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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當代的社會強調液態（liquid）、流動（flow）與速度的特質

出發，結合量化和質化多元方法探究數位環境下的台灣記者工作狀況

及其影響。量化方面，本研究成功訪問1,099位樣本發現，超過九成的

記者在數位環境中最大的工作改變為，在工作中必須經常使用通訊軟

體（LINE）溝通聯絡，且處於隨時收發訊息的情境中。進一步深度訪談

14位記者發現：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使得記者的工作加重且加速，

因速度優先而形成的工作常規：即時發稿、隨時使用通訊軟體工作、

即時在社群媒體直播，使得他們過著3L（Latest、LINE、Live）生活。

本研究也發現：即採即發、一心多用、公私不分、永不關機成為記者

3L人生的寫照。影響所及，競逐速度帶來對於速度的價值至上，形成

了新的趕工儀式，新聞的定義與價值愈來愈模糊，邊界難定；記者在

速度與新聞品質間仍難找到合適的工作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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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3L Life of Taiwanese Journalists: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Impact in Digital Age

Huei-Ling LIU

Abstract

Building upon the properties emphasized by the society—liquid, flow, and 

spee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impact of Taiwan 

journalist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b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On the quantitative aspect, the study has collected 1,099 valid samples, over 

90% of interviewed journalists indicated the greatest change in their job is the 

usage of LINE, a new messaging app, they have been heavily relying on LINE 

to communicate, post and receive messages anytime and anywhere. This study 

also found out from 14 in-depth interviews that digital convergence has 

increased reporters’ workload. As a result, speed-first has formed new work 

routines—real-time reporting, using LINE for work anytime and reporting by 

live streaming on social media, which make them live in a so-called 3L (Latest, 

LINE, Live) life. The study also discovers immediate covering and reporting, 

multitasking, blurred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personal life, never offline 

have become a real picture of 3L life of journalists. As a result, speed race on 

news production has shaped a new work ritual and also blurs the definition, 

values and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ts are now struggling to find a 

balanced pace between speed and new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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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6年9月27日全球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在臉書

（Facebook）上直播，民眾不需要守在電視機前，在社群媒體上可即時

看到候選人的攻防，紐約時報甚至在網站上提供即時事實查證（fact 

check）機制，使觀眾可以立刻藉此查驗候選人發言的真偽。1
 2016年5

月10晚上九點，台灣各家媒體利用Facebook現場直播（live streaming）

法務部死刑犯鄭捷執行槍決後記者會。鄭捷於2014年5月21日在台北

市捷運車箱內，持刀隨機殺人，釀成4死22傷慘劇，引起社會震撼，

此次執行死刑亦是台灣民眾關注的大事。媒體利用社群平台如Facebook

新設的直播功能播送畫面已非新鮮事，不論是電視或網路、平面媒

體，在重要事件現場，記者透過手機都可以藉這種簡單的直播方式傳

送最新畫面，立即呈現在消費者眼前。每遇重大事件直播時，透過社

群媒體平台觀看和討論的人數十分熱烈，這也成了數位行動時代媒體

傳送訊息的新模式。

另一個場景是，在台灣許多記者會的場合，可以看到記者們忙著

埋頭寫稿，利用即時通訊軟體LINE將100字左右的精華訊息傳送回媒

體組織，立即發布在各種數位平台上。這就是台灣新聞界目前經常使

用的「即時新聞」。不但如此，記者在採訪的過程中，也必須經常透過
LINE和長官報告新聞內容、接受長官指派的任務。

這種採訪環境已和過去大不相同，不但凸顯了社群媒體對新聞傳

布的重要性，也意味著在數位時代，新媒體工具推陳出新後不斷地被

納入新聞實務作業已是趨勢（Hedman & Djerf-Pierre, 2013; Lee, 2015; 

Newman, 2009）。數位匯流改變了新聞的地景，它帶來了速度感加快，

也帶來了記者多工的實質改變（Dwyer, 2010; Spyridou & Veglis, 2016）；

媒體組織不斷進行新的嘗試，企圖找出新聞的新藍海，影響所及則是

記者的工作樣態改變了，這些改變有哪些？又意味著甚麼？

數位匯流已經不是新名詞，而是新聞業正在經歷的產業轉型與專

業調適過程。自2000年起，不少研究從組織、新媒體、消費文化及專

業倫理等不同面向切入，關切科技對新聞業造成的影響（Deuz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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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dale, Siger, Tully, & Harmsen, 2015; Hermida, 2010; Willnat & Weaver, 

2016）。近年來，行動通訊與社群媒體興起所帶動的新型態數位環境，

更將互動、對話與使用者參與文化帶入，此時，專業邊界模糊似乎正

是新聞記者面對的重要挑戰（Lewis, 2012; Gulyas, 2013）。新聞界和學

術界面對這種環境快速變遷，不免有許多憂心。從大的社會結構來

看，當代社會的特色即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Harvey, 

1989）， 生活步調快速， 即時性的速度文化成為社會節奏的脈絡

（Tomlinson, 2007）；亦有學者指稱我們正處在流動多變又重視速度感的

液態生活（liquid life）中（Bauman, 2005），媒體作為社會機構的一員，

無法自外於此文化脈絡，那麼，從社會脈絡出發來觀看數位匯流的新

聞工作面貌，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視野與發現？ 

過去的研究大半以量化或質性訪談單一方法來探討數位環境下的

新聞工作改變及其影響，本研究企圖以質量兼具的多元方法，並從較

宏觀的社會脈絡重新思考此現象之意義。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

以大規模的量化調查了解數位時代記者的工作狀況，其二則是在當代

社會強調液態、流動與速度等特質的脈絡下，以質性訪談深入探討這

些工作狀況的改變對記者的每日新聞實踐有何影響？ 

文獻探討

數位行動與新聞消費變遷

I. 液態現代性與液態新聞學

在行動通訊主導傳播的時代，社會學家Bauman（2000）提出的「液

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近年來被不少學者提及。Bauman（2005）

認為流動（fluidity）的液態（liquid）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質，他指出，當

代社會處於成員行動快速變遷，使其慣習（habitus）與常規（routine）都來

不及形塑，這種生活液態性（liquidity of life）即是液態現代社會的特質，

無法維持固定形狀與樣態，亦無法持久。Bauman（2000）以「固定（體）

的」（solid）來指稱現代性，相對應的則是「液態現代性」，並以流動、液

態作為其重要隱喻。他認為，過去在現代性社會中所形塑的生活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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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概念並不重要；但在這個流動的液態現代性社會中，卻無法忽視

時間的重要性，因為「流動」可以輕易移動，不易停止；可以輕易溶接、

鑽進或浸透。流出（flow）、湧流（spill）、濺出（splash）都是其形容詞，

它具有輕便（lightness）的特性，可以快速移動、輕易變化（Bauman, 

2000, p. 2）。因此，社會生活更重視「短期」、「瞬時」（instantaneity），「速

度即權力」成為重要特徵（華婉伶、臧國仁，2011）。保持機動、隨時可

用、具備彈性、隨時準備出發則是液態生活的要素（楊淑嬌譯，2004）。

於此，液態與固態最大的區別在於連結鬆散與薄弱（Bauman，2000），

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流動不定、公私交錯（黃厚銘、曹家榮，2015）。
Bauman的概念受到新聞界的關注，Deuze（2008）即以此概念提出

液態新聞學（liquid journalism），來重新思考當代社會中新聞的角色。

他認為當代社會不穩定、易變、難以預期的特質，已經決定並且界定

了人們、媒體與社會互動的方式，這也決定了人們如何消費新聞。媒

體既是社會機構，則必須把社會文化脈絡納入，在數位文化中，當消

費者也成為新聞生產者之際，新聞工作者對角色的認同、新聞專業的

衝突都必須從新的視野來重新思考。Saltzis（2012）研究英國六家主要

媒體新聞網站對突發新聞（breaking news）的即時更新情形，他認為在

網路時代必須重新思考新聞已不是固定的整體（fixed entity），經由此種

不斷更新的循環，所謂的新聞已很少真正結束（finished），而是持續進

行式。

II. 新聞無所不在

這種資訊不斷被傳散與再製的循環，亦正是新聞資訊消費環境的

急遽變遷。在社群媒體已成為傳播主流的匯流時代，人們獲取資訊的

來源已逐漸從主流媒體的實體或網站轉移到社群媒體平台，他們不但

收看這些資訊也參與討論與分享（Hermida, Fletcher, Korell, & Longan, 

2012）。以美國為例，2016年有超過六成的成年人從社群媒體中獲得新

聞訊息（Gottfried & Shearer, 2016）；根據台灣資策會（2016）的調查也顯

示，2016年多數消費者在個人電腦上的許多行為已轉移到手機上，其

中有七成的受訪者利用手機看新聞與氣象資訊，這形成了有別於過往

的新聞消費型態，對新聞產製端的挑戰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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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提供源源不絕、隨時更新即時資訊的數位環境，Hermida

（2010）認為它提供了輕薄且永遠開機（always-on）系統，使大眾處於新

聞與事件永遠在其四周、隨時隨處可得的知曉系統（awareness system）

中，此系統由專業新聞人與非專業的閱聽大眾互動與協作而成，提供

不同的資訊收集、傳散、分享與展示，也提供新聞媒體與一般民眾不

同程度的參與平台，創造了使用者有多重企圖、多重角色的生態系

統。Hermida稱之為「新聞無所不在」（ambient journalism）2。在此環境

下，傳統的主流媒體必須更仰賴社群平台，或傳散新聞、或蒐集網民

發布的資訊作為新聞素材；Twitter、Facebook等社群媒體宛如新聞過濾

器般，不斷地以公開或個人的途徑為閱聽大眾過濾、推送新聞（Pentina 

& Tarafdar, 2014），閱聽大眾也可以透過它來發布消息、分享資訊。

因此，數位匯流的新聞產製乃處於一種不斷隨著科技變動的環

境，新聞常規更具液態的流動特質，速度似乎也較過去更為重要，其

影響更值得關注。

數位匯流中的新聞產製

因應數位行動與匯流，數位優先（digital-first）（Ekdale, Siger, Tully, & 

Harmsen, 2015）已主導了新聞產製邏輯。首先，匯流新聞室（convergence 

newsroom）的成立或形成跨媒體（cross-media）工作，相關的研究與討論

近幾年十分多（Dupagne & Garrison, 2006; García Avilés, Meier, Kaltenbrunner,  

Carvajal, & Kraus, 2009; Smith, Tanner, & Duhe, 2007）。例如，美國有些

區域將集團所屬的報紙、廣告與電視媒體合署辦公，彼此分享資源、

共同討論企劃新聞走向；但有些媒體的匯流卻是以自身的媒體屬性 

進行新聞室內工作的匯流與整合，例如，美國FOX新聞在2013年 

10月 3、BBC在2013年3月也重新更張其新聞室與攝影棚 4，強調匯流

功能及多平台使用的特性，新聞人與科技人攜手合作推出數據與視覺

式的新聞呈現亦是新的產製方式（The New York Times, 2017）。這些對

每日新聞生產運作邏輯與新聞室工作文化亦產生影響，首先，在編輯

台的生產運作，從過去單一平台的思考必須轉向多平台的考量；其

次，在組織經營策略上，除了生產新聞內容之外，還要經營網站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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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媒體；甚或跨媒體合作也成了必然趨勢；最大的改變則是擁抱社群

成為新聞室的新政策（Newman, 2016）。

從內容來看，使用社群媒體或網民自製內容已形成產製常規（劉蕙

苓，2014；Lee, 2015; Paulussen & Harder, 2014）消費者對於近用媒體的

需求增加，主流媒體亦相繼成立專責部分或網頁鼓勵民眾上傳影片（如
CNN的 iReport），這些網友透過不同平台提供的內容也會被主流媒體選

用成為新聞素材的一部分（林照真，2013；劉蕙苓，2013；Lee, 2012; 

Wardle & Willams, 2010）。

由於速度成為數位匯流的特色，媒體更重視以最快的速度透過 

社群平台或行動載具將內容傳散。例如，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以直播部落格（live blogging）方式，在其網站平台上以多媒體形式即時

報導、且不斷更新資訊、加入專家評論，並接受網友回應與評論

（Thurman & Walters, 2013）。即時新聞成了新聞室的另一個新常規。國

外媒體對即時新聞有不同的稱呼，breaking news最為常見，如CNN；

也有媒體稱其為 latest news或 real time news。王毓莉（2016）認為breaking 

news較常指涉突發新聞，real time news的字意較接近中文的「即時」概

念，指的是正在發生的事，或平面媒體截稿後發生的新聞事件報導。

台灣的即時新聞源自2013年，至2014年太陽花學運時，因應社會大眾

對於學運資訊的焦慮，各媒體開始大量採用此種即時更新資訊的報導

方式，有些報社甚至視其為記者的「關鍵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簡稱KPI。

面對環境快速變化，誠如Bauman（2005）所言，常規不斷調整、甚

至來不及形塑，新聞記者的工作狀況與樣態如何？面對的專業挑戰如

何因應？都值得關切。

數位環境中的新聞記者

匯流不只是媒體經營的轉變，在新聞記者工作上也產生不小的變

化。較大的改變是講求「多技能」一人多工的情形愈來愈來普遍，尤其

是在重視影音圖像的數位環境中更為明顯。平面記者常被要求除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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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寫文稿外，也要懂得拍照、錄影與剪輯、甚至進行其他網路多媒 

體的報導（Pavlik, 2001; Dwyer, 2010），現在也要進行現場直播（Lee, 

2015）。因此不但在採訪時就得思考如何供給不同性質的媒體平台，也

要了解與不同媒體消費者溝通的差異。

多變與不穩定的環境，使新的產製策略形成快速且易變，記者新

的工作任務也愈來愈複雜。除了一人多工之外，隨著行動通訊的普遍

而衍生的新策略，如經營社群媒體與消費者溝通、使用社群通訊軟體

等，都影響新聞工作者的日常實務運作（Ekdale, Siger, Tully, & Harmsen, 

2015; Tandoc & Vos, 2016）。

看起來是採訪變得多元了，新聞工作者也可藉此學會多種技術，

但Spyridou和Veglis（2016）卻形容這些新任務無疑想讓記者成為「新聞

超人」（super journalists），未能重視其勞動情形與工作負荷。相關的研

究中也顯示，記者認為追求數位優先使工作量變重了、甚而要多做許

多額外的工作，令他們無所適從（Reinardy & Bacon, 2014），而且對於

不同媒體特性的掌握與適應仍有困難。但到底那些工作負荷量變重

了？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尤其令人憂慮的是，在數位優先、社

群媒體至上的工作文化中，記者都面臨Parkes和Thrift（1980）所謂的

「時間飢荒」（time famine；轉引自Reinardy & Bacon, 2014）的壓力，在

有限的時間裡要完成太多的工作，新聞工作品質並沒有提升反而下降

（Smith, Tanner, & Duhe, 2007; Tameling & Broersma, 2013）。甚而，在

部分媒體中，這種一人多工的情形也成為媒體減少記者聘用的藉口，

使新聞內容朝向膚淺化與瑣碎化（王維菁，2013；Reinardy & Bacon, 

2014）。記者面對這些數位的新策略，仍有適應的困難與矛盾（Ekdale, 

Siger, Tully, & Harmsen, 2015），使得工作壓力變大（Reinardy, 2011）；

至於記者在數位環境中的壓力來源為何？也值得進一步探究。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

Q1：數位時代記者工作的狀況為何？
Q1-1：在數位環境中的工作方式的改變情形為何？
Q1-2：在數位環境中的工作量改變情形為何？
Q1-3：在數位環境中的工作壓力來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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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邊界模糊的新聞日常

在液態現代性特質明顯的社會，快速變遷的流動特質逐漸影響了

既有的固態（不變）的規則，科技經常扮演啟動新常規的重要角色。牛

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機構2017年的研究報告（Newman, 2017）顯示， 

未來社群平台的影響力持續擴大，影音現場直播（live streaming）、具 

社群性的通訊軟體（messaging applications）將是新聞傳布的重要工具

（Gottfried & Shearer, 2016）。相關的研究在歐洲、美國及台灣均已顯

示，記者在工作中愈來愈常依賴社群媒體（劉蕙苓、羅文輝，2017；
Gulyas, 2013; Hedman & Djer-Pierre, 2013; Willnat & Weaver, 2016）。他

們最常在社群媒體中進行的活動則是與資訊蒐集相關的查閱新聞、尋

找新聞線索，其次也利用社群媒體與同業保持聯繫（劉蕙苓、羅文輝，
2017；Lee, 2015; Willnat & Weaver, 2016）。雖然與閱聽大眾互動不是

最重要的目的，卻也愈來愈受重視（Hedman & Djer-Pierre, 2013; Willnat 

& Weaver, 2016）。多數記者肯定它可以提升工作效率，使新聞讓更多

人收看，卻對其威脅新聞品質仍感憂慮（劉蕙苓、羅文輝，2017；Lee, 

2015; Willnat & Weaver, 2016）。
Hedman和Djerf-Pierre（2013）研究瑞典的新聞記者使用社群媒體的

情形，驗證了Hermida「新聞無所不在」（ambient journalism）現象，進

而提出「無所不在的新聞人」（ambient journalist）的概念，他們是社群媒

體的重度使用者，年輕記者居多，利用社群媒體收集資訊、傳散新

聞、建立人脈與關係、甚至形塑個人品牌，對社群媒體的評價高過其

他記者，無時無刻不擁抱社群媒體。不過，這篇研究並未將記者使用

即時通訊軟體的情形考量進去。當代科技的創新，社群媒體的功能愈

趨多元，具社群特性的通訊軟體如WeChat、WhatsApp或LINE等的影

響日益重要；以台灣而言，LINE的使用率最高，已成為記者工作上溝

通的主要工具，是否因而擴大了「無所不在」的工作模式？值得本研究

深入探究。
Hedman和Djerf-Pierre（2013）的研究同時也發現，在高度使用社群

媒體的工作環境中，公私領域邊界的模糊似乎已是現象之一，愈年輕

的記者愈能接受這種情形，愈資深的記者則較為抗拒。誠如Bauman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8).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49

台灣記者的3L人生：數位時代的工作狀況與趕工儀式

（2005）所言，在液態的生活中，流動帶來邊界模糊，然而此邊界的模

糊未必只展現在社群媒體使用的公私不分上，是否也展現在記者對於

新聞專業界線的認知愈來愈模糊？Deuze（2007）認為，當代媒體工作

亦具流動性，在工作、生活及生產與消費之間，都處於持續模糊的過

程中；相關研究也指出，在高度仰賴社群媒體的情境中，既有的新聞

實務與規範勢必受影響（Hermida, 2010; Hedman & Djerf-Pierr, 2013），

至於如何受影響，則有待本研究進一步探索。

II. 速度優先的新聞實作

速度是液態生活的特質。Tomlinson（2007）認為，速度原是物理特

質的中性名詞，然而伴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價值，卻已

與社會巧妙接合鑲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具有文化意義，這種速度文

化（the culture of speed）開展了當代即時性社會的到來（the coming of 

immediacy）。Tomlinson（2007）認為「即時性」具有三種核心概念：其

一，迅速傳散、隨手可得及迅速使慾望獲得滿足；其二，不只是文化

上的速度感加快，在日常生活中，速度亦成為目標；其三，傳播科技

被整合進入現代生活中，全球化與去邊界化，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

及生產的方式。Tomlinson（2007）的概念部分也來自於Bauman（2000）

的液態現代性的啟發，他指出，輕便、柔軟構成了當代速度文化的重

要特質，作為新聞機構的社會成員，不免在其影響下，對速度更為敏

感。
Lee（2015）以「速度優先新聞」（speed-driven journalism）形容社群

媒體環境下的新聞產製特性，記者發稿速度已跳脫了傳統的截稿時間

表，隨時利用各種不同社群平台傳布或更新訊息已成常態（王毓莉，
2016；Ju, Jeong, & Chyi, 2014; Lee, 2015），這種競相比快的新聞競

賽，無非就是想獲取閱聽眾的目光，以點擊率換得更多的利潤。速度

優先成了當代媒體的主流產製邏輯（Fention, 2010; Phillips, 2010），速

度又如何導引了記者的新聞實踐呢？此乃本研究關切的重心之一。 

面對速度優先而生的產製常規，負面效應始終成為新聞工作者難

以解決的困擾。首先，使用社群媒體內容查證困難或流於形式（劉蕙

苓，2014），使新聞專業自主弱化，新聞倫理（新聞的正確性與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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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叢生（Lin, 2013），Phillips（2010）指出，在這種強調速度與競爭的

壓力下，記者們被要求快速地發布新聞。「產量」必須比以前更多，常

常沒有意識到需要查證；甚而，產生兩種現象：其一，因為怕漏新

聞，不得不時時監看同業的發稿情形；其二，記者被壓榨出來的新聞

報導越多，他直接借用別人新聞的機率也越高。Reinardy（2010）更進

一步提醒，這種強調快速採寫、快速發稿的新聞邏輯，使記者背棄傳

統新聞的核心價值。Lee（2015）深度訪談11位美國報紙記者後發現，

這種速度至上的新聞產製並不能提升報紙的可信度；專業守門不足、

犧牲正確性與新聞品質，使新聞工作者面對的倫理衝突更加難以調適

（劉蕙苓、羅文輝，2017；Willnat & Weaver, 2016）。

相關的研究指出，這幾年新聞記者為了追逐即時新聞，影響新聞

自主，已使其身心承受極大壓力，有過度及重複勞動的情形，隨之而

來的是離職轉職意願提高（王偊菁，2016；王毓莉，2016），記者的倦

怠感也隨之增加（Liu & Lo, 2017）。

不過，「即時」所擴及的領域已不只是單純地發稿與報導，還有工

作中打破空間零時差的通訊與溝通，這兩者的交互影響，恐怕才是數

位環境下記者所面對的新工作狀況及壓力所在。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則是：

Q2： 在新聞無所不在的社會脈絡下，速度優先主導新聞產製，對

記者的新聞工作與專業產生何種影響？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以量化調查台灣地區新聞記者對匯流時代的工作狀況，

再以質化深度訪談進行深入分析，茲就兩種方法分述如下：

量化分析

本研究以服務於台灣地區之報紙、電視、廣播、通訊社及網路原

生媒體之新聞工作者為對象，報紙部分採多階集群抽樣，共抽出10家

報紙，並在統計報社人數後以三人抽取一人方式抽取樣本共計6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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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則將16家電視台全數納入，並以三抽一方式共取得樣本593人；

廣播、通訊社及網路原生媒體由於人數與前兩大媒體差異甚大，為鼓

勵填答，故採自願樣本。

本問卷為全體新聞人員（含編輯、高階主管）之調查，發放時間為
2014年11月10日至12月31日，總計發放2,000份，回收1,505份，全

體回收率為75.5%；與本研究相關之成功樣本（記者）共計1,099份，其

中，報紙共439份（回收率68%），電視480份（回收率80.9%），廣播74

份，通訊社45份，網路媒體58份，另有3人未填答任職媒體。

在問卷題項部分，本研究以工作方式改變、工作量改變及工作壓

力來源三大部分詢問受訪記者，每個部分的題項設計均參考相關文獻

並經由兩次前測，填答記者給予的回饋意見修正完成（各題項詳見表二

至表四）。

深度訪談

為了進一步了解數位匯流工作改變對記者的影響，本研究在完成

第一階段之問卷調查後，並於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訪問了14位新

聞工作者，每位訪談時間1–3小時，訪問對象以滾雪球方式進行，直到

資料飽和為止。受訪者背景見表一。

研究發現

數位環境的工作狀況

在量化資料部分將分三個部分呈現：工作方式改變、工作量改變

及工作壓力。首先，在工作方式改變方面，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在工

作時經常「利用通訊軟體聯絡溝通」，如果加上回答「有時」利用通訊軟

體的比例則高達96%，居第一位，可見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已是記者新

常規。第二位的則是「工作時需要身兼多重職務」，受訪者回答有時或

經常的比例為77%；「需要採用新媒體素材製作新聞」居第三位，有
74.6%的人回答有時或經常（見表二）。這三種最常使用的工作形式，也

正是數位環境中的工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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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受訪者資料

編號 職務 年資 服務媒體 工作內容

A01 記者 5 通訊社 政治新聞

A02 記者 3 A報紙 政治新聞

A03 記者 4 C報紙 地方新聞

A04 記者 15 C報紙 主管

A05 記者 16 D報紙 地方黨政

A06 記者 22 B報紙 教育新聞

A07 記者 17 B報紙 文化新聞

B01 記者 3 A電視 政治新聞

B02 記者 3 D電視 社會新聞

B03 記者 3 B電視 政經新聞

B04 主播兼記者 13 C電視 主播／政治

B05 攝影記者 13 D電視 生活新聞

B06 主管 22 X電視 主管

B07 記者 17 A電視 政治新聞

表二　數位環境的工作方式改變情形

工作方式改變 從未（%） 很少（%） 有時（%） 經常（%）

（1）工作時利用手機拍攝畫面 8.6 19.4 31.1 40.8

（2）工作時利用即時通訊軟體聯絡溝通 0.9  3.0 11.3 84.7

（3）工作時需要身兼多重職務 7.9 15.1 25.6 51.4

（4）發稿需要使用多種媒體形式 8.9 21.6 29.3 40.1

（5）發稿需要同時供給集團內媒體或合作媒體 11.9 23.5 29.8 34.7

（6）需要採用集團內媒體稿件或素材 10.6 28.3 35.4 25.7

（7）需要採用網路新媒體素材 5.7 19.7 33.8 40.8

（8）需要採用更多民眾投訴或爆料題材 13.8 28.2 30.6 27.4

N = 1,091

表三　數位環境的工作量改變情形

工作量改變 從未（%） 很少（%） 有時（%） 經常（%）

（1）開會次數增加 9.5 35.6 36.5 18.5

（2）工作時隨時都在收發訊息情形增加 0.9 6.8 25.5 67.8

（3）發稿量增加 1.8 10.6 41.5 46.0

（4）要做很多因應新媒體需要的額外工作 9.5 20.3 23.3 46.9

（5）工作超時 1.1 8.7 27.5 62.7

N =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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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聞工作者認為數位環境下，在工作量改變方面：居第一

位的是「工作時隨時在收發訊息情形增加」，有93.3%的受訪者回答有

時或經常，回答經常的比例高達67.8%。第二位的則是「工作超時」，回

答有時或經常佔90.2%，超過六成的新聞記者都表示他們經常工作超

時。第三位的是「發稿量增加」佔87.5%，回答經常的人有四成，和「要

做很多因應新媒體需要的額外工作」（46.9%）相近（見表三）。可見，隨

時發稿、隨時在線溝通已成為記者的常態，因應而產生的則是工作超

時與發稿量增加。

另一方面，收視率與閱報率下滑已是這幾年在實務上可以感受的

趨勢，因此，媒體也嘗試發展新媒體環境中的新聞傳布與產製，只是

成效仍難評估。在進一步詢問他們在數位環境中的壓力來源有那些

時，我們發現超過八成的記者在此環境中有相當大的壓力，這些壓力

分別是：必須不斷學習新科技技術（91.2%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必須

加速發稿或發即時新聞（89.2%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必須花時間認識

新的社群媒體或新型網站（88.7%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必須到新媒體

上尋找報導題材（88.2%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而且，此四項中，有三

項有超過一半的新聞工作者表示很同意（見表四）。顯示，發即時新

聞、為了加速發稿必須尋找新的題材，又必須應付不斷演化的新科技

與新媒體，的確對新聞工作者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綜合以上的統計顯示，數位環境一人多工已是常態，因為資訊傳

送速度加快，可以看得出來，新聞工作者為了因應速度而產生的工作

型態，如工作中隨時使用通訊軟體（台灣常用LINE）、發稿速度加快，

即時新聞成為重要工作，為了「趕上時代」「加速發稿」及「擴大發稿素

材來源」，新聞工作者普遍有學習新科技、認識新媒體的焦慮，因為新

型態的社群媒體出現，可能代表了新的閱聽人流向與興趣偏好。新聞

工作原來就是個和速度脫離不了關係的行業，但在新聞室常規化及專

業守門之下，速度仍可掌控；然而，數位環境中速度似乎打破了舊有

的常規，成為主導新聞產製的要素，這又將產生何種影響？以下將從

記者深度訪談的資料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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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資料分析

綜合前述分析，數位環境下的記者工作樣貌，一言以蔽之，就是
3L人生：為了應付即時新聞必須「即採即發」（latest），為了因應社群媒

體新功能而要隨時有直播（live）的準備，及速度優先下的即時通訊工作

型態（LINE）。本研究訪談14位新聞工作者，就數位匯流環境下工作改

變的影響分述如下： 

打破時間常規

I. 即採即發時時截稿

新聞產製面臨的時間壓力大，且新聞又具不尋常性，因此，為了

有效管理，新聞產製仍然有其因應的時間常規。以報社為例，記者下

午兩點至三點要回報今日發稿重點，截稿時間約為晚間八點，在截稿

前記者把今天採訪所得一次全數寫完傳回報社即可。但在媒介組織強

調即時新聞的情況下，記者一天的發稿次數變多了，換言之，除了原

訂的截稿時間之外，時時刻刻都是截稿時間，因為，所謂「即時」即是

立刻、馬上的代名詞，受訪的記者一天發即時新聞的數量可以從兩則

到十則不等。有受訪者表示，幾乎每小時就發一則一、兩百字左右的

短新聞。多數受訪記者抱怨「不知道自己在發甚麼」（A01）、「隨便到網

路上找東西應付」（A04）。如果記者沒有主動發即時新聞，報社內勤人

員甚至會主動關切，要求發稿。

表四　數位環境的工作壓力來源

工作方式改變
很不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同意

（%）
很同意

（%）

（1）工作量加重 0.7 7.0 7.4 37.4 47.5

（2）發稿速度加快、發即時新聞 0.5 4.8 5.5 34.6 54.5

（3）必須到新媒體上尋找報導題材 0.5 5.9 5.5 37.1 51.1

（4）必須不斷地學習新科技技術 0.3 4.1 4.4 38.9 52.3

（5）必須花時間認識新的社群媒體或新型網站 0.9 4.8 5.6 39.6 49.1

（6）必須花時間和網路上的觀眾或讀者互動 3.8 19.4 8.2 41.3 27.3

N =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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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過一天八則的，前幾個禮拜跟著柯文哲（台北市長）去跑一日

雙塔的時候，即時我也是半天就會發4則，兩三百兩三百字，其實

我也不知道我根本在寫甚麼，很不重要的東西。（A02）

有時候整天發到七條，因為我們的即時的要求，有時候不是這麼

急，七條是非常特例，大多時候是兩三條，那兩三條一般我們會

看，像我不是一有甚麼就馬上發，我會看狀況，今天他是社會重

大矚目案件，或是今天這件案件出人命，意外傷亡的，重大事故

的，我會當下用手機傳直接回報。（A03）

時時截稿的情境，對報社記者是打破了既有的採訪常規。以往報

紙記者和電視記者最大的差異即是，他們有更多時間可以細緻地找尋

線索，查證資料，寫出更具深度、更有觀察分析的報導；但「即採即

發」的常規已然形成後，新聞產製的時間重新被結構與分配，這種分配

與結構的方式無定律，也無法掌握輕重。主管追求數量不求品質，甚

而不求新聞價值，「只要有就好」；那麼，第一線的記者應該如何權衡

「數量」和「新聞價值」的輕重？有些記者會對主管採取迂迴或拖延策

略，讓自己擁有較多時間採訪有品質的新聞；但「即時」宛若是一場難

以終止的競賽，記者須不斷更新資訊、並想像閱聽人也在乎「立刻更

新」的重要性，似乎記者與消費者都參與這場速度競逐。

有時候發一發會有一種競逐賽的感覺，但也許也沒有人真的想要

跟我比賽啦！但就是會想搶著發，然後有錯字就趕快再跟內勤

說，趕快更新……每天都有種「搶快」的感覺。（A02）

II. 採訪的破碎化

數位環境中的採訪要應付的事與人都變多了，素材要提供給集團

不同單位使用、要時時發即時新聞、一人多工、在重大新聞時要利用

簡單的手機連線直播……，多數報紙記者想念原本單純的採訪環境和

心無旁鶩經營路線的過往。採訪過程的破碎化是必然、也是不可逆趨

勢，有些受訪者不斷地提到這段「過渡」歷程很難調適，有些受訪者對

此抗拒大。採訪情境破碎化的樣態可以反映在兩個主要的現象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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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一個重要的記者會、重要人物發表談話上，記者難以專心傾聽

並提出重要的問題，幾位受訪者都提到現在的採訪情境無暇提問的專

業衝突與困境。然而，提問卻是記者在現場重要的任務，如果記者無

暇發問，只成為「記錄者」，那麼，他所報導的新聞與其他資訊區別何

在？

像我上次去海基會25週年的記者會，馬英九一致詞完，結果長

官打來說，你趕快發個兩三百字的東西回來。但那個活動是進行

的，馬英九走了還有吳敦義等等，你要花時間寫很精確，總統談

話你不能亂寫耶，但是現在進行甚麼你真的無暇他顧，你如果是

現場聽打，重點在哪裡，事後要花很多時間去補吳敦義（致詞）那

一段，你要去重新聽他的情境，他是為甚麼講這句話，前面是

在講甚麼，所以我就覺得很煩，又要很精確，我就覺得壓力很

大……只是我會覺得對一個記者來說好殘忍喔，你這邊要這個，

那邊要那個，不是說你現在可以專心寫，而是現場同時進行，……

很恐怖耶。（A01）

另一個場景則是在速度與多變的新媒體環境下，一人多工的角色

愈來愈明顯，報社記者要發文稿，還要拍影片；受訪者A05表示，他

每天採訪時都用兩個相機，一手拍照、一手錄影，完全沒有多餘的手

可以記筆記，那麼，要如何發稿呢？他練就的本事是：盡量先用心記

住相關資訊，先發即時新聞，等有空再查看剛才的錄影畫面檔案，補

寫完整的稿子。採訪的過程一心多用，很難專心，受訪者的發言可能

需要反芻之後才能提問，但因為現場太忙、時間太破碎，沒有空（手）

可以記下當下的疑問與值得追蹤的重點，使報導很難深入。他稱自己

現在「變得很弱智、完全沒辦法反應」。

理論上，有線新聞台記者經常現場連線（live），應該比較能適應即

時發稿的工作情境，但近兩年電視台也開始發展新媒體，每家的建制

不同，有些電視台記者仍會被要求在採訪現場，既要進行電視台連線

報導，也要進行臉書直播連線，忙碌、時間壓縮、採訪破碎化依然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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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平常已經夠忙了，我們到現場蒐集訊息、要找人或是要

立刻掌握現在的訊息，然後SNG還要連線，有時候已經覺得很

忙了。那今天公司又叫你說你還要再來一個直播，現在掛在線

上，……就是其實它增加我們的工作量，我們採訪的時間也被壓

縮到不知該怎麼兼顧。（B02）

即採即發造成了採訪破碎化，一人多工造成了記者一心多用，使

記者們難以專心工作，過去所形塑的工作時間節奏與常規已不適用，

更加重了記者們的時間飢荒感，與無法為新聞品質把關的挫折感。

模糊界線難分

I. 流動易變的新聞定義

Tuchman（1978）曾指出，新聞組織常規的建立是為了配合新聞工

作的節奏，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資源有效的調配，因此，新聞常規也

框限了記者的採訪與報導範圍，在某種程度上常規也定義了新聞。當

傳統的時間分配被打破、且重新分配與重組後，即時新聞的不斷更

新、時時截稿的特質，使得既有的新聞常規也跟著調整，傳統對新聞

的定義變得流動難掌握。因應紙本迅速衰退，擁抱數位與社群成為媒

體經營的重要政策，因此，衝高每則新聞的點閱率幾乎是台灣報紙一

致的方針，甚而有報社以此作為考核記者的KPI指標。每月、每季統

計個人發稿的總點閱率，記者為了達到標準有不同的應變方式：有的

不經仔細查證與採訪，就把每天收到的採訪單位新聞稿直接節錄成即

時新聞、有的則時時盯著名人Facebook或各類社群網站，尋找可以發

稿的素材。更有甚者，記者不發稿，內勤的編輯也做起「抄寫剪貼」的

即時發稿者，真正記者「自採自訪」的新聞反而淹沒在大量二手、三手

資訊中。那麼，新聞應該是甚麼，似乎已愈來愈模糊、易變。

因為一般的民眾對於媒體沒有這麼了解，所以他們會認為說新聞

網站上面的東西都是記者跑出來的，可是一個即時網站中有一部

分是內勤抄寫的、一部分是外勤跑線跑出來的、一部分是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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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之類，對於民眾來講是重要的事才是新聞，可是對於重

要的定義會模糊，所以一般民眾可能會說記者快來抄，或者他們

會罵記者這個也要發之類的，但他們沒有想到說這個原來不是記

者發的，所以這個改變是媒體自己本身，覺得這個界線變得很模

糊。（A02）

多數記者表示，他們並不想不假思索地拷貝公關稿，也不想一天

到晚盯著名人的Facebook；但是，政策如此、長官要求，只好嘲笑自

己現在是「剪貼機」與「發稿機」。至於發的稿子是不是新聞？有些受訪

者表示，「被記者選出的內容仍具公共價值」（A04）、「應該仍有報導的

價值」（B01）；但是，多數記者仍然認為，網路資訊泛濫無法仔細查證

就據以報導，的確讓新聞公共價值的界線愈來愈模糊了。

一位受訪者在訪談時拿出她主跑相關路線的即時新聞點閱率統計

表，發現除了天氣變化、重大突發事件之外，健康相關新聞點閱率較

高；另外，就屬爆料、羶色腥資訊可以聚集高人氣。例如，台灣行政

院政務委員張景森在臉書上「貼女乳照約爬山 遭批性騷」的即時新聞，

一星期累積超過十萬的點閱率。有受訪記者表示，像這種有十萬以上

點閱率的新聞，一個月只要發1–2則，就達標了（A06、A07）。網路即

時新聞仍然複製了實體媒體市場運作的機制，由於集體閱聽分享，它

的偏鋒現象更明顯。受訪的記者也坦承，有時為了交差或達標，不得

不到臉書上或相關爆料網站上尋找一些「味道重」的資訊改寫。「改寫」

和「原創」的差異在於，「改寫」應付了即時，可能不及或直接忽略了查

證資訊的真偽。新聞守門的作用在於確保資訊真實性以維護可信度，

記者的報導價值是向大眾說明與詮釋資訊的重要性與公共意義，當即

時新聞成了記者日常工作發稿的重心，大量「改寫」網友說，使各新聞

網站上的「即時新聞」版面，成為內容農場（content farm）5
 的集散地，

影響所及，甚麼是「新聞」已愈來愈難捉摸了！ 

II. 公私不分永不關機

拜新科技之賜，台灣記者普遍使用LINE作為通訊、社群分享之

用，同事、同業、甚或採訪單位都有群組以方便聯繫，受訪的記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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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智慧型手機中都有數十個到上百個因工作使用的LINE群組。無

時無刻不關機、「永遠掛在線上」，成為他們的工作寫照。他們在同事

的工作群組中，傳送稿件、影片、及後製繪圖相關資訊，也接受長官

的工作分派指令。另一方面，他們在同業的群組中，交換採訪訊息、

會稿，誰也不敢不緊盯著群組隨時叮叮咚咚傳來的即時訊息，以免漏

接了新聞。現在，連各單位的公關人員也都習慣性地成立群組，利用

它統一聯絡記者、發新聞稿及採訪通知，甚至發言人藉此接受媒體提

問及回應意見。
LINE成了記者分分秒秒都不得不看的「良伴」，記者們依賴它、長

官依賴它、採訪對象也依賴它，它成了比臉書更具中介性的即知系統

（awareness system）。記者晚上發完稿，理論上已經下班了，仍處在隨

時待命接收訊息的緊張狀態，這種集體的資訊焦慮卻正是現下新聞工

作者的現況。有趣的是，記者們大都對此不勝其擾，但卻深陷其中；

不時地、無意識地反覆查閱是否有新的訊息，有記者就直接說「新聞業

現在是被LINE綁架了」（A01）。 

因為大家在上面交換太多訊息了，你透過那個掌握同業動態啊，

消息來源動態啊，我有時候寫稿寫一寫還會看一下LINE，有沒有

新的（消息）……有時候你LINE不回，會被認為你不敬業，我主管

會問我說，我上次不是在LINE寫過了嗎……，他們就覺得你沒有

時時刻刻在關注。你發個email也好吧，至少還可以存起來，現在

全部LINE，沒有email了，真的好討厭LINE，怎麼會濫用成這樣

子。（A03）

我剛才一個小時沒有看LINE，有一個群組就已經有上百個未讀訊

息了，所以我得趕快看一下，大家在討論甚麼，有時看很快就會

漏掉一些重要新聞。像上次有個單位發採訪通知，我把LINE滑開

後就沒有再把那個通知記下來，我就忘了明天有那個採訪，就真

的漏掉了。（B03）

不少受訪者抱怨，當新聞產製系統的每個環節都採用LINE群組溝

通時，群組裡的每個人都不時地被迫接收訊息（很可能你並不是當事

者，但你在這個群組中），集體創造了隨時接收的情境，使得記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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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私領域愈來愈難劃分。受訪者A06的主管經常在晚上十點以後以
LINE群組發訊息交待非立即性任務，但群組人多，訊息流動快速，等

到她早上醒來後根本來不及追溯前晚的訊息，因而有好幾次被主管認

為「漏接」訊息，使得她現在晚上也得緊繃神經。即時通訊的廣泛使

用，使記者下了班，仍然處於上班的狀態，有記者苦笑形容現在真的

「24小時分秒無休」（A03）。

影響很大，因為你會時時刻刻去注意公司發出了訊息是否跟你有

關，所以當這個LINE存在的時候精神緊繃，你會時常去注意是不

是有甚麼大事、是不是有call我回去、是不是有在LINE上面宣布

甚麼我沒有注意到，那沒注意到可能隔天就出 trouble，就你必須

去緊盯它的動態，有時候事情發生在半夜的話就更慘，你又不能

把它關掉，如果不是叫你，你又不知道會不會叫你，你就整夜都

睡不好（B05）。

工作與生活難以劃分，呼應了在液態現代性中，人的生活破碎化

與去邊界化。本研究發現，生於網路世代的年輕記者，似乎比較能掌

握這種特性，這可能是由於他們成長的經驗伴隨著網路新科技的不斷

更新演化，也慣於適應新事務。受訪的年輕記者B05甚至表示，他們

這一代記者已經愈來愈適應在LINE中收發訊息、利用它處理一切工作

所需，有些人也很少每天使用電子郵件收發訊息，工作與生活全在
LINE與臉書上聯繫、溝通。年輕世代工作展現的特質更具生活液態性

（Bauman, 2005）。

競逐速度的新趕工儀式

Bauman（2000）對於液態現代性的基本描述奠基在速度之上，輕盈

與流動性使得速度成了主要核心。媒體的新聞產製以速度為競賽的目

標並非新鮮事，但過去在時間常規化下，速度有其限制性，只有在重

大新聞時，電視新聞台會彼此競逐現場連線，為觀眾掌握「最快」「最

新」資訊。對平面媒體而言，沒有網路的即時性就少了即時發稿與即時

更新的管道，所有的新聞只能等到明天出刊，同業間比較的基礎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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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聞觀點。然而，網路與社群媒體加入產製系統後，「速度優先」

帶來了新的遊戲規則，臉書直播、即時新聞、即時通訊成了遊戲中的

三個利器，因此，這場以速度為目標的遊戲就在個人與組織間展開沒

有終點的競逐。

首先，就組織而言，即時新聞引導了一天的新聞競賽，受訪者最

常提及的則是X報的即時新聞，幾乎成為競賽的追逐目標，「在一個重

要的記者會現場，我還沒聽完所有的談話，就會被編輯台一直LINE

說，X報即時已經發兩則了，叫我趕快發即時回來」（A01），任職於X

報的記者則指出，該報的即時新聞已經建制成一套標準作業，「有時我

還在現場採訪，編輯台就先發了一、兩則即時，所以，有些即時不是

我們記者發的，資訊也常出錯」（A02），或者「就一早分配給我們一些

爆料的線索，叫我們趕快打電話問一問就可以發……即時新聞最讓人

詬病的地方就是點閱率，因為除了要快之外，他們還要用一些幻想來

填充。幻想或標籤啦，女生一定要是漂亮的女大（學）生啊，一定要爆

乳長腿，用這樣子讓觸及的人多，而且一定要放進標題，一定要求你

要這樣做，就算我文章進去，標題也會被改」（A05）。

過去電台視依賴早報與晚報發展後續新聞的常規，也因即時新聞

出現有了改變。受訪的電視台記者都表示，長官看到報紙的即時新聞

時，經常在LINE上下指令，要求改變採訪重點；尤有甚者，在每小時

都得提供新聞的稿源壓力下，也會出現靠即時新聞「做新聞」的情況。

他們（長官）要我寫，又不要我出門去（採訪），叫你下午做兩條，

我說你確定這不用我自己出門，他說不用了，你下午再抄兩條，

《蘋果》（日報即時）都有寫了。我真的訊息來源只有《蘋果》，他不

讓我出門採訪，尤其是那種都有畫面，他說你那個資料帶做一做

就好了，比方說捷運的東西，捷運的畫面我們超多，他就不會讓

我們出門……。我寫的所有的文字都是《蘋果》告訴我的。（B01）

就個人來說，速度競逐的壓力容易傾向求量不求質的產製邏輯，

「多發多賺」點閱率是個人的績效，有些報社列入年度考績，有些則發

獎金以資鼓勵。以考績與獎金來考核或鼓勵記者的標準，過去著重在

記者的優秀採訪與獨家表現，現在則把有品質疑慮的即時新聞「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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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能」列入其中，多數受訪記者覺得挫折難解。組織政策也驅使記

者追逐「產量」，於是，跨越路線發稿、不論公共性意義的稿件充斥了

即時新聞，再透過LINE或社群媒體接收傳散的即時性，這些「輕便」更

增加了速度感。但輕便、流動不易累積，也難求品質，數量換算成點

閱率，似乎簡化成等同於影響力，卻不一定符合新聞專業（亦或就此改

寫了新聞定義），記者要在理想中的優質新聞與衝數量的即時新聞中拔

河，倫理衝突的壓力與調適仍然尚未找到平衡點。

速度競逐帶來傳統新聞常規的鬆動，還展現在獨家新聞的重要性

上。獨家是記者重要的新聞專業成就感來源之一（Shoemaker & Reese, 

1996），但即時新聞太快了，記者的獨家很難（有耐心）「壓」到晚上發

稿、在第二天見報，然而，如果在即時新聞裡發稿，又非常輕易地被

其他媒體「改寫」。

對我來講有個很大的改變，就是以前你會很守護自己的獨家，那

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現在，大家對於新聞的要求沒有

那麼高，因為它很快就會出來，很快就可以更正，就不會那麼斤

斤計較，……，現在的獨家不是那麼重要，很多人有這樣的講

法，不要再以為獨家是重大的事情，因為有即時的關係，你現在

發了獨家，5分鐘後就沒有人記得這是誰發的獨家了，沒有意義

了。……因為資訊量太大了，時間感不同，大家在不同的平台上

看東西，所以已經不是甚麼東西是最新的，而是哪個東西先被你

看到了就是新的（A07）。 

Couldry（2003: 3）指出，就人類學的觀點，儀式具有三個不同層次

的概念：習慣性行為（habitual action，具重複性的行為模式，可能不具

任何意義），公式化行為（formalized action，具經常性及意義性的模

式），含有超驗性（transcendent value）價值的行為。新聞場域中以速度

為主的常規正是一種新的趕工儀式，這種儀式講求形式，彼此競逐，

甚而迷戀速度（張文強，2016）；擁抱速度超越了習慣性行為、或公式

化行為的層次，速度對當代的新聞工作而言，代表了可以轉換成點閱

率與收視率，藉此可以牢牢抓住消費者的重要利潤價值。然而，速度

也逐漸沖淡了新聞工作者慣以強調的查證事實、經營路線、追蹤議

題，這些都與速度的精神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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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從Bauman的液態現代性理論概念出發，討論流動與速度作

為當代社會文化特質，記者在此社會脈絡下，面對數位環境快速變遷

的工作狀況及其影響。本研究首先以量化分析發現，在工作方式改變

方面，最明顯的是96%的記者在工作時經常或有時使用通訊軟體聯絡

溝通；工作量改變方面，則有93.3%的記者認為有時或經常處於隨時收

發訊息的情境中；此外，九成的記者都認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斷學

習新科技技術、發即時新聞是分居第一、第二的工作壓力來源。進一

步深度訪談的質性資料中發現，速度優先的產製邏輯，使得記者工作

加重且加速，因速度而生的工作常規包括：隨時使用通訊軟體工作

（LINE）、隨時發稿（latest）、即時在社群媒體直播（live）。這些新常規

使新聞記者過著3L的生活，他們對新科技的發展有著跟不上學習速度

的焦慮與渴求，而這種競逐速度的工作似乎還找不到可以掌控的節

奏，致使記者不但一人多工，也要一心多用、永遠開機，趕時間（即時

發稿）與趕數量（達到組織要求即時新聞則數KPI）的工作樣態，形成了

記者的新趕工儀式。

記者的3L生活可視為新聞工作在社會液態化的產物，有著即時行

動、流動應變、邊界模糊的液態特質。過去對數位時代的記者研究，

大半關心社群媒體使用及影響（Hedman & Djer-Pierre, 2013; Lee, 2015; 

Willnat & Weaver, 2016），或科技採納與調適（Ekdale, Siger, Tully, & 

Harmsen, 2015）；少有從當代社會以速度為核心概念的角度，討論速度

優先之下所產生的新常規及其影響；尤其是「即時」成為速度感的意義

時，在記者每日工作中最重要的兩個面向：溝通與報導，已產生巨

變，此乃本研究重要貢獻。

此外，這種追逐速度的工作特質，有幾點值得進一步討論。

首先，隨採隨發、時時截稿的工作常規使得記者很難有完整的採

訪情境，破碎化的採訪使新聞工作者專注處理新聞變得更加困難。此

外，當即時通訊軟體（LINE）成為記者的必備工具時，加重了記者永不

關機、隨時「在線」的負擔，工作與生活難以分割。為了跟上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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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的直播特性，記者隨時待命連線，也壓縮了採訪的時間。影響

所及是新聞品質與專業守門堪憂，記者普遍感到工作負擔加重。本研

究發現，Hermida（2010）所指「新聞無所不在」已是台灣數位環境的現

況，Hedman和Djerf-Pierre（2013）提出「無所不在的新聞人」的概念，

已不限於年輕記者，更是所有數位環境下記者的描繪。本研究認為「永

不關機」更能貼切形容他們的工作樣態。造成記者「永不關機」的並不

全然是Hermida或Hedman和Djerf-Pierre（2013）所指的社群媒體，具有

即時性與社群性的通訊軟體與社群媒體的加乘作用（且前者更甚後

者），造成了媒體組織對於「新聞人無所不在」的市場想像及目標策略，

使記者有著不得不隨時「在線」的焦慮與壓力。

其次，即時新聞即是對「新聞無所不在」市場想像下的典型策略。

大量製造即時新聞使得新聞的定義易變難以掌握，甚而與資訊等同一

詞，專業守門的重要性削弱後，新聞的價值也將折損。從閱聽大眾的

角度來看，數位環境所建構出的即時知曉生態系統，已使得大眾接收

訊息的管道來自四面八方，接受的資訊破碎而片段，「即時接收、即時

更新」，正是Saltzis（2012）所謂不斷更新無終點的新聞特質，這似乎正

是當代消費者所面對的接收情境，但當數位環境帶來了過多去脈絡的

資訊時，新聞要提供何種內容，才能與資訊洪流區隔，找到其價值

呢？這恐怕也是新聞工作者要再深入思考的嚴肅課題。

這些現象都是速度優先產製邏輯下的產物。速度原是新聞競爭的

重要項目，在社群媒體未興起前，只有電子媒體因其特性，以現場連

線或插播「重大最新消息」與「突發新聞」報導；紙媒則因第二天才出

刊，有較充份時間採訪，但仍需在截稿時間內完成工作。在此環境

中，速度與新聞專業孰先孰重或許不是新聞室內爭論的重要議題；研

究也顯示，新聞工作者認為新聞正確性比速度更重要（Lo, 2012）。然

而，社群媒體所帶動的新傳播模式，使得速度感改變了，Tomlinson

（2007）所宣稱的「即時性」成為當代社會的特質，「等待」的時間感不見

了，「立刻得到滿足」（Bauman, 2000）的欲求，似乎成為社會生活、消

費與人際關係的主軸。某種程度而言，新聞記者的3L現象，似乎可以

視為新聞業回應當代即時性社會不得不然的措施。不過，常態性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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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速度帶來對於速度的價值至上，也形成了新聞工作的新趕工儀式，

大家在其中重複著不適應、不情願但又不得不為的儀式性行為，這時

速度所牽引的儀式有著換取利潤的迷思。

然而根據Ju、Jeong和Chyi（2014）的研究卻發現，美國報業雖然投

入大量心力經營社群網站，但是廣告效益卻不見樂觀，所謂的可獲利的

模式至今仍然不明確。那麼，我們不禁要重新提問：數位時代大量依賴

社群媒體與速度優先所產製的新聞既見不到獲利、又遊走在專業的邊

緣，到底所為何來？會不會是過度迷戀速度的想像使新聞業失去了航

向？或許另一個提問是，即時性作為一種當代消費特性，致使大眾無法

等待、重視快速消費、立即滿足，在此社會脈絡中，新聞工作要因應當

代消費者的需求，速度優先專業次之？還是要尋求創造新消費需求的突

破方案？這個策略思考牽動著組織走向、常規建制與記者的勞動情形。

研究顯示，數位環境下的記者工作挑戰大、壓力大、工作負荷大，已造

成記者倦怠感（burnout）增加（Reinardy, 2011; Liu & Lo, 2017），甚而增

加記者離職的意願（劉蕙苓，2016；Reinardy, 2011），長此以往，將造成

新聞業人才流失，對新聞業與社會發展不利。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Bauman所稱「液態現代性」流動易變的特

質，是否對新聞場域中既有的規範與價值產生逐漸侵入、滲透、甚而

貶抑？本研究發現，新聞產製常規的易變已具逐漸液化的現象，有受

訪者指稱組織內因應數位優先所制訂的產製常規，經常不到三個月就

改弦更張；但新聞實踐公共性的價值是否因此不具恆常性？本研究發

現，處於3L工作情境中的記者，儘管倫理衝突大、身不由己，對新聞

品質仍有期待與反思，即便是更能掌握新科技變化的年輕記者，適應

力快速，具有流動與靈巧彈性，亦未全然否定新聞對社會的公共價

值。這和華婉伶與臧國仁（2011）的研究結論相似，新聞場域中乃具液

態與固態現代性交雜共存之現象，彼此相互影響。因此，在持續變動

的社會特質中，如何重新界定其角色，並尋求適宜的行動策略，是新

聞工作者因應社會液態化的當務之急。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8).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3期（2018）

66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將即時新聞、即時使用通訊軟體與即時連線併置討論，只

能就其共通性及較特別之處加以討論，這三個L相互關聯又各有其影響

性，本研究無法就單一現象個別深入討論，此乃研究之限制；同時，

數位環境中仍有其他工作狀況值得進一步討論。本研究聚焦在記者3L

人生對新聞工作的影響，未來研究可針對記者因應數位環境之行動策

略進行深入分析，尤其是不同年齡之差異。 

科技變化一日千里，即時性帶來了重視速度的當代社會文化，
Tomlinson（2007）指出，即時性並非不好，也不能完全用過去現代性的

機械性速度定義思考。在即時性狀態下，生活充滿各種可能，誠如
Bauman（2000）所言，人在其中具有彈性，充滿靈活與快速轉換、移動

與調適的特性。速度並非萬惡，速度若在節奏中尚可掌握，使人成為

靈敏而優雅的演出者（Tomlinson, 2007），如何讓新聞工作者能更顯機

動與靈敏，掌握速度與即時性，而非受速度控制，乃數位環境中新聞

工作者的重要挑戰，因為一旦失速了，將不知航行何處！ 

註釋

1 參見網址：http://www.nytimes.com/2016/09/27/us/politics/fact-check-debate.

html?smid=fb-nytimes&smtyp=cur&_r=1。
2 Ambient journalism有學者翻譯成「氛圍新聞學」，本研究認為此名詞仍難
掌握作者的原意，故以意譯稱之「新聞無所不在」。參見網址：http://

nation.foxnews.com/2013/10/07/shepard-smith-tours-revolutionary-fox-news-

deck。
3 參見網址：http://www.bbc.co.uk/mediacentre/latestnews/2013/tv_news_move.

html。
4 參見網址：http://ireport.cnn.com/。
5 指以各種手段（轉貼、複製、偽造）取得大量文章的網站，其內容不經篩
選、品質堪慮，甚而常使用誇張的用詞與標題來吸引消費者，旨在衝高網
路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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