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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台灣總統大選傳統媒體、公眾與網路討論議題 
之關聯分析 

 

左宗宏* 

 

《摘要》 

本研究以議題設定理論中之第一面向為研究架構，探究並釐清傳統媒體、

網路媒體與公眾議題三者之間的交互關係與不同議題之顯著性差異，除了分析

比較傳統媒體使用者與網路電子佈告欄使用者對於選舉議題的關心程度之差異

外，研究者亦欲豐富「議題設定」理論在媒體互動影響(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的解釋內涵。研究結果顯示一般公眾關心的議題前五名分別是治安、

經濟發展或失業、兩岸關係、政治安定、司法改革；報紙議題報導量最多的前

五名則為公投、特權關說舞弊、行政貪污、兩岸關係、外交或國際地位；至於

在網路上討論最多的前五項議題則是公投、金權政治、特權關說、台灣前途、

政治安定。由此觀之，傳統平面媒體與互動網路媒體之間的議題設定功能，較

之過去議題設定理論所強調之「報紙議題報導會影響選民對於議題重要性之認

知」，更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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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關媒體對於選民認知態度的影響，一九七二年 McCombs 的「議題設定」

理論已證實了地方報紙在選舉期間針對部分議題的大量報導，足以讓讀者認定

該議題的重要性。亦即，新聞媒體對某一公共議題報導越多，民眾也越傾向認

為，該議題為值得關心的重要議題(Dearing & Rogers, 1988; McCombs & Shaw, 

1972; Sohn, 1978)。之後的三十年間，許多傳播與政治學者更針對不同的變項進

行探討，以進一步瞭解大眾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有鑑於大眾媒體具有強大的

議題設定功能，足以在選舉期間強化甚或改變選民對於候選人與各類社會議題

的認知(McCombs & Shaw, 1972)，因此每逢選舉期間，候選人即爭相在媒體上針

對與選舉有關議題表達立場，甚至建構對自己有利的選舉議題。 

隨著傳播科技的日新月異，傳統大眾傳播媒體受到了很大的威脅，其中尤

以網際網路(the Internet)的威脅為最。網路科技的發達和運用已廣泛地影響各個

社會層面，而傳統大眾媒介對公眾議題的設定效果也連帶受到了影響(Dzwo, 

Roberts, & Wanta, 2002)。事實上，在政治傳播的領域裡，因為網際網路的普

及，每逢選舉期間，此一即時且互動性強大的媒體即提供了網路使用者一個充

分發表意見的論壇空間。 

台灣自 1987 年解嚴以來，隨著政黨與媒體的開放設立以及選舉活動趨於頻

繁，民眾接觸政治議題與參與政治活動的空間也隨之擴大，但媒體的開放與自

由言論空間也意謂著大眾媒體在議題設定的操控上，具有更廣泛與決定性的影

響力(King, 1997)。雖然媒體的「議題設定」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具有主導民意

走向的功能，但是回顧過去三十年來的「議題設定」理論文獻以及實證研究報

告，大多數的研究較偏向以傳統媒體如電視、報紙、雜誌等為主，關於網路媒

體所發展出來的互動式民意論壇（如電子佈告欄），以及跨不同型態媒體間

（傳統媒體 vs. 網路媒體）的交互影響等相關研究則較為少見。因此，面對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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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化而又日新月異的的網路傳播型態，更需要深層地釐清傳統媒體、網路媒體

與公眾議題三者之間的交互相關程度。 

本研究的目的即藉由 2004 年的台灣總統大選，透過內容分析法與電話訪談

法檢視傳統媒體、網路媒體議題與公眾認定之重要議題，三者間的交互關係與

顯著性差異。為了瞭解上述三者議題的變化，在網路議題的分析上，有鑑於網

路提供了許多不同的功能，讓使用者表達自己對於各類議題事件的看法，本研

究選擇電子佈告欄(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s: EBBs)作為瞭解網路議題討論的平

台。在傳統媒體方面，則內容分析了中國時報、聯合報與自由時報等國內三大

報有關總統選舉議題的新聞報導。本研究欲探討之主要問題如下： 

問題一：傳統媒體之選舉新聞議題報導數量，與民眾對於議題重要性的認知是

否呈現相關？ 

問題二：民眾對於議題重要性的認知與網路使用者在電子佈告欄上討論議題的

數量是否呈現相關？ 

問題三：傳統媒體之選舉新聞議題報導數量，與網路使用者在電子佈告欄上討

論議題的數量是否呈現相關？ 

除了議題重要性的認知外，本研究也欲瞭解： 

問題四：選民投票時的考量，是否與傳統媒體的選舉新聞議題報導內容與數量

呈現相關？ 

貳、文獻探討 

一、議題設定理論 

議題設定理論實證發現肇始於 McCombs 與 Shaw(1972)分別針對 1968 及

1972 年的選舉，研究媒體報導如何影響選民對選舉議題的認識。他們發現媒介

對議題報導的多寡和版面的位置，與公眾對議題之重要優先順序認知，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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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性。因此，三十多年來，媒體一直被視為民眾學習理解生活中不同事務

的主要來源，許多以議題設定為理論架構的研究，也已跳脫政治選舉的範疇，

透過不同研究主題，驗證了媒體對於民眾的影響力(McCombs, 1997)。綜觀議題

設定理論三十幾年來的研究，涉及議題設定的三種類型議題為媒體議題、公眾

議題、和政策議題。其階層效果由上而下分別是媒體議題影響公眾對議題的認

知，當公眾議題被凸顯成重要議題後，政策的制訂考量亦隨之改變(Dearing & 

Rogers, 1996)。事實上，後來的研究發現三者之間的關係，時常會隨著議題的差

異而在主導設定權上，有所不同。 

McCombs 和 Shaw 在 1972 年所發表的議題設定理論，假設議題在媒體報導

的數量多寡與公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是成正比的。他們發現，大眾媒介針對

新聞議題報導的多寡的確會影響閱聽眾心中對該議題重要性的認同，一項新聞

議題會因為媒體大幅度與長時間報導而被突顯出來，進而在民眾的心裡產生深

刻的印象。 

在此研究層次中，研究者主要將媒介議題與公眾議題做為研究媒體效果的

主要變項，並探討兩者之間的關連性。針對媒介議題的測量，通常以內容分析

的方法檢視媒體如何報導不同的新聞事件或議題，新聞報導的量化分析乃成為

測量媒介議題是否突顯的重要指標(Funkhouser, 1973)。在公眾議題方面，則是以

一般的民意調查為測量方式，然後將意見調查的結果資料與媒體報導的數量做

兩者議題數量以及重要性排序的比較，以驗證媒體報導是否會對民眾產生議題

設定的影響。  

回顧議題設定理論的演進過程，從基本概念的驗證至九零年代中期探討議

題屬性報導對於選民認知態度的影響，再到媒介新聞議題的來源，約略可以區

分為四個階段(McCombs & Shaw, 1993)：第一個階段為單純比較媒介報導數量與

公眾議題的顯著性認知之實證研究。第二個階段強調議題設定效果的成因必須

考慮許多其他的外在因素，例如新聞軟硬屬性 (Brosius & Kepplinger, 1990)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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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新聞的涉入感與興趣多寡(Hu & Wanta, 1993)、人際傳播 (Wanta & Wu, 

1992)、個人經驗或引導需求(Dearing & Rogers, 1988)以及媒介可信度(Hu & 

Wanta, 1994)；第三個階段仍以選舉為研究領域，探究候選人形象以及選民政治

興趣的影響 。即議題設定的第二面向研究(Ghanem, 1997；King, 1997)，分析選

民在接收候選人形象報導後，態度是否產生變化。如陳憶寧（2004）針對 2002

年台北市長選舉的研究發現不論是在競選前期或後期，公眾議題都會跟隨著報

紙議題產生趨同現象，且候選人形象設定部分也得到相同的結論。第四個階段

則回頭探討媒介新聞議題的來源，藉以瞭解「誰設定了媒介議題（Who sets the 

press agenda）？」 

媒體議題與公眾議題的時間間隔選擇是驗證議題設定假設時的重要考量因

素(Eaton, 1989; McCombs & Stone, 1981; Sohn, 1978)。通常，研究者以時間延遲

(time lag)的方式來測試不同的媒體議題設定效果，因為如此方可判定媒體議題

在影響公眾議題的因果關係上的變化順序。Salwen(1988)即認為任何時間點的選

擇差 異都 可能 對於 公眾 議題 受到 媒體 影響 產生 不同 的研 究結 果。Eyal 和

Winter(1981)建議「四至六個星期」是最適當的時間間距以探究媒體議題的可能

影響程度；而 McCombs 和 Stone(1981)認為「二到六個月」的時程可以徹底瞭解

媒介議題的變化，進而分析其如何影響公眾議題的走向。Leggett, Shoe-maker, & 

Wanta(1989)以兩個月的時間分析毒品藥物的報導與輿論之間的關係，發現媒體

對於毒品的報導的確會使得一般民眾對於濫用毒品產生負面看法。Chang(2007)

以九天為間隔的時間延遲分析方式，發現 1996 與 2004 年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候

選人較能設定報紙報導議題的能力遠比記者的設定能力來的強，但政治廣告則

未能產生設定報紙議題的效果。 

總之，當媒介不斷報導某一特定議題時，只要經過一段時間，媒體所報導

的議題必會提升民眾對於媒體報導之特定內容的關心。就媒介議題和公眾議題

之間的關係而論，不同學者的研究皆發現，兩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單向發展

的，且媒體報導某一議題的多寡與民眾對該議題的看法與認知是呈正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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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媒體議題設定研究 

議題設定理論除了研究媒體議題是否設定公眾議題外，跨媒體之間的設定

議題效果，一直都是許多學者關心的焦點。跨媒體議題設定亦可視做「跨媒體

影響」(intermedia influence)，早期研究以平面報紙如何從電報取得新聞為主

（張耀仁，2006），而後則探究電視、報紙與通訊社之間的議題互動影響。例

如 Stempel(1964) 在分析全美國的 20 家晚報後，發現這些文章大量引用了美聯社

的新聞報導。Becker 和 Whitney(1982) 指出，全國性的通訊社新聞編輯常常影響

了地方媒體對於部分新聞的報導角度與選擇。Todd(1983)則發現許多日報的頭版

編輯相當仰賴通訊社提供的新聞資訊。 

 就電視與報紙兩個不同媒體來論，電視的議題設定功能較為立即且短暫

的 ， 報 紙 的 議 題 設 定 效 果 則 是 長 期 而 緩 慢 的 (McCombs & Shaw, 1977) 。

McCombs 與 Roberts (1994)研究 1990 年德州州長選舉發現電視的報導議題許多

是來自平面報紙的新聞內容，Cronkite (1998)研究總統大選議題報導，亦發現類

似的情形，報紙主導電視報導議題的效果相當顯著。Danielian 和 Reese (1989)分

析紐約時報有關毒品報導，發現該報確實有設定電視媒體議題的功能。此外，

政治廣告對於電視與報紙新聞議題也會產生議題設定的效果，Boyle(2001)研究

1996 年美國總統大選，發現候選人的電視政治廣告會影響報紙、電視的相關議

題報導。  

三、網路跨媒體議題設定 

自九〇年代以降，傳播科技迅速發展，不僅衝擊了傳統的大眾媒體，也讓

閱聽眾的媒體使用習慣產生巨大的改變，其中尤以網際網路對全世界的影響最

鉅。例如，電腦網路匿名的特質讓使用者在網路上可以展現多重身分，暢所欲

言，使得網際網路成為另一個產生輿論與各類議題討論的傳播平台(Hamm, Shaw, 

& Stevenson, 2001;  Rafaeli,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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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路提供了許多功能，如電子佈告欄、個人新聞台、個人部落格、與

影音部落格等早已深入網路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取代了過去傳統媒體設

定議題的角色。Morris & Ogan(1996)即建議，網際網路必須被視為一個重新檢驗

大眾傳播架構與理論的新興領域。因此，過去關於型塑公眾議題來源的研究，

是否已逐漸從傳統主流媒體走向上述強調個人化的網路媒體呢(Hamm & Shaw, 

1997)？傳統媒體是否依舊影響著公眾議題？而網路是否也成為另一個迥異於傳

統測量發掘公眾議題的民意平台 (Takeshita, 2005)？ 

Owen (1997)認為電子佈告欄（EBBs）可以在短時間內交換網路使用者意見

的資訊平台，大幅降低了過去傳統媒體的守門人功用，且能夠吸引特定議題的

網路使用者發表意見或是沈潛觀看議題的討論。在台灣，電子佈告欄（EBBs）

是網路使用者經常用來交換意見、討論不同事件看法、甚至成為網路交友的地

方。韓智先(2001)的論文研究即發現台灣電子佈告欄的討論議題對不同性別、教

育程度以及省籍的使用者，均具有顯著設定效果。Kim(2003)對照韓國雅虎網站

上討論 Citizen’s Defeat Campaign 的訊息數量與國內四份主要報紙報導內容，發

現平面媒體的報導量與網路媒體的討論則數呈現高度相關的。比較不同媒體使

用者接觸硬性與軟性新聞的偏好差異時，Althaus & Tewksbury(2002)發現網路使

用者喜好接收軟性的新聞資訊，而且相較於平面媒體讀者，無法正確記得國

際、美國國內以及政治新聞的主題。也就是說，網路使用者在網路上想要擷取

的 資 訊 ， 較 為 貼 近 日 常 生 活 卻 又 不 至 於 過 度 嚴 肅 。  Dzwo, Roberts, 與

Wanta(2002)內容分析紐約時報、路透社、美聯社、CNN、以及時代雜誌中的四

項新聞議題報導，並與「美國線上」(America On-Line)電子佈告欄中的討論訊息

進行跨媒體間議題設定研究，發現傳統新聞媒體中，以紐約時報對於上述四項

議題的報導最能影響網路族群的訊息發表數量，其次則為美聯社與路透社，時

代雜誌或許是由於一週出刊一次的關係，對於網路族群的議題討論影響力最

小。由此可知，日報相較於週刊、雜誌，設定電子佈告欄的討論訊息數量與內

容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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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新聞網站做為新聞資訊來源的重要性，日本一項全國民調結果，說明

超過一半的日本網路使用者是從新聞入口網站汲取資訊，由此可見電子化的新

聞網 站 已 趕上 傳 統 媒體 ， 成 為現 代 人 接收 日 常 事務 資 訊 的來 源 (Takeshita, 

2005)。Lim(2006)延續過去探討跨媒體議題設定的研究架構，探討網路通訊社與

兩家韓國線上新聞媒體之間的議題設定因果關連。藉由時間序列分析，他發現

兩家線上報紙(on-line newspapers)的新聞議題數量主導了線上通訊社之新聞內

容，此點與過去通訊社提供平面報紙新聞資訊大不相同。然而，規模較大的線

上報紙議題則如一般平面報紙之間的因果關聯般，影響了規模較小的線上報紙

的議題報導走向。Kaid, Ku 與 Pfau(2003)探討 2000 年美國總統候選人個人網站

對於電視、報紙議題與公眾議題的影響效果。他們以三次時間點為分析階段，

發現網站議題在兩個階段都能影響民意，且能影響電視議題，至於報紙則比電

視對民眾議題有較大之影響力，此點與過去的研究結論相仿。 

針對社會運動議題設定的研究，Schiffer(2006)發現網路日誌(online diary)不

僅扮演寫作者與讀者溝通的橋樑，且還能藉由民意論壇版面設定報紙的議題走

向。Song (2007)則藉由韓國境內反美抗爭議題，發現主編與該報社的屬性在網

路報紙與平面報紙的議題報導面向上，都產生議題設定的效果。 

從上述文獻可知，議題設定研究的焦點近幾年來已開始轉向網路媒體，許

多研究者意圖瞭解並釐清網際網路上不同的呈現形式如網路報紙、部落格、個

人網站中的各種資訊議題是否受到其他傳統媒體的影響，亦或是反向影響了其

他媒體報導新聞議題的走向與內涵。雖然傳統媒體仍是主導民眾認知生活中重

要議題的來源，但近十年的研究發現也說明了網際網路的議題設定效應持續擴

散中，不僅單向地讓民眾獲取更多生活資訊，民眾也能透過網路互動的特性，

表達自己的意見；而網路部落格或電子佈告欄也提升了媒體組織與民意之間對

話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意圖藉由 2004 年單一的選舉活動，同時探討傳統媒

體、網路論壇與公眾三項議題之間的關聯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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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議題與投票決定 

        議題投票一直是選舉研究中的重要課題（盛治仁，2002），議題投票意謂

著選民在投票時，考慮投給與自己立場相似的候選人，而將政黨認同或是候選

人人格特質等因素排除(Carmines & Stimson, 1980)。事實上，選民專注於大眾媒

體報導的議題，確實是選民瞭解候選人立場的主要來源，唯有經由媒體報導，

眾多議題的重要性才能被凸顯，進而成為投票的參考依據(Gelman & King, 

1993；Kim, Scheufele, & Shanahan, 2005)。 

Berkowitz 和 Pritchard(1989)發現選民仰賴報紙訊息的程度與其瞭解選舉議

題的多寡是呈正相關的。Johnson, Martin 與Stamm (1997)亦認為閱讀報紙與收聽

廣播是選民理解政治議題的預測因素之一。Blais, Fournier, Gidengil, Nadeau, & 

Nevitte(2003)研究1997年加拿大選舉，議題的重要性與否的確影響了選民的投票

偏好，特別是與執政者候選人相關的議題最為明顯。國內盛治仁(2002)建議投射

作用反而是探討議題投票時，影響選民認知政策立場的重要考慮因素。游清鑫

(2000)針對2000年總統大選探討「興票案」議題與選民投票行為的關係。他發現

教育程度較高、本省籍以及認同民進黨的選民會因為此議題而改變投票對象。

因此，媒體對於議題的關注程度，會影響選民對於候選人支持度，甚至投票考

量。張佑宗(2006)探討2004年總統大選負面選舉事件與選民投票抉擇關連性，則

發現對於陳水扁不利的負面新聞與是否支持其連任有關係，而對連戰不利的負

面新聞同樣影響了泛藍選民的投票決定。 

過去三十多年來，議題設定理論應用的範疇涵蓋了政治傳播、社會運動

(Hamm & Shaw, 1997)與健康傳播(Fan & Hertog, 1995)等領域，且媒體議題來源

也從傳統媒體轉移到新興的網路媒體。綜覽上述與議題設定理論相關之文獻，

傳統媒體對於公眾的議題重要性與屬性認知已具有單向主導設定的功能，網路

媒體則因其互動、不受時空因素影響的特性，使其在議題設定上更具有彈性，

不僅傳統媒體會隨部分網路議題的擴散而報導，網路使用者更易藉其普及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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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抒發自己的意見。網路雙向設定議題的功能遠較傳統媒體來的強大。然

而，不論是探討傳統媒體與公眾議題、新興媒體與公眾議題或是跨媒體之間的

因果關係，皆未見將三者的關連程度一併置於分析架構中。本研究嘗試藉由

2004 年的台灣總統大選，蒐集並比較三種不同類型議題：傳統報紙媒體、一般

公眾與電子佈告欄，釐清三者之間的關聯程度，且探究民眾對於不同議題重要

性的認知程度是否亦會影響其投票抉擇。 

參、研究假設 

根據 Dzwo 等人(2002)與 Kim(2003)的研究，電子佈告欄的訊息發表數量會

隨著報紙或通訊社報導的數量而有所變化，而自 McCombs 與 Shaw(1972)的實證

研究以來，許多研究已證明傳統媒體會影響公眾對於不同議題的重要性認知。

Kaid, Ku 與 Pfau(2003)的二手資料分析則發現網站議題會在不同的時間點影響民

眾議題，此外 Kim 等人(2005)發現選舉期間，選民越關注媒體報導，媒體議題越

容易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基於上述相關文獻，本研究假設建立如下： 

假設一：傳統媒體對於不同議題報導的數量越多，網路電子佈告欄中討論該些

議題的數量則越多。 

假設二：傳統媒體對於不同議題報導的數量越多，公眾對於該些議題的重要認

知程度也越高。 

假設三：網路電子佈告欄中討論不同議題的數量與公眾對於該些議題的重要認

知程度成正相關。 

假設四：傳統媒體報導某些議題的數量越多，該議題對於選民投票考量的影響

程度越大。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傳統媒體、一般公眾以及網路電子佈告欄議題內容、數

量，三者之間的關聯程度，議題的定義為一則新聞報導或是討論訊息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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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公眾議題則透過電話調查法，直接詢問民眾認為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蒐

集與分析議題資料的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以及全國電話訪談，分別介紹如

下： 

一、內容分析法 

就報紙媒體的新聞報導分析來說，雖然 Shoemaker 等人(1989)主張 2 個月的

時間為分析媒體報導內容的適當時程，然而，由於本研究以全國性的總統大選

議題為研究主軸，因此，本研究以近四個月的時間做為分析報紙新聞內容的時

程，以探究報紙的議題報導是否會影響到民眾對各種議題的看法。選取的報紙

為國內三大報─ 中國時報、聯合報、與自由時報，新聞報導的選取時間從 2003

年 12 月 1 日至 2004 年 3 月 1 日，共計 92 天。新聞的選取版面範圍以國內版之

第 1 至第 6 版為主，選舉期間的造勢活動、宣傳廣告、政治漫畫、照片圖像、報

章社論等均不納入分析範疇。鑑於新聞樣本的分析數量相當龐大，故以「一則

（篇）」新聞報導為分析單位。編碼的類目參考了黃秀端在 2000 年所做的總統

大選研究以及陳憶寧(2004)的台北市長選舉研究，並參酌總統大選期間重要的新

聞事件（如公民投票），共計有 47 項類目2。編碼過程中，由於是以「則」為分

                                                 

1 詳細參照附錄一。 
2 47 項類目包括：金權政治、賄選、特權關說舞弊、行政貪污腐化、軍隊國家化司法不

公或司法改革、政治安定、憲政改革、黑道介入政治、兩岸關係、統獨或國家認同、台

灣前途、外交或國際地位、重返聯合國、中共武力犯台、國防安全、交通、住宅或房

價、治安、社會福利、 醫療保險、社會道德風、原住民、族群和諧或省籍問題、青少年

犯罪、經濟發展、產業空洞化、物價浮動、 失業、股市穩定、農地規劃、貧富差距、教

育改革、休閒娛樂、社會風氣敗壞、環境保護、垃圾處理、空氣水與噪音污染、核能污

染、其他（需註明）。 
 

上述許多類目在全部編碼完成後，又可互相合併或刪減成更大範圍的類目選項，以

方便與電子佈告欄與媒體議題比較分析，故受訪者回答的內容可能與媒體議題項目的文

字內容不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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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單位，因此，編碼員是以新聞報導中佔有較多文字數量、篇幅的主題為編碼

標的，如編碼員之間有不同意見者，以研究者為最後的決定者。 

在網路電子佈告欄的討論訊息部分，研究者利用目前在台灣相當知名，且

搜尋的數量與速度皆受到良好評價的 Google 搜尋引擎，做為蒐集網路使用者在

電子佈告欄張貼訊息的來源。分析的單位以單一訊息標題為主，不受文字長度

的侷限，此訊息標題可能涵蓋超過兩則以上往返互動的訊息，但仍以一則為分

析單位。訊息以表面的意義來分析，並歸類至不同的議題類目。此外，訊息的

內容如為謾罵、攻訐或是單純的轉貼新聞文章，則不納入分析樣本。討論訊息

的分析原則，如上述報紙媒體的編碼方式。 

雖然傳統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至少需要 2 至 4 個星期，但有鑑於網路的及

時性與方便性，網路使用者在電子佈告欄中張貼訊息，一定是在接收了媒體報

導後的數天，甚至數小時，即上網表達意見(Dzwo et al., 2002)。因此，分析網路

訊息的日期間隔與傳統媒體新聞相同，從 2003 年 12 月 1 日至 2004 年 3 月 1

日。搜尋時所用的關鍵字，包括但不限於以下的字詞：「連戰」、「宋楚

瑜」、「陳水扁」、「呂秀蓮」、「總統選舉」、「台灣選舉」、「總統大

選」、「扁呂」、「連宋」等。 

 在開始進入實際研究分析傳統媒體新聞報導以及網路討論訊息前，研究者

邀請兩位研究生進行兩階段的編碼員信度測試。經過詳細說明研究目的與編碼

規則後，研究者給予每位編碼員各 10 則的新聞報導文章與網路訊息。在第一階

段，藉由研究者與兩位編碼員不斷地修正討論編碼類目後，每位編碼員於第二

階段再次分配了 50 則的新聞文章與 50 則的網路討論訊息，最後根據「編碼員相

互同意」公式計算而得交互信度約為 86.6%。 

二、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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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測知一般公眾對於不同議題的認知看法3，本研究從 2004 年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由北部某私立大學的民調中心，以連續七天電話訪談的方式，透過

5539 通電話嘗試，最後成功訪談了全國 1178 位合格選民，瞭解他們對於選舉議

題、事件的意見看法，訪談成功率為 21%。在 1178 位受訪者中，567 位是男

性，女性受訪者有 611 位，65%以上的受訪者教育程度在高中以上，年齡 20 到

60 歲以上者則佔全部受訪民眾的 86.8%。為了驗證假設三，避免兩項議題的發

表選民樣本有重複可能，在資料分析時，本研究已剔除掉 28 位在訪談時回答曾

經在電子佈告欄表達意見的選民。問卷中除了詢問受訪者心中認為當前台灣最

重要的問題為何外，還包括了受訪者的媒體使用習慣、投票意向、政黨認同以

及相關的人口結構變項。  

伍、研究發現與假設驗證 

一、描述性統計 

從 2003 年 12 月 1 日至 2004 年 3 月 1 日，本研究在蒐集了 92 天的三

大報新聞報導文章以及下載電子佈告欄討論訊息後，共分析了 3,306 則新

聞和 11,870 則的討論訊息，其中中國時報有 1114 則，聯合報 1439 則，

自由時報則僅有 753 則新聞。雖然三大報對於本次選舉的報導議題各有不

同，但分析則數卻以自由時報為最少，其可能原因在於本研究在歸納分析

一則新聞時，以整篇文章為分析對象，未刻意區分新聞文章中的細微議題

差異，而自由時報對於選舉議題之特別報導也較另外兩大報來的少的緣

故。表一列舉出三種不同類別議題被報導、討論數量以及受到重視的前十

名排列順序。 

 

                                                 

3 詳細參照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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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傳統媒體議題、電子佈告欄訊息以及公眾議題 

分析數量或重要性排列前十名順序 

 報紙 電子佈告欄 公眾 

公投 1065 (1) 1929 (1) 5 

金權政治 45 1573 (2) 18 

特權關說舞弊 432 (2) 1380 (3) 5 

行政貪污腐化 3866 (3) 973 (6) 19 (10) 

兩岸關係 309 (4) 773 (8) 182(3) 

外交或國際地位 145 (5) 87 52 (6) 

司法不公或司法改革 106 (6) 211 78 (5) 

國防安全 106 (6) 809 (7) 8 

憲政改革 94 (8) 114 10 

中共武力犯台 92 (9) 423 10 

經濟發展或失業 79 (10) 610 (9) 170 (2) 

台灣前途 29 1173 (4) 26 (8) 

政治安定 11 995 (5) 133 (4) 

族群和諧或省籍問題 52 540 (10) 18 

治安 12 2 265 (1) 

統獨或國家認同 40 233 51 (7) 

教育改革 30 45 25 (9) 

未表達意見   23 

總計 3306（則） 11870（主題） 1178（人次） 

* 括號內的數字代表該議題被報導、討論的次數或是在民眾心中的重要性程度排序 

二、假設驗證 

表二 傳統媒體、電子佈告欄與公眾議題之相關程度比較
4
 

 媒體議題 電子佈告欄議題 公眾議題 

媒體議題  0.761** 0.681** 

電子佈告欄議題   0.647** 

公眾議題    
** p< 0.001 

                                                 

4 Spearman’s rho 計算公式為：rs＝1－ 
)1(

6
2

2

−
∑
NN

D
  

ΣD2為兩變項等級差距之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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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傳統媒體對於不同議題報導的數量越多，網路電子佈告欄中討論該些

議題的數量則越多。 

從表一中之數字可以發現，「公投」議題是 2004 年總統大選最常被報導與

討論的議題。除了公投議題外，由於選前三個月曾發生「陳由豪政治獻金」疑

雲事件，因此，「特權關說舞弊」亦為此兩個媒體報導討論次多的議題。而導

因於公投內容的影響，「國防安全」議題佔傳統媒體報導數量第六位，網路使

用者的討論訊息數量也高居第七位。另外，如表二所示，傳統媒體的媒體報導

數量與網路電子佈告欄之討論訊息則數之關聯在統計上是顯著的(Spearman’s rho 

= 0.761, p < 0.000 )，此假設獲得驗證。 

假設二：傳統媒體對於不同議題報導的數量越多，公眾對於該些議題的重要認

知程度也越高。 

本研究假設是過去三十多年來，「議題設定」理論在第一層次面向方面，

經常被探討驗證的。針對此一假設，表二的數據顯示，選民對於不同議題的重

要認知程度排序的確與傳統媒體的報導數量成正相關(Spearman’s rho = 0.681, p < 

0.000)，故此假設獲得驗證。雖然在 1178 位受訪者的回答中，「治安」問題是

大多數民眾認為最需要解決的議題，甚至，只有五位選民認為「公投」是很重

要的議題，但進一步比較媒體與公眾的議題數據可以發現，「行政貪污腐

化」、「兩岸關係」、「外交或國際地位」以及「經濟發展或失業」等都是佔

據前十名報導數量或重要性認知的四項議題。可見得媒體在議題設定或建構

上，仍有其一定的影響力。 

假設三：網路電子佈告欄中討論不同議題的數量與選民對於該些議題的重要認

知程度排序成正相關。 

根據表二，一般民眾對於總統大選期間各類議題的重要性看法，與網路電

子佈告欄的訊息討論者是呈現一致相關的(Spearman’s rho = 0.647, p < 0.000)，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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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獲得驗證。從表一之數據觀之，在排名前十大討論議題以及民眾心目中前

十項重要議題當中，「行政貪污腐化」、「兩岸關係」、「台灣前途」和「經

濟發展或失業」為網路民眾與一般選民共同關心的議題。亦即，網路使用者與

一般公眾關心相似的議題，也會將其意見表達於網路討論區裡。 

假設四：傳統媒體報導某些議題的數量越多，該議題對於選民投票考量的影響

程度越大。 

驗證完上述的三個假設並得知三種議題之間的相關程度後，本研究的另一

個問題則是當受訪者選前做投票抉擇，且投票對象僅有兩組主要政黨候選人可

供考量時，不同議題重要性的認知程度是否也會在投票考量過程中產生影響

力，並進一步探究傳統媒體的選舉議題設定效果。 

研究者選取了 11 項在民調訪談日之前最受到媒體關注的議題或事件5，詢問

該 11 項議題或事件對受訪者投票決定的影響程度，答案以五點利克量表測量。

在 1178 位成功的訪談對象裡，有 543 位表示了他們的投票意向，研究者以此

543 位受訪者的作答結果，採用二元式邏輯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檢驗6。 

 

                                                 

5 十一項議題或事件為「公投」、「治國能力」、「廉潔操守」、「家黨產」、「統獨

立場」、「族群意識」、「外交關係」、「治安」、「兩岸關係」、「司法改革」與

「教育改革」。為了驗證假設四，該假設中所選取的 11 項最受媒體關注的議題，是在

2004 年 3 月 1 日以前，電訪問卷構思設計時就已經分析並納入考量，為了盡快進行電話

訪談題項的通順適宜與否之前測，該 11 項的撰寫時間點約在二月初至中旬之間。因此

傳統媒體報導數量之前 11 類議題名稱，在電訪前後期有不一致情形。 
6 二元式邏輯斯迴歸分析的應變選項為：1. 陳水扁、2. 連戰，在 543 位已經決定投票對

象的選民中，有 249 位選民決定要投票給陳水扁，294 位受訪者的投票對象則為連戰，

自變項以逐步迴歸順向選擇方式進行檢驗。 
 



 

2004 年台灣總統大選傳統媒體、公眾與網路討論議題之關聯分析 
 

 89 

表三 媒體議題對於選民投票決定之影響程度（N = 543）  

 β S.E. Wald Sig. Exp (β) 

公投 -1.006 .100 100.35 .000** .366 

治國能力 .308 .122 6.386 .011* 1.361 

廉潔操守 -.253 .123 4.228 .040* .776 

家黨產 -.302 .100 9.198 .002** .739 

族群意識 .285 .093 9.333 .002** 1.329 

教育改革 .307 .127 5.823 .016* 1.359 
** p < 0.005 ;  * p < 0.05 

表三呈現了六項在統計預測上具有顯著重要性的議題。值得注意的是，上

述議題除了「公投」外，皆非媒體報導數量最多之前十名議題。從上述影響選

民投票抉擇的議題或事件中可以發現，雖然選前的半年期間，公民投票一直是

執政黨強力宣導的議題，甚至也讓海峽兩岸以及中美關係產生變化，不過對於

受訪選民來說，此一議題對於投票決定，不僅不是正面的，甚且是負面的影響(β 

= -1.006)，此發現也呼應了民調結果中，僅有 5 位民眾將「公投」當成選舉期間

最重要議題。而，「廉潔操守」與「家黨產」兩項議題的分析數據也與「公

投」議題類似，543 位受訪者在做投票決定時，並不特別在意該兩項議題是否被

媒體報導凸顯。至於「治國能力」以及「教育改革」在表三中則顯示其在受訪

者心中是投票考量的正向重要因素，「族群意識」雖然也呈顯著的正相關聯，

卻並不若上述兩項議題影響力那麼大。本研究假設並未獲得支持。 

上述分析結果說明了當選民在決定心目中理想候選人時，一位具有較強治

國能力的候選人遠比個人道德操守高尚與否易受到青睞，或許這跟過去四年來

執政黨在政績的表現方面未能盡如人意有相當的關聯。 

陸、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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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企圖在傳統「議題設定」理論的架構下，除了探究傳統媒體與公眾

議題之間的相互關係外，並檢驗了互動性與匿名性非常高的網路電子佈告欄在

議題設定的功能上與傳統媒體、公眾議題之間的相關性。除了比較議題顯著性

的認知程度與報導或討論數量之間的關係外，本研究也一併探討了哪些議題在

選前兩個星期會成為選民投票行為的考量。 

 針對研究的前三項假設驗證可以發現，傳統媒體在設定網路使用者的議題

討論上，較之設定一般公眾議題，其影響程度前者(Spearman’s rho = 0.761)要比

後者(Spearman’s rho = 0.681)來的大。雖然三項議題之間彼此的關聯度都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性，但是，傳統媒體的議題報導最能在互動性且匿名性高的網路媒

體發酵，反而無法絕對地影響一般民眾對於議題重要性認知的優先順序。此點

可以從「公投」相關議題高居報紙報導總數量與電子佈告欄全部討論訊息之第

一位，卻完全不被大多數受訪民眾視為選舉期間國家面臨之最重要議題觀察出

來。 

 此外，與陳憶寧(2004)的台北市長選舉研究部分發現雷同之處，民眾在這次

調查中，相當關心「治安」問題（十大公眾關心議題之首），這項非常貼切民

眾生活的議題，在全國性總統大選期間依舊未獲得媒體特別關注，與公投議題

相比較後，媒體確實比較強調高度政治性且爭議性的話題。當然，此一現象或

許也要歸責於候選人與其政黨設定議題的能力及技巧。至於為何電子佈告欄的

討論議題的訊息內容與媒體之報導數量相關程度較大，其原因主要應在於網際

網路的即時性與匿名性，由於這樣的特性，當網路使用者對於某些媒體報導的

新聞有不同的意見或看法時，這些使用者可以瞬間透過電腦傳遞自己的意見給

全國其他的網友。過去的研究亦顯示(Dzwo et al., 2002)，網路上的訊息討論者，

可以在一天的時間內，就將傳統媒體的新聞事件，反映在電子佈告欄裡。 

 「行政貪污腐化」、「兩岸關係」、與「經濟發展或失業」是本研究中媒

體、電子佈告欄與公眾共同關注的四項排名在前十名內的議題。如果將「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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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腐化」與「金權政治」、「特權關說舞弊」三項議題合併分析，可以發現

受訪民眾與電子佈告欄使用者應是受到諸如「陳由豪政治獻金弊案」、「第一

家庭特權（羅太太、陳致中）」、和「候選人家產黨產」等事件影響，以致於

將此種並非高度近身性的議題，視為台灣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至於「兩岸關

係」成為共同關注的議題，除了導因於中國與台灣特殊的敵對關係外，此次總

統大選附帶舉行之公投內容跟兩岸議題息息相關，更是讓「兩岸關係」成為全

國民眾高度關切的主要因素。「經濟發展或失業」議題成為另一個全國關心的

話題，除了意謂著台灣最近幾年來經濟景氣不佳外，在野黨在此次總統大選期

間不斷利用電視廣告凸顯此主題(Dzwo, 2005)，相信也是形成此一發現的原因。 

 本研究的另一分析顯示，雖然「公投」議題確實對於選民的投票考量具有

顯著影響力，然而，影響力卻是負向的(β= -1.006)。當媒體報導類似這般低度

「近身性」，無關個人生活福祉的新聞議題時，民眾反而會益發感到厭煩，甚

至讓媒體的議題設定功能產生「反彈」（boomerang effect）效果。從「治國能

力」對於受訪者投票考量的高度影響程度來看，或許說明了總統候選人在日後

的全國性大選中，必須凸顯自己能力的優越性，並認真看待選民內心真正關心

的事務，而非習慣性地操弄媒體，「創造」一些與民眾生活疏離的新聞話題。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傳播科技日新月異且台灣網路使用者逐年增加的情形下，本研究探討了

網路電子佈告欄訊息討論內容與一般公眾議題之相關性，雖然兩者之間的關連

性呈現顯著，不過與傳統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相比較，仍有些許的差異。有鑑

於當前的年輕族群依賴網路媒體的資訊日深，且較無閱讀傳統紙張報紙的習

慣，可以預期未來網際網路的議題設定速度與議題深度，會日益增加。怎樣善

加利用網路新興媒體以吸引更多年輕選民，當是政治候選人利用大眾媒體時需

要思考的課題。針對網路民意與一般公眾民意之間的關聯性，是否為單向因果

關聯在本研究中並未做深層的探討。日後如再從事類似相關研究時，不僅需要



 
傳播與管理研究  第七卷  第二期 
 

 92

更完整的理論架構加以釐清，時間數列的統計分析方法應可更清楚的勾勒出兩

者的互動關係。 

 議題設定理論已經發展了近四十年，本研究以該理論之第一層次概念檢驗

傳統媒體、電子佈告欄與公眾議題之間的互動關聯性，並從假設的驗證當中，

再一次證明了議題設定理論的學理；傳統媒體報導顯著議題的內容及數量仍會

影響網路電子佈告欄的議題討論，且與公眾議題認知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但

是，就選民投票考量而言，媒體大量報導「公投」議題，卻並未成為其決定過

程的重要參考因素之一。 

針對內容分析媒體與電子佈告欄訊息的類目編碼選擇，本研究參考的是黃

秀端 2000 年總統大選與陳憶寧(2004)的台北市長選舉研究，雖然類目經過重新

修訂，但 47 個類目在編碼上仍嫌偏多，日後應可再濃縮分類項目的數量，以提

高編碼員之交互信度。同樣地，考量選舉期間媒體新聞報導的數量龐大，本研

究的分析單位以「一則」新聞報導為主，有時候可能面臨篇幅較大且長，編碼

員彼此不容易很快達成共識，如果能將編碼類目濃縮，也能降低編碼過程的難

度。在類目的解讀部分，電話訪談發現「公投」並非民眾認為當前台灣最重要

的問題之一，不過，研究者以為，受訪者很可能將「公投」解讀為是一種選舉

的花樣或技巧，不值得關心。但是，當問及影響台灣安全的「兩岸關係」時，

此選項卻又是民眾心目中第三重要的問題(N = 182)，而在選舉期間，「兩岸關

係」的緊張卻又可能肇因於「公投」事件，如何精確地釐清議題類目之間的相

似意涵，將為日後從事相似議題研究需要留意之處。 

 Dzwo 等人(2002)曾經特別針對四項全美國選民在 1996 年總統大選期間關注

的議題進行分析，以瞭解傳統媒體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將該些議題的重要性傳遞

給網路電子佈告欄使用者。以後的研究亦可選擇特定的議題加以分析，並於分

析時增加議題設定理論中的第二層級框架概念，進而豐富議題設定理論在新舊

媒體交互影響之間的解釋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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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測試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許多研究者都以二階段民調的方式，瞭解

民眾如何受到媒體報導的影響。本研究僅在選前的兩個星期施行了一次全國性

民調，雖然無法絕對釐清選舉前後期，媒體與民眾議題之間的因果關聯，但由

於此次研究亦納入了網路媒體的討論訊息作為分析樣本，相信對於同時瞭解一

般公眾以及網路使用者在選舉期間的議題認知與意見表達仍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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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報紙新聞議題編碼範例（以公投議題為例） 

辯論公投  
阿扁點頭：10 日內辦 綠營要加「飛彈威脅」 國親提經濟民生議題 雙方明天與

公視協商  
 
記者劉寶傑、蔡惠萍／台北報導 陳呂競選總部昨天下午正式發函給連宋競選總

部及公共電視，表達陳水扁總統同意參加公投辯論的意願，並同意公共電視組

成媒體團隊出面主辦，但總部希望公共電視協商時，連宋競選總部提正式同意

文件，並於十日內舉行公投辯論。 

連宋陣營發言人游梓翔回應說，他相信民進黨是感受到社會巨大壓力，所

以終於對遲疑多時的辯論有了具體回應。針對民進黨所提的時間表，國親不堅

持日期等枝節問題，但希望辯論的過程要有品質，讓候選人有充分時間準備的

時間，藍營一切以促成辯論為目標。 

首次協商會議訂在明天上午於台北福華飯店舉行，由藍綠陣營各派三位代

表，公視派出一人，就辯論日期、辯論場次、辯論主題、辯論規劃等進行討

論。有意主辦公投辯論的公視已邀集聯合報、澄社、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台

灣日報共同主辦。 

對於民進黨要求在公投議題外，還要再多加「飛彈威脅」題目，游梓翔強

調，國親絕對願意就公投進行辯論，但如果公投成為唯一的重點，是不符合社

會期待，因為不論是媒體或國親內部所進行的民調都顯示，民眾最關心的就屬

經濟民生議題，因此國親希望首場能鎖定以民眾最關心的經濟議題為核心。 

萬一屆時又發生像上次憲政辯論雙方僵持不下最後導致破局的結果，游梓

翔表示，如果民進黨願意冒著談不成的危險依舊堅持要談「怪怪的」飛彈題目

讓辯論辦不成，他相信民意會站在國親這邊，「民眾自有公斷，民進黨恐怕承

受不起這個結果。」 

陳呂競選總部發言人吳乃仁表示，民進黨同意台北市長馬英九所提把「三

二０公投是深化民主或是違法公投」列為辯論題目，但民進黨相對要求把「中

國部署瞄準台灣飛彈究竟是否對台灣主權造成威脅」也一併列為辯論題目。 

身兼總部發言人的立委陳其邁指出，目前的公投辯論萬事俱備，只欠連戰

點頭這個東風，希望國親不要再拗下去。吳乃仁說，王金平指稱公投辯論障礙

在民進黨，這真是天大的謊言，國會議長公然說謊，是台灣民主政治極壞的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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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乃仁說，去年十二月初，連戰提議新憲辯論，國民黨秘書長林豐正甚至

直闖民進黨中央，陳總統欣然允諾，國民黨後來卻用一堆理由拖延，這次在與

國民黨聯繫時又碰到類似情況，民進黨不希望繼續吵下去，要辯就趕快來辯。 

民進黨要求連宋競選總部在公共電視邀約時，提出公投辯論同意書，並請

連戰公開宣布同意參與，吳乃仁表示，連戰每次都不表態，任由旁邊的人放

話，最後什麼都不承認。 

【2004-01-31/聯合報/A4 版/要聞】 

報紙新聞議題編碼範例（以家黨產議題為例） 

葉宜津：連宋 A 國地變黨產 有公文為證 

［記者王貝林、田世昊╱台北報導］民進黨立委葉宜津昨出示交通部七十四年

底、七十五年初兩份公文，指控時任交通部長的國民黨主席連戰為了將國有土

地Ａ成國民黨黨產，竟行文教導當時主管該筆土地的電信總局如何做假帳，然

後順利將位於北縣板橋台北縣政府附近，由北區電信管理局管理的五千八百多

坪、現值五十八億餘元的土地，變更為中廣所有。 

對於立委葉宜津的指控，國民黨發言人郭素春斥為選舉抹黑，她表示，民

進黨為選舉，對國民黨黨產、連戰家產進行有計畫的清算，選舉選到此地步，

實在令人悲哀。 

 葉宜津日前揭露北縣板橋北區電信管理局國有土地，遭國民黨中廣公司盜

占為黨產，當時中廣指是因無法做商業廣告、又幫政府做宣導，所以政府同意

將原已設置板橋機室的該土地給中廣做為交換。 

葉宜津昨進一步提出當年交通部給電信總局的公文，指當初是中廣要求補

辦登記為「管理機關」，未料後來竟進一步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國土變黨產

證據明確，中廣所言不實。 

陪同出席記者會的台聯立委陳建銘表示，連戰二千年大選時說要還黨產、

不再經營營利事業，到現在什麼也沒做到，呼籲民眾勿再受騙，否則國民黨若

取得政權，黑金必將再起。 

葉宜津表示，北區電信管理局直到七十二年才發現該土地被中廣盜轉變更

管理權，中廣推說是國民黨中常會成立的「國防最高委員會」同意，北區電信

管理局因此請示上級機關電信總局，電信總局再轉請交通部釋疑，不料時任交

通部長的連戰竟要求行政院同意追認，並行文電信總局教導如何做假帳因應，

再由時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兼華夏投資董事長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掌控的中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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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函，要求行政院同意作價轉讓；但即便如此，當初行政院回函是同意准予中

廣辦理「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並非「所有權移轉登記」。 

她說，交通部七十四年十二月及七十五年一月兩份公文中顯示，電信總局

對於將中廣已設有板橋機室的土地交予中廣管理的帳面損失，原欲以「其他營

業外支出，什項支出│捐款與補助」科目沖銷，但相關預算僅有一百四十萬元，

與土地價值差額過大，因此打算報請「超支」，但連戰公文中對此竟指全數由

電信總局超支「顯不合理」，故「擬」由電信總局以「帳面調整」方式處理，

將歷年土地增值部分先沖回，再將時值逾一億元的土地，以民國三十九年原價

三萬餘元「捐」給中廣，不花一毛錢順利將國有土地Ａ成國民黨黨產。 

 
   電子佈告欄討論訊息編碼範例（以公投討論為主題） 
 
寄件者：b  
主旨：陳水扁大概以為他是美國的總統吧!真好笑....  
網上論壇：tw.bbs.soc.politics 
日期：2003-12-07 02:08:03 PST  
 
扁：中共撤飛彈不對台動武可停辦防衛性公投 
 
陳水扁大概以為他是美國的總統吧! 
那你乾脆說大陸投降我們我們就停辦公投算了 
我記的沒錯陳水扁是台大畢業的吧! 
怎麼這種連屁股都想的出來是不可能的話他都說的出來.... 
天阿....被國際的人聽到不是快笑死人了嗎????真丟臉... 
一個弱智的總統...... 
今天還說選他就是為了幫馬英九卡位.....唉.... 
白吃.... 
-- 
※ Origin: 楓 橋 驛 站 <bbs.cs.nthu.edu.tw> ◆ From: 218-167-187-227.HINET-
IP.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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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公眾議題調查問卷之重要變項 

（一）媒體使用習慣與注意程度 

1. 請問您平時最常看哪些報紙？（最多選兩項）                                           

□01.中國時報            □02.聯合報   □03.自由時報               

□04.蘋果日報      □05 民眾日報    □06.民生報  

□07.經濟日報          □08.青年日報     □09.台灣時報  

□10.中央日報  □11.聯合晚報   □12.中時晚報  

□13.自立晚報  □14.工商時報   □15.中華日報  

□16.台灣日報  □17.大成報   □18.其他____________ 

□19.從來不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2. 請問您平時最常看哪家電視台的報導？（最多選兩台）                                         

□01.台視  □02.中視    □03.華視   

□04.民視             □05.TVBS 無線電視台   □06.三立（SET）  

□07.東森  □08.中天                    □09.超視   

□10.環球  □11.公視    □13.其他_____________   

□14.從來不看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3. 請問您在這次選舉期間，是否經常觀看電視上有關選舉的報導？                                          

□1.經常看        □2.偶爾看 □3.很少看  □4.從來不看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4. 當您在收看電視的選舉新聞報導時，是非常注意、有點注意、不太注意、

還是完全不注意？ 

□1.完全不注意       □2.不太注意 □3.看情形       □4.有點注意   

□5.非常注意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5. 在這次選舉期間，請問您是不是經常看報紙、雜誌上有關選舉方面的報

導？                                        

□1.經常看       □2.偶爾看  □3.很少看   □4.從來不看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6. 當您在看報紙上的選舉新聞報導時，是非常注意、有點注意、不太注意、

還是完全不注意？ 

□1.完全不注意         □2.不太注意 □3.看情形        □4.有點注意   

□5.非常注意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7. 在這次選舉期間，請問您是否上網閱讀有關選舉的新聞或文章？  

□1.經常讀    □2.偶爾讀   □3.很少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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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來不上網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8. 在這次選舉期間，請問您是否經常收聽廣播電台有關選舉方面的報導或評

論？                                               

□1.經常聽      □2.偶爾聽  □3.很少聽    

□4.從來不聽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9. 當您在收聽廣播新聞的選舉新聞報導時，是非常注意、有點注意、不太注

意、還是完全不注意？  

□1.完全不注意      □2.不太注意         □3.看情形      □4.有點注意 

□5.非常注意  □98.不知道         □99.不回答 

 
（二）議題對受訪者投票決定的影響程度 

請問下列的議題或事項，對您的投票決定所造成的影響程度，請以１(非常

不重要)~５(非常重要) 表示（提示選項）？ 

□全民公投   □候選人的治國能力             
□候選人的廉潔操守  □候選人的家產與黨產    
□候選人統獨立場  □族群意識或族群對立       
□台灣外交關係  □治安犯罪問題         
□兩岸關係   □司法改革    
□教育改革    
          
（三）受訪者認為台灣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您覺得台灣當前最重要、也最迫切需要解決的三個問題是什麼？ 
 
（四）受訪者投票意向 

如果您已打算參與總統選舉的話，請問您將投給哪位候選人？  
 
□1. 陳水扁    □2. 連戰    □3. 投廢票   
□98. 尚未決定   □99. 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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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genda-setting theo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three-way 

relationships among traditional media,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agenda. A national 

telephone survey was conducted two weeks prior to the election day to understand if 

voters’ perceptions of importance of various issu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mount of media stories and the discussion message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amount of on-line discussion messag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at of 

newspapers coverage. Salience of discussion messages on the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s corresponded with that of public agenda as well. Beside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mount of issues covered by three newspapers and that of the 

Internet discussion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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