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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數位科技衝擊下，新聞產製流程產生翻天覆地的

變化。傳統新聞媒體在廣告經費大量流失之後，縮減報

紙張數、裁員之聲此起彼落，傳統新聞媒體人新聞創業

呼聲應運而生。離開傳統新聞媒體保護傘的新聞從業人

員，面臨那些新聞創業的挑戰？本研究針對從傳統新聞

媒體轉戰網路媒體創業的 12位新聞工作者進行一對一的

深度訪談，發現大多數的受訪者之所以踏入網路新聞創

業之路，多是時勢所逼，當他們踏入網路媒體之後，發

現新聞寫作及產製方式截然不同，為了點閱率、廣告收

入等，網路新聞運作翻轉了過往所服膺的新聞專業意理；

此外，資金招募不易，大多數的轉業新聞工作者只能小

本經營，在實際執行新聞創業實務層面，新聞創業者面

臨捉襟見肘的困境。 

 

關鍵字：網路新聞創業、新媒體、新聞專業意理、媒體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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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production 

procedure of news has been overwhelmingly changing. As the 

advertisement revenue shrinks, the traditional news media have 

no choice but lay off employees (e.g., journalists) in order to save 

the cost. To cope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ex-journalists, based on 

the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concept, engage in their 

independent news media business on the Interne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herefore, to elicit what challenges are 

supposed to be as media reporters start their new business by way 

of the approach of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Twelve news 

reporters, unemployed by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n starting new 

business life of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a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one-on-one in-depth interview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most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due to click through rate (CTR) and commercial 

income, have to engage in journalism entrepreneurship and adapt 

themselves to “new” styles of media ideologies and news writing. 

Participant giving their attention to journalism entrepreneurship 

cannot expand the scope of their business because it is hard to 

recruit cash.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new media, news 

ideology, online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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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新媒體當道，手指一滑，人人都是訊息的傳播者，此變

革對傳統媒體的經營及產製帶來空前絕後的衝擊。從 2006 年

開始，接連有「大成報」、「中央日報」、「台灣日報」、「星報」、

「民生報」以及「澎湖晚報」等 6 家報紙因不堪虧損而歇業，

其他在這場報業「收山」的經營競爭戰下繼續經營的平面媒

體（如「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以及「聯合

報」等），也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裁員、減少報紙張數或採行

多角化經營等措施，以維持正常的營運（戴伊筠，2010）；值

得注意的是，繼報社吹起「熄燈號」後，電視台的經營也岌

岌可危，2005 年成立的 YouTube，讓網路使用者輕而易舉地

就可以將自己拍攝的各式各樣影片上傳至網路，分享給世界

各地的人（林沅佐，2016），網路直播平台取代傳統電視台的

態勢明顯可見（Cha & Chan-Olmsted, 2012）。 

    究竟「誰『殺』了報紙或電視等傳統媒體」？原因不言

自明。第一，傳播科技日新月異發展下，傳統媒體（例如報

紙及電視）的屬性早已抵不過新媒體的傳播速度及內容多樣

性，拱手稱臣勢在必行；第二，傳統媒體內部經營及記者工

作環境的變動，成了壓垮傳統新聞記者工作的「最後一根稻

草」，「1111 人力銀行」（2006/8/31）所進行的一項「記者辛酸

指數調查」指出，媒體生態變質、工時太長、壓力太大、狗

仔文化當道等因素，讓傳統媒體的記者工作變得沒有「未來

性」，導致 38%的記者覺得自己「過得不快樂」，高達 84%的

記者想要轉行，另謀新出路。 

    面對「看不見未來」的傳統新聞媒體，苦撐待變的傳統

新聞媒體工作者究竟該何去何從？新聞實務工作者及學者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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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楨、張修哲、張寶芳、陳順孝及林照真（2013）等人便從

微觀的角度提出「新聞創業學」（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概念，強調現有新媒體的消費模式已經不利於傳統大眾媒體

組織的生存，反倒是離開傳統新聞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可以

化整為零，透過開創網路個人新聞媒體或微型媒體來實踐專

業，甚至以專業報導作為賺錢營生的工具；換言之，在網路

世界中東山再起，成了傳統媒體的新聞記者在不景氣當下尋

找「斜槓人生」的一片新藍海。 

    「新聞創業」的想法其實源自國外，它是 21 世紀初的一

個新興名詞，主要是新聞勞動市場產生丕變，出現許多小規

模、線上的「獨立新聞企業」（independent business）及「自

由供稿創業者」（freelance entrepreneurship），一些國家如美國、

英國、加拿大、法國、哥倫比亞、墨西哥及荷蘭的新聞傳播

學者及新聞實務工作者對此概念開始進行討論，進而對新聞

企業的經營產生不小的影響（Deuze&Witschge, 2018；

Wagemans, Witschge, & Deuze, 2016）；特別是網路興起之後，

「網路新聞創業」讓有志於新聞工作的人多了一項選擇，享

受「自己給自己工作」、「不受雇於人、不聽命從事」的自由，

但此一想法也迫使創業者面臨「不工作即沒錢可賺」的壓力

（Kelly, 2015）。 

    「網路新聞創業」的確新鮮，但背後潛藏的新聞理念及

實務問題，仍有幾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首先，傳統新聞學的相關研究主要以「新聞媒介可信度」

（例如徐美苓，2015；周樹華、閰岩，2015）、「新聞專業意

理」（例如劉蕙苓，2011）、「新聞框架與再現」（例如劉蕙苓，

2007）、「新聞報導內容分析」（徐美苓、黃淑貞，1998）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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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議題為主，即便後來引入一些關於媒體政治經濟（馮建三，

2003）、新聞媒體識讀（徐美苓，2015）、新聞批判或是媒體

改革（蔡蕙如，2016）等面向的討論，但關於媒體工作者的

新聞創業理念等研究並不多，直到最近國內才有部份學者（如

陳順孝，2016）針對新聞創業提出相關理論與觀點。面對瞬

息萬變的新聞工作，傳統的新聞寫作常規、採訪方式、寫作

模式，甚至媒體的經營方式，在新媒體的嚴竣挑戰下，必須

學會「舊瓶裝新酒」；在此情況下，長期受到傳統新聞學薰陶

的新聞工作者，如何依著他們手中的「筆槍」、「紙彈」，重新

站上新聞舞台？過往被奉為圭臬的新聞相關概念或理論，還

適用當前新聞記者所面對的處境嗎？凡此種種，關於傳統新

聞工作者在面對網路新媒體競爭壓力下的轉型心境、創業可

能，如果得以系統性地觀察、整理，相信可以為新聞學術理

論注入一股難得的活水。 

    其次，錢從那裏來？新聞創業口號一喊、大旗一揮，人

人都有機會自立門戶當老闆，但資金籌措是一大問題。新聞

創業之所以受到重視，原因之一是當前媒體經營所需的成本

過大，許多媒體企業在經營壓力下被迫關門，退出戰場，小

額資本起家的新聞創業成了因應當前媒體經營局勢的另一種

可能，特別是網路新聞創業被視為門檻比較低，許多新聞工

作者對其未來性頗具期望。即便如此，國外的新聞創業經驗

仍然發現資金籌措是一大壓力，於是興起了「集資」

（crowd-funding）創業的新念頭，但此一作法卻引來爭議，

質疑記者未來的新聞採訪是否會受制於出資者的干擾？記者

的自主性是否一樣不夠「透明」（transparency）（Porlezza & 

Splendore, 2016）？這也是網路新聞創業者不得不思考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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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議題。 

    最後，隨著網路科技的興起，媒體匯流的趨勢日益加劇，

使用者自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開始風行，閱

聽眾不再是被動的訊息接收者，而是更主動地參與傳播流程

的傳播者。在「自媒體」（self-media）世代下，每一個人可以

輕易地在網路上發表意見，行動發稿、行動閱讀瞬間成為可

能（Zhang &Wang, 2017）；這也說明，傳統的新聞記者訓練

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當前的工作 

需求，渴望「小資創業」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在新媒體的發

展下，可以不受限於媒體集團經營者的政治、經濟宰控，跳

出來獨當一面的可能性相對提高。當新聞記者的自我創業成

為一種可能時，新聞記者的思維必須更「彈性」（flexible）、「創

新」（innovative）及「企業化」（enterprising）（St Clair, 2015）；

在此當下，新聞教育在課程設計上，也需要進行反思與調整，

才能與時俱進。過去，講求「倒金字塔」、5W1H 的新聞寫作

規格，會不會因為新聞創業的市場需求，不得不進行「翻轉」？  

    整體來說，傳統的新聞經營模式被視為一種「代議式新

聞」，阻檔人民直接參與的權利，形成封閉的專家系統，無法

與普羅大眾「接上地氣」（陳順孝，2013）；相較之下，哈特

利（John Hartley）所指稱「兼具市場導向與個人潛力發揮」

的「網路新聞創業」（陳順孝，2013）是否會在我們的生活中

實現？離開傳統新聞媒體保護傘的新聞從業人員，如何運用

傳統的新聞專業轉戰「網路新聞創業」？「網路新聞創業」

面臨的挑戰為何？又該如何克服？上述種種問題，值得本研

究深入討論。 

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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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新聞創業與創業理論 

    網路科技興起，提昇公眾參與新聞產製與傳播流程的動

能，也因此破壞傳統商業媒體廣告經費的資金鍊。面臨廣告

市場大量流失情況下，大多數的新聞媒體，選擇縮減支出、

裁員瘦身的策略因應（羅世宏、胡元輝，2010）。 

    為了因應網路科技所帶來的新聞媒體生態巨變，新聞學

術與實務界興起「網路新聞創業」的討論風潮。何謂「網路

新聞創業」？簡單來說，就是探索網路媒體利基，運用新聞

專業尋找出路，進而實踐創業計畫，實現賺錢營生的學問（陳

順孝，2016）。學者 Claussen（2011）進一步釐清「新聞創業」

的具體內容包括下列八項重點，包括：（一）瞭解新聞行業的

商業動態和機會；（二）掌握基本商務能力，如會計、資金籌

募、預算編列等；（三）學習專案管理、領導力、招聘、談判

等管理技巧；（四）製作可行性高且可持續發展的新聞創業計

畫；（五）學習團隊合作，瞭解如何與技術專家、業務部門等

合作夥伴共事；（六）增進實務操作經驗；（七）瞭解傳播科

技如何影響媒體；及（八）界定新聞、商業以及科技的界線。 

    「網路新聞創業」如何找到它的契機？在網路社會中，

成本偏低，「網路新聞創業」被視為一種「可接受」（acceptable）

且「活得下去」（survival）的新思維（Vos & Singer, 2016），

國內外有心人士也陸續在網路這片「新藍海」尋找「網路新

聞創業」的可行性，例如國外的 Newsy、ProPublica、Spot.us、

Global Voice 以及國內上下游新聞市集、四方報、大誌、

weReport、台大新聞 E 論壇、獨立記者朱淑娟及氣象達人彭

啟明等創業新例子，都讓大家嗅到「網路新聞創業」的新氣

息（陳順孝，2013）；但 Briggs（2012）不忘強調，網路新聞

84



 
 
 
 
 
 
 
 
 
 
 
 
 
 
 
 
 
 
 
 
 
 
 
 
 
 
 
 
 
 
 
 
 
 
 
 
 
 
 
 
 

 

 
 

創業者應該從瞭解新聞媒體生態開始，找尋有勝算的「利基

市場」（niche market），擬定營運計畫，善用傳播科技，建構

網站和社交網絡，才有機會開展新型態的新聞事業；他進一

步強調，網路新聞創業成功與否，必須評估其新聞網站是否

能提供高品質的內容之外，還需確定該新聞網站是否擁有吸

引與服務閱聽眾的能力，亦即能否吸引足夠資金營運，確保

使用者能持續獲得高品質的內容。 

    企管學者 Gartner、Carter 與 Reynolds（2009）指出，創

業是一個創造前所未有的組織過程。而在此一過程中，創業

者尤其需要理解自己將透過何種方式、以什麼條件、還有由

誰來執行製作自家的產品或服務，並在過程中不斷探討如何

發掘、創造、以及利用企業發展的機會（Venkataraman, 2019）。 

陳建翰（2011）深入訪談台灣知名網路相關公司的創辦

人，以策略創業理論角度來探討網路創業的商業模式，發現

網路環境的改變、機會的改變、發展優勢的策略都會使得商

業模式改變，若創業者維持既有的商業模式沒有改變，市場

機將從顯性轉到隱性，會使企業面臨極大的風險。段俊廷

（2020）根據他的研究發現，網路世代的創業者多半屬於微

型企業，由於網路市場瞬息萬變，微型企業創業者的經營模

式也從傳統企業的追求短時間的大量生產，轉而小量生產以

切實掌握市場動態，以利企業在變動迅速的網路環境中生存

下來，此時精實創業理論最為適用。 

    企管顧問學者 Rise（2011）進一步說明精實創業理論的

用途，他認為在網路世代，創業者應該善用「開發─評估─

學習」循環週期的概念，致力於生產最小可行的產品。所謂

最小可行的產品，指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最少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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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最少的時間，所生產出來，能夠走完「開發─評估─學

習」循環週期的產品。在這個流程中，「評估」尤其重要，最

小可行產品必須經得起評估，具有可供潛在消費者使用，可

測量消費者的反應，甚至必須考量其未來可銷售性，以實現

擴大新創公司利益的目的。 

（二）「新聞產製」及「專業意理」的流變 

    學者對於「網路新聞創業」有不同的見解與看法。其中

一派認為，「小而美」的新聞創業，勝過「大而僵化」的媒體

企業，讓新聞工作者免去經濟的宰控，在產製新聞過程中變

得更有自主性（藍宜楨、張修哲、張寶芳、陳順孝、林照真，

2013）；但另一派則認為，過往傳統新聞意理強調新聞不能受

經濟利潤的影響，主張新聞表現應該有它的理想性，但新聞

創業的概念下，新聞工作者似乎很難不與經濟利益沾上邊

（Higgins Joyce, 2018）。換言之，「網路新聞創業」讓傳統新

聞媒體工作者看見一點光亮，但也不免帶來一絲擔憂，當中

的百轉千折，讓人不得不針對「新聞產製」及「新聞專業意

理」進行討論。 

    在數位科技衝擊下，新聞業的產製流程與方式產生翻天

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網路化與數位化的發展下，大大便利

了新聞的產製與傳布，新聞的產製與消費，不再是由媒體菁

英單向傳播至社會大眾，而是社會大眾也可以參與新聞的產

製，亦即人人都可以是「消費兼生產者」（prosumer）或「使

用兼創作者」（produser）（胡元輝，2013）。 

    美國媒體專家 Bowman 與 Willis（2003）進一步描繪新的

新聞產製生態時指出，傳統大眾媒體的新聞產製流程，都是

由媒體菁英所主導，「由上而下」所發展出的新聞（top-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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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所有的新聞在閱聽眾接收之前，要經過專業新聞工作

者以及新聞組織的篩選，這也是傳統的「新聞守門人專業意

理」、「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或是「新聞框架理論」所強調的

重點所在。 

    然而，網路媒體興起後，帶動「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news）的發展，網路媒體會討論與擴展主流媒體所產製的新

聞，同時也參與新聞產製，這是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 

news）的新聞產製模式，其新聞往往並沒有經過任何組織的

事先過濾、查核，只透過一個沒有編輯功能的中介連結（如

各網站平台連結），即可到達閱聽眾端。學者 Domingo 等人

（2008）主張，儘管傳統的大眾傳播機構在公眾溝通的領域

仍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許多以往由通訊社及新聞媒體所擔

負的制度性溝通功能，絕大部分已可以由個別社會成員或組

織取而代之。 

    儘管有不少學者對於這類參與式新聞或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興起抱持樂觀其成的看法（Gillmor, 2004；陳順

孝，2009；胡元輝，2012b），甚至認為新型態的公民參與式

新聞，可以彌補傳統新聞媒體縮減後所產生的空隙；但是，

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儘管參與式新聞可促進公民參與新聞的

產製，畢竟絕大部分的公民為業餘者，未經新聞專業訓練所

產製的新聞，不過是庸俗訊息的堆疊，如同網路世界一叢叢

「數位平庸森林」（digital forest of mediocrity）（Keen, 2007），

徒然造成訊息的氾濫，特別是業餘者未經查證所產製的新聞，

容易像「回音室」（echo chamber）或「資訊繭」（information 

cocoon）一樣，自我封閉式地陳述個人主張（Sunstein, 2007），

不僅降低新聞可信度、敗壞新聞專業，無法促進媒體公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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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討論公共議題的功能，更遑論遞補傳統新聞專業媒體萎縮

後所留下的新聞需求斷層。 

    學者 Singer（2010）指出，傳統媒體時代的媒體人所遵循

的新聞守門人專業意理，認為媒體是民主社會重要的基石，

新聞從業人員扮演守門人，以提供大眾具公信力的資訊，促

進公民善盡職責為榮；邁入網路時代，新聞從業人員與公眾

同處於網路所建構的網絡（network）之中，網絡的相互連結

性，使得傳統新聞守門人模式，必須從「關係」（relationship）

的互動性重新思考其架構。顯然，Singer 所提出的上述論點，

正是「新聞創業」這個觀點之下的社會實踐所必需面對與思

考的議題。 

（三）資金那裏來？「天使」與「惡魔」的拉扯 

    「新聞創業」口號喊得漫天價響，國內外也有一些成功

的案例，但是它的未來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其中，「資金從

何而來」是一個重要關鍵。 

    以國外經驗為例，當前「新聞創業」的主要資金多由支

持者「集資」而來，有趣的是這些支持者願意加入資金揖注

的行列，主要動機是「純好玩」（fun），其中又以新聞創業者

的朋友及家人擔任資助者居多（Jian & Shin, 2015）。根據

Aitamurto（2011）的研究，這些人之所以願意掏腰包支持小

型的獨立創業者，主要是支持者對「新聞創業」抱有希望，

認為他們將跳脫傳統新聞媒體的經營方式，創造一個截然不

同的社會，於是有人將「集資」支持新聞創業工作者視為一

種強化新聞的「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但從實務

的運作層面來看，當「新聞創業」資金有了下落，創業者往

往也將這些資助的「支持者」導向權力的山頭，進而衍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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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關乎新聞倫理的議題，例如「新聞責任」（ 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編輯的自主性」（editorial autonomy）、「新聞

問責」（ accountability ）及「集資新聞創業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 of crowd-funded journalism）等（Porlezza & 

Splendore, 2016）。 

    雖然新聞創業被視為一個新聞經營的新契機，但也因為

資金的募集問題，讓創業記者的角色游移在「出版者」

（publisher）、「資金募集者」（fundraiser）及「新聞記者」

（journalist）之間，角色產生混淆；換言之，「新聞創業」擺

脫了傳統新聞組織的內部控制，會不會因為資金的籌措方式，

反掉入另一個泥淖中？ 

    近來「網路新聞創業」被視為是資金門檻較低的新聞轉

業選擇，但是它的資金來源一樣主宰著網路媒體的內容走向，

它和傳統媒體所受的壓力其實差不多，一樣跳脫不了資金提

供者對媒體內容的牽制；只是，當傳統媒體的新聞工作者在

「過盡千帆」之後，是以怎樣的態度面對這個「集體智慧」

下所可能衍生出的另一種宰控問題？值得好好觀察。 

（四）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討論，本文將從「網路新聞創業」的角度出

發，透過個案的深度訪談，探討傳統新聞媒體工作者轉戰網

路新聞創業的歷程，依序回答下列幾個問題： 

    （一）傳統新聞媒體記者在怎樣的情境下投入「網路新

聞創業」？他們所受的新聞專業訓練在創業過程中扮演何種

角色？  

    （二）網路新聞媒體的「新聞常規」以及對於「新聞」

的定義與傳統媒體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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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網路新聞媒體經營的資金從何而來？它對網路新

聞創業工作者的影響為何？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跳脫量化研究的思維，改以質性的深度訪談方式

探討研究問題。質性研究向來飽受批評之處，在於研究樣本

的代表性以及研究結果是否可以類推至同一族群，但質性研

究也有它的優點所在，如同學者 Lindlof & Taylor（2002）所

指出的，質性訪談能夠提供事件背後的「深層描繪」（deep 

description），使研究者能夠更深入瞭解研究對象的主觀經驗、

感受與想法。 

    由於本研究的核心在於探討網路科技衝擊下，離開傳統

制度化媒體機構的新聞從業人員，如何運用其新聞專業在網

路世界中創業，倘若採用量化問卷調查作為研究方法，恐怕

無法深入瞭解媒體人由傳統新聞媒體轉進網路媒體的發展歷

程；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透過面

對面溝通方式，訪談者與研究對象環繞特定的研究主題進行

訪談，以收集所需資料。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曾經於傳統制度化傳播媒體（如報紙、廣播電

台、電視台等）服務至少 8 年以上，但現已轉入網路新聞創

業或正準備進入自媒體創業的媒體人為研究對象。研究團隊

以滾雪球方式邀集受訪者，總共有 12 位接受訪問，當中男性

有 9 位，女性有 3 位，年齡最大為 64 歲，最年輕為 37 歲，

所有的訪問大約花費研究團隊半年多的時間完成（2019 年 2

月 5 至 2019 年 9 月）。受訪者的相關資料如表一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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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描述 

受訪

者 

性

別 

年

齡 

教育程

度 

曾任傳統媒體資歷 網路

媒體

工作 

A 男 53 大學 報社記者（13 年） 1.5 年 

B 男 61 大學 報社記者（24 年） 2.5 年 

C 男 57 大學 報社記者（20 年） 2.5 年 

D 女 43 研究所 地方電視台主播+電台

記者 

（15 年） 

3 年 

E 女 62 大學 通訊社+報社記者（18

年） 

10 年 

F 

 

男 52 研究所 報社廣告企劃+地方電

視台記者 

+報社記者（22 年） 

6 年 

G 男 64 大專 報社記者（39 年） 3.5 年 

H 男 60 研究所 報社記者（21 年） 11 年 

I 女 46 研究所 電視台記者（14 年） 6 年 

J 男 37 大學 報社記者（9 年） 4 年 

K 男 40 大學 報社記者（8 年） 3 年 

L 男 39 研究所 電視台＋報社記者（11

年） 

3 年 

註：本表網路媒體工作資歷，包含 1.自媒體集團離職，從事

自媒體網路新聞創業者；以及 2.並沒有離開媒體集團，而是

轉任媒體集團「網路媒體」單位等兩類。 

 

（三）訪談過程 

    本研究的受訪者主要為曾任職於傳統新聞媒體、目前轉

往網路媒體發展的新聞工作者為主。約訪前研究者會事先告

知受訪者關於訪談主題及訪談所需時間，並說明為了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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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所需，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然涉及任何可能暴露受訪者

身份之資料，皆採匿名方式處理，為讓訪談資料便於後續分

析，也為了保護受訪者隱私，本研究分別給予每一位受訪者

一個編號，且此編號不會與受訪者的真實個人資訊產生任何

連結。 

   待受訪者同意接受訪問後，研究者便與其約定訪談時間及

地點。訪談之前，研究團隊會再次說明訪談主題與訪談過程

中相關事項，接著請受訪者詳細閱讀訪談同意書內容，簽署

同意書後，再開始執行正式訪談。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其特點為無須拘泥訪談問題的用字與提問順序，可以依據訪

問當下的情境，即時調整問題次序，以便掌握整場訪談內容

與節奏，重點是研究者能適時導引受訪者針對該主題深入陳

述其想法（林金定、陳美花、嚴嘉楓，2005）。 

    訪談開始時，研究者通常會先詢問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

（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之前在各類型新聞媒體工作

的年限與擔任的工作，以及離開傳統新聞媒體的原因為何。

除此之外，訪談問題主要想瞭解離開傳統新聞媒體工作的媒

體人，進入網路媒體的發展狀況如何？主要問題包括： 

    1. 請問您在怎樣的情況下走向「網路新聞創業」之路？

離開傳統新聞媒體，投入網路媒體，您如何看待「網路新聞

創業」這件事？ 

    2. 請問您投入「網路新聞創業」後，新聞產製通常由誰

來決定主題？有無把關機制？由誰負責把關、查證？它與傳

統新聞媒體所奉行的新聞意理有何異同？ 

    3. 請問「網路新聞創業」的資金由何而來？資金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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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網路新聞創業」經營過程中是否有任何的介入動作？

產生那些影響？ 

    這 12 位受訪者的受訪時間最長為 2 兩時，最短為 1 小時

左右。訪談結束後，研究團隊會檢查錄音設備是否確實收錄，

並確認所有問題是否完整執行，如發現訪談內容仍有疏漏，

則事後以電話詢問，進行補訪。 

（四）訪談資料整理及分析 

    研究團隊會將訪談內容整理成逐字稿，也同時記錄受訪

者當時回答的非語言反應，但逐字稿裡僅會刪除明顯錯誤（例

如口誤），其餘皆忠於受訪者原意，最後依據相關文獻與研究

問題逐一整理，歸納受訪者的經歷，從中獲得研究結果。 

    至於資料分析部份，本研究團隊會先針對訪談逐字稿部

份進行「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即詳讀所有的訪談內

容，再從中找出一些描述某些現象的字句；之後，進行「主

軸譯碼」（axial coding），即研究團隊不斷地在資料的歸納及

演繹過程中自問「發生了什麼事？」最後，則是進行「選擇

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此為整合及修正理論的過程。整

體來說，研究團隊會在不同階段的譯碼間來回不斷地分析，

找出可能的問題，以提高資料分析的可信度及效度，同時也

建立資料分析的嚴謹度。 

四、訪談結果分析 

（一）身不由己的「網路新聞創業」人生 

    新媒體當道，原本任職於傳統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不得

不面對這場媒體經營轉型下的改變，但對大半輩子只固著於

採訪寫作、不懂商業經營的新聞人來說，面對「網路新聞創

業」，好比「瞎子摸象」，特別是對資深的媒體人來說，這場

93



 
 
 
 
 
 
 
 
 
 
 
 
 
 
 
 
 
 
 
 
 
 
 
 
 
 
 
 
 
 
 
 
 
 
 
 
 
 
 
 
 

 

 
 

職場轉型挑戰根本就是逼他們「老狗學新把戲」；對投入「網

路新聞創業」的傳統新聞工作者來說，他們是用自己的「想

像」走上創業之路；中年轉業的他們，離開傳統媒體的保護

大傘，挑戰數位化浪潮帶來的「不確定機會」，完全是時勢所

逼。中年轉業的海嘯無情地淹到眼前，在沒有猶豫、思考或

再進化的時間下，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應戰。 

    受訪者 B 就是在報業開始不景氣的時候，依著報社上層

的暗示下離開。中年的他，當時雖然是懷著一付很有骨氣的

姿態離開服務的報社，但之後的人生卻在「網新聞創業」中

載浮載沉，中年人生面轉業，身不由己，冷暖自知。 

    我會離開 XX 報，是因為報業開始不景氣，過去 XX 報

給資深記者的薪水很高，但自從廣告開始萎縮後，報社覺得

我們領太多錢了，起用兩個新人所需的薪水正好是一個資深

記者的每月所得；相較之下，新人又敢衝、有活力，報社就

開始「暗示」、「半逼退」老記者，我就這樣決定離開了。 

    當時正值網媒興起，各地風起雲湧，於是我與另一位資

深記者合夥，兩人辦起了網路報，以評論地方政治為主軸，

就這樣加入網媒行列，我們是老狗學新把戲，幾年下來受盡

冷暖，當年在平面媒體任職的意氣風發，只能當成過往的美

麗回憶（受訪者 B）。 

    同樣被報社資遣的受訪者 C，曾經轉行經商，但事不如

人願，繞了一圈還是回來「搞媒體」，心中的記者魂依然在，

只是這回要面對的是網路新媒體的新挑戰。 

    90 年代後，平面媒體開始走下坡，我當時被 XX 報資遣

了；之後，我跑去大陸做生意，但沒有成功，回來之後覺得

還是要做自己擅長的事，看其他縣市有媒體人經營網站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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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錯，就決定自己也回來家鄉辦一家網路報（受訪者 C）。 

    也有女性新聞從業人員為了兼顧家庭，不得不思考轉業

一事。像受訪者 D 及 F 就把「危機當轉機」，心想新興網媒或

許是一片藍海，既然想顧家，又放不下對新聞的熱愛，就奮

不顧身地投入了網路媒體的創業路子。 

    會離開XX電視台的主播台，主要是因為主播生涯較短，

但我後來到 XX 電台工作之後，雖然我是節目副理，但還要

兼記者、主持人跟企劃，一人當三人用，工作忙碌。網媒崛

起之後，廣播快速走下坡，我一方面考慮兼顧家庭，另一方

面眼看 XX 電台的家族企業模式，根本「前途無亮」，當時網

媒正熱，我就決定加入網媒創業。（受訪者 D） 

    平面媒體及地方電視台我都待過，新興媒體崛起後，我

想看看有沒有轉型的機會，看有沒有商機及新的生存空間，

我就跳到網媒了。…其實台灣社會排老心態嚴重，在北部大

約 35 歲（在其他地區 40 歲）以上，就不太受媒體市場的青

睞，中年轉業不易，傳媒現又遭逢冰河期，不出來創業自立

更生，也不是辦法了。（受訪者 F） 

    從幾位受訪者離開傳統媒體、轉身網路新聞創業的原由

來看，有些從業人員是被迫離開新聞機構，有些是因為傳統

媒體的壓力太大或為了兼顧家庭，還有人是看到了網路新藍

海而轉型；但在現實生活中，要有計畫地「找尋有勝算的利

基市場」，又沒有仙人指路，談何容易。 

    學者認為，網路新聞創業者應該擬定「營運計畫」，找尋

有勝算的「利基市場」，才有機會開展新型態的新聞事業

（Briggs, 2012）；但新聞轉向數位化，自媒體及社群如雨後春

筍，傳統媒體機構擁抱網路的速度不如個人明快，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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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是被數位化浪潮推著走，「網路新聞創業」成為其中一條

不得不走下去的路子，但站在網路的浪頭上，沒有前人引路，

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自我揣測「網路新聞創業」的可能模式，

「網路新聞創業」固然成為資深新聞媒體人的轉業人生路子

之一，但也是身不由己的決定。 

    不過對於沒有離開媒體集團，卻被要求轉進媒體集團的

「網路媒體事業單位」的媒體人而言，面對的是另一種「不

得已」。曾經從事傳統電視新聞工作長達 11 年，近 3 年轉入

媒體的網路媒體事業單位的受訪者 L 就表示，以前記者只要

負責採訪寫好稿的年代早已過去，現在網路媒體需要的是從

一到十都要會，「一條鞭」的思維。 

    我現在做的事情確實是超乎以前傳統媒體要去做的很多

任務，必須要兼行銷的角色，所以你必須要跳到行銷，如果

轉以社群小編的身份來看，你要怎麼把你的數位產品做得有

梗、有創意、吸引人，這個就是你必須在新聞基礎以外再去

多學的東西；…我覺得未來媒體人要想的是把你自己從記者

的角色稍微往業務方面再去推一下，你要變成「買菜兼炒菜」

的人（受訪者 L）。 

（二）新聞專業意理在網路世界中的流變 

在數位科技衝擊下，新聞的產製流程與方式產生翻天覆

地的變化（胡元輝，2013），雖然傳統新聞學一再強調新聞守

門人的專業意理相當重要；但邁入網路時代，為了吸引點擊

率，兼顧廣告主的需求，傳統新聞守門人模式有重新思考其

架構的必要性（Singer, 2010）。 

「網路新聞創業者」心中難免面臨新聞專業意理的拉扯

戰，像是受訪者 E 對於新聞的要求向來堅持，即使撰寫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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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也不忘「新聞是新聞，廣告是廣告」， 「我寫配合稿的

時候，會找出它的新聞點，寫得平實一點，也不會寫價格，

廣告就是廣告，這是我的堅持。」儘管如此，但不論是傳統

新聞工作資歷的長短，面臨網路點擊率的挑戰，對於網路新

聞寫法的調整，倒是有志一同。有不少人覺得「順勢推舟」

在所難免，即便寫作不離 5W1H 的新聞原則，但考量網媒特

性，還是少不了用點輕鬆筆調，或寫點「火星文」，像受訪者

D 及 G 就認為有了網路流行語，對點閱率比較有利： 

    現在網媒寫作跟傳媒的寫作方式沒衝突，還是 5W1H，

但是網媒寫作輕鬆點，以前傳媒寫作難免賣弄一下寫些成語

之類的，現在網媒則是要寫些「火星文」，或是網路流行語，

新媒體鎖定的是讀者導向，太一板一眼就不能吸引眼球了，

反而多弄些流行語，容易吸引點閱率。（受訪者 D） 

    新聞寫作部分，在網路媒體時代反而變得輕鬆，因為文

字不用寫那麼多，現在還要提醒讀者「文長愼入」。（受訪者G） 

    還有人將網路新聞表現的方式圖像化，儘量下「釣魚式」

的聳動標題。網路媒體就是要以動畫為主，才能討好鄉民，

傳統的 5W1H 的新聞寫作方式早就過時。 

    現在網媒偏向大眾化口味，才能跟年輕人溝通，才有點

閱率，有了點閱率，廣告主才願意來下廣告。菁英式的、大

企業式的新聞，現在來講就是蠻冷門的。現在網媒就是以動

畫、圖片為主，文字減少，以前新聞以文字為主，現在則是

淺碟式的，能吸引眼球就好。（受訪者 D） 

    過去，我們還會用到傳統 5W1H 的寫作方式，並且要去

收集資訊，現在網友對一篇文章停留的時間很短，所以我們

要有聳動的標題引起讀者興趣，圖片跟影音變得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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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是文字記者，這些都不用特別重視，但現在不一樣了，

要有釣魚式的標題，這也是以前沒有的、不允許的。（受訪者

A） 

    5W1H 這種新聞學的教法已經不適用了，…你要一開始

就很亮，要吸引觀眾，所以包括最聳動的畫面，或者最辣的

話，我們就是擺在最前面，現在一切就是要引人好奇，只要

閱聽眾願意點進去，能騙到點閱率，就是經營之道。(受訪者

I） 

    為了求生存，轉身網路創業的傳統新聞工作者已不再談

理論，甚至對傳統的新聞意理嗤之以鼻；當大家在網路媒體

經營中競賽時，自媒體更是完全不管所謂的守門理論。 

    現在光是「羶、色、腥」還不足以吸引人，轉以「奇、

怪」為趨勢，你問我這跟新聞意理有沒有違背?我只是小老百

姓，混口飯吃，與我無關，我只能說理論也應該要隨著年代

調整，否則不能生存的話，還談什麼意理？（受訪者 F） 

    傳統媒體的新聞產製流程，是由媒體菁英所主導，強調

「新聞守門人專業意理」或「新聞室的社會控制」（Bowman & 

Willis, 2003），但網路媒體興起，帶動「參與式新聞」

（participatory news）發展，轉為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 

news）的新聞產製模式，記者下筆必須考慮點擊率及廣告主

的反應，新聞不再需要組織的過濾、查核，只需一個沒有編

輯功能的中介連結（如各網站平台連結），即可到達閱聽眾端。

當「新聞守門人專業意理」、「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新聞框

架理論」紛紛被棄守、崩壞時，「假新聞」也就輕而易舉地在

網路中肆無忌憚地流竄了。 

    在網路新聞創業的世界中，不僅傳統的新聞工作常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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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變化，就連截稿的時間也變成無所不在，主要是網路媒體

講究的是時效，「隨採隨發」的工作型態成為必然趨勢；於是，

為了因應無時無刻截稿的壓力，一則新聞被拆解成好幾則新

聞，就連「獨家新聞」的時效也相對縮短，只要一上傳到網

路，馬上有人跟進報導。這對於傳統媒體工作資料較短，配

合媒體集團政策，轉戰網路媒體事業單位的受訪者 K 感觸尤

其深刻。 

    網路新聞稿從寫稿到出版，可能不到一個小時，沒有審

核的時間，長官基本上也不會看；它沒有時間給你玩平衡報

導，如果有錯，就用更新（滾動式的），比如說中午 12 點第

一次出版，後面有新的內容再加，一直更新，一直更新。（受

訪者 K） 

    網路新聞的運作過程中，原本可能是一則 2500 字的專題

報導，會把它拆成 5 至 6 則的網路新聞，儘快發、儘量發、

發越多越好，因為點閱率才是重要的。（受訪者 K） 

    投入網路新聞創業的傳統新聞人，只能順著網媒的特性，

朝「內容淺碟」、「搶時間」、「影像化」、「文字短」、「吸引點

閱率」、「兼顧廣告」等方向邁進。 

    寫一些深度內容，已經沒有人要看，你說像天下雜誌那

種有深度、內容長的文章，可能沒有很多人要看，現在的人

也比較喜歡看影片，特別是比較好笑的影片，比較深度報導

的東西，點閱率就比較少。（受訪者 I） 

    即便來自傳統媒體的新聞工作者心中仍存在服膺了大半

輩子的「新聞專業意理」，但理想性格已經被現實耗損了，最

後就像受訪者 K 所說的一樣：「我們已經內化了，年紀比較那

個（大），比較沒有像以前那麼有理想了，我們知道反正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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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公司活得下去，工作才會永續。」 

（三）資金何處來？自抓蒼蠅吃？還是等待天使投資人？ 

    國外的新聞創業過程中，「集資」是網路新聞創業者募集

資金的方法之一 Aitamurto, 2011），但並不是每一位轉入網路

新聞創業的從業人員都能如願取得資助，例如新興網媒「風

傳媒」就以「請作者喝一杯咖啡吧!」的方式來進行募資計畫；

換言之，新聞創業者「要吃蒼蠅自己抓」的窘況，屢見不鮮。 

    想創業，只有「新聞」，沒有「資金」，是行不通的。如

同受訪者 C 的經驗所指：「創一個以新聞為主的網路媒體，不

是只有新聞就可以，在沒有資金跟人力的情況下，想闖出一

番事業是很困難的。」 

    在資金不足情況下，從傳統媒體退下的新聞老兵，被迫

轉戰網路媒體之後，只好抱持「退休打零工」的心態，且走

且戰。繼續留在新聞這個舞台上，甚至投入不是很熟悉的網

路新聞，要的只是「刷存在感。」 

    我們沒有多的資金，中年轉業，沒人願意投資在我們身

上，還好網站開銷不大，自己人也不算工資，每個月水電房

租（有辦公室）就幾千元，還賠得起，但要賺錢，是不可能

的，反正孩子也都大了，我當「老人工度日子」，不然的話是

絕對不划算的。（受訪者 B） 

    賺不賺錢、有沒有獲利不重要，因為我不是要從這裡直

接獲利，功能上我現在網媒記者的身分是一種社會地位的確

認、人際關係的維繫，也是我心裡上最大的慰藉，可以說是

心理價值大於經濟價值。（受訪者 C） 

    但有些對新聞工作依然熱情的轉業者，他們對未來還是

抱有一點希望。曾經在平面媒體工作過好長一段時間的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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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A，近幾年不僅具有網媒記者的身份，還玩起「線上直播」；

在他的腦中，創業資金可以來自「粉絲」，雖然他現在並還沒

有獲得粉絲的打賞，但「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他認為只要

能被受眾接受，就能得到贊助，到時候就能朝他的「斜槓人

生」邁進。 

    每個人會依自己的專長來設定自己能獲得資金贊助的方

式，受訪者 A 就是用自己擅長的新聞人「寫故事」能力，轉

換成直播「說故事」的高手，並以此賺取報酬；而受訪者 C

就在轉業之後，決定創一個「輕旅行」的網站，試圖配合地

方觀光主題，希望可以獲得廣告主青睞，只是理想與實際卻

像平行線一樣找不到交集，落得他的網路創業規模一直無法

擴大。 

    我離開傳統媒體之後，決定創一個「XX 輕旅行」網站，

但是新創的網站沒有知名度，雖然我們在地方上有些人脈，

但是要創業就是要去跑、去自我介紹，我們人力有限，也沒

有金主，凡事自己來，別人的網站花五、六十萬架設，我們

的只花了五、六萬，我們這個地方小型的新聞網站，請不起

人，只能凡事自己來，力量也很有限，本來也想號召其他退

休記者一起來寫，但我們沒有金主，付不出稿費，沒有人有

意願來幫忙，規模一直無法擴大。（受訪者 C） 

    相較之下，受訪者 D 向來瞭解「資金」在創業過程的重

要性，一個網路新聞平台要有廣告才撐得下去；於是，她用

過去工作的人脈資源及熟稔的「置入式行銷」手法，為自己

的網路創業人生殺出一條生路。 

    我就用我過去從事新聞工作的資源、能力及條件，轉化

成為我個人能夠營收的環境。我們還是以「新聞的方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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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廣告，將「有收益的廣告」包裝成閱聽眾觀看的新聞，因

為新聞廣告商業化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你看現在只要是在

平台露出，建立的基礎就是要賺錢，新聞創業就是以個人的

模式，過去廣告主會把大筆的廣告預算給大的新聞機構，現

在則是縮小預算給個人網紅，大家共同的目標就是要賺錢。

（受訪者 D） 

    受訪者 E 甚至認為，「只會寫稿已經沒有用了」，要有業

務能力才是王道。 

    現在網媒新聞結構比較鬆散，記者現在要有自覺，只會

寫稿已經沒有用了，要有業務能力才無人可取代你。以前我

們媒體是公營的，不做廣告，新聞很純粹，現在改成網路民

營，聘用記者就要看廣告能力了，只會寫新聞已經沒有用了。

（受訪者 E） 

    坦白而言，「網路新聞創業」說來容易，其實門檻很高，

對有人脈的資深記者而言，可以找方法減緩創業的經濟壓力，

但是年輕的網路新聞創業者沒有「拉廣告」的人脈，創業路

上勢必要「追著金錢跑」。 

    資深者退休後想「玩票」（指網路新聞創業），有人脈、

有經驗、無經濟壓力，當然可以做，做個短期可以被接受，

等到真的老了，退休就好；但對年輕人來說，「網路新聞創業」

算是高門檻了，沒有固定薪水，新人也沒有人脈去拉廣告，

就算有熱情投入，沒有資金揖注，也很難在這條創業路子上

找到春天。（受訪者 G） 

    赤手空拳談何容易，沒有資金作為後盾，網路新聞創業

的道路走來篳路藍縷。受訪者 H 直言，資金的來源就是流量，

就是廣告，要能比別人更有效地爭取到廣告，網路新聞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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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看得到未來。 

    除了廣告之外，網路新聞媒體增加收入的另外一個管道

就是以「會員制」方式維持經營利潤。傳統媒體工作經歷較

短的受訪者就表示，就對網路媒體發展「會員制」不表樂觀。

特別是當前各搜尋引擎或社群媒體大量轉載新聞摘要，養成

消費者認為新聞就該免費觀念，往往讓強調時效性的網路新

聞媒體在吸引會員訂閱上，處於乏人問津的困境。 

    我們的網路媒體創立以來就有在做所謂「會員制」，可是

我覺得很難，因為我曾想過，當我自己都不會想加入會員的

時候，怎麼可能社會大眾會想要，「看新聞要錢」這個想法在

台灣愈來愈不存在，使用者付費的這個概念是非常非常薄弱，

幾乎是零，今天媒體多，閱聽眾可以選擇，你要收費，我就

不要看你的，看別的。（受訪者 J） 

    有些網路新聞創業者只好轉求贊助的金主，但也難免引

來「吃人口軟，拿人手短」的壓力，被迫撰寫一些與新聞專

業有所衝突的報導，即便撐過了金錢壓力關卡，卻也失去了

媒體工作者的基本信仰。 

    台灣的生態很容易就是，我是贊助你，我就一定要你寫

對我好的啊，例如今天贊助你的可能是奇異公司，你要寫反

核的，那我怎麼可能繼續在資金上給予支持，我需要這些核

電，我怎麼可能贊助你去做這種反核報導。（受訪者 J） 

    可想而知，數位科技為新聞產業帶來破壞式的創新，在

資金募集不易或資金贊助與工作專業產生違逆時，微型的網

路新聞創業在中年轉型的從業人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情

形下，有多少人安度彼岸？多少人死在沙灘上？ 

五、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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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探討傳統媒體新聞工作者轉戰網路新聞創業

的歷程，除了描繪這群新聞創業者的圖像外，還討論傳統新

聞工作者如何抱持多年的新聞素養及基本新聞專業朝網路新

聞創業之路邁進，思考「網路新聞創業」面臨的商務及新聞

專業意理的挑戰為何？該如何克服？以及中年轉業人生對傳

統新聞工作者身心健康的影響如何？並藉此思考未來的新聞

及傳播教育願景；研究重要發現歸納如下。 

（一）順勢轉向「網路新聞創業」的傳統新聞媒體工作者 

    平面或電子媒體在新媒體的衝擊下，面臨極大的經營挑

戰，「資深記者」敵不過世代更替的壓力，離開奮鬥多年的新

聞舞台，偏偏有一些「退役記者」心中仍有一股不死的「新

聞魂」，帶著老兵不死的精神，在網路媒體世界中延續過往的

新聞專業，也許是為了保有新聞採訪人脈、創造自己的新價

值或是單純只為了「刷存在感」，他們順勢走入網路媒體世界，

開啟事業第二春。 

    「今周刊」之前一篇名為「媒體記者出現轉業大狂潮」

報導就點出，當記者的「善變」個性與網路業的「彈性」相

遇時，老記者便想像網路媒體行業的美好未來（包括網路產

業的前景可以延續之前的記者事業生涯、快速累積財富以及

透過上市上櫃強化個人的工作保障等）（劉萍，2000/02/17）；

但偏偏事與願違。從受訪內容來看，這群轉戰網路媒體的傳

統媒體新聞工作者，在沒人提燈引路的狀況下，最後落得「摸

著石頭過河」，換來一路跌跌撞撞的轉業人生。 

    為何在中年當下，還要冒著「誤入叢林」的風險？其實

是時勢所逼。在沒有充份準備之下，只能靠著過往在傳統媒

體走跳時所累積的專業人脈，在網路媒體創業過程中硬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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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所訪問的結果來看，幾位新聞老將之所以朝網路新

聞創業走下去，其實是不甘如此「下台」，總希望可以東山再

來，展現傳統新聞人的工作韌性；觀察媒體發展多年的黃哲

斌（2019）發現，網路媒體風行固然動搖傳統媒體的生存根

基，但它對於具冒險性格的新聞人來說，網路新聞創業的確

可有能是創造另一種價值的機會，但現階段的網護新聞創業

者就像「帶著一把瑞士刀在荒島上求生的人」，必須具備靈活、

創意的能力，以及吃苦、忍受寂寞的準備，才會在網路新聞

創業路上找到新希望。 

（二）重新拼湊的新聞專業意理 

網路及社群媒體出現後，公民記者、草根記者、網路記

者等陸續加入新聞競逐的行列，打破過往傳統媒體新聞工作

者作為新聞供稿主體的結構，過往記者職業所享有的優勢漸

漸消失（陳清河，2019/05/14），特別是新聞報導變得「片段

化」、「零碎化」（Chapman & Nuttall, 2011）及「農場化」（劉

昌德、林麗雲、胡元輝、劉慧雯，2017），與過往新聞專業理

念所堅持的方向大異其趣。莊育寧（2017）研究網路新聞發

現，網路新聞媒體以點閱率及流量多寡作為新聞選擇的標準，

強調人情趣味的軟性新聞、動物新聞以及聳動的車禍新聞等

最能創造點閱率，傳統以政治、經濟為主的硬性新聞幾乎無

用武之地，網路媒體工作者必須懂得運用「釣魚式」新聞，

因為當下的新聞價值就是需要有人點閱，才能創造商機。 

本研究的深度訪談結果發現，網路時代的新聞取捨標準

在於「熱門新聞」（點閱率高）取代「重大新聞」，新聞搭配

置入性行銷是網路新聞工作無可避免的一部分，傳統新聞價

值以及新聞守門人意理已然無法滿足網路媒體的需求，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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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新聞工作者所信仰的傳統新聞專業意理只能翻新調

整，才能因應新媒體的新聞產製需求。 

換言之，媒體環境態改變之下，新聞成為一個浮動的「術

語」，新聞的取材及敘事變得游移不定（Waisbord, 2013），如

同蘇蘅（2018）針對新聞專業意理流變所得到的觀察一樣，

過去的新聞專業意理強調新聞工作應由專業人士負責內容創

建、過濾和傳送，公正及可信等規範是新聞記者的基本要求，

追求真理、實現真實、準確、平衡和公平是記者所應有的工

作職志；但網路媒體的需求並不一樣，過去新聞專業所重視

的可信度及信任感已經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一回事（劉昌德、

林麗雲、胡元輝、劉慧雯，2017），取而代之的是學習「流量」

及「吸睛程度」的創造及媒體娛樂化效果的經營，轉戰網路

媒體的創業人如果要生存下去，只能適應變動不停的新聞常

規，走回頭路無疑把自己逼入死胡同。 

（三）資金不足下的小本經營 

本研究的受訪者在轉戰網新聞媒體後，才瞭解「沒錢難

做事」的心酸，縱使胸懷大志，也只能小本經營，隨著網路

世界的變化載浮載沉，走一段中年人生的坎坷創業路。 

儘管不少傳播學者提出「網路新聞創業」以及向大眾募

資成立公眾委製新聞平台的概念，但對於中年轉業的傳統新

聞媒體人而言，要實現「網路新聞創業」是一項艱難的任務，

難關之一就在於龐大的資金缺口。在傳統媒體工作過的新聞

人轉戰網路媒體之後，難免經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痛

楚，就算努力經營，其資金量能也只能成就如國外學者所形

容的「塵埃媒體」（dust media），聊備一格（蘇蘅，2018）。特

別是網路科技帶來的資訊洪流，使得新聞資訊的價值嚴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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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網民甚至認為新聞應該無償供給，這使得新聞創業者

要發展網路新聞媒體更形艱鉅。而想要成立公眾募資的公眾

委製新聞平台，對於從傳統媒體轉戰網路媒體的新聞人來說

有其困難，主要的關鍵在於傳統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昔日多半

頂著傳統新聞媒體機構的光環，這些媒體機構的光環如何在

網路世界中，成功轉換成網路世界中足以號召足夠公眾集資

贊助的個人品牌，確實不太容易（如揭發禽流感弊端的李惠

仁調查性報導提案，其成功算是少數案例之一，且這樣的個

案很難在網路世界中大量複製）。 

以本研究中的受訪者 B 與 C 所創設、以地方政治評論為

主的網路獨立媒體為例，因評論內容事涉敏感，廣告贊助不

易，早期雖向大眾募資，也只獲得來自親友的友情贊助，長

期固定資金金流募集不易下，只好一方面刪減開銷，另一方

面開發旅遊景點行銷內容以增加收入，終究落得「吃不飽、

餓不死」的窘況；而幾位在大型商業網路新聞平台工作過，

正邁向網路新聞創業的受訪者，面對一開始的杯水車薪收入

（充其量只有昔日傳統新聞媒體工作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甚至是無償工作），網路新聞創業的第一步對他們來說是篳路

籃縷，除非網路新聞創業對他來說只是「斜槓人生」的過程，

就像受訪者 A 的經驗一樣，有錢沒錢不重要，網路新聞創業

只是個人業餘興趣罷了。 

六、研究貢獻、限制與建議及未來研究建議 

（一）研究貢獻 

    「網路新聞創業」近來在國內學界引發熱烈討論，但大

多停留在概念層面的討論與分享，絕少相關的實證研究，以

致「網路新聞創業」是否可行？以及它所要面對的挑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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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契機多大？很難有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實務上的參

考。此研究花了不少功夫找尋走在「網路新聞創業」的人，

透過質性的深度訪談，深究「網路新聞創業」背後的風險、

挑戰及可能，正好彌補一直以來學界所缺乏的實證研究成

果。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約訪問過程中，受到一些網路新聞創業人的拒

絕。例如一位拒訪的預定訪談對象表示，他目前雖然正朝新

聞創業的方向嘗試，但是經營狀況並不理想，不願意接受訪

談；也有拒訪者目前創業狀況尚可，卻依舊不願受訪，理由

是網路媒體瞬息萬變，不願在創業初期即輕易分享成功

know-how，擔心若遭到仿效，容易失去競爭優勢。在上述幾

種狀況的影響下，11 位受訪者大多是透過研究團對過往的新

聞工作人脈所介紹的合適人選，使得受訪者的年齡相對偏高，

這個研究的結果相對看不見年輕新聞人挑戰「網路新聞創業」

的甘苦點滴。 

（三）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轉業的傳統新聞媒體人在「網路新聞創業」

過程進行初探性研究，研究成果僅呈現了新聞創業者的圖像、

創業的歷程以及所面臨的困難，並未針對其面臨的難題，提

供解決方案。日後的研究也許可以就本研究作為一個起點，

再進一步針對傳播與管理學者以及網路經營業界專家進行深

度訪談，一方面針對新聞創業者經營網路新聞媒體時所面臨

的新聞產製專業意理加以重新定義，另一方面也可針對網路

媒體經營所面臨的種種商務挑戰，提出確實可行的解決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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