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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臺灣四報刊載 

中國參訪團新聞分析」﹣﹣ 

並比較 2012 年之新聞品質和主題框架 

 

關鍵字： 
中國大陸新聞置入，操縱論述，中國大陸參訪團，新聞品質。 

摘要： 
中國新聞置入臺灣媒體的現象是一種嚴重傷害新聞專業、提供偏差資訊、誤

導閱聽眾、並影響國家安全的不當作法，值得深入檢討和提出改進之道。相關的

行政訴訟判決已指出「新聞置入」並不需要對價的事証，應從新聞訊息的特質和

出現的脈絡加以判斷。 

本研究選擇2013年四家主要報紙（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

所有關於中國大陸省市政府參訪團來臺期間的新聞報導加以分析，主要是因為前

2家報紙的相關報導曾遭監察院和相關單位調查確認有置入問題，因此可以透過

比較「有置入」前例和「沒有置入」前例的報紙，其新聞報導品質和內容是否有

顯著差異，來探討臺灣媒體報導中國省市參訪團活動的新聞品質，並從評比中，

達成監督相關報導的功能。 

本研究報告的評比項目主要有兩大類，一是新聞品質評比，主要包括新聞來

源數量和報導立場的評比；二是深入的新聞主題框架分析，主要依據van Dijk 的

操控論述觀點，將此類新聞分容分成「道德、情感、和權力」三種主題框架，比

較各報的報導內容以及深入了解其新聞品質的問題。 

同時本報告並將 2013 的分析結果和 2012 年的新聞品質及新聞主題框架分

析結果加以比較。結果發現：2013 年的參訪團數共 26 團，比 2012 年的 15 團

增加近 70﹪；但平均報導次數則減少了近 50﹪，僅有 99 則，2012 年則有 163

則。四大報中，蘋果沒有任何一則報導，自由總共僅有 5 則，聯合和中時兩報

的報導總數竟占全部報導的 95﹪，其中聯合報更比中時多出近 1/2 以上！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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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是曾被監察院調查確認有置入問題的媒體，報導數量仍多，但其新聞品質

依然不佳，多數為單面及正向的報導，與 2012 年類同。 

在報導主題方面，其對首長個人的「道德」吹捧則已明顯減少，顯示進

步；主題框架最多的則是以合作交流為主的「權力」框架，其次也有甚高的

「情感」框架，強調兩岸情感連結。 

雖然 2013 年的報導低調許多，並沒有任何大幅報導或爭議，也沒有任何遭

到檢舉的新聞「交易」証據。但這已是中國大陸參訪／採購團自 2009 年 5 月來

臺後的第五年，2013 年的四家媒體報導均未出現任何深度和監督內容的報導，

仍以公關新聞為主，新聞品質仍有待提升。 

 

壹、 研究目的1  

我國法規（預算法62條之一）已於2011年1月明文禁止我國政府進行任何新

聞置入，因為新聞置入帶來的危害甚大，相關研究甚多相關的研究即指出新聞置

入的作法已嚴重威脅新聞專業（林照真，2005，2006&2009；陳炳宏，2005；劉

蕙苓，2005，2008；黃哲斌，2010.12.13 ﹠2010.12.14）。 

然而，除台灣政府外，來自中國的政府的新聞置入，情況也十分嚴重（田習

如，2010.11.19；林倖妃，2010.12.29 - 2011.01.11），甚至已影響到我國的新聞自

由形象，美國「自由之家」於2012年5 月2日發表的二○一二年全球新聞自由報告，

台灣雖繼續被列在自由國家之列，但其報告中表示，台灣的媒體環境仍是亞洲最

自由的地區之一，台灣政府的置入性行銷在立法院通過法律修正案後有所改進，

但台灣報紙上繼續以不透明的方式刊登中國政府單位製作的新聞內容已受到嚴

重關切（曹郁芬，2012.05.02）。  

回顧中國省市的採購團來臺新聞始自2009年5月
2
，在2010年11月時，監察院

調查發現，包括旺旺中時和聯合報系均接受中國省市政府新聞置入（指收受金錢）。

此一現象仍繼續在2011及2012年出現。民間媒體觀察團體（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

不斷進行監看並定期發布。同時，也有數篇研究指出中國政府對臺宣傳的統戰現

象，包括新聞置入均是其「以商圍政」、「入戶、入腦、入心」的策略的一環（杜

                                                        

1本節主要摘錄自張錦華（2013）。《「臺灣四報刊載中國參訪團新聞分析﹣新聞置

入疑點及新聞專業品質分析」，媒體觀察基金會委託研究案。下載日期：

20140120；

http://mediawatch.org.tw/sites/default/files/china%20buy%20news_0.pdf 

2 參見王銘義（2009/05/19），大陸彩電採購團 商機百億美元，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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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聰，2008；陳祈廷，2010）。 

2012年三月旺旺中時又遭媒體（新頭瞉網路電子報）揭發一張「2012福建省

長訪台宣傳計畫」，除了顯示旺旺中國時報為福建省市訪臺進行宣傳式的報導外，

更透露出其中的金錢交易！再度暴露出臺灣現有媒體違法破壞新聞倫理、欺騙讀

者、侵害民眾對媒體的信賴與知的權利，並且變相的成為中共政府的宣傳工具。

而依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法令：｢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

活動管理辦法｣第6條及第7條的規定：不得在台灣刊登的大陸廣告，也不可以進

行置入性行銷。因此，中國置入也是違法行為。 

新聞公害基金會目前針對「新聞烏龍」事件，每月均進行統計報告，提供數

量上的統計與批判；該會報告指出，截至指出截至2013年1月份，主要報紙在2011

和2012兩年的中國廣告（包括置人式新聞）累計高達303則3。因此，在新聞專業

實務上，實需要針對中國置入新聞的內容與其違反專業的現象做進一步分析。 

來自中國大陸省市政府的「新聞置入」到底以何種方式及內容出現在現行媒

體之中，又如何危害新聞專業或國家安全呢？首先涉及「認定」何者為「中國置

入」新聞的問題，一般認為，要認定何則新聞確為「新聞置入」恐需有「對價關

係」才能判定；然而，要取得「對價關係」的證據實有困難。 

不過，針對中國置入報導的裁罰和業者的訴願，我國最高行政法院已有判決

案例和解套的說明，指出新聞置入的判定並不一定需要對價証明，只要針對報導

「涉入商品之銷售內涵，本身就是一種廣告，無論其是否有對價關係」，也就是

說，只要是「源之於促進消費的活絡度」，就不需要「以是否有對價，來區分新

聞或是廣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011.09.29）。 

由於中國新聞置入之潛在危害甚大，不但對新聞專業的破壞，也同時可能提

供偏差資訊，影響國家安全，值得深入探討。而根據張錦華（2012）的研究，中

國省市政府首長來臺期間的新聞置入現象十分明顯，監察院所確認的置入案例均

發生在與中國省市政府的來臺採購／參訪團前後，前述之福建參訪團的新聞置入

現象也被主管機關認定裁罰（「蘇樹林置入性行銷案 中時被罰40萬」，自由時

報，2012.5.25）。因此，中國省市參訪團的訪臺新聞中，很有可能仍具有新聞置

入的問題，值得密切觀察，因此，雖然其他新聞中也可能有置入的問題，但本研

究的樣本則僅針對此類新聞。 

                                                        
3新防會 2013 年 1 月發希報告，《中國廣告有增無減堪虞 自殺新聞不能渲染誇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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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已針對 2012 年全年的中國省市參訪團新聞做過分析4，本研究為了延

續比較分析，仍依照 2012 年的分析架構，針對 2013 年的中國省市來臺的參訪團

的報導加以分析，並列出 2012 年和 2013 年之比較分析結果。主要研究問題如

下： 

 

1、比較不同媒體報導 2013 年中國參訪團的新聞報導的新聞品質，在新聞來

源和新聞報導立場上有何不同和偏差？2013 年與 2012 年報導有何差異？ 

2、比較不同媒體報導 2013 年中國參訪團的新聞主題框架，2013 年與 2012

年報導有何差異？； 

3、根據前述兩個問題的分析和比較，討論應如何改善？ 

 

以下先說明相關的概念和研究以及本研究具體的研究架構。 

貳、 概念脈絡5 

一、 「新聞置入」名詞界定及研究問題 
首先，何謂「新聞置入」？目前我國尚無法定的定義。已送立法院的《衛星

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第二條第十三項，首度對置入性行銷提供定義：「置入性

行銷：指為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行銷或宣傳，基於有償或對價關係，

於節目中呈現特定觀念、商品、商標、服務或其相關資訊、特徵等之行為。以上

定義很明顯包括下列三個主要概念： 

 

1. 以行銷或宣傳為目的； 

                                                        

4張錦華（2013）。《「臺灣四報刊載中國參訪團新聞分析﹣新聞置入疑點及新聞專

業品質分析」，媒體觀察基金會委託研究案。下載日期：20140120；

http://mediawatch.org.tw/sites/default/files/china%20buy%20news_0.pdf 

5 本節主要摘錄自張錦華（2013）。《「臺灣四報刊載中國參訪團新聞分析﹣新聞

置入疑點及新聞專業品質分析」，媒體觀察基金會委託研究案。下載日期：

20140120；

http://mediawatch.org.tw/sites/default/files/china%20buy%20news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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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償或具對價關係； 

3. 具體而直接的介入新聞／節目之製播（因為其目的是要呈現特定觀念、

商品、或相關資訊等）。 

 

其實，這個定義中的第一點和第二點正是「廣告」的定義。對置入性行銷而

言，最關鍵的是第三點，也就是具體而直接的要求在節目（包括新聞）中呈現特

定的內容，因為對新聞而言，這就是直接干預／侵害新聞專業（包括編輯獨立及

正確、真實、完整等）（張錦華、林麗雲，2011）。 

這三個定義是否必須完全符合才能算是「置入」呢？或者，是否必須「對價

關係」存在，才能判定為「置入呢」？其實並不盡然。目前已有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100年度訴字第1025號和1026號判決（2011.09.29）顯示： 

 

首先廣告的定義，依據「美國市場營銷協會」所提供的解釋：一個廣告主，

在付費的條件下，對一項商品、一個概念、一個服務，所進行的傳播活動，加以

說服、改變、或加強消費者的態度或行動，而達到良好的回饋作用，就是廣告。 

但該判決進一步指出： 

 

1. 按廣告目的之促進消費，其實就是一種促銷推廣活動，很多行銷活動源

之於促進消費的活絡度，因此不能單以是否有對價，來區分是報導或是

廣告。 

2. 商品廣告是資訊的提供，而報導本身也是資訊的提供，就資訊的提供而

言，是廣告與報導的交集，所以不能以資訊的提供就認定是廣告或是報

導，而是以這樣的資訊在如何的場合或空間被提供，足以具體到特定商

品在特定空間的交易可能性之促進為判準。 

3. 就係爭案例來看，一是媒體專文刊載大陸某地區房價飆漲現象，乍看似

為一般專題報導，實則導引讀者產生該地區為具有投資潛力之概念，並

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且通篇內容均極盡正面推崇之能事，

原告主張其僅屬報導而非廣告，顯與事實不符。 

 

另一例是有關天津「萬通華府」建案，內容介紹許多社區和房型，細節，已

足以呈現針對商品達成促進消費之目的，當然就是廣告，而非報導。 

 

就以上三項相關判決內容的說明來看，探討中國置入新聞現象，並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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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對價關係」的証據，應從新聞專業和廣告內涵來評估，進一步評斷其具

有何種廣告／促銷意涵？為何其「不符合」新聞專業的要求？新聞來源和立場是

否明顯偏頗？ 

事實上，除了新聞置入破壞新聞專業之外，刊登不被充許之廣告尚有國家

安全問題。前述相關判決中，也引我國對不動產投資管制為例，說明我國政府管

制此類型廣告之目的為：不動產交易龐大，價格易受政治環境影響甚鉅，且交易

不活絡時不易變現，因此，就島國型經濟的臺灣而言，加以管制是唯恐大量資金

移入大陸地區，危及臺灣經濟發展，是具有國家安全的政治性管制目的。 

因此，針對中國置入新聞的研究，其目的除了檢視其新聞專業之實踐外，也

因其背後具有國家安全的影響而有其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2013年並未發生類似2012年三月爆發的「福建平潭開發案」

的爭議案例，後者涉及是否是「一國兩制」之實驗區而引發高度的政治爭議6，

2013年參訪團均為一般性質的省市參訪團。 

因此，2012年曾特別針對福建參訪團所涉及的平潭開發個案，進一步採取論

述分析，深入探討各報報導框架是否呈現意識形態立場，但由於2013年並無類似

爭議個案，因此，沒有納入個案分析，而是將所有樣本均納入一般的採購團新聞

分析。分析的目的有二，一為針對不同媒體的新聞品質加以評比，包括其特定立

場和新聞來源數量；另外，也針對其報導主題框架加以分析。分析比較的報紙為

坊間四大報，其中，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報導曾被調查確認有中國置入行為；另

外兩家（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則並沒有中國置入的現象。 

二、 中國大陸新聞置入研究文獻7
 

張錦華（2012）曾針對臺灣刊載中國大陸省市採購團的相關新聞進行分析。

                                                        
6福建參訪團案的爭議如下：政府在 2012 年三月中旬宣示嚴拒中國國務院去年

底批准的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以免誤導為「一國兩制」實

驗區。政府各首長也相繼發言提醒，如行政院經建會主委尹啟銘提醒它對台商

的風險很高。行政院長陳冲說「對岸的目的不單純」，「會給人一國兩制的感

覺」，國安局長蔡得勝更強調此案有統戰意味，他反對「習近平模式」的平潭案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要福建代表團到台灣好好溝通平潭案，「對祖國統一大

業做出貢獻」）。(張錦華，2013) 

7部份摘錄自張錦華（2013）。《「臺灣四報刊載中國參訪團新聞分析﹣新聞置入疑

點及新聞專業品質分析」，媒體觀察基金會委託研究案。下載日期：201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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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自2009年中期，中國省市政府採購／參訪團開始大量來臺，至今已超過

百個，而監察院調查屬實的中國置入現象，均屬於這類的參訪／採購團。基本上，

臺灣媒體報導大陸省市採購團的新聞報導形式（不包括評論和特稿）主要有兩種： 

 

1. 第一種是明顯置入式的該省市的城市行銷，以整版或半版的專題版面出

現，表面上是新聞的形式，也往往打上「xx 記者報導」的字樣。但其實

是置入（收費）的新聞，也就是廣告。 

2. 另一種是針對採購團行程的報導，多是以其團長（亦即省長、副省長或

書記等黨政高層）的參訪為主。這類新聞形式較類似於一般新聞，但由

於其他置入新聞所涉及的利益關係，很可能影響到對採購團的報導；因

此，無論其是否為直接的有價購買，均值得觀察其報導方式及內容。 

 

張錦華比較了2009年8月和9月兩個月間，臺灣四家報對三個中國省市採購團

（湖南團、廣東團、和陝西團）的報導，並分成省市行銷的新聞置入版面和採購

團行程報導分別分析。結果發現，這些置入版面內容主題，以省市的文化歴史、

旅遊觀光、產業發展、連結臺灣和招商等主題最多，完全沒有任何兩岸政治內容，

當然也沒有任何負面或監督式的新聞。而置入版面最多的《中國時報》在採購團

行程報導的數量上也是最多，而且，幾乎全部都是正面報導，除了2則中立的新

聞外，沒有任何負面報導，顯然是典型的不談政治的軟性宣傳內容，也符合中國

「以商圍政」的對臺統戰目標。 

透過 Van Dijk 的操控論述觀點，該研究發現，中時和聯合這兩家接受置入

的媒體報導框架明顯相似，均詳細形容及建構出採訪團領導人在情感、道德、和

權力層面的正向形象，除了忽略採購團遭抗議的事件，也鮮少刊登任何質疑採購

團現象的新聞。 

由於該研究僅止於2009年，中國置入臺灣新聞的現象是否有新的變化？其新

聞專業的表現是否由於監察院 2010年11月的調查報告而有所不同？均值得進一

步分析。 

另一份十分重要的資料是民間團體「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簡稱新防會）

每月例行發布之媒體觀察報告，該報告「烏龍新聞評比」中包括「中國廣告」一

項，該評比定義之「中國廣告」烏龍新聞的衡量標準為：「未經查證，不符事實，

                                                        

http://mediawatch.org.tw/sites/default/files/china%20buy%20news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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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謬百出，且悖離新聞專業倫理者。」亦即：「未脫置入性行銷的新聞包裝手法，

以圖魚目混珠。………未符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在2011年12月28日發布『大陸地區

物品勞務服務在台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辦法修正』之規定。」」（新防會2012

年二月媒體觀察報告，2012.04） 

新防會指出，依兩岸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這類內容（有價置入新聞實質等

同廣告）屬禁止範圍，截至目前尚未允准開放刊登中國廣告。據兩岸條例第89條

規定，違反相關規定者，將處新台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依照現行法令

的規定，「招攬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於大陸地區投資」以及「未

經許可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不得在台灣進行廣告。 

而監察院也在2011年11月由委員吳豐山調查認定，報告中強調：「中國置入

是違法行為：平面媒體規避法令與中國政府進行交易、從事新聞置入的後果，除

影響我國主權獨立完整，更嚴重扭曲傳播倫理，阻礙國家進步，並侵害民眾對媒

體的信賴與新聞應獨立自主的專業」（監察院調查報告，2010.11.11）。 

新防會更引美國「自由之家」的2010年的年度報告中針對臺灣的新聞自由狀

況評估，指出在中國經商的台商購買臺灣媒體，可能根據買家的立場影響編輯政

策的獨立性，使新聞自由受到質疑，並影響台灣在國際上的觀感。（新防會2012

年元月媒體觀察報告，2012.2） 

不過，新防會2013年的報告則指出，已未再發現有明顯的中國廣告式聞現象，

但其觀察指出「台灣媒體的新聞編寫處理表現，卻停滯在『政府文宣』的模式，

未能落實平衡報導和社會責任，以致新聞專業規範幾乎「鬆綁」，令人悚然而驚！」
8 

需要說明的是，雖同是觀察平面報紙新聞中的中國置入臺灣新聞現象，新防

會是以其確認之「中國廣告」為統計範圍，本研究則是觀察表面上以「新聞」型

式刊登之中國參訪團訪臺新聞為範圍。後者形式上位於新聞版面，有記者署名，

表面上是參訪行程內容，並不能直接認定其為有對價關係之「新聞置入」。不過，

前一節曾指出，新聞置入的問題不僅在於其具有「對價」關係，更在於其違反新

聞專業，以行銷為目的。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比較各報相關報導的新聞品質，

做為長期監督此類報導之用，因其不僅涉及新聞專業，也關乎資訊完整性和國家

安全。 

 

                                                        
8 2013 新防會五月評比報告：《兩岸新聞須講求準確平衡 規範網路應兼顧言論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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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操控論述與框架分析9 
由於中國大陸省市採購團來臺參訪及採購的現象，須從整體中共對臺宣傳的

脈絡以觀察其負有的統戰任務。可能涉及新聞置入的新聞報導，顯然有其宣傳的

目的，因此，本研究將再度援引張錦華（2012）年的研究，從新聞論述分析重鎮

van Dijk 所謂的操控論述（discourse of manipulation）來觀察其意涵： 

van Dijk 認為操控（manipulation）的概念包括權力和控制，主要是指一種企

圖對心理及信念的控制的現象和效果。通常由於掌控論述者擁有社會菁英的資源，

為了鞏固並再製他們既有的政治權力，於是運用公共論述，深入社會與日常生活，

企圖影響知識、信念、以及（直接或間接的）行為（van Dijk, 1996: 5-6；轉引自

張錦華，2012）。 

但是，由於這種被優勢權力菁英所操控的論述，只是為了傳播者單方面的政

治或集體利益，但違背了接收者的最佳利益，因此，它其實破壞了一般的社會公

信和公益的原則或規範，因此是不合法（illegitimate）的社會溝通、傳播或社會

實踐。Van Dijk 因而特別指出，操控論述之所以「不合法」，是基於民主社會和

正義原則的假設，因為民主社會是奠於一套崇奉自由平等的社會、法律、和哲學

基礎，和基於論述、互動及溝通的倫理和正義原則（van Dijk, 1996: 6；轉引自張

錦華，2012）。 

從新聞專業的觀點來看，民主社會的新聞傳播是建基於新聞自由、事實報導、

客觀及公正的立場、正反面並陳的多元觀點、以及監督權力的角色功能（McQuail, 

1992）。然而，操控論述的論述結構，一方面是呈現傳播者的優勢性（採取特殊

再現方式以凸顯優勢者的某些價值，如道德的、民主的、尊重的、堅定的等等）；

或者是各種強調傳播者的「權力」角色和位置的細節，例如，透過某種描述凸顯

出傳播來源的正式服裝、說話聲音或態度方式、語言選擇、場合地點等等，促使

閱聽人接受某種信念，並且忽略或排斥其他信念；它會訴諸受播者的某些態度、

情感（如熱誠的、愛國的、友好的）來引導某種有利於優勢傳播來源的印象解讀；

同時，也因此會刻意排除對傳播來源的其他不利或負面的報導（van Dijk, 1996: 

19）。因此，明顯的違反自由社會新聞媒體的專業功能和角色（轉引自張錦華，

                                                        

9部份摘錄自張錦華（2013）。《「臺灣四報刊載中國參訪團新聞分析﹣新聞置入疑

點及新聞專業品質分析」，媒體觀察基金會委託研究案。下載日期：20140120；

http://mediawatch.org.tw/sites/default/files/china%20buy%20news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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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由於本研究企圖分析是否這些採訪團報導是受到中國置入的影響，作為宣傳

和對臺統戰的媒介， 因此，本研究將同樣延用 van Dijk 的操縱論述觀點，並將

這些文本描述中國採訪團（包括官員）的行為細分為權力／情感／道德三種框架

內容。 

在此處使用「框架」的概念，是援用社會學家 Goffman（1974）的分析，框

架是人們了解、指認事物以及行事的基礎，亦即是人們對事件的主觀解釋和思考

的架構（鍾蔚文、臧國仁，1997）。新聞的論述內容是一種「框架」事實的結果，

亦即強調事件的特定面向，得以建構事件的意義，促使公眾採用同一框架予以理

解和認同，因而忽略事物的其他面向，達成傳播者的目的。 

更進一步來看，操控論述的分析，除了從操控的情境脈絡（即優勢資源掌控

脈絡）的分析外，同時包含對論述結構以及對於受播者的效果的分析。一方面，

具操控特質的論述結構只呈現單面（如正面）的報導，排除了其他（如負面）的

報導；另一方面，由於閱聽人無法知道事實真相或全貌，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

因而很可能被動的接受傳播內容或框架，傾向於認同操控論述，難以（因為沒有

資訊資源）抗拒操控論述，而成為受害者。如果他／她們知道完整的實情，其立

場、看法和選擇，就可能不同。因此，操控論述也就是意識形態分析。 

為了說明中國採訪團的報導，本研究因此將統計各報導使用權力／情感／道

德三種框架的數量和偏向。 

參、 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10 

1. 內容分析：新聞品質指標與操縱框架分析 

由於以往的資料顯示，中國置入的現象往往是配合中國訪臺的採購團／參訪

團，因此，本研究擬選取2013年1月至12月之中國省市參訪新聞，並比較比較臺

灣四家主要報紙（中時、聯合、蘋果、自由）的相關報導，分析其新聞專業之表

                                                        

10指標說明部份部份摘錄自張錦華（2013）。《「臺灣四報刊載中國參訪團新聞分

析﹣新聞置入疑點及新聞專業品質分析」，媒體觀察基金會委託研究案。下載日

期：20140120；

http://mediawatch.org.tw/sites/default/files/china%20buy%20news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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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四報中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是曾被監察院調查確認曾經接受中國大陸新

聞置入的媒體，而自由時報一向被認為立場偏向民進黨及反對中國的立場；蘋果

日報則被認為在政治新聞處理上較為中立，對中國雖持反共立場，但仍能注重事

實及平衡報導。因此， 本研究將比較四報導導品質的差別。 

本研究除了數量及版面的基本統計外，主要將聚焦在新聞專業意理來分析中

國置入的新聞內容品質。本研究擬建構「新聞／置入品質評量」指數，根據其是

否多元報導（新聞來源數量）、兩面平衡（兼顧正面和反面立場），兩個項目加

以評分，建立評量分數。 

同時，為了分析有何種操縱論述的特質，本研究將統計新聞內容中呈現多少

權力／道德／情感框架。道德框架指標定義為該報導著重描寫該首長的道德品行

特點，如守信用或慈善；情感框架指標則指報導文字渲染情感，用語如「兄弟情

父母心」等，強調兩岸本為中華一家、同文同血脈；權力框架定義指政治、經濟、

金錢權力方面的權力呈現，如大舉採購、贈送、產業合作宣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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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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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內容分析結果：四報新聞品質指標分析 

一、選樣及參訪團報導量說明 

本研究以「參訪團」、「訪問團」為關鍵字搜尋，擷取四大報中與中國地方

政府單位參訪團相關之報導。截自 2013 年年底，曾出現在四大報報導中的中國

參訪團共有 26 個，共報導 99 則，平均每個參訪團報導四報共報導 3.8 則。在一

到三月，各報相關報導較少。2013 年三月，習近平正式取代胡錦濤出任中國國

家主席，重啟兩岸交流（〈習近平接班 權力勝胡溫〉，2013 年 3 月 15 日）。因

此，三月之後的報導數量明顯較一到三月大幅增加。全年參訪團報導數量於五

月淮安書記姚曉東參訪團等六個參訪團訪台時到達高峰，七月則沒有相關報

導。之後 9 月、11 月皆有三個參訪團來台，報導則數達 10 則以上，較其他月份

報導則數稍多。 

累計至 2013 年年底，總計四家媒體所報導的參訪團共達 26 團，四大報關

於中國參訪團的新聞共有 99 則，平均每個參訪團報導四報共報導 3.8 則。需說

明的是，由於目前四大報皆有電子版與傳統紙本報紙，本研究僅計算有刊載在

紙本報紙的新聞則數。 

表一：2013 年各月參訪團名稱及報導總量 

月份 參訪團 每月報導 

總份數 

一月 1.上海科委會副主任陸曉春參訪團 1 

二月 2.山東統戰部長顏世元參訪團 3 

三月 3.徐州市長朱民參訪團 1 

四月 4.上海浦東新區市容環境衛生協會參訪團 

5.無錫參訪團 

6.中國廈門市鼓浪嶼管委會訪問團 

7.廣西欽洲農業考察團 

8.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參訪團 

17 

 

 

 

 

 

 

 

 

五月 9.淮安書記姚曉東參訪團 

10.貴州省長陳敏爾來台 

11.青島市委書記李群參訪團 

12.昆山市委書記管愛國參訪團 

13.溫州市長陳金彪來台 

14.湖北省書記李鴻忠來台 

27 

 

 

 

 

 

 

 

 

 

 

六月 15.湖北宜昌副市長鄭興華參訪團 

16.福建市委書記于偉國參訪團 

 

 

7 

 

 

八月 17.桂林市委書記趙樂秦參訪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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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廣西梧州參訪團 

19.湖南省參訪團 

20.雲南市委書記秦光榮訪問團 

 

 

19 

 

 

 

九月 

 

 

十月 

21.福建省雲霄縣參訪團 

22.山東省長郭樹清參訪團 

6 

 23.寧波市委書記劉奇參訪團 

24.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參訪團 

25.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參訪團 

11 

 

十一月 

十二月 26. 上海南京參訪團 1 

 總計 99 

 

表二、2013 年每月參訪團報導總數分佈圖 （總數 99 則） 

 

 

在 99 則報導中，聯合報的報導數量為 57 則，佔所有報導的 57%，是四大

報中報導數量最多的。其次，中國時報的報導數量為 37 則，佔所有報導的

1

3

1

17

27

7

0

6

19

6

11

1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2013年四報每月參訪團相關報導

次數分布圖

數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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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7%，數量僅次於聯合報。自由時報的報導僅 5 則，佔所有報導的 5.05%。

蘋果日報的紙本版則是完全沒有刊載任何與中國參訪團相關之報導。也就是

說，聯合和中時兩報的報導總數竟占全部報導的 95﹪，其中聯合報更比中時多

出近 1/2 以上！這兩家也是曾被監察院調查確認有置入問題的媒體，報導數量

仍是明顯甚多的媒體。 

 

表三 2013 年四報報導總量及比例 

 

 
 

就各報在各月的分布來看，2013年報導最多的月份在四月、五月、九月，單月均

共有近 20則以上。而報導數量最多的都是聯合報。 

表四 2013 年四報每月報導個別總數及比例 

 

2013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總計 百分

比 

中時 0 1 0 5 9 5 0 3 4 3 7 0 37 37.37

％ 

聯合 1 1 1 9 12 8 0 3 14 3 4 1 57 57.58

％ 

自由 0 1 0 3 0 0 0 0 1 0 0 0 5 5.05

％ 

蘋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時37則，

37.37%

聯合57則，

57.58%

自由5則， 5.05% 蘋果 0則，0%

2013年全年四大報報導總則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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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13 年四報每月報導則數折線圖 

 

 
 

二、比較 2012 年與 2013 年報導總數 

在 2012 年，中國參訪團相關報導總次數為 163 次，共 15 個參訪團，較

2013 年的 99 則多出 64 則。從各月報導數量分布圖中可以看出，2012 年的報導

數量在 3 月因為平潭案而達到最高峰，該案之報導總數高達 60 則，如果去掉該

案，則僅餘 103 則，平均每團報導 6.8 則。雖然報導總量兩年相差不多。但從團

數來看，2013 年的團數反而多出 11 團，但平均報導數量，2013 年每團為 3.8

則。由此顯示，2013 年來訪團數更多，但報導相對而言低調許多。 

  

0
1

0

5

9

5

0

3
4

3

7

1 1 1

9

12

8

0

3

14

3
4

1
0

1
0

3

0 0 0 0
1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13年各報每月報導則數趨勢圖

中時 聯合 自由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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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比較 2012 及 2013 各月報導則數折線圖 

 

 

 

比較兩年各報參訪團相關報導次數比例分佈，可發現兩年比例分佈略有不

同。2012 年時，自由時報大幅報導了因平潭案所引起的抗議事件，因此相關報

導數量最多，佔所有報導數的 32％；其次為中時、聯合，蘋果日報報導數量則

最少，僅佔全部報導比例 7％，相對不重視此類新聞。2013 年並未發生和中國

參訪團直接相關的大型事件，參訪團相關報導內容多以正面肯定交流成果為

主，這方面的報導以聯合報刊登數量最多。蘋果沒有報導，自由的報導也甚

少。 

 

三、 新聞／置入品質評量： 

（一）、消息來源得分評比 

一、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消息來源之評分 

比照 2012 年的統計方式，在消息來源分數部分，報導的分數來源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消息來源為參訪首長、參訪團和接待方；若有這些消息來源，一個來

源 2 分，累加到 5 分為止。第二類消息來源為參訪團直接相關人以外的消息來

源，若有這些消息來源，一個來源 2 分，累加到 5 分為止。一則報導可得的最

高分數為 10 分，不論是直接引述消息來源的話語，或記者敘明消息來源之意

見，均計入；但若僅是敍述式的報導其行程，則不算。 

 在四大報中，中國時報的消息來源平均得分為 3.57 分，聯合報的消息來源

平均分數為 4.15 分，兩者分數皆低於 5，顯示這兩報在報導時的新聞來源僅為

2 個左右。事實上，這兩個報紙的新聞來源多僅為參訪團或接待方的消息來

源。自由時報的消息來源平均得分則為 5.6 分，平均分數大於 5 分，顯示自由

1 3 1

17

27

7
0

6

19

6
11

10

23

59

0

23
16

34

5 0 2 0 0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比較2012及2013各月報導則數折線圖

20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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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在報導中國參訪團相關新聞時，新聞來源至少三個以上，並較常引用參訪

團以外人士之意見，消息來源較為多元。蘋果日報並無任何報導。 

表八、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消息來源得分一覽表 

參訪團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1.上海科委會副主任陸曉春參訪   7     

2.山東統戰部長顏世元參訪團 4 6 4   

3.徐州市長朱民參訪團   4     

4.上海浦東新區市容環境衛生協會參訪團 4       

5.無錫參訪團 4 4 6   

6.中國廈門市鼓浪嶼管委會訪問團 6 8 10   

7.廣西欽洲農業考察團   5     

8.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參訪團 6.5 3.5 4   

9.淮安書記姚曉東參訪團 2 2.75     

10.貴州省長陳敏爾來台 3.5 4     

11.青島市委書記李群參訪團 2       

12.昆山市委書記管愛國參訪團 4 4     

13.溫州市長陳金彪來台   5     

14.湖北省書記李鴻忠來台 3.67 3.5     

15.湖北宜昌副市長鄭興華參訪團 0 2     

16.福建市委書記于偉國參訪團 4.5 3.33     

17.桂林市委書記趙樂秦參訪團 2 3.3     

18.廣西梧州參訪團   4     

19.湖南省參訪團   3     

20.雲南市委書記秦光榮訪問團  3 2.86 4   

21.福建省雲霄縣參訪團   4     

22.山東省長郭樹清參訪團 4.67 2     

23.寧波市委書記劉奇參訪團 2       

24.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參訪團 5 5     

25.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參訪團 3.5       

26. 上海南京參訪團   5     

總計 3.57  4.15  5.6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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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2013 年四報報導參訪團消息來源評分表 

 

 

 

（二）比較 2012 年與 2013 年四報消息來源得分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大報中國參訪團相關新聞消息來源得分，可發現

兩年差距不大，得分高低比序皆為自由高於聯合，聯合高於中時。惟 2012 年得

分最高的蘋果日報，2013 年因為沒有相關報導，不列入比較。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和 2012 年相比，三報 2013 年上半年相關報導消息來源得分皆略有增

加，顯示有較多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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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報報導消息來源得分 

 

 

 

參、報導立場得分 

一、2013 年四報報導立場 

報導立場的分數計算方式如下：單一正面描述得 1 分、大多數正面描述得

2 分、正面和負面描述皆有，也就是較為平衡的報導得 3 分、大多數負面描述

得 4 分、單一負面描述得 5 分。若報導內容無關正面或負面描述，在計算立場

得分時不列入平均。 

統計發現，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報的報導立場平均分數皆未超過 2 分，顯

示其報導立場幾乎全部正面描述，自由的報導立場分數則為 2.75 分，顯示其報

導立場較接近兼具正負面，但仍較偏向正面。 

以各參訪團的四報報導評分中（請參見下表）可看出，僅有 2 個參訪團有

負面報導出現，其一是無錫參訪團，該市書記黃莉新率經貿團與台東縣府簽訂

採購意向書，遭當地農民質疑簽約僅是形式，實質意義不大；但縣政府回應，

打通農產品銷售無錫的管道是好事，農民應正面看待。聯合和自由均對這個事

件中的抗議作了報導，聯合報有一則報導屬於兩面俱陳，整篇報導中，台東縣

政府的官方說法和農民代表說法篇幅相近，正反觀點平衡呈現，得分為 3 分。

自由時報則負面報導較多，得分為 4 分。 

另一則有關廈門鼓浪嶼旅遊文化推廣會的參訪報導，由於接待的基隆市動

員學生來充場面，引起學生和家長不滿，聯合和中時都不甚尋常的呈現了偏向

3.57
4.15

5.6

0

3.5 3.6

5.1

6.3

中時 聯合 自由 蘋果

四報兩年消息來源得分比較

20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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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報導，自由更是全面負面的報導。這也是所有報導中最負面的一則事

件。三報標題如下： 

 

 20130418 廈門旅遊宣傳會 60 學生充場面 廖珮妤 （聯合報） 

 20130418 兩岸交流會 學生被叫來充場面 陳雨鑫 （中時） 

 20130418 廈門推觀光 ／扯！基市動員國中生聽共黨書記宣傳 家長火：

充人頭 被洗腦統戰 俞肇福 （自由） 

 

表十一、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立場得分 

 

參訪團 中時 聯合 自由 蘋果 

1.上海科委會副主任陸曉春參訪   1   0 

2.山東統戰部長顏世元參訪團 1 2 1   

3.徐州市長朱民參訪團   2     

4.上海浦東新區市容環境衛生協會參訪團 1       

5.無錫參訪團 1 3 4   

6.中國廈門市鼓浪嶼管委會訪問團 4 4 5   

7.廣西欽洲農業考察團   1     

8.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參訪團 1 1 1   

9.淮安書記姚曉東參訪團 1 1     

10.貴州省長陳敏爾來台 1 1     

11.青島市委書記李群參訪團 1       

12.昆山市委書記管愛國參訪團 1 1     

13.溫州市長陳金彪來台   1     

14.湖北省書記李鴻忠來台 1 1     

15.湖北宜昌副市長鄭興華參訪團 1 1     

16.福建市委書記于偉國參訪團 1 1     

17.桂林市委書記趙樂秦參訪團 1.33 1     

18.廣西梧州參訪團        

19.湖南省參訪團   1     

20.雲南市委書記秦光榮訪問團  1 1 1   

21.福建省雲霄縣參訪團   1     

22.山東省長郭樹清參訪團 1 1     

23.寧波市委書記劉奇參訪團 1       

24.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參訪團 1 1     

25.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參訪團 1       

26. 上海南京參訪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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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平均得分 1.185 1.333333 2.4 0 

 

表十二、2013 年四報報導立場分佈圖 

 

 

 

二、比較 2012 年與 2013 年各報報導立場得分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大報中國參訪團相關新聞報導立場得分，可發現

和消息來源得分一樣，兩年差距不大，得分高低比序皆為自由高於聯合，聯合

高於中時。惟 2012 年得分最高的蘋果日報，2013 年因為沒有相關報導，不列

入比較。此外，和 2012 年相比，聯合和中時報導立場得分皆略為增加，顯示對

於負面事件的平衡報導略高；但整體而言，報導立場仍多屬正面。而 2012 年報

導立場平均得分為 3.6 的自由時報，2013 報導立場得分為 2.75，從原本的「中

立偏負面」轉為「中立偏正面」；主要應該是 2013 年的參訪團，除了少數例

外，並未引起太多爭議與反面意見，不同於 2012 年的平潭案引起政府和立委間

的高度爭議。 

  

中時
1.185

自由2.4聯合1.333 5

全然負面

1

全然正面

3

平衡報導

2013 年四報報導立場分數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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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報報導立場得分 

 

 

 

總結來看，2013 年的報導數量少，篇幅也少。蘋果沒有任何一則報導，自

由也僅報導 5 則，其中 2 則是有負面抗議事件的報導。報導量最多的仍是中時

和聯合，中時 37 則，聯合則高達 57 則，是中時的 1.5 倍以上。但報導篇幅均

不太，沒有任何一則是頭條型的報導。 由於 2013 年並未發生如 2012 年平潭案

的高爭議事件，僅有地方型的個別爭議，如無鍚參訪團在臺東引起農民對簽約

不具實質意義的抗議，和厦門參訪團在基隆引起的動員學生接待的抗議。因

此，整體而言，仍較偏正面，中時則最明顯，其次是聯合，然後是自由。 

 

肆、道德框架比較 

一、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使用道德框架次數 

道德框架意指新聞報導著重於描寫參訪團首長的道德品行特點，例如

5 月 27 日聯合報報導湖北省書記李鴻忠率參訪團來台，報導在介紹李鴻忠

時寫到：「李鴻忠從一九八八年到惠州工作後，就跟台灣朋友打交道。……

1.185
1.33

2.4

0

1.1

1.3

3.6

2.3

中時 聯合 自由 蘋果

比較2012年和2013年四報報導立場得分

20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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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忠）協助台商並迅速帶動兩地建設」，報導內容將李鴻忠形塑為「熱

誠」之協助者正面形象。下表為各報報導中使用道德框架的次數統計。由

表十四可以看出，2013 年的報導中，關於參訪人員道德層面的描述極少，

僅聯合報三篇、中時一篇報導中內文提到參訪團首長的個人特質，屬於道

德框架的內涵；自由則完全沒有；蘋果則是並無任何報導。 

表十四、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使用道德框架次數表 

參訪團 中時 聯合 自由 蘋果 

1.上海科委會副主任陸曉春參訪         

2.山東統戰部長顏世元參訪團         

3.徐州市長朱民參訪團         

4.上海浦東新區市容環境衛生協會參

訪團 

        

5.無錫參訪團         

6.中國廈門市鼓浪嶼管委會訪問團         

7.廣西欽洲農業考察團         

8.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參訪團         

9.淮安書記姚曉東參訪團         

10.貴州省長陳敏爾來台         

11.青島市委書記李群參訪團         

12.昆山市委書記管愛國參訪團         

13.溫州市長陳金彪來台         

14.湖北省書記李鴻忠來台   1     

15.湖北宜昌副市長鄭興華參訪團         

16.福建市委書記于偉國參訪團         

17.桂林市委書記趙樂秦參訪團 1       

18.廣西梧州參訪團         

19.湖南省參訪團         

20.雲南市委書記秦光榮訪問團          

21.福建省雲霄縣參訪團         

22.山東省長郭樹清參訪團   1     

23.寧波市委書記劉奇參訪團         

24.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參訪團   1     

25.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參訪團         

總計 1 3 0 0 

總報導則數 37 56 5 0 

比例 2.70% 5.36%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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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2013 年四報使用道德框架次數統計 

 

 
 

二、比較 2012 年與 2013 年四大報使用道德框架比例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大報中國參訪團相關新聞使用道德框架的比例，

可發現在 2013 年，各報使用道德框架的比例大幅減少，僅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少

數新聞使用道德框架，也就是吹捧中國省市參訪官員的新聞內容已明顯下降。 

表十六、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報使用道德框架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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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報使用道德框架比例 

 

伍、情感框架比較 

一、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使用情感框架次數 

情感框架指的是報導中強調情感訴求的部分，例如文字渲染台、中兩國人

民的情感連結，合作互動等。報導中常見的情感訴求敘述包含「參訪團代表感

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參訪團代表相當喜愛台灣」、「台灣、中國兩地的文化

淵源相同、感情濃厚」，例如，聯合報 6 月 25 日報導福建市委書記于偉國來訪

時寫到：「于偉國指出，兩岸一家人，閩台一家親」，又如中國時報 4 月 16 日關

於無錫參訪團來台採購的報導中寫到：「（台東縣長）黃健庭與（無錫市委書

記）黃莉新共釀一罈梅酒，象徵台東與無錫情感持續醞釀、感情長長久久」。其

實，這是一種非常浮面而主觀的報導，往往僅依據參訪及接待雙方充滿寒喧或

宣傳的話語，恐不符合新聞專業要求對事實完整而全面報導的要求。 

從下表統計中可以看出，中國時報的 37 則報導有 17 則用了情感框架，高

達 45.95﹪的報導皆提到情感訴求。聯合報的 57 則報導中，則有 24 則用了情感

框架，比例亦不低，為 42.11％。自由時報的 5 則報導中，有 2 則用到情感框

架，比例約為 40％。 

表十七、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使用情感框架次數表 

參訪團 中時 聯合 自由 蘋果 

1.上海科委會副主任陸曉春參訪         

2.山東統戰部長顏世元參訪團 1       

3.徐州市長朱民參訪團         

4.上海浦東新區市容環境衛生協會參訪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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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無錫參訪團 1       

6.中國廈門市鼓浪嶼管委會訪問團     1   

7.廣西欽洲農業考察團         

8.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參訪團 2       

9.淮安書記姚曉東參訪團         

10.貴州省長陳敏爾來台 1 4     

11.青島市委書記李群參訪團         

12.昆山市委書記管愛國參訪團         

13.溫州市長陳金彪來台         

14.湖北省書記李鴻忠來台 5 6     

15.湖北宜昌副市長鄭興華參訪團         

16.福建市委書記于偉國參訪團 1 2     

17.桂林市委書記趙樂秦參訪團 1 1     

18.廣西梧州參訪團         

19.湖南省參訪團   1     

20.雲南市委書記秦光榮訪問團  1 6 1   

21.福建省雲霄縣參訪團   1     

22.山東省長郭樹清參訪團 1 1     

23.寧波市委書記劉奇參訪團 1       

24.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參訪團 1 1     

25.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參訪團         

26. 上海南京參訪團   1     

總計 17 24 2 0 

總報導則數 37 57 5 0 

比例 45.95% 42.11% 4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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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2013 年四報報導使用情感框架次數統計 

 

 
 

二、比較 2012 年與 2013 年四大報使用情感框架比例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大報中國參訪團相關新聞使用情感框架的比例，

可發現自由時報使用情感框架的比例皆較 2012 年增加，而聯合和中時則稍降。  

表十九、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報導使用情感框架比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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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權力框架比較 

一、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使用權力框架次數 

權力框架指的是報導中強調權力訴求，如參訪團代表所擁有的政治、經

濟、權力等。權力框架的論述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強調參訪團擁有較高的經

濟實力，在報導中常以「承諾收購當地農產品」、「贈送物品」的敘述呈現。例

如聯合報 4 月 26 日報導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訪台時，內文寫到：「彭清華等

人昨天捐了 1600冊、共計 7萬台幣的圖書給花蓮縣壽豐鄉圖書館」，自由時報

4 月 16 日報導無錫參訪團到訪台東的新聞時寫到：「無錫市當場承諾將採購約

台幣七百廿萬元農特產品」。 

第二種則是強調參訪團的到訪將帶來的合作交流機會，包括經濟、農業、

文化、旅遊等不同領域的合作，也是一種對促進經濟發展及其他交流等有利的

內涵。例如聯合報 4 月 25 日報導欽洲農業考察團時提到：「欽州市常委蔡家東

說，欽州地區農業正在起飛，希望引入台灣農業技術一起開發，兩岸農業互

補，創造雙贏」、又如自由時報 2 月 24 日報導山東省統戰部長顏世元來台時引

述花蓮縣長傅崐萁的說法：「（傅崐萁說）前兩年造訪山東，深切感受到山東與

觀光立縣的花蓮有很多相似點，可互相借鏡、學習，盼藉由此次兩岸城市直

航，促進兩岸人民交流、建立合作新契機」。 

第三種權力框架論述則是透過參訪團代表的發言，宣導中國官方單位的論

述直接或間接的呼籲及暗示，促進台灣企業、居民可前往大陸投資、旅遊。此

類型的論述多會描述中國地方的旅遊業資源豐富、風景優美呈現，或者強調中

國地方的投資環境優良。例如中國時報 5 月 15 日關於貴州省長陳敏爾來台參訪

的報導中提到：「陳敏爾致詞表示，貴州的旅遊資源豐富，希望更多台灣朋友走

進貴州……「貴州將 以熱忱開放的態度歡迎大家」；又如聯合報 5 月 27 日報導

湖北省書記李鴻忠來台，報導中提及「李鴻忠表示，世界經濟局勢改變，湖北

也要工業再平衡，把戰略基地轉至擴大內需，這需要台灣朋友的積極參與，鄂

台關係將是未來的重頭戲，目前台資企業富士康、統一均已成湖北經濟的重點

項目之一」 

從以上三種類型來看，也可以說，與「權力」相關的內涵是中國參訪團來

臺的宗旨。從下表的統計來看，中國時報的 20 則報導中，有 18 則用到權力框

架，聯合報的 32 則報導中，則有 30 則用到權力框架，換言之，這兩報與參訪

團相關的報導中，都約有 9 成的比例使用權力框架。自由時報的 4 則報導中，

則是 4 則都提及了權力框架論述。 

表二十、2013 年四報報導各參訪團使用權力框架次數表 

參訪團 中時 聯合 自由 蘋果 

1.上海科委會副主任陸曉春參訪   1     

2.山東統戰部長顏世元參訪團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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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州市長朱民參訪團   1     

4.上海浦東新區市容環境衛生協會參訪團 1       

5.無錫參訪團 1 1 1   

6.中國廈門市鼓浪嶼管委會訪問團 1 1 1   

7.廣西欽洲農業考察團   1     

8.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參訪團 2 6 1   

9.淮安書記姚曉東參訪團 1 3     

10.貴州省長陳敏爾來台 2 1     

11.青島市委書記李群參訪團 1       

12.昆山市委書記管愛國參訪團 1 1     

13.溫州市長陳金彪來台   1     

14.湖北省書記李鴻忠來台 5 8     

15.湖北宜昌副市長鄭興華參訪團 1 1     

16.福建市委書記于偉國參訪團 2 3     

17.桂林市委書記趙樂秦參訪團 2 3     

18.廣西梧州參訪團         

19.湖南省參訪團   6     

20.雲南市委書記秦光榮訪問團  3 7     

21.福建省雲霄縣參訪團         

22.山東省長郭樹清參訪團   2     

23.寧波市委書記劉奇參訪團         

24.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參訪團   2     

25.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參訪團 2       

26. 上海南京參訪團   1     

總計 25 51 4 0 

總報導次數 37 56 5 0 

比例 67.57% 91.07%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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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2013 年四報使用權力框架次數統計 

 

 

二、比較 2012 年與 2013 年四大報使用權力框架比例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四大報中國參訪團相關新聞使用權力框架的比例，

可以發現，2013 年因總報導數量較少，各報使用權力框架的報導數量也較 2012

年減少，蘋果日報 2013 年沒有報導，因此，僅有 2012 年的比例，做為參考。

比較這兩年的使用權力框架的比例，在 2013 年，聯合報和自由時報參訪團相關

新聞中使用權力框架的比例皆較 2012 年增加，聯合報則高達 90﹪以上；自由

的 5 則新聞中，也有 4 則（80﹪）使用此一框架。中時則亦約有 70﹪的報導採

用權力框架，但較 2012 年略低。總體來看，參訪團的相關報導主要均以傳達參

訪之合作交流為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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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比較 2012 年與 2013 年四大報使用權力框架比例 

 
 

柒、總結 
比較 2013 年和 2012 年四大報報導中國參訪團的情況，整體而言，2012 年

中國參訪團相關報導總次數為 163 次，較 2013 年的 99 則多出 64 則。但由於

2012 年的 3 月份發生平潭案的爭議，該案之報導總數高達 60 則，如果去掉該

案，則 2012 年僅餘 103 則，則與 2013 年的 99 則相差不多。但比較兩年的團

數，則發現，2013 年有 26 團，2012 年則僅 15 個參訪團，2013 年的團數反而多

出 11 團，增加了 70﹪；平均每團報導數量，2013 年每團為 3.8 則，2012 年則為

6.8 則，少了將近 50﹪。由此顯示，2013 年來訪團數更多，但報導相對而言低

調許多。 

從各月來看，一、二月正值傳統中國新年假期，較少派團隊出國；習近平

在 2013 年三月正式取代胡錦濤出任中國國家主席後，才重啟兩岸交流（〈習近

平接班 權力勝胡溫〉。之後來臺團數甚多，但報導量則減少許多，蘋果日報甚

至沒有任何報導，自由僅有 5 則。 

聯合報是報導總量最高的媒體，達 57 則，平均每個團有 2 則以上。其次是

中時 37 則，僅有其 65﹪。聯合和中時兩報的報導總數竟占全部報導的 95﹪，

這兩家也是曾被監察院調查確認有置入問題的媒體，報導數量仍明顯甚多。 

在新聞品質的評量上，2012 和 2013 年兩年的差別不是太大，不過，新聞來

源的指標分數均略有增加，顯示採訪數量稍多一點。報導立場上，2013 年的偏

頗度也略微少一點，中時較 2012 年略微提升，分別為 1.1 和 1.2；聯合報則沒

有什麼差別，均為 1.3；而自由則從 2013 年較為負面立場的 3.6，降為較為正面

2.4。 

就報導的內容框架來看，在道德框架方面，其內容特別聚焦於參訪團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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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美德」或「失德」，並不屬於「公共議題」，而是一種較具立場（有利

或不利）式的報導內容，其新聞品質也較差。兩年的比較則顯示 2013 年的報導

較未聚焦於個人立場評價，報導品質應屬略有改善。但，聯合報仍使用了三

次，中國時報則使用了一次；2012 年這兩報使用的次數則均高達 7 次。 

在情感框架的比例方面，自由時報使用情感框架的比例在 2013 年有 40

﹪，較 2012 年增加了 15﹪，而聯合和中時的比例雖稍降一點點，但仍在 50﹪

上下， 顯示參訪團報導中連結兩岸情感的內容甚多。  

2013 年的報導框架主要是權力框架，其內容主要是強調各種雙邊合作、招

商、旅遊等，自由的 5 篇報導有 4 篇使用此項框架；聯合報的報導有 90﹪成使

用此一權力框架，中時則也有近 70﹪的比例與此有關。相較於 2012 年，自由

的比例增高最明顯，中時則略降。 

總體來說，2013 年的參訪團報導多為一般性的參訪活動，也沒有太多爭議

性內容，各報報導版面和篇幅也有限，基本上均為單則 800 字左右的新聞配上

一張照片；平均每團的報導量也大幅減少。大肆吹捧個人的內容也大幅減少，

而多為一般參訪交流活動內容。四大報使用最多的均為權力框架，其次則為情

感框架；最少的是道德框架。 

雖然 2013 年的報導低調許多，並沒有任何大幅報導或爭議，也沒有任何遭

到檢舉的新聞「交易」証據。但這已是中國大陸參訪／採購團來臺第四年，對

於這些「交流」實績，如承諾採購、贈禮、各式交流合作呼籲或意向簽約、甚

至與招商和招攬旅遊相關內容的「權力框架」內容，其是否確實具有實質成

效？ 對臺灣經濟發展或兩岸交流的意義為何？除了行禮如儀式的參訪／接待式

的公關式的宣傳活動報導外，並未看到各報有提出任何監督式的報導；各媒體

實應提出更深度和全面的報導，才能真正提升新聞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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