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媒介系統依賴理論為基礎，探究廣播賣藥節目的生態以及閱聽人。

在結構性媒介系統依賴觀點方面，本研究參與觀察廣播賣藥節目運作以及深度訪

談廣播賣藥節目從業人員，發現廣播賣藥系統中的主要組織包括廣播賣藥電台、

廣播賣藥節目製作單位、指定藥房及藥廠，該四個組織間的依賴關係不平等，指

定藥房較為依賴藥品代理經銷的廣播賣藥媒體擁有的行銷管道；而廣播賣藥電台

較為依賴廣播賣藥節目外製單位的進駐，因此，身兼藥品代理經銷商的廣播賣藥

節目外製單位是在廣播賣藥節目媒介系統中最強勢的組織，但他們所冒的風險也

最大，因為當他們向藥廠進貨時，採用賣斷交易方式而無法退換貨，但它接受指

定藥房的退換貨要求，因此廣播賣藥媒體必須自行吸收退換貨成本。 
廣播賣藥節目與廣播賣藥電台之間是「魚幫水、水幫魚」深切的互賴模式，

因廣播賣藥電台掌握了頻道資源，而廣播賣藥節目則擁有訊息資源，他們互相合

作完成大眾傳播的過程。而整個廣播賣藥節目媒介系統最重要的依賴為廣播賣藥

媒體所控制的珍貴資源－購藥聽眾，以及與購藥聽眾相關的資源系統，包括藥品

利潤、簽台費等，這些讓該系統中的組織產生了互相依賴的關係，此等關係不論

是合作性的利益或者衝突性的自我利益本位，都支撐了系統組織間的依存運作，

達到廣播賣藥媒介系統中各個組織們的目標。 
在個人媒介系統依賴觀點方面，本研究以電話問卷調查廣播賣藥節目閱聽

人，研究結果發現購藥金額與收聽時間、個人媒介系統依賴程度、擬社會人際互

動程度、廣播參與者效果程度呈正相關，而閱聽人的叩應頻率越高，擬社會人際

互動程度越強、廣播參與者效果程度越大、購藥金額也越高。個人媒介系統依賴、

廣播參與者效果與擬社會人際互動三者彼此呈正相關。而收聽時間也與個人媒介

系統依賴程度、擬社會人際互動呈現正相關。在人口變項上，教育程度低者比教

育程度高者收聽的時間長、對廣播賣藥節目較依賴、對節目主持人的擬社會人際

互動較強、廣播參與者效果程度較高及叩應頻率也較高。而購藥者男女皆有，多

為已婚，學歷多在高中以下，購藥者普遍來說比非購藥者教育程度低，個人每月

可運用資金上比非購藥者高。在每日收聽廣播賣藥節目的時間方面，購藥者比非

購藥者每日收聽廣播賣藥節目的時間長，個人媒介系統依賴程度與擬社會人際互

動程度上也比非購藥者高。 
受訪者收聽廣播賣藥節目通常將它視為工作上或生活上的陪伴，進而依賴廣

播賣藥節目，而擬社會人際互動及廣播參與者效果消除了閱聽人對主持人的疑

慮，對喜愛的廣播賣藥節目主持人存有熟悉、親切的印象，廣播賣藥節目主持人、

閱聽人及叩應者建立起互相如朋友般的信任，對於藥品的行銷上有很大的幫助。

綜合筆者的觀察，雖然廣播賣藥節目在一般人的心目當中，是多屬負面形象，但

廣播賣藥節目的確能提供給閱聽人各方面的媒介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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