀錄個體形態 每個代理人參數 

Opinion(O) Double -1~1 紀錄個體的意見 每個代理人參數 

Broadcast ratio(r) Double 0~1 民眾觀看媒體的頻率 系統參數 

Media probability Double 0~1 小眾媒體傳遞訊息的機率 系統參數 

Threshold(d) Double 0~2 發生意見交流的門檻值 系統參數 

MediaThresdhold(d1) Int  小眾媒體連結度的閥值 系統參數 

Convergence(μ) Double 0~1 意見相信程度 系統參數 

Media 

convergence 

Vector  個人對於不同媒體的相信程

度紀錄在此動態陣列中。 

實驗 4.3.1 才會用到 

Convergence(. Double 0~1 個人 (ࣆ A 對於媒體 i 的意見相

信程度 

實驗 4.3.1 才會用到 

表格 6：參數整理與介紹 

表格中前三項參數隨著個體的不同有所不同，“系統參數”表示這些參數不隨著個

體有所改變，在整個模擬過程中都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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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 

論文中的實驗主要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模型驗證，第二部分是本

模型的基本性質探討，第三部分是利用本模型的特色進行社會現象的探討。 

本模型基於以往的研究，加入新元素進行更深入的探討，因此第一部份驗證

本模型與過去相關研究所提出的模型是否相容。第一個實驗是與傳統有界信心模

型〈Bounded Confidence Model〉的比較，傳統 BC Model 隨機挑選兩個代理人進

行意見交流，沒有社會網路的概念，因此意見傳播是全域性的，本模型以無尺度

網路為底層網路架構，在此實驗中比較本模型與傳統 BC Model 在意見交流上的

異同，並以相關的研究結果驗證我們模型的正確性。第二個實驗是與 2006 年所

提出有大眾媒體的有界信心模型[7]的比較驗證，McKeown 的模型有兩個傳播機

制，第一個是基於底層網路的人際交流，採用 Von Neumann Neighborhood 的鄰

居模型，每個個體與其上下左右四個鄰居相連，人際意見交流時每個代理人只會

與有連線的鄰居進行意見交換，因此意見交換是區域性的，第二個傳播機制是大

眾媒體的傳播，任何代理人都有機會與大眾媒體進行意見交流，媒體獨立於社會

網路之外的個體，大眾傳播的影響是全域性的。本論文模型採用 McKeown 模型

的概念，將大眾媒體獨立於無尺度網路之外，由於本模型的底層網路結合無尺度

網路與 Moore Neighborhood，每個代理人除了無尺度網路的連結外還加上與上、

下、左、右、斜上、斜下八個鄰居的連線，與 McKeown 模型不同，在第二個實

驗中驗證我們模型的正確性以及探討我們模型與 McKeown 模型是否相容。 

第二個部分的實驗針對本模型與前人模型上的不同，並且利用本模型的特色

來進行社會現象的探討。第一個實驗使用本模型探討初始民眾意見設定使用「正

規分布」與「隨機分布」對於最終社會意見分布的影響。第二個實驗利用本模型

探討中立的大眾媒體與偏激的小眾媒體對社會整體意見形成的影響，觀看不同的

意見交流門檻值下社會的意見分布情形，並與前人實驗結果相比。第三個實驗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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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小眾媒體對於社會意見的影響，利用本模型觀察當社會大眾對於小眾媒體的觀

看頻率上升後的結果。 

第三部分的實驗是利用本模型模擬現今社會的情形。第一個實驗探討當小眾

媒體明確地掌握目標族群傳播訊息時會有什麼樣的情形；第二個實驗模擬台灣眾

多媒體對一些特別的議題〈例如同性戀議題或是反皮草活動〉使用不同的策略傳

遞資訊所造成的影響。此部分的實驗結果亦呈現不同策略下的結果，提供給媒體

業當作策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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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模型驗證 

4.1.1 BC Model驗證 

BC Model有兩個重要的參數，一個是代理人意見交流的門檻值 threshold(d)，

當兩個代理人意見差異小於門檻值才進行意見交流，第二個是兩個代理人進行意

見交流時的意見聚合參數 convergence parameter〈µ〉，也就是控制意見靠近程度

的參數。本模型使用 1 與-1 之間的實數表示代理人的意見，因此 threshold 的值

域落在 0 到 2 之間，convergence parameter 的值域落在 0 到 1 之間。 

4.1.1.1. 實驗設計 

將模型中的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數量設為零，只留下人際交流，此時模型即

是傳統的 BC Model 加上無尺度網路與 Moore Neighborhood。設定實驗中總人口

2500 人，模擬 200 回合，分別對 threshold 以及 convergence parameter 兩個參數

分析。 

實驗一：convergence parameter 等於 0.5，threshold 從 0 到 2 的意見分布。 

實驗結果：下圖的橫軸代表時間，從 0 到 200 個模擬回合，縱軸代表代理人

從 1 到-1 的意見。當意見交流門檻值〈d〉很小時，表示代理人只願意與意見非

常相近的人意見交流時，經過 200 代的模擬後會形成許多個的獨立的意見群

〈cluster〉，群集之間不會互相溝通跟影響，隨著 d 值增大，表示代理人願意接

受的意見範圍變廣，經過 200 個回合後群集數變少，形成兩個極端的小群集以及

龐大的中立群體，當 d 值增加到 1 之後，兩端的群集消失，所有人意見一致並且

中立。 



 
圖表 24：意見交流門檻值 d=0.1 的意見分布

 
圖表 25：意見交流門檻值 d=0.3 的意見分布

 
圖表 26：意見交流門檻值 d=0.7 的意見分布

 
圖表 27：意見交流門檻值 d=1.0 的意見分布

圖 22 整合意見交流門檻值 d 從 0 到 2 的結果，x 軸代表意見交流門檻 d，y

軸代表代理人的意見，z 軸表示累積人數，由下圖可以看出，隨著 d 值的增大，

代理人的意見分布會從多個意見群〈cluster〉變成聚集在中立意見。 

 
圖表 28：意見交流門檻值與累積人數關係圖 

傳統 BC Model 隨機挑選代理人進行意見交流，隨著 d 值增大，代理人的意

見分布會從「多個獨立群」變成集中在兩端的「雙極化」，最後才變成所有人意

見集中在中立的「意見一致」。我們的研究中沒有雙極化現象是由於加入了 Moore 

Neighborhood 以及無尺度網路，2002 年的研究指出 BC Model 加上的社會網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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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得雙極化現象消失[5]，本實驗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相符合。 

實驗二：固定 threshold 等於 0.7，探討不同的 convergence parameter 對於意

見動態的影響 

實驗結果：convergence parameter 的大小不會影響最終意見分布情形，只會

影響到最終意見收斂的速度。 

圖表 29：convergence parameter=0.1 圖表 30：convergence parameter=0.7 

圖表 31：convergence parameter=0.3 圖表 32：convergence parameter=0.9 

圖表 33：convergence parameter=0.5 

 

1.1.1.1 結論 

本模型採用結合無尺度網路以及 Moore Neighborhood Model 的意見動態模

型，隨著 d 值增大，群眾的意見會從分散成多個群集慢慢集中變成意見一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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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不會出現雙極化現象，符合 Hegselmann 的研究發現[5]；Deffuant 的研究中

提出 convergence parameter 的大小只會影響收斂的速度而不會對結果造成影響，

我們的模型符合這個結果，因此驗證本模型在於意見動態上與先前的研究結果一

致，只要將本模型的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個數設定成 0 便可和先前的模型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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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大眾傳播驗證 

我們的模型除了個人，加入了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如果將模型中的小眾媒

體數目設定成 0，將大眾媒體的數量指定為 2，我們的模型便與 McKeown 在 2006

年提出包含大眾媒體的意見動態模型相似。因此這個實驗的目的在於驗證我們模

型的是否與 McKeown 模型相容。 

McKeown 的模型採用 Von Neumann Neighborhood 為底層網路，每個代理人

可以與上、下、左、右四個鄰居進行人際交流，或是接受大眾媒體傳播的意見。

模型中加入了兩個重要參數，一個是媒體傳播頻率 broadcast ratio〈r〉，1:5 表示

代理人每五次的意見交流就有一次是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另一個參數是媒體極

化程度 polarization〈p〉，表示兩個媒體的意見差距，當 p 等於 1 表是一個媒體的

意見是 1，另一個媒體的意見是 0。 

4.1.2.1 實驗設計 

為了避免不同的底層社會網路造成結果的差異，我們這階段的驗證實驗移除

本模型中的無尺度網度，代理人只留下 Moore Neighborhood 的八個鄰居連線，

其他的參數設定仿造 McKeown 實驗中的設定，convergence parameter〈µ〉等於

0.3，broadcast ratio〈r〉等於 1:5，媒體極化程度 polarization〈p〉等於 2〈McKeown

的意見值域落在 1 到 0，他實驗中採用 polarization 等於 1，對應到本模型中的

polarization 等於 2〉，模擬人口數 400，代理人的初始意見採均勻隨機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即多數人的意見都集中在中立的範圍，探討不同的意見交流門檻

值 threshold 的影響。 

實驗結果：總共會有四個不同的結果，第一個結果出現在當 threshold〈d〉

小於 0.5，極端的兩個大眾媒體將部分的代理人意見拉向極端，但是媒體卻無法

影響到意見較中立的個體，因此除了極端的意見群集外，有許多較中立的意見群



集產生，形成多個群集現象。圖 28 為 polarization〈p〉等於 2，convergence parameter

〈µ〉等於 0.3，broadcast ratio 等於 1:5，threshold〈d〉等於 0.5 的意見分布情形。 

 
圖表 34：p=2，µ=0.3，d=0.5 的意見分布情形 

隨著 d 值增大，意見中立的群集數以及人數越來越少，大眾的意見慢慢趨向

於兩極，在 d值介於 0.6 到 0.8 的範圍時出現第二個結果，雙極化現象。圖 29

是當 d 等於 0.8 的意見分布情形，前幾回合的模擬過程中，群眾意見有像中立意

見集中的趨勢，由於媒體的拉力，漸漸將民眾的意見向兩端拉，最後形成了雙極

化現象。 

 
圖表 35：p=2，µ=0.3，d=0.8 的意見分布情形 

當 d值介於 0.9 到 1.3 會出現第三個結果，群眾意見分布在前幾回合在兩個

媒體拉力下形成混亂無序的情形，但當拉力持續到作用，民眾的意見分布會從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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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轉變成單極，轉向支持兩個媒體的其中一個，下圖 30 是當 d值等於 0.9 的意

見分布情形。 

 
圖表 36：p=2，µ=0.3，d=0.8 的意見分布情形 

最後一個結果出現在 d 大於 1.4 時，代理人接受與自己相差很多的意見，整

體很快進入混亂的狀態，所有代理人的意見一直在動盪，同時受到兩個媒體的拉

力以及人際意見交流的影響，代理人意見一直在固定範圍內改變，不會形成固定

的群集。圖 31 是當 d等於 1.4 的意見分布情形。 

 

圖表 37：p=2，µ=0.3，d=1.4 的意見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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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結論 

上述四個結果與 McKeown 在 2006 年的研究四個結果相符合，驗證本模型

不考慮無尺度網路的影響下與 McKeown 探討大眾媒體影響的意見動態模型相容，

同時驗證了本模型中大眾媒體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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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型比較實驗 

4.1 小節針對本模型與先前研究提出模型做驗證與相容的實驗，在本小節我

們將對我們的模型特色與先前模型不同的部分做進一步的實驗。第一個實驗探討

不同的底層網路對於意見傳的與意見形成的影響。 

4.2.1 無尺度網路 

以往的模型底層網路使用鄰居模型，本模型使用無尺度網路加上 Moore 

Neighborhood 的八個鄰居，這階段的實驗探討無尺度網路對意見動態模型是否造

成不同的影響。 

4.2.1.1 實驗設計 

不修改模型的底層網路，以 Moore Neighborhood 以及無尺度網路為模型底

層網路，設定模型中有兩個持相反且極端意見的大眾媒體〈p=2〉，沒有小眾媒體，

總人口數 2500，媒體播放頻率 broadcast ratio〈r〉是 1:5，意見交流的聚合參數

convergence parameter〈µ〉為 0.3，探討不同的意見交流門檻值 threshold 的影響。

我們分別探討了初始代理人的意見設定使用正規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與使

用均勻隨機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兩種情形。 

實驗結果： 

1. 使用正規分布： 

當意見交流門檻 d 小於 0.4 時，形成多個意見群集，由於閥值小，因此這些

獨立的群集彼此不會溝通，也不會受到媒體影響，但靠近大眾媒體的群集會受到

媒體拉力而走向極端，圖 32 是 d 等於 0.4 的意見分布情形 



 

圖表 38：p=2，µ=0.3，d=0.4 的意見分布 

當意見交流門檻值 d 介於 0.5 與 0.9 時，意見群集只剩下中立的群集以及向

媒體靠近的兩個極端群集，隨著 d 值慢慢增大，媒體的影響力漸減，使得中立的

群集越來越龐大，兩極的群集越來越小，兩極的群集在 d 等於 0.9 時會消失形成

只有意見中立的情形。圖表 33 是 d 等於 0.8 的意見分布情形。 

 
圖表 39：p=2，µ=0.3，d=0.8 的意見分布 

當 d 值介於 1.0 與 1.1 時，模擬的前幾回合，所有的代理人意見在 0.5 到-0.5

之間震盪，不久後所有代理人意見向其中一個媒體靠近，形成單極化現象。下圖

是 d 等於 1.1 的意見分布情形。 

45 
 



 
圖表 40：p=2，µ=0.3，d=1.1 的意見分布 

當 d 值大於 1.2，代理人意見會在 0.5 到-0.5 之間變化，形成很穩定的震盪，

不會有極化現象產生，也不會有意見群集出現。圖 35 是 d 等於 1.2 的意見分布

情形。 

 
圖表 41：p=2，µ=0.3，d=1.2 的意見分布情形 

2. 使用均勻隨機分布： 

初始意見分布使用均勻隨機分布與正規分布在 d 值小於 0.4 以及大於 1.0 得

到的結果相同，當 d 值介於 0.5 與 0.9 時結果卻有極大的差異，在正規分布的情

形下媒體的作用力極小，大多數的代理人意見集中在中立的範圍，只有少部分的

人受到媒體影響趨向極化，但是在單一分布媒體有著巨大的影響力。 

在均勻隨機分布主要會得到兩個結果，第一個結果是媒體的影響力極小，大

多數的代理人意見集中在中立的區塊，與使用正規分布得到一樣的結果，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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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另一個結果是媒體有著巨大的影響力，將代理人的意見引向極端，有可

能是形成雙極化，如圖表 37，也可能是一部份的人集中在中立而另一部份的人

在某一極端如圖表 38。 

 
圖表 42：d=0.6，使用 uniform distribution 的意見分布情形 1 

 
圖表 43：d=0.6，使用 uniform distribution 的意見分布情形 2 

 
圖表 44：d=0.6，使用 uniform distribution 的意見分布情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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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d 值介於 0.5 與 0.9 時，我們用 d 值把意見值域切割成三個部分，以 d 等

於 0.6 配合圖 39 舉例說明，將意見值域分成 1 到 0.4(A 區)、0.4 到-0.4(B 區)、-0.4

到-1(C 區)三個區塊，在 A 區塊的代理人會受到正極媒體的拉力，C 區塊的代理

人受到負極媒體影響，只要任何代理人跨進了 B 區塊，受到媒體的影響力大大

降低，B 區塊中的代理人互相意見交流最後達成一致的意見，在 A 與 C 區塊的

代理人受到媒體的拉力變成極端的群集。因此，前幾回合的意見交流影響著最終

意見分布；我們基於底層網路挑選意見交流的兩代理人，所以底層無尺度網路的

結構也影響意見分布，也就是當 d 值介於 0.5 與 0.9 時意見分布情形對於初始狀

態很敏感〈initial sensitive〉。 

 

圖表 45：無尺度網路下意見形成的例子 

4.2.1.2 結論 

初始意見分布使用正規分布，在加入無尺度網路後，當 d 值小於 0.4 時的結

果與僅有鄰居模型一致，都是形成多個群集；d 值增大到 0.5 後不會出現圖 29

的雙極化的現象，媒體影響少部分極端份子，這是由於初始意見的正規分布讓大

多數的代理人意見較中立，使得媒體對中立的代理人發揮不了影響力，因此這些

代理人透過多次人際影響形成中立意見的群集；d 值增大至 1.0 時出現所有代理

人經過幾回合的意見震盪後全部集中到其中一個極端意見的單極化現象；當 d

值超過 1.2 後，結果與鄰居模型時一樣，會形成代理人意見在固定範圍內震盪的

系統穩定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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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理人初始意見使用單一分布時，在 d 值介於 0.5 與 0.9 會得到媒體沒有

影響力與媒體有巨大影響力兩種結果，得知媒體並非沒有影響力，而是意見動態

在 d 值介於此範圍時對於初始情形極度敏感〈initial sensitive〉所造成。 

  



4.2.2 各級媒體與人際交流的影響 

本論文的模型以無尺度網路與 Moore Neighborhood 鄰居模型做為底層人際

交流的基礎，更加入了大眾與小眾媒體。因此，我們將對本模型做基本的探討。 

4.2.2.1. 實驗設計 

模型中放入兩個意見中立的大眾媒體，意見落於 0.1 ~ 0.15 與-0.1 ~ -0.15，

兩個意見極端的小眾媒體，意見落於 0.7 ~ 0.75 與-0.7~-0.75，民眾的初始意見採

用均勻隨機分布。媒體播放頻率 broadcast ratio〈r〉是 1:2，民眾觀看小眾媒體的

機率 media probability 是 0.7，convergence parameter〈µ〉為 0.3，總人口數 2500

人。我們探討不同的意見交流門檻值 threshold〈d〉對於意見分布會有什麼樣的

影響。 

實驗結果： 

隨著意見交流門檻值的上升，最終形成的意見群集數量會漸少。根據最終形

成的群集數量，我們可將結果分成五種不同的社會，由下圖可見。 

 

圖表 46：意見交流門檻值 d與最終意見群集數量關係圖 

分歧的社會：社會上的個體形成多個不願意互相溝通的群集，如下圖47與圖53。

〈由於 d值小時較晚收斂，因此模擬回合數是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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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為中心的社會：社會上形成以媒體為中心的三個群集，如下圖 48 與圖 54。 

意見一致或是雙極的社會：當大眾媒體影響力勝過小眾媒體，幾乎所有人意見向

大眾媒體靠近，如下圖 49 與圖 55；當小眾媒體影響力勝過大眾媒體，形成以小

眾媒體為重心的雙極化社會，大眾媒體使極化現象較不嚴重，如下圖50與圖56。 

單極化社會：某一小眾媒體獲勝，使得社會大眾的意見向此小眾媒體靠近，但另

一方的小眾媒體仍有固定的閱聽眾，如下圖 51 與圖 57。 

意見散亂的社會：形成多個意見群，不同意見群會互相會交流，即代理人的意見

散亂在較中立的意見區，而且越中立的意見越多人支持，如下圖 52 與圖 58。 

圖表 47：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2 的意見分布 圖表 48：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4 的意見分布

圖表 49：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6 的意見分布 圖表 50：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5 的意見分布

圖表 51：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7 的意見分布 圖表 52：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9 的意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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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3：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2 的意見 3D 分布 

 
圖表 54：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4 的意見 3D 分布 

 
圖表 55：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6 的意見 3D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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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6：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5 的意見 3D 分布 

 
圖表 57： 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7 的意見 3D 分布 

 
圖表 58：意見交流門檻值等於 0.9 的意見 3D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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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結論 

隨著意見交流門檻值增大，形成的意見群集個數會減少，大致上可以分成五

種不同的社會，與 Mckeown 的模型結果相似。 

在單極化社會時，一方小眾媒體使社會大眾意見趨向極化，但另一方小眾媒

體仍有的閱聽眾使得社會不會完完全全的單極化，由此可看出小眾媒體會有死忠

閱聽眾的情形，這是在大眾媒體的模擬下無法呈現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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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觀看小眾媒體機率的影響 

本模型與前人模型最大不同在於加入了小眾媒體，因此我們要探討小眾媒體

在於意見傳播上的影響，藉由測試不同的小眾媒體觀看頻率觀察民眾對於小眾媒

體不同依賴程度所造成的影響。 

4.2.3.1 實驗設計 

模型中放入兩個意見中立的大眾媒體，意見範圍落在 0.1 到-0.1 之間，兩個

意見極端的小眾媒體，意見分別落在 0.7 ~ 0.75 與-0.7 ~ -0.75，民眾的初始意見

採用均勻隨機分布。媒體播放頻率 broadcast ratio 是 1:2，民眾觀看小眾媒體的機

率 media probability 是 0.7，convergence parameter〈µ〉為 0.3，總人口數 2500 人，

民眾初始意見採用均勻隨機分布。我們探討不同的小眾媒體觀看機率 media 

probability〈m〉對於意見分布會有什麼樣的影響〈小眾媒體觀看機率上升，表

示民眾觀看的頻率上升〉。根據實驗 4.2.2 結果區分的五種社會，由於意見交流門

檻值小於 0.4 時媒體的影響力有限，意見交流門檻值大於 0.9 後只會形成意見散

亂情形，因此本實驗的意見交流門檻值選擇 0.6 以及 0.7，也就是實驗 4.2.2 結果

中媒體影響力顯著的兩種社會。 

實驗結果： 

 本實驗使用「意見極化程度」〈可參考本論文第三章 3.4 節〉當作實驗結果

指標。 

隨著 m 值上升，民眾意見極化程度越來越高，如下圖所示。X 軸代表民眾

觀看小眾媒體的機率，y 軸代表意見極化程度。 



 
圖表 59：觀看小眾媒體積率與意見極化程度關係圖 

4.2.3.2 結論 

即使小眾媒體只能影響特定的閱聽族群，但是隨著這些特定族群對於小眾媒

體的依賴程度上升，觀看頻率增高，再藉由人際交流的影響，仍會造成整體社會

意見極化。從這結果也可得知，小眾媒體散布的極端意見會使得社會意見分布隨

之極端，促成社會意見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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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特別議題探討 

4.1 節驗證本模型與前人模型相容以及正確性，4.2 節探討本模型的基本性質，

在這小節，我們將使用本模型進行特別議題的探討，模擬社會的現象，並且提出

傳播策略。 

4.3.1 小眾媒體影響意見相近的個體 

Castell提出：媒介的多元歧異並且可能地精準掌握目標閱聽眾，媒體也會包

裝成閱聽眾期待的樣子，並且讓閱聽眾產生忠誠的意願[3]。因此，在本實驗中，

我們基於 Castell的理論對模型進行修正，探討此理論的影響。 

4.3.1.1 實驗設計 

模型中放入兩個中立的大眾媒體，意見分別介於 0.15 ~ 0.2 與-0.15 ~ -0.2，

並且放入兩個意見極端的小眾媒體，意見介於 0.7 ~ 0.75 與-0.7 ~ -0.75，民眾的

初始意見採用均勻隨機分布。媒體播放頻率 broadcast ratio 是 1:2，人際交流時的

意見聚合參數是 convergence parameter〈µ〉為 0.3，意見交流門檻值是 0.7，總人

口數 2500 人，這些為實驗基本設定。 

為了模擬小眾媒體「精確掌握目標族群」的特色，我們讓與小眾媒體有連線

的個人意見與小眾媒體相近，這些閱聽眾的意見是以小眾媒體為中心的正規分布；

為了模擬「閱聽眾產生忠誠的意願」，實驗中媒體傳播的意見聚合參數會改變，

閱聽眾定時進行策略修正，觀察自己與小眾媒體的意見差異再重新計算對於小眾

媒體的聚合參數，與自己意見接近的媒體有較高的相信程度〈即較高的

convergence  parameter〉。模擬流程修改如下圖所示，新增個人對媒體的「策略

修正」。〈策略修正在第三章的 3.3.4 有說明〉 



 
圖表 60：模擬流程修正 

實驗結果： 

當小眾媒體精確掌握目標族群並且使閱聽眾要較高的忠誠度，民眾觀看小眾

媒體的頻率 media probability 大於等於 0.4 時便會形成雙極化現象，由於小眾

媒體精確掌握到目標族群，即使民眾觀看大眾媒體的頻率較高，仍舊會造成社會

意見分裂現象。 

實驗結果顯示，當 media probability 小於等於 0.3 的時候有大眾媒體與小

眾媒體互相拉扯的情形，因此我們探討分析當 media probability 等於 0.3 時的

意見分布情形。 

 
圖表 61：小眾媒體精確掌握目標族群時的意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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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結果分成四個區塊，如上圖 50 所示。模擬初期〈上圖 1的區塊〉，小

眾媒體與大眾媒體勢力不相上下，因為小眾媒體針對特定目標族群有效地傳遞資

訊，小眾媒體的影響力勝出，將閱聽眾分成兩個極端的意見群集〈上圖區塊 2〉，

由於民眾觀看大眾媒體的頻率較高，因此大眾媒體中立的意見持續將分裂的意見

群集拉向中立，小眾媒體與大眾媒體互相扯〈上圖區塊 3〉，最終，大眾媒體勝

出，將所有代理人的意見拉向中立一致〈上圖區塊 4〉。 

4.3.1.2 結論 

小眾媒體掌握目標族群散布資訊並且使閱聽眾產生較高忠誠意願使得小眾

媒體很快將社會方分化成不同的意見族群，小眾媒體促成社會意見分裂，而大眾

媒體對於社會和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小眾媒體掌握目標族群的條件下，

當民眾觀看小眾媒體的頻率上升後，大眾媒體失去維持社會意見和諧的能力，社

會形成兩個極端的意見群集。 

  



60 
 

4.3.2 同性戀議題探討 

在保守的社會面對同性戀問題時，大多數的人都抱持反對的態度，即使是意

見中立的大眾媒體在這類議題時也是以中立偏反對的角度報導；社會上有支持與

反對此議題的小眾媒體，為了吸引大眾的注意與認同，以較極端的方式傳遞資訊，

像是遊行活動。本實驗的目的是使用我們的模型來探討此類議題在眾多媒體以及

相去甚大的傳播策略下社會意見分布情形。 

4.3.2.1 實驗設計 

保守社會下大多數的人對於同性戀抱持反對的態度，因此我們讓社會上的個

人意見大多集中在反對，以正規分布時做此意見分布情形。模型中放入兩個意見

中立卻偏向反對的大眾媒體，意見落於-0.2 ~ -0.3，兩個強烈反對此議題的小眾

媒體，意見落於-0.7 ~ -0.75，四個支持同志議題的小眾媒體，意見落於 0.7 ~ 0.75，

我們讓小眾媒體的閱聽眾意見與小眾媒體相近。媒體播放頻率 broadcast ratio 是

1:2，民眾觀看小眾媒體的機率 media probability 是 0.7，意見交流門檻值是 0.7，

意見聚合參數是 convergence parameter〈µ〉為 0.3，總人口數 2500 人。 

實驗結果： 

支持同性戀議題的小眾媒體很快就形成自己的意見群集，但是其他人對此議

題依舊抱持反對的態度〈下圖 51 黃色框框範圍〉，由於大眾媒體較中立的報導，

使得社會對此議題不是極端的反對，大眾媒體扮演「教育者」的角色，但是要反

轉社會上既成的觀念是不可能的。 

我們實驗媒體採用不同策略，比較每種策略對社會意見形成的影響。 

策略 1：支持方的小眾媒體以較中立偏支持的角度傳遞訊息，兩個小眾媒體

的意見仍舊介於 0.7 ~ 0.75，另外兩個小眾媒體的意見落於 0.2 ~ 0.25；大眾媒體

與反對方的小眾媒體維持相同的策略，大眾媒體意見介於-0.2 ~ -0.3，兩個小眾



媒體的意見介於-0.7 ~ -0.75，從下圖 52 的結果可發現，社會大眾對於此議題的

接受程度提高，並且有部分的人以較中立的角度支持此爭議性話題。 

策略 2：讓大眾媒體以完全中立的角度報導此議題，意見等於 0；小眾媒體

維持原本的策略，四個支持方的小眾媒體落於 0.7 ~ 0.75，兩個反對方的小眾媒

體落於-0.7 ~ -0.75，結果在下圖 53，雖然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接受程度提升了，

但大眾仍舊無法支持同性戀議題。 

策略 3：合併了前兩個策略，大眾媒體以較中立的態傳遞資訊，意見是 0，

支持方的小眾媒體中，有兩個小眾媒體的意見落於 0.7 ~ 0.75，另外兩個意見落

於 0.2 ~ 0.25；反對方的兩個小眾媒體策略不變，意見落於-0.7 ~ -0.75，發現結

果〈下圖表 54〉與實驗 2 結果相差不大，可見小眾媒體以較中立的角度來傳遞

資訊對於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接受程度有較大的幫助。 

圖表 62：同性戀議題的意見分布 圖表 63：同性戀議題策略實驗 1 

圖表 64：同性戀議題策略實驗 2 圖表 65：同性戀議題策略實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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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結論 

社會上的特別議題，像是同性戀問題，社會對此議題已經有了既成的成見，

大眾媒體此時扮演著「教育者」的角色，會使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意見較中立，

但是不可能靠著大眾媒體的來改變社會既成的成見，此時，支持此議題的小眾媒

體不應該一味傳播極端的資訊，激進的表態並不是票房保證，而應該以較中立的

態度讓社會大眾慢慢接受這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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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研究根據前人研究以及相關領域的探討，提出符合真實社會傳播情形的意

見動態模型，並使用此模型進行社會意見傳遞模擬後歸結出一些媒體策略探討，

因此本章結論將依序介紹本研究的優點與貢獻、模型結論以及未來展望。 

5.1 優點與貢獻 

5.1.1 優點 

1.底層網路：社會學家觀察發現社會網路擁有「高群聚度」、「低分隔度」與

「連結度成冪次律分布」三個特色，本模型底層網路結合無尺度網路以及 Moore 

Neighborhood 的八鄰居模型，除了讓媒體暨人際網路的連結度符合冪次律分布

外，也符合社會學家提出的三個特色，因此本模型的底層網路更能呈現真實社會

網路。 

2.多級媒體：模型中加入獨立於網路外的大眾媒體，大眾媒體意見傳播不受

網路限制，可以傳遞給網路中的任何一個代理人，就像真實生活中任何人都可以

接觸大眾媒體；模型中選擇連結度最高的個體為小眾媒體，因此小眾媒體只能傳

播資訊給有連線的代理人，符合小眾媒體在現實生活中只對特定族群傳遞訊息的

情形，例如地下電台會有區域性限制，在台北的人無法收聽到南部的小型地下電

台節目。過去的研究只關注在大眾媒體的傳播，少了小眾媒體的探討，本研究中

同時加入兩個性質不同的媒體，使得媒體在意見動態的模型中更加完整。 

5.1.2 貢獻 

本論文提出一個符合社會學家提出的三個社會網路特色，並且加入了大眾媒

體與小眾媒體的意見動態模型。論文中的實驗說明本模型可以呈現出大眾媒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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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眾媒體傳播策略的差異和他們造成不同的影響，小眾媒體針對特定族群散佈

訊息，即使社會已經呈現單極化時仍舊會有死忠的閱聽眾不管其他人的意見繼續

支持與自己意見相同的媒體。 

實驗中驗證本模型與先前提出的模型相容，因此可以用來大眾媒體與小眾媒

體多方拉力與不同政策下產生的影響，本模型媒體上的考量更加完善，底層網路

也符合社會網路三大性質，是個更完整的意見動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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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模型結論 

本模型將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數量設定為 0時的結果與 2000 年 Deffuant

提出的 BC Model 結果相容；將大眾媒體數量設定為 2，小眾媒體數量設定為 0

時，模型與 2006 年 Mckeown 提出大眾媒體傳播模型相容。 

根據實驗結果發現，加入了底層網路的意見動態模型對於初始意見分布很敏

感〈initial sensitive〉；意見交流門檻值 threshold(d)值越大，社會上所形

成的意見群集數量越少，社會越和諧；根據 threshold 值的大小，可以分成五種

不同的社會，分別是「意見分歧的社會」、「以媒體為中心的社會」、「意見一致」

或是「意見雙極的社會」、「單極化社會」以及「意見散亂的社會」；加入小眾媒

體後，隨著民眾觀看小眾媒體的頻率上升，社會意見分布會更加極化。大眾媒體

在社會中扮演著維持社會中立的角色，小眾媒體因為激進極端的意見促成社會意

見分裂。 

從社會議題探討的實驗，我們歸納整理出以下幾個媒體策略： 

1. 政府控管大眾媒體中立的必要：媒體的中立有助於維持社會意見的一

致與和諧，但是政府對於小眾媒體較不易，因此政府更有控管大眾媒

體意見中立的必要性。 

2. 小眾媒體意見多元性比激進的媒體數量重要：在特別的議題，像是「同

性戀議題」的探討，社會已經形成既有的觀念，小眾媒體為了吸引大

眾的注意，往往會以多個激進的媒體散布訊息，但是實際上，激進的

資訊並非票房保證，小眾媒體應該試著以多元的意見傳遞資訊，才能

使民眾對於議題的接受度上升。 

3. 小眾媒體掌握特定族群散布訊息意見結果較顯著：對於一般性的社會

議題，小眾媒體能夠針對特定目標族群有效地傳遞資訊，即使閱聽眾

對於小眾媒體觀看頻率不高，仍有顯著的傳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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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未來發展 

模型的初始過程是先建立無尺度網路，由連結度決定個體的類別後根據常態

分布設定每個個體的意見，雖然滿足媒體網路的無尺度分布情形，但是無法呈現

出真實生活中個人根據自身喜好挑選媒體的特性，往後的研究可以針對個人挑選

媒體的部分進行加強；現今媒體新聞會「互相參考」，小眾媒體與民眾的互動多，

像民眾可以透過 call-in 節目表達意見進而影響媒體傳遞的訊息，因此媒體的意

見不是一味的保持不變，而是會隨著其他媒體以及閱聽眾反應而改變意見，可以

探討研究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的相關研究探討各級媒體如何改變意見，並且將此

特性加到模型中；真實社會中媒體策略並非從不改變，但是本模型中的媒體自始

至終採取同一策略，與真實媒體生態有所不同，進一步的研究可以讓媒體有不同

策略來吸引閱聽眾；傳播學的研究重視「意見領袖」的影響，意見領袖是在團體

中積極接觸媒體並且參與討論，將媒體的資訊再散佈出去的個體，就是所謂的「二

級傳播」的概念，有許多相關研究探討意見領袖對大眾意見的影響[27]，以後的

研究可以在模型中再加入意見領袖，讓各級傳媒的探討研究更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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