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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取質性的深度訪談及觀察法，研究網路新聞消費者如何

經由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消費網路新聞。研究者立基於媒介「雙重構連」

理論觀點，強調網路新聞消費是一種實踐歷程，該實踐歷程同時包含

文本/符號及科技/物質兩個面向交互影響。實證資料分析發現，網路

新聞消費者涉及了五種不同新聞消費實踐型態，分別是：（1）每日慣常

的消費；（2）創新產品意圖的消費；（3）社會互動的消費；（4）資訊尋

求的消費；及（5）資訊遊歷的消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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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目的是從網路新聞消費實踐（online news consumption 

practice）歷程，探究在數位新聞環境下閱聽人（或消費者）新聞消費的

轉變。選擇網路新聞為研究主題係因網路新聞在當代整體的新聞消費

中所佔比率日漸增加。2010年一項調查指出，美國民眾有六成從網路

中獲得新聞資訊（Allan, 2010）；在台灣，到2011年四月為止調查顯

示，有26.98%的網路使用者運用網路看新聞氣象（佔整體網路使用排

名的第三位）（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 2011），顯示網際網路已是台灣民眾

閱讀新聞相關訊息重要媒介之一。

雖然網路新聞在新聞接收中逐漸佔據重要地位，相關研究文獻也

逐漸累積，但綜觀過去網路新聞消費研究，仍有幾個相互關聯卻尚未

被充分回答的問題，包括了：新聞消費者到底如何消費與閱讀網路新

聞？其消費與閱讀網路新聞的行為和數位媒介發展與使用之間關係又

如何？這些問題是引發本研究的主要動機，研究者以Roger Silverstone

（1994）提出的「雙重構連」（double-articulation）理論出發，以質性研究

資料收集方法及類型學觀點（typological perspective）分析網路新聞的消

費實踐活動。

雙重構連理論是Silverstone（1994）在研究電視媒介及資訊科技媒介

時所提出的理論架構。該理論認為，在資訊科技媒介消費歷程中，消

費者並非單純出於資訊內容滿足與接收，同時也包含了意義建構、再生

產及賦予。這些過程往往連結到資訊產品的物質意義面向（Silverstone,  

1994）。對Silverstone（1994）而言，當媒介消費者在消費科技產品的過

程中，同時包含對該產品所傳遞的資訊內容、及該產品本身物質意義

消費。此外，消費者對科技產品的消費，除了購買本身外，還包含了

將自我詮釋的意義賦予在科技物品之上、同時將我們價值觀跟科技產

品的意義進行交換協商，如此一來消費者才得以將科技產物編織進入

私人領域的情境意義之中（Silverstone, 1994）。

本文認為，網路新聞作為一種承載新聞資訊的新科技媒介，其消費

實踐一如雙重構連理論所闡述，是具有「文本 /符號」上、及「科技 /物質」

上雙重意義並且「相互構連」（articulation），唯有同時探討前述兩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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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互之間在網路新聞消費實踐過程中的關聯，方能全然窮盡與理解

網路新聞對消費者的意義，同時一窺數位時代新聞消費的轉變。

從雙重構連理論到網路新聞消費，本研究試圖回答的關鍵研究問

題是：作為一種傳遞新聞資訊的新科技媒介，網路新聞的消費實踐是

否同時包含了科技 /物質意義的消費及文本 /符號意義上的消費？如果

這項說法是肯定的，那麼這種兩在網路新聞消費過程中的構連面向又

如何影響網路新聞的消費實踐？

在此必須一提，本研究的主要關注的焦點是網路新聞的消費實

踐，「消費」一詞近年來普遍也被使用在指涉媒介閱聽人相關的閱讀、

接收與使用活動（Morley, 1995），網路新聞的閱聽人或讀者在本研究被

視為是新聞資訊的消費者（consumer），三個詞彙在本研究中表示類似

概念。但媒介消費者的研究取向與傳統閱聽人研究不同處，在於消費

者被認定除了接收媒介訊息外，同時也涉及「意義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meaning）過程，這點在當代關於數位文化討論中已被廣泛討論

（Jenkins, 2002; 2006）。社會文化研究在討論消費過程時，多半認為消

費行為是日常生活實踐的一種（Warde, 2005），消費過程本質上集結了

各種不同的行為活動、工具運用及知識的獲得，這些活動本質上都屬

於社會實踐活動一環。

在介紹本研究動機、研究目與基本論點後，本文以下將先回顧網

路新聞消費相關研究，接着討論雙重構連理論意涵，後續提出研究方

法，最後提出本研究實證研究發現及結論。

網路新聞消費文獻回顧

網路新聞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快速發展，早期研究多半從量化研

究觀點或市場調查角度來分析網路新聞消費者人口學特質。2000年後

網路新聞逐漸普及，研究主題漸趨多樣化，理論則沿用過去大眾媒介發

展出的理論，包括網路新聞消費的使用與滿足（the use and gratification）

研究、網路新聞消費的媒介替代（media replacement）研究、網路新聞

消費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聯、及網路新聞與公民新聞參與等主題

（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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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介替代論到文化社會面的網路新聞消費研究

媒介替代理論為基礎的研究關心網路新聞作為一種「新媒介」與其

他媒介之間的替代作用。研究指出部分閱聽人因網路新聞而減少了看

電視時間或看報紙時間。然而這類研究結果相當分歧，雖然研究發現

許多網路新聞讀者取消訂閱紙本報紙，但也有研究發現，取消訂閱報

紙實際上發生在網路新聞普及之前，網路新聞出現反而使更多讀者「重

新回到接收新聞行列」（Benson, 2010）。

使用與滿足觀點研究則試圖尋求網路新聞閱讀動機及滿足因素。

台灣學者王小惠及羅美玲（1999）研究指出，網路使用者認為瀏覽新聞

網站因素包括：網路相關特性（快速、資訊豐富等）、「打發時間 /逃

避」、「增進社會互動」、及「尋求資訊 /省錢」等。澳洲學者調查網路新

聞讀者消費行為發現，網路新聞讀者尋求網路新聞資訊因素包括：經

由超連結點選獲得更多的資訊（資訊豐富程度）、獲得即時更新資訊（即

時性）、能快速瀏覽新聞資訊及獲得影音新聞（多媒體）、使用搜尋功能

找尋新聞及 參與相關的網路民調與論壇討論等（Nguyen, Ferrier, 

Weatern, & McKay, 2005）。網路新聞閱讀喜好研究發現，網路新聞閱

聽人偏好早上及傍晚時間閱讀新聞，場所多半在工作地點或學校，讀

者偏好閱讀的網路新聞題材是「地方」及「娛樂新聞」（Coats, 2004）。

第三項關於網路新聞消費研究焦點在探討網路新聞相關特性如何

影響新聞閱讀。研究指出網路新聞讀者通常閱讀比較多文字內容，而

非圖片，且網路新聞讀者大多是「粗淺但廣泛」（shallow but wide）瀏覽

新聞，對特定選擇題材則會深入閱讀（Lewenstein, Edward, Tatar, & De 

Vigal, 2000）。另外研究也發現，網路新聞讀者每次閱讀新聞平均花14

分鐘，平均一次約瀏覽7個網頁（Aikat, 1998）。網路新聞特性，例如可

連結不同網路頁面及物件的「超連結文本」（hypertext）相關研究發現，

網路讀者約花費35％時間閱讀新聞本文，也花大約同樣比例時間點選

相關超連結以便獲得更多相關資訊（Mings, 1997）。

近期網路新聞研究關切網路新聞消費與政治、社會及文化面向的

關聯性，其焦點包括：網路新聞是否提供了更豐富且易於接近的政治

資訊，並提昇市民政治知識水準；學者同時辯論網路新聞多樣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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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個人化（customization）設計（例如：為使用者設計個人化的新聞

網頁）究竟導致閱聽人異質化（fragmentation）或同質化（Homogenization）

（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10）；網誌（weblog）興起後，網路新聞

作為一種公民參與平台與實踐等議題成為研究焦點，研究者關心網路

新聞消費能否協助社會民主進程（Thurman, 2008）；及公民參與的草根

性新聞（grassroots journalism）如何改變當代新聞文化等問題（Blood, 

2003; Bowman & Willis, 2003; Domingo & Heinonen, 2008）。

回顧過去網路新聞消費研究，雖然整體研究結果豐富，但本質上

仍有許多面向缺乏深入探討。首先，媒介替代理論或使用滿足研究多

半試圖尋求網路新聞消費者動機與滿足因素，這些研究卻結果分歧，

原因是多數研究並未特別關注網路新聞與傳統新聞媒介差異及使用脈

絡，導致研究結果無法將網路新聞消費與網路的一般性使用區隔。其

次，過去研究也缺乏有關消費者「如何消費」網路新聞媒介的精細討

論，許多媒介研究者開始呼籲，在探討媒介消費時，必須要體認到媒

介消費在現實社會中不會單獨進行，而是經常聯結到許多民眾日常生

活其他實踐面向（Brauchler & Postill, 2010; Couldry, 2004a; Moores, 

2000）。因此，網路新聞究竟是如何被消費？又和哪些日常生活實踐的

面向產生聯結？科技面及文本面兩者如何在網路新聞消費實踐中扮演

甚麼樣的角色？以及網路新聞對消費者而言具有甚麼樣意義？都是當

前網路新聞消費研究必須探討方向。

資訊科技消費實踐與雙重構連理論

前述討論已指出，網路新聞消費應該注重科技媒介「如何被消費」

（文本面及科技面均同等重要）、「消費網路新聞對消費者的意義」、及

「和日常生活實踐的連結關係」等面向探討。Silverstone, David Morley 

和Eric Hirsch（1992: 5）等人提出的雙重構連理論在本質上便是試圖回

答以上的問題。該理論主要論點包含兩部分：第一，該理論認為資訊

科技在消費實踐過程中暗示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消費圖像，一方面是對

科技產品的一般想像；另一面則是資訊及傳播技術層面的接收與詮

釋。因此雙重構連理論強調在理解科技消費時，必需同時將科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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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具「符號意義」，及「物質意義」。第二，接續上述兩層媒介消費的

意義，雙重構連理論同時認為，媒介消費者也因媒介雙重構連特性，

並且經由媒介消費實踐，連結了「公領域」及「私領域」的文化、並且相

互進行協商（例如，當消費者坐在家中沙發上收看電視新聞或早餐桌前

閱讀報紙時，是媒介的「物質與科技面向」將消費者留置在屬於私領域

的家戶環境中（domestic area），並和外部的時間、空間保持一定距離）；

另一方面，媒介文本面向（包括新聞訊息中的價值觀、廣告中的商業資

訊、或電視節目中的意識型態……等）則將公領域相關訊息，引領至消

費者的家戶場域（私領域）之中（Couldry, Livingstone, & Markham, 2007）。

雙重構連理論點出了媒介消費與使用過程其實是複雜且具多重面

向，並強調日常生活中的脈絡對科技消費過程的意義。過去研究一般

性科技產品（例如冰箱或微波爐）消費實踐時，研究者經常強調科技產

品在家戶環境消費過程中的「物質」因素，但涉及資訊傳播科技（電視、

錄影機、電腦或是網際網路）消費時，情況卻比一般科技產品更為複雜

（Haddon, 1992: 10），原因是資訊科技產品不僅是「科技」，同時也是「媒

介」，資訊傳播科技產品除了具有「物質」面向外，同時承載着不同的資

訊供消費者的接收與解讀。

Silverstone 等人在相關的論述中仔細區分了資訊科技產品的物質面

向和符號面向對科技消費實踐所具有的意義。就多數科技產品來說，

其所具有的第一個面向是以「物質」為基礎，這類物質層面大多具有科

技上意義，且多半在其生產過程中便被賦予。科技產品在進入消費端

後，其意義可能在消費實踐過程中被轉化，科技物的「科技 /物質」意義

也被家戶中消費者重新定義，這是Silverstone 所指稱的「第一構連」。

有別於家戶中一般科技產品，傳播科技產品在家戶中的消費，其過

程同時傳遞了各式節目內容、敘事、修辭及文類，這些傳播內容大多以

新聞資訊、節目、廣告或其他文本及符號形式出現，但卻透過科技產品

的「第一構連」傳入消費者家戶環境之中，進而提供媒介消費實踐的另

一個基礎，消費者經由消費媒介的文本與符號內容，產生意義解讀、詮

釋或使用，這類「文本 /符號」面向稱為「第二構連」（Silverstone, 1994: 

62）（以下將網路新聞的科技 /物質以「第一構連」表示，文本 /符號面則

以「第二構連」表示，兩組概念用詞在本文中則交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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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雙重構連的另一個重點，是該理論也延伸到關於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及私人領域（private sphere）界線的關注，在Silverstone 

等人觀點中，媒介科技的雙重構連特性，同時具有連接使用者「私人世

界」及「公共領域」的意義。這點在Nick Couldry，Sonia Livingstone以及

Tim Markham（2009）等人研究中進一步被詮釋，該研究指出消費科技

媒介的「必要物質基礎」（qua material），實際上具有將媒體消費者留在

私人空間的特性，這些媒介科技提供了聲光效果及資訊，填滿了消費者

的感官觸覺，同時將消費者和多數其他人保持在不同的時空距離，例如

電視媒介就被認為減少了人們與外界互動的程度（Nick Couldry, et al., 

2007: 24–25）。另一方面，媒介消費實踐過程中的「必要文本及符號基

礎」（文本內容、意義、及訊息等），卻又扮演着中介消費者與「外在世

界接觸」的角色，消費者在不同空間中，同時性的消費相同的節目或新

聞訊息，建立Benedict Anderson（1991）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因

此，媒介科技消費實踐中的科技 /物質基礎及文本 /符號基礎，同時在

消費者的消費實踐的過程中進行協商，消費者因此產生對媒介物質及

內容的不同的意義詮釋與實踐。

雙重構連理論提出後，後續實證研究卻不多，然而在過去一些媒

介研究中，可以發現雙重構連的一些概念。然而這些研究多半只專注

媒介消費過程的物質面向與符號面向，並沒有將兩者並列作為研究課

題。例如，一項對巴西家庭電視機消費的研究指出，電視機作為一種

科技產物，在巴西家庭中被與其他的物質並列成為一種「陳設」，作為

一種對現代性想像的工具（Leal, 1990）。在研究家戶中電腦使用時，研

究者也發現桌上型電腦在1980年代的英國被生產來強調「學童教育」的

用途，但消費者在購買桌上型電腦後，卻被用來作為增進工作技巧及

玩電腦遊戲（Wheelock, 1992）。相對媒介消費研究的物質取向，媒介的

文本 /符號消費發展出較多理論及相關研究， 包括了「接收分析」

（reception analysis）的研究揭示了媒介閱聽人對媒介內容的詮釋與解讀 

（Hall, 1973; Morley, 1980）；晚近一些關於新聞消費的民族誌學研究，

則探討新聞內容如何被連結到消費者日常生活中社交及文化等實踐活

動（Bird, 1997; 2003）。

上述研究或多或少觸及了媒介消費過程中的「科技 /物質」或「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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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層面，同時暗示了媒介消費過程中的雙重構連特性，但卻少有研

究真正探討媒介消費實踐過程中兩個層面如何交互影響及形塑媒介消

費實踐活動。學者 Ien Ang（1996）便呼籲，媒體消費研究者要延伸過去

「接收分析」僅注重閱聽人對媒介內容詮釋的研究範疇，並更進一步關

切媒介內容詮釋及接收過程和「媒介 /物質使用」的關連性。

本文先前已強調雙重構連理論對新媒介、特別是網路新聞媒介消

費研究的重要性，從一些簡單觀察中，可窺見網路新聞的消費過程中

所涉及的科技 /物質使用及文本 /符號的接收與詮釋過程。例如，當消

費者在閱讀網路新聞時，從使用的電腦、網路設備、手中移動的滑

鼠、到編排網路新聞呈現的資訊結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等，都

涉及了數位媒介的科技 /物質面使用，而這些層面的使用，在一定程度

上影響的是消費者對網路新聞訊息的接收與詮釋（文本 /符號層面），兩

者一如雙重構連理論所揭示，是相互構連交織在一起，這也使得研究

者無法忽視、也必需要處理在網路新聞消費過程中，兩個構連面向如

何影響網路新聞消費實踐等問題。

雙重構連的批判

雙重構連理論自1990年代被提出後，雖然陸續有許多傳播學者討

論，但該理論提出後也受到不少批評。最大的問題點在於，實證的雙

重構連理論在實證上仍然難以建立具說服力的連結。Maren Hartman

（2006）指出，在1990年代多位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相關研究，被視為是

拓展雙重構連理論相關概念的實證研究，然而這些實證研究，並沒有

明確展現出雙重構連理論對科技媒介消費所具有的意義。Sonia 

Livingstone（2007）重新檢視雙重構連理論時也承認，雙重構連的概念

在實證研究上仍然缺乏，即使目前一些遵循雙重構連架構的經驗性研

究結果也都不盡理想。研究者認為，未來雙重構連理論的探討，應該

走向新媒介研究，特別是網路、及其他行動媒介的討論，因為這些媒

介的特性是打破了傳統公私領域的界線，使得一些原本在私領域的媒

介消費實踐，逐漸被帶入公領域範疇（Couldry,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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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媒介科技在消費實踐過程中是否都具有雙重構連特徵，

也讓某些研究者存疑。Sarah Lee（1999）研究網路咖啡店（cybercafés）

的科技使用時發現，網咖消費情境使得網路相關科技並不被使用者擁

有、或視為「個人物」（my object），該研究只發現了有關傳播經驗面向

及一些標準化及非具體性（例如：限定上網時間）的科技消費層面，研

究者因此宣稱在例如網路咖啡店這種「公共空間」的科技消費僅涉及了

「第二構連」、而沒有將傳播科技產品納入私人領域運用的「第一構

連」。然而Lee的研究實際上不無疑問，首先對雙重構連理論而言，脈

絡因素是其關鍵，但原始討論幾乎強調家戶環境（domestic or household 

context）中的科技使用，以及私人擁有的科技產品，類似網咖這種公共

環境所設置的科技產品，似乎不在原始理論考量範圍；第二，即使在

公共空間科技產品消費實踐中，也很難說完全沒有被個體納入成為「私

人物」的可能性，例如一些網咖的消費者一旦成為「常客」（regular 

customer），某些公共空間的科技物也可能被某種形式上的私人化（如某

些消費者可能每次都固定選取某一台電腦或位置上網），Lee的研究並

未就這方面的可能性提出分析。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及觀察法收集網路新聞消費實踐的實證資

料，研究者在2005年到2009年間訪問了21位網路新聞讀者，這些受訪

者均在日常生活當中有過不同程度的網路新聞閱讀經驗（訪談樣本描述

見附錄一）。本研究受訪者的招募，是採取目的抽樣的方法選取，雖然

質性研究一般而言並不考慮樣本代表性的問題，但本研究受訪者背景

仍經過適度篩選，以符合本研究需要。本研究所指稱的「網路新聞消費

者」指的是「承載網路新聞消費實踐的主體」，這些網路新聞消費者在日

常生活的範疇中分屬於不同社會群體，並且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不同社

會與文化實踐活動。

所有受訪者的訪問時間歷時一至兩個小時不等，訪問盡量選在受

訪者經常閱讀網路新聞的地點（包括家戶中的環境、工作場所、或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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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場所），這個方式在過去接收分析研究中經常被使用，目的是讓受訪

者可在最接近日常生活使用媒介的環境中回答問題（Morley, 1986; 

Silverstone, Hirsch, & Morley, 1991）。

研究者為更清楚瞭解受訪者的網路新聞消費習慣，因此在訪問時

多半會讓受訪者實際坐在電腦螢幕前或攜帶筆記型電腦，讓受訪者一

面接受訪問，一面上網瀏覽網路新聞網站，藉此觀察網路新聞消費者

的網路新聞閱讀及網站瀏覽情況。

本研究除訪談資料外，還包括以觀察法所獲得的資料，這些觀察

樣本的選擇是從21位訪談受訪者中，挑選觀察案例，實際到受訪者家

庭或工作環境中訪談並且觀察受訪者在這些空間網路新聞消費實踐、

科技陳設的情形，觀察法目的是獲得網路新聞媒介實際被「使用及閱

讀」的資料，對雙重構連理論來說十分重要，網路新聞既然是透過電腦

與網際網路等科技 /物質條件為基礎的新聞消費實踐，受訪者如何實際

使用這些科技 /物質基礎、及如何基於這些基礎而引發的文本 /符號接

收等，都是瞭解網路新聞消費的重要面向（訪談與觀察樣本基本資料及

網路新聞使用經驗描述見附件一）。

類型學觀點分析策略運用

本研究分析策略採取類型學觀點（typological perspective）。類型學

分析並非單純等同於「分類」，後者是根據某些客體的特徵進行歸納，

而類型學則具有現象學上意義，也就是類型學分類方式是根據理論基礎

而來，因此類型學的分析可協助我們常規化我們的生活世界（Tuchman, 

1973）。根據類型學基礎，本研究編碼（coding）及分析方式因此有別於

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或詮釋學分析（hermeneutical analysis），在

分析程序上，本研究更接近所謂的理論型編碼（theoretical coding）。研

究者以雙重構連理論架構，從受訪者訪談自我描述及從觀察紀錄中發

掘出網路新聞消費者日常生活中的網路新閱讀習慣、行為、閱讀偏好

等，抽取出文本 /符號、科技 /物質等面向，並且據此發展出本研究的

網路新聞消費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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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分析與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分析兩個層面：（１）網路新聞讀者在「科技 /物質」及

「文本 /符號」兩個面向的新聞消費實踐及其構連；及（２）兩個面向間如

何在網路新聞消費實踐過程中「構連」。以下將先分析第一個研究面

向，接着以類型學的觀點分析第二個研究面向。

網路新聞物質/科技消費實踐

從本研究受訪者訪談及觀察中所描述的網路新聞消費經驗，研究

者發現多數網路新聞消費者經常提及「第一構連層面」對網路新聞消費

的重要性及意義。科技 /物質面在經常被視為是「區隔」（distinction）網

路新聞與傳統新聞媒介的重要層面。歸納受訪者的實證資料，研究者

發現幾項被多數受訪者揭示的科技 /物質面，分別分析如下：

（1）第一是「網際網路基礎科技特性」面向，這些基本架構特性包括

網際網路的內容被以數位化的形式製成，同時被置於網絡化架構

（networked structure）下傳布並且被大量儲存。以下受訪者所描述的網

路新聞閱讀經驗，揭示了網際網路的基礎科技特性和網路新聞消費的

關聯性：

有時候我會聽到同事或是朋友討論一個我不知道的新聞，我通常

都會在辦公室或回家上網去搜尋這些新聞，我知道這些新聞一定

在網路上搜尋得到，即使發生過兩三天的新聞，還是可以找得到。

（受訪者A，女性，國中教師，39歲）

基本上，多數新媒介被視為具有高度「定置性」（Fixation）（Thompson, 

1995）及時間的「延展性」（durability），前者使媒介文本符號形式得以被

大量保存在新科技媒介相關設備之中，後者則允許新媒介消費者得以

隨時隨地接近（accessible）並消費儲存於資料庫的新聞資訊。一位受訪

者便表示「一些新聞網站都會把資料存在資料庫，讓使用者可以很快的

搜尋到舊的新聞，只要找尋日期或關鍵字便可以瀏覽所有新聞」（受訪

者Ｐ，男性，水電工人，3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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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網路新聞消費者的網路新聞閱讀經驗，不再僅是閱讀、觀看

或收聽，而是實際包含許多新媒介科技上的功能運用，包括了「搜尋」

（searching）、「超連結」（hyperlink）、下載（download）或分享（sharing）

等。以下幾段受訪者陳述，反映了網路新聞消費者在閱讀實踐過程中

的不同科技 /物質運用：

我認為網路搜尋功能很好用，超方便……只要打關鍵字就會有一

堆東西出來……有很多東西並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但至少有一些

參考啦……更詳細資訊你可能要再更詳細去找。

（受訪者O，女性，報社記者，37歲） 

我看到一些新聞有時候會把他用email轉寄給朋友……通常是跟我

有相同想法或是立場的人……我有時候也會把一些新聞貼在某些

論壇的討論區，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受訪者Ｐ，男性，水電工人，32歲）

上述兩位受訪者的背景相當不同，受訪者O是報社記者，平日大

量閱讀網路新聞，對網路新聞的各種科技 /物質特性相當熟稔，訪談中

她不斷描述新聞閱讀過程中各種相關科技及軟體的運用；反觀受訪者

Ｐ則是一位熱中政治的藍領勞工，他的新聞閱讀經驗經常是運用科技

來分享、同時經由分享過程建立和其所屬立場相同群體的聯繫及認同

建構。

（2）網 路 新 聞 消 費 實 踐 科 技 / 物 質 的 第 二 面 向 是「再 生 產」

（reproduction）功能，指使用者利用新媒介科技將不同文本 /符號式進行

多重複製（Thompson, 1995），同時進行不同程度的傳佈（distribution）。

由於媒介科技日新月異，近期媒介再生產形式已超越了單純複製功能，

Henry Jenkins（2002: 157）指出，當代媒介科技發展，提供了新的工具

讓消費者可儲存、修改、挪用並重新散佈媒介內容，因而助長了新的

「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建立。例如，網誌已被許多原本被

視為處於新聞訊息接收端的網路新聞消費者，運用作為媒體參與工

具，包括草根性新聞、市民新聞以及參與性新聞等詞彙（Allan, 2003; 

Gillmor, 2004），都被研究者用來描繪這類的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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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網路新聞的消費過程實際上也具有「再生產」的特色，這些再

生產的過程發生在不同的網路介面，從早期的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到全球資訊網的頁面都有，也顯示網際網路中科技 /特性提供了

消費者不同的再生產平台（platform），一位受訪的大學生便表示：

我經常針對一些新聞在網路上發表評論，尤其是我們學校的BBS

有一個新聞討論區……還有一些小型的電子報也會來邀我寫一些

評論稿子。

（受訪Ｒ，男性，大學生，22歲）

新媒介科技所賦予的再生產功能，使網路新聞的消費不再只是單

純的「訊息接收者」，而是透過在不同的網路平台的新聞寫作、評論、

分享等實踐過程，網路新聞消費者進一步的轉變成為「生產者」或「創造

者」（creator）。

（3）本研究受訪者訪談中提出的第三項網路新聞科技 /物質特性是

「時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指透過媒介科技不同符號文本

形式可能會與原本的脈絡背景分離，同時鑲嵌在新的脈絡背景之下

（Thompson, 1995）。就網路新聞消費來說，網路科技使得處於不同時

空人們可同時感知各地正在發生的新聞事件，這種時空的同時姓便是

在科技 /物質的協助下所展現出的新聞消費時空延伸的特性。一位在保

險公司工作的業務員表示：

我現在獲得新聞的主要來源就是網路，網路具有便利性，對我來

說隨手可得，公司及家裏都有網路，我想要看新聞只要上網，就

可以看到，上班的時候，想要知道美國大聯盟當球賽結果，可是

我又不能上班時看電視，所我都偷偷的開一個電腦視窗，看一下

即時新聞裏面報的比賽結果。

（受訪者Ｃ，男性，保險業務員，36歲）

對網路新聞消費者來說，透過電腦螢幕與網際網路接收新聞資

訊，使得新聞的接收過程得以打破時「時間」與「空間」限制，例如前述

受訪者Ｃ所描述的經驗顯示，美國民眾與台灣民眾都可同時獲知，某

一項運動比賽最新聞進展，感受運動比賽緊張氣氛，使遙遠分隔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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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資訊獲取上毫無時空差距，網路新聞消費實踐活動因此是一種打

破了時間、空間籓籬的消費實踐。

本研究訪談同時發現，隨着網路新聞接收設備及上網形式越來越

便利，網路新聞消費實踐很容易的被援引進入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環境

脈絡之中。

中午外出午餐時，我有時候會帶着筆記型電腦去吃飯，特別是當

我知道如果那個用餐地點有無線網路……就可以一邊吃飯一邊上

網看新聞，尤其那些早上在辦公室同事在討論但我沒有 follow到的

新聞。

（受訪者Ｆ，男性，工程師，35歲）

現在我可以帶筆記型電腦在捷運上看新聞了，過去沒辦法，因為

捷運沒有無線網路，現在有了，但是免費訊號還是很差，而且手

機螢幕有點小，只能看新聞標題，詳細內容也沒辦法看，大多數

時間還是玩玩遊戲打發時間……

（受訪者Ｕ，男性，貿易公司員工，35歲）

上面兩則顯示屬於科技 /物質層面的網路新聞接收載體 1 促進了科

技消費實踐在不同時空移動（mobility），但是科技 /物質特性仍然影響

網路新聞文本 /符號的消費實踐，前述例子可看出，某些科技載具（例

如上述受訪者指出的手機）雖然具備上網或接收新聞訊息功能，但在運

用上卻不見得都會被用來作為閱讀網路新聞的用途。

網路新聞文本/符號消費實踐

本小節接續前述，進一步分析網路新聞中文本 /符號的消費，這部

分屬本研究指稱的「第二構連」。回顧過去主動閱聽人（active audience）

觀點出發的新聞消費研究指出，閱聽人在消費新聞或媒介文本 /符號內

容時，涉及不同形式詮釋與解讀（Morley, 1980），網路新聞研究在這部

分卻少有研究深入分析探討。本研究分析發現，網路新聞文本 /符號消

費與前述媒介的第一構連面向相互影響，並在實踐過程中交互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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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數網路新聞網站試圖建構一個多媒體（multimedia）、即時

（immediacy）、不斷更新（constantly updating）、及高度互動（interaction）

的新聞消費環境，這些特徵建構出網路新聞不同平面或影視新聞媒介

的文本 /符號特色，也引發網路新聞消費者不一樣的新聞消費體驗。一

位受訪者便指出「網路新聞的影音部分很有趣，像是電影的消息，看完

新聞還可以點選電影預告很方便」（受訪者Q，男性，成衣銷售業者，

26歲）。另一位受訪者也說他「常常上去新聞網站的論壇去發表意見，

或是去網路投票……網路提供各種主題一個很寬擴的空間，大家都可

以自己去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題材。」（受訪者Ｒ，男性，大學生，22

歲）。

另一位公關主管則認為網路新聞的一些符號呈現協助了她的新聞

閱讀：

我最常注意即時新聞，因為我有時候沒有空一直盯着網頁看，所

以即時新聞提醒我發生了甚麼事情，這樣很好……有時候網站

網頁更換頭條新聞的時候他們就會用跑馬燈或明顯的標題提醒我

們……網路新聞有時候只有把標題跟第一段 show出來，這樣我覺

得很方便，有興趣的就點進去看，沒興趣的就跳過

（受訪者Ｓ，女性，網路行銷業公關，35歲）

上述幾位受訪者關於網路新聞文本 /符號的消費經驗代表了多數網

路新聞消費者的普遍性經驗，因篇幅緣故本文僅選出代表性引述作為

分析案例。值得一提是，隨着網路技術不斷發展，新的文本 /符號呈現

形式推陳出新，例如上述受訪者Ｑ提及，過去網路新聞網站中多媒體

呈現因為頻寬的緣故，他很少點選觀看，但隨着寬頻的普及，使得網

路上的多媒體內容播放速度及下載時間都不再是問題。

網路新聞的科技 /物質特性也促成新聞閱讀實踐過程中，不同文本

間的互文性（contextualization）比較過程。研究者在觀察並訪談一位電

視台導演在家中的網路新聞消費實踐時發現，受觀察對像瀏覽網路新

聞網站時，經常在不同的報紙網站中點選同一則新聞閱讀、或搜尋相

關新聞，這點引起研究者好奇，並且詢問受訪者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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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問： 為何甚麼你要一直去搜尋同樣一個新聞，不是剛才已

經看過這一則了?

 受訪者： 我其實想要知道不同媒體到底對這一個新聞有甚麼不

一樣的寫法及報導方式，因為我發現不同媒體經常用

不同角度去報導同一個新聞事件，有時候我對一個新

聞很有疑問，如果看了很多不同報導，我就會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概念。

（受訪者Ｄ，男性，電視台導演，40歲）

前述網路新聞科技 /物質架構下的各種技術，包括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及超連結文本（hypertext）等同時影響了文本 /符號的消費，網路

新聞消費者運用這些網路技術，得以在新聞網站中交互參照不同新聞

報導角度，進而構築成自我對新聞事件的獨有詮釋、判斷與想像。受

訪的一位女秘書表示，網路新聞交互參照的便利性也使新聞消費者得

以獲得更接近事件真實：

過去我只閱讀一份報紙，就是聯合報，我都很相信這個報紙，但

是自從網路新聞出來後，我可以一下子就閱讀很多份報紙，因為

點選很容易啊，我才發現我以前中了聯合報的毒了，很多事情都

不是他們 [指聯合報 ]說的那樣，我現在可以比較清楚甚麼是事實

的真相。

（受訪者Ｅ，女性，金融業女秘書，45歲）

上述消費者的例子使研究者發現，網路科技 /物質特性提供的「搜

尋」、「點選」、「連結」、「輸入關鍵字」等技術功能，已成為網路新聞消

費者在網路閱讀環境中習以為常的科技，網路新聞消費者從這些科技

的運用中發展出各自對新聞事件的多義性（polysemy）解讀與事件真相

構築。

總結本節的分析結果，研究者發現，對網路新聞消費者而言，許

多新聞的文本 /符號解讀與詮釋（新聞內容的消費）都構連至網際網路科

技 /物質面向的使用，消費者在網路科技所構築的新聞環境中，瀏覽、

點選與連結，組合並且建構了自己的文本與符號消費意義（Rosello, 

JCS 27_FA02_23Dec2013 .indd   44 03/01/2014   12:16 PM



45

新聞文本與科技型式的雙重連結

1994: 137），而在數位科技時代，科技媒介的雙重構連特性在媒介消費

實踐的過程中，比起過去的媒介更加的緊密關聯及糾結，至於兩者如

何影響網路新聞媒介的消費實踐活動，將在以下分析更進一步探討。

雙重構連架構下網路新聞消費類型

前面分析指出了網路新聞消費過程的科技 /物質、與文本 /符號兩

個消費實踐面向及其交互影響網路新聞實踐歷程，本研究進一步將指

出的關鍵是，兩個面向如何在網路新聞的消費實踐中產生構連、而這

樣的構連又如何整合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的文化，使兩者之間產生相

互協商的意義。根據雙重構連理論的架構與實證資料，本研究分析 

歸納出五種不同的網路新聞消費實踐面向， 分別是（1）慣常消費

（habitual consumption）；（2）創新產品意圖消費（innovative consumption）； 

（3）社會互動消費 （social interactive consumption）；（4）資訊尋求消費

（information-searching consumption）；以及（5）資訊遊歷消費（information-

wandering consumption）等。以下將分別敘述及分析這五種類型的網路

新聞消費實踐面向。

I. 日常生活中慣常的網路新聞消費實踐
慣常新聞消費型態容易在日常生活節奏中被忽略及隱藏，主要是

這類新聞消費活動被以一種「常規」（routine）或「儀式化」（ritual）方式

展現，使得日常生活被建構成為一種「沒有新鮮事」的場域。從本研究

訪談及觀察發現，網路新聞消費經常被入「嵌入」（embedded）消費者日

常生活的常規活動中，同時變成一種「伴隨性」的常規活動。此一類型

網路新聞實踐多半受惠於網際網路資訊可大量儲存、時間延遲及隨時

接近等科技 /物質特性，讓網路新聞消費者能夠依據每日的生活節奏自

行編排、並以不同科技 /物質形式進行新聞閱讀活動。下面兩段引述顯

示網路新聞的慣常消費型態：

我每天在公司，早上的時候比較有時間看網路新聞，一大早進公

司開啟了MSN即時通訊，就會順便瀏覽一下頭條新聞標題，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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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時間有空閒的時候就看一下新聞網站的新聞。

（受訪者Ｆ，男性，工程師，35歲）

每天晚上我下班回到家以後，我都固定會在網路上閒晃一下，也

沒甚麼特定的目的，就是看看今天有甚麼事情發生，看到有趣的

新聞標題我就會點選進去看一下內容

（受訪者Ｇ，女性，運動品銷售員，28歲）

從上述兩個例子看出，網路新聞閱讀被消費者整併（incorporation）

進入了日常的生活節奏的情況。受訪者Ｆ服務於科技公司，在研究者

要求在他的工作場所觀察並進行訪談，研究者發現，科技的部分特性

在某些層面促成了網路新聞在日常生活中的慣常型消費實踐，例如，

受訪者Ｆ在進入辦公室開始工作時，就會一打開電腦自動登入即時通

訊軟體、進入某些入口網站、或收發電子郵件，過程中就會接觸到許

多新聞資訊（例如即時通訊軟體會自動彈跳出新聞網頁視窗、或是接收

郵件時收到朋友轉寄新聞資訊等）。消費者經常是出於直覺反應的點選

某些吸引他們閱讀的新聞標題，這也顯示出兩點意義，第一，受訪者

日常工作某些時刻，因為使用某些科技或軟體而接觸到網路新聞資

訊，這些資訊並非消費者刻意尋求，而是日常工作流程中偶然接觸，

進而成為閱讀素材；第二，科技 /物質與文本 /符號構連在此獲得例

證，當越來越多科技被設計成為主動提供新聞資訊的機制後，便在網

路新聞文本 /符號的接收過程扮演一定角色。

上述受訪者Ｇ是另一面向的例子，她是一位獨居的年輕女性，她

同意受訪者在下班時間到她租賃的套房進行訪談並觀察上網情況。研

究者發現該受訪者家中沒有電視，因為裝置有線電視需另外施工安裝

線纜及額外付費，且電視多半只是看一些他口中所謂「無聊的節目」。

對她來說下班後電腦與網路成為她主要「對外聯繫的管道」。因此上網

看新聞或其他網際網路活動成為受訪者Ｇ下班後例行活動之一，類似

Ｇ的例子在其他獨居的受訪者案例中也發現，電腦及網路因為具有多

重用途（工作、休閒、獲得資訊等），逐漸取代家戶中對電視的需求，

過去休閒時間家戶中收看電視活動逐漸轉變為「上網」，並且整併進入

日常生活中成為某些時刻的重要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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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觀察及訪談例子彰顯了慣常型態的網路新聞消費實踐和消

費者日常生活節奏相互融合整併（integration）的情況。無論是上班執勤

中的閒暇時間、或下班後獨處的空閒時間，都會打開網路新聞瀏覽相

關資訊。雖然消費者可能目的是關注特定新聞內容，但整體來說網路

新聞中呈現了甚麼樣的資訊，基本上對消費者來說意義不大，重要的

是瀏覽網路新聞成為陪伴着某些日常生活工作的附屬品。

關於「新聞閱讀實踐」被消費者用來標示「日常生活中的慣常活動」

的觀點，過去已被學者提出，Henry Bausigner（1984）年論文〈媒介、科

技與日常生活〉（Media, Technology and Daily Life）便指出，某些時候例

行會送到讀者家中的報紙被送丟了，讀者往往會打電話到報社抗議，

其理由是「早餐沒有報紙感覺缺少了什麼，使得他們的早餐無法進行」

（Bausinger, 1984）。Bausigner指出，「早上吃早餐要看報紙」這件事，

對某些人來說超越了資訊獲得的意義，而是報紙變成每日生活儀式的

部分，報紙沒有送達導致生活秩序編排出現缺失（Bausinger, 1984）。

Joke Hermes在分析Bauginer的研究時強調，閱讀新聞的另外功能是用

來「確認某些生活中的慣常行為」（Hermes, 1995）。

對網路新聞消費者而言，網路科技物質（第一層構連）特性，使消

費者輕易的將閱讀網路新聞併入日常生活常規之中，網路新聞科技也

讓消費者任意編排及重整網路新聞閱讀順序，隨意調整網路新聞閱讀

時間與空間。一位有五歲小孩的全職家庭主婦表示：

我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表可以收看電視新聞，因為我必需要照顧

小孩。只有等小孩睡着了後才有時間看新聞，但這個時間無法配

合電視新聞播出時間……所以網路新聞對我來說比較方便，等小

孩睡着了我就可以安安靜靜的上網，看我自己有興趣的新聞……

我家的網路都是無線的，拿一台筆記型電腦就可以讓我一邊照顧

小孩一邊上網看新聞。

（受訪者Ｈ，女性，全職家庭主婦，38歲）

對上述受訪者來說，網路新聞存在的意義在於網路技術運用在新聞

傳播上新時間與空間重新編排技術，讓她可將新聞的消費活動與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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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節奏（the rhythm of everyday life）重新編排與挪用（appropriation）來

標示其「私密的時間」（private moment）：一個不受到孩子打擾及沒有日

常瑣事的時間。對消費者來說，網路新聞提供了一種更有彈性、更簡

單的方式編排日常生活中的新聞閱讀與生活節奏（例如上述例子中家庭

主婦只要一台筆記型電腦及家中裝設無線上網便可自由在家戶中移動

及編排閱讀時間），多數的網路新聞讀者不會抱怨報紙沒有送來、或錯

過了新聞的時間，因為新聞內容閱讀、時間、節奏等早因為科技 /物質

的支持而得以任意調整。

II. 創新產品意圖的網路新聞消費
創新產品意圖的網路新聞消費着眼於將網路新聞視的科技 /物質視

為一種進步象徵，也讓這類消費者特別強調網路新聞中文本 /符號代表

科技進步意義。無庸置疑的，網路新聞本身具有某些傳統媒體所沒有

的特色，包括了超連結文本、多媒體敘事、或即時互動等功能，這些

網路科技 /物質特性被消費者賦予某些「象徵性意義」，並且進一步的納

入網路新聞的消費實踐過程中，閱讀網路上的新聞代表着「具有現代性

意義」的實踐行為。

研究者注意到這類新聞消費實踐是源自於訪談並觀察一位受訪者

（受訪者Ｔ，男性，科技公司主管，40歲）的網路新聞消費經驗及實

踐，這位受訪者是另一位允許研究者進入其家戶中觀察並進行訪談的

對象。受訪者Ｔ對網路新聞的消費除了包含文本 /符號想像外，也呈現

科技 /物質的展示意圖。受訪者Ｔ表示他用來上網的電腦都是最先進產

品，家中角落堆滿了淘汰下來的電腦與各種電腦相關零件，受訪過程

中他不斷介紹各種先進電腦設備，強調設備在接收資訊時的優越性

能。他表示許多網路影音新聞或比較複雜的新聞多媒體網頁一定要用

比較高速度寬頻及電腦設備才會流暢。雖然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展

現出自己家庭中電腦設備的自豪，但他還是表示不滿意：

我們家網路速度還是太慢，雖然中華電信 [台灣的網路服務提供業

者 ]說速度有50Mb，但實際上根本沒有，網路還常常塞車……辦

公室裏面用專線就快很多，所以一些影音的東西我只在辦公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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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看，工作時間不方便，就下班留在辦公室一下……回到家就只

是看文字新聞……用辦公室的網路速度看影音的東西才過癮。

（受訪者Ｔ，男性，科技公司主管，40歲）

受訪者Ｔ例子顯示，網路新聞消費實踐過程中，科技 /物質層面導

引了消費者選擇不同的文本 /符號，例如多媒體的影音內容無法在速度

較慢網路環境或比較低階電腦設備下接收，只好轉向在辦公室網路環

境較快的環境下閱讀。受訪者Ｔ所展現的網路新聞消費實踐，融合了

對新科技的創新運用及在特定科技 /物質條件下才能後消費的文本 /符

號內容。

另一位家中經營照相館的女性受訪者則將網路新聞的閱讀視為是

一種「流行趨勢」，也是現代人必須具備的一種技能，她指出：

起初我也覺得這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上網看新聞 ]，但是我的老

公一直要我去學，現在我都在網路上看新聞了，我覺得現在如果

不會這個的人，就落伍了。

（受訪者Ｉ，女性，照相館經營者，45歲）

這類對新科技的象徵符號想像，也延伸到對網路新聞文本 /符號層

面的認知，例如部分受訪者認定如果需要尋找最新最快速的資訊，都

會從網路新聞先着手。一位在國中代課的女教師表示：

研究者問：為什麼要看網路新聞呢？網路新聞帶給你什麼？

受訪者 J答：雖然我覺得網路新聞的內容都很膚淺，有時候還有很

多錯誤，但是網路新聞很快速，而且最新的資訊都在裏面了。

（受訪者Ｊ，女性，高中代課老師，29歲）

從上述這兩位受訪者說法發現，網路新聞被視為是「新」及「快速」

的媒介，即使網路新聞的內容被消費者認為是膚淺與充滿錯誤，但讀

者仍然認為從網路上獲得新聞資訊是必要的。

科技 /物質與文本 /符號在網路新聞消費之間的構連，在創新意圖

消費實踐中也得以窺見，一位受訪的高中學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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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現代的人，我認為我們必需要經常關心全世界發生的事

情……我不希望我的資訊只限於台灣，我也不希望我的資訊是落

後的，網路新聞就可以幫助我獲得很多國外最新的資訊，我都上

國外網站直接看一手的資訊，這個我很多英文不好的同學可能做

不到。

（受訪者Ｋ，男性，高中學生，15歲）

上述高中生受訪者的說法顯示，他將網路新聞消費、語言能力及

全球化的論述做連結，這樣的連結包含了科技使用的支持與文本消費

型態的選擇，受訪者Ｋ認定閱讀英文的外國新聞資訊是一種能力的展

現，這樣的論述型態也促使他選擇閱讀網路新聞，因為網路新聞中新

聞資訊的快速及充滿英文相關新聞，是一種展現自我能力與區分自我

和他人不同的方式。

對於作為一種「新」的新聞媒介而言，網路新聞及其相關應用科技

的消費，具不同程度物質化（objectification）意涵，其意義是透過某些

消費實踐，科技物被運用作為某種「展示」（display）功能，這種展示意

義是作為家戶空間中表現使用者價值觀、美學以及認知領域等層面的

實踐，其部分功能是作為確認主體的認同。對網路新聞消費者而言，

在閱讀網路新聞過程中，技術的操作以及資訊的獲得被消費者賦予了

不同的價值觀及象徵意義，這些象徵意義在許多時候都被接合到現代

性、及個人在資訊時代的能力或競爭力等論述之上。

III. 社會互動與新聞參與的網路新聞消費實踐
過去一些新聞的研究中指出，新聞資訊在某些層面上扮演着聯繫

社會群體之間互動的角色（Bird, 1997）。對網路新聞而言，新聞的文本 /

符號內容在許多時候扮演着「替代性社會互動」的任務。不同於傳統媒

介的是，網路新聞因為數位技術發展，更便利消費者進行下載儲存、

傳送、分享新聞的內容；此外，網路新聞的科技特性，也被部分受訪

者認為是得以「替代延伸」其連結外在世界的管道。

社會互動型的網路新聞消費常見於那些生活型態較為封閉的受訪

者，例如一位受訪的運動用品店的銷售員對網路新聞消費的陳述反映

了這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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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讀網路新聞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生活真是非常無聊，每個人

現在都只在很小的生活範圍中過生活，但是透過網路新聞我可以

看到不同地方的新聞，我在點滑鼠的時候，就可以任意的點選到

不同地區的網頁看新聞，滑鼠好像是我的手的一部分，讓我去『觸

及』我在現實生活中觸摸不到的地方。

（受訪者Ｇ，女性，運動品銷售員，28歲）

上述的受訪者G的陳述，反映了網路新聞被她視為是一種「中介外

在世界」與他自己生活世界之間的橋樑與工具。

社會互動意圖的網路新聞消費實踐通常具有某些互惠特徵，一位

受訪的女性描述了她與保險業務員間的「新聞資訊交流」如何透過電子

郵件傳送及分享：2

我有一個保險的業務員，經常都會用email寄一堆保健相關新聞給

我，大概是關心我的健康吧，或是想要跟我分享資訊，我現在也

學會用email傳一些新聞給他看。

（受訪者Ｉ，女性，照相館經營者，45歲）

受訪者Ｉ因經營照相館的關係，屬於交遊廣闊類型，她同時參加很

多不同社交團體活動，地方烹飪研習營、社區大學電腦班等。她的例

子顯示，網路新聞的科技 /物質面向讓新聞報導被當成「物」來傳遞給親

友，新聞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在日常生活中已建立起某種程度關聯，透

過新聞資訊傳送、分享，彼此得以不斷強化與維持社交維繫，這是一種

科技使用及新聞消費實踐被「轉化」（conversion）的過程，網路新聞資訊

被用做表達人際上關切的工具，新聞意義不再是以滿足「新消息」需求

為依歸，也是一種表達「對親友關心」及「分享閱讀獲得」的過程。

更積極的消費者的網路新聞消費實踐甚至超越了「社交聯繫的延

伸」，而進入「社會參與」（social participation）層面，這些消費者的網路

新聞消費實踐包含了以不同方式參與的「新聞再現活動」。一位受訪的

退休人員，經常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相關新聞報導，他表示：

我現在有一個自己的電子報，是我兒子幫我架設的網站，因為我認為

有很多真相都被大媒體給掩蓋了，許多事情都沒有被報導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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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不寫的東西我可以寫，因為我不是為了薪水而寫新聞。

（受訪者Ｌ，男性，退休人員，65歲）

過去我都是用影印的方式，把一些我看到的新聞事件及照片印出

來，傳到政府的各個單位，要他們注意……現在有了網路和部落

格了，我可以把我的新聞傳到部落格上，讓更多人看到。

（受訪者Ｌ，男性，退休人員，65歲）

上述受訪者Ｌ退休前一直零星擔任部份媒體的特約記者，也曾經

辦過社區報紙卻因經營不善結束，他說自己在網路上設立的「數位網路

報」是讓他「繼續講出社會上真實的聲音，同時也讓他繼續寫新聞」。

另一位技術學院教師（受訪者Ｂ，男，技術學院教師，45歲）則是

自行架設了一個介紹其居住城鎮的風土文化特色的網站，他親自撰寫

或是轉引他人的相關文章，該受訪者指出：

我設立這個網站很久了，現在不少人都可以看到，我除了自己寫

文章以外有時候也轉貼別人的……我除了寫地方特色外，也有我

自己興趣的介紹……網站成立久了，竟然有從國外讀者寫信來跟

我討論……

（受訪者Ｂ，男性，技術學院教師，45歲）

綜合以上受訪者對於網路新聞消費經驗的描述發現，社交、參與

型態的網路新聞消費具有兩重意義。首先，網路科技 /物質（第一層構

連）特性，拓展了新聞消費的實踐範疇，新聞消費者不再是傳統的接收

者角色，而進入更為積極的生產者的位置。網路新聞文本 /符號（第二

層構連）則成為網路新聞消費者實踐過程中「再生產」的內容，並且透過

網際網路科技傳送給其他的消費者，例如上述退休的人員，便是利用

網際網路，將自己生產的訊息傳送給其他的消費者。

其次，網路新聞的消費也連結了私領域與公共領域的文化，但在網

路新聞環境中，這類的公私領域的連結促成了「意義的循環」（meaning  

circuit），當網路新聞（公領域）透過網際網路傳送到消費者家中的電腦

螢幕（私領域），消費者再將自己生產新聞訊息藉由上傳到部落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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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網站論壇（公領域）讓更多消費者閱讀，這樣公 /私領域的意義循環，

也成為網路新聞消費實踐最大特色之一。

IV. 資訊尋求的網路新聞消費
對所有讀者來說，資訊尋求的意圖仍然是閱讀網路新聞最主要的

實踐項目，這類消費實踐本研究稱為「資訊尋求的消費實踐」。但研究

者感興趣的是「網路新聞資訊尋求消費與傳統其他新聞媒介的差異何

在」？「科技又提供了甚麼樣的理解角度」？在此雙重構連的理論觀點提

供了分析的架構與方向。在前面分析已提出，從雙重構連觀點來看，

網路新聞資訊尋求是建立在科技使用與文本消費的雙重架構上進行。

網路新聞消費者在資訊尋求方面的消費時實踐可從以下幾個層面分

析，首先，網際網路提供了消費者自由搜尋與連結資訊的方式，這點

被許多消費者視為是有別於傳統新聞媒介的閱讀形式。一位在公關行

業工作的主管表示自己因為工作忙碌關係無法將新聞當成一種休閒的

閱讀活動，網路新聞因為提供了一種快速及方便的閱讀方式，因此成

為她閱讀新聞的主要管道：

我根本沒時間在網路上閒晃，我都是找到我要看的新聞，然後就

會離開電腦螢幕……網路新聞豐富又快，找新聞也很方便。

（受訪者Ｍ，女性，公關公司主管，38歲）

網路新聞一方面則將新聞訊息以一種較具有組織的方式將新聞加

以分類成為不同部分，使用者可根據自己直覺判斷決定要讀哪一類新

聞（Benson, 2005）；另一方面，網路新聞也提供了部分研究者所指稱的

「附加價值」（added values），包括了超連結連接至更多的資訊、線上討

論區、電子郵件即時通訊等回饋系統、新聞資料庫、多媒體出版、無

限制新聞呈現空間、 即時更新、 及結合線上與印刷雙重服務等

（Jankoswki & Van Selm, 2000）。這些附加價值的運用（雖然並非所有網

路新聞讀者都了解如何使用）在網路新聞消費實踐中不斷交互被運用，

這樣的運用過程同時影響了新聞文本 /符號的接收。本研究受訪的高中

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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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閱讀國外的新聞，但報紙或電視都沒有提供很多國際新

聞，我在網路新聞網站就可以找到很多國際新聞，像一些入口網

站的連結，就可以連到國外的網站……我也有訂閱一些特別的電

子報，這些電子報會每天直接送到我的電子郵件信箱……新聞網

站中搜尋的功能也很方便，例如最近我讀到一些有關釣魚台主權

的問題，但是主流的新聞媒體都報得很少，我透過搜尋就可以找

到很多相關新……

（受訪者Ｋ，男性，高中學生，15歲）

這位高中生對自己網路新聞消費實踐的描述，清晰的呈現網路媒

體第一層構連與第二層構連之間的關係，透過「超連結至國外新聞網

站」、讀到「許多即時更新的新聞」、「直接送到我的電子郵件的新聞」、

及「搜尋到許多主流媒體新聞」等方式，再再都顯示網路新聞消費者透

過新的媒體 /科技型式的運用，獲得他們所需要的資訊。

V. 資訊遊歷的網路新聞消費
傳統的新聞消費研究大多假定，效果、或解讀是新聞文本 /符號消

費實踐的重要面向（Hall, 1973; Morley, 1980），然而網路新聞的消費實

踐在某些方面卻呈現「資訊遊歷的消費型態」。網路新聞資訊的遊歷者

的新聞閱讀結合了點選、連結等科技，使得新聞閱讀成為一種遊戲

的、任意的、以及漫無目標的閱讀經驗。資訊遊歷的消費實踐型態可

從受訪一位高中代課老師的描述來理解：

通常我會先在網路新聞網站上看到一個我覺得有趣的新聞標題，

然後我點選相關的新聞連結，有時候一直連結到新的新聞題材，

我甚至會忘記我一開始到底是在看甚麼新聞……

（受訪者Ｊ，女性，高中代課老師，29歲）

對部分網路新聞讀者來說，閱讀網路新聞獲得了甚麼資訊其實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點閱」使得網路新聞的讀者獲得了一種新的閱讀經

驗，在不斷的點選連結與開啟新視窗的過程中，網路新聞消費者享受

到一種任意編排新聞閱讀的趣味及愉悅。另一位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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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讀一則網路的新聞時，突然想到我的朋友告訴我有一種

會吃人的腳的細菌在台灣開始傳染，我就停下我正在閱讀的新

聞，去搜尋朋友說的新聞，後來我發現那是一個謠言，但我開關

太多次視窗，已經找不到剛才在看甚麼新聞……

（受訪者Ｇ，女性，運動品銷售員，28歲）

Tony Wilson，Azizah Hamazah和Umi Ｋhattab（2003）研究網路新

聞的接收時便強調，網路新聞的閱讀模式呈現出一種非嚴肅性、來去

自如、以及愉悅尋求式的消費者。讀者在網路新聞的環境中，經常是

調皮（ludic）、恣意（arbitrary）的游走在不同的超連結文本的新聞與視窗

之間。Mireille Rosell（1994）用「閒晃者」（Wanderer）一詞描述讀者在超

連結文本環境中的實踐，網路新聞閒晃者的新聞閱讀習慣是「無事前規

畫」、也「不依循生產者設定的路徑與方向」進行。一位在網路公司服務

的員工，描述她的網路新聞閱讀經驗：

我看網路新聞時候，都很忙碌，我通常會開啟很多 [作業 ]視窗，

因為有時候看到甚麼有趣的資訊，就會連結過去，有時候就會在

我的電腦螢幕上開啟很多視窗……這些視窗有的是新聞網站，有

的是非新聞網站，例如我會開一個視窗來下載我喜歡的音樂，這

樣我可以一邊聽音樂一邊讀新聞。

（受訪者Ｎ，女性，網路公司員工，25歲）

從上述受訪的描述可發現，受訪者在閱讀網路新聞時經常是同時

享受科技所帶來的愉悅及樂趣，這些樂趣使得閱讀新聞資訊成為次要

的消費實踐活動。這樣的發現，其意義顯示即便是資訊消費的面向，

網路新聞的消費也可能包含某些「非資訊意義」消費層面，對那些在網

路新聞網站採取閒晃、任意連結消費型態的消費者而言，閱讀網路新

聞的消費意義可能是科技的點選、連結以及蒐尋等面向的愉悅，而不

具有任何深度的新聞訊息接收或詮釋，這種形式的網路新聞消費活

動，主要是建立在部分網路科技的物質基礎允許網路新聞的消費者在

不同的網頁之間連結與點選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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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透過雙重構連理論來探索網路新聞的消費型態，並且從中

分析科技 /物質與文本 /符號雙重構連理論來討論網路新聞的消費實

踐，研究者的最終目的是透過網路新聞消費研究，呈現在資訊時代，

新聞或媒介消費者的多重實踐樣貌與不同於過去媒介的消費特性。

本實證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項結論。首先，網路新聞消費雙重構連

的分析顯示，網路新聞的消費是交織在科技 /物質與文本 /符號的雙重

面向之中，消費者透過不同型式的科技運用，進行網路新聞文本的解

讀、詮釋以及使用。網路新聞的雙重構連分析，也揭示了網路新聞消

費者如何透過網路新聞消費，將新聞報導的意義在私人領域與公共空

間之間進行協商及傳遞。

其次，本研究也透過雙重構連的分析架構，分析了網路新聞消費

實踐的五個面向，這五個消費實踐面向印證了網路新聞對於消費者的

意義，超越了文本解讀與詮釋的層面，而進入具體的使用層面。對網

路新聞的消費者而言，網路新聞媒介不只是提供了新聞訊息，同時透

露出消費者可以自由的以挪用、整併、物質化及轉化等方式來消費某

些新聞訊息，這類的消費實踐在過去相關的科技及消費研究被提出

（Miller, 1991; Silverstone, 1994），網路新聞消費實踐在本研究中也呈現

這些特徵，消費網路新聞成為一種結合日常生活實踐的活動、標示自

我認同的工具、社交參與等等的目的而被使用，因此，網路新聞的消

費必須被看成是一種結合日常生活不同面向的實踐活動。

本研究雖然從網路新聞的消費實踐層面出發，然而對網路新聞生

產者端同樣具有不同程度意涵與啟發。首先，消費實踐分析顯示網路

新聞消費不再是單一新聞資訊尋求過程，同時包含非資訊層面，就雙

重構連理論觀點來看，未來網路新聞的生產者必須面對的是新聞生產

不再是單一的「提供事件觀點」或「輸出公共知識」（public knowledge），

同時也包含了複雜的物質與符號基礎對新聞消費與再現的影響。以下

幾個近期的網路新聞消費發展便可看出這些影響。首先，當越來越多

的行動載具包括智慧型手機（smartphone）、平板電腦以及無線上網據點

的普及與降價，在移動的過程中消費新聞的情況日益普遍，在台灣許

JCS 27_FA02_23Dec2013 .indd   56 03/01/2014   12:16 PM



57

新聞文本與科技型式的雙重連結

多網路新聞的生產者開始發展出更為輕薄短小的報導、以影像動畫為

主的新聞報導來符合上述趨勢時，網路新聞文化又會如何轉變，值得

進一步探討；其次，當網路新聞消費者越來越習慣在數位匯流環境中

新聞報導以超連結文本、多媒體及互動形式呈現後，新聞的生產者要

如何進行生產過程與策略的調整？又有甚麼樣的新的技術與科技必須

要學習運用？這樣的問題同時包含科技 /物質及文本 /符號環境的改

變，這兩個雙重構連理論強調的面向，未來勢必在新聞的生產面向中

更被重視。

本研究也顯示，網路新聞的出現在一定的程度改變的新聞生產過

程中的生產 /消費關係，最明顯例證是那些將網路環境及科技運用做為

物質基礎的新聞消費者，在個人網路頁面與社交媒介空間上發表對新

聞的評論、或第一手目睹新聞事件消息，對傳統主流新聞媒介生產者

所帶來的挑戰。Couldry稱這些消費者為「具生產力的消費者」或「離散

各處的公民」（Couldry, 2004b），本研究中的網路新聞的第三類型消費

者（社會互動用途消費者），部分在本質上符合Couldry的見解。對網路

新聞生產者而言，這類消費者公民的挑戰是主流新聞生產者不再獨佔

新聞事件定義權，但另外一些案例也顯示，主流新聞媒介也可能與這

些消費公民產生一種合作關係，在主流媒介中呈現公民消費者的觀點

（Thurman, 2008）。

最後必須提出的是，雖然網路新聞發展至今已累積不少研究文

獻，但無論是網路新聞消費研究、或本研究所採用雙重構連理論來研

究資訊時代閱聽人的消費等面向，都需要累積更多實證取向研究，尤

其本研究資料收集期間，許多新科技形式仍在發展階段，媒介科技發

展與創新速度相較於過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未來研究可延

伸不同的資訊科技媒介及文本的消費實踐活動如何涵蓋上述諸多的媒

介消費特性，例如行動裝置或社群網站等消費實踐和網路新聞接收之

間的關係；同時，研究者也可進步一探究兼具物質 /文本及公 /私領域

的消費實踐活動，如何與媒介內容生產者的生產實踐活動相互關聯或

相互形塑。在研究方法層次上，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歸納分析出

網路新聞雙重構連的消費類型，未來如果進一步以量化的研究進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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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樣本的分析，則有助於進一步的印證與發展雙重構連理論架構在

媒介消費實踐上的運用。

註釋

1 本研究在資料收集期間，多數行動裝置及戶外無線網路建置均在發展階
段，例如台北市的免費無線網路在2011年才正式上線，這使得本研究的
訪談資料中，很少呈現這網路新聞、科技、及移動等層面的消費經驗。

2 關於網路新聞消費實踐作為社會互動意圖的部分，在現今的社交網絡網站
（social networking site）上更加明顯，例如越來越多消費者在臉書（facebook）
上貼上新聞連結分享給社群成員，然而在本研究執行期間，臉書等社交媒
介在台灣尚未達到蓬勃地步，因此訪談的資訊在這部分呈現也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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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表及新聞閱讀經驗描述

受訪者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網路新聞閱讀經驗描述

Ａ 女 /39歲 /

中學教師

受訪者Ａ是一位中學教師，由於平日時間都在學校，因此

都是透過學校電腦與網路上網，他表示自己在校經常聽到

許多老師談論相關新聞，而網路新聞則扮演着讓她可以搜

尋到許多相關新聞的豐富場域。

Ｂ 男 /45歲 /

大學講師

受訪者B代表着那些運用網路進行新聞再生產的消費者，

他設立了一個報導家鄉風土民情的網站，經常轉貼或自己

寫新聞上傳到網站上。

*Ｃ 男 /36歲 / 

保險業務員

受訪者Ｃ則是在辦公室上網型的消費者，他認為電腦是一

種具有半私密性的科技，他可以在螢幕上維持許多視窗，

一方面進行工作，另一方面則是觀看及時新聞訊息而不被

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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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男 /40歲 / 

電視台導演

受訪者Ｄ任職於電視台，網路新聞對他來說是一種可以搜

尋到許多資訊的科技，同時也可以讓他進行不同新聞的交

互參照比對。

Ｅ 女 /45歲 / 

金融業秘書

受訪者Ｅ是金融業的秘書，過去經常要看剪報並將內容報

告老闆，閱讀新聞成為工作及習慣的一部分，網路新聞則

讓她不必受限於時間及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接觸到新聞

資訊，在工作上也更為便利。

Ｆ 男 /35歲 / 

工程師

受訪者Ｆ多半在上班時間上網看新聞，假日或下班時間多

半用電腦玩線上遊戲，若遇到重大事件，則會不斷上網查

看最新消息發展。

Ｇ 女 /28歲 / 

體育用品銷售員

受訪者Ｇ工作時間很長，且一人獨居，她表示自己極少有

機會與很多人接觸，也無法獲得經由人際傳布的資訊，因

此網路新聞變成她一種替代社交的資訊工具。

Ｈ 女 /38歲 / 

家庭主婦

受訪者Ｈ有一個小孩，她的日常生活中小孩照顧佔據多數

時間，網路科技及新聞資訊則讓她可以在小孩睡覺期間無

拘無束的上網看新聞，且不會擔心類似錯過某節電視新聞

而需要等待下一次重播的情況。

*Ｉ 女 /45歲 / 

照相館經營者

受訪者Ｉ在經營的照相館後方隱密處擺設了一台個人電

腦，這台電腦成為她閱讀網路新聞的主要設備，她　表示

自己是「科技白痴」，很多網路功能都不會，但她卻很喜好

在網路上瀏覽不同新聞資訊，並且認為這是一種作為現代

人應具備的技能。

Ｊ 女 /25歲 / 

中學代課老師

受訪者Ｊ與家人同住，但是有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可隨時

上網看新聞，這位老師同時也在網路上寫文章記錄每日生

活，並且做成電子報的形式定期發送給朋友。

Ｋ 男 /16歲 / 

高中學生

受訪者Ｋ就讀台北市明星高中，從小就接觸電腦及網路，

對自己相當具有自信，網路新聞內容被認為是先進的，同

時讓他可以搜尋、連結到全世界的網站。

Ｌ 男 /65歲 / 

退休人員

受訪者Ｌ年退休前當過媒體的特約記者，也自己辦過社

區報紙，但因為經營不善結束，退休後仍把自己當成「記

者」，不斷地在自己的新聞網站上撰寫報導，網路新聞成

為他社會參與的一部分。

Ｍ 女 /35歲 / 

公關業主管

受訪者Ｍ是一位忙碌的公關業主官，看新聞是工作需要，

網路新聞則滿足她快速獲得深入且廣泛資訊的需求，透過

搜尋或連結的科技，她認為網路新聞協助她很快的達到目

的，並且可以立刻結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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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女 /30歲 / 

網路公司員工

受訪者Ｎ在網路公司服務，每天更新網站資訊，她屬於廣

泛閱讀網路新聞的類型，主要因為工作的關係，因此幾乎

工作時間都在掛網，她每天都會順便在工作時間瀏覽不同

的新聞網頁資訊。

Ｏ 女 /37歲 / 

報社記者

受訪者Ｏ因工作需要經常瀏覽網路新聞，因此相當熟習網

路新聞的各種特性，包括搜尋、連結等，這些也成為她認

為網路新聞得以區得其他新聞閱讀的面向。

Ｐ 男 /32歲 / 

水電工人

受訪者Ｐ是一位積極的網路新聞消費者，他不但讀新聞也

經常轉寄許多政治新聞給立場相同的朋友，或將新聞貼到

各種論壇。

Ｑ 男 /26歲 / 

成衣銷售業

受訪者Ｑ自己經營一家服飾店，他認為網路新聞最有趣的

地方是有許多附加的功能，包括影音、搜尋及連結等。

Ｒ 男 /22歲 / 

大學生

受訪者Ｒ是一位經常在網路新聞網站中發表意見及撰寫文

章的大學生，他覺得網路新聞可以讓不同的主題都有充分

的呈現空間。

Ｓ 女 /35歲 / 

化妝品銷售公關

受訪者Ｓ在網路行銷相關行業工作，她認為網路新聞中的

一些文本符號呈現可以協助她閱讀網路新聞，讓她知道甚

麼是重要以及甚麼事情正在發生。

*Ｔ 男 /40歲 / 

科技公司主管

受訪者Ｔ任職科技公司，是一位部門主管，他自認是一位

科技的先進使用者，網路新聞消費實踐對他而言不但代表

一種先進的資訊接收者的象徵，同時也藉此展示他對於科

技硬體的熟悉程度及運用。

Ｕ 男 /35歲 / 

貿易公司員工

受訪者Ｕ在通勤或移動的過程中經常會在空檔閱讀網路新

聞，但是他的例子顯示了某些科技在移動中不適合做為新

聞閱讀的載具，以及網際網路的頻寬也會影響網路新聞文

本的閱讀。

*為訪談及觀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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