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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台湾媒体，在政党斗争

激烈的党派纷争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媒体为了吸引受

众的注意、政党为了赢得受众的支持，媒体和政党合谋出演

了一出出“制造新闻”的“好戏”。电视媒体因其强大的影响力

在政治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对台湾媒体“制造新闻”
现象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予以纵深分析，以期对台湾媒体的态

势走向有更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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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具有政治倾向性，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媒体都不可回避的传媒特点。但媒体也必须用事实说话，把

自己的观点掩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如果媒体为了自己生存

发展的需要，违背“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新闻规律，迎

合于政党的政治需要，盲目报道所谓“新闻热点”，即便所报

道内容的确是“事实”，这种与政党的合谋也脱离不了“制造

新闻”的恶名。而台湾媒体就处在这样一种怪圈中。
“制造新闻”和“新闻策划”不同，新闻策划是在新闻事实

的基础上对报道手法和报道方式进行策略式的考量，以期让

受众更好地接受新闻及隐藏在其后的观点；而在“制造新闻”
中，新闻的发生就存在很多人为导演的因素。“制造新闻”又
与“策划新闻”不同，虽然都无法保证新闻事件的自然发生，

但是“制造新闻”又比策划新闻多了一些贬义的色彩。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的顺利访台，使两会制度化协商站在

一个新的出发点上，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

明前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携手迎接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符合历史潮

流的前进方向。但在这之前，国台办原新闻发言人张铭清在

台南作学术交流期间遭袭事件也为台湾所宣扬的热情友好

抹了黑。虽然张铭清本人表示，这只是一小部分民进党台独

分子的个别行为，不能代表台湾的大多数，但遭袭事件的确

让两岸哗然。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台湾媒体的表现的确不可谓不优

秀。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许清茂教授是张铭清院长的随行

人员，见证了整个台南学术交流过程。许教授说，他最大的感

受是，台湾的记者真的很辛苦，他们走到哪里，记者们就跟到

哪里。只要他们一有什么小动向，就会有至少十几个潜伏在

周围的记者突然冒出来。且台湾电视媒体的时效性也确有可

圈点之处，他们在一楼碰到了电视记者，乘电梯到十二楼的

时候，在电视里就看到了自己。为了追求吸引受众眼球的新

闻，台湾的记者们对政治新闻的跟踪采集完全不亚于狗仔队

的狂热。很重要的一点是，许教授说，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

“制造新闻”了。当时笔者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张院长遭袭这

一事实并不是媒体制造的啊？怎么说这就是“制造新闻”呢？

可若仔细分析台湾媒体与政党的微妙关系，台湾媒体的制造

新闻现象就拨开云雾了。
2008 年 3 月国民党代表马英九当选台湾新一届领导

人，宣告民进党执政八年的结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

营重新掌握政权，而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泛绿阵营却不放弃继

媒体与政党的合谋
———台湾电视媒体的“制造新闻”现象分析

主父真真

（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制造新闻”和“新闻策划”不同，
新闻策划是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对报道
手法和报道方式进行策略式的考量，以
期让受众更好地接受新闻及隐藏在其后
的观点；而在“制造新闻”中，新闻的
发生就存在很多人为导演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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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扮演引人注目的不安分角色。
台湾媒体的蓝绿分野明显。台湾媒体中立者少，大多数

不是亲蓝就是亲绿。东森电视台、TVBS 电视台、中天电视台、
“中视”、“中广”等电子媒体和《联合报》比较倾向于泛蓝阵

营。台视、民视、华视、三立电视台等电子媒体和《台湾日报》、
《自由时报》等平面媒体比较倾向于泛绿阵营。由于台湾媒体

和台湾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很难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

性。在 2005 年的县市长选举中，TVBS 电视台李涛主持

“2100 全民开讲”节目，联合一批民意代表和资深媒体人士，

在 100 多天内连续追查“高捷弊案”，不断抛出对陈水扁当局

不利的新资料。把民进党要角以权谋私、以权捞钱的丑闻一

一展现在世人面前，对泛蓝阵营的大赢有着重要作用。媒体

对于政治动态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①

政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得不引起媒体对自己的关

注，而由于台湾的媒体是资本主义的运营模式，已经经过了

比较充分的自由竞争，在残酷的媒介环境下，媒体对于政治

热点更加不会放过。政党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不得不制造一

些非常态的事件，以显示出自己鲜明的政治倾向，而媒体为

了找到可以吸引眼球的新闻也渴望这种非常态事件发生。于

是政党和媒体的相互迎合就为“制造新闻”提供了合适的温

床。
张铭清在台南遭袭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特别是电视媒

体都作了充分的跟踪报道，而且分析张铭清此行是为陈云林

“试水”。张铭清此行明明是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

身份以学术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出行，却被台湾媒体戴上了子

虚乌有的帽子。这难道不是“制造新闻”吗？

台湾人口只有 2300 多万，电视媒体却有 100 多个，其中

24 小时新闻台就有 8 个，岛内的电视媒体要想在竞争如此

激烈的环境下生存，就必须寻求突破。事实上，在弹丸之地的

台湾，有影响的新闻媒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各个领

域的渗透已经非常明显，要做到所谓的“资源独享”或是“独

家新闻”非常困难。因此，对于新闻时间的“细节展示”和“深

度挖掘”也就是所谓的“放大”，便成为台湾媒体处理新闻尤

其是热点新闻必须采用的手段。②

台湾电视媒体在挖掘新闻的相关枝节、扩大新闻报道的

外延上不遗余力。张铭清到台南进行学术交流，由于张铭清

特殊的身份和在台湾的高曝光度，媒体必定会对张铭清围追

堵截，关注他们一行的最新动向。张铭清在当地参访孔庙时，

遭到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王定宇等人的暴力攻击。据说，泛绿

人士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深绿倾向，以期在台南

的选举中赢得更多的信任。而这一暴力事件也让台湾媒体

“辛苦”了好一阵子。
在台湾，当岛内有重大新闻发生时，当事人常常会无可

奈何地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这些报道和“分析”在很

大程度上满足甚至培养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这些都使得台湾

的新闻有了较强的可读性、可看性，更加贴近受众的接收心

理。这种“制造”和“放大”的新闻，客观上公众经常被情绪和

猎奇所取代，对细枝末节的过度展现，使人们在关注新闻事

件发展时忽视了新闻事件带给人们的思考。
自 1987 年海岸两岸开始进行探亲与文化交流以来，大

陆人士赴台交流时虽往往受台湾当局方面的种种限制，但从

促进两岸人民相互了解的角度而言，这种不均衡的两岸交流

现象虽未尽理想，但毕尽是有利于两岸关系之良性发展的。
然而，李登辉及陈水扁掌权后采取种种不利于两岸交流的政

策，使得两岸间的关系愈趋紧张，再加上台湾媒体长期负面

报道大陆的发展情况，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误解与无知非短期

内可得以化解。李、陈之流的一系列“去中国化”措施使得原

先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的人

数大为减少。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台湾青年由于没有经历过

“戒严时代”，多元的政治空间环境赋予他们以独立思考与理

性选择的空间，而高度发达的资讯条件和相对富裕的经济基

础催生了他们的政治主体性、自由意识和相对独立的政治倾

向。无论是泛蓝还是泛绿，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都极力利用

媒体为自己摇旗呐喊。而没有热点的新闻肯定不能赢得受众

的注意，于是政党刻意地制造新闻事件，而媒体为了更好地

生存，正需要这样的有卖点的新闻。它们可以无偿地给这些

政党制造的新闻加以包装和制作，从而完成对于新闻的“再

制造”。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

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

种“议题”不同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

“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③台湾媒体和政坛很好地运用了

大众媒体的这一重要作用，以期对台湾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但由于政党的导演，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往往具有很强

的戏剧性，且因为媒体具有很强的党派性，其报道往往具有

很强的政治倾向性。这样露骨的报道违背新闻真实、客观、公
正的特性，从而对受众形成接受压力。

台湾媒体和政党的“制造新闻”现象是违背新闻规律的

做法，其长久的历史渊源和对现状的影响却是不可回避的。
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党派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政界的蓝绿

纷争。这与大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事业管理方式的媒体有本

质的不同。同样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台湾媒体与西方媒体

相比，其政治倾向更加明显，似乎不太懂得掩饰和隐藏。但对

于台湾民众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尽管媒体具有很强的党派

倾向性，台湾民众认为他们还是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能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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