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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如何影響跨境大學生群體對	
不同議題的認知—實證分析澳門大學
大陸生和澳門生的態度差異和成因

楊柳、陳懷林

摘要

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群體，如今共同生活在多元

化的媒體環境裡，他們對於不同新聞議題的態度是否能達成一致？

2015年10月研究團隊就此主題對1,229名隨機抽取的澳門大學本科生

進行了問卷調查。分析發現，儘管媒介環境開放且資訊多元，但是澳

門生和大陸生的傳媒使用模式和對不同議題的態度依然明顯不同。首

先，受到媒介使用模式與社會背景的影響，澳門生和大陸生在不同新

聞議題的態度差異上呈梯級分佈，即雙方對社會議題沒有顯著的態度

上差異；雙方在文化議題的態度上方向一致，但存在程度上的差異；

而在政治議題上則在方向和程度上均有較大的差異。其次，研究還發

現個人的社會背景和媒體使用模式（資訊來源和傳媒可信度）是影響上

述態度差異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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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ir socialization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now live together in a diversified media environment. Will 

their attitude on different news issues be the same? In October 2015, this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1,229 randomly select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despite the open media environment and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media use patterns of Macau and mainland student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 issues are still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irst, influenced by the pattern 

of media use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is study revealed a laddering pattern of 

opinion divergence among young Chinese people that grew up in Macao SAR 

and Mainland China;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ttitudes between social issues; they shared similar opinions on social issues 

while differing in opinions on cultural issues, and were conflicted on political 

issues. Additionally, the pattern of media use and social background were found 

to be potentially key variables to predict for the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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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在政治傳播與媒介效果的研究領域中，民族主義是一個比較熱門的

話題（Breslin & Shen, 2010）。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諸如媒體的

民族主義建構、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民眾與媒體的互動等範疇的探討

都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施正鋒，2016；汪宏倫，2014）。在這種情況

下，中國大陸的媒介受眾對涉及民族主義的重大爭議性新聞事件的態度

往往表現出高度的一致，而傳媒環境較為多元且未系統的經歷過愛國主

義教育的港澳地區則往往會持有不同的態度（Chan & Chan, 2014）。

近年來，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和人員跨境流動的增漲，大陸民眾所

能接觸到的信息也開始變得越來越豐富，媒體與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

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衝擊。尤其是在中國的華南地區，伴隨著香港

和澳門回歸祖國，這種趨勢更加明顯。這就引起了傳播學者們的關

切，這種信息與人員在地域上的流動是否會對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

尤其是年輕人，在重大新聞議題態度上的影響。

現有的研究對這一領域的討論尚未達成一致的結論，部分學者認

為開放性的媒介平台與多元化的訊息為受眾提供了自由選擇的機會，

受眾對新聞事件的態度將會更多元（Gurevitch et al., 2009）。而持反對

意見的學者則認為受眾的傳媒使用存在著「選擇性接觸」的情形，可能

會導致具有類似成長經歷與媒介使用模式的年輕人更傾向於回應與他

們既有觀念相契合的新聞觀點（Stavrositu, 2010）。也有學者指出，受眾

對新聞事件的態度還會受到議題屬性的影響，如受眾在政治議題上的

輿論分化程度要大於他們在其他議題上的分化程度，受眾與新聞議題

的態度是因事而異的（Anastasia, 2007; Wilke, 1936）。

因此，媒介的使用模式是否會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青年群體對

不同新聞議題，尤其是政治類議題的態度產生影響，則是本文探討的

重點。基於上述思考，本文希望討論在一個資訊多元且高選擇性的媒

介環境之內，不同背景下的受眾對各類新聞事件持有何種態度？他們

對議題的態度是會持續分化，還是會逐漸趨同？除此之外，本文作者

還希望將新聞議題的屬性也納入分析與考慮之中，將其與社會背景和

媒介使用模式進行綜合的考慮，實證檢驗上述這些變量如何影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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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不同的受眾群體。我們認為，這或許是政治傳播效果研究領域內

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作者通過在澳門大學的大陸留學生群體和澳

門本地學生之間的一次問卷調查，實證檢驗了在多元資訊的社會環境

下，上述預測指標如何影響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在議題態度上的

差異。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展示社會背景和媒介使用模式如何影響澳

門學生和大陸學生在三類共計六個發生在2015年下半年的不同屬性的

新聞議題的態度差異。

文獻回顧

中國媒體的民族主義建構

在涉及民族主義的事件上，中國大陸的新聞報道是從多個角度進

行展示的，主要包括反日、抗美、民族認同、歷史脈絡等層面的內

容，並以宣傳動員的官方話語模式來推動民間的民族主義浪潮，藉此

來形塑中國政府在民眾中的印象（施正鋒，2016；Gries, 2004）。

通過梳理中國大陸媒介對民族主義建構的文獻可以看出大陸的民

族主義主要是圍繞反日與反美兩個層面進行討論的（黃煜、李金銓，
2003）。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美中關係之間的摩擦開始日漸

加劇，加之在1993年，北京以兩票之差失去了2000年奧運會的主辦

權，中國的官方媒介即藉此機會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描繪為企圖打

壓中國發展的國際霸權，反西方、反美國的言論一時間成為主流媒介

話語（陳奕任，2007）。而21世紀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開始由社會主

義者的國際民族主義轉變為愛國者的民族主義，大陸的民族主義思潮

逐漸成為中國政府凝聚民心、維護自尊、提升社會動員的一種方式（卡

拉漢、襲豔濱，2005；施正鋒，2016；Callahan, 2005）。而中日兩國相

關的保釣運動、參拜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公祭等事件的發生，使得

中國的民族主義再次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這一系列事件經由大陸主流媒體報道後，造成大陸反日風潮的興

起，甚至出現了襲擊日本人等不理性的行為。在此次民族主義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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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難發現大陸媒體主要是透過愛國式的民族主義建構模式來處理

國家間面臨的種種問題，將中日之間的爭端放在被侵略的歷史背景之

下進行闡釋（Gries, 2004）。此外，20世紀90年代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也被媒體描述為國家對領土主權的捍衛（施正鋒，2016）。然而與中日

爭端不同的是，香港、澳門與中國大陸的主流族群都是文化背景相同

的華人。大陸媒體在將英國人、葡萄牙人描述為他者的同時，將港澳

居民視為血濃於水的同胞，是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並強調維護國家

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責任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Wang, 2008; Zhao, 1998）。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對民族主義的建構是圍繞政治與

文化兩個層面來展開的，通過強調人種、語言、社會文化與歷史回憶

所形成的民族意識來將三地整合起來共同抵抗外部的威脅（王柯，
2015）。該現象與德國史學家Meinecke的論述相互呼應。依照Meinecke

的闡釋， 民族有「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兩個切入點（陳奕任，
2007；仲維光，1997：129）。「政治民族」所關心的是民族的建構取決

於公民的政治行為，政治變遷的過程使得民族成為政治共同體。「文化

民族」 認為民族成員的身份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是經由國家或其他

類似制度來承認或創造出來的，民族內部也因此具有一種「統一意識」

或「共同的歸屬情感」（陳奕任，2007；仲維光，1997：129）。 

在面對國內和國際問題時，中國媒體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來塑

造中國人的集體認同，將「我者」與「他者」塑造成兩個對立面，一方面強

調這是因應國際情勢所不得不為的情形，是為了民族復興與國家發展著

想，另一方面則藉由激起人民的認同心理，不至讓民眾對自身的國家、民

族甚至政權產生疑慮（陳奕任，2007：23）。所以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強調國

家與民族的利益，並將其稱為核心價值觀，以此來凝聚中國人的集體認同

感（施正鋒，2016；Lee, 2008; King, Pan & Roberts, 2017; Zhao, 1998）。

社會背景對受眾新聞議題態度的影響

大量的實證研究已經揭示，社會背景會影響到受眾對新聞議題所

持的態度，該類媒介效果在與民族主義議題相關的政治類新聞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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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顯著（Tian, 2016; Zhao, 1998）。在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包括完成

小學教育的地方、社會關係、旅行經歷和文化的認同度等在內的社會

背景因素都會對受眾的政治態度產生長期且深遠的影響（Elkind & 

Handel, 1989; Hoffner et al., 2008; Kononova et al., 2010; Littau et al., 

2010; McLeod & Shah, 2009; Rubin, 1978）。

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小學教育是起始階段，也是一個人是非觀念

初步形成的重要時期（Lee, 2008; Wang, 2008）。2017年，在反日的民族

主義情緒高漲的浪潮中，中國大陸將小學歷史教科書中的「八年抗戰」

改為「十四年抗戰」，將抗日戰爭開始的時間提前至1931年，藉此加強

對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Cain, 2017; Wang, 2016）。在這種情況的影

響下，即使年輕人後期會到境外接受高等教育，他／她青少年時期所接

觸到的是非觀念教育也會對其政治觀點和態度產生影響，並很難發生

改變（Wang, 2008, 2016）。

有學者就此研究問題在留學生群體與本土學生之間做了對比，並

檢測兩地學生在政治事件態度上的差異性（Hall & Sivakumaran, 2014），

如俄羅斯學者Anastasia對在美國留學的俄羅斯學生和在俄羅斯讀書的

本地學生之間進行了問卷調查並發現，在美國留學的俄羅斯學生與俄

羅斯本土的學生在美國政府與美國外交政策相關的政治議題上的態度

差距要大於他們對美國文化與生活方式等文化議題態度上的差距

（Wolffield, 1983）。

然而若本地學生對留學生所在的國家較為了解，如曾經去短期旅

行過、有親戚或朋友居住在那裡或者比較認同該國民眾的文化與生 

活方式，則留學生與本地學生對新聞事件在態度上的差異程度將可 

能會縮小（賀心穎，2013；雷宇、張宏梅、徐菲菲、梁浩翰，2015；
Wolfsfeld, 1983）。如喜愛日本文化、有親朋在日本或去過日本的中國

大學生對日本的負面印象會減少，甚至會肯定或欽佩他們的民族精神

（Wolfsfeld, 1983; 《星洲日報》，2017）。然而，這一情況似乎僅表現在

文化層面上的認可，在涉及民族利益的爭議性事件，如釣魚島主權爭

議方面，雙方依然持對立態度（Che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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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對受眾新聞議題態度的影響

在現有的研究中，受眾對媒體的依賴度、資訊來源等傳統的預測

變量都被認為是影響受眾政治態度的主要因素。近年來，隨著社會人

員的流動與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相關的實證研究越來越多的開始關注

媒介使用對不同身份背景和社會背景的受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尤

其是多元咨詢環境下的媒介使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政治態度（Chen & 

Yang, 2015; Goldman & Mutz, 2011; Iyengar & Hahn, 2009; Kohut et al., 

2008; Stroud, 2008）。

然而學界對媒介使用會對不同群體的受眾產生怎樣的影響尚未達

成一致的結論。有學者認為，以傳播高科技為基礎的數字媒體為受眾

創造了一個可以跨越時空邊界的高選擇性的傳播環境和資訊分享平

台，因此多元政治觀念的形成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受眾通過訪問

互聯網，既有的政治態度或許會發生改變（Bennett & Iyengar, 2008; 

Gurevitch et al., 2009; Lee, 2016; Obar & Wildman, 2015）。因此，媒介

使用會對受眾的政治態度產生影響，甚至會提升受眾的政治參與度

（Calenda & Meijer, 2009）。然而也有學者指出新的媒介使用渠道並不會

突然改變不同背景的受眾對政治事件的態度，因為在高選擇性的傳播

環境下，媒體的使用會導致受眾態度的分化現象。受眾更傾向於關注

自己所認同的政治觀點，以強化既有的政治態度，形成所謂的迴聲廊

效應（Sunstein, 2006）。

造成不同背景受眾間輿論分化現象最重要的兩個影響因素為媒介

依賴和傳媒的可信度。如留學生群體的媒介依賴模式在他們到達留學

所在地之前就已經養成，對政治事件也有自己的判斷取向（Wilson, 

2016）。網絡僅為他們提供了可以持續接觸到原來熟悉的媒體的平台，

他們固有的媒介使用習慣還是會繼續對他們的認知態度產生影響，網

絡這樣的多元咨詢平台僅僅只是一個讓留學生可以持續獲取本國資訊

的便利管道，而對他們的政治態度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他們長期

依賴的媒介資源，如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就經常瀏覽新浪新聞或

騰訊新聞與國內資訊保持同步（Hall & Sivakumar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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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媒介可信度也是能夠影響受眾議題態度的一個重要變量。

自己國家或地區的傳統媒體，如報紙和電視對受眾而言與具有較高的

可信度，其對受眾政治態度的影響也佔據著主導地位（Wang, 2007）。

現有研究顯示，在涉及到政治新聞議題的時候，即使受眾身處多元的

傳播環境之中，但若他們對某類信息源的可靠性產生質疑的話，他們

既有的政治立場則並不會被改變（Wilson, 2016）。如網絡這樣的多元新

聞資訊平台可以促使留學生對某一政治新聞事件產生興趣，讓他們更

積極的參與政治活動，但是他們對事件的態度卻不會因此發生根本性

的變化，他們對新聞事件既有的認知態度反而會得到強化（Calenda & 

Meijer, 2009; Kononova et al., 2011; Wilson, 2016）。學者Stavrositu在研

究中也指出人們並不願相信與自己政見不同的新聞資訊，因此在多元

資訊的傳播環境中，輿論會逐漸產生出兩極分化的極端現象（Lee, 2016; 

Stavrositu, 2010）。

議題性質對受眾議題態度的影響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看出，年輕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受到社會背

景與媒介使用的影響，並對不同的新聞議題，尤其是政治類議題給出

自己特定的判斷。因此，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在政治類議題上的分化

程度也最大（Wilke, 1936; Wolffield, 1983）。

如美國學者Wilke曾分析了美國紐約12組不同背景的在校大學生

在戰爭、財富分配、生育管控和上帝是否存在這四類議題在態度上的

差異並發現戰爭這一民族主義更強的政治性議題在各組學生中的差距

最大。在華人社會中也是如此，如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大陸民眾會

傾向於將該事件理解為鬧事，是西方國家妄圖分裂祖國的又一次嘗試

（人民網，2014）。而香港媒體則少有大陸民族主義建構式的新聞報道

與愛國主義教育，因而更傾向於將佔領中環定性為民主運動，將中國

大陸的愛國主義描述為黨國統治下的管控行為，並且得到了香港民眾

的認同（Jiang, 2013）。可見，不同成長背景的受眾對同一政治事件的態

度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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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政治類的爭議性議題似乎較難在不同群體中獲得一致

的認同，那麼不同背景的受眾在文化類議題上的態度又如何呢？因此

有傳播學者分析了文體類事件中的民族主義建構及影響，如 Jiang研究

了香港媒體在2008年奧運會中香港媒體的國家認同並發現，大陸媒體

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香港媒體中並不完全被認可，但是中

國的奧運冠軍對提升香港地區的民族自豪感與國家認同確有著積極的

影響（Jiang, 2013）。在相關的報道中，奧運冠軍被當作能為國家帶來榮

耀的「民族英雄」，變成了一個族群的文化符號，觀看了比賽的香港「同

胞」也因此對中國持更加正面的態度（Jiang, 2013, p. 894; Vincent & 

Crossman, 2012）。

然而，我們也注意到，香港民眾對奧運冠軍的認可看似是在國家

層面上的認同，但其本質上是對「勤奮、勵志、白手起家」這一民族文

化傳統的肯定，即不管出身如何，都能憑藉自己的決心與努力去實現

個人的價值（Jiang, 2017, p. 894）。奧運冠軍們背後就是這樣的勵志故

事，例如，高強度的訓練讓他們很疲憊甚至受傷，春節的時候他們也

不能回家團圓，但是他們所作出的努力與犧牲都在贏得比賽的那一刻

得到了回報。可以說，奧運冠軍們所帶來的啟發不僅局限在體育領

域，也能在個人的發展方面給人以鼓勵（Jiang, 2013）。對比政治層面的

民族主義宣傳，香港民眾更容易接受這種族群文化層面上的「正能量」

（Jiang, 2013, p. 901）。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看出，社會背景、媒介使用和議題屬性對受

眾在重大新聞事件的態度上會產生顯著的影響。若新聞報道中有民族

主義相關的內容，受眾則會結合自己的社會背景對議題進行判斷，進

而給予反饋。但是，來自同一族群但成長背景不同的受眾對民族主義

的感知與反饋在政治和文化層面存在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受眾對

政治事件態度上的差距似乎要大於他們在文化議題上的差距。

然而，儘管現有的研究涉及到了多種影響受眾態度的因素，他們

卻散見於各文，缺少一個研究設計將它們整合起來並進行實證上的檢

驗。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受眾的社會背景和媒體使用模式對來自不

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在新聞議題態度上的影響，同時這種影響是否會因

為議題性質的差異而不同。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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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與假設

1.	 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對議題態度的差異程度是否會受到

議題性質的影響，如果確實因議題而異，其差別的程度和方

向如何？

2.	 社會背景和媒體的使用模式是否會影響受眾對不同新聞事件

的感知，這種影響是否會因議題而異？

基於上述分析，作者進而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社會背景和媒體

使用模式不同的人群，對新聞事件的態度也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會

反映在對不同類型的新聞議題的態度裡面，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一：

H1:		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群體在政治議題態度上的差異會高

於在文化議題上的差異，而後者又會高於在社會議題上的	

差異。

社會背景對於形成和維持一個人的價值觀體系至關重要，並進而影

響其對新聞事件的定性和合理化方式。對於那些與核心價值觀和態度認

同密切關聯的議題，如國家統一或領土完整，社會背景因素無疑將影響態

度的形成。個人的傳媒使用習慣也有類似的功用，當面對具有高度爭議

的事件時，這種影響力就更為顯著。因此，假設二和假設三分列如下：

H2:		社會背景因素對於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將大於對文化議題態

度的影響。

H3:		傳媒使用模式對於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將大於對文化議題態	

度的影響。

研究地點與新聞議題的選擇

研究地點

本研究選取了澳門大學為研究地點，這是一所建立於1981年的綜

合性大學，我們認為澳門大學是一個適合檢視本文研究問題的理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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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首先，澳門大學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所直接管理的一所公立大學。

澳門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1999年回歸祖國之後即作為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依照澳門的法律進行管理。因此，在讀

的本科生雖大多出生在回歸之後，但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並未系統性的

接受過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媒介使用方面，澳門民眾最經常使用

的是本地和香港的媒體。據2017年〈澳門媒體市場研究報告〉的數據顯

示，香港媒體在澳門市場的佔有率已經高達五成。例如在紙媒方面，

除了《澳門日報》排名第一以外，第二、三、四位的報紙均被香港媒體

取代。因此，澳門大學本地生和大陸生的成長背景與媒介使用的模式

都是不相同的。

而且，澳門大學又有大量的學生來自中國大陸，具有相對平衡的

本地學生和大陸留學生比例（大致為3：1），且兩個學生群體的主流族

群是相同的，這在其他地區的高校中並不多見。據澳門大學官網數據

顯示，在2015教學年度，共有9,312名學生註冊入學，其中澳門本地的

學生為6,160人，佔在校學生總數的66.2%。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為
2,892名，佔總數的31.1%。其餘學生來自別的國家或地區，佔2.8%。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大陸有網絡審核制度，部分網站會

被封鎖。在澳門大學的校園裡，師生可以不受限制地接收到來自澳門本

地、大陸、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媒體資訊，包括傳統媒體和互聯網訊

息。因此，澳大校園是一個多元化的媒介環境，來自大陸的學生可以自

由選擇想要獲取的資訊，也可以選擇繼續自己既有的媒介使用習慣。

最後，由於生活方式和媒體使用習慣的不同，校園裡不同的學生

群體中存在著一種「平行共存」的現象。大多數的澳門本科生與父母同

住，他們會在課餘時間在澳門打工，忙碌地往返於校園和市區的工作

地點之間。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絕大部分大陸學生都住在校園的學生

宿舍樓裡，他們在週末或假期會過境到珠海去購物或娛樂。除了在一

起上課之外，本地學生和大陸學生可以說是平行地共存著。這種「平行

共存」的校園即保障了研究對象要處在相同的環境內，同時也降低了兩

組成員之間相互交流的頻率。因此，澳門大學在學生群體的社會背

景、媒介使用習慣和媒介環境等方面都比較具有代表性，是進行該類

研究的一個較理想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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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議題 

根據本研究的關切，本文按照澳門學生群體和大陸學生群體核心

價值觀的差異，和事件是否具有爭議性為選取標準，挑選了六個不同

類的新聞事件來檢測參與者的媒介使用模式和社會背景對其態度的影

響。這裡的核心價值觀指的是「民族主義」，因為大陸學生所接觸到的

學校教育和媒體傳播中，「民族主義」的影響顯然要比澳門學生所感受

到的要強烈得多。第二個選擇標準是議題需具有爭議性，即新聞事件

在大中華地區是否存在顯著不同或對立的觀點，即受眾是否對該事件

持有不同的態度。因為只有選取具有爭議性的新聞事件，才更有利於

檢測他們在議題態度之間的差異程度。 

根據以上兩個因素，作者選擇了發生在2015年下半年，在大中華

地區有廣泛影響，大學生相對關注的六個新聞事件。它們可被歸為三

類：第一類是既不涉及民族主義，又沒有很多爭議的事件，稱為「社

會議題」包括「同性戀」和「明星吸毒」；第二類是雖然同民族主義有關

聯，但爭議性不大的事件，稱為「文化議題」，這包括了「中國女排獲

得世界盃賽冠軍」和「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第三

類是既同民族主義強烈相關，又在傳播中有著高度爭議性的事件，稱

為「政治議題」，包括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和「南海島礁

建設」。其中澳門大學的本地學生和大陸學生之間曾經在學校的網上就

紀念抗戰勝利閱兵進行過一場「坦克還是鮮花」的辯論，而對於南海島

礁建設的立場不同的報導在澳門各個傳統媒體和新聞網站上都可以見

到。

以上所選的四個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新聞事件都涉及華人利益，其

不同在於政治議題包含了對大陸的愛國主義及政治模式的肯定，而文

化議題則並沒有檢測這個層面，另外又加入了兩個不含民族主義因素

的社會議題進行對比分析。作者認為，這些新聞事件的選取較適合用

於驗證來自同一民族但社會背景與媒介使用模式不同的年輕人在不同

新聞事件態度上的差異，而學生間的這種差異所反映出的又是他們對

民族主義的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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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一項對於澳門大學1,200多名大學本科生的隨機

樣本的問卷調查。問卷的問題包括了對受訪者的傳媒使用模式、社會

背景、以及對於三類新聞議題的定義和標識。作者隨後通過頻率統

計、因子分析、信度分析、t檢定、ANOVA和多元回歸等方法對調查

資料進行了分析。

調查抽樣

本研究採用了以授課班級為抽樣單位的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首先，按照澳門大學七個學院的本科生在全校本科生中的

百分比，將1,200個名額按比例分配到各個學院。然後，在每個學院獲

取該學院在2015年秋季學期的所有開設的全部課程、授課班數目和每

班學生人數的資料，構建授課班的編號列表，然後隨機抽取編號。考

慮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拒訪，抽取的班級數量相當於實際所需的班級的

三倍。

調查操作

本次調查的訪問對象為在澳門大學學習的澳門和中國大陸的全日

制本科生。作者先聯繫被抽中班級的授課教師，確認該班級是否願意

參與本次調查。然後商定調查的時間和地點。調查由修讀傳播研究方

法課程的傳播系博士生和碩士生具體執行。對每位參與調查的研究生

都事先進行了培訓，每人還對使用調查問卷的初稿進行了2–3人的預

訪。從2015年10月19日至26日，調查員在指定的時間進入教室，簡

要介紹調查項目之後，將問卷發給在場聽課的學生。被訪者被告知可

以自願參與或不參與調查。調查員在現場監督被訪者獨立完成問卷，

並當場收回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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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成功率

有42%的被抽中的班級同意參與調查，89%的在場學生完成了問

卷。在總共1,345份收回的問卷中，剔除被訪者為研究生、預科生或外

國學生的問卷，以及少數填答不符合要求的問卷，最後的合格問卷為
1,229份。綜合計算的成功率為38%。

議題態度的測量

本研究對新聞議題態度上的測量採用了雙指標的檢測體系，即同

時測量對議題的定義和媒體標識（symbol）的認同，以減低僅僅詢問對

議題態度為正面或負面所可能產生的主觀性，改善了測量的效度。在

確定了議題和新聞事件之後，研究團隊搜集了在澳門可以接觸到的主

流傳統媒體和熱門新聞網站對相關新聞事件的報導和評論，從中提取

了對事件的不同定義和報導「標識」。然後根據詞意，就每個事件選用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定義和標識各四個，並將其從正面到負面進行排

列，按照從1至4的階度分別為他們賦值。其中，1分為最正面，4分為

最負面（參見附錄）。

例如，在「南海島礁建設」這一新聞事件中，作者所提取出的四個

議題定義中，「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是最正面的一個議題定性，其對應

的數值為1，即被訪者若選擇該選項，則他／她對該議題的態度可被視

為是最正面的；而「實行軍事擴張」則是最負面的一個議題定義，其對

應的數值是4，被訪者若認可該選項，則其對該新聞事件的態度則相應

的被理解為是最負面。該新聞事件下的另外兩個議題定義「開展必要的

基礎建設」與「單方改變現狀」則介於兩者之間，分別代表較正面和較負

面的態度，其相應的分值分別為2和3。事件標識的測量與此相同。其

中，文化議題定義指標的測量除外，由於該議題新聞報道中出現了大

量與族群情緒相關的表達，例如「驕傲」、「興奮」等，因此根據該議題

新聞報道的特點，本文的議題定義是通過詢問對該議題是「中國人的驕

傲、十分興奮、有點高興、無所謂」來檢測澳大學生對該類議題所持有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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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調查時，受訪者會被要求選出自己最認可的定義或標誌，

如同性戀議題，被訪者會被問及「同性戀的現象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人

們對同性戀的性質有不同的看法，你最同意以下哪一個定義？1. 人性

的解放；2. 少數人群的選擇；3. 不大正常；4. 罪錯行為」。作者會按照

給定的賦值確定受眾所選取的事件定義或標識的得分，並在不同的新

聞事件之間進行 t檢定並確認差異程度。

傳媒使用模式的測量

這是關鍵的自變量，問卷中包括了以下幾個指標：取得新聞的主

要傳播管道的類型（每個被訪者可以最多選擇兩個）；最常接觸的新聞

傳媒的名稱（每個被訪者可以提出最多兩個）；最常接觸的兩個中文傳

媒是都屬大陸媒體，都屬非大陸媒體還是兩者各一；不同傳播管道的

可信度（被訪者被要求對香港、澳門和大陸媒體的可信度進行打分，最

低分為0，為高分為10）。

個人的社會背景因素

個人的社會背景在問卷中包括了以下四個指標：小學教育完成地

（澳門、香港、中國廣東、中國其他省市）（1–4級）；家庭同大陸聯繫是

否密切（1–5級）；過去兩個月中到訪大陸的次數；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度

（0–10級）。

作者隨後對四個社會背景因素的指標進行了標準化的處理，將四

個指標轉變為1與2兩個數值並相加成一個新的變項，以便於對後續的

研究假設進行驗證。具體而言，將小學教育完成地重新編碼成1 = 澳

門／香港，2 = 中國大陸；家庭和大陸的聯繫是否密切重新編碼為1 =

不密切，2 = 密切；過去兩個月中到訪大陸的次數重新編碼為1 = 較

少，2 = 較多；將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度重新編碼為1 = 較不喜歡，2 =

較喜歡。最後四個指標加總為一個社會背景因素變量，取值範圍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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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的信度核對與降維

為了驗證變量的信度，並使得研究的表述更加簡明，本研究採用

因子分析的方法，將部分同類的變量組合成因子（參見表一）。它們是

「社會背景因子」「文化議題因子」和「政治議題因子」，並通過了信度檢

驗（Cronbach’s Alpha），而社會議題則未能成功組合成新的因子。

表一 因子分析的結果

因子 變量的數目 變量 Cronbach’s Alpha

社會背景因子 4

小學所在地；
家庭與大陸的聯繫；
訪問大陸的次數；
對中國文化的喜愛

.66

文化議題因子 4
對女排奪冠的態度和標識 ;
對屠呦呦獲獎的態度和標識

.67

政治議題因子 4
對大閱兵的定義和標識 ;
對南海島礁建設的態度和標識

.78

分析與發現

表二為澳門和大陸學生人口背景資料的比較。澳門和大陸學生的

年齡和家庭收入差別不大，大陸學生中女性的佔比更高。

表二 澳門和大陸學生個人背景的比較

個人背景 澳門生（n = 906） 大陸生（n = 323）

年齡 19.8 19.7

性別（女性%） 56.2 69.7

家庭月收入（萬元） 4.73 4.28

完成小學教育的地點對年輕人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在下表中可

以看到84%的澳門學生是在本地讀完小學的，而四分之三的大陸學生

是在廣東之外的省市上小學的。在廣東上小學的澳門生和大陸生的比

例分別為12%和24%（參見表三）。還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澳門學生對

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喜愛程度遠低於大陸學生，相信這是一個多種

因素綜合影響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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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澳門生和大陸學生社會背景的比較

變量 選項 澳門生（n = 906）大陸生（n = 323）

完成小學教育的地方（%）

澳門
香港
中國廣東省
中國其他省市

80.6
3.4
11.9
4.0

1.5
0

23.8
74.6

家庭同大陸聯繫的密切程度 1 = 沒有；5 = 密切 2.98 4.67

兩個月訪問大陸次數 2.49 3.26

對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喜愛 （0–10） 4.99 7.17

在媒介使用方面，被訪學生被要求寫下兩個自己最常訪問的中文

新聞媒體名稱，所有的學生一共提及了50多種中文新聞媒體的名稱，

經過上網查詢，確定了所有這些媒體的註冊所在地。本文將它們分為

「非大陸媒體」和「非大陸媒體或大陸媒體」兩個大類，其中非大陸媒體

中大多數為港澳媒體，僅有少數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傳媒。下表展現

了三種媒體的使用方式，只接觸非大陸媒體的在澳門生中佔了31.3%，

而大陸生僅有1%；同時接觸兩類媒體的澳門生達到42.4%，而大陸生

只有四分之一。澳門生新聞來源的多元化程度要高於大陸學生。

表四 澳門和大陸學生最常接觸的新聞傳媒的類別比較（%）

來源 澳門生（n = 906） 大陸生（n = 323）

只接觸非大陸媒體 385（31.3） 12（1）

接觸非大陸或大陸媒體 521（42.4） 311（25.3）

先前的研究表明，媒體的可信度是衡量傳媒影響力的重要指標。

在三類新聞管道中，澳門生的排名分別是香港傳媒、澳門傳媒和大陸

傳媒。大陸生將最高的信譽給了澳門傳媒，接著是香港傳媒，第三才

是大陸傳媒。

表五 澳門和大陸學生對不同媒體的信任度的比較（1–10分）

媒體 澳門生（n = 906） 大陸生（n = 323）

澳門傳媒 6.72 7.03

香港傳媒 7.20 6.84

大陸傳媒 4.83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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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的驗證

研究假設一指出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群體在政治議題上的態度

差異會高於其在文化議題上的差異，而後者又會高於在社會議題上的差

異，下表無可爭議地驗證並接受了這一條研究假設。作者通過 t檢定驗

證了兩個群體在不同議題間在態度上的差異並發現，雙方在兩個社會議

題的態度上均無差異，p值都大於 .05，而雙方在文化議題上則呈現出差

異性。其中澳門學生和大陸學生在屠呦呦獲諾獎這一文化議題的定義層

面達到了顯著的水平，而對其標識的差異程度上則未能達到顯著的水

平。女排奪冠這一文化議題在定義與標識上的差異程度都達到了顯著的

水平，然而在標識的差異程度上，該議題的p值僅僅等於 .47，只是剛達

到了顯著的水平。但是仍然可以說，兩組學生在文化議題態度上的差 

異程度要大於他們在社會議題態度上的差異程度。最後的政治議題的 

兩個新聞事件在大陸學生和澳門學生之間的差異程度則是最大的 

（p＜ .001），均達到了高度相關的程度。毫無疑問，政治議題在兩組學生

群體間在態度上的差異程度要大於他們在文化議題態度上的差異程度。

三個議題間的差異呈梯狀分佈。這符合研究假設一提出的影響方向。

表六 澳門和大陸學生對不同新聞議題態度的 t檢定

議題類型 新聞議題

澳門生 
（n = 906）

大陸生 
（n = 323）

澳門生 
（n = 906）

大陸生 
（n = 323）

定義 定義 標識 標識

M SD M SD M SD M SD

社會 
議題

同性戀
1.64 .53 1.61 .51 1.61 1.07 1.51 .90

t(1114) = .88, P＞ .05 t(1017) = 1.39, P＞ .05

影視明星吸毒
2.76 1.22 2.78 1.05 3.81 .93 3.89 .92

t(1034) = –.28, P＞ .05 t(1099) = –1.41, P＞ .05

文化
議題

女排世界盃賽奪冠
2.65 1.11 2.07 1.03 2.14 .71 2.04 .59

t(1098) = 7.89, P＜ .001 t(930) = 1.99, P＜ .05

屠呦呦獲諾貝爾獎
2.46 1.13 1.87 1.01 2.66 1.01 2.48 1.31

t(1069) = 8.02, P＜ .001 t(1107) = 2.39, P＞ .05

政治 
議題

紀念抗戰勝利大閱兵
2.34 1.02 1.42 .82 2.75 1.34 1.74 1.12

t(1120) = 14.24, P＜ .001 t(1025) = 11.55, P＜ .001

南海島礁建設
2.11 1.21 1.37 .78 2.34 1.18 1.40 .93

t(944) = 9.52, P＜ .001 t(884) = 11.70,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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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二和假設三分別提到了：個人社會背景對於政治議題態

度的影響將大於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傳媒使用對政治議題的影響

將大於對文化議題的影響。在對兩個研究假設進行分析與回應之前，

本文首先使用了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分別檢驗了兩地學生對新聞

議題的態度是否會受到社會背景因素和媒介使用模式的影響。

在社會背景因素的檢驗上，作者將個人社會背景作為自變量，將

澳大學生對兩類議題的態度作為因變量，對數據進行了單因素方差分

析，結果發現該變量對兩類議題的態度都有顯著的影響。在政治議題

態度上，F (4, 777) = 85.29, p＜ .001. LSD事後檢驗的數據顯示出，社

會背景差距為最大值4的澳大學生在政治議題態度上的差異也最大

（M = 1.52），隨著社會背景差距的縮小，澳大學生在政治議題上的差異

程度也依次隨之遞減（M = 1.09，M = .52，M = .23）。在文化議題的影

響上，同樣是社會背景差異較大的澳大學生在態度上的差異也較大，F 

(4, 832) = 20.70, P＜ .001，且態度間差異的距離同樣是隨著社會背景因

素的縮小而依次遞減（M = .91，M = .71，M = .45，M = .21）。若對比政

治議題和文化議題態度的差距程度可以發現，社會背景因素對政治議

題態度的分化程度要大於其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

在媒介使用模式的驗證方面，本文按照媒介依賴的類別與護照類

型將受訪者分成四類：（1）只接觸非大陸媒體的澳門學生，（2）接觸大

陸或非大陸媒體的澳門學生，（3）只接觸大陸媒體的大陸學生，（4）接

觸大陸或非大陸媒體的大陸學生。隨後作者使用ANOVA檢驗了兩地學

生對新聞議題的態度是否會受媒體使用的影響，結果發現媒介依賴對

議題態度的影響力是極為顯著的。在政治議題上，F (3, 778) = 103.28,  

p＜ .001，在文化議題上，F (3, 833) = 16.119, p＜ .001. 

LSD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澳門學生中，只接觸非大陸媒體的澳門生

與接觸大陸或非大陸媒體的澳門生在政治議題態度的差異上達到了高

度顯著的水平（p＜ .001），在文化議題的態度差異上也達到了顯著的水

平（p＜ .05）。在大陸學生中，只接觸非大陸媒體的大陸生與接觸大陸

或非大陸媒體的大陸生在兩類議題的態度上的差異則都未達到顯著的

水平，即在大陸學生中，無論他們接觸何種媒介，他們對兩類議題的

態度都不會呈現出任何差異。雖然可以看出澳大學生在政治議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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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會略高於對文化議題的差異（p＞ .05），但卻未能達到顯著水

準。而在跨組別的對比中，即在大陸學生和澳門學生的對比中，無論

是否只接觸非大陸媒體或同時接觸其他媒體，雙方均在政治和文化議

題態度上呈現出極大的差異性（p＜ .001）。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社會背景因素與媒介依賴對兩類議題態

度的影響各有不同。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之上，本文作者進一步使用多

元回歸分析來探討各類自變量對兩類議題態度的綜合影響效果。

下表為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列出了不同的自變量對文化議題和

政治議題這兩個因變量因子的影響力。在文化議題方面，對大陸傳媒

的信任度越高，對港澳傳媒的信任度越低，社會背景與大陸越接近的

澳大學生對文化議題的認知就越正面。就對政治議題認知的影響力而

言，對大陸傳媒信任度越低，越信任港澳媒體，更多依靠非大陸媒體

獲取新聞，社會背景與中國更接近，持澳門護照的澳大學生對中國政

府在政治議題上的主張會持更負面的態度。

具體的資料數據顯示社會背景因子對於文化議題的影響達到了顯

著的標準（p＜ .05）, Beta值為–.16，而對政治議題的影響則達到了更高

的顯著水平（p＜ .001），Beta值為–.22，高於其對文化議題的影響。可

以看出，社會背景因素對政治議題態度的分化程度要大於其對文化議

題態度的影響，所以假設二被接受了。

回歸分析的數據還揭示出，大陸媒體和港澳媒體的可信度在兩類

議題上都達到了顯著的水平。對香港媒體信任度越高，對文化議題和

政治議題的態度就越偏離大陸的主流，這種效果在政治議題上略強一

些。信任港澳傳媒的被訪者會非常負面地解讀兩類新聞議題，而信任

大陸媒體的被訪者對兩類議題的解釋則較正面。在媒介依賴方面，越

依賴非大陸媒體的被訪者對政治議題的態度就越偏離中國大陸主流，

對文化議題的影響則不顯著。綜上所述，媒介使用模式這一變量對於

文化議題和政治議題的態度具有符合預測方向的影響力。可見，媒介

使用模式對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略微高於對文化議題的態度上的影

響，研究假設三被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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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社會背景、媒體使用和文化認同對不同新聞議題態度的影響（beta）

變量類別 變量 文化議題 政治議題

個人背景
所持護照 .01 –.11*

R sq. 變化 .05 .23

社會背景
社會背景因子 –.16** –.22***

R sq. 變化 .04 .08

媒體使用

依賴媒體的類別 .07 .18***

大陸傳媒的可信度 –.28*** –.33***

港澳傳媒的可信度 .11* .18***

R sq. 變化 .05 .07

總計Adjust R sq. .13 .38

註：樣本數為澳門生= 906；大陸生= 323；*= p＜ .05；**=  p＜ .01；***=  p＜ .001。各變量

編碼方式各有不同。所持護照（1 = 澳門，2 = 大陸）；社會背景因子（小學教育完成地＋家庭

同大陸聯繫＋2個月訪問大陸次數＋對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喜愛，取值範圍4–8）；媒介使

用（1 = 大陸或非大陸，2 = 非大陸）；大陸媒體的可信度、港澳傳媒的可信度（1–10）

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實證的檢驗了社會背景、媒介使用

模式以及議題屬性如何影響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對議題的態度。本文

的研究發現主要有兩點，第一，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對議題態度

的差異程度會受到議題性質的影響，他們在政治議題態度上的差異高

於在文化議題態度上的差異，而在文化議題上的差異又高於在社會議

題上的差異。第二，社會背景和媒體的使用模式會影響到受眾對不同

新聞事件的感知，而且這種影響是因議題而異的，媒介使用和社會背

景因素對於政治議題態度的影響均大於對文化議題態度的影響。

在政治傳播與媒介效果的研究領域中，前人學者已經通過大量的

實證研究來探討受眾對新聞的態度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約。其中，媒

介依賴、媒介可信度、民族主義、教育背景、個人經歷、社會關係、

文化認同度和議題屬性等因素都會影響受眾對爭議性事件的態度。但

是這些研究結論卻散見於各文，缺少一個研究設計將它們整合起來並

進行實證上的檢驗。尤其是在一個高選擇性的媒介環境下，不同背景

的受眾對重大新聞議題的態度如何呈現則尚未被充分的討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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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過可操作化的研究設計，將上述因素整合起來，實證探討了受

眾的社會背景和媒體使用模式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在新聞議題

態度上的影響，同時這種影響是否會因為議題性質的差異而不同。

首先，媒介的使用模式是否會對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青年群體的

新聞態度產生影響，是本文探討的第一個要點。研究結果證實，在一

個高選擇性的媒介環境中，傳統的媒介使用變量包括媒介依賴和傳媒

可信度依然是受眾議題態度的有效測量指標。其中，對資訊來源的依

賴主要影響了受訪者對於政治議題的認知，而對文化議題認知的影響

並不顯著。傳媒可信度對兩類新聞議題都產生了顯著影響。作為一個

傳統的變量，傳媒可信度在多元化的資訊環境中對受眾態度的影響力

絲毫沒有減弱。

其次，在影響受眾議題態度的測量指標中，與受眾社會背景相關

的一些因素，包括教育背景、個人經歷、社會關係與文化認同度也是

可以預測受眾態度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實證檢測了小學教育完成地、

過去兩個月中到訪大陸的次數、家庭與大陸的聯繫是否密切以及對中

國文化的喜愛度，並將它們整合為社會背景因素，進而通過實證分析

證明該影響因素為預測受眾議題態度的有效指標。儘管該測量指標尚

需更多實證研究加以檢驗，但相信這種測量方式能為後續相關研究提

供可供參考的理論依據。

最後，本文發現受眾對新聞事件的態度還會受到議題屬性的影

響，並且證實了受眾在政治議題上的輿論分化程度要大於他們在其他

議題上的分化程度，受眾與新聞議題的態度是因事而異的。特定國家

或地區中的媒介所呈現出的民族主義往往會對受眾的態度產生深刻的

影響。社會背景與媒介使用模式相同的受眾對涉及民族主義的重大爭

議性新聞事件的態度往往表現出高度的一致。這個發現，對於學界各

執己見的關於高選擇性的多元資訊環境究竟是統合還是分化輿論，具

有類似成長經歷與媒介使用模式的媒介受眾對新聞議題的態度是會變

得更多元還是會更傾向於認同他們既有的新聞觀點，都是一個有意義

的限制性條件。

綜上所述，社會背景和媒介使用模式是影響受眾態度差異的大小

和方向的關鍵因素。新聞議題是否同群體成員的核心價值觀相一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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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影響到受眾事件態度的一個重要條件。通過此次校園調查，本文

回應了現有研究中的一些爭議。我們認為，這或許是政治傳播效果研

究領域內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也有一些創新。本研究以澳門大學為研

究地點，選取了澳門學生和大陸學生這樣兩組社會背景不同但是主流

族群又同為漢族的兩個群體作為研究對象。這兩組學生可為媒介使

用、社會背景因素與受眾態度的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較為理想的參照

樣本。在議題的篩選方面，本文分析了三類不同屬性的爭議性新聞事

件，並結合民族主義因素檢測議題屬性在傳播效果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們認為，在一個高選擇性的媒介環境中，這種設計方式能夠較為有

效的檢測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群的媒介使用模式對受眾在重大爭議

性新聞議題態度上的影響。

不可否認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如在通過信度檢測的三個因子

中，社會背景因子與文化議題因子的Cronbach’s alpha信度值偏低，分

別 .66和 .67。可以看出，這兩個因子中各個變量的一致性偏低。這或

許是由於這兩類因子的變量測量指標在進行問卷設計時沒能採用統一

標準導致的。在社會背景因子中，四個指標的檢測模式是不相同的，

雖然在後期經過標準化處理並重新進行了編碼，但是難免會影響到數

據在一致性上的精確度。在文化議題中，本文對議題定義採取了程度

列表的測量方式，而對標識則採用了語義量表的測量方式，這或許對

測量指標的一致性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後續的研究中，在做研究

設計時需要採用統一的測量標準。

此外，本文還存在其他一些不足之處。首先，作為一個校園調

查，被研究對象的同質性較高，研究結論是否適用於一般人口群體還

要經過檢驗。其次，三個議題每個都只包含了兩個事件，其代表性可

能不足，會影響到概念測量的效度。還有，作為一個重要的控制變

量，人際傳播（如網上和網下的朋友圈等）對態度的影響沒有包括在

內。因此尚需更多的實證研究對此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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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新聞事件的定義和媒體標識

議題類型 新聞議題 定義 分值 標識 分值

社會議題

a. 同性戀

人性的解放 1 性開明 1

少數人群的選擇 2 正常少數 2

不大正常 3 另類行為 3

罪錯行為 4 有悖道德 4

b. 影視明星吸毒

催生靈感或減壓 1 娛樂圈內的潮流 1

個人選擇無可厚非 2 媒體刻意炒作 2

過度自我膨脹 3 自我毀滅 3

道德敗壞 4 助長毒風 4

文化議題

a. 女排世界盃賽奪冠

中國人的驕傲 1 重登巔峰 1

十分興奮  2 再現女排雄風 2

有點高興 3 郎平的魔法 3

無所謂 4 運氣好 4

b. 屠呦呦獲諾貝爾獎

中國人的驕傲 1 圓了中國夢 1

十分興奮  2 中醫的勝利 2

有點高興 3 個人奮鬥成功 3

無所謂 4 制度缺陷弊病 4

政治議題

a. 紀念抗戰勝利大閱兵

維護和平 1 為了實現中國夢 1

高調紀念 2 威武文明之師 2

為領袖立威 3 坦克不如鮮花 3

炫耀武力 4 勞民傷財 4

b. 南海島礁建設

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1 正當合法行動 1

開展必要的基礎建設 2 改善航行條件 2

單方改變現狀 3 加劇緊張局勢 3

實行軍事擴張 4 南海軍事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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