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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13 年七月，西班牙發生了火車出軌事件。在班上討論此事件時，我們聊

到了台灣媒體的國際觀。為了更深入了解這主題，我們上網查詢資料，並在眾多

嚴肅的資料中注意到了一篇看似搞笑，卻一針見血的報導。 

  

報導中的圖片（台灣人眼中的世界）指出西亞在台灣人的眼中就只是一個有

許多沙漠與戰爭的國家，而南非是個踢足球的國家。這內容看似主觀，但卻也反

映出很多臺灣人對這些國家的印象。透過這張圖，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台灣人民

的國際觀確實有待加強。 

  

（台灣媒體眼中的世界）除了為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以及美國上色，

其他地區幾乎全是灰白配色，這暗指媒體只關注這幾個國家。 

 

研究過這兩張圖片後，我們發現即使看新聞、讀報紙，我們的國際素養還是

嚴重不足。因此我們推論：可能因為媒體的國際新聞比例太低、或只侷限在某幾

個國家，才會造成人民普遍缺乏國際觀。於是我們決定探討臺灣媒體報導國際新

聞頻率這議題。 

 

 

 

圖一：台灣人眼中的世界 

（圖一資料來源：台灣人眼中的世界（2011）。2013年 9月 6日，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230/15825.htm）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Pro" 試用版本建立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230/15825.htm
http://www.pdffactory.com


臺灣媒體國際化程度淺析 

2 2

 

圖二：台灣媒體眼中的世界 

（圖二資料來源：台灣媒體眼中的世界（2011）。2013年 9月 6日，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230/15825.htm） 
二、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透過統計數字，來客觀呈現國際新聞在媒體報導中所佔的比例。另

外，我們也統計臺灣媒體對中國大陸的報導，分析其所佔比例是否遠高於其它國

家。藉由這研究，我們希望能提供媒體及政府可行的方法來提升國民的國際觀。 

 

三、研究方法 

   

我們翻閱報紙及查看新聞列表，記錄國際新聞及兩岸新聞的篇幅及則數，再

與國內新聞的數量做比較，統計出國際新聞和兩岸新聞在媒體各自佔的比例，並

加以分析。 

 

貳●正文 

 

一、台灣媒體簡述 

  

「媒體指傳播資訊者和接收資訊者之間的傳播工具」(鄧毓浩，2013)。在早

期，台灣的媒體總計只有 31家報紙。而 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媒體發展迅速，

到 2001年，已有 451種報紙、7220種雜誌、37家有線電視臺、5家無線電視臺(中

國網，2006)。資訊的傳播從早期的書信往來、口耳相傳演變到利用報紙、電視、

網路等傳播媒體，因此資訊的流通越來越快速及便利。 

 

「傳播媒介的功能由拉斯威爾（Lasswell）、萊特（Wright）和施蘭姆（Schram）

確立為以下四項功能：守望、協調決策、娛樂、教育」（許崑峯，2003）。也就是

說，媒體使人們可以得知國內外的最新消息或是資訊﹔替人民表達民意或是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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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執政﹔提供各種休閒娛樂新聞，供閱聽人調劑身心﹔也具有教育人民及文化

傳承的作用。 

 

無論是從手機、電腦、電視或報章雜誌，人們無時無刻都在利用媒體來接

收這個世界上的最新消息。因此，媒體在報導上的言論會影響到閱聽人的思想及

觀念，所以報導的內容及正確性皆十分重要。 

 

二、國際觀的定義及重要性 

 

東吳大學劉必榮教授說：「國際觀就是對國際情勢有敏感度，也就是對自己

國家以外的地方感興趣，並有能力了解。」（劉必榮，2009）我們生活在資訊發

達，而且全球關係密不可分的二十一世紀，除了立足台灣，還要放眼天下，培養

國際觀。 

 

現在許多產業皆是跨國經營的。例如台積電的 IC 晶片被許多國際大廠採

用，而 HTC 的手機也必須銷售到世界各地。再如文化界的「雲門舞集」，他們

的作品結合東方與西方美學，因此能夠揚名國際。可見國際觀是在這個地球村發

展的必要條件。就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在清華大學的一場座談會所說的：

「台灣學生除了專業能力的養成外，必須強化國際觀，才能提升自我的競爭力。」

（臺北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2005）那我們該如何培養國際觀呢？林碧炤說：「定

期閱讀報刊、雜誌、書籍及上網是培養國際觀的起步。」（林碧炤，2010）可見，

媒體除了扮演傳播資訊的角色，也是人民邁向國際的重要橋梁。我們從媒體當中

可以很容易取得國際相關的資訊，即使立足台灣，也可以從報刊和新聞看天下。 

 

三、台灣媒體分析與觀察 

 

我們採用 TVBS官方網站所提供的每日新聞總表，並且統計四大報社每日報

紙的新聞篇幅。為了統計國際及兩岸新聞在台灣媒體報導中所佔的比例，我們將

新聞大致分類為生活要聞、財經、娛樂、體育四大類。再將其細分為國際、中國、

台灣三類。以事件的人、事、時、地、物加以分析，並以屬地原則及人的鄰近性

為基準，以報導偏重的面向來加以分類。 

 

(一) 生活要聞:包括政治、軍事、社會新聞、外交、教育等。 

 

(二) 財經:包括股市動態，經貿、房地產、及消費等財經新聞。 

 

(三) 娛樂:包括國內外影視名人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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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體育:包括各種國內外的體育競賽與運動員新聞資訊。 

 

四、台灣電視新聞統計及分析 

 

我們查閱了 TVBS官網，藉由上面的每日新聞總表，來計算數據。我們取樣

2013年 4/25、5/25、6/25、7/25、8/25共五天，一天約 100多則新聞。首先統計國

際、中國、台灣分別在生活要聞、財經、娛樂、體育四大類中每一天報導則數所

占比例。再將五天所得的數據平均。計算公式：分類則數/總則數。以 4/25 的生

活要聞為例：總則數共 103則，其中國際新聞則數為 19則，兩岸新聞為 8則，

國內新聞為 76則。故其比例分別約為 18%、7%和 74%。統計數據如下表一及表

二： 

 

表一：電視新聞比例 

  

分類 國際（不包括中國） 中國大陸 臺灣 

生活要聞 16.8% 4.6% 78.6% 

財經 36% 4% 60% 

娛樂 18.6% 19.2% 62.2% 

體育 30.8% 2.2% 67% 

平均 25.55% 7.5% 66.9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統計繪製） 

  

電視新聞比例

26%

8%
66%

國際

中國大陸

臺灣

 

圖三：新聞則數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統計繪製） 

 

由表一、圖三可看出，台灣電視新聞中，報導國際新聞平均所占的比例

（25.55%）較台灣新聞比例（66.95%）少很多，尤其以生活要聞的比例懸殊最大

（16.8% vs.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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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報紙新聞統計及分析 

 

 我們翻閱了國內的四大報紙：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抽

樣 8/17、8/24、8/25、8/30、9/2 共五天。以一頁為一單位面積，首先統計國際、

中國、台灣各在生活要聞、財經、娛樂、體育四大類中每一天篇幅面積所占比例。

再將五天所得的數據平均。計算公式：分類面積/總面積。以中國時報中的生活

要聞為例：總面積為 16頁，其中，國際新聞佔了 1.125頁，兩岸新聞佔 2.25頁，

國內新聞佔 12.625頁。故其比例分別約為 7%、14%、和 79%。統計數據如下表： 

 

表二：報紙新聞比例 

 

分類 國際（不包括中國） 中國大陸 臺灣 

生活要聞 12.55% 8.55% 79.30% 

財經 23.05% 5.65% 61.30% 

娛樂 20.70% 5.10% 74.15% 

體育 28.60% 0.00% 71.35% 

平均 21.23% 4.83% 71.53% 

（圖表來源：研究者自行統計繪製） 

 

報紙新聞比例

22%

5%

73%

國際

中國

台灣

 
圖四：報紙新聞比例 

（圖表來源：研究者自行統計繪製） 

 

由表二、圖四中，我們發現，在報紙當中，台灣新聞無論是在哪個分類中，

其比例都是遠高於國際和中國。而在四個分類比較當中，國際新聞在生活要聞中

所佔的比例是最少的。另外，在生活要聞分類中，兩岸新聞的比例與國際新聞的

比例相差不大。 

 

六、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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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統計，電視台新聞和報紙新聞所計算出的結果雷同。國際新聞所佔

的比例除了生活要聞分類外，其他皆為百分之二十左右。而生活要聞中國際新聞

所佔的比例則是四大類（生活要聞、財經、娛樂和體育）中最少的，所佔比例只

有約一成多。另外，報紙中的國際與兩岸新聞其比例約為 3：2，可見光是中國

大陸的新聞量，就與國際的新聞量相差不多。 

 

參●結論 

 

 經過統計後，我們發現台灣新聞台和報紙的國際新聞比例偏低，我們也參考

加拿大的Metro報紙，它的國際新聞比例高達 30％。相較之下，台灣國際新聞數

量明顯不足。在全球化的時代，如果我們無法獲得充分的國際資訊，將影響國民

的國際觀與國際競爭力。 

 

另一方面，因為臺灣與中國大陸來往密切，臺灣媒體大幅報導中國大陸新

聞。我們認為在全世界 200多個國家中，我們的目光不應只侷限於少數強權的國

家或地區，而是要放眼全球以擴大自己的視野。即使部分國家在國際間扮演較重

要角色，我們也不能因此忽略了其他國家的重要性。我們認為台灣的報章媒體應

該增加國際新聞的版面，並且關注更多不同的國家，以增加新聞文章的多樣性。 

 

我們建議媒體增加其接收國際新聞的管道，或是讓記者能夠到別的國家做實

地訪查，來得到更多且確切的新聞資料。另外，政府也可以經由補助或評鑑等方

式，鼓勵各大報章媒體增加國際新聞的版面，甚至提供獎勵及表揚，並透過設置

國際新聞頻道等方式，使人民對於國際事件產生興趣，進而了解其重要性。 

 

如此可以增加台灣人民的國際觀，進而增加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以下幾個限制： 

 

（一） 我們抽樣的日期不能太接近，以免因為當時發生了重大事件而造成

統計數據的不準確。 

（二） 因為能力有限，因此我們所能統計的天數和能相比較的國家數也相

對有限。 

 

對於這些限制，我們建議未來研究者應該用充足的時間以取得長時間的樣

本，來增加數據的準確度。另外，也可以請在國外的朋友取得其他國家的數據加

以比較。未來可以朝專注於某個分類，並將它細分，再加以分析。也可以比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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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新聞中，各個國家所佔的比例，或是政府對於這方面所施行的政策以及推動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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