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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化的社會下，由於資訊發展、交通運輸、傳播媒體發展興盛，間接帶動

人口移動!近年來臺灣新移入的外來人口快速增加，也間接促進了不同族群的融

和並且促進移民政策的形成。在臺灣對族群的定義通常是以共同來源或共同文化

語言的群體作為判斷依據，也是一種相對認同的概念。而族群認同是國家認同的

一種，國家認同對於國家安全是有重要的影響，這可從臺灣過去的歷史發現族群

認同在國家安全議題上是有其重要性。新移入的人口在新的身份之下，原本的居

民能否產生對新移入者的認同呢？而新移民的移入是否會進而影響台灣的國家

認同感呢？新移民相關的議題與新移民快速增加，通常是透過媒體的呈現。因此

一般的民眾對新移民的印象常來自於媒體的建構與影響。新聞媒體的興盛，如果

負面新聞的頻繁出現，是否會讓原本的居民對新住民貼上負面標籤? 筆者將從人

口移動與新移民相關的評論跟報導，來研究台灣民眾對新移民的認同。 

 

 

 

 

關鍵字:人口移動、新移民、認同、國家安全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Transport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migration flows. In Taiwan, we 

are encountering in rapid population increase. It resulting in the fusion of diverse ethnic 

group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mmigration policy. New immigrant population in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s i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new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will change the current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Taiwan is an immigrant society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population changes on the national 

would affect national security. This study intends to know (1)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for 

new immigrants; (2) nation ident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nation security for new immigrants.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new immigrant populations by the author in recent years of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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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現代化底下，資訊進步快速、交通發展便利、傳播媒體發展興盛，也間接帶

動了人口移動。移民人數快速的增加，並且目前全球移民人口仍然正快速增加。

1而台灣屬於海島型國家，不論是交通運輸發展跟人口移動一直都呈現蓬勃發展。

近來在臺灣社會跟政策日益開放與全球移民人口目前正快速增加下，臺灣新移入

的人口正快速增加。而新移入的居民，在新的身份下，原本的居民能否產生對新

移入者的認同呢？新居民的移入是否會進而影響台灣的國家認同感呢？這部分

相當值得深思，於是引發筆者的好奇心跟興趣想深入了解！ 

 

   政府的移民政策的制定跟推行觀看，相關新移入人民的規範跟制定逐漸日趨

完善。在資源有限的大環境下，目前政府正推動社會新移民相關的福利政策，已

取得國籍的新移民也擁有相對福利，新移民成為台灣的一份子，是否會使原本的

居民接受新移民？再加上近年由於新聞媒體的興盛，報導關於新住民的負面新聞

不曾間斷，在新聞媒體所呈現的新移民形象，是否又會讓原本的族群對新住民有

所誤解並且加深造成雙方間的隔閡 ?  

     

    現今不論是外籍配偶、外籍勞工、外籍幫傭，台灣社會在新住民的移入人數

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相對於台灣原本的社會跟人民而言，這些都是新的族群加入，

然而族群的定義大多是以具有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共同文化或語言的群體，

也是一種相對認同的概念。2不一樣的族群共同居住、相處在相同區域裡，因有

                                                     
1 陳明傳，「國際防制人口販運問題之研究」，第二屆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學術研討會，( 桃園：

中央警察大學，2008 年 12 月 8 日)，頁 164。 
2 國家安全會議，2008，「族群關係、國家認同與信賴危機的威脅」，2006 國家安全報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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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一樣的背景跟環境塑造，以及生活跟文化的差異，對大環境來說已是個變動。

在相關政策的影響下，新住民的族群加入，為原先區域內的族群帶來的生活型態

以及文化上的衝擊，對於台灣社會整體的認同感的影響為何？而這樣的落差，又

是否會讓原本族群與新住民產生隔閡，並進而影響國家安全嗎？ 

 

    本研究以探討新的住民進入一個不同於原先文化、語言的區域，是否會衝擊

該國居民的社會整體的認同感，藉此了解是否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影響?筆者將透

過了解研究人口移動相關的理論與文獻，並進一步檢視四大報有關在台灣新住民

的相關報導。
3本文研究的方向是透過台灣人是否認為新移民是台灣的一份子，

藉此了解新移民增加對台灣社會整體的認同感的影響。在此試圖以量化與質化的

研究途徑，分析國內各大報的相關報導，藉由了解報紙報導的態度是正面或負面，

檢驗台灣社會整體的認同感是上升或下降。 

 

第二節 研究假設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台灣民眾對新移民的態度是否對影響台灣社會整體的認同感。而

台灣社會既有的族群關係如何影響民眾對新移民的態度呢？就台灣民眾對新移

民的態度，國外相關研究文獻的理論觀點能否解釋台灣的經驗呢？就以上國外研

究所提出的解釋變項而言，哪些因素在台灣也發揮影響？其影響如何解釋？這些

都是本研究企圖了解的研究問題。 

 

 

 

                                                                                                                                                      
修訂版），頁 70。 

3 人口移動是指人口在地理空間上的位置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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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設 

 

本文透過了解台灣人是否認為新移民是台灣的一份子，藉此了解新移民增加

對台灣社會整體的認同感的影響。新移入的人口的增加，原本的居民能否產生對

新移入者的認同，新移民增加是否會影響台灣社會的認同。透過了解報紙報導對

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為何？不同報紙報導對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有無不同？檢

驗的假設為新移民增加降低台灣社會的認同，若是此假設結果成立，應可發現主

要媒體中有關新移民的形象多為負面。 

 

二、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法 

 

    對於上述假設，在此依據內容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來檢視資料，內容分析法是

一種研究技術，是處理資料的專門化過程，擅長對於人類傳播的研究。內容分析

法具有非親身訪查與便於處理資料的優點，是研究製造的傳播內容和和推敲其問

題。內容分析法不需直接觀察行為或是訪談，而是經由依照內容分析法整套程序

規劃，藉此從資料中得到有效的推論之研究法。4在此針對新移民相關報導主題，

收集有關國內報四大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

新移民報導資料進行歸納、判斷、統整、分析之工作。 

 

 

 

                                                     
4 王石番，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台北：幼獅，1989 年），頁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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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架構 

 

一、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新移民相關報導為研究對象，希望從中了解台灣人是否認為新移民

是台灣的一份子，以了解台灣社會整體的認同感的影響。研究對象為報紙報導的

原因為報紙為印刷資料收集容易，研究對象以閱報率較高的國內前四大報為主。

收集有關國內前四大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

新移民報導資料進行歸納、判斷、統整、分析之工作。5 

 

(二)研究時間 

    國內前四大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上刊載

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時間為 2011 年之間的相關新聞，其中涵蓋版面(或以關

聯性區分)有社會、政治、生活、文化/活動、親子/教育、醫療/科學、社論、專題

報導等八個主要面向。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以內容分析法為主，因其是一種處理資料專門化過程的研究技

術，研究者需清楚研究問題，先以理論來規劃之後再依計畫執行，清楚敘述問題

後蒐集資料與分析，列出分析步驟最後驗證假設。本研究流程可分成以下階段，

形成問題與假設、界定母群體、選擇樣本、界定類目、資料分析與結論解釋，依

照前述之方式了解問題與假設，依照適當的理論詮釋發現。6 

     

                                                     
5 楊孝濚，傳播研究方法總論（台北：三民，1978 年），頁 197-198。 
6 同註 4，頁 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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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研究問題 

 

    內容分析需先要確認清楚研究問題與假設，之後閱讀相關文獻確定方向。確

認理論是針對問題，並從有關報導找尋答案，藉此了解方向趨勢。 

 

（二）、界定母群體 

 

    母群體的界是定內容分析法中相當重要的階段。界定母群體的目的以規劃研

究內容主體的界限與適當的操作定義。本文在此界定母群體是以新移民為相關的

報導，以檢索國內前四大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

之新移民相關的報導，母群體限定的時期是以時間範圍為西元 2011 年。檢索內

容是新移民相關的所有報導，並使用與新移民相關之關鍵詞進行檢索。其檢索內

容關鍵詞是「新移民」、「新移民之子」、「外籍配偶」、「外籍配偶之子」、「外籍新

娘」，經由關鍵字檢索閱讀相關新聞，藉此分析新移民之報導。7 

 

（三）、單位設定 

 

    內容分析法中的抽樣單位，主要功能是提供研究的分析。分析單位的選擇主

要考量是為了符合研究目的，回應研究問題並講求效率，是分析過程中實際計算

的最少元素。本研究的母群體為國內前四大報之報導，分析單位標準要明顯易觀

察，以新聞的特性而言，分析單位常以字、句、段、篇、則、為主，本研究的分

析單位設定是以「則」為單位。8 

 

                                                     
7 同註 4，頁 236-244。 
8 同註 4，頁 232。 



 

6 
 

（四）、界定類目 

 

內容分析法中相當重要部分是界定類目，建構類目系統可說是其核心工作，本研

究所運用類目主要分為「主題」與「方向」。其分類方式是以新聞報導內容為主

題，新聞主題類目是以報導的基本資料，其內容包括新聞來源、日期、標題、版

次。透過了解新移民相關報導的基本資料，藉此了解新移民相關報導的趨勢。而

方向類目是表示主題態度，而報導態度為方向作為本研究之主要探討。以本研究

而言新聞報導內容的態度是重要參考依據，對此將新聞報導內容的態度區分為三

種類，分別是正面、持平、負面三種。9
 

 

（五）、資料分析 

 

透過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方式分析資料，經過蒐集的資料後從中加以分析，以

得到研究的結果並作後續推論。透過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方式，以量化分析之方式

針對有關「新移民」的報導，經過比較分析藉此了解本研究論點是否成立。10
 

 

（六）、結論解釋 

 

透過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方式分析國內四大報「新移民」相關報導的資料，藉

此以驗證問題與假設論點是否成立。透過了解報紙報導對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與

不同報紙報導對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對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是否會讓原本的

居民對新住民貼上負面標籤，以此驗證假設新移民增加降低台灣社會的認同，若

是此假設結果成立，應可發現國內四大報中有關新移民的報導的形象多為負面。 

 

                                                     
9 .同註 4，頁 208-212。 
10 同註 4，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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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 

 

    臺灣是屬於海島型國家，從臺灣過去的歷史可發現族群認同在國家安全議題

上是有其重要性。這可從省籍問題對台灣族群議題所造成的影響，顯示出新族群

的進入對台灣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性。近年來在全球移民人口目前正快速增加與臺

灣社會跟政策日益開放下，新移入的人口在臺灣正快速增加，即將成為新的第五

大族群。現今政府正有計畫性地推動相關的移民政策，新移民的相關規範跟制定

逐漸日趨完善。這樣的變化為原先區域內的族群其生活帶來的改變，是否能讓原

本族群對新族群產生認同，視新移民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族群和諧是影響國家

安全的重要議題。 

 

一、新移民的興起 

 

    跨國婚姻的形成因素有相當多種，學者通常是從全球化影響或是國家角色的

改變探討，而經濟因素對於新移民的興起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學者夏曉鵑提出

跨國婚姻的形成是資本主義扭曲發展，進而被邊緣化者為了謀求出路的結果。11而

新移民女性因為來自較弱勢的環境，以至於常被視為具有些負面意義。造成新移

民子女常受到社會歧視的眼光，進而受到排擠，在社會適應、自我認同、自我概

念的發展上常會有較大的阻力。12台灣新移民的形成是起始自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少數東南亞歸僑媒介東南亞女子。之後台灣隨著經濟成長，台灣男性往東

南亞地區尋覓合適的婚配對象的趨勢上升。由於東南亞各國經濟投資時期不同，

並且受限於台灣的法令因素，也因此台灣男性的婚配對象也隨著不同的時期與法

令限制有所不同。 

                                                     
11
 夏曉鵑，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2002)，頁 20。 

12
 李文盛，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之自我概念與學習態度、成就動機之比較研究（台中：台中教

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2007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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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依照跨國婚姻的特性差異，台灣的東南亞跨國婚姻可大略分成三個時期。

13 

（一）此時期開始大約自 1980 年代，台灣在 1980 年的經濟成長率約在 7.9%，

生活相較之下優於東南亞諸國，當時東南亞跨國婚姻移民結婚對象大多是

退伍老兵。141980 年代當泰國與印尼女子也漸漸出現在台灣農村，而這些

外籍女子有些是因為被迫嫁至台灣或是因為語言隔閡，其逃婚的比例相當

高，之後來台的外籍女子人數漸漸減少。 

 

（二） 台灣到了 1990 年時經濟成長率約為 5.3%，經濟環境相較於東南亞國家仍

有其優勢，此時東南亞女性仍前往台灣成為跨國婚姻移民。
15
台灣政府在

1994 年推動「南向政策」，促成業者發現東南亞市場的跨國婚姻商機，此

時東南亞籍女性的大量成長。16此時社經地位較為弱勢的台灣男性難以在

台灣找到合適的婚配對象，於是藉由婚姻仲介業者轉往東南亞地區尋覓合

適的婚配對象。17 

 

（三）到了 2000年開始台灣與東協國家的互動更為頻繁，隨著亞太經濟的興起，

新移民的人數也逐漸增加。 

 

二、新移民的相關形象 

    

    由於台灣特殊的政治生態，政府的居留與移民政策較易受到注意與討論，也

                                                     
13 顏錦珠，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之研究（嘉義：嘉義大學，家庭教育所，2002)，

頁 40。 
14 夏曉鵑，「女性身體的貿易-台灣/印尼新娘貿易的階級、族群關係與性別分析」，騷動，4 期（1997

年)，頁 10-21。 
15 同註 13，頁 40。 
16 蘇雅雯，「析論台灣新移民問題」，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刊，64 期（2007 年)，頁 1-4。 
17 夏曉鵑，「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 期

（2000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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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移民的議題也容易連接上國家認同的部分。新移民相關的政策規定與社會

議題，甚至是新移民快速增加，通常是來自於媒體的呈現，因此一般的民眾對新

移民的印象常來自於媒體的建構。而媒體的建構也是影響一般的民眾對新移民印

象重要因素，透過了解媒體對新移民的態度進而可以了解一般的民眾對新移民的

看法。 

 

    對於探討透過了解媒體對新移民的態度進影響一般的民眾的看法，依據國內

學者夏曉鵑的研究，其提出台灣的媒體對新移民增加的現象定位為社會問題。18趙

彥寧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看法，其提出新移民被視為問題的原因是無法熟練的使用

台灣的語言與文字，以至於被誤認為水準低落。
19
 

 

    通常少數族群身處於相對的弱勢，常因為身陷政治經濟力量的弱勢而導致缺

乏媒體所有權失去掌握文化再現的權力，以致於身處於惡性循環中。20在現今資

訊流動快速的時代，人們資訊的取得大多透過媒體傳播獲得，因此媒體對於社會

現象、族群形象之描述，對於現今社會中的人們有強烈的影響力。21而透過過去

相關研究亦指出台灣媒體對新移民其報導的內容反映了台灣人對新移民的態度。

22 

 

    媒體對於社會現象、族群形象之描述其對族群的形象再現雖擴大了大眾的認

知，但也會對社會大眾心中對各族群的特定形象認知有所影響。Van Dijk 提出族

群歧視的態度與行為常藉由媒體呈現，透過媒體的呈現與反覆再製，人們因此學

得族群歧視並引用媒體內容替自己偏見作辯解。 

                                                     
18 夏曉鵑，「「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 期（2001 年)，頁 157-196。 
19 趙彥寧，「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案例」，台灣社會學刊，

32 期（2004 年)，頁 59-102。 
20 張錦華，公共領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台北：正中，1997），頁 39。 
21  Van Dijk, Communicating Racism: Ethnic Prejudice in Thought and Talk, （ Newbury Park: 

Sage,1987）,pp15. 
22 同註 14，頁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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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與認同 

 

（一）、族群的概念 

 

    近代民族概念形成的兩條路線可分成原生論與建構論。原生論是認同產生的

相關理論，原生論提出認同是建立在血緣、文化、語言或是宗教這種觀察得到的

共同基礎，是一種自然的、固定的與先天的。而另一種理論建構論則是認為認同

是根基於共同的歷史、經驗與記憶，是後天的其來自人為的選擇與社會的建構，

是一種可隨時間與空間可做出調整。
23台灣通常定義個人與集體認同是來自於原

生論的血緣與文化，這可從台灣長期以來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對於取得公民身

分是以血統主義為原則，對於外族人口的歸化篩選較為嚴格可看出。24 

 

    學者王甫昌認為通常研究者對族群下的定義是：「族群是一群擁有共同的來

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是被其他人認為，構成一

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其提出過去較接近描述族群現象的詞是民族（nation）

或種族（race）。25在英語的使用上民族（Nation）通常所表示是「擁有被歷史文化

與共同祖先所連結的共同體」，民族是擁有地域、語言、宗教與祖先這些客觀特

質，也包含人們的認同與感情這類主觀特質。也因此民族是由人口、語言、地域

這些客觀特質與認同與感情甚至想像等主觀因素相結合的複合式概念。而民族主

義（nationalism）可說是由此概念所延伸出的的一種民族中心主義，經由建立屬

於自己民族的國家（nation-state）表達理念與訴求，民族國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

國家，是具有合法性的特定民族之統治疆域。族群則是以語言與文化認同為其特

                                                     
23  施 正 鋒 ，「 國 家 認 同 與 國 家 安 全 」， 施 正 鋒 博 士 個 人 網 站 ， 2001 年 12 月 ，

http://mail.tku.edu.tw/cfshih/def5-2-010830.htm。 
24  成露茜，「跨國移工、台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第 48 期（2002 年），

頁 15-44。 
25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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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不同於民族具有民族國家的政治性，其所強調的是社會群體的文化特徵。
26 

 

族群是意識到其擁有不同於其他群體的歷史經驗與象徵性的文化活動（語言、

宗教或習俗）的群體，其本質是介於原始發生與人為主觀感受之間，族群是藉由

歷史經驗與文化活動所凝聚而成。27藉由族群簡單的定義：「族群是一群擁有共同

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是被其他人認為，構

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28由此可看出描述族群的兩個特性其一是擁有共同

的來源，另一個則是構成一個獨特社群且被他人認可。也因此可看出族群相較於

其他類型的團體認同，其強調共同的來源最做為其分別「我們」與「他者」的標

準。
29
 

 

    族群認同是起於特殊的遺傳歷史與社會起源，其獨特性的發展影響族群團體

其本質，也因此本質論認為族群團體的形成是自然的。現代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

（modernist or rationalist）認為族群動員的原因可能來自於族群的利益或期望受到

嚴重威脅，族群了為保護利益受到威脅或是避免失去提供利益的新機會而造成動

員。從工具論的角度來看，族群團體為了成員的集體利益而有目的形成。從工具

論與本質論的角度對族群團體所做得探討，雖然有相當多的團體形成是有長久的

歷史與緊密的關係，卻不是全部團體都是依此而形成，可見指從此一角度做探討

似乎仍有無法清楚解釋之處。30 

 

台灣在早期是沒有普遍使用「族群」（ethnic groups）這個概念，「族群」此

一詞彙的經常使用，一般人是在 90 年代之後，其成因有可能是因為台灣有些現

                                                     
26 明躍玲，「民族識別與族群認同―以湘西紅土溪村的民族識別過程為個案」，雲南社會科學，第

2008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42-45。 
27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出版，1998 年），頁 34。  
28 同註 26，頁 10。 
29 同註 26，頁 10。  
30 劉華宗，族群衝突與政治整合：比利時與台灣之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2005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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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用族群問題或是族群爭議的概念來描述。
31關於族群形成的理論有相當多種，

王甫昌卻指出事實上沒有一定的客觀標準，能明確指出一個社會擁有客觀存在的

族群。由於「共同的文化」與「共同的來源」需要歷史與文化的證據，但這些證

據通常有其模糊地帶，可供不同的角度解釋。因此藉由文化或血緣尋找族群「本

質」是相當困難的，其結果通常是徒勞無功甚至可能引起不同立場者的對立或是

衝突。32 

 

（二）、認同之概念 

 

    認同的定義有相當多種解釋，最簡單的理解可說是探討我是誰。若是從國內

學者江宜樺的定義來看，認同可說是一種心靈活動，是主體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

的存在。33認同的主要功能可分為三種，分別是提出選擇、建立關係與獲得力量。

34國內學者則是提出認同的意義可分為「同一與等同」（oneness、sameness）、「確

認與歸屬」（identification、belongingness）與「贊同與同意」（approval、agreement）

這三種。35 

 

    學者高格孚（Stephane Corcuff）提出：「因為認同一直在改變，所以認同是

多元文化的。」36而認同也可分為自我認同與集體認同兩種，自我認同是透過自

我來界定，而相對的集體認同是依據團體的肯定，而視團體為一相連的整體。人

類具有社群歸屬的傾向，個人所屬的社會團體其身分、角色、語言、習慣之類事

物塑造了個人認同。37 

                                                     
31 同前註，頁 3。 
32 同前註，頁 11。 
33 同註 28，頁 13。 
34 Montserrat Guibernau,“National Identity and Modernity”,Alain Dieckhoff ＆ Natividad Gutierrez 

ed(s).,Modern Roots: Stud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ldershot: Ashgate, 2001), p.76. 
35 同註 28，頁 9。 
36 高格孚，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文化，2004 年），頁 54。 
37 蔡英文，認同與政治－一種理論性的反思，政治科學論叢，第八期，（1997 年 6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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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藉由差異性來區分我群與他群，認同具有分別我群與他群辨識的功能，

同時也具有達成個體與群體間歸屬感連結的功能，進而對我群產生歸屬感。身分

可說是來自於認同的過程，因此人們會想提高與維護其認同或是提高及保護其身

分。在社會心理學的符號互動論中，其提出認同提供了個體角色扮演的能力，而

在和他人的互動過程中，個體藉著扮演社會認同的角色將自身與群體連結的歸屬

感，並經由扮演創造新角色突顯個人認同。
38。 

 

    認同的社會現象通常是將自身視為某種特徵或特性的群體中的一員，而自身

與群體擁有共同的特性與利益，強調其共有相似或相同的特性。
39社會規範透過

心理機制使個體凝聚結合成社會，這種過程會使個人將集體的價值與身分內在化，

進而使個人認同社會的集體意識。個人身處於社群文化的性格，可說是構成認同

的因素之一。40 

 

（三）、族群與認同 

 

在探討族群概念最常探討的主題是族群認同的功能，藉由族群認同的功能可

以使人們感到歸屬於具有傳統與未來目標的群體，社會或團體的概念就是希望能

將個人整合入這種大於個人的團體。41 

 

    社會認同理論提出人類會經由某些社會群體成員的資格建構自己或他人的

身分，藉由研究了解人類是如何建構自己與他人的身分，進一步就可以藉此了解

人類的社會行為。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社會認同是個體對其所歸屬的群體的認知與

信念，透過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個體將分別成與自己相似或相異的兩類

                                                     
38 周曉虹，「認同理論：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分析路徑」，社會科學，第 4 期（2008 年），頁 46-48。  
39 吳乃德，「愛情與麵包」，台灣政治學刊，第 9 卷，第 2 期（2005 年 08 月 30），頁 10。  
40 呂華維，台灣的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之研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碩士，（2002 年)， 

頁 61。 
41 同註 26，頁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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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相似的個體歸類為內群體（in-group）相異的個體歸類成外群體（out-group），

藉由貼上內群體或外群體的標籤完成社會類化的過程（social categorization）。 

 

族群認同通常是個體並未意識到的過程，其中包括了自我認同、歸屬感、對

參照群體的認知以及個體在群體中的價值分享。族群與種族的混淆起因於社會歸

屬與種族的群體起源或生理特徵產生混淆，族群認同是建立在血緣與文化其強調

原初情感的重要。族群力量的來自於其共同的基本文化特質，而原初的聯繫或情

感是起源於被假定的傳統其聯繫構成了身分與認同的基礎，這些基本的文化特質

包括個人生理的特徵與社會性特徵。 

 

血緣關係對族群來說是一種具有優先的、既定的且強而有力的社會約束，族

群聯繫是具有強制的力量和情感，族群約束的力量是可能壓倒其他的忠誠。族群

這種強烈認同感和團結的態度，其強大到可能會妨礙甚至破壞的國家建設。
42藉

由社會學的觀察角度可發現人類天生就具有需要團結（union）隸屬於集團的渴

望，人類會尋求對族群的身分認同與歸屬感。自我身分追尋的動力是來自於想被

外界所了解與認識的需求，而為了被人了解就需要明顯的身分認同而且不同他人。

透過上述兩點可發現推動身分認同的最原始動力，其來源可說是「團結」及「被

了解」這兩項基本的人性需求。43個人對社群認同的歸屬，其反應了透過參與和

委身於團體所擔負的責任，個人對團體將擁有某種連結與使命感。 

 

    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認為人們是透過共同的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與

歷史淵源等特徵來界定自己與他人所屬的族群。一般而言，人類會將相同血緣系

                                                     
42 張友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和諧何以可能」，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 2008 卷第 5 期（2008

年），頁 150-153。 
43 王思維，「族群意識建構在全球化下的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 卷第 1 期（2010 年），

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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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與文化系統的人視為同一團體，並對此產生親近的認知與感覺。
44若是從國家

安全決定於集體認同的角度來探討，在國家內部的成員對國家認同有所不同時是

可能構成威脅國家安全，尤其是國內一般人多半是使用原生論的定義。而粗糙指

認集體認同的身分，有可能會演變成集體排外的現象。
45
在藉由了解族群的概念

與族群認同的關連，可對於新移民在移入後對台灣的國家認同感的影響有所了

解。 

 

四、移民與國家安全 

 

    對於國際移民的考量，除了國際移民可能產生多種經濟效益，也有移民會對

國家安全造成衝擊的問題。經濟利益考量未必能主導國家對於國際移民的考量，

移民問題如果牽扯到國家認同因素時，這時國家不論是開放或是管制國際移民的

政策都需優先考慮國家利益。移民政策此時不再只是經濟問題，當國家主權與邊

界管制被簡化後，成為國家認同的議題後，移民政策就成為牽涉文化、意識型態

與道德價值的複雜議題。 

 

    在過去傳統觀念上認為國家是主要影響國際安全的行為者，國家對國界的影

響或是對他國的侵略將會破壞國際社會的安全與和平。但自從在後冷戰時期之後，

區域安全常因環境的變化與人口移動而不穩定，甚至影響國家安全。國家之間不

僅僅只是為了資源或土地而發生衝突，區域安全的破壞常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與

國家間人口移動。國家間爭議與衝突越來越多，已非國家能獨立解決，國際秩序

亦非全由國家所主導。因此國際社會開始修正這種觀念，認為影響國際安全的並

非只有傳統觀念上認為的因為資源或土地而發生的衝突。46 

                                                     
44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20 期（2003 年

12 月)，頁 109-110。 
45 同註 42，頁 61。 
46 鄒念祖，「聯合國維和行動的未來」，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11 期，(1996)，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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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藉由全球化的影響，相較於以往移動確實更加快速且方便。隨著國家主

權對於移動所造成的限制下降，移動選擇不再只是侷限在於週遭的國家。也因更

多人選擇移動改變居所，目前移民仍正在快速增加。
47而藉由了解國際間各國的

態度，就可以了解國家對國際遷移的重視程度。
48
現今各國因國際安全不再只受

限於傳統觀念上的衝突而對移民快速增加而更加關注。49。 

 

移民遷徙更因全球化（Globalization）縮短地理距離而使移民遷徙變得更為

便利，在全球化下，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連結關係更受到衝擊，個人安全常會對

國家與全球造成不同層面的影響。第一層次為垂直關係，國家與個人互動關係將

受到影響，個人安全甚至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第二層次為水平關係部分，全球

化打破國家主權的疆界觀，因此個人安全將與全球體系更緊密的結合。 

 

    由於全球化對國家體系作成水平與垂直層次的影響，水平層次上消弭了國家

的主權疆界，使得國家融入全球體系中，現今國際秩序已經不再全由國家所主導，

非國家行為者近來在國際舞台上也扮演重要角色。垂直層次部分，全球化更打破

國家內部國家對社會與個人的垂直統治關係，更多國家在全球化風潮中改以「治

理」（Governance）概念來聯繫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50全球化現象反映了國家

角色的影響力的下降，同時也代表全球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上升。51 

 

    全球化並非只是受限於特定的區域，除了國與國的連結外也包括橫跨洲際間

                                                     
47
 Peter Kivisto, Multiculturalism in Global Societ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2. 

48  E. A. Nazarova,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Processes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of Russia ” ,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46 No.4( 2007), pp.91 
49 同註 52，頁 56。 
50 王崑義、蔡裕明，「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遠景基金

會季刊，第五卷第二期(2004)，頁 157。 
51 張定天，全球治理概念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謝沛學，全球治理－國際合作的新模式，（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2002 年）。 

鍾京佑，「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行為主體與行為模式」，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 年

01 月），頁 1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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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離，全球化是多邊的網絡關係。
52全球化對人類的影響可分成許多層面，通

常影響的現象有全球社會距離的縮短、資本主義與全球市場的進展、西方價值與

民主制度的現象與全球市民社會的現象（Global Civil Society）。53這些全球化的現

象，對國家、社會與個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影響，由於國家的基礎單位是個人，

而移民問題牽涉個人安全並影響國家安全，在此全球化下移民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勢必也關係國家的穩定。 

 

    國際移民是一個持續性的人類歷史現象，它不是違反歷史常規的特例。移民

問題可能造成區域緊張或文化認同挑戰，種族問題也是經常出現的問題。人口的

移動通常與人口成長、科技的進步、政治的衝突、戰爭、自然災害，甚至瘟疫都

有密切的因果關聯。在近代史上，殖民帝國的現象，工業化的進程，與民族國家

的興起，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成長，在這一些現象的發展過程當中，大規模

的國際移民一直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54移民問題涉及國家安全與個人安全，在

全球化風潮的影響下，移民對國家安全的衝擊與影響也會對全球體系的穩定造成

衝擊。個人安全也將對全球體系直接或間接的衝擊與影響，由於此影響作用是雙

向的影響，因此無論是個人或全球各國都應重視此影響並審慎的評估。 

 

    經濟現象的發生主要為人與人間的交易行為互動，一旦沒有個人的交易行為，

將不會有經濟的效果出現。然而目前已開發國家的人口零成長提前發生，一旦國

家勞動力短缺將會使得經濟發展造成停滯。雖然不同的學者對移民與經濟的關係

有不同解釋，但對國家來說彈性的移民政策將對國內經濟發展的穩定有所幫助。

因此，現今已開發國家已經逐漸重視移民現象，希望透過外來移民以填補勞動力

短缺的問題。但勞動力的引進勢必會引起影響國內的勞動市場的疑慮，而地主國

                                                     
52 同前註。 
53 同前註。 
54 鄭又平，「全球化與國際移民：國家安全角度的分析」，發表於政府再造與憲政改革系列研討會：

全球化之下的人權保障與人才共享 (台北：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2006 年 2 月 21 日)，

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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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景氣好壞，失業率的高低，都可能影響到當地民眾對於外籍移民的接納程

度。 

 

     雖然多數學者仍認為合法移民對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效應是正面幫助，但

在對分析移民對移出國的影響，多數學者仍是持負面的態度。
55國際移民並不是

造成被批評問題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應是移民的事實對經濟、社會所造成的衝擊。

左派學者認為這種人口外流是一種「不平等交換」，這造成了國際的不公平現象，

並進一步造成文化認同的迷失。國家對移民現象的處理在考量到國家認同因素時，

這時國際移民的政策都需優先考慮國家利益。移民政策不只是經濟問題，移民政

策為牽涉文化、意識型態與道德價值的複雜議題。但國際移民是目前難以避免

的事實，如何減少負面的衝擊，在藉由了解族群與國家認同感的關連，可對於新

移民在移入後對台灣的影響有所了解。 

 

                                                     
55 Myron Weiner, “International Emmigration :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Interacti Between Poor and Rich Countries, October,( October 1993),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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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移民相關報導分析 

    本研究以國內四大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

於 2011 年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並逐一閱讀並量化分析，透過了解報紙

報導對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藉此了解是否支持本研究的假設。本章節分為兩大

部分，第一部份是量化 2011 年國內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並將新聞報導的基

本資料以表格或圖表呈現。第二部份是透過了解新移民報導正面與負面觀點與消

息來源，並將新聞報導的資料以表格或圖表呈現。 

 

第一節 新移民相關報導基本資料分析 

 

一、新移民報導則數分類（表 2-1） 

本研究以新移民相關之關鍵詞檢索國內四大報相關新聞報導，並逐一閱讀整

理相關之報導，總共取得新移民相關之新聞報導 669 則，其中《中國時報》為

77 則，《自由時報》為 154 則，《聯合報》為 382 則，《蘋果日報》為 56 則。表

2-1 為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國內四大報報導新移民相關新聞則數與其百分比，以及

圖 2-1 為其新聞報導則數比例圖。 

 

表 2-1：四大報報導則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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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圖 2-1 新聞報導則數比例圖，可發現其中《聯合報》為 382 則數量為四

大報相關新聞報導中最多，占了全部新聞報導的 57.10%。新移民相關新聞報導

數量次之為《自由時報》為 154 則，占了約 23.02%。第三的是《中國時報》新聞

報導數量為 77 則，占了約 11.51%。 

 

 

圖 2-1 四大報報導則數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從四大報的新聞報導則數與比例來，《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新聞報導則

數較多，其中《聯合報》的新移民新聞報導比例甚至大幅超出其他三大報。可看

出《聯合報》對新移民的議題重視度相當高。至於《蘋果日報》則數最少，其所

占的比例甚至不到《自由時報》比例的一半。《蘋果日報》對新移民議題的數量

遠低於其他三大報，《蘋果日報》對新移民的報導角度似乎不同於其他三大報。

而《聯合報》對新移民的議題重視度相當高，以及《蘋果日報》對新移民議題的

數量為四大報最少，這部分將在後面的章節再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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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移民報導版面分類（表 2-2 與表 2-3） 

    本研究以國內四大報上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2011 年共有 669 件相關

新聞分類，其中涵蓋版面(或以關聯性區分)為社會、政治、生活、文化/活動、親

子/教育、醫療/科學、社論、專題報導等八個主要面向，《中國時報》為 77 則，《自

由時報》為 154 則，《聯合報》為 382 則，《蘋果日報》為 56 則，合計為 669 件

新聞。製作表格將新聞以八個面向做分類(如表 2-2)，蒐集時間限縮 2011 年。 

 

表 2-2：新移民報導版面數量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由表 2-2 可得知四大報合計為 669 件新聞中，《聯合報》新移民相關的新聞

占最多有 382 則，其中《聯合報》又以文化/活動的報導數量最高，其數量甚至

與其他三大報的文化/活動相比也是最高的占 144 則，其次則是社會版面，第三

則是政治版面。其次是《自由時報》為 154 則，《自由時報》文化/活動也是該報

最高的版面主題，數量占 53 則，其次則是與《聯合報》相同為社會版面，第三

也是政治版面。《蘋果日報》則數是最少的，其前三名新移民報導版面的順序相

同《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比較特別的是《中國時報》，該報則數位居第三為

77 則，但文化/活動的比例卻是四大報中最少的，其前三名的主題與其他三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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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異，分別是社會版面為首，生活版面次之，第三也是政治版面。 

     

表 2-3：新移民報導版面數量比例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四大報報導以百分比來做為報導的比較，從表中可看出四大報報在報導版面

前五名都是社會、政治、文化活動與親子/教育，只是所占的比例是有些不同的。

《聯合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前三名新移民報導版面的順序相同，並

且比例也相差不多。三大報文化/活動的報導比例為最高，若是從報導的類型與

來源觀察，可發現多與政府官員有關，似乎反應了新移民的議題有受到政府官員

的關注。 

 

而其中《中國時報》雖然前三名新移民報導版面的順序不同其他報紙，但在

社會與政治報導版面的比例相近於其他三報。而從新聞報導初期中不外乎報導居

留權、身分證、文化差異、語言溝通、夫妻婚姻、家暴..等狀況，後其逐步有公

部門協助新移民的新聞或舉辦新移民文化活動的新聞，以及以新移民為主體的所

組織的團體持續運作、發表新聞，這些發展內容來判斷社會與政治報導在探討新

移民的議題上仍被相當重視。 



 

23 
 

第二節 新移民相關報導觀點與來源分析 

 

一、 新移民報導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 2-4 與表 2-5) 

    四大報對於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觀點，於本研究中閱讀所有相關新聞，以

新聞報導的正面觀點、負面觀點或持平的新聞觀點分類成三種。表 2-4 即為四大

報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從整體來觀察負面新聞的比例是少於正面新聞的，似

乎是對新移民的態度是友善的，但從四大報各自分別探討可發現，這種現象是因

為《聯合報》所擁有的正面新移民相關報導數量相當龐大，進而影響了整體的正

面與負面觀點呈現。 

 

    此外若是從四大報各自分別探討正面與負面觀點，可發現正面與負面觀點數

量落差最大的是《聯合報》，其次數量落差最大的是《中國時報》。相較於《聯合

報》與《中國時報》，《自由時報》正面與負面觀點數量相當接近，而《蘋果日報》

是四大報中唯一負面觀點數量多過正面觀點數量的報紙。而這樣的情形應是與消

息來源與版面種類有所關連，因此新移民新聞報導正面與負面觀點探討，這部分

將在之後的章節將四大報分開探討，並對於新聞版面與消息來源加入探討才能更

加清楚。 

表 2-4 新聞報導的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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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5 正面與負面觀點比例分類表來看，四大報對於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

導觀點雖有所不同，負面報導雖有所差異，但從報導觀點的比例來看，大多還是

占有一定的比例則數，負面的新聞約占三成左右的比例，也顯示這樣負面報導是

存在的，而且一般來說對「新移民」族群也存有刻板印象跟負面觀感。比較值得

注意是《聯合報》的持平數量，由於《聯合報》新移民報導版面有相當高的比例

是文化/活動，而通常新移民文化活動報導缺少負面報導，也因此在四大報中《聯

合報》的負面觀點是偏低的。 

 

表 2-5 新聞報導的正面與負面觀點比例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此外，對四大報對於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探討觀點持平的部分特別另外

說明，相關新聞報導觀點持平的部分其中以《聯合報》持平的新聞則數最大量，

佔了新聞的 34.29%。其次是《蘋果日報》新聞則數量，占了新聞的 33.93%，表

是一半以上的新聞皆是無評論。《中國時報》持平的新聞報導數量最少，佔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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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新聞報導的正面與負面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觀點閱讀後呈現持平的原因有三： 

 

（一）、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僅陳述事實 

本研究發現四大報對於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有許多僅只是描述事實，報導

內容並無明顯呈現正面與負面觀點。其中這類型的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有許多

是針對文化活動的描述，該類文化活動通常是以正面觀點的敘述或是單純的描述

活動進行，因此這類型的新移民報導歸類為持平觀點。 

 

（二）、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觀點不明 

分析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時，有時會同時出現正面與負面觀點呈現於同個

新聞之中的情形。因為本研究的基本單位為則，對於正面與負面觀點同時呈現於

同一則新聞中時是難以歸類的，因此將其視為持平觀點。 

 



 

26 
 

這種情況的發生常是因為新聞內容是訪問複數以上的訪問對象，以至於不清

楚該則新聞的觀點，或是新聞前段是呈現批評或是負面，之後卻放入解釋原因或

是表示同情支持之類的言論，以至於報導觀點不明，而歸類為持平觀點。 

 

    或是描述數個報導內容於一則報導之中，內容包含好幾個新聞以至於報導觀

點不明，而歸類為持平觀點。 

 

（三）、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字數過少 

這種情況的發生常是因為，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只有短短幾句，整篇報導

閱讀內容並不明顯，正面與負面觀點的呈現並不明顯。 

 

二、新移民報導消息來源分類（表 2-6） 

 

     將消息來源分為政府官員、民間團體、學者/專家/教師、民眾、新移民、檢

方/警方、醫生、其它等八個來源管道，由表 2-6 消息來源分類表的相關新聞來源

作數量上的比較，可看出新移民的報導由政府官員為消息來源的新聞則數較多。

由表 2-6 可看出相較於其他的消息來源，整體來看新聞則數明顯減少許多，從《蘋

果日報》新聞則數量來看，由學者/專家/教師為消息來源的新聞則數只占個位數。

《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聯合報》由學者/專家/教師為消息來源的新聞則

數雖上升至十位數，但相較於由政府官員為消息來源的新聞則數，其相比之下仍

算是少數，可見新移民報導消息來源多是來自於政府官員。 

 

    位居其次的新移民報導消息來源是來自民間團體，雖然數量較少於政府官員

為消息來源的新聞則數，但整體而言數量仍是相當的多。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中

國時報》位居第二的新移民報導消息來源是來自學者/專家/教師，若是去除政府

官員為消息來源的新聞，《中國時報》所呈現新移民形象是與一般形象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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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者/專家/教師」為消息來源的新聞則數卻上升至十位數，顯見新移民的相

關議題跟新聞已逐漸受到重視與研究上的探討。 

 

     此外另一個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從表 2-6 的資料觀察，除了《蘋果日報》的

新移民為消息來源只占個位數且最少外，但在其他三大報「新移民」為新聞消息

來源的篇數已到達十位數，顯見由新移民主動發聲的機率增高，也更願意主動探

討或是分享。新移民本身自己的論述與新移民台灣籍親友（夫家之親屬）也有一

定的數量，由此可見新移民被引用的比例不少，可看出新移民在媒體上有某種程

度的發聲空間。但從整體的比例上看仍然在消息來源分類上屬少數，呈現目前新

移民的形象仍多來自其他消息來源的建構。 

 

表 2-6 消息來源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從民眾為消息來源的數量相當少，並且其中多屬負面觀點。從表 2-6 的資

料觀察《蘋果日報》的從民眾為消息來源雖只占個位數，但是從表 2-7 其比例比

從新移民為消息來源的比例高。而《自由時報》也是有類似的情形，從民眾為消

息來源其比例比從新移民為消息來源的數量多。但通常從民眾為消息來源其中多

屬負面觀點，相較於《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所呈現新移民的形象，《自由時

報》與《蘋果日報》所呈現新移民的形象似乎較為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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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消息來源比例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新移民相關新聞主要的消息來源為政府官員，這由透過表 2-6 與表 2-7 的資

料可發現新移民相關新聞之主要來源是政府官員，其次才是民間團體的相關新聞。

政府官員為最主要之消息來源，顯示政府官員對新移民的形象建構為有相當程度

的影響。此外若是透過政府官員加上民間團體的相關新聞，可發現占據整體相當

高的比例，可見新移民的形象建構大多是來自於這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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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大報新移民相關報導分析 

    本研究以國內四大報於 2011 年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並逐一閱讀並

量化分析，透過了解報紙報導對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藉此了解是否支持本研究

的假設。本章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量化 2011 年國內四大報關於新移民

的新聞報導，並將新聞報導的基本資料以表格或圖表呈現。第二部份是透過了解

四大報關於新移民報導正面與負面觀點，並將新聞報導的資料以表格或圖表呈

現。 

 

第一節 四大報新移民相關報導資料分析 

 

一、中國時報新移民報導版面分類（表 3-1） 

本研究以國內四大報上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2011 年《中國時報》

共有 77 件相關新聞分類，其中涵蓋版面(或以關聯性區分)為社會、政治、生活、

文化/活動、親子/教育、醫療/科學、社論、專題報導等八個主要面向，製作表格

將新聞以八個面向做分類(如表 3-1)，蒐集時間限縮 2011 年。 

 

表 3-1：中國時報報導版面與觀點分類 

          

          

政府官員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6 2 3 2 0 0 0 14 

負面 2 0 0 0 0 0 0 0 2 

持平 1 1 0 0 1 0 0 0 3 

則數 4 7 2 3 3 0 0 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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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2 6 1 0 0 0 0 9 

負面 2 0 0 0 0 0 0 0 2 

持平 0 0 1 0 0 0 0 0 1 

則數 2 2 7 1 0 0 0 0 12 

          
專家/學者/

教師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4 0 0 0 4 

負面 0 0 0 1 0 0 7 0 8 

持平 0 0 1 0 1 0 1 0 3 

則數 0 0 1 1 5 0 8 0 15 

          

民眾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1 0 0 0 0 0 0 1 

負面 1 0 1 0 0 0 1 0 3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1 1 1 0 0 0 1 0 4 

          

 新移民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4 2 1 0 0 0 0 0 7 

負面 3 1 0 0 0 0 0 0 4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7 3 1 0 0 0 0 0 11 

          

 檢警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0 0 0 0 0 0 0 1 

負面 4 0 0 0 0 0 0 0 4 

持平 1 0 0 0 0 0 0 0 1 

則數 6 0 0 0 0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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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0 0 0 0 

負面 0 0 2 0 0 1 0 0 3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0 0 2 0 0 1 0 0 3 

          

 其它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4 2 0 0 0 0 6 

負面 0 0 0 0 0 0 0 0 0 

持平 0 0 0 0 0 1 0 0 1 

則數 0 0 0 0 0 0 0 0 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中國時報報導新聞資料 

 

    由表 3-1 可得知四大報中，《中國時報》新移民相關的新聞中，對於政府官

員所推動的文化/活動並沒有非常積極的報導，相較之下反而對民間團體所舉辦

對於新移民生活相關的報導較為重視。《中國時報》對於新移民生活相關的報導

特別著墨在新移民工作、飲食習慣與人際互動的部分，相較於其他三大報可說是

其較為特殊的部分。 

 

二、自由時報新移民報導版面分類（表 3-2） 

本研究以國內四大報上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2011 年《自由時報》

相關新聞分類共有 154 則，其中涵蓋版面(或以關聯性區分)為社會、政治、生活、

文化/活動、親子/教育、醫療/科學、社論、專題報導等八個主要面向，製作表格

將新聞以八個面向做分類(如表 3-2)，蒐集時間限縮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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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自由時報報導版面與觀點分類 

          

          

政府官員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2 8 1 11 3 1 0 0 36 

負面 5 9 0 0 1 4 0 0 19 

持平 1 6 0 17 1 0 0 0 25 

則數 18 23 1 28 5 5 0 0 80 

          

民間團體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0 1 8 1 0 0 0 11 

負面 2 4 1 2 0 0 0 0 9 

持平 0 0 0 6 0 0 0 0 6 

則數 3 4 2 16 1 0 0 0 26 

          
專家/學者/

教師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1 3 0 0 0 4 

負面 0 2 0 0 0 0 0 0 2 

持平 1 0 0 2 1 0 0 0 4 

則數 1 2 0 3 4 0 0 0 10 

          

民眾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2 1 0 0 0 0 3 

負面 1 0 2 0 1 0 0 0 4 

持平 0 1 0 4 0 0 2 0 7 

則數 1 1 4 5 1 0 2 0 14 

          

 新移民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3 0 0 1 1 0 0 0 5 

負面 3 0 2 0 0 0 0 0 5 

持平 1 1 0 0 0 0 0 0 2 

則數 7 1 2 1 1 0 0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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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警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0 0 0 0 

負面 10 0 0 0 0 0 0 0 10 

持平 1 0 0 0 0 0 0 0 1 

則數 11 0 0 0 0 0 0 0 11 

          

 醫生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0 0 0 0 

負面 0 0 0 0 0 1 0 0 1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0 0 0 0 0 1 0 0 1 

          

 其它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0 0 0 0 

負面 0 0 0 0 0 0 0 0 0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0 0 0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自由時報報導新聞資料 

 

由表 3-2 可得知四大報中，《自由時報》新移民相關的新聞中，關於民眾相

關的新聞比例較高，對於其報導內容可看到民眾投稿數量與其他三大報相比數量

較高。《自由時報》對於民眾與民間資料相當重視，其相對於新移民生活相關的

報導相比數量較高。此外《自由時報》對於新移民相關的報導也較多檢警的負面

新聞，相較於其他三大報可說期較為特殊的部分。 

 

三、聯合報新移民報導版面分類（表 3-3） 

本研究以國內四大報上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2011 年《聯合報》相

關新聞分類共有 382 則，其中涵蓋版面(或以關聯性區分)為社會、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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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親子/教育、醫療/科學、社論、專題報導等八個主要面向，製作表格

將新聞以八個面向做分類(如表 3-3)，蒐集時間限縮 2011 年。 

 

表 3-3：聯合報報導版面與觀點分類 

          

          

政府官員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8 23 5 27 15 1 1 0 80 

負面 7 8 0 1 2 3 0 0 21 

持平 1 14 4 51 3 0 0 0 73 

則數 16 45 9 79 20 4 1 0 174 

          

民間團體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6 1 4 23 7 1 0 0 42 

負面 0 0 1 1 1 1 0 0 4 

持平 1 1 0 26 1 0 0 0 29 

則數 7 2 5 50 9 2 0 0 75 

          
專家/學者/

教師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0 2 4 17 0 0 0 24 

負面 2 1 0 0 1 1 3 0 8 

持平 2 0 1 3 3 0 0 0 9 

則數 5 1 3 7 21 1 3 0 41 

          

民眾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3 2 0 1 1 0 0 0 7 

負面 6 2 1 0 1 0 2 0 12 

持平 0 4 0 2 1 0 2 0 9 

則數 9 8 1 3 3 0 4 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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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1 0 13 2 1 0 0 0 27 

負面 6 4 2 1 0 0 0 1 14 

持平 3 1 2 2 0 0 0 0 8 

則數 20 5 17 5 1 0 0 1 49 

          

 檢警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2 0 0 0 0 0 0 0 2 

負面 3 0 0 0 0 0 0 0 3 

持平 0 0 1 0 0 0 0 0 1 

則數 5 0 1 0 0 0 0 0 6 

          

 醫生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0 0 0 0 0 0 0 1 

負面 0 0 0 0 0 3 0 0 3 

持平 0 0 0 0 0 1 0 0 1 

則數 1 0 0 0 0 4 0 0 5 

          

 其它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1 0 1 2 

負面 0 0 0 0 0 0 0 1 1 

持平 0 0 1 0 0 0 0 0 1 

則數 0 0 1 0 0 1 0 2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聯合報報導新聞資料 

 

《聯合報》新移民相關的新聞最多有 382 則，其中《聯合報》又以文化/活

動的報導數量最高，其數量甚至與其他三大報的文化活動相比也是最高的占 144

則。《聯合報》文化/活動的報導比例比其他三大報高，若是從報導的類型與來源

觀察，可發現多與政府官員有關，推測《聯合報》與政府官員的連結較其他三大

報高。此外《聯合報》新移民相關的新聞也大幅多過其他三大報，推測相較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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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大報，《聯合報》對新移民相關的新聞關注度較高。 

 

四、蘋果日報新移民報導版面分類（表 3-4） 

本研究以國內四大報上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2011 年《蘋果日報》

相關新聞分類共有 56 則，其中涵蓋版面(或以關聯性區分)為社會、政治、生活、

文化/活動、親子/教育、醫療/科學、社論、專題報導等八個主要面向，製作表格

將新聞以八個面向做分類(如表 3-4)，蒐集時間限縮 2011 年。 

 

表 3-4：蘋果日報報導版面與觀點分類 

          

政府官員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0 0 2 0 0 0 0 3 

負面 3 1 0 0 0 2 0 0 6 

持平 0 2 0 10 1 0 0 0 13 

則數 4 3 0 12 1 2 0 0 22 

          

民間團體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3 0 1 3 0 0 0 0 7 

負面 4 2 0 0 0 0 0 1 7 

持平 0 0 0 4 0 0 0 0 4 

則數 7 2 1 7 0 0 0 1 18 

          
專家/學者/

教師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1 0 0 0 1 

負面 1 0 0 0 0 0 2 1 4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1 0 0 0 1 0 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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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2 0 0 0 0 2 

負面 2 0 0 0 0 0 0 0 2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2 0 0 2 0 0 0 0 4 

          

 新移民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0 0 0 0 

負面 1 0 0 0 0 0 0 0 1 

持平 0 1 1 0 0 0 0 0 2 

則數 1 1 1 0 0 0 0 0 3 

          

 檢警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0 0 0 0 

負面 4 0 0 0 0 0 0 0 4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4 0 0 0 0 0 0 0 4 

          

 醫生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0 0 0 0 

負面 0 0 0 0 0 0 0 0 0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0 0 0 0 0 

負面 0 0 0 0 0 0 0 0 0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0 0 0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蘋果日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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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新移民相關的新聞最有 56 則，其中《蘋果日報》又以新移民

負面的報導數量最高，其新移民相關的新聞數量甚至與其他三大報的相比也是最

少的。《蘋果日報》文化/活動的報導比例為相當少，若是從報導的類型與來源觀

察，可發現《蘋果日報》與政府官員有關的報導比例較少，推測是因《蘋果日報》

與政府官員的連結較低於其他三大報。此外《蘋果日報》新移民相關的新聞也大

幅低過其他三大報，推測這反應了相較於其他三大報，《蘋果日報》對新移民相

關的新聞關注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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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四大報新移民相關報導觀點分析 

 

一、 中國時報新移民報導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圖 3-1) 

    《中國時報》對於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觀點，於本研究中閱讀所有相關新

聞，以新聞報導的正面、負面觀點或持平的新聞觀點分類成三種。從圖 3-1《中

國時報》從整體來觀察負面新聞的比例是少於正面新聞的，且《中國時報》關於

官方有關的活動新聞並不高。依據觀點與版面比例推測《中國時報》的態度，《中

國時報》是對新移民的態度是較友善的。 

 

 

圖 3 -1 中國時報正負面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中國時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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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時報新移民報導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圖 3-2) 

    從圖 3-2 來看，自由時報正面與負面觀點比例來看，負面觀點比例較高。且

其新移民報導主題負面的偏高，其原因可能與自由時報多採用民眾有關的報導主

題有所關連。 

 

 

圖 3 -2 自由時報正負面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自由時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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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合報新移民報導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圖 3-3) 

    從圖 3-3 來看，比較值得注意是《聯合報》的正面數量，由於《聯合報》

新移民報導版面有相當高的比例是文化活動，而通常新移民文化活動報導缺少負

面報導，也因此在四大報中《聯合報》的負面觀點是偏低的。 

 

圖 3 -3 聯合報正負面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聯合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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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蘋果日報新移民報導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圖 3-4) 

    從圖 3-4 來看，《蘋果日報》的負面數量比例相當，由於相較於《聯合

報》新移民報導版面有相當高的比例是文化活動，《蘋果日報》的文化活動比例

相比其他三大報可說是相當少，也因此在四大報中《蘋果日報》的負面觀點是偏

高的。《蘋果日報》的觀點可說是較少受到政府官員相關的文化活動影響，就某

個角度來說，《蘋果日報》的負面觀點也許是比較接近一般民眾對新移民的媒體

印象。 

 

 

圖 3-4 蘋果日報正負面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蘋果日報報導新聞資料 

 

從四大報正面與負面觀點比例來看，四大報對於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觀點

雖有所不同，負面報導雖有所差異但從報導觀點的比例來看，大多還是占有一定

的比例則數，負面的新聞約占三成左右的比例，也顯示這樣負面報導是存在的，

而且一般來說對「新移民」族群也存有刻板印象跟負面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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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移民相關報導來源分析 

    本章節研究國內四大報於 2011 年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來源，透過了

解報紙報導報導來源對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藉此了解是否支持本研究的假設。

本章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分析 2011 年新移民的新聞報導來源，並將資

料以表格或圖表的方式呈現。第二部份是透過了解新移民報導消息來源的觀點，

並將新聞報導的資料以表格或圖表呈現。 

 

第一節 新移民相關報導來源分析 

 

一、新移民報導新聞來源比例（表 4-1 與 4-2） 

本研究以新移民相關之關鍵詞檢索國內四大報相關新聞報導，並逐一閱讀整

理相關之報導，總共取得新移民相關之新聞報導 669 則。並試圖了解各大報的資

料來源占整體新聞的比例為何。表 4-1 依照四大報的來源整理與製作表 4-2 百分

比圖表，以及四大報各自的來源比例圖。 

 

表 4-1：新聞來源則數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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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表 4-1 新聞來源則數分類表與表 4-2 新聞來源則數比例分類表可發現，

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息來源為政府官員，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總則數為 77

則，分類為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了 19 則，以中國時報的新聞來源百分比為

24.68%。《自由時報》為 154 則，分類為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了 80 則，百分比

為 51.95%。《聯合報》為 382 則，分類為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了 174 則，百分

比為 45.55%。《蘋果日報》為 56 則，分類為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了 22 則，百

分比為 39.29%。 

 

    由此可看出政府官員為主要的消息來源，其次則是民間團體，並且即使是排

名第二的民間團體，其數量相比政府官員仍是少了很多。這之後的順序是新移民、

學者專家與民眾，檢警與醫生的數量是最少的。此外從表 4-1 與表 4-2 顯示出新

移民其實有一定程度的發聲空間，其新聞數量主要是來自《中國時報》與《聯合

報》，相較之下《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則是較多民眾的言論。 

 

表 4-2：新聞來源則數比例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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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中國時報新聞來源則數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中國時報報導新聞資料 

 

《中國時報》新聞總則數為 77 則，分類為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了中國時

報的百分比為 24.68%。只探討中國時報新聞來源則數，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仍

是數量最多的來源。但從比例圖上看來《中國時報》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整體

的比例並沒有像其三大報那麼多，不同於其他三大報學者專家的新聞來源為數量

是第二多，且整體上可看出各方消息來源都有一定程度的比例。若是從新聞來源

則數比例這部分來探討，《中國時報》似乎在報導新移民議題上，相對於其他三

報比較沒有明顯偏重於特定來源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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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自由時報報導來源則數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自由時報報導新聞資料 

 

    《自由時報》為 154 則，分類為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百分比為 51.95%。從

報導來源則數比例圖來探討可發現，《自由時報》政府官員來源占了超過其新聞

總數百分比的一半。並且是四報中唯一政府官員來源占了其新移民報導總則數一

半的報紙，若是從新聞來源則數比例這部分來探討而不論正負面觀點，《自由時

報》推測在報導新移民議題上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比重較多。 

 

    此外《自由時報》民眾新聞來源則數比例也相當高，其數量甚至高於新移民

的新聞來源則數比，推測顯示在報導新移民議題上，相較於新移民的觀點《自由

時報》更重視台灣民眾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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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聯合報報導則數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聯合報報導新聞資料 

 

    《聯合報》新聞來源雖然有 382 則，且分類為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了 174

則，但是從比例來看卻占整體比例將近一半。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百分比為

45.55%，以《聯合報》新移民新聞數量多，卻略低於《自由時報》的政府官員的

新聞來源，就這部分來看《聯合報》對其他的新移民新聞來源有一定程度的關注。

此外檢警的新聞來源相較其他國內三大報數量相當比例少，也是比較特殊的部

分。 

 

    《聯合報》新移民新聞來源則數比例高於民眾的新聞來源則數比，似乎顯示

在報導新移民議題上，相較於《自由時報》或是《蘋果日報》，《聯合報》對新移

民的觀點更加重視，推測顯示新移民在《聯合報》上有較多的發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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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蘋果日報報導則數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蘋果日報報導新聞資料 

 

    《蘋果日報》新聞來源為 56 則，而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占了 22 則，百分比

為 39.29%。《蘋果日報》新聞來源與其他國內三大報相同，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

仍是數量最多的。不同於《自由時報》或是《聯合報》的部分在於民間團體在比

例上只略少於政府官員的新聞來源，似乎也顯示民間團體的新聞在《蘋果日報》

上影響力相當高。 

 

    此外《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在民眾新聞來源相似，民眾新聞來源則數

比例也相當高，其數量甚至高於新移民的新聞來源則數比，似乎顯示在報導新移

民議題上，相較於新移民的觀點《蘋果日報》更重視台灣民眾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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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移民報導新聞來源占各報比例（表 4-3） 

    以分類的新聞來源依照百分比作圖表，分析四大報在各個分類的新聞來源所

占的比重。對照表 4-3 圖 4-5 以此了解當同一個消息來源四大報中，其所造成的

影響程度與排行順序。 

 

表 4-3：新移民報導新聞來源占各報比例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當消息來源是政府官員時，《聯合報》在整體分類的新聞來源選項，政府官

員的分類四大報總數為 295 則，《聯合報》占了 174 則，以百分比分析，占了 59%。

可看出政府官員對在四大報中對《聯合報》影響最大，其次是《自由時報》，第

三是《蘋果日報》，最後才是《中國時報》。 

 

    當消息來源是民間團體時，《聯合報》在整體分類的新聞來源選項，民間團

體的分類《聯合報》占了百分比 57%。可看出民間團體對在四大報中對《聯合報》

影響最大，其次是《自由時報》，第三是《蘋果日報》，最後才是《中國時報》。 

 

    當消息來源是學者專家時，《聯合報》在整體分類的新聞來源選項，民間團

體的分類《聯合報》占了百分比 58%。可看出學者專家對在四大報中對《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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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最大，其次是《中國時報》，第三則是《自由時報》，排列最後才是《蘋果日

報》。 

 

    當消息來源是民眾時，《聯合報》在整體分類的新聞來源選項，民眾的分類

《聯合報》占了百分比 56%。可看出學者專家對在四大報中對《聯合報》影響最

大，其次是《自由時報》，第三則是《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 

 

    當消息來源是新移民時，《聯合報》在整體分類的新聞來源選項，新移民的

分類《聯合報》占了百分比 65%。可看出新移民對在四大報中對《聯合報》影響

最大，其次是《自由時報》，第三則是《中國時報》，排列最後才是《蘋果日報》。 

 

    當消息來源是檢警時，《自由時報》在整體分類的新聞來源選項，檢警的分

類《自由時報》占了百分比 41%。可看出檢警在四大報中對《自由時報》影響最

大，其次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排列最後才是《蘋果日報》。 

 

當消息來源是醫生時，《聯合報》在整體分類的新聞來源選項，醫生的分類

《聯合報》占了百分比 56%。可看出學者專家對在四大報中對《聯合報》影響最

大，其次是《中國時報》，第三則是《自由時報》。 

 

當消息來源是其他時，《聯合報》在整體分類的新聞來源選項，其他的分類

《聯合報》占了百分比 36%。可看出其他對在四大報中對《中國時報》影響最大，

其次是《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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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新移民報導新聞來源占各報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三、消息來源呈現新移民的形象 

分析2011年新移民的新聞報導來源，並將資料以表格或圖表的方式呈現後，

由上述的圖表可發現新移民形象的建構來源。政府官員為主要的新移民形象的建

構來源，其次則是民間團體的影響。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的影響是主要建構新移

民形象的兩大來源。 

 

雖然排名第二的消息來源是民間團體，其數量相比政府官員仍是少了很多。

這之後才是新移民、學者專家與民眾，檢警與醫生的數量是最少的。此外從表

4-1 與表 4-2 顯示出新移民其實有一定程度的發聲空間，其新聞數量主要是來自

《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推測這是因為隨著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的影響，新

移民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新移民隨著一些活動的推廣，相較過去有較多發聲的

機會並且比較願意表達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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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移民相關報導來源觀點分析 

 

一、 新聞來源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 

以新移民相關之關鍵詞檢索國內四大報相關新聞報導，並逐一整理分類相關

之報導聞來源正面與負面觀點，以新移民相關之新聞報導試圖了解各大報的資料

來源占整體新聞的比例為何。透過了解新移民報導消息來源的觀點，並將新聞報

導的資料以表格或圖表呈現。 

 

以下四個表格是依照四大報的來源與正面負面觀點整理分類，以了解是否不

同消息來源下的新移民的形象是否有所不同。以驗證假設民眾是否對新移民的形

象為負面，因此選擇的探討消息來源的種類為民眾，以及新移民報導數量較高的

消息來源。 

 

（一）、政府官員正面與負面觀點(表 4-4) 

表 4-4：政府官員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 

中國時報 

政府官員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6 2 3 2 0 0 0 14 

負面 2 0 0 0 0 0 0 0 2 

持平 1 1 0 0 1 0 0 0 3 

則數 4 7 2 3 3 0 0 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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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政府官員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2 8 1 11 3 1 0 0 36 

負面 5 9 0 0 1 4 0 0 19 

持平 1 6 0 17 1 0 0 0 25 

則數 18 23 1 28 5 5 0 0 80 

 

聯合報 

政府官員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8 23 5 27 15 1 1 0 80 

負面 7 8 0 1 2 3 0 0 21 

持平 1 14 4 51 3 0 0 0 73 

則數 16 45 9 79 20 4 1 0 174 

 

蘋果日報 

政府官員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0 0 2 0 0 0 0 3 

負面 3 1 0 0 0 2 0 0 6 

持平 0 2 0 10 1 0 0 0 13 

則數 4 3 0 12 1 2 0 0 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表 4-4 透過政府官員正面與負面觀點表可發現，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息來源

為政府官員時，正面觀點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則數為 14 則，《自由時報》新

聞則數為 36 則，《聯合報》新聞則數為 80 則，《蘋果日報》新聞則數為 3 則，正

面觀點新聞總則數為 133 則。負面觀點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則數為 2 則，《自

由時報》新聞則數為 19 則，《聯合報》新聞則數為 21 則，《蘋果日報》新聞則數

為 6 則，負面觀點新聞總則數為 48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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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表 4-4 可發現，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息來源為政府官員時，正面觀點新

聞總則數 133 則是多過於負面觀點新聞總則數 48 則，政府官員消息來源的新移

民的形象是正面的。 

（二）、民間團體正面與負面觀點(表 4-5) 

表 4-5：民間團體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 

中國時報 

民間團體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2 6 1 0 0 0 0 9 

負面 2 0 0 0 0 0 0 0 2 

持平 0 0 1 0 0 0 0 0 1 

則數 2 2 7 1 0 0 0 0 12 

 

自由時報 

民間團體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0 1 8 1 0 0 0 11 

負面 2 4 1 2 0 0 0 0 9 

持平 0 0 0 6 0 0 0 0 6 

則數 3 4 2 16 1 0 0 0 26 

 

聯合報 

民間團體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6 1 4 23 7 1 0 0 42 

負面 0 0 1 1 1 1 0 0 4 

持平 1 1 0 26 1 0 0 0 29 

則數 7 2 5 50 9 2 0 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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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民間團體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3 0 1 3 0 0 0 0 7 

負面 4 2 0 0 0 0 0 1 7 

持平 0 0 0 4 0 0 0 0 4 

則數 7 2 1 7 0 0 0 1 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表 4-5 透過民間團體正面與負面觀點表可發現，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息來源

為民間團體時，正面觀點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則數為 9 則，《自由時報》新

聞則數為 11 則，《聯合報》新聞則數為 42 則，《蘋果日報》新聞則數為 7 則，正

面觀點新聞總則數為 69 則。負面觀點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則數為 2 則，《自

由時報》新聞則數為 9 則，《聯合報》新聞則數為 4 則，《蘋果日報》新聞則數為

7 則，負面觀點新聞總則數為 22 則。 

 

    透過表 4-5 可發現，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息來源為民間團體時，正面觀點新

聞總則數 69 則是多過於負面觀點新聞總則數 22 則，民間團體消息來源的新移民

的形象是正面的。 

 

（三）、專家/學者/教師正面與負面觀點(表 4-6) 

表 4-6：專家/學者/教師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 

中國時報 

專家/學者/

教師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4 0 0 0 4 

負面 0 0 0 1 0 0 7 0 8 

持平 0 0 1 0 1 0 1 0 3 

則數 0 0 1 1 5 0 8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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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專家/學者/

教師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1 3 0 0 0 4 

負面 0 2 0 0 0 0 0 0 2 

持平 1 0 0 2 1 0 0 0 4 

則數 1 2 0 3 4 0 0 0 10 

 

聯合報 

專家/學者/

教師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1 0 2 4 17 0 0 0 24 

負面 2 1 0 0 1 1 3 0 8 

持平 2 0 1 3 3 0 0 0 9 

則數 5 1 3 7 21 1 3 0 41 

 

蘋果日報 

專家/學者/

教師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0 1 0 0 0 1 

負面 1 0 0 0 0 0 2 1 4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1 0 0 0 1 0 2 1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表 4-6 透過專家/學者/教師正面與負面觀點表可發現，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

息來源為專家/學者/教師時，正面觀點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則數為 4 則，《自

由時報》新聞則數為 4 則，《聯合報》新聞則數為 24 則，《蘋果日報》新聞則數

為 1 則，正面觀點新聞總則數為 33 則。負面觀點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則數

為 8 則，《自由時報》新聞則數為 2 則，《聯合報》新聞則數為 8 則，《蘋果日報》

新聞則數為 4 則，負面觀點新聞總則數為 2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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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表 4-6 可發現，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息來源為專家/學者/教師時，正面

觀點新聞總則數 33 則是多過於負面觀點新聞總則數 22 則，專家/學者/教師消息

來源的新移民的形象是正面的。 

 

（四）、民眾正面與負面觀點(表 4-7) 

表 4-7：民眾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 

中國時報 

民眾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1 0 0 0 0 0 0 1 

負面 1 0 1 0 0 0 1 0 3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1 1 1 0 0 0 1 0 4 

 

自由時報 

民眾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2 1 0 0 0 0 3 

負面 1 0 2 0 1 0 0 0 4 

持平 0 1 0 4 0 0 2 0 7 

則數 1 1 4 5 1 0 2 0 14 

 

聯合報 

民眾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3 2 0 1 1 0 0 0 7 

負面 6 2 1 0 1 0 2 0 12 

持平 0 4 0 2 1 0 2 0 9 

則數 9 8 1 3 3 0 4 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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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民眾 社會 政治 生活 
文化/活

動 

親子/教

育 

醫療/科

學 
社論 

專題報

導 
合計 

正面 0 0 0 2 0 0 0 0 2 

負面 2 0 0 0 0 0 0 0 2 

持平 0 0 0 0 0 0 0 0 0 

則數 2 0 0 2 0 0 0 0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表 4-7 透過民眾正面與負面觀點表可發現，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息來源為民

眾時，正面觀點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則數為 1 則，《自由時報》新聞則數為

3 則，《聯合報》新聞則數為 7 則，《蘋果日報》新聞則數為 2 則，正面觀點新聞

總則數為 13 則。負面觀點分別是《中國時報》新聞則數為 3 則，《自由時報》新

聞則數為 4 則，《聯合報》新聞則數為 12 則，《蘋果日報》新聞則數為 2 則，負

面觀點新聞總則數為 21 則。 

 

    透過表 4-7 可發現，其中四大報主要的消息來源為民眾時，正面觀點新聞總

則數 13 則是少於負面觀點新聞總則數 21 則，民眾消息來源的新移民的形象是負

面的，表 4-7 民眾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是四個表格中唯一新移民的形象是負面

的表格。 

 

二、 刪除政府官員來源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表 4-8） 

 

     透過表 4-7 可發現民眾消息來源的新移民的形象是負面的，但從之前章節

的表格可發現，整體而言新移民的形象應是正面的。推測會出現這種落差是因為

來自政府官員的新移民新聞數量較多，政府官員來源的新聞多為活動類新聞，且

此類新聞大多為正面觀點，大量的活動類正面新聞有可能造成負面的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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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表 4-8 試圖去除政府官員消息來源的正負面新聞，表 4-8 刪除分類為政

府官員的全部新聞，再重新統計正、負面跟持平觀點的則數，其結果變成負面的

新聞觀點所占整體比例皆為上升。 

 

表 4-8：刪除政府官員來源正面與負面觀點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從表 4-9 與圖 4-6 可發現刪除分類為政府官員的全部新聞後，再重新統計後

可發現負面的新聞觀點所占整體比例皆為上升。其結果變成除了聯合報之外，其

餘三大報負面的新聞觀點所占整體比例皆大為提高，《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

負面的新聞觀點約四成，《蘋果日報》甚至突破五成。 

 

表 4-9：刪除政府官員來源正面與負面觀點比例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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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刪除政府官員來源正面與負面觀點直條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三、 四大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正面與負面觀點 

    在表 4-8 刪除分類為政府官員的全部新聞，其結果變成負面的新聞觀點

所占整體比例皆為上升。之後對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的四大報各自分開

探討，刪除政府官員的新聞後四大報各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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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時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比例圖(圖 4-7) 

    《中國時報》對於新移民的相關新聞報導觀點，原本從圖 3-5《中國時報》

從整體來觀察負面新聞的比例是少於正面新聞的，且《中國時報》關於官方有關

的活動新聞並不高，推測是對新移民的態度是較友善的。但在圖 4-7 試圖去除政

府官員消息來源的正負面新聞，再重新統計正、負面跟持平觀點的則數，其結果

變成負面的新聞觀點所占整體比例上升，正面與持平觀點的下降。 

 

圖 4-7：中國時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62 
 

（二）、自由時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比例圖(圖 4-8) 

    從圖 3-2 來看，《自由時報》原本負面觀點比例較高，移除政府官員來源後

依舊是負面新聞的比例是多於正面新聞。圖 4-8《自由時報》負面新聞的比例對

照圖 4-7《中國時報》後可發現，原本雙方負面新聞的落差拉近不少，《自由時報》

與《中國時報》的負面程度只有 0.41%的落差。 

 

 

圖 4-8：自由時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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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合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比例圖(圖 4-9) 

在圖 4-9 試圖去除《聯合報》政府官員消息來源的正負面新聞，再重新統計

正、負面跟持平觀點的則數，其結果變成負面與正面的新聞觀點所占整體比例上

升，持平觀點的所占比例下降。  

 

 

圖 4-9：聯合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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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蘋果日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比例圖(圖 4-10) 

在圖 4-10 試圖去除《蘋果日報》政府官員消息來源的正負面新聞，再重新

統計正、負面跟持平觀點的則數，其結果變成負面與正面的新聞觀點所占整體比

例上升，持平觀點的所占比例下降。《蘋果日報》的負面觀點甚至高達 52.94%，

《聯合報》與《蘋果日報》都是負面與正面的所占比例上升持平觀點比例下降。 

 

 

圖 4-10：蘋果日報刪除政府官員來源觀點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統計四大報報導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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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探討新移民的增加使台灣的人口族群越趨多元化，是否會衝擊該國居

民的社會整體的認同感，藉此了解是否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影響。筆者藉由探討國

內四大報有關在台灣新移民的相關報導，透過台灣人是否認同新移民是台灣的一

份子，藉此了解新移民增加對台灣社會整體的認同感的影響。在此試圖以量化的

研究途徑，分析國內各大報的相關報導，藉由了解報紙報導的態度是正面或負面，

檢驗台灣社會整體的認同感是上升或下降。第二章為探討量化國內四大報的新移

民相關新聞，總共 669 則，依照其新聞內容分正面、持平與負面三種。第三章為

四大報新移民報導正面、持平與負面觀點分析，了解四大報新移民形象是否不同。

第四章為探討不同消息來源，分析新移民形象是否不同。本章將以之前章節資料

分析的結果，驗證假設是否成立，總結出本研究的發現，並以此提出研究的檢討

以及展望。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新移民的增加使台灣的人口族群多元化，當國家內部有不同族群時，透過媒

體的報導可發現族群認同是很有可能有所差異的。族群認同的差異造成族群關係

緊張，進而影響國家安全。對於新移民的疑慮經由檢視媒體的報導，其內容反映

了台灣人對新移民的態度。本研究從四大報裡的新聞報導資料中，推測新移民在

台灣仍是被視為不同族群。 

 

    本研究以國內四大報於 2011 年刊載關於新移民的新聞報導，並逐一閱讀並

量化分析，透過了解報紙報導對於新移民的形象描述，藉此了解是否支持本研究

的假設。檢視 2011 年相關新移民的新聞報導，國內四大報版面與態度的資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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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下，國內四大報差別性並不大。即使已將身份證請領的年限縮短，居留可直接

就業，但從報導可發現仍多集中在政策面與社會面向的問題，始終持續有報導以

及學者探討，顯見仍未與過去有明顯較大的差異。 

 

    若是從消息來源的部分探討，檢視國內四大報的態度，整體來看對新移民的

態度較過去正面。但其大多來自政府官員，推測是因政府積極推動民眾認同新移

民的政策。新移民在媒體形象的建構，大多來自於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的推動。

但在去除政府官員的消息來源後，可發現負面報導的比例大幅上升。此外來自民

眾消息來源的報導，也可看出負面的比例相當高，可看出民眾對新移民的形象多

為負面。 

 

    因為語言跟文化上的背景差異懸殊，使得新移民跟原本的居民原本就存在著

極大的相異處，在社會上原本已普遍存在著隔閡。檢視 2011 年媒體報導的呈現，

原本的居民仍對新移民有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其結果顯示主要媒體中民眾對新

移民的形象仍為負面，結果符合檢驗的假設為新移民增加降低台灣社會的認同。 

 

     從國家安全決定於集體認同的角度來探討，在此前提下國家內部的成員對

國家認同有所不同時是可能構成威脅國家安全。雖然目前新移民是沒有足以激發

政治動員的力量，但隨著新移民的數量增加與媒體的影響，若是族群之間猜疑與

不信任增加，衝突的可能性就會提高。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增加通常會促成民族

認同的分歧，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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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檢視有關新移民的研究多半是集中在探討新移民的各種在台適應的議題，對

於在台灣民眾與媒體報導關於國家認同的研究數量較少。本文在探討台灣民眾與

媒體報導關於國家認同的部分，可看出新移民與台灣民眾原本就有相異之處，在

社會上是存在著差異。從文裡的新聞報導資料中，新移民在台灣仍是被視為不同

族群。 

 

    從媒體報導整體的呈現來看，雖然有對新移民的態度逐漸有較友善的趨勢，

政府也對新移民更加重視，但仍可看出民眾對新移民有某種刻板印象與隔閡。可

看出目前台灣對新移民的態度仍似乎負面較多，對於新移民的接受度一般所謂台

灣的包容力似乎有被高估的傾向。 

 

    新移民在台灣仍是被視為不同族群時，在此前提下國家內部的成員對國家認

同有所不同時，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是有可能的。雖然目前是沒有足以激發政治

動員的力量，但隨著新移民的數量增加與媒體的影響，但若是族群之間猜疑與不

信任增加，衝突的可能性就會提高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第三節 研究展望 

  

    本文從探討台灣民眾與媒體報導關於新移民的態度，藉此了解國家認同對家

安全的影響。本文對於關於新移民的相關報導集中於 2011 年，對於台灣民眾對

新移民的態度趨勢並無法很清楚的了解。希望之後能從拉長研究時間，增加年分

以期了解台灣民眾對新移民的態度的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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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文著重在對於報導數量與內容的分析，檢驗資料後發現一般民眾對新

移民的態度多為負面。對於民眾對新移民的態度多為負面的部分並無法做更細部

因素的了解，對於一般民眾對新移民的態度，希望從量化的問卷調查作為未來補

足的研究方向。藉由透過量化的問卷調查更直接了解新移民的增加是否影響一般

民眾對新移民的態度，並了解更細部因素的影響，如何進而造成降低整個國家的

認同感並影響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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