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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商業電視媒體的災難新聞產製與反思： 
新聞工作、常規與災難的不確定性

張春炎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台灣反覆出現的一項傳播現象：台灣媒體的災難報

導問題，為何反覆出現而不見改善？本研究藉由新聞工作者的角度出

發，深度訪談23位實際參與重大災難採訪報導的電視新聞工作者，

歸納分析電視新聞工作者在災難新聞產製過程所經驗到的各類不確定

性，由此說明其為何無法「尋常規」、按部就班、默契分工完成具品

質的災難新聞。另一方面，當既有的台灣電視新聞業尋常地仰賴常規

來保持新聞產出品質，卻又在面對重大災難情境發生時，無法讓新聞

工作者尋常作業。最終因台灣新聞產製常規缺乏有效反思與調整，也

導致了專業品質不足的災難新聞會反覆地、如常出現。因此本研究在

結論提出建議：面對層出不窮的災難新聞報導問題，應該更聚焦探討

如何建議臨機應變機制和知識工具，使新聞工作者具備因應各類型災

難、不確定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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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Production, Routine, and Uncertainty 
during Natural Disasters: Disaster News-Making 
by Business Media in Taiwan

Chunyen 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uncertainty on news routines during 

disaster situations. Us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we 

first explore the concepts of news routines in disaster situations. Second, we 

examine 23 news workers’ experiences of reporting disaster news. This research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news workers faced a variety of uncertainties and 

suffered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during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y could not 

perform their jobs well in following news routin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conclude that in examining the issue of disaster news coverage, researchers 

should focus on increasing journalis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various types of 

uncertainties in disaster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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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大災難爆發時，新聞毫無疑問是社會獲知災難訊息重要的傳播

管道。社會大眾需要透過專業的新聞媒體來獲知正確、即時的災難訊

息，以因應災難、減輕災難的衝擊，社會方能避免陷入社會失序的問

題（湯京平、蔡允棟、黃紀，2002；Quarantelli, 2002; Scanlon, 2006）。

回顧近年台灣歷經多起重大災難，災難新聞表現歷次都遭批評報

導專業不足，使新聞媒體自身反倒成為新聞主角。有關災難新聞報導

不佳的問題。從過去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災難新聞出現問題大抵反映

在報導內容不符合客觀、多元、平衡等專業規範，另外是反映在新聞

採訪過程，記者為了在災難現場進行採訪獲取最即時新聞，發生干擾

現場的救災、賑災的問題，以及採訪行為干擾或造成災民二次傷害（孫

曼蘋，2000；蘇蘅，2000；臧國仁、鍾蔚文，2000；孫式文，2002；

柯惠新、劉來、朱川燕、陳洲、南雋，2005；許瓊文，2009；柯舜

智，2010年10月；林照真，2013；鄭宇君、陳百齡，2012），以及救

災資源不公平地集中在媒體報導所創造的明星災區（Hsu, 2013）等等。

而在各類大眾新聞媒體之中，電視媒體的災難新聞尤其具有影響

力。因為台灣擁有密集的24小時商業電視新聞台，一旦發生災難發生

時，相較於其他媒介能夠發生更大傳播效果（林照真，2009a；羅雁

紅、鍾宜珈，2016），晚近有研究更提出「電視新聞主導災難新聞、災

難管理的局面」之看法（林照真，2013）。值得反思的是，電視媒體在報

導災難事件，經常受到學者專家更多的抨擊和批判。諸如2011年發生

日本311大地震爆發，這個震驚國際的複合式災難一樣受到國內各家新

聞台密集報導，各台也紛紛派遣記者赴日採訪。其後災難新聞報導問

題立即被眼尖的學者發現，諸如用配樂引起閱聽眾情緒反應、剪輯各

式可怕海嘯來襲畫面傳遞恐怖氛圍、翻拍網路製作新聞又未查證事

實、謠言傳言新聞增添恐慌等（許瓊文，2011年3月14日）。與此同

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為此接獲許多不滿民眾的檢舉（黃慧敏，2011年3月21日；林嘉琪、陳

怡靜，2011年3月22日）。時任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的傳播學者胡

元輝教授，針對311災難報導問題也提出一個具代表性的質問：92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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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後每逢大小災難就出現民眾對於新聞資訊的高度需求，但為什麼

經過這麼多次災難、這麼多年來媒體災難報導問題仍不見改善（公視有

話好說，2011年3月19日）？

在上述脈絡下，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有問題的災難新聞」為什麼

會反覆出現？本研究從新聞工作者的產製經驗出發，探討電視媒體的

災難新聞是如何做出來的？進而分析訴求確定性的新聞產製常規，1在

面臨災難情境而種種不確定性，如何影響新聞品質？

文獻回顧

新聞產製常規與新聞專業品質

如何從產製面，探討災難新聞品質問題與組織常規的產製關係？

新聞常規（news routine）的研究是過去的一項主流。在定義上，常規是

指一種例行化並且是重複被實踐的新聞產製模式，根據Schudson

（2001）研究指出，1920年代以後客觀新聞報導成為美國記者職業社群

共同信奉的職業守則，事實的正確性（factual accuracy）以及資訊查證

（verification of information）也被儀式化成為記者傳遞新聞是否專業、具

正當性的依據（舒德森，2009；Carey, 2002; 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2）。因此，新聞的品質和客觀新聞專業主義，是建立在新

聞工作者能夠依照新聞常規各司其職，新聞工作是順應著規則（rule）行

事的職業，對新聞工作者來說，這些規則像是一種行動的策略指引，使

記者能夠回應新聞組織的期待，做應該做的事情，包括聚焦在事件、接

觸消息來源、建立事實、從各種線索中發現新聞、完成新聞報導（劉昌

德，2007；劉蕙苓，2011；Aldridge & Evetts, 2003; Ryfe, 2006）。

值得注意的是，以新聞客觀主義作為倫理和新聞品質的標準，而

形成制度化的常規行為，並非一成不變。因為對新聞業而言，在不同

時代出現媒體環境變化，媒體業所共享的行規、信奉的專業目標與新

聞品質的關係，會呈現出不小的變化。諸如晚近McManus（1994）所指

出，市場競爭驅動新聞工作的過程變成一場經濟的征戰，新聞產製也

連帶被轉化成為滿足競爭邏輯的新聞常規。Ehrlich（1995）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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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競爭不僅成為商業新聞媒體驅動牟利的機制，也是電視新聞工

作者了解自己的工作和建構職業社群文化的關鍵概念。因此，新聞工

作者不僅是共享著新聞專業倫理，同時也身處在以商業競爭主導的新

聞常規。

反應在災難發生時，非尋常、戲劇性事件往往不斷發生，並帶來

人類生活重大衝擊，這也造就災難常是具有高度新聞價值，驅使商業

新聞媒體進行報導，並贏得收視率與商業利益（Van Belle, 2000）。值得

注意的是，過去有學者認為，相對於電視新聞，報紙有更多時間和空

間讓更多新聞細節與正確性被報導出來（Newhagen & Nass, 1989）。箇

中理由，或許可以從被遵循的常規內涵之不同，得以獲得初步釐清。

過去常規研究常以文字媒體作為經驗分析對象，並認為新聞產製

常規是使得平面新聞工作者依循採訪路線、依據新聞價值進行資訊蒐

集、新聞採訪以及層層的事實查證，以完成新聞（Tuchman, 1978）。這

樣的研究走向也同樣反應在台灣新聞研究之中，諸如陳順孝（1993）以

《自由時報》新聞產製為例，研究指出該報新聞產製的組織常態化，體

現出與新聞客觀專業主義的緊密關係。唐士哲（2005b：105）研究更

指，基於媒介的特性，任職報社的記者「有更多時間進行新聞事件理

解、查證、平衡報導和組織整理，……因此在平面新聞處理之中，新

聞常規體現的是更為貼近客觀多元平衡的新聞專業倫理。」

相對於平面新聞，電視新聞自1993年有線電視合法化後，走向24

小時高度競爭的問題（蘇蘅，2002），讓台灣電視新聞台也相應出現一

些具體的常態化運作方式，其中以收視率為導向的新聞產製常規最為

明顯。電視新聞製作人每日以收視率作為新聞蒐集和製作的主要參

考，新聞工作者藉此進行新聞採訪攝影、音效處理，以及編輯主管進

行新聞排序、後製效果安排等（林照真，2009b）。

不同新聞媒體差異，跟新聞產製的媒介特質有關。台灣的電視新

聞頻道以秒為單位進行計算去供應新聞訊息，電視新聞產製更加強調

速度的追求，並以收視率調查作為前提的商業競爭，產生了新聞不能

「獨漏」的恐懼，以及「報導使用的字彙、影像或敘事模式具有意識形態

偏差或感官主義傾向」（唐士哲，2005b：83）。此外，電視新聞在呈現

性質上更強調畫面、聲光效果，其影音形式的展現方式，使得新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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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過程涉及更多元、複雜的面向，包括畫面、配合文字和配音、配

樂，以及記者現場連線報導等等（江靜之，2014）。換言之，電視新聞

內容需要更多技術的多媒體內容產製，產製過程又必須迎合高度競爭

收視率的產製邏輯，因此形成了電視新聞工作者集體追求新聞播出的

速度和訴諸於感官畫面的常規（王泰俐，2004）。

競爭收視率帶來電視新聞產製的集體運作，是「簡單、快速、量

多」的編採策略（諸葛俊，2017）。「不能獨漏」的常規也正是在這樣的結

構脈絡下產生，因此形成了電視新聞參考每日報紙來製作、新聞台相

互監看以此更動新聞編排的順序之集體職業行為（曾國峰，2010）。新

聞主管以看報紙或網路來開啟採訪分派的工作，電視記者在害怕獨漏

的情況下也形成了「資訊交換機制」。不論是電視台記者或駐地的記

者，會共同進行分別採訪、相互交換新聞的「合作」。新聞的交換上也

包括了SNG畫面的交換，2以致於造成新聞同質化的問題（曾喜松，
2011）。隨著收視率高度競爭、廣告收入下滑，2000年後電視新聞擴大

人力縮減，專業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下滑，超時趕工狀況更成為常態

（劉昌德，2012）。商業電視台設置了更低薪的「在家記者」機制，令其

以「看影片說故事」的方式來製作新聞（詹益錦，2007；曾喜松，2011）。

綜合而言，本文將新聞常規視為是受到新聞媒體在組織及個人層

次上，集體常態化新聞產製工作，是一種集體運作方式。這是新聞工

作者會依循及重複的新聞實做模式（劉蕙苓，2014）。反應在電視新聞

產製常規，因為同業競爭、媒介特性所造就的是追求具臨場感、情緒

性的聲光畫面為主，新聞事實或現場資訊為輔，以快速滾動式的傳播

方式進行現場報導和即席陳述。新聞必須查證與客觀性雖然仍被認知

為專業義理，但在實務上， 台灣電視新聞業常面臨較無法落實此專業精

神的矛盾。由此形成了收視率新聞學的職業意識形態，以及為了實踐

收視率新聞學所形成的競爭常規和集體行為。值得反思的是，災難新

聞產製不僅兼具商業價值，更具有高度公共意義（林照真，2013；張春

炎、劉昌德，2017），電視新聞工作者在工作實踐之中，其具體實踐和

依循的新聞產製方式為何？這是必須探討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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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與新聞產製常規的鬆動

從常規理論進行災難新聞產製品質的討論，過去有研究者強調，

災難新聞產製同樣能夠透過既有新聞常規來完成。 諸如Tuchman

（1973）早期的研究便認為，新聞常規能使記者依照災難的肇因來分

類，組織亦藉此來管理和控制新聞產製工作能夠在既有的常規化的基

礎上順利進行（Tuchman, 1973, p. 129）。Ewart（2002）研究指出，在災

難報導發生時的緊急時刻，強調例行常規的新聞產製仍能夠維持既有

運作，同時維持新聞的品質、避免流程中出現錯誤的報導行為。然而

本文認為這樣的論點有賴兩個條件及經驗事實的支持：首先是新聞常

規能夠在災難新聞產製時期，克服不確定性而如常運作，以此贏得重

大災難新聞產製的品質要求；其二是需回到新聞產製的過程進行分

析，檢視各類新聞工作者，是否能夠依照原本職務和盡職方式來完成

新聞工作。

回顧災難新聞產製相關經驗研究，早期有研究便指出，重大災難發

生時，常規和專業制度經常發生鬆動或改變的情況。Sood、Stockdale 

及Rogers（1987）研究指出，當媒體必須滿足社會龐大的災難新聞需

求，層層守門（gatekeeping）、資訊過濾和檢驗新聞訊息正確性等科層

式的新聞產製管理，在災難期間將會轉變成較鬆散的產製管理模式。

任何路線記者都可能被徵調進行災難報導工作，而這也打亂了既有的

勞動專業分工的機制。進一步，在有限的時間與大量訊息的報導需求

下，新聞工作者傾向尋找具權威的消息來源（如官方、執法者），關注

的議題則限縮在誰該回應災難以及採取的行動是什麼（Sood et al., 

1987）。

另有學者更系統性地指出，重大災難發生時的新聞產製過程與例

行緊急新聞產製的差異，包括採訪對象、作業程序、組織溝通、通訊

設備與傳播模式、報導情境、例行分工與任務編組問題（Auf der Heide, 

1989；轉引自蘇蘅，2000）。Quarantelli（1996）針對災區新聞媒體的一

系列運作研究發現，當重大災難發生，新聞組織對新聞工作者未有充

足的災難新聞教育訓練、缺乏災難採訪的相關裝備而導致新聞工作受

到阻礙，以至於無法如常順利進行新聞產製。Berrington及 Jemph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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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的研究也指出，記者常是缺乏適當準備的，加上受到商業結構

的制約而必須快速生產新聞，新聞即時產製的壓力常會使得專業倫理

思考退居於其次。如此也造成了新聞媒體會不斷要求新聞工作者大量

報導災難新聞，加重記者截稿時限的壓力也導致新聞工作者（前線記者

及新聞編輯）對於消息來源正確性的欠缺充分查證（Cottle, 2009）。

國內相關研究，如蘇蘅（2000）針對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的災難

新聞產製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大規模災難所引發的新聞工作量，迫使

新聞媒體改變原本強調新聞常規、新聞訊息層層查證、守門的運作模

式，大批記者湧入現場，彼此競相報導更加劇了採訪工作的難度，加

上新聞現場直播形式迫使記者專業備受考驗。鄭宇君和陳百齡（2012）

研究強調網路社群在災難傳播過程所扮演的角色，研究中強調災難造

成危機情境增加了種種不確定性因素，遭受大眾媒體的科層新聞產製

特性所忽略，因而不利於災難傳播的實踐。不確定性一方面指涉了災

難傳播過程中消息可信度的不確定性，另外涉及到傳統新聞產製仰賴

學者專家的慣性，落實在災難傳播時，學者專家、救災體系和媒體機

構之間固定的科層組織、專家解釋和垂直溝通傳遞發生傳播訊息產製

的合作環節失靈，因而帶來災難傳播的不確定性（鄭宇君、陳百齡，
2012）。

綜合而論，針對新聞產製常規是否能夠因應災難情境，過去支持

常規論的看法，在晚近國內外的重大災難新聞研究中，則可發現更多

反證和具反思性的看法。更多具反思性的實證研究發現，在具體的災

難新聞產製過程，重大災難情境將促使常規制度鬆動或改變，兩種論

點比較，請參照表一。

由此本文認為，關於災難新聞產製與傳遞，既有國內外研究研究

已有一些寶貴累積，本文歸納過去研究呈現兩種不同主張的論點。一

是當重大災難發生時既有常規仍然能夠幫助新聞產製工作順利進行，

另一種主張則相反的認為重大災難將導致常規受到衝擊，進而影響新

聞產製品質和效率。究竟重大災難如何影響常規？常規如何因應伴隨

災難所生成的更多不確定性？其又如何在具體新聞產製過程中影響新

聞產製品質？本文認為應該回到具體的新聞產製脈絡，探討新聞產製

的專業義理和分工是如何被具體實踐？如此方能夠回應本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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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考量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探索新聞工作者面對重大災難時，其職位

認同和工作經驗等。因此需藉由分析歸納災難記者的實踐經驗和各種

認知，以建立對於台灣災難新聞產製過程的瞭解和詮釋。依循這樣的

研究目的，在方法論層次上本研究採取的是詮釋取向的研究立場，研

究的重點在瞭解社會行動者對其生活世界之主觀經驗，以及人們在社

會情境中如何賦予事物、自我行動意義。因而研究關鍵在對研究對象

進行脈絡性的瞭解（邁爾斯、胡伯曼，2005：16–17）；對研究對象進行

同情式的理解和描述性再現，而這樣的研究知識便涉及到個別特殊情

境的知識（畢恆達，1995）。

本研究對象以電視媒體的災難新聞工作者為主。既有國內相關研

究已明確指出，在所有不同類型的新聞中，電視災難新聞影響最廣、

是最即時快速的災難傳播內容，因此災難新聞專業問題也最受到研究

關注與討論（Hsu, 2013）。

表一　新聞產製常規能否因應重大災難情境之兩種論點

常規仍能適用重大災難 重大災難對常規產生衝擊

強調組織確定性 強調不確定性

確定性展現在組織作業程序的穩定（依照災難
肇因分類進行新聞分工、分層協作、把關、
維持新聞路線等）

不確定性展現在組織作業程序變化（無法維持
新聞分工、分層把關及維持新聞路線等）

產製常規蘊含新聞專業的實踐 產製常規缺乏實現災難新聞的設計和專業訓
練，因此不能保障新聞專業在災難時的實踐

產製常規能夠確保災難新聞品質 產製常規受到衝擊，造成災難新聞品質的不
穩定

常規能夠因應災難情境（忽略不確定性） 既有新聞產製常規缺乏因應災難情境（反思不
確定性）

新聞管理結構能夠確實發揮作用，協調更種
資源

所需資源超過超乎一般負荷量，新聞管理結
構無法有效協調各類資源

採訪熟悉的人事地物（較可掌握消息來源及其
可信度）

和不熟悉的事物打交道（較不能掌握消息來源
及其可信度）

新聞採訪設備充足，足以因應災難新聞採訪
所需

災難新聞採訪所需設備往往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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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類重大災難情境，本文特別以自然災難情境作為研究類型

之選擇。理由主要是根據我國消防總署統計，自然災難造成的衝擊損

失最大也最嚴重。回顧台灣近20年發生過1999年的921大地震和2009

年的八八風災等兩次重大自然災難新聞事件，考量新聞工作者經驗與

記憶限制的考量，本論文以最近一次重大自然災難— 2009年八八風

災（又稱莫拉克風災）作為研究主要焦點個案。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為方

法，受訪者設定為具備國內自然災難新聞工作經驗者，特別是針對曾

經歷八八風災的新聞工作者進行經驗訪談，訪談時間均為一至兩小

時。對於受訪者選擇有兩項主要的考量：（1）災難新聞產製過程中不同

職務角色的人數，概分為電視文字記者、攝影記者、編輯、SNG車導

播、主播、製作人等；（2）為滿足資料的三角檢測，第二考量是尋找同

一媒體公司的不同職業角色，或者不同性質的電視新聞工作者（如公視

相對於商業電視台）。

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大綱如附件一。本次訪談對象的尋

找方式，主要透過滾雪球的方式，首先經由一位資深媒體工作者進行

介紹，再透過受訪者介紹具備八八風災新聞經驗之工作者。本研究於
2013年11月到2014年4月其間，共訪談各類新聞工作者共23人。訪談

地點考量新聞工作者之工作特性，主要以位在大台北地區的媒體公司

內部或附近適合訪談之地點進行深度訪談。任職南部新聞中心之受訪

者則以電話進行訪談。訪談地點訪談名單及受訪者工作經驗，請參見

表二：

表二　深度訪談表

項次 對象 任職機構 訪談日期

1 A 公共電視台新聞部主管 2013年11月

2 B 商業新聞台一主管 2013年11月

3 C 通告主持 2013年11月

4 D 商業新聞台一主管 2013年11月

5 E 商業新聞台二主管 2013年11月

6 F 商業新聞台二導播 2013年11月

7 G 商業新聞台二新聞節目主持人、主播 2013年11月 

8 H 商業新聞台二記者 2013年11月

9 I 商業新聞台二攝影記者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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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對象 任職機構 訪談日期

10 J 商業新聞台三攝影記者 2013年11月

11 K 商業新聞台四製作人 2013年11月

12 L 商業新聞台三主管 2013年11月

13 M 商業新聞台二記者 2013年11月

14 N 商業新聞部三主編 2013年11月

15 O 商業新聞台五主管 2013年11月

16 P 商業新聞台三新聞主編 2013年11月

17 Q 商業新聞台四主管 2013年12月

18 R 商業新聞台三編審 2013年12月

19 S 商業新聞台五編輯主管、製作人、主播 2013年12月

20 T 商業新聞台四主播、主持人、製作人 2013年12月

21 U 商業電視台一南部新聞中心主任 2014年4月

22 V 已離開新聞圈 2014年3月

23 W 新聞媒體集團主管 2014年2月

深度訪談資料的分析原則，首先是將訪談內容轉謄為逐字稿，研

究者再透過反覆閱讀資料內容，並逐字句進行編碼（coding）、歸納分析

和解釋。閱讀逐字稿過程，研究者亦將採取向資料「投降」的態度，讓

資料自己說話，讓資料能反映或貼近受訪者的主觀經驗與詮釋。研究

者並針對資料的屬性和面向進行範疇化、概念化和命名的過程，也就

是有意義的濃縮和簡化逐字稿資料的過程，透過歸納資料給予有意義

的代碼（陳向明，2007：375），藉此過程進行實際的經驗資料歸納，本

研究對實際資料進行檢驗陳述，並加以探索和解釋，以對現象形成深

一層體悟（邁爾斯、胡伯曼，2005：122）。

由於本研究主要根據受訪者有關八八風災的新聞工作經驗和分析

詮釋論的論述內容，抽取出概念意義並進行編碼，編碼的詞彙也盡量

運用受訪者在深度訪談中所運用的代表性詞彙作為編碼，具體的資料

分析步驟則是在蒐集完成所有訪談資料後，首先將訪談錄音檔轉謄錄

為逐字稿；其次再依據訪談內容進行編碼，依照新聞產製過程不同職

位的災難工作經歷、反思以及新聞專業詮釋進行逐一的分類整理。諸

如有不同職位的受訪者，描述八八風災的第一線新聞工作經驗，進行

採訪的急忙亂狀況，有隨機嘗試的狀態，如「去跑看看」、「你問警察來

不急，因為大家都在忙」，則以「採訪資訊不確定」進行概念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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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新聞常規是一種強調效率、理性計算和工具理性的專業制度（劉昌

德，2007；劉蕙苓，2011；Aldridge & Evetts, 2003），在常規的理論視

角下，新聞工作者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則經常受到忽略，進而也

恐造成新聞產製的結果不佳、新聞水準下滑。本文透過23位災難電視

新聞工作者的深度訪談、歸納工作情境和經驗，以回應本研究兩個層

次的問題。

災難新聞產製實作與經驗反思

本部分企圖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新聞工作者如何在重大災難事

件做新聞？新聞採訪是每日新聞產製的開端，在日常的新聞產製流程

之中，各家電視台為了能夠即時、穩定的生產新聞，通常會有專責的

新聞議題、採訪路線，目的是讓採訪工作者能對其經常進行的地點、

採訪對象和議題逐步熟悉，最後形成可預期的工作掌握，藉此貼近新

聞常規化的產製流程，並掌握新聞採訪內容品質且能即時完成新聞。

這樣的新聞採訪過程，構成了新聞產製常規所訴求的確定性（Birkhead, 

1986; Tuchman, 1978）。然而在重大災難的採訪工作中，新聞工作者面

臨種種更為嚴峻的考驗，以下歸納本研究發現的種種災難新聞產製 

經驗。

Ⅰ. 採訪線索未能有效掌握及訊息爆量

莫拉克颱風襲台前，各家電視新聞台依照過去經驗，安排記者到

各縣市可能出現災情的地方，配合SNG車全省佈點、進行各地災情報

導。然而莫拉克颱風從8月7日晚上11點50分左右自花蓮登陸，滯留

台灣上空兩天，直到氣象局宣布8月8日下午兩點由桃園出海，這段時

間台灣並沒有爆發嚴重災情（周仲島等，2010）。因此各新聞台到了當

天晚上開始準備撤除人員和派駐在各點的SNG車。如受訪者E擔任某

台SNG中心主任，他提到8月8號晚上當氣象局宣布莫拉克颱風離台，

各地採訪記者跟SNG車就開始準備撤離，然而在撤離後的凌晨，高雄

駐地的特派記者才回報傳出災情，「大雨然後沖刷甲仙的橋沒有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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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快要爆滿了！……大家沒有意識到說，這個後面會是那麼大的

災情」（受訪者E ，SNG中心主任）。

雖然歷經多次風災新聞工作，然而受訪者E也坦承，沒有料想過會

是這麼嚴重的水災。未料想的災情陸續出現，各地方災情資訊便開始

從四方湧入新聞台。這樣的經驗，同時是也出現在各台。受訪者H於
2009年8月8日擔任夜班主管，提到當天深夜各地淹水的消息陸續回

報，但資訊爆增、讓他幾乎應接不暇：

那天晚上我記得我的手機到最後電源是沒有辦法拔掉的，就是已

經根本都沒有電，……你電話掛掉大概在兩三分鐘就會響、兩三

分鐘就會響，就是那種狀況多到從來沒有遇過（受訪者H，文字記

者）。

災難新聞查證仰賴合法機構作為消息來源是常規運作一環

（Tuchman, 1973），對於電視新聞工作而言，日常的常規往往是針對可

簡單驗證的資訊，進行初期判斷進而調派有限的新聞人力進行採訪，

然而本研究發現，重大災難發生時瞬間爆量的災情訊息湧入，普遍電

視台未能有足夠人力應付，此外也未建立訊息處理原則來進行資訊確

認和分派的判斷。對這些回報的新聞線索也因為當時警消單位的電話

全部癱瘓，以至於無法做進一步查證，而形成另一種新聞事實難以查

證的問題。進而導致新聞記者只能在未明的情況前往災區採訪新聞，

而使得新聞採訪的人力分派具有高度「賭」的成分，而不是訴求確定

性、理性計算的原則（受訪者U，南部新聞中心主任）。

Ⅱ. 搶進災區、隨機訪問

災情資訊的不確定性，不僅止於災情爆發當晚。大約8月9日到10

之間，各台新聞台已確認災情主要位在中南部，便紛紛成立災區前進

指揮所，新聞指揮調度開始轉變成，以南部採訪中心為主、台北的新

聞台為輔。南部特派或南部中心主任負責災區的新聞人員調度、災難

新聞內容查核任、新聞傳送等工作。受訪者V當時是某台的採訪中心

地方組主管，八八風災爆發後被派往南部災區擔任負責主管，因為許

多災區地點和情況都是難以確定，對於新聞線索只能有大概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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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求記者到某一個區域「去跑看看」（受訪者V，採訪中心地方組 

組長）。

在未能有更明確新聞線索的情況進行新聞採訪，隨之而來的是新聞

記者必須在狀況不明的情況找線索，因而造成新聞採訪過程的不確定性

大增。受訪者B當時負責搶進狀況未明的重災區，從他的採訪經驗可以

發現，新聞採訪在地點、災情的不確定性的狀況下，對於新聞工作所產

生的困難：「你真的只有跑跟問，而且你問警察來不及，因為大家都在

忙。你就看到誰問誰，因為沒辦法」（受訪者B，新聞部主管）。

搶進災區、隨機訪問的採訪形式，是災難新聞最常見的採訪方式

（Cottle, 2013; Himmelstein & Faithorn, 2002）。有記者曾經歷新聞主管

從報紙看到某些花絮，於是要求跟報採訪。看報紙開啟一天新聞採訪

分派，是台灣製作電視新聞行之有年的常規（曾國峰，2010），然而不

同於一般新聞採訪，記者必須面對大面積範圍、不熟悉環境進行新聞

尋找，對於台北長官看報紙找新聞的習慣，除了產生情緒反應，更出

現專業質疑和情緒反應。「很不爽啊，因為你要怎麼找，你光一個電話

你要怎麼找？」（受訪者M，文字記者）。

Ⅲ. 採訪對象不熟悉與災民採訪問題

在本研究的深度訪談中，幾位採訪災區的記者普遍經歷了採訪不

熟悉的消息來源的經驗，包括災民、救難人員和地方區里長等。當記

者採訪這類不熟悉的受訪對象，通常是到了災區、在報導時間壓力下

進行的隨機採訪。這樣的採訪工作常會因為平時缺乏與這類訪對象建

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及採訪經驗，因此不確定受訪者的可信度，也無法

事先掌控鏡頭前的受訪者會有什麼表現（受訪者G，新聞主播；受訪者
U，南部中心主任）。

面對不熟悉的受訪對象，造成採訪的不確定性，不僅展現在未能

掌握消息來源可信度和表現，另一面則經常是表現出記者不知怎麼採

訪災民。本研究發現，部分新聞工作者談到，過去有記者以機械式的

問話作採訪，因而被社會批判是喪失同理心的問題（如訪問災民「你現

在心情怎麼樣」）。有資深的新聞工作者認為是新聞專業缺乏所致，另

外更多受訪者則是認為，這跟災難新聞採訪必須克服許多壓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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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在八八風災時刻，許多災區採訪的記者都回憶到，當時經常被要

求在特定時間點趕赴災區現場，進行SNG連線，當記者長期處在搶進

災區的歷程之中，不論身體或心力都經常處在緊繃或疲累的狀態，以

至於在採訪時難免出現狀況不佳的情況，因而呈現習慣性的訪問，形

成缺乏同理心的採訪現象。這樣的情況也正說明了，在採訪地點的不

確定性，新聞工作者進入災區過程容易增加採訪的不確定性，以至於

影響新聞採訪的專業展現（受訪者H，文字記者；受訪者 I，攝影記者；

受訪者 J，攝影記者；受訪者K，新聞節目製作人）。

過去災難研究曾指出，新聞記者運用災區採訪來實現見證的實踐 

（practices of witnessing）、親臨災難現場，代替公眾掌握現場實況

（Cottle, 2013; Himmelstein & Faithorn, 2002），趁早將災區消息帶出

來，或者搶獨家的競爭壓力，都使新聞工作者必須面對組織的壓力和

社會壓力（Duhe’, 2008; Witschge & Nygren, 2009）。新聞工作者無法有

效面對和處理災難情境的種種不確定性，正說明既有新聞產製常規未

將災難採訪工作會出現的種種問題，於事前就納入記者專業訓練。不

同記者必須從建立在一般新聞情境所練得的工作方式，隨機因應（張春

炎、劉昌德，2017）。因此受訪的新聞工作者多表達出，專業不足帶來

採訪工作困難和自信心缺乏等問題。

Ⅳ. 忍受災區惡劣的勞動條件和採訪壓力

重大災難新聞往往被新聞媒體視為是重要的新聞事件，其最大特

色是運用大量新聞工作者，迅速投入災區進行採訪，並且用最快速的

方式呈現災區實況。過去相關研究便注意到，災難採訪工作讓記者從

原本的採訪角色轉變成為災難現場的見證者和英雄角色（Cottle, 2013; 

Fry, 2006; Himmelstein & Faithorn, 2002; Usher, 2009）。而這些報導效

果正仰賴記者親臨現場，並透過電視新聞來製造出的臨場感、即時

性。但在相對不熟悉以及社會基礎遭受破壞的災區，要進行及時有效

的採訪工作，則必須面臨種種勞動壓力。

過去亦有研究指出，記者的工作是經常在追趕災難、意外事件發

生地點，有諸多勞動條件不佳的狀況，阻礙了有品質的新聞產出（潘俊

宏，2010）。本研究發現追趕新聞遊戲的狀況在災難情境中更是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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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災區現場有大量報導事務必須處理。此外，當災難事件發生後，

電視台為了競爭播報速度，往往會大量採用SNG車進行現場連線或者

現場新聞產製。但由於重大災難發生需採訪的地點過於分散，在SNG

車有限的情況下，便會造成記者必須不斷趕往災區現場的實況連線報

導，而不是日常固定新聞場域的守候。此外，災區現場環境可能因為

淹水或者路面崩塌等因素，讓SNG車無法就近停靠。當畫面距離SNG

連線太遠，攝影記者也必須隨時趕送拍攝帶或緊急透過各種方式將現

場災況畫面傳回公司，這個過程不僅造成了採訪記者的身心負荷，同

時在搶快、挺進災區的過程面臨種種危險。

因為每天花費更多時間趕赴災區進行連線報導，記者往往在疲累

和追趕災難現場新聞等層層阻礙的情況下，受到災區情緒感染，導致

新聞出現種種問題，包括了新聞線索查證不確實、過度關注受難者故

事，以及記者在採訪過程中冒犯受難者等（受訪者B，新聞部主管；受

訪者H，文字記者；受訪者 I，攝影記者；受訪者C，新聞主播）。

災難新聞勞動條件不佳的狀況不僅只於此，從本研究也可以發

現，當新聞台大量的災區新聞需求時，前線新聞工作者每天都要工作

長達12小時以上，不少人是在前往現場時臨時銜命要長期抗戰，衣

物、裝備都帶不夠，也未預料自己出差災區時間會那麼久（受訪者 J，

攝影記者）。

Ⅴ. 創造臨場感的代價

在八八風災新聞產製中，文字記者經常透過在攝影鏡頭前表現其

現身災區現場、不透過受訪者，而由記者自己直接介紹災情，甚至讓

身體浸入淹水區域，或者搭載臨時搭建的流籠渡河、站在仍有土石流

風險的斷路邊坡等，目的就是滿足新聞台的災難報導策略：創造即時

性和災區臨場感。「看到林邊災民，或二樓三樓的在那邊揮白布條之類

的，……記者在那邊報的話，比較有臨場感」（受訪者F，SNG車導播）。

受訪者H認為，記者採用讓自己深入險境的方式，確實會讓新聞

更好看，但這必須建立在相當程度的真實性上，而不是刻意的演出：

走沒多久我就跟SNG攝影講說你開機先幫我錄，我就開始回頭開

始講，我說我們現在跟救難隊要挺進小林村，……之後我整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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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下去，我陷到膝蓋，那個土很軟，然後我就整個麥克風都插進

去，然後那個畫面是從後面這樣拍（受訪者H，文字記者）。

受訪者H的看法反應出，透過在鏡頭前「表現自己跑新聞的努力」，將

可以讓自己的「盡職」顯現在鏡頭前，成為一位災難的見證者（Cottle, 

2013; Himmelstein & Faithorn, 2002）。這樣的職業意識形態也成為災難

新聞記者彼此間視為理所當然的重要價值。然而不同於一般新聞製

作，災難的臨場感和記者見證災難的畫面呈現，會使得新聞工作者面

臨無法掌握的危險。因此，在其他的例子裡則可以發現，災難新聞記

者導致自己受傷的現象。

受訪者 I是一個屢屢深入災區的攝影記者，新聞工作資歷15年，他

便親眼看到友台的同業為了拍攝落石的畫面、追求拍攝的臨場感，因

未取得安全距離的情況下，慘遭落石砸中而受傷，結果反遭緊急送醫

（受訪者 I，攝影記者）。

重大災難新聞產製分工的不確定性

本節嘗試回應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訴求確定性的新聞產製常

規，在面臨災難情境而種種不確定性，如何影響新聞品質？從新聞產

製常規的研究觀點，電視台的新聞產製高度仰賴明確的例行分工和角

色定位、搭配，新聞工作者則是順應著規則行事，使得新聞在新聞工

作者按部就班、各司其職下被完成。然而從本次研究資料可以發現這

樣的組織程序和職務搭配產生不確定的問題。

Ⅰ. 行政管理界線的變動

當莫拉克颱風在2009年8月7日登台後，此後災情越來越嚴重，各

家電視台提早召開編採會議，進行緊急應變處理，而新聞產製過程的

所有分工也開始發生變動，導致了強調專業分工的新聞產製流程增添

許多不確定性。

首先是各新聞台開始成立南部指揮中心，並且將所有新聞記者、
SNG車調派到南部。受訪者A為某電視台新聞部副理，在新聞台得知災

情後，第一時間就奉派前往南部成立災區新聞中心，目的是統一整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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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資源和進行採訪人力的調派，「怎麼不讓行動重複，讓資源做極大化

的應用，SNG車的極大化應用，路線的調度，以及臨時狀況的應變，等

於說有點像前進基地一樣的角色去協調」（受訪者A，新聞台主管）。

其次是原本的南部新聞特派人員則轉為另一個針對災區採訪的統

籌分派工作的主管，其工作項目必須同時提供災區新聞線索整合、採

訪要點指示，同時與台北不斷溝通協調，工作量、負責項目都遠超過

其平時所需負擔的量：

行政界線得要打破，比方說以前我是管政治的，這個時候呢因為

大部分可能主管也下鄉了嘛，去支持採訪嘛，所以你就可能主管

政治的你兼管生活、要兼管財經，你全部都得管，所以每個人的

行政得要打破（受訪者T，新聞台主播）。

當災難新聞產製開始大量採用SNG衛星連線模式，這使得新聞管

理人員因而面臨大幅度的調動。許多新聞採訪分派首先會轉由災區新

聞中心統籌新聞採訪調度，各中心的新聞主管則會轉為擔任後勤補給

工作或者赴前線進行採訪工作。而仍待在台北採訪中心的主管，則會

打破行政界線。

Ⅱ. SNG帶來的專業矛盾

SNG連線是災難新聞產製的主要模式，鏡頭前經常出現文字記者

誇大或者太刻意表現自己的問題，但因為是即時的實況連線，未能事

先的檢查和確認連線內容，以至於品質不佳的內容未能透過新聞主

管、編輯的守門排除、修正，就讓品質不佳的災難新聞內容直播出去

（受訪者G，新聞主播）。

迫使新聞室不得不信任記者報導能力，相對也難以確切預知新聞

內容是否能夠符合新聞理想、倫理。「如果做採訪中心主任，就看我有

沒有那個膽，我說好！那個人（記者）在現場，那我讓他進（現場連線畫

面）」（受訪者W，新聞台主管）。

所有採訪中心主管都坦言，災難新聞連線使新聞無法進行守門，

但為了即時傳送新聞以及競爭新聞收視率，卻又是不得不採用這樣的

方法。受訪者Y解釋，在搶快與錯誤之間，沒有一個新聞室的長官能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1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夠承擔比別人慢，換言之，搶快永遠比新聞除錯要來得重要。這也說

明了，在新聞競爭戰中，即時報導的價值被認為是高於報導的正確性。

事實上SNG車的濫用，不論災難情境與否，早已經是台灣電視新

聞的問題（許瓊文，1998）。唐士哲（2005a）研究指出，追求速度的產業

特性使電視台之間的競爭，現場直播連線成為了契合電視產業經濟原

則，也塑造出一種追求速度的新聞內容和產製形式。讓傳統新聞專業

主義重視新聞內容的「品質」，轉向現場實況轉播的資訊產製速度，
SNG的技術和運用、分配，也就成為了所謂的「專業」判斷（唐士哲，
2005a）。

本研究發現，災難情境之中，運用現場直播技術和產製方式進一

步挑戰了追求速度和追求品質的專業矛盾。首先是進加重了SNG車分

配的專業挑戰。本研究發現，在SNG車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調度SNG

車，成為決定各地方災難事件是否成為新聞的關鍵。受訪者E擔任某

電視台的SNG中心主管，他坦言：

那個時候，其實（SNG車）一直在移，你知道嘛，它有時候這裡

淹，有時候那裡淹，然後大家就移來移去，有新聞的東西要發

動，文字記者會發動，然後他就會Order（命令）我們去那裡去哪裡

（受訪者E，新聞主管）。

其次災難新聞產製重度要求即時呈現災區現況，也挑戰了既有的

新聞產製流程的各類角色分工和專業協商。因為SNG連線成為主要的

新聞產製方式，這也造成編輯室與前線記者之間發生出現直接的衝突

（受訪者 J，攝影記者）。此外，新聞編輯和採訪記者之間，在現在的台

灣電視新聞業之中，存在著不同立場和職責。特別是在新聞台競爭與

收視率壓力下，逐漸出現編輯要求新聞「好看」的問題。這樣的好看，

導引每天的新聞產製過程，時而出現不再尊重「眼見為憑的現況、記者

採訪事實」的鐵律（受訪者W，新聞媒體主管）。

在商業考量下，編輯室透過「構想」讓新聞更好看的情況，而「以編

領採」的做法，嚴重挑戰了既有的客觀新聞產製理念。然而在每日數次

的編採會議上，卻又會經常上演編、採檢討收視率來進行後續新聞報

導方向的規劃，以及新聞報導題材挑選。編採之間針對災難新聞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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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內容，產生產製分工上的矛盾與不和諧，不僅促使搶快趕時的

災難電視新聞產製無法有效分工合作，更抵觸了既有新聞工作以採領

編的專業原則（受訪者N，新聞台編輯），使得以「記者採訪事實為開端

的新聞製造」，轉變成為「編輯構想新聞的新聞編造」。本文認為正是凸

顯不確定性影響電視新聞產製常規鬆動的另一個經驗事實。

Ⅲ. 打破採訪路線、沒有固定搭檔

依照新聞產製常規，為了讓新聞記者能夠快速、詳實掌握新聞採

訪工作，因此新聞記者會分配採訪路線、採訪區域並且與固定的文

字、攝影搭檔。然而在重大風災爆發時，上述原則幾乎都消失。文字

和攝影記者搭配難免出現臨時編組的情況，以及打破採訪路線的情況

（受訪者U，新聞台主管）。

首先是打破採訪路線和地理區域分工，不論是社會線、政治線、

娛樂線都被調往災區進行災難採訪工作。新聞採訪工作範圍，不再依

照原本的新聞路線進行主題類型的採訪分工，既有的地理區域範圍的

新聞產製分工也一併消除。在臨時徵調投入災難新聞採訪工作的情況

下，記者遭遇更多情況是必須立即前往非熟悉的災區進行採訪工作。

而消息來源更不再是能透過原本熟悉和信任的人際網絡獲取、接觸（受

訪者 I，文字記者；受訪者Q，新聞主管；受訪者S，資深新聞主播；

受訪者U，南部新聞中心主任）。因此，記者往往必須在非常短時間

中，重新建立消息來源管道和名單，種種因素都不利於新聞產製工作。

此外電視新聞是強調影像的新聞類型，往往需要文字記者和攝影

記者的默契搭配，然而因為要因應重大災情的長期抗戰，文字記者與

攝影記者的搭檔組合也會因此打破。在一般新聞採訪中，攝影記者與

文字記者之間培養出的默契，往往只需要較低的溝通成本，就能獲得

新聞所需要的畫面、鏡位和角度。在具有充足默契下，文字記者也能

夠充當攝影記者的安全護衛，當攝影記者在拍攝畫面、視線專注於鏡

頭內時，協助看護、提醒以免發生意外。然而在打亂工作責任區域、

採訪路線和搭檔搭配的情況下，也使得採訪工作不再有明確的分工和

協作關係，不僅增加文字與攝影在新聞產製的溝通成本，也更會因為

採訪時間受限，而無法即時完成所需要的新聞元素（受訪者A，新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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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受訪者H，文字記者；受訪者 I，攝影記者；受訪者K，新聞台

製作人）。

Ⅳ. 新聞代工與拼裝

除了SNG連線的新聞產製方式外，許多新聞採訪內容則是由文字

記者、攝影記者前進災區進行拍攝、文字撰稿，將帶子送到SNG車，

透過衛星訊號傳回台北或者南部中心後製完成新聞帶，也就是業界俗

稱的SOT帶。

因此相較於例行的新聞產製，因為大量災難新聞需求，因此SOT

帶的產生，過音常不是由負責採訪的文字記者，而由其他在家記者、

留守的文字記者進行過音，或者新聞畫面經過再剪輯。造成新聞帶之

內容，搭配影像的文字、資訊，大多是缺少實際採訪記者的把關和再

確認，這也造成新聞SOT帶製作內容具有高度不確性（受訪者N，新聞

台主編；受訪者O，新聞台主管）。

由此，本研究發現更大量的「看圖說故事」，形成台灣重大災難新

聞製造的特點。這種形式化的大量製造縱然原本就存在（劉蕙苓，
2014），然而災難情境和事件影響成因，遠比一般新聞事件更為複雜，

而負責看圖說故事的在家記者或者被派留守的文字記者，本來就是對

於災難採訪經驗較為缺乏的記者類型，這也導致了「看圖說故事」更可

能偏離事實，在家記者更加無法依賴既有不足的能力，建立合理推測

畫面所代表的實際狀況。換言之，這層不確定性將進一步造成新聞產

製品質下滑的問題。

Ⅴ. 重大災難新聞產製流程與不確定性

綜上所述，因此相較於例行的新聞產製，一則重大災難新聞帶的

產生，將歷經三種不確性：第一是無法事先確認新聞採訪內容，文字

記者也無法確認攝影記者所拍攝的畫面，是否貼近配合其文字報導的

內容；第二個不確定性是新聞採訪記者無法確定新聞畫面、文字稿能

否即時送出災區，傳遞到台北的編輯台；第三個是SOT帶的過音常不

是由負責採訪的文字記者，而由其他在家記者、留守的文字記者進行

過音，或者新聞畫面經過再剪輯。因此，八八風災時為了完成重大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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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新聞產製的工作，各家新聞台的新聞產製流程與分工均發生諸多變

化，這也打破了原來在例行新聞常規下所建立的穩定新聞產製分工。

從各家電視台、擔任各種不同職務的新聞從業人員的災難新聞工作經

驗可以發現，訴求確定性的新聞產製流程，在災難情間形成種種不確

定，一方面造就了常規鬆動，另一方面也影響了新聞品質透過新聞常

規來維持的可能。以下本研究彙整災難新聞產製過程的出現種種的不

確性，彙整如表三：

表三　重大災難新聞產製與分工

流程 例行新聞產製的分工內容 不確定性

前製階段

提出線索

• 由災區採訪中心彙整資訊後提
出；

• 記者依據分派災區，到現場進行
新聞線索回報。

• 新聞線索的不確定性

編採會議

• 無固定開會時間
• 災區新聞中心、採訪中心主任隨
時根據災情進度進行溝通協調；

• 台北的採訪中心與編輯部門商討
採訪重點、報導角度；

• 規劃特別報導方針。

• 災區記者與採訪中心溝通
訊號不確定

• 編採規畫的不確定性

採訪階段 採訪

• 記者前進災區，依照現況與主管
進行採訪內容的不斷確認；

• 災區畫面和採訪文字稿送出；
• SNG連線，記者前往災區現場
進行現場新聞連線、報導。

• 災區回報訊號的不確性
• 災區記者與新聞中心聯繫
的不確定性

• 災區新聞帶能否即時送出
的不確性

• 災區SNG連線記者與編輯
台聯繫的不確定性

後製階段

剪輯與後製

• 在家、留守記者完成畫面剪接、
過音；

• 主編規劃新聞帶特效；
• 動畫師後製。

• 新聞內容的不確定性

編輯作業

• 編輯、導播負責SNG連線的協調；
• 主編規劃新聞排序和規畫多條新
聞的整併，以及新聞內容審核；

• 編輯編輯負責鏡面處理；
• 編輯新聞下標、審閱新聞稿頭。

• 連線的不確定性
• 新聞內容的不確定性

播前審查 • 製作人審查新聞內容

播出 整點新聞播出

• 導播負責新聞播報指揮；
• 編輯決定SOT或SNG的實際排
序和播出；

• 副控室編輯聯繫SNG車；
• 主播檢視新聞內容並播出；
• 主播與現場記者進行現場連線。

• 各則新聞播出順序的不確
定性；

• 現場連線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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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經歷重大災難的新聞工作者之經驗進行分析，研究發現

在具體新聞產製脈絡中，災難的不確定性是如何發生、導致「常規鬆

動」的後果，以致於使得新聞工作無法有效的完成。另一方面，就新聞

組織而論，重大災難一旦發生，高度新聞價值和商業利益，驅使新聞

媒體競爭加速。這樣的競爭，高度影響新聞產製勞動，使平時高度仰

賴分工搶時的電視新聞工作者，面臨更嚴峻的考驗。本研究發現，諸

多災難新聞工作者經驗到必須要臨機應變（如前文提到碰運氣式採訪、

邊跑邊找新聞）的問題，與此同時，每日新聞產製的節奏必須從「趕中

午、晚間新聞」，轉變為必須「趕每一整點的新聞播出」。這種「加速競

速」的狀況使得新聞工作者的身心都受到比平時更多的壓力，也凸顯常

規制度缺乏指引記者有效處理災難議題的問題。這樣的研究發現，推

翻了常規論角度的論點：認為訴求確定性的新聞產製常規，仍有利於

新聞組織規訓記者產製完成災難新聞工作（Ewart, 2002; Tuchman, 

1973）。相應的，本研究發現支持第二種論點：也就是重大災難會造成

新聞產製常規鬆動，以致於影響新聞產出。本研究藉此個案分析，發

現重大災難情境之發生的種種不確定性，衝擊平時習以為常的電視新

聞常規，換言之，既有的電視新聞常規不能保障災難新聞工作的遂行。

這樣的研究發現得以與既有理論進行對話，也望能在實務上能有

所助益。針對媒體專業工作者，當有意理解或改善重大災難新聞品質

不佳和產製、勞動等問題時，則社會不應該再採取個人責備論的看

法，批判個別記者之專業低落，而是應該將之視為新聞產製流程的系

統性錯誤所導致。

進一步需要反思的是，假如在災難來臨時，商業電視新聞若能夠

維持既有的運作常規，則新聞專業和品質是否能夠維繫？就本研究資

料顯示，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為台灣商業電視新聞的新聞產製常

規，其所追求和保障的「品質」是競爭收視率的電視內容，並不是符合

公共期待的新聞產出。因此，備受批評的災難新聞品質不良及問題，

恐怕仍然是會反覆出現。既有商業電視新聞所依循的常規，是基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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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導向、追求收視率的慣性產製模式，這套慣例法以求快、低成本、

畫面勝於資訊、辛煽色及八卦化、淺碟化的新聞內容來進行新聞產製

（王泰俐，2004；曾國峰，2010；曾喜松，2011；江靜之，2014；Li, 

2004），並非追求客觀公正報導。因此，當災難來臨時若商業電視新聞

產製常規即便能如常運作，仍無法產製出貼近事件本身、具災難管理

精神之災難新聞資訊，亦無法降低災難帶給社會的不確定性（臧國仁、

鍾蔚文，2000；鄭宇君、陳百齡，2012），更遑論產製出符合災難管理

期待的救災傳播功能（蘇蘅，2000；林照真，2013）。

依循上述研究發現，本論文提出結論是，台灣災難新聞在商業新

聞媒體高度競爭的現況下，要打破災難新聞產製「反覆犯錯、被批判的

循環」，轉而朝向更符合公共期待，必須要建構一個符合災難不確定性

特性的新常規。而此災難新聞產製常規，必須滿足兩個面向的內涵：

首先是針對新聞產業與新聞專業工作者面對災難情境的專業知能，讓

新聞工作者更瞭解災難情境中的不確定性，培養其臨機應變和專業反

思的能力。英國BBC於2009開始持續出版的新聞專業安全指引手冊各

（journalism safety guide，簡稱 JSG），針對各類天災風險和科技風險（如

生化、核能和工業污染）等採訪情境建立採訪指引和風險確認等指引內

容（BBC, 2016）。這些知識指引手冊針對災難新聞工作者，提供因應的

知識框架，而不是提供如常規概念一般的按部就班程序和指示。這樣

的知能一旦能夠有效建立，也就能讓新聞現場的新聞工作者，在降低

風險的情況下，有效獲得最寶貴的第一手新聞訊息（張春炎、劉昌德，
2017）。

第二面向，是建立商業新聞台能朝向災難新聞專業知能和產製流

程，以追求去除災難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為目標，朝向立基於事實挖

掘、有效率的採訪、多元平衡客觀報導，如此方能形成更貼近災難管

理功能的災難新聞產製常規。電視新聞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委員會

（2012年8月21日）曾制訂〈重大災難新聞採訪及製播原則〉，訴求電視

新聞媒體能夠遵循的共通原則，期使新聞媒體在重大災難發生時能發

揮公共服務精神，傳遞正確、迅速、完整和重要的資訊，告知可能的

災情，防災避難的新聞製作等。3相應的，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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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STBA）的自律公約有一節〈災難或意外事件處理〉，明確

規範災難新聞採訪原則和注意事項，包括採訪報導避免妨害救難工

作、避免「侵入式」採訪／攝影、避免加重受害者及家屬心理創商的製

播要點等。4只可惜這些已經建立的原則或者自律公約，都尚未落實成

為商業電視台的知識訓練及災難新聞產製模式。然而本研究認為，災

難傳播工作要趨向專業化則必須成為一種被正視的職業行規。誠然要

落實成為可依循的新聞工作模式，有其困難。但就新聞產製的機制面

向進行訴求，仍是可行且必要調整的方向。

最後，反思本研究所遭遇的研究限制。本研究主旨在，從災難新

聞工作者的實際經驗與反省，具脈絡性的分析解釋台灣災難新聞反覆

出現遭受批判、缺乏客觀專業與災難管理價值的問題。雖然在有限資

源下，本文已盡力蒐集許多寶貴的一手經驗資料。然而就災難新聞類

型上，本文主要以風災新聞經驗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並無法有效涵

蓋台灣近年所遭遇的各種重大災難，包括地震新聞，以及人為災難（如

空難新聞、火災新聞等等）。災難新聞工作在不同類型的災難情境中如

何運作？是否產生不同的不確定和新聞專業考驗？種種問題都有待更

多持續研究，方得以釐清。反應在未來研究建議上，研究者應該持續

針對不同災難類型的新聞工作經驗進行持續歸納和探索，以此建立更

有利、建立在經驗脈絡下的研究發現。

註釋

1 常規是指一種便於新聞產製的行業規範，過去研究者指出，新聞業具有一
種被組織、記者集體依循的新聞工作方式。早在1970年代Tuchman就開
始進行這樣的常規研究，用來說明新聞工作者的慣性工作方式（Tuchman, 

1993, 1978）。國內學者認為，常規這個概念下並非固定不變，還涉及到個
人與組織間相互校準過程，反應不同傳播環境的變化（臧國仁、施祖琪，
1999；張文強，2005；劉蕙苓，2011、2014）。因此常規論之經驗研究，
點出了常規為被集體遵循的新聞產製方式，要理解常規之內涵則必須落實
在新聞工作的實作分析之上。

2 SNG為衛星新聞轉播系統（Satellite News Gathering）之縮寫，新聞業界慣
用來此縮寫，簡稱新聞現場直播或轉播工作。因為電視新聞台為了追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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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即時性和新聞的臨場感，常會運用具有SNG轉播設備的轉播車到新聞
現場，進行記者與棚內的直播連線，或在車內將拍攝的畫面與採訪，進行
剪接與編輯後運用同步通訊衛星，快速將音像內容傳回電視台。這樣的新
聞作業方式，使得電視新聞產製能夠打破時空限制，以更快速即時的方式
直播或轉播重大新聞事件（許瓊文，1998）。

3 國家通訊委員會（2012年8月21日）。〈重大災難新聞採訪及製播原則〉。上
網日期：2019年4月27日，取自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 

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8&sn_f=32481。
4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2019年1月16日）。〈新聞自律

執行綱要〉。上網日期：2019年4月27日，取自http://www.stba.org.tw/file_

db/stba/201901/2do3b6gva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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