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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由於市場較小，且近幾年來各種新興媒介不斷普及，目前地

方報紙僅剩台南的《中華日報》和花蓮的《更生日報》，其餘均由三大

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和《自由時報》，擔負起告知地方事務的功

能。本文以產業經濟學的「結構–行為–績效」模式，分析不同的競爭

壓力，是否會影響該地地方版報紙的表現。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法，選取台灣十個縣市區隔為五種市場類型，

抽取三大報地方版進行內容分析，並以「新聞搭配照片的比例」、「報導

方式」、「新聞主題」、「消息來源」和「一則新聞有二個消息來源以上的

比例」五個指標，測量新聞的多樣性表現。

結果發現：市場結構不同，的確會影響報紙在地方版的表現；同

樣媒體之間的競爭效果，比不同媒介間的競爭效果強。此外，台北縣

市地方版的新聞同質性最高，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也有可能有來自其

他原因的影響。

關鍵詞：地方新聞、SCP理論、市場競爭、媒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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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SCP) paradigm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firms behave under different market structures and, in turn, how that 

behavior affects market performance. Most media economists agree that media 

performance is affected by the structure of a market, but they disagree on how 

the market structure influences media performance. Empirical findings 

regarding the competition-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have tended to be mixed 

with most studies indicat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Us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model,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local news performance of the three newspapers in Taiwan.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SCP model, the research question of this study is as 

follows: How does the de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affect the content diver-

sity of local news in Taiwan’s newspapers?

This study identified five types of news mark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urposely selected ten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as different news markets. Using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his 

study analyzed three-weeks of local news in the five kinds of marke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competitors in a marke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ed the content diversity of local news in Taiwan’s 

three major newspapers.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of a market did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tent d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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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y of local news. The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indings in general are 

congruent with the predictions of the SC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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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緣起

台灣的報紙一開始並沒有地方新聞版，政府在1950年時曾頒布規
定，報紙每日只能出版對開一張半，受到版面限制，全台灣各地的讀
者閱讀到的新聞內容與版面完全一樣。然而，報紙會出現「地方」的概
念，卻也和限張政策有關，因為報社受到發行和廣告的影響，仍想辦
法開闢地方版，以滿足不同地區讀者與廣告商，對地方新聞的需要。
約從1951到1970年間，台灣報紙開闢地方版，大部分是考量到可以增
加發行量，且當時地方記者素質良莠不齊，新聞品質也沒有嚴格控
制，地方版內容充斥犯罪、色情新聞，完全無法反映地方民情。1971

年之後，隨着經濟繁榮和人民教育程度升高，地方新聞開始受到讀者
喜愛和報社重視。1988年解除報禁，報社間的競爭越趨激烈，各報紛
紛增加地方版，在地方新聞上不遺餘力的投注人力及物力，1994年之
後，競爭從全國新聞轉向地方版的趨勢更加明顯（吳滄海，1987：5；
蘇蘅，1996b：40–41；王天濱，2000：14–42；王天濱，2003：21；顏
章聖，2003：41）。
報禁解除前，報紙在發行區域上受到侷限（陶芳芳，1999），反而

得以保護地方報紙的生存與發展優勢。然而，報禁解除之後，由於新
聞版面需求快速增加，報社在各鄉鎮增設採訪單位（蘇蘅，2002：7），
壓縮了地方報的生存空間，再加上各種新興媒介不斷普及，許多地方
報紙由於缺乏應變能力，開始逐漸消失。目前台灣尚存為綜合性報刊
的地方報紙，剩下台南縣市的《中華日報》，高雄的《台灣時報》，金門
的《金門日報》以及花蓮縣市的《更生日報》。不過，《台灣時報》最初是
以全台灣為發行區，近幾年來銷售狀況不佳，才退居高雄，嚴格而
言，不能稱為高雄的地方報紙。而台灣地方新聞的主要產製者，除了
這四份報紙之外，僅剩《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這三大全
國性報紙，以分版的方式取代地方報紙擔負的角色。（蘇蘅，1995：
226；嚴伯和，2003；石怡芬，2004）。
地方新聞未來勢必會越來越重要，EICP東方線上行銷資料庫由

全台民眾隨機抽樣 1344人，2004年調查結果顯示有 40.2%的受訪者
將地方新聞排名在五項整體常看的報紙內容之一，頭版的比例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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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Garneau（1994: 27）認為，地方新聞對於報紙的營運好壞有
深刻的影響力，報紙如果加強地方新聞的報導，則會增加報紙的競
爭力。
雖然台灣的報業是以整個台灣為最重要的市場，與美國的一城一

報有別（蘇蘅，1996a），但是台灣各個地理區域的市場結構並不相同。
以三大報每個縣市地方版的發行區域來看，由於台南和花蓮尚有地方
報紙，因此這兩個地區的市場賣家數目與其他地區並不相同，以其他
區域來說，台灣每個地區的市場規模並不一致，如台北縣市人口合計
高達約640萬，但花蓮縣人口僅約34萬左右。由於媒體產業的雙元市
場特性，報社收入來自發行量和廣告，因此市場越大的地區，自然越
受到廣告商的重視，願意提供更多的金錢，對報社來說更加是兵家必
爭之地。Lacy, Atwater及Qin（1989）、Powers及Lacy（1991）的研究均
發現，市場大小和電視台投注在地方新聞上的財政資源有正面的關
係，不過Lacy和Bernstein（1992）的研究卻指出，市場大小和電視台在
電視節目上投入的成本並無關係，競爭強度才與其有正面關聯。因
此，市場結構中不同的賣家數目和市場大小，會影響三大報地方版的
內容多樣性嗎？這是本研究主要關心的焦點。
本研究主要利用產業經濟學中的SCP理論，SCP代表結構（S）─行

為（C）—績效（P），即市場結構影響市場行為，而市場行為又影響市場
績效。相關的SCP實證研究發現市場結構會影響媒體的表現，本研究
主要採用SCP理論來探討市場結構與新聞內容多樣性之間的關係。過
去台灣地方新聞長久以來都受到實務與學術兩方面的忽略，尤其地方
新聞常常與社會新聞相提並論，而事實上國外的一些相關研究發現地
方新聞在社區意識的建構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藉着閱讀地方新聞
可以讓地方上的社群建立社區意識，而地方新聞可以將當地民眾與地
方的人、事、物連接在一起，地方新聞是社區總體營造的一個重要機
制。本研究以SCP探討市場結構是不是會影響地方新聞的多樣性，研
究結果也可以做為未來如何多樣化地方新聞，而不是將地方新聞僅僅
作為社會新聞的代表（蘇蘅，1996b；嚴章聖，2003；Paek, Yoon, & 

Shah, 2005: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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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一、SCP理論

本研究主要利用產業經濟學中的SCP理論，探討市場結構與新聞
內容多樣性之間的關係。產業組織的概念由Mason於1939年提出，後
來經過許多經濟學者增補，其中Bain（1951）從Mason的理論中，發展
出「結構（S）─行為（C）─績效（P）」的產業組織模式，SCP產業組織模
式70年代自開始受到學者很大的重視，不少研究競相採用此一模式來
進行產業分析，而同時其理論模式也遭受不少的批評，這些批評主要
集中在兩個層面上，首先，新產業組織學者認為，結構、行為及績效
三者並非線性關係，而是三者是互相影響，行為和績效也會反過來影
響結構；第二個批評則認為，市場結構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市場表現的
因素，市場行為是重要的媒介，在分析產業結構與市場績效間的問題
時，必須討論相關的市場行為。因此，修正過後的產業組織理論認
為，市場行為會影響市場結構，市場行為亦會受到績效、消費者和廣
告商的影響（Young, 2000; Albarran, 2002: 29–41; Van der Wurff, 2002; 

Fu, 2003）。
雖然市場結構與媒體表現的關係受到質疑，不少媒體經濟學家仍

然認為，市場結構對媒體表現仍然扮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Gomery（1993）指出，若要研究媒體對社會的影響，應將市場結構作為
研究的核心，因為市場結構的分析結果能使大家對市場特性更為瞭
解。Young（2000: 30–31）也認為，媒體分析仍應該繼續將市場結構視為
重要的因素，理由包括：第一，公司對於敵手策略的猜測會跟市場結構
有關係，第二，從實證的觀點來說，公司層次的行為包括低價策略，產
品差異化策略，策略聯盟或聯合杯葛策略等行為是較多變且複雜的，相
反的，集中程度跟產業績效之間有較簡單的關係，較易於研究。

Ⅰ. 市場結構與媒體表現

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化和進入障礙這三個變項，是學者一致認
為在市場結構中重要的因素（Wirth & Bloch, 1995: 16–17; Albar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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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其中又以市場集中度受到最多研究者關心。市場集中度主要是
在描述市場中廠商的規模分佈（size distribution），包括廠商數目和規模
的不均度。在經濟用語上，集中指的是「在產業中最大的公司控制市場
的程度」，藉由觀察特定市場中，最前面的幾間公司（top companies）總
銷售或資產跟產業整體銷售或資產的比例，來計算集中程度，經常使
用的測量方式包括加總市場中前4或前8家公司的發行和廣告，計算出
這些公司發行量和廣告營收佔該產業的百分比（Picard, 1988: 62），此種
方法也被稱為集中率指標（concentration rate），集中度越高，表示最大
幾家公司控制市場的力量越大，越趨向壟斷（張清溪等，2000）。在
Lacy和Vermeer（1995: 52–57）的研究中，則提出了幾種測量競爭的方
法，包括最簡單的名目變項，競爭的有無，或是計算市場中的媒體通
路數量，區間變項的測量方法則包括HHI、公司敵手的市佔率、CI

（competitive index，將領先報紙之市佔率減去第二名報紙的市佔率）等
三種方法。
媒體表現或績效是市場行為的結果，不同策略的結合會產生不同

種類的市場表現（Wurff, 2003: 122），Wirth和Bloch（1995: 17）認為關鍵
的市場績效變項包括：市場利潤、生產和分配效率、公司帶來穩定雇
用機會和意見多樣性的程度。對於學者而言，不僅僅從經濟層面衡量
績效，也會關心市場績效在社會層面的表現（Gomery, 1989; Hendriks, 

1995; Albarran, 2002），例如Busterna（1988: 40）即認為若只考慮報紙績
效的技術和配置效率層面，會錯失報紙的品質面向，而在諸多的衡量
指標中，又以多元 /多樣性，受到最多傳播學者的注意（Park, 2005: 40）。

Ⅱ. 多樣性作為市場績效評估之適切性

Fu（2003）曾對傳播研究使用原本來自經濟學的SCP模式架構研究
假設提出質疑，他認為，一般而言經濟學中的績效是指市場營運可以
達到生產和分配效率的程度，一旦將其用在社會層次上的規範，例如
多樣性，這是否誤用了SCP理論？他也提出：一般產業研究中的績
效，如效率、進步與創新，都是消費者所期待的，但多樣性不見得是
觀眾所渴望的；其次，媒體會自發的在多樣性程度上調整，以最大化
其競爭優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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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想法，確實值得利用SCP理論分析媒體多樣性表現的研究者
思考，然而本研究認為正因為多元 /多樣性是值得媒體追求，政策作為
立法參考的方向，因此它適合作為媒介的績效評估，而不只是單單以
市場行為視之。若欲以研究對傳播環境和政策做出貢獻，僅僅得知新
聞有發生改變是不足的，必須了解這樣的改變是否往更好的方向前
進，才是最終目的。事實上，Fu（2003）也認為傳播產業的SCP研究，
不是不能以多樣性作為測量媒體績效的指標，只要將多樣性視為媒體
差異化策略市場行為的結果，再進一步研究競爭的市場結構是否導致
差異化的行為，進而促成多樣的媒體表現，如此較符合經濟學原理。

Ⅲ. 媒介多樣性

多元化是傳播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被拿來評估大眾媒體表
現的一項標準和目標（Napoli, 1999: 7），許多學者都主張用多元化的原
則來評估媒體表現，例如鄭瑞城（1993：17）即指出，雖然其他文獻曾
論及如品質、文化認同、效率、公平、秩序等概念，但似乎不及多元
化概念來的重要，因為媒介一旦多元，其他問題或多或少可以淡化或
解決。McQuail（1986）也認為分析媒介表現的核心概念即為多元化，
透過評估媒介的結構或是內容的多樣性，可以評斷媒介對公共領域的
貢獻。
根據學者 Iosifides（1999: 153–154），媒介多元化是個很廣的概

念，包括的面向有：內容眾多（plurality of content）、近用不同觀點
（access to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提供許多選擇、地理的多樣性等。

Cuilenburg（1999: 189–197）則更簡潔的指出，多元的兩個面向就是反
映（reflection）和開放（openness），前者是指媒體內容以不偏不倚的方
式，反映社會的狀況；後者則是媒體給予社會上所有的人，一樣注意
和近用的機會。

多樣性應用到傳播領域相關研究上常有用詞分歧的狀況發生，若
研究焦點在於競爭因素是否提供閱聽人更多的選擇，對於diversity一詞
多以「多樣性」稱之，因此多樣性主要指稱的僅在媒介提供的內容部分
（陳一香，1999：3–4）。本研究因為僅探討報紙媒體在產品的供給面，
不觸及閱聽人近用媒介之議題，因此採用「多樣性」一詞。

CSJ14_book.indb			24 2010/10/25			11:02:06	AM



市場競爭與媒介表現之相關性研究

25

將產業組織理論和多樣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可以發現主要議題就
是市場集中度或是競爭的有無此種市場結構的問題，會不會影響到媒
介內容多樣性。Iosifides（1999: 157–158）整理出集中保護多樣性和集中
威脅多樣性兩種看法，前者認為媒體所有權集中，未必會威脅到提供
資訊的多樣性；集中可以確保出現在財政上有足夠力量的公司，保護
國內市場不被外國媒體掌控，此外，媒體集中也有可能保護編輯的自
主性。不過認為集中威脅多樣性的學者卻指出，事實是媒體的集中並
未帶來服務公共利益的媒體，集中使媒體更注重大眾（mass audience）
的需求，而消費者只能被動的接受。因此，許多媒介多樣性研究的核
心均在於：媒介增加是否確實增加了閱聽人對內容的選擇，而不僅僅
是同質內容媒介的重複。

二、報業競爭對報紙內容及外觀影響之實證研究

Ⅰ. 競爭影響報紙內容之研究

市場競爭與媒介內容的相關研究，最早即始於報業市場。早在
1948年，Bigman就提出競爭的兩家報紙，在內容上應不會有明顯差
異，因為報紙競爭的是同一群讀者，採訪新聞的方式也差不多，他的
研究證實了此一觀點。Willoughby（1955）將Washington兩家發行量相
當的報紙做比較，發現不僅在內容方面差異不大，就連版面特徵亦相
當雷同。Borstel（1956）探討報社所有權差異和競爭的有無對小型城市
報紙的影響，結果發現有競爭和沒競爭的情況下，報紙在內容上並無
差異，沒有競爭的報紙甚至有比較高的地方新聞比例。Nixon和 Jones

（1956）研究結果支持在人口少於40萬的城市中，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
報紙在新聞內容上並無顯著差異。Rarick和Hartman（1966）研究洛杉磯
Herald日報，發現強烈競爭時非廣告的新聞篇幅比例較高，會增加本地
新聞，以及即時報酬（immediate-reward，在該研究中意為可以帶給讀
者立即的經驗和樂趣的新聞，使讀者如獲得獎賞般）性質的新聞。

Weaver和Mullins（1975）探討1973年時美國23個有兩家競爭報紙
的城市，共46份報紙，仍舊發現發行量領先（leading）或落後的（trailing）
報紙在各種新聞種類分配上並沒有顯著的不同。Schwertzer和Gol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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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針對美國印第安那州Bloomington的報紙Daily Herald-Telephone

進行研究，結果也發現不同競爭強度時期之間的內容是很類似的，甚至
在競爭敵手停止發行後，該報肩負起只剩一家報紙的責任，在社論比例
上反而明顯上升。Trim、Gary和Yaraskavitch（1983）研究加拿大報紙對
地方政府的報導，發現在沒有競爭的時候，報紙新聞篇幅和對地方政府
事物的報導均較少，也較為依賴政府機構作為消息來源。Entman

（1985）針對91家報紙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獨佔和有面臨競爭的報紙，
只有在全國 /國際新聞的指標上才有差異，其他指標的差異均非常小。
Litman和Bridges（1986）以101份全國日報為樣本，發現競爭的報紙跟
非競爭的相比，會訂閱較多的通訊社服務和有較多的新聞線（lines  

of news）。
McCombs（1987）研究美國Cleveland報紙Plain Dealer，比較強烈競

爭跟競爭消失後的不同，發現在新聞的數目、報導方式、報導地區跟消
息來源，都沒有顯著差異。McCombs在1988年時再以加拿大Montreal

和Winnipeg兩地的報紙做為研究對象，發現這兩個地方在競爭的報紙
消失之後，新聞在各類目上改變的幅度都並不大，因此他認為新聞記者
的專業素養跟報社的要求，會造成新聞內容的同質化。不過，在收錄
McCombs這篇研究的同一本書中，Candussi和Winter（1988）針對加拿
大Winnipeg該地的Free Press作分析，結果發現該報在變成獨佔報紙之
後，的確全國和國際新聞的數量比例有下降，顯示獨佔帶來不好的影
響，不過也發現獨佔之後，Free Press地方新聞的比例微幅上升。

Lacy（1990）的研究則發現競爭的強度，跟報紙使用的通訊社服務
（wire service）有正相關。Wanta和 Johnson（1994）以美國聖路易市的報
紙為研究對象，探討競爭減弱到無競爭、無競爭又到競爭加強時的內
容變化，結果發現新聞的社會學理論和財政承諾理論都只能解釋一部
分研究結果。

Ⅱ. 國外針對競爭影響報紙外觀之研究

研究發現在看報紙時，看照片會比讀文本多，且有照片的文章閱
讀率會比沒有照片的文章高（Kenney & Lacy, 1987: 34）。Utt和
Pasternack（1984）研究發現，報紙編輯幾乎都一致同意報紙的外觀在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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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報紙市場中是一重要因素，Fitzgerald（1985）也發現有顏色和圖片
的報紙可以增加發行量和廣告收入，因此，在一競爭的報業市場中，
報紙外觀上應該會有所變化。
早期關於報紙版面及圖像使用的比較指標以照片、字體、版型等

為主，例如 Bigman（1948）發現兩家相互競爭的報紙在廣告、新聞、編
輯等空間的運用上相當類似；Willoughby（1955）研究發現互相競爭之
報紙在外觀、印刷上相似。Weaver和Mullins（1975）的研究發現，在發
行量上落後的報紙會採用較大的照片，他們認為是因為報紙外觀的差
異比較容易被讀者注意到。而前述Schwertzer 和Goldman（1975）的研
究，雖然整體結果是發現競爭對於報紙內容並無顯著影響，也發現在
強烈競爭時期Daily Herald-Telephone使用照片的比例上升。Utt和
Pasternack（1985）曾以美國10個主要城市中20份成對競爭的報紙為研
究樣本，比較這些報紙採用圖像元素的情形，結果發現彼此之間競爭
較激烈的報紙，在使用圖像元素的情況較為相似。Kenney和Lacy

（1987）的研究發現，報紙使用圖片和顏色的數量，會因為報紙在市場
中直接競爭的強度而增加。
相對於競爭與新聞內容不容易有一致性的結論，整體來說，關於

競爭狀況和現代式的版型設計、圖像元素使用的關連性研究大多支持
彼此有正相關的關係。

Ⅲ. 台灣相關研究

台灣由於幅員較為狹小，報業的生態相對較穩定，因此，關於競爭
和新聞表現的研究較國外為少。王石番（1972）研究發現《大華晚報》和
《民族晚報》在競爭時進行改版，競爭前後的版面和內容都發生轉變。
蘇蘅（1997）探討高雄市四家競爭報紙，《中國時報》、《聯合報》、《民眾
日報》及《台灣時報》的地方版，結果發現四報的新聞報導方式和新聞主
題有趨同現象。楊惠萍（1996）也以相同的四家日報做為研究對象，發
現不同所有權的報紙在競爭情況下，呈現的內容多樣化程度有差異。
而蘇蘅（1998）再以《中國時報》、《聯合報》、《更生日報》、《聯統日報》、
《台灣時報》和《民眾時報》的東部版作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六家報紙
在新聞的取捨上有明顯差異，在地報會在新聞主題上和全國報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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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怡、李秀珠（2006）分析1992到2003年間，《聯合報》、《中國
時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頭版新聞，發現有線電視和《蘋果日
報》的出現造成多樣性上升。白師瑜（2005）抽樣1998年三大報頭版，
和2003年《蘋果日報》進入台灣之後的頭版進行內容分析，結果發現競
爭和報紙內容多樣性呈現正面的關係。針對競爭對外觀的改變，周世
豐（2004）曾探討在《蘋果日報》創刊前後，國內三大報在頭版版面上的
圖像差異，其研究發現三大報早在《蘋果日報》出刊前，就已在版面上
放大照片、標題等，《蘋果日報》出刊後，《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照
片處理上已漸回復過去水準，但《自由時報》仍持續加大照片和標題。
Lee（2007）分析《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市場前後各一年的三大報頭版作
分析，分析結果發現，《蘋果日報》的競爭確實造成三大報內容的改
變，《蘋果日報》進來之後，三大報頭版的字體變大，新聞內容涵蓋較
多生活相關的新聞，然而多樣性並沒有增加。
總結以上的文獻檢閱可以發現，國外研究競爭對報紙內容是否改

變的結果是分歧的，許多的研究結果也並不支持SCP理論，只有在新
聞外觀的改變上，結果是較為一致的。而在國內針對報業的研究上，
SCP理論得到的支持就一致多了，李貞怡、李秀珠（2006）、白師瑜
（2005）和周世豐（2004）的研究，都可說是支持了SCP理論的觀點。

三、地方新聞

在地方新聞的定義上，國外學者Franklin和Murphy（1991: 60）認
為，地方新聞是「在當地發行的報紙上，所刊登以該區域為觀點的事
件」，意即他們認為，針對當地發生的新聞事件，以地方民眾的立場報
導的新聞，就是地方新聞。他們進一步的將地方新聞界定為兩個特
徵：其一是依新聞事件的發生地點，其次是從全國和國際性新聞是否
有地方角度來看。因為新聞並非真正事件的結果，而是新聞人員依照
產製過程和工作慣例，而突顯事件地方角度的結果。Morton和Warren

（1992: 1023–1025）則認為，從新聞題材的結構上來說，地方新聞至少
包括兩項主要因素，一為地理距離（geographic distance），一為地方化
（localization），前者指新聞機構會以新聞來源距離遠近來決定要不要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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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新聞，後者則是指新聞報導是否有地方角度。
在台灣，一談到地方新聞，很自然地會被認為是全國依早期新聞

界的習慣，或是吳滄海（1987）、陳世敏（1996）等人研究中的地方新聞
定義，都是將發生在台北市以外的新聞視為地方新聞。但事實上，「地
方」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的概念（蘇蘅，1996：
40），因此，現在一般研究者認為，是否為地方新聞必須視該事件重要
性與放置的版面而定，即所謂的「發生地主義」和「刊登版面主義」，而
非發生在台北市以外的新聞就是地方新聞。「發生地主義」指每條新聞
都有發生的地方，不可能憑空存在，例如台灣發生921大地震，雖是台
灣驚人的國際新聞，但它也是南投的地方新聞。而「刊登版面主義」，
則是就新聞的重要性考量，當一個新聞事件與全國人民沒有重大關
連，但是對當地民眾仍具價值，因此刊登在地方版上，就是地方新
聞，相反的，如果新聞在國際間都受到重視，就會成為國際新聞（王天
濱，2000：5–6）。

四、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採用產業組織理論中的SCP模式作為理論架構，探討台
灣地方新聞的多樣性與市場結構的相關性。根據文獻探討，市場競爭
與媒體多樣性的關係還沒有一致的結果，因此，本研究以研究問題的
方式來探討此一議題：
台灣不同結構的市場，對台灣三大報地方版新聞內容多樣性的影

響為何？

研究方法

一、變項的操作化

本研究在選擇比較台灣不同競爭強度的地理區域時，最理想的方
法是利用發行量選擇計算HHI指數或集中率指標，但由於目前報紙確
切的發行量均屬機密。因此，本研究先以賣方數量找出市場結構明顯
不同的地方，即為台南和花蓮。而市場大小一般也是被學者認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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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報紙資源的變項之一，例如Entman（1985: 158）即認為市場的大
小對能提供的資源有影響， Litman和Bridges（1986: 16）也曾指出人口
多的地區應該會有更多的新聞，對於多樣化新聞的需求也會更高，在
較大型地區運作的報紙，應該會投注更多的財政資源，因此除了競爭
家數不同的地區之外，其他地區本研究以市場大小區分之。
報紙的營運與規模經濟具高度相關性，具有起碼的規模經濟是報

紙能夠繼續生存的基本條件，因此，本研究以各縣市的人口數作為分
類的標準，將台灣分為四種規模經濟區，根據2008年度內政部統計各
縣市人口數資料，台灣各縣市人口差異頗大，分配不平均，唯一人口
數超過500萬人以上的是台北縣市，其人口數高達約640萬，且為台灣
的首善之區，本研究界定為「極高度規模經濟區」；次之是縣市人口數
約200萬至250萬人左右的縣市，有高雄縣市與台中縣市，本研究定義
為「高度規模經濟區」；依序下來則有人口數不到200萬人的縣市，包括
桃園縣、新竹縣市、彰化縣、台南縣市，本研究定義為「中度規模經濟
區」；最後，則是較為偏僻的小縣市，其人口數都是100萬以下的規
模，本研究定義為「低度規模經濟區」，包括宜蘭縣、苗栗縣、南投
縣、雲林縣、屏東縣、台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嘉義縣市。
除了台北縣市，其他地區縣市三大報有獨立分版的只有台中、台南

和高雄， 考量到競爭的測量中也有賣家的觀點（Lacy & Vermeer, 

1995），對於三大報社來說，這些地方也都可能是競爭較強烈地區，才
需要縣市區隔分版，且台南縣市的市場競爭家數與其他地區不同，因此
本研究決定將這三個地方都作為研究範圍。除了台南之外，台灣目前
另一個市場中有第四家報紙的就是花蓮地區，與花蓮一樣屬低度規模經
濟區，但市場競爭家數不同的地方，則選擇南投。在納入這些地方之
後，本研究在台灣目前三大報20個地方分版中，涵蓋了10個地區。

二、內容分析

Ⅰ. 抽樣設計

在分析範圍上，《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是目前台灣發行量最大，也是較具影響力的報紙，而由於《蘋果日報》

CSJ14_book.indb			30 2010/10/25			11:02:07	AM



市場競爭與媒介表現之相關性研究

31

將自身定義為都會報紙，並沒有刊登地方版，因此蘋果日報並不在本
研究的範圍之中。在抽樣日期方面，《中國時報》在2007年的8月21日
改版，改版之前《中國時報》每天報紙只有一個版面有不同的地方版內
容，在改版之後才跟其他兩報一樣，每天有兩個版面是地方版，因
此，本研究決定從2007年的8月21日開始抽樣，八月抽樣該月的最後
一個星期之後，再由9月和10月各隨機抽出一個星期，因此抽樣的日
期分別是8月21日到25日、9月11日到15日、10月23日到27日。必
須一提的是，9月13日《自由時報》並沒有刊登台北版，因此當天台北
地方版的內容從缺。
此外，三大報均是在每個星期的星期二到星期六才會依照不同行

政區，有獨立的地方版，星期一和星期日刊登的則依每家報紙不同，
為區域性的地方分版，例如《聯合報》刊登的是北基、桃竹苗宜花、中
部雲嘉、南部等四種版本。因此，本研究將抽樣星期二到星期六，不
抽樣星期一和星期日。

Ⅱ. 類目建構

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是「每一則新聞」，以署名（byline）做為計算依
據，而有例如「本報訊」或「台北訊」者，也算一則新聞。
（一）分析類目：由文獻回顧，本研究已歸納出過去研究常觀察之

多樣性指標，包括新聞版面面積（newshole）、報導方式、新聞主題、新
聞涵蓋的地理範圍、消息來源、新聞外觀等六項。由於三報每天的地
方版整體版面面積幾乎均是固定的；而新聞涵蓋的地理範圍在國外研
究中是指國際、全國、州以及地方的新聞比例，本研究的對象均是地
方新聞，如果以新聞發生地作為編碼依據，可能會受到某些鄉鎮由於
是市政中心，本來發生新聞次數就會比較頻繁的偏差所影響，因此新
聞的版面面積和涵蓋的地理範圍並不適合作為本研究的編碼類目。
此外，本研究類目的建構也一併參考蘇蘅（1997、1998）、楊蕙萍

（1996）、Beam（2003）、李貞怡及李秀珠（2006）研究的編碼類目，這五
個研究都是針對報紙所進行，前兩者均是以地方報紙或全國性報紙的
地方版做為研究對象，由以上歸納出編碼的五個類目：

1、新聞搭配照片比例：根據文獻回顧指出，報紙在競爭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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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強外觀的吸引力，由於目前報紙編輯方式相差不大，因此本研究
以測量新聞搭配照片的比例做為比較基準。

2、報導類型 /方式：本研究根據參考的研究，還有三報地方版實
際的狀況，將報導方式分為八種，包括：（1）一般新聞（2）特寫 /專訪 /

調查報導（3）專欄 /時事評論（4）圖文（以照片為主、文字為輔的組合，
圖說本身獨立，且字數通常在一百字以內，並沒有搭配其他新聞）（5）
圖像、資訊圖表（6）專題 /調查報導（7）讀者投書 /諮詢（8）其他。

3、新聞主題：分為16個類目，包括：（1）政府與政治新聞（2）社
會 /災禍新聞（3）財經、金融、產業新聞（4）消費生活旅遊新聞（5）醫藥
衛生（6）教育行政（7）人情趣味（8）體育新聞（9）文化建設 /民俗 /藝文
（10）環保 /能源 /自然資源（11）勞工農漁牧礦林新聞（12）服務新聞（13）
國防軍事新聞（14）交通新聞（15）科技新聞（16）其他。

4、主要消息來源：主要消息來源的判斷方法是在新聞篇幅佔最多
者，若無法判斷或沒有顯著差異，則以最早出現者作為主要消息來
源，且在新聞中有出現「說、表示、認為、指出」的對象。分為17項：
（1）中央政府機構、官員（2）立法委員（3）縣市政府機構、官員（4）縣市
政府民意代表（5）直轄市政府、官員 /民意代表（6）其他各級政府、官
員 /民意代表 （7）司法警察機構（包括各級法院 /法官 /警察 /軍人）（8）
政黨、政治人物（9）私營工商企業團體、企業人士（10）民間團體 /人士
（財團法人、基金會等）（11）勞工團體 /人士（工會 /農漁會、漁民 /農民
等）（12）教育機構（包括教授、老師、學生等）（13）名人（14）一般民眾
（15）醫師、律師（16）沒有消息來源（17）其他。

5、消息來源數目：指一則新聞裏有幾個消息來源，並計算一則新
聞中平均有幾個消息來源，藉以檢測不同報業結構是否會影響新聞引
用消息來源的多寡。

Ⅲ. 信度檢驗

本研究在進行正式樣本的內容分析前，共實施兩次前測。第一次
前測是研究者和編碼員依照初步的類目，檢測是否能夠妥切的編碼，
並針對定義不佳的類目進行修正。第二次前測則正式實施編碼員訓
練，並隨機抽取2007年9月6號的報紙進行編碼練習。在確定所有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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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均可編碼，以及類目確立之後，依照Wimmer和Dominick（2002）的
建議，抽取10%的樣本，即527則新聞，進行編碼員間的信度檢驗。
在新聞外觀上有完全一致的相互同意度，因此，pi值達到1，而在報導
方式、新聞主題、主要消息來源、消息來源個數（藉以計算每則新聞消
息來源比例） 上，pi值分別為0.9、0.875、0.93、0.92（Wimmer & 

Dominick, 2005）。

Ⅳ.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尚利用Simpson’s D公式（詳細計算方式詳見附錄）來計算各
類目的多樣性。目前計算多樣性的公式很多，McDonald和Dimmick

（2003）曾以美國1927至1956年電視台黃金時段的節目作為分析基礎，
比較12種多樣性公式的優劣，結果發現不管利用哪一個公式都得到相
似的結果，且這些公式之間的相關性也很高，Simpson’s D為其研究中
推薦的兩個公式其中之一，其好處是能把許多的百分比數值化成單一
數字以便比較。

研究發現

一、新聞搭配照片的比例

結果發現，中度規模經濟地區是搭配照片比率最高的地區，有
58.3%比例的新聞搭配一張或一張以上的照片，比例最低的是極高度地
區，只有39.6%的新聞有一張以上的照片。

表一：不同地區新聞搭配照片的百分比  

新聞有一張照片以上的比例

極高度規模經濟區 39.6%

高度規模經濟區 48.8%

中度規模經濟區（台南縣市） 58.3%

低度規模經濟區（花蓮） 56.5%

低度規模經濟區（南投）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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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導方式

表二：不同地區報導方式之分佈比例

 
極高度規模
經濟區

高度規模 

經濟區

中度規模
經濟區
（台南）

低度規模 

經濟區 

（花蓮）

低度規模 

經濟區 

（南投）

一般新聞 87.5% 86.3% 78.1% 85.6% 85.9%

特寫 /專訪 0.2% 0.1% 0.6% 0.2% 0.4%

專欄 /時事評論 2.5% 2.0% 2.6% 1.6% 1.7%

專題 /調查報導 0.4% 0.2% 1.2% 0% 1%

圖文 7.8% 8.7% 14.3% 10.7% 8.1%

圖像、資訊圖表 1.1% 0.8% 0.5% 0% 1.4%

讀者投書 /諮詢 0.6% 1.8% 2.7% 1.9% 1.5%

五種地區的報導方式都是以「一般新聞」為最多，但比例以極高度
規模經濟地區為最高，中度地區較低，比例第二高的是「圖文」，再次
之的是「專欄 /時事評論」，比例第四高的是「讀者投書 /諮詢」，其餘
「專題 /調查報導」的報導方式在中度規模經濟區有1.2%，「圖像、資訊
圖表」的報導方式在極高度規模經濟區有1.1%，剩下的報導方式均不
到1%。
報導方式經過Simpson’s D值計算之後，發現其中多樣性最高的是

中度規模經濟區，最低的是極高度規模經濟地區。

圖一：五個地區報導方式之Simpson’s D值

報導方式之Simpson’s D值

0

0.1

0.2

0.3

0.4

數列1 0.227 0.247 0.37 0.255 0.255

極高度規模
經濟地區

高度規模
經濟地區

中度規模經濟地區
（台南）

低度規模經濟地區
（花蓮）

低度規模經濟地區
（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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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主題

五個地區的新聞主題均以「政府 /政治新聞」、「社會 /災禍新聞」最
多，此外，極高度規模經濟地區在這兩個新聞主題上，明顯比起其他
地區更集中，尤其是在「社會 /災禍新聞」的主題上。地方版第三大的主
題則是「人情趣味新聞」，排名第四、第五、第六名主題的則是「文化建
設 /民俗 /藝文」、「教育新聞」和「消費生活 /旅遊觀光新聞」。

新聞主題的多樣性，經過計算後發現，仍以中度規模經濟區最為
多樣，低度地區比高度地區略高一些，排名第二，極高度規模經濟區
的台北縣市，地方版內容主題是最不多樣的。

表三：不同地區新聞主題之分佈比例

極高度規
模經濟區

高度規模 

經濟區

中度規模 

經濟區
（台南）

低度規模 

經濟區 

（花蓮）

低度規模 

經濟區 

（南投）

政府 /政治新聞 23.3% 20.6% 19.4% 16.3% 20.3%

社會 /災禍新聞 26.9% 21.1% 14.3% 14.2% 16.1%

財經、金融、產業新聞 1.6% 3.3% 2.8% 1.25 1.7%

消費生活 /旅遊觀光新聞 6.0% 6.4% 7.7% 9.3% 8.9%

醫藥衛生 4.9% 3.9% 6.0% 2.6% 4.4%

教育 8.1% 8.4% 9.9% 8.1% 6.6%

人情趣味 8.1% 18.4% 18.8% 20.9% 25.0%

體育新聞 1.0% 3.6% 3.2% 3.0% 1.7%

文化建設 /民俗 /藝文 11.8% 6.9% 10.1% 8.6% 6.6%

環保 /能源 /自然資源 1.0% 1.6% 1.9% 2.1% 1.4%

勞工 /農漁牧礦林新聞 0.8% 3.1% 3.9% 10.0% 4.8%

服務新聞 3.5% 0.9% 1.0% 0.5% 0%

國防軍事新聞 0.3% 0% 0.4% 0.7% 0%

交通新聞 2.4% 0.9% 0.4% 2.1% 1.5%

科技新聞 0.2% 0% 0.4% 0% 0%

其他 0.2% 1.0% 0.3%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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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不同地區新聞主題之Simpson’s D值

新聞主題之Simpson’s D值

0.81
0.82
0.83
0.84
0.85
0.86
0.87
0.88

數列1 0.837 0.858 0.873 0.859 0.848

極高度規模
 經濟地區

高度規模
經濟地區

中度規模經濟地區
（台南）

低度規模經濟地區
（花蓮）

低度規模經濟地區
（南投）

表四：不同地區消息來源之分佈比例

極高度規
模經濟區

高度規模 

經濟地區

中度規模 

經濟區
（台南）

低度規模 

經濟區 

（花蓮）

低度規模 

經濟區 

（南投）

中央政府機構、官員 1.3% 3.1% 3.9% 6.5% 6.6%

立法委員 0.5% 0.3% 0.8% 2.3% 0.2%

該縣市政府機構、官員 25.8% 19.7% 17.4% 18.4% 19.7%

該縣市政府民意代表 7.9% 3.9% 4.4% 2.3% 5.4%

司法警察機構 7.2% 6.2% 4.5% 6.0% 8.5%

政黨、政治人物 0.4% 2.1% 1.9% 0.7% 0.2%

私營工商企業團體、商
家 /人士

5.8% 5.5% 5.6% 7.7% 7.0%

民間團體 /人士 4.6% 7.7% 8.8% 10.9% 8.3%

勞工團體 /人士 0.5% 2.1% 3.6% 7.9% 2.5%

教育機構 4.8% 7.5% 9.8% 7.0% 10.1%

名人 0.2% 0.4% 0.2% 0.2% 0.2%

一般民眾 9.1% 14.5% 13.0% 10.2% 12.2%

沒有消息來源 29.4% 23.4% 24.0% 17.7% 16.4%

醫師、律師 1.8% 2.4% 2.1% 1.6% 1.7%

其他各級政府、官員 /

民意代表

0.6% 0.5% 3.9% 0.2% 0.2%

專家、研究人員 0.1% 0.3% 0.8% 0.2% 0.2%

其他 0.1% 0.3% 0.2% 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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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消息來源

三報的地方版有相當高比例的新聞，都沒有明確的新聞消息來
源，其中尤以極高度規模經濟地區的台北縣市地方版的比例最高。若
排除沒有消息來源的新聞，「該縣市政府機構 /官員」，則可說是三報地
方版排名第一的消息來源，排名第二的則是「一般民眾」，「教育機構、
學校」的消息來源比率為第三。
在消息來源的多樣性上，以低度規模經濟地區的花蓮Simpson’s D

值為最高，也就是花蓮地區地方版新聞消息來源是最多樣的，極高度
地區的消息來源是最不多樣的。

圖三：不同地區消息來源之Simpson’s D值

 
消息來源之Simpson’s D值

0.75

0.8

0.85

0.9

數列1 0.819 0.863 0.866 0.886 0.882

極高度規模
經濟地區

高度規模
經濟地區

中度規模經濟地區
（台南）

低度規模經濟地區
（花蓮）

低度規模經濟地區
（南投）

五、每則新聞有二個消息來源以上的比例

一則新聞若有二個以上的消息來源，較易做到對新聞事件正反面
意見的陳述，對議題的多樣性會有幫助。此數值最高的是低度規模經
濟地區，最低的是極高度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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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不同地區一則新聞有二個消息來源以上之比例  

一則新聞有2個消息來源以上的比例

極高度規模經濟地區 31.3%

高度規模經濟區 32.8%

中度規模經濟區（台南） 31.8%

低度規模經濟區（花蓮） 31.9%

低度規模經濟區（南投） 33.7%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SCP的理論探討報業的地方新聞市場結構對內容多樣
性的影響，選擇台灣六個報業市場，包括台北縣市、台中縣市、高雄
縣市、台南縣市、花蓮縣及南投縣，作為分析對象。本研究以三個指
標來分析地方新聞的多樣性，這三個指標分別是報導方式、新聞主
題、消息來源。而市場結構則是依據SCP的觀點以競爭者數目作為市
場結構的差異，因而在這六個報業市場中，僅有花蓮縣及台南縣市有
四家報紙，其餘四個報業市場都只有三個報紙（即台灣三家主要的報
紙）。此外，除了競爭者數目之外，本研究也依據Picard（2002）的觀點
將人口數列為市場競爭大小的指標之一，將這六個報業市場分為極高
度規模經濟區、高度規模經濟區、中度規模經濟區、低度規模經濟區
等四種不同的報業市場。

本研究發現在六個報業市場中報導方式的多樣性，以中度規模經
濟地區為最高，其次為低度規模經濟地區，接下來為高度規模經濟地
區，多樣性最低的則為極高度規模經濟地區，換言之，本研究發現台
南縣市及花蓮地區為報導方式多樣性最高的兩個地區。就新聞主題的
多樣性而言，其發現類似報導方式的發現，本研究也是發現中度規模
經濟地區的新聞主題多樣性最高，接下來為低度規模經濟地區（花蓮）
及高度規模經濟地區，多樣性最差的仍然是極高度規模經濟地區。最
後一個指標為消息來源的多樣性，本研究發現兩個低度規模經濟區其
消息來源的多樣性最高，接下來為中度規模經濟地區，多樣性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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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極高度規模經濟地區，詳細的資料請看圖一至圖三。整體而言，
這些發現與SCP理論的觀點相符，SCP的觀點以為市場結構、市場行
為及市場表現彼此會相互影響，雖然有些學者以為市場行為的影響力
更大，但是部分學者還是認為市場結構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而
SCP的實證研究也發現雖然構成市場結構的因素有不少，但其中最重
要的因素為競爭者的數目（Wirth & Bloch, 1995; Yang, 2000），本研究
發現在這六個報業市場中，只有台南縣市及花蓮縣報業競爭者的數目
為四個，其他四個報業市場其競爭者都只有三個，本研究也發現這兩
個地區，台南縣市及花蓮縣，在這三個多樣性指標上，都是表現比較
好的。因而，本研究與SCP的實證研究相符，發現競爭者數目確實扮
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以競爭者數目來定義市場結構，確實能夠
預測出市場表現。此外，本研究也依Picard（2002）的觀點將市場人口
數列為市場指標之一，Picard（2002）認為市場中的經營者數目，是決定
競爭強度大小的主要因素，而其他如人口、競爭對手數目、廣告商數
目，以及市場領導者所擁有的市場力量，都是相當重要關鍵的影響因
素。然而，在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人口數並沒有辦法影響地方新
聞的多樣性，從圖一至圖三的資料可以發現，極高度規模經濟地區及
高度規模經濟地區，其三個地方新聞的多樣性指標都低於中度、低度
規模經濟地區。
此外，本研究在所有的多樣性指標中都發現，極高度規模經濟地

區（即台北縣市）其多樣性都是最低的，台北縣市為台灣的首善之區，
人口也是台灣所有地區中最多的，其各樣媒體相當的蓬勃發展，因而
本研究發現其在報紙地方新聞的多樣性指標上，竟然都是最低的，最
可能的原因是發生在台北的新聞很容易就會登上全國版面，地方版反
而受到忽視，因此，造成台北縣市新聞照片比例較低，新聞同質性也
較高的狀況。事實上過去台灣的媒體一直被批評重北輕南，而媒體的
分佈也是集中在大台北地區，因而發生在大台北地區的任何新聞可能
都是全國新聞（蘇蘅，1996b；顏章聖，2003）。這樣的可能性可以從本
研究的研究結果部分證實，本研究發現台北縣市的地方新聞集中在某
幾個類別上，而其他縣市的地方新聞其類別分佈的比較平均，因為其
他縣市的地方新聞都比較不可能成為全國新聞，而台北縣市在某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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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上很容易就上全國版新聞，舉例而言，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台北縣
市的地方版，除了報導方式為「一般新聞」的比例最多、新聞主題在「社
會 /災禍」主題的比例比其他四地更為偏重之外，消息來源也更加倚賴
「該縣市的政府機構、官員」，沒有明確消息來源的新聞比例最高。台
北縣市地方版的新聞主題分佈比例，跟其他地區的新聞主題分佈相差
頗大，「政府 /政治新聞」和「社會 /災禍新聞」都明顯較多，而人情趣味
新聞則顯著較少，而其他四個地區，在各個新聞主題上的比例分佈是
較為類似 的。
本研究的限制之一，在於無法得知每個地區確切的報紙發行量，因

此無法進行市場集中度或HHI的計算，只能以競爭家數作為市場結構
的觀察變項。由於一般在統計學上，尺度（ratio）會比區間（interval）變
項來的更為精準，若能計算市場集中度或HHI數值，則可更精確的抓
出市場競爭強度和內容多樣性表現之間的關係。雖然Lacy和Vermeer

（1995）已證明，競爭的有無、報紙的競爭家數、HHI、CI等四種計算競
爭的方法之間有關聯性存在，然而他們也提出，所有對於競爭的測量，
都不是可以互相交換的。因此，建議三大報應盡快透明化發行量數
字，必能藉由產學之間的交流，帶給報社實務界更多的學術報告和經營
建議。而本研究限於人力、物力，對於三報目前20個地方分版只能選
擇10個地方，在時間上也只能隨機抽樣三個禮拜，無法進行更長期的
觀察，此為研究限制之二，建議未來也對地方新聞多樣性有興趣的研究
者，可以更長期的觀察地方新聞之表現，以補本研究不足之處。

附錄

Simpson’s D數值詳細的計算方法為，假設有5個類目，每一個類
目都具有20％的百分比，那麼Simpson’s D＝1–﹝（0.2）²＋（0.2）²＋
（0.2）²＋（0.2）²＋（0.2）²﹞＝0.8，又假設這5個分類中有某一分類佔有
100％的極端比例，其他類目的比例皆為0，那麼Simpson’s D＝1–

﹝（1）²＋（0）²＋（0）²＋（0）²＋（0）²﹞＝0。因此Simpson’s D的計算，
最後會產生一個正向、介於0到1之間的數值，假若得到的值為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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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完全沒有多樣性，可能某一分類出現了極端比例的情況；數值越
趨近於1，則多樣性數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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