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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流行疫情中探討媒體的風險敘事策略—以 SARS、禽

流感、新流感為例 

摘要 

    從 SARS、禽流感到目前新流感疫情都看到社會方面為了控制疫情，耗損不

少社會成本，而媒體在風險敘事上具關鍵性角色。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在流行疫

情爆發的風險社會下，媒體如何呈現風險事件，透過風險敘事的分析，在問題意

識下，幫助檢視個人與社會整體的責任與安全，進而理解對風險的認識，提升風

險訊息傳遞品質之價值自律與他律面向。未來在社會風險控制與溝通上能創造各

方信任，增進跨領域合作，有效減少風險帶來的危害，有助於提升社會整體應付

風險的能力。 

 研究方法採內容分析法，以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為主要研究對象，

以民眾、政府、醫療與報導之關係為分析範圍，時間從 2003－2010 年 1 月，藉

新聞報導觀點來觀察政府、民眾、醫護人員在 SARS、禽流感、新流感事件的態

度、交互反應差異所在。 

     研究結論：（1）媒體方面，各報風險敘事差異反應不同媒介邏輯，提供不

同風險傳播功能，唯缺乏多元消息來源、知識平等化、風險爆發前的前瞻性報導，

呈現報導侷限與風險遲滯性問題 （2）政府方面，仍是最常見的消息提供者，政

府對風險危機處理與媒體溝通的機制，將會影響民眾疫情認知、醫療人員因應疫

情 （3）醫療方面，主流醫療體制透過媒體再現呈現醫療權力波動，在社會資源

分配、病的詮釋權，都因疫情與社會壓力產生競爭、移轉，可作為政府政策與新

聞界體系的反思 （4）民眾方面，媒體報導逐漸重視民眾對疫情態度，擴大民眾

的公共討論空間。民眾對於另類療法信念深根於社會脈絡，形成多元醫療體系的

複向求醫行為，連帶影響到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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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研究動機： 

「健康資訊的產生、操作，及散播都存在著不平等。」  （Viswanath, 2006） 

台灣社會歷經 SARS 大流行、高致病性禽流感、新流感後，都讓民眾對公衛

安全與危機意識產生極大轉變（中華預防醫學會，2008）。媒體作為疫情新聞的

第一線守門人，不僅要對民眾告知實情、解釋實情，更影響社會資源的協調、整

合。 

研究起源於國內新流感疫情造成民眾恐慌，也因施打疫苗產生效果引起社會

連番討論，對此醫療資源與行政體系付出相當高成本代價。但目前國內新流感風

險敘事相關研究仍不多，有鑑於台灣之前 SARS、禽流感疫情經驗，促使欲作一

比較，盼喚醒集體意識共同面對此疫情造成問題，提高民眾對媒體在疫情報導上

的價值判斷與敏感度，這也是本研究主要原因。  

媒體傳播訊息範圍涉及健康行為、意識型態、政策論述、形塑民意，產生一

定的影響。在以三疫情事件為背景，醫病關係、醫學人文素養、公衛防疫機制與

政府醫療政策，都可能還不夠能迅速應付疫情的來襲，使得社會上各層面承受不

同面向的巨大影響，並可能引起大眾恐慌造成二度傷害。本研究進一步以社會學

觀點串聯起前後脈絡，予以檢視並比較，藉此反思為往後的因應態度做為借鏡。 

具體動機三項，如下： 

1. 釐清三大報對三疫情事件的框架呈現。 

2. 檢驗分屬不同政治立場之報紙，對三疫情事件詮釋之差異性。 

3. 期望增加台灣民眾、政府、醫療體系對流行性疫情事件研究，作為爾後疫情

新聞處理、疫情應變措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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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媒體在疫情爆發中傳遞危機相關訊息、傳達政府因應措施、阻止謠言散播增

進、預防知識等功能（臧國仁，1999），適當的媒體溝通能配合危機策略，進行

危機宣導，成為助力。受到社會環境、文化背景及自身認知影響，在擔任守門人

篩選新聞時，構成的情境框架，呈現出不同的樣貌，進而影響閱聽者的觀念和想

法，甚至在疫情中主導整個社會發展局勢。 

曾經 SARS 讓我們付出慘痛的代價，在經歷過 SARS、禽流感這些疫情事件

後，現在出現人心惶惶的新流感，台灣會如何面對困境？疫情爆發時扮演著重要

角色，社會資源存在不公平分配情況更為突顯出來，但隨著疫情受到控制後又被

粉飾，究竟這些社會資本與資源流通是透過什麼管道來交換，並對整體民眾產生

一定的影響力？背後隱含哪些因素，這些問題為研究的問題意識所在。 

綜合上述，具體研究問題三項： 

1、媒體報導在疫情傳播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民眾、政府、醫療三方立場在疫 

   情中各有什麼不同訴求與觀點？交互作用下是如何回應？ 

2、在疫情危機的不確定情境中，政府危機處理如何在媒體前呈現？媒體對於政 

   府的溝通策略如何建構議題使民眾了解？媒體如何處理疫情相關後續追蹤？ 

3、媒體在民眾、政策、醫療上，如何建構、整合並傳遞 SARS、禽流感、新流感 

   的新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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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研究針對三疫情相關文獻資料，分 3 部分加以探討：媒體風險敘事策略（框

架）、風險社會與社會控制（污名）、疫情敘事為社會文化一部分（社會建構），

輔以相關研究資料來加強說明研究媒體報導對三流行疫情敘事的重要性。 

（一）媒體疫情敘事：框架理論 

     疫情新聞是源自疫情所引起社會問題的後續處置，有利於對疫情發生預判

及後續防疫行動，藉由對外發布過程來改善疫情狀況，疫情傳播有利民眾對疫情

的認識，獲得立即資訊。相關報導視傷亡情形大小、知名度與涉及範圍，來決定

重要性。報導具雙重特色：1.一種社會產物（social product），報導內容反映背後

的社會事實 2.一項組織性的產物（organizational product），是社會制度內的專業

媒體所製造出產品。報導疫情易受外在社會結構操弄，與政治、經濟、文化等社

會機制相互關聯（姜雪影譯，1994）。 

    

                     

                     謠言或人際管道 

                       現場報導、直播 

                                  框           議 

                                  架           題 

                                  競           設 

                                  爭           定 

 

 

歷史成因      自然災害    個人（當事人）   守門員       一般大眾    結構改變 

媒介地位      人為危險    社群（專家意見） 監測環境     感者者家屬  法案通過 

疫情預防                  政府組織        社會變遷     主官機關     

                       國際組織        共同框架     民意團體     

 

圖 1  疫情新聞報導相關因素圖，以三疫情報導為例 

資料來源：臧國仁、鍾蔚文（2000）。 

 

前置因素 事件發生 消息來源 新聞媒體 閱聽民眾 衝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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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疫情新聞發佈程序圖 

資料來源：參考修改自王子平、陳非筆、王紹玉（1989）。 

      

報導藉由『選擇』、『強調』，不同的人對不同議題會有不同的詮釋框架，框

架提供不同的脈絡，引發人們決策時的啟發，為『印象塑造』的一種手段。框架

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無形中在傳播時操控訊息，界定真實世界的視野，使民眾

注意框架中的事物，卻忽略框架外的世界，引導對事件的歸因與詮釋。疫情的實

情，民眾不自覺受到媒體過濾及預設訊息涵化影響，侷限自我思考與事件的觀

察，成為新聞背後之當權者操控的著力點（胡育祥、陳逸淳譯，2006）。 

    疫情新聞即是框架的實踐，同時新聞框架也再現真實。新聞框架的選擇受到

組織、權力（社會環境／文化因素）影響，涉及到社會資源的運用、發言權利的

掌握，產生出與事實存在差異的疫情報導。疫情是經由「真實、符號、主觀」三

者共同建構而成，會因記者、編輯、閱聽人之差異，設定出不同的新聞框架與再

現過程，對疫情本身而言，風險敘事的報導是一種框架，以符合閱聽人主流的新

聞價值。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三疫情新聞報導 

目
標
確
立

 

疫
情
判
斷

 

專
家
意
見

 

疫
情
判
定

 

政
府
決
策

 

疫
情
發
佈

 

訊
息
傳
播

 

防
疫
行
動

 



 7 

（二）風險社會與社會控制：風險轉嫁與污名化 

     「誰有權利在民主社會定義風險？是科學家、政客、還是一般大眾？」

（Schanne&Meier, 1992:152） 

    2003 年 SARS 風暴的蔓延，是人類進入「全球風險社會」的再次見證。社會

風險管理需考慮到不同的風險策略，政府作為社會風險的管理者，主要任務是充

分考慮不同風險的特性，讓我們有更公平的立場來協議不同風險該由誰來承擔

（葉肅科，2003：78-79）。媒體是風險再現、定義、監督、社會溝通、公／私領

域切換機制，透過風險的定義決定國家政策、社會發展，社會資源分配並涉及社

會正義的存在形式（Douglas, 1992: 45）。權力機制表現在疫情防治上，政府機關

為了防止疫情的擴散，需以強制性隔離等手段，且衛生政策制定與執行扮演著權

力的生產者與實踐者角色。 

    隨著社會的進步，各種「風險」愈來愈無所不在和難以避免，風險結合政治、

媒體、科技文化定義及人們的感知。不同的人對風險會有不同的定義看法，風險

傳播是一個組織和閱聽者間各種價值長期互動的過程。以社會建構面，專業社群

的文化、認知、價值觀和情緒，對於進行傳播風險訊息時會產生影響。民眾如何

對各種不同危機做出價值的判斷，會因接收到訊息形成不同的態度等。 

    Spicker（1984)指出，污名化是一種社會控制的表現，與權力密切關連，誰擁

有意義生產權，就擁有了控制權。權力必定在個人受到污名而造成的標籤化、刻

板印象、社會地位喪失及歧視中運作著。透過權力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運

作與執行，污名成為可被指認的差異性，社會因此建構出一套刻板印象，把受污

名分離到特定類別，區分『我群』與『他者』。人們藉區分來強調所屬生存空間、

資源分配、競爭體系，加諸在個人的污名，乃是主流族群為了與其區隔，透過貼

標籤與譴責的方式，來維持彼此之間的社會距離。因此可知，對疫情感染者的分

類與隔離，實際上為對特定團體歧視之社會實踐，而媒體成為此社會實踐的場域。 

    從三疫情中，觀察出當疫情發生時，民眾心中會產生一種不安全感，唯恐此

災難發生在自己身上，便歸因給感染者，進行風險轉嫁以得到心理的安撫。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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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elan (2001)指出，當個人被予以汙名的標籤，從人群中分離出來，社會便自

然而然建構出一套貶抑、排斥的機制，來合理化所有的歧視行為，被污名者在薪

資、社會地位、教育心理居住、受醫療照顧權力皆面臨被剝奪。這情形可由新流

感疫情中見識到。只要有疑似感染者，馬上通報、立即隔離，未能周詳安置考慮

其隱私與就醫權，使得疑似感染者及其家屬遭受大眾驅逐，社會支持網絡減弱，

形成二次傷害。報導常選擇性將讓「疾病」作為所有問題的癥結，藉對問題的簡

化，讓我們忘了去追究，相關機構應該擔負起的責任。 

   在疫情報導內容分析中，明顯感受媒體的意識形態將傳染病病形塑出就是一

種社會偏差，以此解釋感染者的醫療行為、處境（隔離、驅逐）並合理化其所遭

受到的不當待遇。媒體一方面可增加閱聽人的了解，另一方面卻成標籤的強化

者，甚至可能透過我群與他者差異的建構，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Gilmore & 

Somerville, 1994，轉引自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2003：86）。 

    在疫情事件以及研究殘障者中，發現到受污名與歧視，為主流意識將少數者

建構成異常的、貶低他，此乃要鞏固主流族群的優勢地位，對自身霸權維持，此

包括政治、經濟、福利、公共衛生等各式力量運作其中，強而有力的滲透到人類

日常生活實踐，由此方式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 

 

（三）疫情敘事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社會建構 

    報導組織著社會世界，建構社會認同和社會關係，也是社會真實的再製。框

架理論認為，媒體傳播的目的在『建構社會事實』，報導文字的分析能夠理解社

會結構與社會行動間的關連，及其背後意識形態運作的機制。因此可從 SARS、

禽流感到目前新流感報導敘事中，媒體透過文化的社會建構，創造出同質的大眾

文化，同時取得被統治者認可，對公共意見、社會議題的認知，和意識塑造擁有

極大權力。 

    社會情境會影響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疫情新聞是社會情境的互動產物，循

著「隱而不顯」準則，結合現行的社會資源與行政制度，由傳播情境中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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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世界「共同建構」社會真實（陳柏安、林宜蓁、陳蓉萱譯，2006）。在疫

情危機處理時，需要重視民眾知的權利和政府的限制，將可能影響決定的因素納

入考量。由此可發現到新聞媒體的報導與分析，不僅建構一種社會真實，同時也

形塑大眾對於社會的各種印象，可視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方式。在疫情爆發時，若

沒有恰當處理，謠言將可能會因媒體的報導變成主流，繼而主導人類族群行為。

如何在疫病發生時，使媒體成為防疫的工具而不是謠言的傳播工值得思考。 

    在傳染病的媒體建構中，醫藥名詞、疾病的名稱，為人加上去的經驗，融合

了社會道德、社會喜惡、社會對患病者壓力，反映出社會價值、社會制度。而社

會所有成員皆受文化影響與限制（張珣，1987）。同樣地醫療系統也處在文化下

並形塑著民眾的認知與實行。因此在風險社會下，個體更需緊密的社會支持網

絡，才能使危機有效達到社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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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及步驟 

【研究方法】 

    研究以 2003－2010 年 1 月《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為檢索範

疇，運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報紙資訊系統為檢索工具，以「SARS」、「禽

流感」、「新流感」三大傳染病為關鍵詞作為新聞標題的檢索，運用橫向年度分析，

縱向議題「類目建構」「次類目建構」方式，抽取樣本檢視內容，再以立意抽樣

方式，將其中內容不符合研究題旨的報導刪除，最後加以分析媒體體系如何在三

疫情報導中建立新聞事件的分析架構與系統脈絡。 

1、 採內容分析法：探討國內部份報紙報導中，對 SARS、禽流感、新流感疫情的

內容建構與處理所獲報導量與價值，以 SPSS 14.0 中文視窗版本，將資料作

量化呈現，提供客觀結果佐證研究的可信度。以傳播內容量的變化，來推斷

質的變化。 

2、 樣本選擇：以《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為主要媒體敘事研究對 

   象，以民眾、政府、醫療方面與媒體風險敘事之關係為研究分析範圍。 

3、 資料處理：將所得報導內容加以過濾選擇，除去與研究不相關部分，定義變

項並選擇適當測量尺度，將欲分析項目進行統計分析求得研究解答。編碼時，

研究再三相互比較並經確認無誤後，才採用以維持數據的可信度。 

4、 敘事議題分析： 

（a） 隨疫情發展，部份報導對 SARS、禽流感、新流感新聞報導量變化；何種 

      議題最為被突顯出來；內容呈現方式；消息來源與隱含權力運作關係。 

（b）探討部份報導在三疫情報導關聯性與政府、民眾、醫療三者交互作用關係。 

（c）以相關社會學觀點檢視並串聯議題突顯的意識型態，試著以不同角度端看 

     政府、民眾、醫療體系、媒體交互作用下之結果，作整體性的通盤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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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檢驗： 

     一個研究兼具量化與質性研究特色，需具有真實性、應用性的特性，從真

實資料轉化文字陳述，推測外在現況外，還需有一致性、中立性特點。故在客觀

研究過程中，經由測量工具反覆施測，可獲複製性高、穩定的結果（潘淑滿，2008）。      

    研究以「編碼員信度法」檢定信度，測量公式如下： 

編碼員間的相互同意度： 

                 2M 

同意度（R）＝  ──── 

                 N1+N2 

 

M：完全同意之數目 

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2：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 × 【平均相互同意度】 

信度（CR）＝  ──────────────── 

               1+【（n-1）× 平均相互同意度】 

n：參與編碼人員數目 

 

     研究以評分員信度法檢視編碼員間相互同意度後，再求算信度係數。在充

分地討論並且取得相互共識後，在進行編碼之前，針對編碼表中的主題類目與向

度類目進行討論，意見交換，取得一致共識後，隨機抽取 10%的樣本，進行編碼

及信度的預測。根據相互同意度(Cronbach’s alpha)即內容分析之信度分析的公式

計算求得相互同意度為 0.88，信度為 0.96。根據 Kassarjian(1977)認為信度係數若

大於 0.85，編碼結果乃位於可接受範圍。 

   研究樣本收集期間自 2003 年至 2010 年 1 月底為止，共收集則報導。全部資

料經三位編碼員編碼後，再次計算編碼員間平均相互同意度為 0.83，信度為 0.94，

達到可接受的信度水準。 

    



 12 

【研究步驟】 

 

 

 

 

 

 

 

 

 

 

 

 

 

 

 

 

 

 

 

 

 

 

 

 

 

 

 

 

 

 

依興趣、理論選擇研究方向 

概念化、界定政府、

民眾、醫療為變數 

 操作化變數 

研究方法與設計：

採內容分析方法 
以三報對疫情（SARS、

禽流感、新流感）報導

為研究對象 

資料處理、轉換作項

目建構、統計分析與

解釋 

 研究結果與討論：作

未來建議與實務上應

用 

確立研究動機、目

的、範圍、問題 

文獻探討：框架理論、

污名化與社會控制、社

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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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SARS 風險新聞報導分析 

（一）SARS 風險報導數量分析 

    在研究觀察的樣本，從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止，中國時報共

計有 883 則新聞，自由時報總計 453 則，聯合報共有 1374 則，報導數量分布趨

勢如下表 1、圖 1： 

表 1  SARS 議題之新聞則數年份統計表 

 

報紙名稱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年 2010年 合計 

中國時報 777 58 13 10 13 8 4 0 883 

自由時報 300 52 27 13 9 22 29 1 453 

聯合報 1088 119 51 22 7 48 39 0 1374 

合計 2165 229 91 45 29 78 72 1 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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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三報SARS報導趨勢圖：從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止 

 

    從蒐集三報 SARS 風險敘事樣本總報導量來看，聯合報總樣本數較其他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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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時間軸 2003 年至 2010 年 1 月觀察，發現 2003 年正逢 SARS 發生時期，三

報報導量明顯爆增，SARS 相關疫情佔據各版面，產生新聞排擠效應。三報導趨

勢共同點，即報導數量在 2003 年 4、5 月呈現逐漸攀升、密度非常高，對照時間

點，為和平醫院封院與大規模社區感染時期。三報愈接近『後 SARS 時期』，SARS

數量逐日減少，報導內容偏重經濟議題、醫護人員懲處等。 

 

（二）SARS 風險報導主題、議題屬性 

    研究從樣本中觀察到，三報在 SARS 風險敘事偏重以疫情描述為主，媒體在

疫情報導上較少前瞻式討論，在風險爆發時，媒體對傷亡疫情的報導大幅上升，

待風險事件發生之後，疫情政策與預防疾病新聞數量此時大幅增加，意味著政策

與預防疾病的方法逐漸被討論。 

    從研究樣本發現三報在 SARS 疫情發展之報導掌控有一定的準確性，各報有

各自風險主題呈現方式，其新聞訴求、報導語氣明顯有差異。觀察到自由時報以

疫情階段來整體性呈現 SARS 相關主題，大多透過專家言論作為疫情預防之報導

內容，而中國時報偏向描述疫情發展情況，聯合報則以疫情報導、疫情政策為主。

三報敘述疫情，普遍仍以貼近客觀中立為主要訴求，自由時報某些部分呈現誇大

疫情，可能易引起社會恐慌；中國時報的風險敘事上，隨著疫情逐漸趨緩至除名，

改以正向與中立語氣呈現，聯合報相較之下較為客觀。 

    隨著 SARS 疫情逐漸明朗化，各新聞議題紛紛被提出探討，遍及各類型新聞

版面，包括醫療人員態度、感染者權益、醫療資源分配、民俗防治謠言、防治與

隔離政策、大發防疫財不實廣告，其中醫療人球、院內感染恐慌等新聞披露後，

立即引起社會軒然大波，促使社會結構重新面對隱藏背後核心問題，也重視醫療

倫理與醫學人文教育，這些讓我們見到 SARS 威力，也開始重視媒體在健康傳播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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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ARS 風險報導三報各議題總樣本統計 

項目 SARS 議題 中國時報新聞 

則數與百分比 

自由時報新聞 

則數與百分比 

聯合報新聞 

則數與百分比 

1 疫情報導 313（35.4％） 97（21.4％） 307（22.3％） 

2 防治 87（9.9％） 48（10.6％） 187（13.6％） 

3 政策 129（14.6％） 73（16.2％） 312（22.7％） 

4 民眾態度 47（5.3％） 35（7.7％） 155（11.3％） 

5 患者權益 30（3.4％） 21（4.6％） 74（5.4％） 

6 治療方法 126（14.3％） 83（18.3％） 143（10.4％） 

7 學者專家 102（11.6％） 91（20.1％） 106（7.7％） 

8 其他 49（5.5％） 5（1.1％） 90（6.6％） 

 合計 883（100％） 453（100％） 1374（100％） 

 

（三）SARS 疫情報導之消息來源分布 

    三報在 SARS 爆發時之消息來源，中國時報（53.8%）、自由時報（48.8 %）、

聯合報（53.9%）仍以政府為主，在次要消息來源上，中國時報以民眾意見

（24.2%）、自由時報以專家學者（33.6%）、聯合報以醫療人員（16.3％）。三

報整體而言，均以政府為主要消息來源，反映出 SARS 消息來源呈現一致性偏向，

報導內容較難避免受到官方與部分媒體影響，而愈至疫情後期，專家學者或醫療

人員消息來源則愈來愈少，主要意見指標仍以政府機關為主。 

表 3 三報在 SARS 新聞消息來源上的次數分析 

 民眾意見 政府主管

機關 

醫療人員 相關領域 

專家 

其他 總和 

中國時報 214 

（24.2％） 

475 

（53.8％） 

96 

（10.9％） 

50 

（5.7％） 

48 

（5.4％） 

883 

（100％） 

自由時報 31 

（6.8％） 

221 

（48.8％） 

34 

7.5％） 

152 

（33.6％） 

15 

（3.3％） 

453 

（100％） 

聯合報 95 

（6.9％） 

741 

（53.9％） 

224 

（16.3％） 

217 

（15.8％） 

97 

（7.1％） 

1374 

（100％） 

各類觀點

的總和 

340 

（12.5％） 

1437 

（53％） 

354 

（13.1％） 

419 

（15.5％） 

160（5.9

％） 

2710 

（100％） 

附註 1 括弧內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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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禽流感風險新聞報導分析 

（一）禽流感風險報導數量分析 

    在研究觀察的樣本，從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止，中國時報共

計有 461 則新聞，自由時報總計 422 則，聯合報共有 756 則，報導數量分布趨勢

如下表 4、圖 4： 

表 4 禽流感議題之新聞則數年份統計表 

報紙名稱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合計 

中國時報 13 167 191 43 21 14 12 0 461 

自由時報 5 138 194 30 23 20 8 4 422 

聯合報 18 256 274 166 22 18 1 1 756 

合計 36 561 659 239 66 52 21 5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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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三報禽流感報導趨勢圖：從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止 

 

    從蒐集三報禽流感風險敘事樣本總報導來看，聯合報總樣本數明顯多於另外

兩報。以時間軸 2003 年至 2010 年 1 月觀察，發現 2003 年正逢 SARS 發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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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疫情禽流感正逐漸產生，至 2004 年 SARS 疫情趨緩，取而代之的禽流感旋

即被大量報導， 2005 年禽流感報導量明顯激增，2006 年後隨著疫情減緩情勢，

禽流感危機程度遞減，相關報導新聞則數下降，意味著疫情被有效控制。而在

2009 年、2010 年 1 月隨著新流感爆發，新流感在資訊渾沌未明、各種病毒變種

謠言四起，有關禽流感訊息再度被零星提起，作為應變新流感之策略。 

 

（二）禽流感風險報導主題、議題屬性 

    從蒐集樣本觀察三報在禽流感議題敘事上，中國時報以疫情發展（25.4％）、

禽流感防治（20.6％）為主要處理邏輯；自由時報在禽流感報導處理上，不僅總

報導量與中國時報接近，處理邏輯也以疫情發展（22.5％）與防治（23.2％）為

主；聯合報則重視政策訊息傳遞（20.6％）。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報關於禽流感

新聞在民眾態度與經濟衝擊報導篇數明顯高於另外兩報，顯示聯合報重視禽流感

造成的民生、經濟面問題。而聯合報另一特殊處在禽流感訊息大部份刊於國際版

與地方版，顯示其認知道禽流感議題不僅是全球性，還與地方基層、草根民眾息

息相關，新聞著眼處不僅國際、同時重視國內各地情況。 

表 5 禽流感風險報導三報各議題總樣本統計 

項目 禽流感 

議題 

中國時報新聞 

則數與百分比 

自由時報新聞則

數與百分比 

聯合報新聞 

則數與百分比 

1 疫情 117（25.4％） 95（22.5％） 144（19％） 

2 防治 95（20.6％） 98（23.2％） 101（13.4％） 

3 政策 91（19.7％） 87（20.6％） 156（20.6％） 

4 民眾態度 43（9.3％） 48（11.4％） 77（10.2％） 

5 經濟衝擊 42（9.1％） 51（12.1％） 90（11.9％） 

6 治療方法 14（3％） 17（4％） 52（6.9％） 

7 專家研究 38（8.2％） 22（5.2％） 67（8.9％） 

8 其他 21（4.6％） 4（1％） 69（9.1％） 

 合計 461（100％） 422（100％） 75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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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禽流感風險報導之消息來源分布 

     在禽流感風險敘事的消息來源，中國時報與 SARS 報導相同以政府機關為

主（34.1%）、自由時報消息來源以學者專家為主（30.6%）、聯合報以政府（38%）

與學者專家（38.5％）為主，在次要消息來源上，中國時報以學者專家意見

（32.1%）、自由時報以政府機關（21.6%）、聯合報則有鑒於禽流感造成經濟產

業、民眾飲食態度轉變，次要消息來源以草根民眾意見（9.5％）。三報整體而

言，均以政府、學者專家為主要消息來源，反映出與政府-媒體風險傳播策略將

影響到民眾對禽流感訊息的掌控度。透過禽流感、SARS 三報風險敘事樣本，看

出民眾、醫療體系（甚至結合公衛）聲音仍未受媒體重視，在風險訊息追蹤與謠

言澄清上仍有待近一步結合政府－醫療－民眾－媒體形成多方窗口互動對話機

制。 

表 6 三報在禽流感新聞消息來源的次數分析 

 民眾意見 政府主管

機關 

醫療人員 相關領域 

專家 

其他 總和 

中國時報 80 

（17.4％） 

157 

（34.1％） 

51 

（11％） 

148 

（32.1％） 

25 

（5.4％） 

461 

（100％） 

自由時報 51 

（12.1％） 

91 

（21.6％） 

68 

（16.1％） 

129 

（30.6％） 

83 

（19.6％） 

422 

（100％） 

聯合報 72 

（9.5％） 

287 

（38％） 

52 

（6.9％） 

291 

（38.5％） 

54 

（7.1％） 

756 

（100％） 

各類觀點

的總和 

203（12.4

％） 

535（32.6

％） 

171（10.4

％） 

568（34.7％） 162（9.9

％） 

1639 

（100％） 

附註 1 括弧內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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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流感風險報導數量分析 

（一）新流感風險報導數量分析 

    研究觀察的樣本，從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止，共得樣本數中

國時報計有 522 則新聞，自由時報總計 287 則，聯合報共有 911 則，報導數量分

布趨勢如下表 7、圖 5： 

 

表 7  新流感議題之新聞則數年份統計表 

報紙名稱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合計 

中國時報 0 0 1 0 0 0 461 60 522 

自由時報 0 0 1 0 0 0 265 21 287 

聯合報 0 3 7 0 1 2 797 101 911 

合計 0 3 9 0 1 2 1523 182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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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三報新流感報導趨勢圖：從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止 

 

    分析所蒐集的三報新流感樣本，聯合報疫情報導較另外兩報偏多，再比較

SARS、禽流感時期報導，仍得出相同結論。而三報共通點在 2009 年 5、8、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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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10 年 1 月報導量明顯驟增，對照時間點，吻合新流感疫情盛行時期，此疫

情報導呈現模式與 SARS、禽流感之報導策略如出一轍。 

    透過三報樣本總報導量統計，解釋了媒體具立即性、危機性、預警性之傳遞

民眾知曉權的正當性，若能實質反映醫療資源分配、弱勢群體需求等人權與社會

公義層面，盡量避免因謠言產生污名化、社會排除，將能在歷經 SARS、禽流感、

新流感等疫情洗禮後，將能獲得民眾－醫療－政府認同。 

 

（二）新流感風險報導主題、議題屬性 

    新流感風險敘事上，中國時報以疫情描述為主（35.8%），自由時報以疫情

預防居多（35.1%），聯合報以疫情描述（23.8％）、民眾態度（22.1 %）為主，

而聯合報在疫情趨緩後期注重醫療體系、民眾態度之報導，同時也整合專家學者

意見，注重全面性的報導。三報對新流感風險的報導，以理性訴求為主，皆盡量

採取客觀中立角度說明，唯在新流感後期之風險主題呈現差異。三報相同處為，

隨著新流感疫情趨緩，加上有 SARS、禽流感之風險報導經驗，對風險訊息皆能

有效掌控，在訊息採用方經過確認，報導標題也不過度聳動，同時能及時澄清謠

言、作後續追蹤，明顯發揮媒體自律與風險傳播之效用。 

     從新流感風險敘事樣本中分析，中國時報跳脫以傳統媒體方式表現，將各

層面議題結合報導，新流感風險敘事上有別於 SARS 風險報導，多了媒體自省與

民意論壇之討論空間，使風險敘事上更為客觀與反映民意；自由時報在疫情報導

上，延伸至社會議題，且相較 SARS 風險報導有更全盤的分析；聯合報在議題上

不單只侷限疫情，逐漸拓展為大環境各層面影響與效應，涵括到醫療體系、公衛

紮根、民眾態度、國際局勢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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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新流感風險報導三報各議題總樣本統計 

項目 新流感議題 中國時報新聞

則數與百分比 

自由時報新聞

則數與百分比 

聯合報新聞則數

與百分比 

1 疫情描述 187（35.8％） 40（13.9％） 217（23.8％） 

2 防治 127（24.3％） 101（35.1％） 115（12.6％） 

3 政策 89（17％） 67（23.3％） 170（18.7％） 

4 民眾態度 42（8％） 25（9％） 201（22.1％） 

5 患者權益 21（4％） 18（6.3％） 85（9.3％） 

6 治療方法 19（3.6％） 7（3.8％） 44（4.8％） 

7 專家研究 33（6.3％） 15（3.8％） 51（5.6％） 

8 其他 4（1％） 14（4.8％） 28（3.1％） 

 合計 522（100％） 287（100％） 911（100％） 

（三）新流感風險報導之消息來源分布 

     在新流感風險敘事的消息來源，中國時報（35.6%）、自由時報（46％）、

聯合報（40.6％）均以政府機關為主，次要消息來源上，三報同樣均以學者專家

為主，中國時報（33.4%）、自由時報（29.6%）、聯合報（33.2％）。 

    整體而言，新流感風險報導消息來源與 SARS 時期無太大差異，三報消息來

源均以政府、學者專家為主。三報在新流感後期之風險敘事與 SARS、禽流感採

用策略相近，隨愈接近疫情緩和，中國時報消息來源尤以政府機關、專家學者為

主，自由時報採用醫療人員消息來源有下降趨勢，聯合報次要消息來源轉成以醫

療單位為主。 

表 9  三報在新流感新聞消息來源的次數分析 

 民眾意見 政府主管

機關 

醫療人員 相關領域 

專家 

其他 總和 

中國時報 45 

（8.6％） 

186 

（35.6％） 

90 

（17.2％） 

174 

（33.4％） 

27 

（5.2％） 

522 

（100％） 

自由時報 30 

（10.5％） 

132 

（46％） 

25 

（8.7％） 

85 

（29.6％） 

15 

（5.2％） 

287 

（100％） 

聯合報 85 

（9.3％） 

370 

（40.6％） 

122 

（13.4％） 

302 

（33.2％） 

32 

（3.5％） 

911 

（100％） 

各類觀點

的總和 

160 

（9.3％） 

688 

（40％） 

237 

（13.8％） 

561 

（32.6％） 

74 

（4.3％） 

17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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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研究結果顯示：（1）就報導時期與數量而言，聯合報的報導則數多於其他

兩報。SARS 風險報導高峰出現在 2003 年 4、5 月；禽流感爆發時期，恰逢 SARS

疫情趨緩，報導集中在 2004 年 1、2 月與 2005 年 10、11 月；在新流感爆發初期，

禽流感訊息被多次提出討論，而新流感報導集中 2009 年 5、8、9 月，（2）就報

導議題而言，中國時報在三疫情中以疫情描述為主；自由時報以疫情預防居多；

聯合報則以疫情描述、政策為主，同時重視民眾態度（3）就引用消息來源而言，

三報在三疫情主要來自政府、專家學者，醫謢人員消息來源與不同風險觀的討論

較少。 

     從三報樣本分析三疫情敘事： 

（1）中國時報報導數在三報裡居中，在消息來源均以政府為主，次要消息則以

專家學者，作為強化報導之權威性。在風險敘事策略上，中國時報習慣以開門見

山、善用過去類似風險事件作為參照，著重分析、解釋，呈現多元風險思考觀點。

風險敘事上貼近民眾生活、經濟體系，增加可讀性與生活關聯性，唯在用字遣詞

中透露報導立場及隱含價值觀。 

（2）自由時報對於疫情預防提出強而有利解釋，在政策傳遞過程上描述清楚，

讓民眾更清楚相關的風險資訊與認知態度，唯敘事上呈現較多風險的負面特徵，

易造成社會恐慌與社會排除效應，在風險事件描述與預測上，依專家學者的知識

作為壟斷，尚未跨越階級/族群與教育程度的知識平等化藩籬。若能進一步獲得

疫情事件的後續發展與深入影響，將不失作為一份好的風險預防資訊。 

（3）新聞敘述最為詳盡的是聯合報，除其總報導量最多之外，描述內容也較為

詳盡，多元化，消息來源結合民眾-醫療-學者專家-政府不侷限單一消息來源，凸

顯在經歷 SARS、禽流感後，有調整報導策略與意識形態邏輯，擴大報導的範圍，

避免未經查證引起社會恐慌，使風險資訊更加完整。聯合報重視新聞馴化及風險

可能造成的社會心理問題，疫情議題國際與國內本土並重，以達到更有力量、更

深入的風險狀況剖析，有助民眾、醫療體系易透過報導澄清謠言與掌握風險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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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以論述分析方式探討 SARS、禽流

感、新流感的媒體建構，並增加社會學的角度視之流行病疫情，分析媒體所建構

議題，串聯起整個社會。三疫情事件，在時間軸觀察上為台灣醫療衛生體系、預

防監測體系、傳播體系、公民意識體系、政府效能體系、社會危機預警與傳播評

估的總體檢，將是下一個突變疫情傳播時之成果驗收。當全球籠罩在流行疾病威

脅下，加強防治與監控疫情外，不應忘卻過去的災難教訓，從媒體風險敘事中對

風險管理有更全面性的認知、作全面性的反省和改革，盼在研究結果試著提出具

意義之建議。 

分析三疫情： 

 （一）SARS 疫情發展，考驗民眾對政府、醫療、媒體危機處理能力的信心，若

能監測媒體和公眾議題的重要性，並加以有效引導與管理危機，將能避免在 SARS

時期各報突顯出問題。列出四項在 SARS 風險傳播之呈現問題： 

1.疫情統計數據，究竟何者正確？ 2.醫療資源浪費，究竟是醫療評估失當，還是

一種風險投資，責任歸屬為何？ 3.謠言澄清處理，報導內容常以「疑似」用詞，

對於後續新聞報導未作進一步追蹤或說明，絕大部分新聞常處於懸而未決之下，

也造成無謂的社會恐慌。 4.偏向負面渲染，多描述醫療缺失、防治知識缺失等，

該如何導正媒體社會正義責任與職業倫理精神，形成政府在疫情時化危機為轉機

的助力？ 

（二）禽流感方面，呈現三點：1.歷經 SARS 之後，產生媒體監督聯盟機制，增

加民眾對風險報導信心與滿意度。 2.在風險敘事上，赤裸揭開預警系統的評估

問題、基層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緝捕走私勤鳥之市場問題、政府的決策能力與執

行魄力，讓民眾對禽流感相關防疫成本、醫療資源、公共衛生訊息能有效掌控。      

3.三報在禽流感風險敘事上，掌握信源的有效性、可靠性，達到政策與訊息傳遞

透明度，能在接獲訊息時作即時回饋與媒體自省，降低不少社會成本、經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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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國際聲譽，這正是 SARS 疫情考驗下所帶來的轉變。 

（三）新流感方面，三點分析 1. 在新流感敘事上，影響時程較短，目標社群的

作用力較為積極，同時突顯出官方政策和媒體敘事具安撫、教育啟迪的重要性，

相對地也可能產生歧視、集體意識偏見形成社會防疫阻力。 2.風險議題上重視

社會整體價值觀、醫療服務品質、疫苗防治篩檢，相較於 SARS、禽流感時期，

媒體和官方明顯進步許多，能因應不同疫情性質及發展階段，搭配多元性、變異

性策略機制達到明顯的傳播效能。 3.三報在新流感凸顯疫情危機的情形大為降

低，以往新聞排擠效應也降低，但仍能見到外部權力與媒體結構之間的權力角逐。  

分析三大脈絡： 

（一）政府方面 

    各級政府在三疫情事件的處理情況：1.整體危機處理機制策略的運用不良 2.

雙向危機處理機制不足 3.危機管理機制並未獲得重視 4.疫情危機管理不夠專業

化、專業知能不足 5.特殊疫情危機處理的相關研究不足、整體醫療水準與實驗

診斷能力的專業知能不足 7.對疫情發布與防治說明之發布時機不當。 

    政府在疫情發展時，可運用不同手段/策略介入，從過去相關防治經驗、衛

生教育等，實踐其責任並建立更大向度的社會共識。提出建議：1.疫情結束後，

從危機中獲得寶貴經驗，重新調整步調，探討區域管制機制、資源統合運用機制、

國際合作機制，對照國外的危機處理機制，使流行疫情相關法規與辦法完備。並

設立溝通機制的互動平台，讓民眾參與媒體監督，體現人權價值、弱勢社群關懷。

2.避免媒體被貼上政治標籤、成為政爭工具 3.協助民眾於疫情爆發時，能有效管

理並運用個人社會資本。有效協助提升媒體與民眾溝通互動與品質。如何善用媒

體，拿捏尺度，促使新聞視野多元化，能聽到各種聲音，此對政府方面是一項重

要課題。盼以此方式提升民眾－媒體－醫療素養，讓民眾認識政府的風險溝通策

略取得民眾信任與配合，達到有效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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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方面 

媒體在三疫情中的角色非常重要，其中在新流感報導中，逐漸重視民眾對

疫情態度，擴大民眾的公共討論空間。媒體風險傳播提供最新疫情訊息、醫療專

業知識，而民眾在接收疫情大量訊息，應加以篩選、判斷，同時站在消費者立場

爭取媒體對報導言論權、真實性與價值準則、人權與隱私，喚起集體意識達到有

效掌控疫情。在防疫措施上，民眾除了配合防疫政策、風險管理策略，更應具有

環境風險、健康促進知識，在平日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增強個人抵抗力，疫情爆

發時採取自我保護措施，加強個人衛生、減少至公共場所等的社交互動機會。 

另外民眾對於社會另類療法信念體系深根於社會脈絡，形成多元醫療體系

的複向求醫行為，影響到政府政策從倚重西方醫學知識系統轉加入中醫防疫的工

作行列。 

 （三）醫療方面 

醫療方面，三報在疫情敘事多以地方型態呈現，地區醫院者居多；出現在醫

療版面以醫學中心為大宗；發布者多為財團法人經營的私立醫院。媒體報導新聞

有明顯城鄉差距，來自大台北地區的新聞超過一半；新聞資訊品質透過醫師描述

揭露、未引用其他醫療單位平衡。 

從樣本觀察到，主流醫療體制透過媒體再現呈現醫療權力波動，在社會資源

分配、病的詮釋權，都因疫情與社會壓力產生競爭、移轉，可作為政府政策與新

聞界體系的反思。新聞醫療風險訊息品質易因媒體過度暴露或侵犯病人隱私而有

所損害，但多歸咎於主管衛生單位未能有效落實相關法規。在風險敘事對於醫療

社會資本上應將更關注病患權益、醫病關係溝通、院內防疫與資源分配、醫護人

員社會支持，並透過院內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機制，使醫療機構於風險危機中定

期檢視，以負責任的專業機制自我期許，對社會大眾有所交代。 

 （四）媒體方面 

   在三疫情樣本中發現到媒體往往在風險事件發生後，才有大量報導產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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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事件爆發前，具前瞻性的報導與討論很少，反映台灣在地社會風險遲滯性問

題。分析三疫情提出三點：1.三報風險敘事差異反應不同媒介邏輯，提供不同風

險傳播功能，不能忽略具社會建構之威力。整體而言，三報均具備廣度與深度的

風險報導特質，但慣性策略為凸顯危機，以高度的新聞披露量呈現出疫情緊急性

和嚴重性，忽視可能造成社會恐慌與社會成本損害。 2. 站在一個渴望得到充足

風險資訊的讀者角度，三疫情爆發期當下，在其他傳染病的篇幅、版面選擇優先

順序上，有意無意的產生邊緣化、新聞排擠效應，顯示未能善盡媒體告知責任與

民眾多元化學習新知識的機會。3.疫情發展時程，影響到媒體權力與外部權力的

權力結構與互動關係。 

    全球化下傳染病的擴張已超乎掌控，不同風險度群體可能會有不同溝通需

求，如何達到多向溝通，提升報導品質，使防疫工作順利進展，值得深思。研究

建議未來相關新聞報導，可加入其他消息來源的資訊，提供不同面向、領域的意

見討論，給予閱聽人多元、專業的訊息內容，同時加強媒體專業素養與醫療傳染

病知識，將有助於對疫情公共議題的掌控與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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