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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眾傳播學」在近一世紀以來，一直是社會科學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場域。

根據 Berger 與 Chaffee (1987)在其知名的傳播科學手冊所言，傳播學乃「試圖通

過發展包含一般法則的可試驗理論，來理解符號和記號系統的製作、處理和效

果…..。」回顧二十世紀對於傳播媒體的研究與探討，可以發現學術界早已從最

初的單純媒介效果論點，發展出各式多元的研究面向。也就是說，傳播學除了牽

涉到許多其他專業學科如「社會學」、「經濟學」、「心理學」、甚至「歷史學」

外，看待「傳播」的觀點也發展出不同的途徑。大體而言，結構途徑、行為途徑、

以及文化途徑，是三種經常被用來分析瞭解「傳播」的研究取徑（McQuail, 1997）。 

以大眾媒體的效果研究與理論發展做區分，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McQuail, 

1997）。亦即：一、傳播萬能論～該階段以「皮下注射理論」為主要立論根據。

二、傳播效果有限論～ 本階段以 Klapper 在 1960 年的研究為主要發現。三、傳

播效果再發現階段～ 此一階段的學者們認為大眾媒體並非全然無法發揮預期的

效果，特別是在電視媒體漸漸深入了廣大閱聽眾的家庭之後。四、社會結構主義

階段～ 此一時期，媒體的效果已經從中介的觀點來研究，媒體不再扮演完全主

導的角色，閱聽眾的主動性受到重視，雖然在對事物的認知上，人們依舊受到媒

體報導的影響。 

雖然探討大眾媒體對於社會、個人的影響可以從微觀或鉅觀的角度加以檢

視，然而細數過去幾十年來探討媒介效果的理論，其中研究認知影響效果的「議

題設定理論」當為最重要也一直受到實務界與學術界重視的理論之一，特別是在

與政治選舉相關的議題方面。綜觀現有的研究文獻，議題設定理論雖然累積了許

多的研究報告，然而，如何藉由此一理論，並應用後設研究的分析程序，深入統

整不同研究者的研究發現，以瞭解媒體過去在政治選舉議題設定上對於民眾的認

知效果影響，卻未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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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有下列幾項目的：一、透過後設分析程序的應用，統整並釐清在議題

設定理論的架構下，不同類型之媒體（含廣告文宣）的設定議題效果大小，在同

時考量中介與調整變項的前提下，是否仍能達到顯著性的水準。二、過去與傳播

議題相關的後設分析研究報告，總是以西方的期刊文章為選取樣本 (Benoit, 

Hansen, & Verser, 2003; D'Alessio & Allen, 2000; Hullett, 2005; Lau, Sigelman, 

Heldman, & Babbitt, 1999; Mares & Woodard, 2005; Milton & Wiseman, 1999; 

Oddone-Paolucci, Genuis, & Violato, 2000; Roscoe & Jenkins, 2005; Sherry, 2001)如

此的效果檢定固然有其一定的效度與參考價值，但，若能增加國內與議題設定理

論的實證文獻，相信更能強化並擴大議題設定理論的應用層面。此外，根據研究

者初步的文獻檢閱結果發現，國內與傳播相關之學術期刊中，並未出版任何利用

完整的後設分析統計方法探究「媒體效果」的文章，不論原因是後設分析方法之

未受重視，亦或是可供分析的研究報告不夠充足，期盼藉由此次研究計畫，充分

應用西方學者經常使用的後設研究概念與統計方法，為媒介效果的研究增添更多

學術與實務上的參考數據與價值。 

綜合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關注焦點將放在媒體在政治選舉議題的研究方

面，欲回答之主要問題如下： 

1. 雖然大眾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早已受到學者專家們認同，但何種媒體的設定

效果較大？網路？報紙？電視？廣播？廣告？地方性還是全國性媒體？  

2. 從議題設定理論的第一層次以及第二層次面向比較，兩者之間的效果大小是

否有所差異？ 

3. 除了議題設定理論主要探究之「議題顯著性認知」外，大眾媒體的議題設定

功能在其他應變項的效果為何？ 

4. 考量不同調整變項（moderator variables）的情形下，媒體報導之數量或內容

與民眾認知的關聯強度是否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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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議題設定理論簡述 

議題設定理論起源於李普曼（Lippman）所提出的心像理論（Image Theory），

他於 1922 年時提出媒介訊息會影響人們腦海中的圖像，人們需透過大眾媒介來

了解複雜的外在世界。到了 70 年代，McCombs & Shaw (1972) 正式提出「議題

設定」理論，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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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顯著的相關性。 

議題設定理論經過多年來的實證測試與專家學者的批判建議，大致有下 

列幾點與其他媒介效果理論不同之處 (Kosicki, 1993)：此理論強調公眾議題與媒

體議題在顯著性相關的重要程度，而這些議題的概念型與操作型定義又都為研究

者所主導。也就是說，許多媒體、民眾議題早已被研究者廣泛地定義，而這反而

增加了認知共同議題的難度。此外，自七零年代理論發展之後的二十多年來看，

議題設定理論已經從當初純粹針對媒介報導數量與公眾議題的比較測試，進一步

認知到其他的中介與調整變項也會影響議題設定之效果，如 Tedrow and Mahoney 

(1979)加入人口學背景變項，以及其他學者加入人際傳播因素的變項研究

(Atwater, Salwen, & Anderson, 1985)。 

 九零年代以降，議題設定理論進一步地結合了「框架」的概念，學者將議題

論述、議題屬性區別以及選舉時候選人形象共同納入議題設定的分析中

(Takeshita & Mikami, 1995)，此時可謂議題設定的第二面向研究。新聞事件的屬

性如何被「框架」以影響閱聽眾，實與框架概念有相通之處，且框架效果在媒介

效果研究中亦多所述及，甚至可說是讓「議題設定」理論從以「議題重要性排序」

的第一層次研究焦點，轉向為以「議題（或候選人）屬性偏向」為中心的第二層

級 (Entman, 1993)。 

議題設定理論的實證研究 

第一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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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ombs 和 Shaw 在 1972 年所發表的議題設定理論，其基本假設為議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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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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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一項新聞議題會因為媒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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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議題設定理論的第一層次論點即為媒體報

導某些議題的數量會影響公眾如何看待那些議題。  

在此研究層次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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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相

關性比較，以驗證媒體報導是否會對民眾產生議題設定的影響。  

雖然最初議題設定的研究明確指出了媒體議題和公眾議題之間的直接關

連，但是在爾後的研究中，也發現了除了新聞報導則數的數量外的其它因素足以

影響媒體議題設定的效果。Brosius and Kepplinger ( 1990 ) 發現當報導的議題偏

向硬性的新聞時，議題設定的影響即有可能發生。民眾對於新聞議題的涉入感與

興趣與其是否會被議題的報導影響有很大的關連（Wanta & Hu，1993）。另外，「個

人差異性」也可能對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產生影響，其中的因素包括定向需求

（Needs for Orientation）、人際傳播（Zucker,1978）。Zucker (1978）指出人們會

相互討論所見所聞，並非單單仰賴大眾媒體的訊息，甚且在政治議題的理解方面

亦是如此。Rogers and Dearing（1988）研究個人經驗與閱讀報紙間的關係時發現，

個人的經驗會刺激個人對資訊的需求，因此個人常會透過報紙來獲得資訊的滿

足，這說明了個人經驗亦會代替媒介訊息，告知人們該吸收何種資訊。 

媒介可信度是另一個決定議題設定效果的因素。個人對於特定大眾媒體所報

導之新聞議題的相信程度會影響他/她對該議題的看法與意見（Rogers & Dearing, 

1988; Wanta & Hu, 1994）。此外，當人們暴露於媒體的時間越長，該媒體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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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功能也越強 (Wanta & Hu, 1994)。Wanta and Wu ( 1992 )發現當人們的談話內

容主題與電視、報紙的報導相同時，則人際之間的溝通會讓媒體議題設定的影響

更加彰顯，且進而強化公眾議題的擴散。就媒介議題和公眾議題之間的關係而

論，Behr and Iyengar (1985)的研究發現，兩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單向發展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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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關於議題設定理論第一層次的研究發現，可以確定媒體議題之於公眾

議題是呈現因果關連的，且可能受到其他的中介變項影響。然而，究竟其關連度

的強弱為何？以及放入了中介變項後，是否一定會影響兩者之間的關係，則需要

將所有相關的研究數據予以綜合分析，以確認媒體設定議題的效果大小。 

第二層次： 

「議題設定」理論的研究在第二層次上主要著重在「新聞媒體如何框架

(framing)議題並呈現該議題的不同屬性，進而衝擊民眾對該議題的理解

(McCombs, 1997)。」由於每一項議題都可以有不同的角度去看待與觀察，因此

所謂的「框架」即是媒體透過議題的一些屬性或者有目的的選擇並呈現該些屬

性，讓受眾自然地接收媒體所想要傳達的意念或想法。一旦受眾接受了媒體所傳

遞的議題屬性，對於該新聞議題的態度就會連帶受到影響，甚至隨著媒體提供的

思考角度轉變 (Tversky & Kahneman, 1982)。 

McCombs 等人(1998)以西班牙選舉為例，進行候選人形象在選民心中的顯著

度研究。他們發現選民對候選人的形象：1.情感取向〈選民對候選人形象的評價〉

2.實質取向〈意識形態、議題立場、候選人資格、經驗、人格、特質〉的確會受

到媒體報導影響。當媒體加強候選人某種形象的報導時，選民也會傾向認同媒體

所報導的候選人形象。 

Golan and Wanta (2001)研究新漢普夏初選時三份地方報紙對於兩位共和黨

總統候選人的形象報導，發現在情感的屬性上，媒體並沒有顯著地影響選民在蓋

洛普的民調表現。不過，在認知的屬性方面，選民的認同感則與報紙的報導內容

呈現正相關。Goidel and Langley (1995)研究經濟議題新聞對於民眾評估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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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的影響力，實證第二層次的議題設定理論。他們分析 1981 到 1992 年紐約時

報的頭版新聞，並與實際的生活經濟指標相比較，發現負面的經濟新聞報導的確

影響了民意的走向，即便將經濟指標當成控制變項，情況亦然。Hester and Gibson 

(2003)的研究也發現，當前一個月裡，媒體的經濟新聞越偏向負面報導時，當月

的消費者對於未來的經濟狀況評估越悲觀。Kiousis and McCombs (2004) 則指

出，對於媒體報導政治人物越關注，越強化選民對該些人物的態度。也就是說，

媒體的報導不僅僅移轉了議題的顯著性給民眾，更會間接影響選民的態度。 

在台灣的研究裡，王大同(2000)試圖從媒體、候選人與選民所構成的「選舉

金三角」角力機制中，檢測媒體的形象設定效果。經過選舉前、後期兩波段的電

話抽樣調查，發現閱報率高的讀者，受到報紙影響機會越大，且報紙對教育程度

低者、政黨傾向獨立、已做成投票決定者較具有形象議題設定效果。金溥聰(1997)

在其研究 1994 年台北市長選舉的形象議題設定中，也發現報紙對於三位市長候

選人的報導，同樣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形象認知與投票考量時的決定。 

透過新聞框架的概念，陳憶寧(2002)以實驗法探究負面新聞量對政治憤世嫉

俗感及政治歸因的影響。她發現閱讀報紙的負面新聞則數越多，受測者的憤世嫉

俗程度越高，尤其是當新聞內容以形象框架為主題時。雖然陳的研究並非採用議

題設定的第二層次觀點，但其發現仍凸顯了當媒體框架負面新聞時，對於閱聽眾

會產生相當程度的影響。另外陳憶寧(2004)針對台北市長選舉的研究則發現，媒

體不僅能夠引領選民對於重要議題的認知，在候選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媒體設定

候選人形象的效果遠大於公眾設定媒體議題能力。 

綜合上述關於議題設定理論第二層次的文獻，可以發現不管是在選舉議題、

候選人形象或者是一般的社會議題方面，媒體大幅的報導都能影響閱聽眾對於各

式議題的屬性認知，甚至進而影響民眾的情感層面和投票決定考量。因此，本研

究將透過後設分析方法，檢驗媒體在議題設定的功能上所能發揮的效果，且不侷

限於「議題重要性認知」之單一應變項，將搜尋許多不同的研究文章，找出其他

媒體報導可能影響民眾的重要應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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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採用後設分析的研究方法，瞭解議題設定理論中，媒體的選舉議

題或新聞報導數量（第一層次的自變項）、內容屬性（第二層次的自變項），與民

眾認知（應變項）之間的關聯性。因此，以下段落將概述如何搜尋相關研究文獻

與選擇適當的樣本文章進行編碼和數據分析。 

一、搜尋分析樣本之方式與條件： 

後設分析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盡可能地找出所有與研究理論中自變項相關之

實證文章。因此，文獻搜尋成為此研究是否能成功得到研究者想要的分析數據的

重要關鍵(Cooper, 1998)。為了涵蓋更多的分析文章，本研究選擇之文章類別包括

「中文研討會文章」、「中、英文學術期刊」、「可完整下載之中、英文電子期刊（例

如：pdf 檔案）」、與「中文博碩士論文」，之所以未選取英文研討會文章和英文博

碩士論文，因為如此一來會涵蓋過多的樣本，且拖延分析的時間，僅是英文的學

術期刊文章，即可抽取相當龐大數量的文章樣本，獲致具備信度，足供參考的分

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的英文文獻資料庫包括”Academic Search Premier,” “PsycINFO,” 

“ERIC,” “Social Science Index”，中文資料庫則選擇「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

WWW 版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學術會議論文摘要」、以及「CEPS 中

文電子期刊服務」等。雖然許多中文資料庫蒐集的文章並未完全溯及較早期的出

版圖書，但是藉由搜尋出來的中文文章附錄之「參考文獻」單元，相信仍可獲得

一定數量的文獻。 

確定資料庫的選用後，關鍵字的搜尋是另外一個必須考量的問題。雖然本研

究僅針對媒體使用、選舉議題、選舉活動相關的實證文章進行分析，不過，為了

避免無心的疏失，遺漏了重要的文獻，本研究以較少的字詞，先行找出與議題設

定研究有關的文章，而後再區分該文章內容是否與選舉研究有關聯。因此，英文

搜尋關鍵字將採用”agenda-setting,””agenda setting,” ”agenda setter,” ”electio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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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搜尋關鍵字則為「議題設定」、「議題建構」、「選舉」與「大選」等字詞。 

研究結果 

 經過中英文資料庫的廣泛搜尋，本研究共計找出 85 篇中英文期刊文章，其

中中文有 69 篇，英文文章則是 16 篇。雖然找出 86 篇文章，不過，經過進一步

內容分析並比對每一篇呈現的研究發現數據，研究發現僅有 23 篇，合計 25 項研

究納入後設分析的樣本。大部分可分析的研究文章中，以探討報紙的議題設定為

主要研究問題，共有 22 項研究，其他 3 項研究為瞭解電視新聞的議題設定效果。 

 後設分析的結果證明了在所有的報紙議題設定研究裡，其整體效果約為

0.25，而電視新聞的議題設定整體效果則是 0.31。雖然分析樣本大小不同，但，

電視傳遞政治資訊且影響閱聽眾的認知效果似乎仍略高一些。至於中介變項部

分，則未產生太大的效果，且沒有顯著地影響媒體對於受訪者的議題顯著性認知。 

 從議題設定理論的第一與第二層次分別探討，報紙的議題設定效果以後者較

為顯著（effect size = 0.35），也就是說，民眾對於候選人或是議題內涵的認知，

必須透過報紙才會獲致更深入的瞭解，而電視則能讓民眾瞭解哪些新聞議題值得

關注（effect size =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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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雖然「議題設定」理論已經經過三十多年的實證研究與論證，但是藉由發展

至今已經益發成熟的社會科學後設研究分析方式，本研究發現初步釐清了媒體的

議題設定效果，即便僅以電視與報紙為主要分析媒體。藉由跨年代與跨國的比較

分析，可看出不同型態媒體的設定效果會隨著不同的議題內容而有所差異。此

外，本研究綜合了國內的研究數據，一併納入後設研究的分析討論，部分數據與

發現應可提供國內實務界，特別是選舉幕僚人員，更具參考價值的媒體效果研究

資訊。 

由於本研究計畫的助理與編碼人員為研究生，透過國內傳播界較少採用的社

會科學後設研究方法來驗證變項間因果關係，增加了研究生在統計實務運作的知

識，並獲取豐碩之文獻搜尋及學術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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