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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年3月11日，日本規模9.0地震所引發的海嘯，導致福島核電廠出

現爐心燃料熔損及放射物質外釋的緊急狀態。福島核災後，媒體大篇幅的

報導，引發了國人對核電安全的普遍關注，也激起國人對國家整體核電政

策的關心。為了解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使用哪些框架再現核電議題？

這些媒體框架是否因報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報導

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這些人所呈現的立場與價值為何？有何差異？以

及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的報導呈現何種趨勢？在媒體框架和價值觀點上

是否有所變化？本研究藉由內容分析法，分析2011年3月11日福島核災發

生日起，至2012年4月30日福島核災週年後一個月，《蘋果日報》、《自

由時報》、《聯合報》總計1,416則關於核電議題的新聞報導。研究結果

顯示，媒體採用政治性框架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安全框架與責任框架。就

消息來源而言，政府官員為媒體引述的主要消息來源，其次為政黨人士或

民意代表、再其次為專家學者。就媒體報導的趨勢與個別報紙報導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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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不同時期媒體報導的框架和價值會呈現差異，而個別報紙在媒體框

架、價值呈現及報導的態度上也有差異。

關鍵詞：福島核災、新聞框架、媒體再現、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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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核能發電議題可說是台灣近年來最具爭議的科技政策之一，核四計畫自

1980年台電開始籌建，並選定貢寮為最適合興建廠址至今，已歷經38年。期

間社會各界對於興建與否紛擾不斷。先是1985年貢寮居民抗爭，政府決定暫

時停建，立法院凍結核四預算，到1992年解凍，1999年正式動工興建。之

後，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開始執政，因行政院院長張俊雄

宣布停建核四，核四爭議再度浮上檯面。然而，在2001年司法院大法官作出

釋字520號解釋後，核四又再度復工。持續了十多年的反核四運動，最後卻在

反核民眾寄望最深的政黨執政任內停建又續建，讓台灣反核運動遭到前所未有

的重挫，也讓核電議題在台灣主流媒體銷聲匿跡好一陣子。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東北宮城縣外海發生震矩規模9.0之超級大地

震，後續並引發大海嘯，除造成日本東北地區工商業重大破壞及人員傷亡，亦

使核能電廠進入緊急狀態。福島核災後，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引發了國人對

核電問題的普遍注意，也激起國人對國家整體核電政策的關心。沈寂了十年

的反核運動，因福島核災再次帶來另一波高潮，台灣反核人士在2011年3月20

日舉行的反核遊行，可說是從2001年以來的首次大規模反核抗議活動（何明

修 2013）。根據環境資訊中心（2012）依據讀者對新聞報導的點閱紀錄為排

名所公布的「2012年國內十大環境新聞」。馬總統在就職記者會上回答記者

提問時說「核能政策沒有引起任何人反對」，為最受國人關注的環境新聞第一

名。馬總統相關談話不但引起媒體大幅報導，更引起各界發起「我是人，我反

核」的運動，要求政府重視「核電歸零」的心聲。這反應出福島核災後，核電

弊端和核能安全的問題莫不受到大眾關注。而福島核災之後的台灣反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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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媒體對於核電議題的報導與討論，實在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

媒體傳統上被賦予守望、決策、教育、娛樂的功能，具有客觀報導新聞、

解釋新聞，使讀者瞭解政府的施政，讓民眾隨時注意社會上發生的事，並告

知民眾及政府民意的氣候，以反映社會真實的重要使命（Simons and Wechling 

1981）。然而，媒體對新聞內容與議題的選擇和排除的過程，往往會將某一

事件重新「建構」與「再現」，未必反映了社會真實。換言之，媒體在新聞呈

現的同時，也再現了對新聞內容與議題的選擇和排除後的結果，因而新聞論述

中所闡述的知識和觀點，提供了閱聽人在解讀或理解論述時一個建構該議題的

框架（臧國仁 1999）。對於極具爭議性的核電議題，台灣朝野政黨、民意代

表、專家學者、環保團體均有各自的觀點與論述，也紛紛表達贊成或反對的看

法，形成了很長時期的政策辯論，民眾也藉著媒體的報導，勾勒出對核電議題

的認知框架。

核電議題的論辯，至少涉及「核四的安全性」、「核安監督」、「輻射外

洩」、「核廢料儲存」、「缺電」、「節能減碳」、「經濟成長」、以及「產

業升級」等面向（彭明輝 2013）。媒體對於核電爭議不同面向的報導，往往

會藉由選擇、強調、或排除等框架機制，隱含所要凸顯的論述與觀點。而在同

樣的報導層面上，媒體所引述的消息來源以及報導的角度與立場，也暗示著媒

體要閱聽人如何看待及理解這些問題。由於新聞報導是一種選擇部份事實，並

主觀地加以「重組」的過程（臧國仁 1998）。因此，媒體如何建構核電議題

的新聞框架、消息來源如何透過媒體框架之競爭（framing debates）以爭取支

持，對於瞭解核電這個爭議性科技政策的論辯顯得十分重要。

回顧文獻，以媒體框架探討核電議題的研究仍屬有限，特別是國內核電

議題的相關論文，多半都集中於政治與公共政策領域，探討我國核能政策

的發展、變遷、決策過程、經濟效用（林靜怡 1998；黃德源 2002；許振華 

2001；陳潁峰 2000）；或是在社會學領域，探討反核四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

（潘惠伶 2007），政治轉型後對反核四運動的影響（呂宗芬 2003），社會運

動者如何和人民溝通（鄭坤從 1996）等。國內以框架分析討論媒體報導核電

爭議的研究，早期有吳芳如（2002）從消息來源、新聞框架探討政黨輪替後

的核四爭議報導；黃惠萍（2003）根據媒體內容與受眾看法發現媒體常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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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框架處理核四新聞，而且不同年代著重的框架亦不相同。近年，陳雅妤

（2012）以福島核災期間的新聞報導為分析對象，比較福島核災當月份以及

一週年前夕的新聞報導。

上述國內核電爭議的媒體框架研究，樣本大多集中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

政府宣布核四停建，至2001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520號解釋，行政院

宣布核四復工，引起反核團體發起廢核大遊行期間。因此，前述研究結果均顯

示媒體多以政治性框架處理核電爭議報導。然而核四續建，讓核電爭議在台灣

主流媒體沈寂了一段時間，一直到了福島核災後，媒體才再度對核電議題進行

大規模的報導與討論。根據何明修（2013）的統計，聯合報系電子資料庫從

2005年至2010年期間，平均每年只有三件反核抗議事件，但是到了2011年，抗

議事件出現了17件，顯示福島核災的確重新喚醒了台灣的反核運動以及媒體對

核電議題的關注。

相較於政黨輪替期間的反核運動充滿了政黨運作色彩，媒體報導以政治性

框架凸顯核電爭議；後福島時期的反核運動已有跨越政黨色彩，跳脫藍綠分歧

的現象（何明修 2013）。越來越多的藝文界人士、企業、公眾人物都站出來

表達反核的立場，超越了政黨輪替時期的反核運動支持者與民進黨群眾範圍；

媒體出現了許多名人反核的報導，引用的消息來源也更加的廣泛。然而，媒體

報導是否也跳脫政治性框架再現核電爭議？或者，媒體仍然採取政治性框架或

使用哪些特定框架再現核電爭議？這些問題，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希望進一步探討福島核災後，媒體使用哪些特定框架再

現核電議題，瞭解在核電爭論中，媒體報導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探究這些人

所呈現的立場與價值觀有何差異，而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的報導又呈現何種趨

勢，在媒體框架和價值觀點上是否有所變化。本研究目的除了希望能增加福島

核災後，新聞文本分析的實證資料並與過去研究進行對話；也期望能進一步關

注媒體報導的內涵，瞭解框架背後價值的呈現，並比較不同媒體在報導上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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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媒體再現與媒體框架

傳統觀點認為媒體是一面反映社會真實的鏡子，社會有什麼，媒體就反映

什麼（Tuchman 1978）。然而，媒體所反映出的往往並非真實，乃是加以挑

選、重組、編排，再以文字或圖像等符碼所組成的成品（張錦華 1994）。換

言之，新聞涉及選擇和排除的過程，即將某一事件重新「建構」與「再現」

（翁秀琪、鍾蔚文、邱承君、簡妙如 1999）。因此，新聞報導不只是現象與

意義的傳遞，也涉及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拉扯。某一事件被報導，除了

反映它具有新聞價值之外，也顯示了一連串複雜、人為的選擇標準（陳碧雪 

2004）。

社會真實轉換成媒介真實的重要憑藉就是框架（臧國仁 1999）。媒體在

新聞呈現的同時，也再現了事實下所選擇後的結果，因而在新聞論述中所闡述

的知識和觀點，也提供閱聽人在解讀或是理解論述時一個建構該議題的框架。

根據社會學家Goffman（1974）的說法，框架（frames）是由提供解釋的基模

（schema）組成，是個人藉以認識、瞭解並回應事件的依據與基礎，是人們

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框架也是關於社會真實的分類原則，

藉以解釋一個議題或事件的核心想法（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據此，

框架可被定義為「人們或組織對於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臧國仁、鍾

蔚文 1997, 99；臧國仁 1999, 32）。從傳播研究的角度來看，框架的運作方式

可分為三大面向：媒體如何建構新聞框架、消息來源如何透過媒體框架爭議

（framing debates）以爭取支持、閱聽人如何以既存的認知框架建構媒體訊息

的意義（Pan and Kosicki 1993）。對於瞭解媒介組織或消息來源如何藉由選擇

框架組織訊息，影響閱聽人往特定方向來理解議題或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義（Entman 1993）。

從訊息建構者的角度來看，媒體框架會刻意強調、忽略某些事實，並且

以暗喻、描述、例證、視覺影像與短句等，作為詮釋議題意義的指標（Gans 

1979）。Gitlin（1980）用框架概念討論媒介對1960年代新左派學生運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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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導，發現媒體習慣以官方立場詮釋學生運動的意義，並透過新聞框架的

作用，將學生的立場以「瑣碎化」、「極端化」、「強調內在歧見」、「邊

緣化」、「低估遊行人數」、「貶低運動影響力」等六項框架呈現。Gamson

和Modigliani（1989）在研究核電議題的新聞框架時，分析美國主要新聞媒體

對核電報導的詮釋有「進步」（progress）、「公共責任」（public account-

ability）、「能源獨立」（energy independence）、「邪惡的妥協」（devil’s 

bargain）、「逃避」（runaway）、「缺乏成本效益」（not cost-effective）、

「軟性訴求」（soft paths）等主要框架1
，而每一個主要框架都隱含新聞針對

核電議題所要凸顯的論述與觀點。上述研究符合了Entman（1993）對媒體框

架所做的詮釋，亦即框架具有選擇和凸顯作用，媒體藉著挑選部分所感知到現

實（perceived reality）的某些層面，在傳播文本上以框架化來凸顯，以對問題

進行定義（define problems）、因果詮釋（diagnose cause）、道德評價（make 

moral judgment）、或提出解決方案（suggest remedies）。

從訊息接收者的角度來看，框架既是媒體報導事件時所運用的策略，能

使其迅速組織或包裝資訊使大眾瞭解，也是閱聽大眾賴以建構社會真實的工

具（Gitlin 1980）。因此，研究者普遍同意框架可以框限受眾對外界事物的認

知（Entman 1993; Pan and Kosicki 1993）。換言之，當媒體針對特定議題的報

導，將媒體框架集中在該主題某些特定屬性時，民眾的注意力就會集中在這些

屬性而忽略其他的屬性與特質，意即「媒介議題屬性」（新聞報導框架）影響

1 「進步框架」強調核能科技的發展對社會及經濟可以帶來正面的影響；「公共責任框

架」強調政府與核能產業必須對社會及公眾負責，政府的角色應該保障公眾而非核

能產業的利益；「能源獨立框架」強調依賴能源進口的危險，主張政府應保障能源

使用無虞，並致力於能源獨立；「邪惡的妥協」強調發展核能雖有正面的效益卻也有

負面的效應，就如同和魔鬼交易一般，對核能的依賴將愈陷愈深無法自拔；「逃避框

架」強調核能科技對公眾可能造成的傷害以及科技失控的風險；「成本效益框架」

強調核能相較於其他能源形式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從務實觀點來看，政府不應該再投

注大筆資金發展核電；「軟性訴求框架」強調用愛、關懷、及貼近民眾的角度，表達

對安全及環境的重視與關注。藉由上述框架進行媒體內容分析，Gamson和Modigliani
（1989）發現，1950年到1960年代，美國新聞報導核能大量使用「進步框架」；然
而，歷經能源危機及三哩島事件後，媒體逐漸反應「能源獨立框架」；至1980年代車
諾比事件後，媒體的主要框架則以「逃避框架」與「公共責任框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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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認知屬性」（閱聽人框架）（McCombs and Shaw 1972）。

綜上所述，媒體框架對於新聞事件或議題的確有重新建構與再現的功能，

這使得媒體不只生產真實，也定義了真實（Hall 1982）。媒體除了藉由選擇、

強調、排除等框架機制，將新聞事件或議題呈現在社會大眾的面前；同時，此

種框架過程不知不覺的與其他的社會機制形成作用，反映了媒體機構與受眾的

意識型態與價值觀，使得新聞報導中充斥各種具體的社會現實建構的觀點。

二、媒體框架與消息來源

媒體除了透過框架再現社會真實，其所再現的社會真實也會受到消息來源

的影響。因為新聞並非僅是新聞媒體所撰，而是共同建構的過程。所有新聞的

參與者都扮演了建構的角色，其中以消息來源之組織與個人最為重要（Crigler 

1996）。臧國仁（1999）引用Stuart Hall等人（1981, 340-341）的說法，指出

「消息來源是社會真實的首要界定者（primary definers）的概念，指稱新聞媒

體其實無力單獨產製新聞，多半受到消息來源的引入（cue in）始能注意到特

殊話題」。Hall強調消息來源才是社會事件的第一手建構者，新聞工作者僅堪

稱為「次級界定者」，其任務不過在根據消息來源之暗示，將社會現有階層

與權力關係再製成符碼罷了（臧國仁1999, 158）。由於媒體往往經由消息來

源定義並建構政治事件或公共爭辯，並提供思考框架給閱聽眾（Nelson, Claw-

son, and Oxley 1997），因此誰能取得在媒體上發聲的機會與媒體如何選擇消

息來源，皆能凸顯誰較能取得媒體論述。

國內外學者在報紙、電視媒體的內容分析研究中，發現引用政府官員做

為消息來源的比例甚高：如Sigal（1973）以內容分析法剖析1949年到1969年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第一版新聞，觀察記者引用的消息來源，發現引用政

府官員比例達58.3%；Brown等人（1987）延續Sigal的研究，發現30年後仍有

54.7%的消息來源來自美國聯邦、地方政府和其他的機構；國內學者陳一香

（1988）探討我國電視在爭議新聞中的消息來源，發現引用政府官員比例高

達39.7%。McQuail（1983）也認為媒體報導往往會偏向官方消息來源，卻不

常描寫社會上的異議份子，在內容的選擇上也多以戲劇化或暴力方式呈現爭議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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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媒體有選擇特定消息來源的取向，消息來源往往也會在框架過程中扮

演主動積極的角色，傳達組織所欲傳達的訊息，並進一步接近媒體，使媒體報

導的內容影響意識型態相同的民眾，使其產生加入活動的態度與行動（Ryan 

1991）。而政府官員往往也會策略性的運用媒體來達到某種政策性的目標或

個人政治目的（祝基瀅 1983）。Lawrence（2000）認為，在媒介場域裡，消

息來源會試圖透過各種策略，引導新聞報導對社會事件的定義，尤其在民主國

家公共政策辯論中，情況尤為激烈。各種政治菁英（political elite）、利益團

體（interest group）都在爭取媒介主導發聲的權利。而媒介本身也透過選擇與

排除的過程，重新賦予議題框架的意義。

就核電此一爭議性的科技新聞而言，楊韶彧（1993）從消息來源檢視核四

建廠的議題建構過程，將消息來源區分為界定者、行動者、第三者。該研究

發現界定者與第三者被媒體引用的比例大於行動者。其中，官方消息來源主導

其所發起的政策性議題，是議題的界定者；而非官方消息來源多為抗爭者，即

制度化程度低的行動發起者，如社運團體；第三者多為學者專家以及一般民

眾。吳芳如（2002）發現，政黨輪替後，核四爭議的新聞報導大量引述政府

部門、民意代表與政黨消息來源作為，但以民意代表與政黨消息來源更有界定

議題的機會。

綜上所述，每一個議題，有來自各方的消息來源，因其身份、角色的不

同，各自運用本身的資源與其他的消息來源展開競逐，以爭取媒體的青睞或認

同。然而媒介本身也因其選擇與排除的過程，重新賦予議題意義，形成了新

聞框架。福島核災後，媒體對核電爭議消息來源的選擇是否仍如早期研究所顯

示，偏重在政府部門、民意代表與政黨，抑或是有更多方的消息來源取向，值

得後續進一步的探討。

三、媒體框架與價值

新聞框架所呈現的價值也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因為媒體文本具有強大

的敘事權力，使得媒體具有建構社會主流價值的力量（Switzer, McNamara, 

and Ryan 1999）。此外，公共政策與價值是密不可分的，有什麼樣的價值取

向就會有什麼樣的公共政策，因為公共政策的終極目標就是追求價值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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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cher and Rein 2004）。特別是對於具有爭議性的公共政策而言，媒體框

架可以將組織所欲傳達的價值和個人信念進行連結，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與詮

釋，將社會運動的目標、活動、意識型態傳達給感興趣，價值或信念相近的

人（臧國仁、鍾蔚文 1997）。Fischer（1980）表示，公共政策的設計是一個

價值尋求和價值的衡量與折衝的過程，它的效力是建立在所有利害關係人對

於政策所隱含的價值的公開論辯過程中。換言之，對於媒體價值框架（value 

frames）的分析，將有助於對政策議題各利害關係人在面對政策衝突（policy 

conflict）過程中，為其論述與立場提供一個解釋性的框架（Ball-Rokeach, 

Power, Guthrie, and Waring 1990; Chong and Druckman 2007; Shah, Domke, and 

Wackman 1996）。

然而，價值的內含十分廣泛，定義也很紛雜。學者一般認為價值是一種明

顯或隱含的獨特概念，是人們對特定行為、事物、狀態或目標所產生的一種持

久性信念以及偏好（Guth and Tagiuri 1965; Kluckhohn 1951）。這種信念及偏

好具有目的性，會引導人們對人、事、行為的選擇與評價（Rokeach 1973）。

這些價值也會依重要性排序，形成價值取向的系統，作為人們判斷及評量事

物或行動的準則（Friedman, Kahn, and Borning 2006; Schwartz 1994）。因此，

價值代表一種可欲性的理念，是行為的準則與規範，為個人評判事物的準據

（Hitlin 2003）。

因為價值是人們態度和行為的決定因素，也是政策分析的基礎（Schwartz 

2007），許多研究強調，在進行政策論述與媒體報導內容的分析時，不能忽

略價值的重要性。Bengston、Webb和Fan（2004）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美國從

1980年到2002年有關林業政策平面報導的價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發

現以人本為觀點的林業價值觀（anthropocentric forest value）逐漸式微；以生

物為本的價值觀點（biocentric forest value）逐漸受到重視；而一般道德、心

靈與美學上的價值觀（moral/spiritual/aesthetic orientations）則沒有明顯的消

長。Schemer、Wirth和Matthes（2012）針對瑞士對於移民歸化政策的媒體框

架與投票傾向的研究，發現媒體框架所呈現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傳統

（tradition）、安全（security）等價值觀會影響受眾對該政策的態度，進而影

響投票傾向。Cheng、Fleischmann、Wang、Ishita和Oard（2010, 2012）針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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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參眾議院及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有關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

議題的聽證會資料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發現，贊成網路中立性者多半強調創新

（innovation）的價值，而反對網路中立性者，多強調財富（wealth）的價值；

贊成者與反對者所強調的價值觀點，也從議題爭議初期所強調的平等（equal-

ity），於爭議後期轉變為自由（freedom）與財富（wealth）。

國內也有探討媒介內容與價值觀的相關研究：黃惠慈（1987）研究媒體對

工廠青年價值觀的影響，發現經常接觸知識性傳播內容（報紙、學術性雜誌）

者，較注重勤勉奮發與能力價值；經常接觸通俗戲劇及其他雜誌者，較注重社

會價值；經常接觸娛樂性雜誌者，較注重人際間的友誼及生活趣味；不常看報

紙雜誌者，較重視宗教、服從等價值。黃靖惠（2008）分析新聞事件在網路

議論所呈現的價值觀，歸納了五個層面的價值觀點和三種類型的倫理論述。在

傳統文化價值觀方面，包含個人舉止態度、家庭關係、社會互動、社會結構及

人與天地宇宙的關係。在倫理的論述上，包括了規範倫理、後設倫理與應用倫

理等層面。

上述研究提供了實證的案例，說明價值不僅會影響個人對於政策的選擇與

表達，媒體框架所呈現的價值觀也會影響受眾對政策的態度；隨著時間的不

同，在社會輿論對於政策方向的討論上亦有所改變。因此，價值分析的意義在

於能夠提供政策制訂者及民眾瞭解各利害關係人對議題的多元觀點，讓政府藉

以設定政策的價值目標，並透過協商等社會可接受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標，並

降低價值衝突（Fischer 1980）。據此，瞭解福島核災後核電議題的媒體框架

所呈現的立場與價值觀點，探討其如何被形塑、定義、強化或修正有其重要意

義。

四、研究問題

總結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於台灣新聞媒體如何再現福島核

災後的核電議題，並探討媒體如何呈現朝野政黨、民意代表、專家學者、公

民團體等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於核電議題的立場與價值。框架理論所關注的命題

是要找出人們如何建構社會事實，而框架源自建構論的傳統，也暗示框架分析

有助於揭露表面訊息下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點（謝君蔚、徐美苓 2011;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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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ke, and Wackman 1996; Shen and Edwards 2005）。換言之，經由新聞文本

的框架分析，不但可以解讀被再現者的形貌，也可以呈現媒體對再現對象的價

值觀點。因此，本研究將以媒體框架理論為基礎，聚焦在媒體框架的分析，並

關注下列重要問題：

1. 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使用哪些特定框架再現核電議題？這些媒體框架

是否因報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2. 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報導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這些人所呈現的立場

與價值為何？有何差異？

3. 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的報導呈現何種趨勢？在媒體框架和價值觀點上

是否有所變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福島核災後媒體報導核電議題的框架機制，以及瞭解不

同消息來源所呈現的立場和價值觀點。回顧文獻，要解讀媒體再現中的意涵，

一般可透過批判語言學的分析取向、符號學的詮釋取向、以及後結構主義的

歷史與社會學取向等質性分析方法（倪炎元 1999; 蔡琰、臧國仁 1999），或

透過量化內容分析方法（蘇蘅 2002; Gilens  1996; Clawson and Trice 2000），

或是同時結合兩種不同取徑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徐美苓、丁志音 2004; 徐美苓 

2005; 謝君蔚、徐美苓 2011）。本研究主要透過內容分析，瞭解新聞報導所呈

現的新聞框架以及價值觀點。

二、樣本選擇與分析單位

本研究以報紙新聞的分析為主，並以一則新聞為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

sis），蒐集自2011年3月11日福島核災發生當日起，至2012年4月底福島核災

發生滿一週年後一個月，總計一年兩個月期間，國內報紙有關核電議題的相關

報導和評論。樣本蒐集範圍依據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業協會（2013）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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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內報紙閱讀率排名，選擇《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等國

內三大報紙，作為主流媒體的代表。此外，在言論立場上，此三家報紙已普遍

反應台灣藍綠政治光譜，可進一步比較不同政治立場之報紙在核電議題的報導

上是否有所差異。

本研究透過《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library）以及《台灣新聞

智慧網》（http://news.infolinker.com.tw/cgi-bin2/Libo.cgi?），以「福島」、

「核能」、「核四」等關鍵字對三大報紙核電報導進行篩選，經刪除主題不符

與重複的報導，《聯合報》蒐集646則、《蘋果日報》蒐集191則、《自由時

報》蒐集579則，總計蒐集新聞報導1416則。

三、類目建構

在類目的建構上，本研究將兼採「由上而下」（top-down）及「由下而

上」（bottom-up）的方式來建構類目（Mayring 2000）。所謂「由上而下」，

係以文獻或理論為類目建構的基礎；而「由下而上」，則是藉由本研究在資料

蒐集階段依據新聞文本所呈現內容歸納相關類目，透過兩種方式相互參照，最

後彙整出呈現文本內容之相關類目。

（一）新聞基本資料

新聞基本資料包含刊登報別、日期、報導性質、報導立場等類目。在報導

類型上，則進行下列區分：

1. 純淨新聞（news）：指該則事件的主體報導，由記者採訪加以撰寫並

註明消息來源，或由消息來源所發送的新聞稿等。

2. 特寫或深度訪談（feature）：新聞中擴大而深入之採訪與描寫，或對事

件之前因後果進行分析、說明，使讀者對一事件獲得完整而深刻之印象。

3. 社論（editorial）：針對某一事件或問題而發，含有議論評論之文章。

社論通常反應報社之編輯方針與言論立場。

4. 專欄或短評（column）：凡內容大量採用敘事、描寫、抒情等表現手

法，詳細而具體地描繪事件發生之經過、發展過程或人物刻畫，在時間性上略

遜於新聞報導；專欄指文章具有固定版面形式，以作者個人名義為號召，發表

個人意見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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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讀者投書（letter）：以讀者個人身份向報社投稿，表達意見、闡述問

題者。

6. 外電編譯（newswire）：翻譯、編輯、或改寫國外各大通訊社所發布

的電訊稿。

7. 其他（other）：不屬於上述報導類型之新聞內容，如座談會、書摘

等。

其次，在議題範圍部分，將新聞報導主要討論範圍區分(1)台灣、(2)日

本、以及(3)國際三種類型。在福島核災的相關報導的風險管理階段，區分為

(1)整備階段（preparedness）、(2)回應階段（response）、(3)回復評估階段

（recovery and evaluation）、以及(4)不相關（報導主要內容未涉及風險管理

議題）四大類型。另外，在報導立場上，則區分(1)正面（positive）、(2)負面

（negative）、(3)正反併陳（balanced）、與(4)中立或未表達立場（neutral）

等四種類目。

（二）消息來源類目之建構

本研究所探討各則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係以內文中的比重決定，若無法明

顯區別，則以該報導標題所列示或引用之消息來源為主要消息來源，並將消息

來源區分為下列幾種類型：(1)政府單位或官員；(2)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3)

東京電力公司人員；(4)台灣電力公司人員；(5)專家學者；(6)日本福島核災受

害者及其家屬；(7)醫護人員；(8)公民團體或利益團體；(9)一般民眾；(10)名

人；(11)其他無法歸於上述類型、無消息來源或消息來源無法辨識者。

（三）新聞框架類目之建構

本研究參考文獻有關核四議題之研究（吳芳如 2002; 黃惠萍 2003；2007; 

陳雅妤 2012;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並依照文本分析之結果，歸納下

列新聞框架類目，在每一新聞文本中找出最能對應的主要框架：

1. 政治框架（political issues）：對核能的政治觀點、意識形態、爭論；

對設立核電廠的政治立場；針對政府的社會運動和遊說活動等相關討論。

2. 責任框架（public accountability）：政府擔負之公共責任（如新聞稿之

發佈、政府的政策方向與進展之說明）；政府為應對核能事故的相關準備、危

機管理、風險評估等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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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框架（legal issues）：核能的法律層面問題，包括補助、賠償、針

對電力公司的訴訟，以及受害者的人權考量之相關討論。

4. 科技框架（technology）：核能知識、技術，以及對核電廠、核事故、

核放射性廢物進行科學檢查和調查等相關討論。

5. 環保框架（environmental protection）：關注自然和環境，針對環境保

護與環境教育等相關討論。

6. 經濟框架（economic issues）：對核電廠成本效益的評估，以及對產業

發展、經濟成長的相關討論。

7. 能源框架（energy）：能源獨立、能源供應、能源生產、能源替代、可

持續能源等有關能源選擇方式、電力供需評估的相關討論。

8. 安全框架（security）：核電廠的安全和保障、能源安全、食品安全等

核能與社會安全相關討論。

9. 健康框架（health）：核能與健康等相關問題的討論，例如癌症、疾

病、心理健康等。

10. 國際反應框架（international reaction）：國際媒體的相關報導、國外

政府和國際機構對核能議題或核災的評論和聲明。

11. 人情趣味框架（human interests）：能夠引起讀者興趣或同情，討論一

般民眾對核能或核災議題的關注或小品敘事，例如核災受害者的狀況、安置所

的生活條件等。

（四）價值類目之建構

本研究價值類目之建構，參照Cheng等人（2012）針對政策議題價值研究

所歸納的10個價值類型作為價值呈現的分析類目。該價值類目係根據Schwartz

（2007）的10個人類主要價值類型（value types）以及Cheng和Fleischmann

（2010）的16個價值後設分析類目（meta-analysis of human values）作為基礎

所發展。對於新聞中所呈現的價值觀點可能不只有一種，將依照內文所強調的

價值優先順序，至多選三種進行編碼，並於分析時凸顯最主要的價值類目。

1. 效益能力（effectiveness）：重視能否成功產生預期結果的能力，強調

行動的效益與效率，能否完成特定任務。

2. 人類福祉（human welfare）：幫助他人並做有益於整個社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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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公共利益，公正和平等地對待每個人，具有社會責任。

3. 成就影響（importance）：對某人或某事產生影響的可能性，強調決策

或行動的影響力與重要性。

4. 獨立自主（independence）：保障個人自由自主，享有免受干擾的權

利，並促進自治。

5. 創新開發（innovation）：創造或發現新事物和新想法的能力，能促進

知識和技術的進步。

6. 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遵守法律、法規、協議和社會規範。

7. 自然和諧（nature）：尊重欣賞自然，關心環境，與自然合一。

8. 個人福祉（personal welfare）：滿足個人需求，追求自我成長和實現，

明確表達對自身福祉或個人成功的關注。

9. 權力權威（power）：擁有領導、控制或支配個人、團體、議題的能力

與機會。

10. 經濟財富（wealth）：對追求物質、金錢、財富、利潤、經濟成長的

明確關注或興趣。

四、編碼程序

本研究之編碼工作由研究者及一位傳播領域的碩士學生進行，為確保研究

信度，本研究先建立編碼表，明確定義所分析之類目，並進行編碼員訓練。訓

練方式係由兩位編碼員進行合作編碼（collaborative coding），過程中針對每

一則新聞編碼有疑義的部分進行討論，並對於如何判斷並找出適合每一則新聞

文本所對應之類目建立原則。

以下列兩則新聞為例，第一則新聞兩位編碼員的初始判斷分別為「法律秩

序」與「經濟財富」，經討論後，雙方同意其內容係強調災害損失，而非法令

缺口，且新聞標題亦強調核災發生預估的災損金額，因此本文以「經濟財富」

為其所呈現之價值。第二則新聞兩位編碼員的初始判斷分別為「權力權威」與

「法律秩序」，雖然標題「日本首例首相施壓 濱岡核廠將停機」及內容論及

權力的實施，然深究其新聞內涵乃強調尊重法制的精神，因此本文以「法律秩

序」為其所呈現之價值。綜言之，編碼原則係以各則新聞文本之主要意涵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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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標準，其次參考該則新聞之標題，或以該則新聞之導言作為判斷依據。

「日本福島核災後，東京電力公司對災民賠償超過約台幣170億

元，但若台灣也因地震發生核災，依現行法令台電竟一毛錢都不用

賠。有立委今將對此提出法令修正案，刪除台電的天災免責條款。原

能會昨則預估，如台灣發生類似單一核電廠事故，損害將達5億3千多

萬元，立委質疑嚴重低估。」【台若核災 損失僅估5.3億】（蘋果日

報 2011a）

首相在沒有法律依據情況下，要求符合運轉條件的核電站停機，

是日本史上首例，引發業界痛批。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倉弘昌

9日說：「這是踰越法規的做法。我不清楚進行了何種討論，首相突

然提出這種要求，究竟怎麼回事？」【日本首例首相施壓 濱岡核廠

將停機】（聯合報 2011a）

經上述合作編碼過程確定編碼的處理原則後，研究者在編碼表部分亦針對

各類目摘錄新聞內容作為參照（詳見附錄二），以具體範例作為編碼參考，期

能提高編碼一致性。

肆、研究結果

一、新聞基本資料

本研究所蒐集的1416則核電議題相關新聞，《聯合報》報導量最高，計

646則，佔45.6%。其次為《自由時報》，計579則，佔40.9%。蘋果日報最

低，計191則，佔13.5%。

核電議題相關新聞報導量以福島核災發生後當月份（2011年3月）最高，

計460則；其次為2011年4月份，計197則，其次為福島核災發生週年的2012年

3月份，計107則。資料顯示，福島核災後三個月內的新聞報導量，以及福島

核災發生週年當月的新聞報導量較高，其他時間的報導量相對較低（詳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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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報別的新聞報導量呈現同樣趨勢，惟《聯合報》在福島核災發生後三

個月內之報導量最高，核災發生三個月後則以《自由時報》對核電相關議題的

報導量最高（詳見圖1）。

表1　福島核災後各月份核電議題相關新聞報導量（2011/3/11~2012/4/30）
年 2011 2012

總計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則數 460 197 101 85 65 70 55 39 70 38 34 51 107 44 1416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圖1　福島核災後三大報各月份核電議題相關新聞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新聞報導類型部分，純淨新聞報導比例最高，計735則，佔所有報導量的

51.9%；其次為外電編譯，計328則，佔所有報導量的23.2%；其次為專欄，計

170則，佔所有報導量的12%。最後幾種報導類型為讀者投書（6%）、特寫專

訪（3.2%）、其他（1.9%）、社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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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災後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的議題範圍，絕大部分仍以台灣為主，計

961則，佔所有報導量的67.9%；其次為針對日本的報導，計319則，佔所有報

導量的22.5%；其次為針對國際其他國家的報導，計136則，佔9.6%。

報導所涉及的風險管理階段，在1416則報導中，僅298則（21%）報導明

顯觸及風險管理議題；大部分的報導（79%）並未以風險管理作為主要討論議

題。在298則涉及風險管理議題的報導中，91則報導論及回應階段（crisis re-

sponse），98則報導討論風險的整備階段（preparedness）、109則報導討論重

建與評估（recovery or evaluation）。

報導所引述的主要消息來源，以政府官員比例最高，計301則，佔所有

報導量的21.3%；其次為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計146則，佔所有報導量的

10.3%；其次為學者專家，計126則，佔所有報導量的8.9%；各種公民團體或

利益團體也佔了相當的比重，計104則，佔所有報導量的7.3%。另外還有一部

分比例是無法辨識消息來源者，計390則，佔所有報導量的27.5%。

福島核災後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的新聞框架，以政治框架比例最高，計355

則，佔所有報導量的25.1%；其次為安全框架，計265則，佔所有報導量的

18.7%；其次為責任框架，計248則，佔所有報導量的17.5%；其餘比例皆未

達10%，總計有人情趣味框架（8.8%）、經濟框架（5.9%）、國際反應框架

（5.3%）、能源框架（5.1%）、科技框架（4.4%）、健康框架（4.3%）、環

保框架（3%）、法律框架（2%）。

福島核災後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的價值呈現部分，以成就影響的價值比例

最高，計540則，佔所有報導量的38.1%；其次為效益能力，計368則，佔所

有報導量的26%；其次為人類福祉，214則；佔所有報導量的15.1%。其餘比

例皆未達10%，總計有經濟財富（5.6%）、法律秩序（5.5%）、權力權威

（4.4%）、獨立自主（2.2%）、個人福祉（1.3%）、創新開發（1%）、自然

平靜（0.8%）。

福島核災後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的報導態度部分，有半數的報導對核電議題

持中立態度或未陳述特定立場，計751則，佔所有報導量的53%；其次為持負

面態度的報導，計466則，佔所有報導量的32.9%；其次為正、反面態度併陳

的報導，計122則，佔所有報導量的8.6%；持正面態度的報導最少，計77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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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佔所有報導量的5.4%。

二、三大報在福島核災後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的差異

就福島核災後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的新聞性質上的比較，《聯合報》的社

論及外電編譯的報導在三大報中比例最高。其中，社論計17則，在所報導比

例中佔2.6%；蘋果日報及自由時報各4則，在所報導比例中僅佔0.3%。外電編

譯《聯合報》計200則，在所報導比例中佔31%；其次為《蘋果日報》，計51

則，在所報導比例中佔26.7%；《自由時報》最低，計77則，在所報導比例中

佔13.3%。然而，《自由時報》讀者投書在所報導類型的比例（9.3%）則明顯

高於《聯合報》（4.8%）與《蘋果日報》（0%）。（x2 = 206.69, df = 12, p < 

.001）

就報導範圍而言，三大報均以台灣的報導為主，其次為針對日本的報導，

再其次為國際間其他國家的報導。然而，《聯合報》與《蘋果日報》對於日

本及其他國際新聞的報導，比例略高於《自由時報》。針對日本的報導部分，

《聯合報》在所報導比例中佔25.5%，《蘋果日報》佔24.6%，《自由時報》

佔18.5%；針對國際報導部分，《蘋果日報》在所報導比例中佔13.1%，《聯

合報》佔12.4%，《自由時報》佔5.4%。（x2 = 35.62, df = 4, p < .001）

就報導所涉及的風險管理階段而言，《自由時報》針對整備階段的報導量

（40.7%）略大於回應階段（31.4%）與重建評估階段（27.9%）；《聯合報》

針對重建與評估階段的報導量（53.6%）明顯大於回應階段（25%）與整備階

段（21.4%）；《蘋果日報》針對回應階段的報導量（41.3%）略大於整備階

段（39.6%）與重建評估階段（21.7%）。整體而言，《自由時報》的報導著

重在整備階段，《聯合報》的報導強調重建與評估階段，《蘋果日報》的報導

則以回應階段的報導量較大。（x2 = 24.741, df = 4, p < .001）

就主要消息來源而言，《聯合報》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以政府官員的比

例最高，在所報導比例中佔25.7%；《自由時報》佔17.6%，《蘋果日報》佔

17.3%。《自由時報》消息來源偏重在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以及公民團體或

利益團體。其中，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佔主要消息來源15.2%，明顯高於《聯

合報》（7.7%）與蘋果日報（4.2%）。至於公民團體或利益團體，《自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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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則佔11.1%，也明顯高於《聯合報》（4.5%）與蘋果日報（5.8%）。《蘋

果日報》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則偏重學者專家及名人。其中，學者專家佔主

要消息來源16.8%，高於《自由時報》的9%，與《聯合報》的6.5%；名人在

《蘋果日報》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佔13.6%，高於《自由時報》的4.1%，與

《聯合報》的2.6%。（x2 = 142.08, df = 22, p < .001）

就報導的新聞框架而言，《自由時報》相較於《聯合報》與《蘋果日

報》，多以政治性框架呈現，《自由時報》的政治性框架在所報導的比例中佔

30.6%，高於《蘋果日報》的22%，以及《聯合報》的21.1%。《蘋果日報》

相較於《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多以責任框架、經濟框架、以及安全框

架呈現。在責任框架方面，《蘋果日報》在所報導的比例中佔20.4%，《聯

合報》佔16.7%，《自由時報》佔17.4%；在經濟框架方面，《蘋果日報》在

所報導的比例中佔7.3%，《聯合報》佔5.7%，《自由時報》佔5.5%；在安全

框架方面，《蘋果日報》在所報導的比例中佔21.5%，《聯合報》佔18.1%，

《自由時報》佔18.5%。《聯合報》相較於《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多

以人情趣味框架、國際反應框架、以及能源框架呈現。在人情趣味框架方面，

《聯合報》在所報導的比例中佔12.7%，《蘋果日報》佔7.3%，《自由時報》

佔4.8%；在國際反應框架方面，《聯合報》在所報導的比例中佔7.6%，《蘋

果日報》佔5.2%，《自由時報》佔2.8%；在能源框架方面，《聯合報》在所

報導的比例中佔5.9%，《蘋果日報》佔2.6%，《自由時報》佔5.5%。（x2 = 

65.99, df = 20, p < .001）

就報導的價值呈現而言，《自由時報》相較於《聯合報》與《蘋果日報》

有較高獨立自主價值的呈現。《自由時報》的獨立自主價值在所報導的比例

中佔4%，高於《蘋果日報》的0.5%，以及《聯合報》的1.1%。《蘋果日報》

相較於《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有較高的法律秩序、權力權威、以及經濟財

富的價值呈現。在法律秩序方面，《蘋果日報》在所報導的比例中佔8.9%，

《聯合報》佔4.6%，《自由時報》佔5.4%；在權力權威方面，《蘋果日報》

在所報導的比例中佔7.3%，《聯合報》佔2.2%，《自由時報》佔5.9%；在經

濟財富方面，《蘋果日報》在所報導的比例中佔6.3%，《聯合報》佔5.6%，

《自由時報》佔5.4%。《聯合報》相較於《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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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成就影響價值的呈現。《聯合報》的成就影響價值在所報導的比例中

佔46.3%，高於《蘋果日報》的32.5%，以及《自由時報》的30.9%。（x2 = 

76.70, df = 18, p < .001）

就報導態度而言，《自由時報》負面態度的比例最高，在所報導比例中

佔55.8%；其次為《蘋果日報》佔34.6%；《聯合報》負面態度報導比例最

低，在所報導比例中僅佔11.9%。然而，《聯合報》在中立或未陳述正、反面

立場的比例最高，在所報導比例中佔70.6%；其次為《蘋果日報》佔50.3%；

《自由時報》最低，佔34.3%。《蘋果日報》則是正、反面意見併陳的比例最

高，在所報導比例中佔13.1%；其次為《聯合報》，佔8.7%；其次為《自由時

報》，佔7.1%。（x2 = 285.74, df = 6, p < .001）

三、議題範圍與風險管理階段報導之比較

首先，就議題範圍與298則論及風險管理的報導進行分析（x2 = 121.79, df 

= 4, p < .001）。其中，議題範圍以台灣為主的報導，強調整備階段的報導佔

58%，強調回應階段的報導佔31%，強調重建評估階段的報導佔10.5%；議題

範圍以日本為主的報導，強調回應階段的報導佔53.9%，強調重建評估階段的

報導佔44.3%，強調整備階段的報導佔1.7%；至於針對國際其他國家的報導，

強調回應階段的報導佔85.7%，強調整備階段的報導佔9.5%，強調重建評估階

段的報導佔4.8%。

其次，就議題範圍與新聞框架進行分析（x2 = 646.23, df = 20, p < .001）。

議題範圍以台灣為主的報導，相較於議題範圍為日本或國際間其他國家，多

半採取政治性框架（32%）、以及安全框架（21.4%）；議題範圍以日本為

主的報導，相較於議題範圍為台灣或國際間其他國家，多半採取責任框架

（27%）、人情趣味框架（19.4%）、以及環境保護框架（4.1%）；議題範圍

以國際間其他國家為主的報導，相較於議題範圍為台灣或日本，多半採取國際

反應框架（45.6%）。

第三，就議題範圍與價值呈現進行分析（x2 = 70.76, df = 18, p < .001）。

議題範圍以台灣為主的報導，相較於議題範圍為日本或國際間其他國家，較

強調獨立自主（3%）與法律秩序（6.6%）；議題範圍以日本為主的報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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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議題範圍為台灣或國際間其他國家，較強調效益能力（32%）與人類福祉

（21.3%）；議題範圍以國際間其他國家為主的報導，相較於議題範圍為台灣

或日本，較強調成就影響（47.1%）。

第四，就議題範圍與報導態度進行分析（x2 = 108.29, df = 6, p <.001）。

範圍以台灣為主的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相較於議題範圍為日本或國際間其他國

家，多傾向負面態度（38.8%）；範圍以日本為主的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相較

於議題範圍為台灣或國際間其他國家，多傾向中立或未陳述意見（74.9%）；

範圍以國際為主的核電議題相關報導，相較於議題範圍為台灣或日本，有較高

的正面的態度（8.8%）。

四、消息來源

首先，就消息來源與新聞框架進行分析（x2 = 1457.76, df = 110, p 

< . 0 0 1）。主要消息來源為政府官員的新聞報導框架偏重於責任框架

（29.2%）、安全框架（25.9%）與政治性框架（18.9%）；主要消息來源為

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的新聞報導框架偏重於政治性框架（66.4%）、責任框架

（11.6%）與安全框架（8.9%）；主要消息來源為東京電力公司的新聞報導

框架偏重於責任框架（42.5%）與科技框架（27.5%）；主要消息來源為台灣

電力公司的新聞報導框架偏重於安全框架（48.8%）與經濟框架（16.3%）；

主要消息來源為學者專家的新聞報導框架偏重於安全框架（37.3%）、科技

框架（12.7%）與能源技框架（12.7%）；主要消息來源為福島核災受害者的

新聞報導框架偏重於人情趣味框架（62.5%）、健康框架（12.5%）、政治

框架（12.5%）；主要消息來源為醫護人員的新聞報導框架偏重於健康框架

（91.3%）；主要消息來源為公民團體或利益團體的新聞報導框架偏重於政治

框架（68.3%）與責任框架（9.6%）；主要消息來源為企業人士的新聞報導框

架偏重於經濟框架（50%）；主要消息來源為一般大眾的新聞報導框架偏重

於人情趣味框架（33.6%）、政治框架（19.8%）以及安全框架（1.5%）；主

要消息來源為名人的新聞報導框架偏重於政治框架（34.3%）、人情趣味框架

（28.4%）、以及安全框架（11.9%）。

其次，就消息來源與價值呈現進行分析（x2 = 567.12, df = 99,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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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消息來源為政府官員的新聞報導其價值呈現強調成就影響（35.5%）、

效益能力（29.2%%）、與法律秩序（10.6%）；主要消息來源為政黨人

士或民意代表的新聞報導其價值呈現強調成就影響（54.1%）、效益能力

（15.8%）、與法律秩序（11.6%）；主要消息來源為東京電力公司的新聞報

導其價值呈現強調效益能力（60%）；主要消息來源為台灣電力公司的新聞

報導其價值呈現同樣強調效益能力（76.7%）；主要消息來源為學者專家的新

聞報導其價值呈現強調效益能力（32.5%）與創新開發（3.2%）；主要消息

來源為福島核災受害者的新聞報導其價值呈現強調人類福祉（68.8%）與個人

福祉（1.5%）；主要消息來源為醫護人員的新聞報導其價值呈現強調效益能

力（39.1%）與人類福祉（26.1%）；主要消息來源為公民團體或利益團體的

新聞報導其價值呈現強調成就影響（66.3%）與效益能力（15.4%）；主要消

息來源為企業人士的新聞報導其價值呈現強調經濟財富（38.6%）、人類福祉

（22.7%）與創新開發（9.1%）；主要消息來源為一般大眾的新聞報導其價值

呈現強調人類福祉（36.2%）與成就影響（32.8%）；主要消息來源為名人的

新聞報導其價值呈現強調成就影響（46.3%）與人類福祉（22.4%），惟較其

他消息來源偏重獨立自主之價值（6%）。在上述消息來源中，雖然政府官員

與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主要呈現價值相似，但仍存在政府官員較偏重權力權威

（9%）以及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較偏重獨立自主（7.5%）的差異。此外，主

要消息來源為東京電力公司與台灣電力公司雖都強調效益能力，但也存在東京

電力公司較偏重成就影響（25%）而台灣電力公司較偏重經濟財富（18.6%）

的差異。

第三，就消息來源與報導態度進行分析（x 2 = 470.941, df = 33, p < 

.001）。主要消息來源為政府官員者，對核電議題相關新聞報導態度持正面看

法之比例相較於其他消息來源為高（11.3%），但多數報導仍呈現中立或未表

意見（75.1%）；主要消息來源為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者，對核電議題相關新

聞報導態度多數持負面看法（61.6%）；主要消息來源為東京電力公司的新聞

報導態度多半呈現中立或未表意見（90%）；主要消息來源為台灣電力公司

者，對核電議題相關新聞報導態度持正面看法之比例相較於其他消息來源為高

（14%），但多數報導仍呈現中立或未表意見（67.4%）；主要消息來源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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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專家的新聞報導態度多半呈現中立或未表意見（51.6%），但仍有相當比例

的報導呈現負面態度（34.1%）；主要消息來源為福島核災受害者的新聞報導

多半呈現負面態度（56.2%）；主要消息來源為醫護人員的新聞報導態度多半

呈現中立或未表意見（78.3%）；主要消息來源為公民團體或利益團體的新聞

報導多半呈現負面態度（84.6%）；主要消息來源為企業人士的新聞報導態度

多半呈現中立或未表意見（84.1%）；主要消息來源為一般大眾的新聞報導的

態度在中立或未表意見（46.6%）及負面態度（45.7%）的比例相當；主要消

息來源為名人的新聞報導多半呈現負面態度（67.2%）。

五、新聞框架與價值呈現

就新聞框架與價值呈現進行分析（x2 = 1958.91, df = 90, p < .001）。政治

性新聞框架相較於其他新聞框架，主要呈現成就影響價值（56.1%）；責任框

架相較於其他新聞框架，主要呈現效益能力價值（58.1%）；法律框架相較於

其他新聞框架，主要呈現法律秩序價值（96.4%）；科技框架相較於其他新聞

框架，主要呈現效益能力（44.4%）與創新開發價值（4.8%）；環保框架相較

於其他新聞框架，主要呈現人類福祉（28.6%）與自然和諧價值（14.3%）；

經濟框架相較於其他新聞框架，主要呈現經濟財富價值（66.3%）；能源

框架相較於其他新聞框架，主要呈現效益能力（38.9%）與創新開發價值

（12.5%）；安全框架相較於其他新聞框架，主要呈現成就影響（49.4%）與

效益能力價值（35.1%）；健康框架相較於其他新聞框架，主要呈現人類福祉

價值（34.4%）；國際反應框架主要呈現人類福祉價值（33.3%）；人情趣味

框架同樣呈現人類福祉價值（60.5%）。

六、不同時期的新聞框架與價值呈現

就不同時期的新聞框架進行分析，整體而言，從2011年到2012年，法律框

架與環保框架的比例提升，法律框架從1.4%上升至4.7%，環保框架從2.5%上

升至5.1%；而科技框架及國際回應框架的比例則是下降，科技框架從5.1%下

降至1.3%，國際回應框架從6%下降至1.7%（x2 = 30.42, df = 10, p < .001）。就

三大報個別進行分析，《蘋果日報》報導框架在2011年與2012年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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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9.06, df = 10, p = .526）。《自由時報》從2011年到2012年期間，政治性

框架從34.1%下降至19.4%，法律框架從1.4%上升至7.2%（x2 = 31.78, df = 10, 

p < .001）；《聯合報》從2011年到2012年期間，國際回應框架從8.4%下降至

0，人情趣味框架從11.6%上升至23%（x2 = 18.84, df = 10, p < .05）。

就不同時期的價值呈現進行分析，整體而言，從2011年到2012年，成就影

響價值從40.5%降到26.3%，經濟財富價值從4.7%上升至9.7%（x2 = 36.79, df = 

9, p < .001）。就三大報個別進行分析，《蘋果日報》報導的價值呈現在2011

年與2012年並無顯著差異（x2 = 6.976, df = 7, p = .431）。《自由時報》從2011

年到2012年期間，人類福祉價值由13.6%上升至21.6%，法律秩序價值從4.1%

上升至9.4%，經濟財富價值從3.9%上升至10.1%，成就影響價值從34.1%降到

20.9%（x2 = 25.74, df = 10, p < .01）；而《聯合報》從2011年到2012年期間，

人類福祉價值由13.2%上升至24.6%，經濟財富價值從5%上升至11.5%，成就

影響價值從47.7%下降到32.8%（x2 = 17.62, df = 9, p < .05）。

七、不同時期的新聞報導態度

就不同時期新聞報導態度進行分析。三大報在福島核災後，對核電議題相

關報導的態度，2012年負面態度報導的比例顯著較2011年提升，從29.2%上升

至51.3%；而中立或未陳述正、反面立場的比例則從56.4%下降至36.4%（x2 = 

44.44, df = 3, p < .001）。

就三大報個別進行分析，《自由時報》（x2 = 5.53, df = 3, p = .137）與

《蘋果日報》（x2 = 7.1, df = 3, p = .069）報導的態度沒有統計顯著性差異，然

而《聯合報》2012年負面態度報導的比例顯著較2011年提升，2012年負面態度

報導的比例顯著較2011年提升，從10.9%上升至21.3%；而中立或未陳述正、

反面立場的比例則從72%下降至57.4%（x2 = 8.07, df = 3, p < .05）。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蒐集2011年3月11日福島核災發生日起，至2012年4月30日福島核災

週年後一個月，國內《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總計1416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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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核電議題的新聞報導。目的在探討下列問題：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使用哪

些框架再現核電議題？這些媒體框架是否因報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福島核災

後新聞媒體報導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這些人所呈現的立場與價值為何？有何

差異？以及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的報導呈現何種趨勢？在媒體框架和價值觀點

上是否有所變化？

首先，在媒體所使用的新聞框架方面，整體而言，以政治性框架比例最

高，這類型新聞框架，多半呈現對核電爭議的特定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政

黨、民意代表或各種公民或利益團體對政府所發起的遊說行動、以及反核

的社會運動等。這個結果對照福島核災前的相關研究（吳芳如 2002; 黃惠萍 

2003），顯示國內主要報紙對於核電議題的新聞框架，並未因福島核災的發

生而有明顯改變，主要仍是凸顯核電的政治性爭議。這也顯示台灣在核電問題

最大的癥結，仍舊是政治對立的影響。長期以來，核電被朝野當成政治議題來

攻防，特別是核四已成了政治的象徵，是朝野動員支持者或反對者的重要性議

題，因而談到核能，媒體的報導多凸顯政治對立以及核電的「存」或「廢」之

爭。然而核能議題不單是政治議題，更涉及科技專業，除了需要合理評估和完

整分析，行政部門更要對社會說服、溝通。因此，在福島核災後，媒體的安全

框架以及責任框架也有較高的比例，顯示媒體在福島核災後，也逐漸注重核電

廠的安全、政府對核電廠的風險評估、監督與管理、政府在核電議題政策發展

與核災因應對策上與民眾的溝通、以及政府對食品的監督與管制等層面的報

導。

就三大報紙新聞框架的差異而言，《自由時報》多以政治性框架呈現，

《蘋果日報》多以責任框架、經濟框架、安全框架呈現，《聯合報》多以能源

框架、國際反應框架、人情趣味框架呈現。個別報紙的差異，顯示媒體除了主

要的新聞框架外，《自由時報》仍舊凸顯核電議題的政治層面，強調朝野在核

電議題的政治攻防，特別是日本強震引發核災，正值台灣在野黨進行總統大選

初選，讓在野黨所提的非核主張與選舉議題連結，染上濃濃的政治味。《蘋果

日報》多強調核電政策的經濟及安全層面，特別是核災後對台灣股市、進出口

貿易、農漁產品、觀光旅遊、國民健康等層面的影響。《聯合報》多強調能源

政策的討論，討論能源缺口的填補，反應電力供應不足勢必會影響台灣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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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報導國際社會或國際組織對福島核災的反應或因應措施、以及對於福島

核災社會關懷、災民生活或其他具有啟發性或趣味性的描繪。

其次，就媒體在福島災後對核電議題新聞報導凸顯哪些人的觀點而言，整

體來說，政府官員仍是媒體報導所引述最重要的消息來源，其次為政黨人士

或民意代表、專家學者、以及公民或利益團體。這個結果與過往研究發現差異

不大，唯獨專家學者為主要消息來源的比例較高，究其原因應該是福島核災後

對核電廠安全以及輻射污染等相關專業討論增加所致。就三大報紙所引述主要

消息來源的差異而言，《自由時報》消息來源偏重在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以

及公民團體或利益團體；《聯合報》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以政府官員的比例最

高；《蘋果日報》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則偏重學者專家及名人。參照過往研究

將消息來源在媒體活動的界定者（處理者）、抗爭者（行動者）、第三者的角

色區別（楊韶彧 1993），本研究發現《聯合報》所引用的多為核電議題制度

化程度高的界定者，《自由時報》所引用的消息來源多偏重制度化程度較低的

社運行動者與反對陣營，《蘋果日報》則多引用對事件加以評論之第三者。雖

然整體而言，政府官員（界定者）仍是媒體報導所引述最重要的消息來源，然

而其中所呈現各報的差異相當程度的說明了媒體各自的立場與編採原則：《聯

合報》的立場比較支持政府的政策，《自由時報》則扮演反對者的角色，較支

持行動者的立場，而《蘋果日報》多引用名人、學者專家或一般民眾作為消

息來源，很可能是因媒體追求市場導向新聞（market driven journalism）的取

向，以吸引一般閱聽眾為產製新聞的主要考量。上述現象顯示，官方消息來源

未必能在媒體中主導議題，非官方來源也有在媒體主導議題的能力，而此議題

主導能力特別與報社的政治立場及其編採原則有相當的關係。

第三，就不同消息來源對核電議題的價值與態度而言，在價值方面，整體

來看，成就影響的價值比例最高，顯示媒體重視福島核災或核電議題對個人

或事物各層面的重大影響。這個結果反應媒體報導所取決的新聞價值標準，亦

即媒體在報導福島核災或核電議題時，格外強調議題的重要性與影響性，包含

其所可能造成的社會成本與帶來的結果。而媒體所注重的新聞價值標準，也與

媒體與社會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就《聯合報》來說，除了成就影響的價值之

外，以效益能力的比例最高，這顯示媒體特別強調政府在處理福島核災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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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核電相關議題的因應能力、因應作法與相關成效的報導。這個結果也反應

《聯合報》對於政府因應福島核災的相關措施的重視，以及其多半採用政府官

員（界定者）作為消息來源的實際情形。就《蘋果日報》而言，其報導內容則

較著重在人類福祉，亦即強調對於人身安全、社會發展、個人健康、平等公義

等公眾利益的追求與保障，也符合前述該報多引用第三者來源，選擇貼近市場

導向的新聞價值取向。就《自由時報》而言，特別強調獨立自主，該報在核電

議題的報導特別偏重政府應該傾聽民意，對於重大政策爭議，涉及環境、核

安、能源、減碳、產業，以及人民生命安危等，不應只是關注科學或專業的問

題，也不應由哪一方面專家片面決定，對於核電的採用，「擁核」或「反核」

的政策方向，應由全民公投決定，以凸顯獨立自主的價值。這個價值的呈現，

除了反應媒體的意識型態，也和前述《自由時報》強調政治框架，多引用行動

者作為消息來源，較支持行動者的結果一致。

從幾個主要的消息來源來看，政府官員、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專家學者

均強調成就影響、效益能力與人類福祉。然而，在個別差異上，政府官員相

較於其他消息來源更重視權力權威，強調領導、控制、權力的重要性；政黨人

士或民意代表更強調獨立自主，認為政府在核電議題上應當尊重人民的選擇；

學者專家則重視創新開發，強調再生能源、地熱發電等創新能源的發展不可偏

廢。在態度方面，從幾個主要的消息來源來看，政府官員相較於其他消息來

源，對核電議題持正面的態度比例最高，但多數仍保持中立或未表意見；政黨

人士或民意代表、公民團體或利益團體、福島核災受害者、以及名人，對核電

議題多數持負面的態度；專家學者、醫療人員、企業人士、東電公司與台電公

司，對於對核電議題多數保持中立或未表意見；而一般民眾對核電議題持負面

態度與保持中立或未表意見者比例相當，持正面態度者比例甚低。

第四，就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的報導在媒體框架和價值觀點上的趨勢而

言，在媒體框架上，從2011年到2012年，法律框架與環保框架的比例提升，科

技框架及國際回應框架的比例下降。究其原因，福島核災發生一年後，報紙引

述外電編譯新聞的情形大幅減低，且對於核能發電、核能電廠安全、以及核輻

射的科技性與技術性的討論減少，以致科技框架及國際回應框架的比例下降。

然而，福島核災發生後一年，許多法律性的問題，如賠償、訴訟、政府對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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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相關條例或措施的討論，以及核災衍生出的環境保護等議題陸續被提出，

以致於法律框架與環保框架的比例提升。在價值呈現上，從2011年到2012年，

成就影響價值比例下降，經濟財富價值比例上升，究其原因，可能是福島核災

初期，媒體多半討論核災在政治社會各個層面所造成的衝擊，一年後開始強調

經濟層面的影響，包含廢核所衍生的投資成本、電價調整、以及對於工商產業

的影響等。

就個別報紙的差異來看，《蘋果日報》在媒體框架與價值呈現上，並未因

時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顯示《蘋果日報》對於核電議題的報導，除了在

態度上較為一致，在報導的取向上，其報導內容則較著重在人類福祉，對核電

議題正反雙方意見的呈現較為平衡，相較於《自由時報》與《聯合報》，蘋果

日報的平衡報導比例高出許多。《自由時報》在媒體框架上，從2011年到2012

年，政治性框架比例下降，法律框架比例上升；在價值呈現上，法律秩序價值

與經濟財富價值上升。這除了顯示《自由時報》對於法律秩序的討論比例提升

之外，也凸顯媒體框架與價值之間具有連帶的關係。進一步分析其內涵，福島

核災後《自由時報》核電新聞的報導方向漸漸偏重在廢除核四、核四公投、

非核家園的法律基礎與正當性的討論，可能原因在於其間政府部門開始拋出議

題，主張核四興建工程在立法院已經過覆議程序，具有法律約束力，行政部門

非執行不可，此舉引來在野黨以及反核人士的圍剿。由於《自由時報》較支持

行動者的立場，較多採用社運行動者與反對陣營作為消息來源，也多報導核四

公投之主張，因而法律秩序的媒體框架比例提高。至於《聯合報》在2011年到

2012年的媒體框架上，除了持續強調能源框架外，另一方面則是國際回應框

架比例下降，人情趣味框架比例上升；在價值呈現上，則是人類福祉價值與經

濟財富價值上升。這除了顯示《聯合報》對於福島核災相關社會關懷、災民生

活或其他具有啟發性或趣味性的報導有增加的趨勢，反應了《聯合報》在人類

福祉價值報導的提升，更說明《聯合報》在核電議題的討論上，始終重視能源

政策的討論以及其對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重大影響。換言之，《聯合報》在報導

上偏向從執政者（界定者）的務實層面出發，強調反核的主張對於供電的穩

定、電價的調整、產業競爭力、減碳承諾及替代能源等各個影響層面必須有所

因應。簡言之，在核電議題的立場上，《聯合報》從能源、產業、以及民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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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角度設定議題，而《自由時報》除了著重在政治層面的討論，更在法律秩

序與經濟財富的議題上，與政府的主張彼此競爭。

第五，就不同時期報導的態度而言，三大報在福島核災後，對核電議題相

關報導的態度，2012年負面態度報導的比例顯著較2011年提升，而中立或未陳

述正、反面立場的比例則顯著下降。就三大報個別進行分析，《自由時報》與

《蘋果日報》報導的態度沒有統計顯著性差異，然而《聯合報》在2012年負

面態度報導的比例顯著較2011年提升。這顯示福島核災後台灣反核的氛圍在媒

體報導的呈現上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然而，就個別報紙來看，《自由時報》

與《蘋果日報》報導的態度在2011年與2012年之間並沒有顯著性差異，《聯合

報》卻在中立或未陳立場與負面態度之間有明顯的消長，這是否顯示《聯合

報》報導的比例，因社會整體反核態度而有所調整，值得持續長期觀察。

第六，除了上述的討論，本研究另針對議題範圍與風險管理階段進行分

析。就所有分析樣本而言，僅將近20%的報導明顯涉及風險管理的議題，而這

些涉及風險管理議題的報導，又有七成多集中在3月份及4月份的報導。這顯

示國內媒體對風險管理議題的重視仍有不足。僅在核災發生後或發生週年後的

一、兩個月期間，針對核電議題進行相關整備、因應、以及重建或評估的討

論。在不同題範圍與風險管理階段的討論上，台灣顯然強調整備工作的重要

性，舉凡核電廠的安全檢查、防災演習、人員的訓練、風險意識的建立與評估

等，都是整備階段強調的項目。相對而言，日本則著重於回應階段及回復評估

階段，包含政府面對核災的因應措施與作為、資訊的揭露與危機溝通、災後重

建、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評估等，都是災害發生後續階段所強調的重點。

陸、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福島核災後一年期間國內三大主要報紙有關核能議題之新聞報導

進行內容分析，雖力求嚴謹，但在研究樣本與類目建構上仍有不完善之處。

首先，就研究樣本而言，限於時間與人力，本研究僅能分析福島核災後一年

期間的三大報新聞，未能將分析擴及福島核災發生之前以及2013年之後的新

聞文本，以致資料未能涵蓋2013年309反核大遊行、行政院宣布將核四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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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核四正式啟動封存、2018年台電分批將核四燃料棒運回美國原廠，以

及以核養綠公投等重要事件，限制了媒體再現核能議題發展趨勢的探討，亦未

能比較國內媒體在重大核能事故發生前後是否產生了框架和價值的變化，實屬

可惜。由於傳統內容分析在處理大量文本時，必須選擇特定期間或採用抽樣方

法，將資料量控制於人力可操控分析的範圍。因此，未來研究可進一步結合電

腦輔助文本分析的詞頻統計分析、詞語共現分析、情緒分析等方法來處理巨量

資料。

其次，就分析的類目而言，本研究新聞框架以及價值呈現的類目建構在符

合窮盡與互斥的原則上仍有可改善之處，在編碼過程，編碼員對文本內容的

判斷大大的影響了編碼員相互同意度。在框架類目的建構上，未來若能加強結

合歸納與演繹的方法，先從既有文獻分析核能議題常見的框架，再藉由文本內

容，由下而上建立新聞框架與價值類目，研究者將更容易判斷新聞框架與報導

的價值取向，並進一步提升研究信度。在內容分析方法上，除了類目的建構影

響編碼員對資料判斷的同意度，編碼員對隱性內容（latent content）的判讀能

力也會影響研究的可信度。編碼員的背景知識、編碼過程各種干擾因素的影

響、編碼員本身的內在一致性，編碼員主觀的態度和意識形態等，都會影響其

對文本潛在涵義的解讀，尤其是抽象的概念，更不容易在編碼上達成一致性。

以本研究所討論的「框架」和「價值」為例，編碼員解讀新聞觀點的不同，所

產生的框架與價值就會有所差異（如研究方法編碼程序一節所述）。解決之

道，除了藉由編碼原則的建立，為抽象的分析類目提供具體的編碼範例之外，

編碼員間藉由合作編碼，在過程中透過討論瞭解差異並建立共識，對於提升編

碼之相互同意度具有一定的幫助。

第三，本研究僅就國內主要三大報紙的報導進行內容分析，然而，近年來

網路媒體的興起與普及，網路已成為在傳統平面媒體之外核能議題資訊匯集的

重要平台，也是核電議題論述形塑以及活動動員的重要空間。不僅傳統媒體相

當程度會引用網路的材料作為訊息來源，網路媒體本身也相當程度的依賴傳統

媒體作為訊息的供應，兩者相互影響，相輔相成。未來的研究將可針對網路公

眾資訊進行分析，並進一步比較傳統媒體與網路論述之差異與相關性。

最後，本研究僅就內容分析量化資料部分進行探討，未來可參照文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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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對文中所討論新聞框架與價值陳述等內涵提供更深入的解釋，也可以進一

步探討新聞框架是否實際影響閱聽人對核能議題的理解與態度。

 （收件：107年11月8日，接受：108年 4 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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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三大報在核能議題報導的卡方分析比較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聯合報 總計

報導類型

　純淨新聞 322（55.6%） 78（40.8%） 335（51.9%） 735（51.9%）

　特寫專訪 15（2.6%） 13（6.8%） 18（2.8%） 46（3.2%）

　社論 4（0.7%） 4（2.1%） 17（2.6%） 25（1.8%）

　專欄 107（18.5%） 45（23.6%） 18（2.8%） 170（12%）

　讀者投書 54（9.3%） 0（0%） 31（4.8%） 85（6%）

　外電編譯 77（13.3%） 51（26.7%） 200（31%） 328（23.2%）

　其他 0（0%） 0（0%） 27（4.2%） 27（1.9%）

　總計 579（100%） 191（100%） 646（100%） 1416（100%）

　x2 = 206.69, df = 12, p < .001

報導範圍

　台灣 441（76.2%） 119（62.3%） 401（62.1%） 961（67.9%）

　日本 107（18.5%） 47（24.6%） 165（25.5%） 319（22.5%）

　國際 31（5.4%） 25（13.1%） 80（12.4%） 136（9.6%）

　總計 579（100%） 191（100%） 646（100%） 1416（100%）

　x2 = 35.62, df = 4, p < .001

風險管理階段

　整備階段 57（40.7%） 17（39.6） 24（21.4%） 98（32.9%）

　回應階段 44（31.4%） 19（41.3） 28（25%） 91（30.5%）

　重建與評估 39（27.9%） 10（21.7%） 60（53.6%） 109（36.6%）

　總計 140（100%） 46（100%） 112（100%） 298（100%）

　x2 = 24.741, df = 4, p < .001

消息來源

　政府代表 102（17.6%） 33（17.3%） 166（25.7%） 301（21.3%）

　政黨民代 88（15.2%） 8（4.2%） 50（7.7%） 146（10.3%）

　東電公司 14（2.4%） 5（2.6%） 21（3.3%） 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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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聯合報 總計

　台電公司 22（3.8%） 6（3.1%） 15（2.3%） 43（3%）

　專家學者 52（9%） 32（16.8%） 42（6.5%） 126（8.9%）

　受害者 8（1.4%） 0（0%） 8（1.2%） 16（1.1%）

　醫護人員 9（1.6%） 2（1%） 12（1.9%） 23（1.1%）

　利益團體 64（11.1%） 11（5.8%） 29（4.5%） 104（1.6%）

　企業人士 14（2.4%） 9（4.7%） 21（3.3%） 44（7.3%）

　一般大眾 55（9.5%） 18（9.4%） 43（6.7%） 116（3.1%）

　名人 24（4.1%） 26（13.6%） 17（2.6%） 67（8.2%）

　其他 127（21.9%） 41（21.5%） 222（34.4%） 390（27.5%）

　總計 579（100%） 191（100%） 646（100%） 1416（100%）

　x2 = 142.08, df = 22, p < .001

新聞框架

　政治框架 177（30.6%） 42（22%） 136（21.1%） 355（25.1%）

　責任框架 101（17.4%） 39（20.4%） 108（16.7%） 248（17.5%）

　法律框架 16（2.8%） 5（2.6%） 7（1.1%） 28（2%）

　科技框架 24（4.1%） 7（3.7%） 32（5%） 63（4.4%）

　環保框架 23（4%） 8（4.2%） 11（1.7%） 42（3%）

　經濟框架 32（5.5%） 14（7.3%） 37（5.7%） 83（5.9%）

　能源框架 29（5%） 5（2.6%） 38（5.9%） 72（5.1%）

　安全框架 107（18.5%） 41（21.5%） 117（18.1%） 265（18.7%）

　健康框架 26（4.5%） 6（3.1%） 29（4.5%） 61（4.3%）

　國際反應 16（2.8%） 10（5.2%） 49（7.6%） 75（5.3%）

　人情趣味 28（4.8%） 14（7.3%） 82（12.7%） 124（8.8%）

　總計 579（100%） 191（100%） 646（100%） 1416（100%）

　x2 = 65.99, df = 20, p < .001

附錄1　三大報在核能議題報導的卡方分析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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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聯合報 總計

價值呈現

　效益能力 166（28.7%） 50（26.2%） 152（23.5%） 368（26%）

　人類福祉 90（15.5%） 32（16.8%） 92（14.2%） 214（15.1%）

　成就影響 179（30.9%） 62（32.5%） 299（46.3%） 540（38.1%）

　獨立自主 23（4%） 1（0.5%） 7（1.1%） 31（2.2%）

　創新開發 8（1.4%） 3（1.6%） 3（0.5%） 14（1%）

　法律秩序 31（5.4%） 17（8.9%） 30（4.6%） 78（5.5%）

　自然和諧 3（0.5%） 0（0%） 9（1.4%） 12（0.8%）

　個人福祉 14（2.4%） 0（0%） 4（0.6%） 18（1.3%）

　權力權威 34（5.9%） 14（7.3%） 14（2.2%） 62（4.4%）

　經濟財富 31（5.4%） 12（6.3%） 36（5.6%） 79（5.6%）

　總計 579（100%） 191（100%） 646（100%） 1416（100%）

　x2 = 76.70, df = 18, p < .001

報導立場

　正面 16（2.8%） 4（2.1%） 57（8.8%） 77（5.4%）

　負面 323（55.8%） 66（34.6%） 77（11.9%） 466（32.9%）

　平衡報導 41（7.1%） 25（13.1%） 56（8.7%） 122（8.6%）

　未表達 199（34.4%） 96（50.3%） 456（70.6%） 751（53%）

　總計 579（100%） 191（100%） 646（100%） 1416（100%）

　x2 = 285.74, df = 6,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附錄1　三大報在核能議題報導的卡方分析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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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價值類目編碼原則與實例

價值類目 類目描述 新聞內容摘錄

效益能力

（Effectiveness）

重視能否成功產

生預期結果的能

力，強調行動的

效益與效率，能

否完成特定任

務。

1.  原能會官員表示，日本海嘯對於核一、二

廠並無影響，兩廠的廠址設計皆可抵擋

十二公尺高的海嘯。【我核一核二廠 可抗

12公尺高海嘯】（自由時報 2011a）

2.  基隆市夾在核二廠與核四廠間，署立基隆

醫院與長庚醫院是第二級核災輻傷急救專

責醫院，不過，目前基隆市消防局只有四

套核生化防護衣，連除污設備也沒有，基

隆市防核災能力明顯不足，消防局表示，

將向中央爭取建置核災防救分隊。【核電

廠包夾 基隆應變核災 沒譜】（自由時報 

2011b）

3.  馬政府首次有官員表示「考慮核四停

工」。昨天第四屆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

會第五次會議中，核安委員、原子能委員

會官員和台灣電力公司針鋒相對，更有官

員嗆台電「你們沒有這個能力（三年內建

好核四）！」【3年蓋核四？ 原能會槓上

台電】（聯合報 2011b）

人類福祉

（Human welfare）

幫助他人並做有

益於整個社會的

事情，考慮到公

共利益，公正和

平等地對待每個

人，具有社會責

任。

1.  沒有任何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比得上人的

生命價值與土地的永續倫理。我想，這應

該是執政者最根本的執政哲學。【我們只

有一個台灣】（自由時報 2011c）

2.  要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需要時間和努力，

也需要大家的決心和堅持，這支廣告要獻

給全台灣，也期許大家一起來維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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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類目 類目描述 新聞內容摘錄

  讓下一代也能在美麗的土地上幸福生活。

【推非核文宣 蔡英文盼孩子免於恐懼】

（自由時報 2011d）

3.  日本發生大地震，馬英九總統昨天表示，

他前天去電日本首相菅直人表達關心，昨

天早上也打電話給正在台訪問的日本前首

相海部俊樹致意。他宣布，台灣將捐助約

新台幣一億元（三百卅多萬美元）給日

本。【台灣捐1億 社福團體送暖】（聯合

報 2011c）

成就影響

（Importance）

對某人或某事產

生影響的可能

性，強調決策或

行動的影響力與

重要性。

1.  反核意識突然蔓延全球，乃是因為日本核

災的爆發，讓反核議題不再是象牙塔裡的

學術討論，而是攸關自身的生命財產安

全。這股潮流可能會取代茉莉花革命，成

為全球的政府，不論民主或極權，貧窮或

富有，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同時要面對

的一次考驗。【綠色革命浪潮】（自由時

報 2011e）

2.  台電主管昨天說，輻射量經過空氣稀釋，

對台灣應無直接影響；不過，伴隨空氣而

來的落塵，可能汙染國內的土地或農作

物。【輻射飄台？怕落塵 每小時20微西弗

發警報】（聯合報 2011d）

3.  日本福島核電廠災變全球矚目，再度引發

世人對核能安全的關切。對我國來說，不

論美國三哩島或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事

附錄2　價值類目編碼原則與實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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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類目 類目描述 新聞內容摘錄

  件，都遠在十萬八千里之外，這次日本核

能災變不但近在交流頻繁的鄰邦，放射性

物質、受污染的農漁產品都可能波及，加

上我們在新北市斷層及火山帶集中建了三

座核電廠，國人對核電安全尤感深切不

安。【核電政策應立即檢討調整】（自由

時報 2011f）

獨立自主

（Independence）

保障個人自由自

主，享有免受干

擾的權利，並促

進自治。

1.  為加速並強化推動停建核四主張，民進黨

打算循立法院提案管道，儘速讓核四停建

訴諸公投。【綠推核四公投 下週立院提

案】（自由時報 2011g）

2.  日本地震引發核災話題，民進黨團幹事長

高志鵬昨說，他已擬好「廢核公投」提

案，希望將核四廠存廢交付全民公投。行

政院長吳敦義在立院答詢時說，這是重

要公共政策，也是公民應有權利，只要依

法，他無從反對與阻止。【綠核四公投 吳

揆不反對】（蘋果日報 2011b）

3.  日本福島核災強烈搖撼核電形象，各國

紛紛重行檢視核電政策，德國更率先宣

布二○二二年廢核；法國態度則與德國

完全相反，政府宣布繼續發展核電。兩國

雖政策走向迥異，但有個共同點，皆是先

與民眾充分溝通，這正是台灣四十餘年推

動核電最欠缺的作為。【核電弔詭：德國

不要法國要，都是民意決定！】（聯合報 

2011e）

附錄2　價值類目編碼原則與實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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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類目 類目描述 新聞內容摘錄

創新開發

（Innovation）

創造或發現新事

物和新想法的能

力，能促進知識

和技術的進步。

1.  能源局長歐嘉瑞指出，政府會積極發展再

生能源，但能源局仍將核能作為無碳能源

的選項之一，他也強調，為確保核能安

全，會檢討替代核能發電的可行性。【不

能無核電？ 民間企業主質疑】（自由時報 

2011h）

2.  蔡英文也表明將推動節約能源、減少高耗

能產業等產業結構整合、推動電業自由

化，減少耗電，並表態反對國光石化計

畫，主張立即停止該計畫，認為台灣應發

展高價值產業，讓傳統產業加入創新、研

發而升級，減少耗電量。【蔡：推核四不

商轉 2025非核家園】（自由時報 2011i）

3.  日本的製造業日益沒落，現在亟思以創新

和研發高階產品再創經濟高峰⋯⋯很多日

本官員和企業主管擔憂，2011年3月福島

核災發生後，日本廢核聲浪高漲，可能推

高能源價格，甚至無法供電，將使製造業

更難起死回生。【日本製造帝國沒落 想辦

法再創高峰】（自由時報 2012）

法律秩序

（Law and order）

遵守法律、法

規、協議和社會

規範。

1.  日本福島核災後，社會各界對馬政府的核

安能力產生極大質疑，但立法院經濟委員

會昨審查台電預算，國民黨立委卻處處護

航，民進黨要求凍結相關核電預算的提案

均被否決。【台電預算編過頭 情商藍委刪

除】（自由時報 2011j）

附錄2　價值類目編碼原則與實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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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類目 類目描述 新聞內容摘錄

2.  假設此次福島核災發生在台灣，國人將因

未臻完善周延的《核子損害賠償法》而面

臨求償無門的困境。【台灣人命財產不值

錢】（蘋果日報 2011c）

3.  原能會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施行

細則規定，是法律位階公告疏散半徑範圍

五公里，按反應爐型式、大小、當地地

形、風場、氣象等因素，評估輻射落點劑

量多少，再估計風險百分比，是有科學依

據地公告，國人應尊重原能會的評估與規

範。【若核災嚴重 是否撤市民 市府沒答

案】（自由時報 2011k）

自然和諧

（Nature）

尊重欣賞自然，

關心環境，與自

然合一。

1.  我要以自然的美好和對社會體制的反思，

表達自己對核能發電的立場。【一個人的

反核】（聯合報 2011f）

2.  呂秀蓮指出，台灣是地球村的一分子，大

家要用感恩的心來愛惜地球，也愛惜台

灣；由於水火無情，大自然翻臉，人民就

會知道痛苦。【呂秀蓮推公投 選前廢核

四】（自由時報 2011l）

3.  長久以來，人們非常清楚自然界的恐怖，

也因此對自然界獻上祝禱，應該習得如何

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智慧才是；但對自然

界的畏懼，人類卻不知在何時已經遺忘

了⋯⋯今後在地球上不要再使用像核電這

般冒瀆自然的東西。【東北關東大地震後

一周】（聯合報 2011g）

附錄2　價值類目編碼原則與實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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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類目 類目描述 新聞內容摘錄

個人福祉

（Personal welfare）

滿足個人需求，

追求自我成長和

實現，明確表達

對自身福祉或個

人成功的關注。

1.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前天宣示，當選總統後

將推動停止核四商轉。國民黨團副書記長

趙麗雲批評，蔡英文選前草率拋出核安議

題，只圖政治利益，「蔡英文當選總統，

核四將成為全世界最貴的蚊子館。」【綠

委：將提案公投 藍委：圖政治利益】（聯

合報 2011h）

2.  但在石卷市這樣的災區，求生的基本需求

已開始磨掉日本嚴謹的社會結構。一名旁

觀的婦人說：「他們不是日本人，這裡不

像日本。」天災奪走生者和死者的尊嚴，

但在注重禮儀和一絲不茍的日本，過程更

加殘酷。【撐不住了 日人撿水溝裡食物】

（聯合報 2011i）

3.  大陸搶鹽延燒到台灣⋯⋯「日本輻射危機

嚴重，恐怕未來會汙染海洋，以後製的鹽

也有問題，有備無患。」婦人吳淑芳說。

【搶鹽 中盤商 一天賣700公斤】（聯合報 

2011j）

權力權威

（Power）

擁有領導、控制

或支配個人、團

體、議題的能力

與機會。

1.  日本福島核災引發全球對核安的關注，也

促使各國重新審視其核能政策，瑞士率先

宣布暫停新建核電廠，德國也暫緩核電廠

延役；亞洲國家則多半採取評估核電廠安

全，但發展核能方向不變的立場。【日核

災衝擊 各國重審視核能政策】（自由時報 

2011m）

附錄2　價值類目編碼原則與實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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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類目 類目描述 新聞內容摘錄

2.  儘管日本政府或東京電力公司在福島核災

發生後，一再對外強調放射性物質擴散不

會對人體安全構成威脅，但在東北關東大

地震過了兩個星期後，福島第一核電廠

30公里範圍外、甚至200公里外的首都東

京，避難潮仍然沒有降溫，最大的理由是

外國媒體認為，日本政府和東電都有操作

情報的嫌疑。【日政府信用危機 福島核災

隱性後遺症】（自由時報 2011n）

3.  核電廠要不要全面徹底檢查？要不要請國

外專家來？核四蓋好核一停不停？其實擁

核反核各有理由，要不要把實際數據攤在

檯面上，充分討論辯論，甚至公投決定，

總統必須主動表明立場，不可迴避，不能

只冠冕堂皇講些不痛不癢的話。【總統府

要有方向感】（蘋果日報 2011d）

經濟財富

（Wealth）

對追求物質、金

錢、財富、利

潤、經濟成長

的明確關注或興

趣。

1.  日本地震之後，對台灣造成經濟的衝擊，

學者認為，日本地震除了造成短期的經濟

衝擊外，還有長期隱憂，就是日本核災

後，全球對核能產生疑慮，對於其他能源

的使用及原物料需求增加，將影響全球經

濟活動和經濟成長率。【學者：日震利空 

下半年淡化】（蘋果日報 2011e）

2.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主張推動核四不商轉，

實現非核家園。國營會副主委陳昭義昨天

出席立法院國民黨團記者會時表示，如果

附錄2　價值類目編碼原則與實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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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類目 類目描述 新聞內容摘錄

  台灣改為太陽能發電，每度電費將由目前

二．六二元暴增到十元以上，嚴重影響國

際競爭力。【廢核電 台電：每度電費2.62

元變4元】（自由時報 2011o）

3.  日本強震後，衝擊台灣經濟，但經濟部長

施顏祥樂觀預估，日本零組件短期供應吃

緊，觀光客也減少，但強震帶來的轉單、

重建商機，對台總體影響不大，「今年經

濟看起來不錯，呼籲企業老闆要加薪。」

【樂觀看經濟 施顏祥籲企業加薪】（聯合

報 2011k）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附錄2　價值類目編碼原則與實例（續）



72　問題與研究　第58卷第2期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Nuclear Debate in 
Taiwan after the Fukushima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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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newspapers represents the nuclear 

power issue in Taiwan after the Fukushima Event, a catastrophic failure at 

the Fukushima I Nuclear Power Plant on 11 March 2011. The Fukushima Event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n both energy policy and anti-nuclear campaign 

in Taiwan. It also draws the attention of media coverage and has great impact 

on how media frame the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dispute in Taiwan. The 

analysis of media frames and values within ongoing nuclear power policy 

debates not only helps to explain the arguments of stakeholders (or information 

sources) but also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societ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disputes. To analyze how media frame the debate of nuclear powe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specific media 

frames are used in news reports? What values are most salient in the debate?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in the media frames and values expressed among 

stakeholders in the debate? Are there any changes across time in the differences 

of media frames and values expressed in the debate?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of relevant news stories from United Daily News, Liberty Times, and Apple 

Daily, dated from March 2011 to April 2012, that were collected for the 

analyses via the newspaper web databases, this study identifies specific media 



 福島事件後台灣核能議題的媒體再現　73

frames in news reports and shows various value orientation expressed by 

stakeholders on the subject of nuclear power.

Keywords:  Fukushima Event, Media Frame, Media Representation, Content Analy-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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