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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的流動探究

果蕾、王靜、戴熙、王慧敏

摘要

在香港，資深記者從業人員流動性很大，這種流失對香港報業有

何影響？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對香港4家主要報社16位前線記者從

業人員及管理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了解香港報業新聞從業人員流失狀

況、原因及影響，之後又與4位學者探討該種現象成因。研究結果顯

示：香港報業記者從業人員流失更趨年輕化且多流向穩定行業；待遇

低、升職幾率小及報社工作工時長等特點是其流動主要原因；行業內

人才流動有助增加報紙活力且減少報社開支，故從經濟角度考慮，報

社主管鮮選擇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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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ong Kong, journalists’ mobility i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in other 

places, especially among journalists who work for newspape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status quo, causes, and impact of such a phenomenon 

by conducting a seri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6 reporters and editors 

from four leading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bility of Hong Kong newspaper journalists is accelerating and many of them 

move to work in a more stable industry. Low pay, a gloomy career path,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ir mobility. Also, 

journalists’mobility  will help boost the vitality of the press and reduce its 

expenditures. As a result, the management refuses to retain the outgoing 

journalists wh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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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香港傳媒業高度發達，據2008年香港政府年報統計，截至2008年

年底，香港共有45份日報、多份電子報章和699份期刊。隨着免費報

紙的介入及其他形式媒體的迅速發展，香港報業面臨激烈的競爭。如

何在競爭中繼續生存、發展和盈利是整個香港報業最關注的問題。報

業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報社新聞人員作為報社核心價值創造

者，對報紙的報道品質和整體競爭力發揮着重要作用。如報業人員進

行行業內部流動，起到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行業中也可保持活力。

但如今香港報業面臨很大行業外衝擊，這種衝擊造成報業人員流向其

他行業，這不僅增加報業人才成本且損害了報業整體競爭力和發展潛

力。試想如果最好的人才，在新聞界中積累了相當豐富的人脈及經驗

後，離開新聞界轉投其他行業，這將使新聞界蒙受損失。因此，報社

要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解決保留人才的問題。

羅文輝與陳韜文等人在《變遷中的大陸、台灣、香港新聞人員》一

書中提出，在大陸、香港、台灣三地受訪者中，香港地區資深新聞工

作者流失現象嚴重，該研究提出問題：就年齡而言，值得香港新聞界

關切的是——哪些新聞人員較可能在工作一段時間後離開新聞界？原

因何在？新聞界應如何留住優秀資深人員？

該研究通過與大陸、台灣地區比較，闡述香港地區新聞從業人員

流失情況，但也正如作者在研究限制中所說：「研究沒說明流失人員具

體特徵及高流失率的原因。」（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事實上，

過去的相關研究多為指出各地新聞人員流失情況」（Weaver，1998），鮮

有深入探討新聞人員流失原因及對報社產生影響，特 是香港地區。故

本研究以香港新聞人員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

人員流動狀況、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影響，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目的一：探討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流動狀況及特征

目的二：分析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流動的原因

目的三：了解香港報社如何看待其內部人才流失問題

目的四：探討香港報業記者從業人員流失對報社及報業產生的影響

本文以香港地區報業記者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具針對性，並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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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了解從業者狀態提供一定參考；最後，本文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羅文

輝與陳韜文等人在《變遷中的大陸、台灣、香港新聞人員》中所提出問

題：哪些新聞人員比較可能在工作一段時間後離開新聞界？原因何

在？新聞界應如何留住優秀資深人員？且本研究中關於香港地區報業

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流失情況和對報社、報業影響的研究結論及所採用

的深度訪談研究方法，也可補充相關領域的研究不足，並為未來的研

究提供參考。

文獻綜述

人才競爭是現代企業競爭之本，羅帆、余廉（2003）在2001年對中

國大陸200多家企業的抽樣問卷分析中指出：「人才流失是企業陷入困

境主要因素，流失成因依次為『工資待遇不高』、『不受重用』、『企業前

景不佳』、『用人機制僵化』等。」針對企業如何留住人才，各界學者也

做了多方面研究：李華豐在其研究中指出，「企業應正確看待其核心員

工價值，因為核心員工是行業稀缺人才，流失不僅會增加延時成本且

還會使企業面臨喪失競爭優勢的巨大風險。」

針對媒體從業人員離職流動現象的研究，學者 Johnstone、Slawski

與Bowman（1976）在The News People一書中指出，「相對其他行業，新

聞行業從業人員入行晚但離開該行業早，前者取決於持續的專業教

育，後者則因新聞行業要求其從業者身體耐力、創新新聞角度，同時

從業者考量自身升職幾率及對此工作的滿意度，而這一特徵也闡明新

聞行業是年輕人的行業」；由此也得出，「教育、婚姻狀況及工作年資是

可能影響記者離職重要因素」。Weaver與Wilhoit（1986）分析美國新聞

記者年齡多在25至34歲之間，且呈現年輕化趨勢，40歲後則呈現大規

模離職現象，「工資低是主要離職原因之一，同時高壓工作也是離職原

因」。

在台灣地區，盧聖芬的〈電視記者工作滿足程度與離職意願及行 

為的關聯性分析〉研究，利用Spector發展的 JSS量表，依據Alderfer

（1972）發展的ERG工作滿足理論，對台灣電視記者工作滿意度進行定

量分析並分析與離職意願關聯性。研究發現台灣電視記者大部分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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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薪資及升遷機會不滿，一半以上從業者工作滿足度低且離職意

願很高。

針對報社新聞人員流動的研究也有，何乃蕙〈報社採訪記者工作相

關因素與離職意願〉利用定量研究法，對大台北地區十家報社的記者進

行問卷調查，發現在台北的報社記者中30歲以下離職意願高於其他年

齡層記者，未婚記者離職意願高於已婚記者。研究還發現，「努力意

願」、「組織認同」、對「工作條件」的滿足感，與「主修新聞科系」等四

個變項，最能預測記者離職意願。

另外針對報社新聞人員流動的研究還集中在闡述方面，浙江報業

集團余志華（2008）研究發現：「合理的人才流動有利於報業保持活力、

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和開發人力資源，但當人才流動處於一種無序狀

態，流動頻率過快，骨幹或核心人才流失，就會影響報業正常運作，

嚴重時還會損害媒體的形象和公信力。」

香港地區鮮有對報業新聞人員流動的針對性研究，學者蘇鑰機

（2007）在其研究中對香港報業從業人員整體特徵做過闡述，提出「男性

流動程度大於女性，流失人員可能投身的行業多是其他非新聞類機

構，如：公關公司、商界及教育界。」較全面的針對香港地區新聞從業

人員的文獻是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等人（2004）合作完成

的《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一書，該研究對兩岸三地新

聞人員基本情況進行了調查（包括：性別比例、年齡、婚姻狀況、教育

程度等），其中針對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調查顯示：相較於大陸及台灣地

區，香港媒介從業人員中年齡方面呈現出較大特點：25至34歲年齡層

新聞從業者佔55.8%，是兩岸三地在此年齡層分布最高比例；而35歲

以上年齡層，包括35至44、45至54及55歲以上其比例中香港所佔比

例最小，35歲及以上新聞工作者在香港新聞從業者中僅佔29%，與之

相比大陸是51.5%，台灣是43.7%，這幾乎是大陸同等比例的2倍。（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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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年齡背景比較

年齡 大陸 香港 台灣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24歲或以下 79 5.0% 78 15.0% 24 2.9%

25–34 681 43.5% 291 55.8% 438 53.3%

35–44 426 27.1% 110 21.1% 279 33.9%

45–54 273 17.4% 30 5.8% 66 8.1%

55歲或以上 109 7.0% 12 2.1% 15 1.7%

合計 1568 100.0% 521 99.8% 822 99.9%

資料來源：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巨流

圖書公司，頁48。

在該研究中還就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流失現象較為嚴重之處提出

了問題——就年齡而言，值得香港新聞界關切的是：哪些新聞人員較

可能在工作一段時間後離開新聞界？原因何在？新聞界應如何留住優

秀的資深人員？在研究局限中，研究者們也表示基於問卷調查局限

性，上述問題無法進行深入討論，有待之後的研究者運用其他研究方

法進行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香港報業人員流失狀況、特徵、原因及處

理方法等問題的深入探討尚屬首次。故希望通過構建香港報業記者從

業人員流動的整體狀況做出一定研究貢獻，也為未來進行媒介人員流

動問題的研究模式提供參考。

理論依據

工作倦怠理論

有關「工作倦怠」的研究，最早由紐約臨床心理學家Freudenberger

於1974年提出。Maslach與Leiter（1982）將工作倦怠定義為「一種情緒

耗竭、去人性化及個人成就感低落的現象，經常出現在從事人際工作

的人員身上」。

Maslach（1978）和李美燕（1995）指出，「工作倦怠的症候和影響結

果之一，即工作者離職意願較高。發生工作倦怠感員工，因無法處理

工作壓力，易導致工作士氣低落、高度怠工及高流動率，甚至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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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這一行業」。Cook和Banks（1993）研究亦發現，「有意離開新聞界

的受訪者顯示出了較高程度的情緒耗竭」。

本研究也採用Maslach的看法，認為新聞工作的工作倦怠為：新聞

記者從業人員個人在與報社及傳媒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因過度負荷而

出現的情緒耗竭、缺乏人性、低個人成就感的心理狀態。其中負荷只

要來自個人、報社及傳媒環境。而這種工作倦怠主要表現在新聞工作

中就是士氣低落、高度怠工及高流動率。進一步說，從業者會因工作

怠倦而產生進一步離職意圖，從而使其較無意願繼續留在新聞行業

中，且這些有意離職者也較不肯定新聞工作的價值與意義。

離職意圖

離職意圖指：「工作者在一特定組織工作一段時間，經一番思 

考後，蓄意要離開組織」（Mobley, 1997）。據研究顯示（Michaels, & 

Spector, 1982；Lee, & Mowday, 1987），「離職意圖是離職行為真正發生

最主要的認知前兆」，換言之，「員工的離職意圖最能解釋其離職發生

可能性」（Tett, & Meyer, 1993；Carsten, & Spector, 1987；Steel, & 

Ovalle, 1984）。離職意願產生後進一步就產生了離職行為，廣義說來，

離職就是工作者從一個工作場所轉移到另一工作場所，或某一職業／產

業轉向另一職業／產業。

離職行為也分為自願性離職與非自願性離職（Ferguson & Ferguson, 

1996），「自願性離職就是指個人在組織中的移動是工作者自己主動；

而非自願性離職則是指個人離開組織是工作者本身無法控制，如：裁

員、退休等」。

研究問題及方法

研究問題

過去相關文獻顯示，針對新聞記者從業員流動的研究鮮有系統地

探究其原因。羅文輝與陳韜文等人在《變遷中的大陸、台灣、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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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一書中曾涵蓋關於香港新聞從業人員流動趨勢，也是該研究發

現：相較於大陸和台灣，香港新聞從業員更趨年輕化，35歲以上所佔

比例更少，流動速度更快；且也在研究限制方面闡明，僅以問卷調查

的方式未必能夠深入研究該內容；該研究也提出問題表示，就年齡而

言，值得香港新聞界關切的是：哪些新聞人員比較可能在工作一段時

間後離開新聞界？原因何在？新聞界應如何留住優秀資深人員？故本

研究嘗試總結、補充過去研究，着重探究香港新聞人員流失情況、流

失原因及人才流失對報業可能造成的影響。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 現階段香港報社新聞記者從業人員的流動趨勢以及

流向為何？

研究問題二： 造成香港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流動的原因有哪些？

研究問題三： 出於經濟及專業考慮，香港報社是否會選擇留住 

人才？

研究問題四： 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流動對報社以及香港報業產生怎

樣的影響？

研究方法

Ⅰ. 深度訪談法
以往相關研究主要採用定量研究法，利用問卷調查方式研究受訪

對象職業流動或離職情況。因問卷調查無法全面深入探討新聞人員流

動原因及影響，為彌補研究不足，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希望透過

分析香港不同報社人員流失情況，深入了解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

員的流動狀況，通過與報社新聞記者從業人員、管理人員的深入訪

談，了解他們對於該問題的看法；通過對新聞學者的訪談，探討造成

此現象的根本原因，提出理論與實務的解析及建議。

Ⅱ. 報社的選擇
本研究選擇在香港中文日報中的新聞記者從業員為研究對象，報

社的選擇，本研究參考郭中實、杜耀明、黄煜、陳芳怡關於《距離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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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涵義：香港報紙不同地域報導之比較》中對香港日報分類方法，將香

港十餘份日報按其政治立場分三類：

首先是大眾報（mass appeal），這也被視為香港主流報紙，所謂大

眾報是以大頁印行的小報，內容煽情、市場主導，報道題材廣泛且發

行量大（蘇鑰機，1997、2003），買點在於政治刺激多於專業表現。這

類報紙包括《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太陽報》、《成報》和《新報》。這

種分類方式在香港傳媒研究者當中頗具共識（蘇鑰機，2001）。其次是

中產／精英報（middle class/elite），意在取 中上階層讀者，新聞處理手

法認真，文字風格講究。這類報紙包括：《星島日報》、《經濟日報》、

《明報》、《信報》、《英文虎報》和《南華早報》。最後，香港還有一類報

紙是親建制報（pro-establishment），即公開表明支持中國政府及中國共

產黨的日報，它們在經營上的虧損由大陸政府貼補。這類報紙讀者書

目甚少，代表左派和親中官方人士（蘇鑰機、陳韜文，2006；蘇鑰機，

2007），包括三份日報：《文匯報》、《香港商報》和《大公報》。

但流動性方面，以作者在親建制派報紙工作的經驗而言，其入職

方式與另外兩種報紙有出入，高層領導需由中央組織部任命且記者等

入職以介紹、推薦方式居多，其內部新聞記者流動性相較於其他類型

報紙較穩定，趨近於大陸模式，故此次研究將不把親建制報加入 

其中。

而在大眾報及精英報中，根據重要性、全面性兩方面考慮，本研

究選擇《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四家報社進行

香港新聞記者從業人員的挑選。以重要性考慮，壹傳媒2009年年度報

表調查顯示：2008年1月至12月，香港最多人閱讀的5份報紙中，《東

方》、《蘋果》、《明報》、《星島》佔4席，故從銷售數量上考慮，以這四

家報社中新聞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有一定代表性。全面性考慮，香

港報紙既有以《東方日報》、《蘋果日報》為代表的大眾報，也有以《明

報》、《星島日報》為代表的精英報。研究主體定位於形態不同的報社，

將有助於全面闡釋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整體流動趨勢。

Ⅲ. 訪談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確立研究問題後，通過評估，選擇4家香港本土中文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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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為確保全面性，每間報社基本上分別訪問2名記者及1名中高層管

理人員及1名離職記者。16名被訪者中，《東方日報》採訪到2名文字記

者，1名執行副總編輯，離職記者未採訪到；《蘋果日報》採訪到2名文

字記者，1名中國新聞採訪主任，1名離職記者；《明報》採訪到2名文

字記者，1名中國版副總編輯及1名離職記者；《星島日報》採訪到3名

文字記者，1名中國版助理採訪主任及1名離職記者。16名受訪者中，

男性11位，女性5位；其中13位擁有5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如表2）。電

話訪問7位，面對面採訪9位。同時，又通過面對面深度訪問四位新聞

學學者。 

表二：受訪者概況

受訪者 代號 職  　務 性別 新聞資歷

第一號受訪者 A 《東方日報》執行副總編輯 男 14年

第二號受訪者 A1 《東方日報》文字記者 男 8年

第三號受訪者 A2 《東方日報》文字記者 男 5年以上

第四號受訪者 B 《蘋果日報》中國新聞組採訪主任 女 15年

第五號受訪者 B1 《蘋果日報》文字記者 男 6年

第六號受訪者 B2 《蘋果日報》文字記者 男 7年以上

第七號受訪者 馮永堅 原《蘋果日報》房屋版記者 男 10年

第八號受訪者 C 《明報》中國版副總編輯 男 8年

第九號受訪者 C1 《明報》文字記者 女 1.5年

第十號受訪者 C2 原《明報》文字記者 男 11年

第十一號受訪者 C3 《明報》副刊現職記者 男 1.5年

第十二號受訪者 D 《星島日報》中國新聞組助理採訪主任 男 20餘年

第十三號受訪者 D1 《星島日報》  文字記者 女 20年

第十四號受訪者 D2 《星島日報》  文字記者 女 5年

第十五號受訪者 D3 《星島日報》地產版現職記者 女 1.5年

第十六號受訪者 紀羚 原《星島日報》突發組記者 男 28年

第十七號受訪者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男

第十八號受訪者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男

第十九號受訪者 黄俊東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顧問 男

第二十號受訪者 梁麗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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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資料分析

本文對《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星島日報》、《明報》16位現任

及曾任新聞記者從業人員進行了深度訪談，並在此基礎上訪問了香港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專業顧問，原《英文虎報》總編

輯黃俊東、副教授李立峯、講師梁麗娟4位學者。深度訪談圍繞4方

面：報業人員離職狀況及特徵、離職原因、主管對新聞人員離職態度

及新聞人員離職對報社和報業的影響。關於這四方面的深入分析如下：

現階段香港報社新聞從業人員的離職狀況、特徵與流向

Ⅰ. 香港報業新聞人員的流入情況
在採訪過程中，就香港報社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流入而言，據現任

《東方日報》執行副總編輯A表示：「靜態新聞組的招聘要求副學士或以

上，最好有相關工作經驗，修讀學科並不是主要參考數據；動態新聞

（突發新聞），有一些需要騎摩托車跑突發的記者中五左右就可以，招

聘信息會統一通過公司網站或其他招聘網站刊登，如需要資深記者一

般是行家推薦多於公開招聘」。《星島日報》地產版記者D3表示：「《星

島日報》新聞記者基本要求都是本科畢業且該報會進行公開招聘」；同

樣，《明報》副刊版記者C3也表示：「報社基本上對入職的記者都有學

歷要求且多是副學士以上，且會利用公開發布消息方式招聘」。

人員流入方面，李立峯副教授表示：「香港報業人員有很大的工作

市場，很多新聞系畢業生要找工作。隨着各大院校開始開設新聞學課

程，新聞系畢業生就越來越多。」但香港報業本身人員需求量處於一個

「凍結」狀態，甚至在逐漸縮小，《星島日報》助理採訪主任D指出：「15

年前，《星島日報》中國組有15個人，現在《星島日報》中國組只有7

人，人員比以前減少了一半，但工作量基本上沒變。」

Ⅱ. 香港報業從業人員流失情況
1. 香港報業的人員流動性強

曾任《英文虎報》總編輯的學者黃俊東表示：「香港報業人員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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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強，一般情況下，從業兩至三年就會離開，尤其是女性。從香港報

社結構問題及報社記者從業者個人兩方面考慮，真正一直留在報社的

人比率很小。」同時，李立峯副教授及4家報社數位受訪人員也都表

示，因香港報業記者從業人員薪金較低、升遷空間較小等問題，其人

員流動性很强。

2. 離職人員整體年齡提前

在訪談中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現時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的離

職年齡普遍在30歲左右，提前於羅文輝與陳韜文等人在《變遷中的大

陸、台灣、香港新聞人員》一書中所調查發現的香港新聞工作者35歲及

以上從業比率最低的發現。

3. 前線記者離職率較高與管理層

《明報》擔任中國新聞副總編輯C表示：「相對前線記者，人數比較

少的主管層流動性不大。」學者黃俊東認為：「是香港報社整體結構導

致了這樣的結果。在香港的報社，記者工作崗位呈金字塔形。上層是

香港報業總編輯，人數少，工作較穩定，流動性不大，這也就造成前

線記者離職率相對高」。

4. 大眾報與精英報呈現不同人員流失情況

多位受訪者表示，大眾報人員流失多是被動，相反，精英報人員

流失多為記者主動。《東方日報》資深記者A1與A2指出：《東方》記者

相對穩定，離職類型主要有兩種：一是被裁員，這種形式人員流失佔

很大比例，裁員主要根據工作表現等標準，故在《東方日報》離職人員

沒有具體年齡階段；二是有少數年紀較大記者因體力等個人原因主動

離開報社。同樣《蘋果日報》中國新聞採訪主任B表示：「在《蘋果日報》

人員流動性較小，如以35歲為界限，35歲以上的人流動就更少。特別

是面對經濟危機，除個別記者被高薪挖角外，大部分記者出於職位穩

定、薪金穩定原因不會主動離開報社。」

 在精英報《明報》有一年半工作經歷的記者C1表示：「《明報》離職

人員多數是主動離開，很少有被公司解聘。」《星島日報》資深記者D1

同樣表示：「在香港報業作為前線記者，35或40歲後，甚至30歲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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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流失都很嚴重，前者由於身體原因或有更具吸引力的職位而離

開，後者傾向在記者行業積累經驗後跳槽離開，或認為該行業現實違

背其入行理想而選擇離開。」《星島日報》地產版記者D3也表示：「地產

版面記者多是做滿1年後就跳槽離開，這1年還是當初合同中的要求。

我是在這個地產版工作1年半的記者已經算是這個版面最資深的記者；

這邊每半年就會有一個同事離開，走的多半是30歲左右或以下的。」

另外，大眾報從業人員流失率低於精英報。《東方日報》執行副總

編輯A表示：「第一，由於大眾報薪金相對高過精英報，第二，精英報

又要堅持社會責任又要賣報紙，工作人員壓力大過大眾報，所以其記

者流動性要大於大眾報。」

Ⅲ. 離職人員整體特徵
蘇鑰機（2007: 123–127）在〈2006年香港報業概況〉一文中指，「香

港報業新聞工作者很年輕，平均年齡只有30歲多一點，前線記者以女

性為主，編輯及管理層主要是男性。」本研究發現和蘇鑰機的研究發現

相似，在離職人員特徵方面，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如下：

1. 年齡與性別

(1) 30歲甚至25歲前離職

在訪談中，綜合16位香港報社記者從業員及4位新聞學學者訪

談，整理可知，香港報業大環境是大部分記者都是在30歲前、甚至25

歲前就選擇離開報社。

(2) 女性離職傾向不低於男性

從性 上分析離開報社的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東方日報》資深記者

A2表示：「離開的男記者明顯多於女記者，很多男記者有了家庭就會離

開媒體，轉向其他不用到處奔波的穩定行業。」《蘋果日報》記者B2也

同樣認為流失人員中是以男性為主。

但《東方日報》執行副總編輯A指：「記者離開報社原因有很多，而

就家庭因素方面來講，女性因此離職的人數要多過男性」。《星島日報》

地產版記者D3也同意：「女性到了30歲左右，就會希望安定下來，結

婚、生子，但做記者自己的時間太少了，連交男朋友的時間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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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年齡女性新聞記者離職傾向並不低。」《星島日報》記者D2從

新聞記者從業員中男女比例解釋了此問題：「一般規模中等或較小的香

港報社，女性人數大於男性。這種差異就會造成女性跳槽人數會比男

性更高。」《東方日報》執行副總編輯A表示，以《東方日報》為例，「現

在男女記者從業員比例達到3：7，而在副刊等版面已達到2：8。」所

以，總體來說，女性離職數量及傾向都不會比男性低。

2. 年資與新聞教育

(1) 不論年資深淺，前線記者均體現高流動率

記者D2表示：「30歲左右流失的人員，一般都是在報紙行業工作

8–10年，有一定經驗，又沒做到管理層。年資在10年以上資歷更深的

記者相對不太容易流失」。原《星島日報》突發新聞記者紀羚也持相同看

法：「在30歲後如果記者在相同的報社工作10年以上有的升職，而 有

升遷的也不太願意離開，一般最高流動率的都是30歲前。」

而《明報》中國版副總編輯C表示：「其實資歷對新聞從業人員離職

影響不大。資歷低容易因薪金待遇離開報社，甚至離開報業；資歷高

會因為考慮沒有升遷機會，而去追求更穩定的職業，因此無論資歷深

淺流失比例基本相差不大。」

《東方日報》記者A2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表示：「離開的記者一方

面是工作時間很短，有的5個月不到就選擇了離開；外一種就是工作5

年以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後選擇離開。」

(2) 專業背景淺的新入職記者離職率高

《星島日報》資深記者D1表示：「對一些剛畢業的學生來說，如果

是新聞系出身，對香港新聞比較了解，在這個行業留的時間會長一

些；非新聞系出身的在入行前對這個行業不了解，逐漸了解後，就會

權衡環境，選擇離開或繼續從事記者行業，他們一般會選擇跳槽。」原

《星島日報》突發新聞記者紀羚也表示：「新畢業的學生，好多都想在報

紙過一下癮，不會把記者作為終身事業，這些人新聞觸覺也低，做一

做就轉行了，有的甚至幾個月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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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離職後去向
訪談結果顯示，以四份報紙為代表的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員流

失分兩層面：第一，離開報社但會選擇其他傳媒機構從事傳媒行業；

第二，離開新聞媒體行業。一般而言，選擇離開本行業的離職人員比

例高於離開報社而繼續從事新聞行業的人，離開新聞行業者一般會選

擇，包括：公關公司、從商、政府部門的工作等。無論是否離開新聞

界，這些離職人員都希望找到更穩定、人工更高的工作，這也是出於

對自身發展及家庭等諸多因素綜合考量的結果。

1. 有經驗的離職人員多選擇離開新聞界

目前仍從事新聞行業《蘋果日報》記者B1表示：「周圍34歲甚至更

高年齡的離職者中，選擇離開本行業的居多。」但《明報》中國版副總編

輯C表示：「雖然整體而言離開本行業的離職人員比例較高，但一般趨

勢是，有經驗的人離開報社後基本上會轉行，經驗少的人離開後還會

留在行內」。據《明報》副刊記者C3表示：「行業內流動人員中，從報社

出來後會選擇去雜誌或周報，規律是日報往周報、周報往月刊，薪酬

高、壓力小是決定因素」。

學者蘇鑰機也表示：「香港報業新聞從業人員選擇在30歲左右離

職，離開新聞界的人數比例較高。」梁麗娟也表示：「總的來說，很少

有人會長期留在媒體工作，十個人大概只有兩個人留下來。」

2. 年資深注重工作穩定性，年資淺更追求高薪酬

《星島日報》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D在目前職位工作10年，報業工

作年資達20年。他表示仍會繼續留在目前的職位上且不在意升遷，因

為管理層會承受更大壓力，過幾年他會選擇從事非對外部門，如人力

資源管理等。不離職是因為不想打破現在工作、生活的穩定性。李立

峯副教授也認為：「出現類情況也有可能。在香港，報社新聞記者到了

30多歲，需要穩定工作，因此他們會選擇工作時間、薪金都相對穩定

的職位和職業。」

而在30歲以下選擇離職的新聞記者從業員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追

求較高薪酬，《明報》及《星島日報》工作的C3和D3都表示，薪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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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幅度小都是他們會選擇30–35歲離開新聞行業的主要原因。

3. 公關公司、從商、政府部門是其選擇行業的主要方向

離開新聞界後，記者何去何從？關於這個問題，受訪記者、主

管、學者都認為，香港報業從業人員離開新聞界後主要會選擇從事公

關、從商、政府部門、教育工作或繼續深造，也有記者會到廣告公

司、保險公司與非政府機構工作。

學者李立峯表示：「香港不少公關公司、一些公司內部管理人員都

是有十幾年記者工作經驗的人。因為一方面，雖然這些離職記者可以

選擇如到大學教書等職位，但這樣的位置不多；另一方面，公關機構

更加看重記者從業經歷及人脈資源，就香港公關公司或企業的公關部

門而言，一個資深記者對媒體的熟悉度及從業經驗，會對企業發展產

生正面影響。」

報業人員流失的原因

Ⅰ. 報社因素
訪問結果顯示，待遇不好、工作壓力大、工作時間長是造成報業

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其中，待遇問題是影響人員流失的最直接因

素。《蘋果日報》中國新聞組採訪主任B就表示：「《蘋果日報》人員流

失相對少，很大程度是因為員工薪金相對高、福利相對好。」

 首先，報社經濟狀況不好。金融海嘯後，報紙經營每況愈下。不

僅因為其他形式媒體的分羹，還因報社廣告收入減少，這使報社出於

節約成本的考慮會傾向聘請一些較便宜的工作人員，這不僅使部分資

深人員流失也降低整個行業薪金水平。在訪談中許多記者表示，導致

自己35歲或更早離職原因很大程度是薪金低。

其次，升遷機會少也是從業者離職的一個重要因素。學者黃俊東

表示，香港的報社提拔人員需要支付一定工資成本，因此，香港報業

管理層職位十分有限，這也使得記者向上流動的機會小。而訪談發

現，一些有一定工作經驗前線記者因不能得到升遷便會選擇離職。



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的流動探究

77

另外，「人手不夠」 導致工作量大、壓力大也是記者離職的原因，

《明報》文字記者C2表示：「一些記者離職後，報社出於成本考慮不會

聘請新記者，這會導致在職記者工作量加大。」且作為記者要追求新聞

的死線，所以壓力大。

最後，工作時間長且作息極不規律也會導致從業者離職。據大部

分受訪者表示，他們平均每周要工作五天半，雖然每天固定工作時間

約9小時，但平均每天工作超過11小時。除副刊外，要聞版、中國新

聞、港聞、國際新聞記者幾乎都是下午上班，午夜下班。另外《星島日

報》地產版記者D3指出：「有時不是返工時間，但由於採訪時間要遷就

受訪人，所以常會在非上班時間仍有採訪任務。」她也表示：「《蘋果日

報》地產版工作量是《星島日報》的兩倍，記者還要自己進行動新聞拍

攝。故很多人因不堪負荷、超時工作而離開報業。」

Ⅱ. 香港報業環境因素
首先，報業新聞記者從業員認為行業發展前景小，故而轉行。新

媒體、電視和廣播與報紙相比，能更快速地提供新聞且受眾獲取方

便，故許多報紙讀者都轉向用其他形式媒介獲取資訊，報紙受眾市場

縮小。而免費報紙在香港媒介市場上的擴張，對收費報紙也是不小的

威脅。蘇鑰機（2009）在〈免費報紙對香港讀者市場的影響〉一文中指，

「近幾年，香港免費報紙讀者佔有率迅速擴張，免費報合計的『首份』讀

者佔有率從2006年的9%升至2009年的19%，『所有』讀者佔有率更由

40%上升至66%，三年間增幅驚人。」根據蘇鑰機（2009）分析，在其他

媒體瓜分傳媒市場情況下，收費報紙讀者減少，銷量下降，就近些年

情況來看，香港收費報紙市場佔有率平均每年減少10%。收費報發展

空間縮小，使報業盈利困難，生存艱辛且經濟拮据很難用高薪挽留人

才。在此情況下，很多報業工作者看不到報紙發展前景，於是選擇 

轉行。

另外，《東方日報》執行副總編輯A表示：「近年來，有一些記者的

離開是因為相較於97回歸前較為縮緊的新聞自由，有些離職記者是因

為採訪自由度的相對縮緊。」

最後，其他行業高薪挖角或記者本身有能力在其他行業找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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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機會，也是造成報業人員流動的原因。曾任香港《英文虎報》總編

輯的黃俊東透露：「其他行業如政府、公司公關部門等對報業記者、特

別是資深記者進行高薪挖角的情況普遍存在，有些記者出於待遇考

慮，會轉行謀發展。其實特 是資深記者，他們在報業工作本身就有更

多機會接觸不同的人，尤其是一些位高權重、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

這樣在工作中建立起的人脈關係使他們有更多職業選擇，所以他們的

人脈優勢會使他們轉向更優越的行業發展。」

Ⅲ. 個人因素
第一，個人職業規劃影響人員流失。在《星島日報》擔任中國新聞

組助理採訪主任D透露：「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並不把記者當作終身職

業，而是當作一個培訓和積累人脈的機會、一個事業上的跳板，所以

這部分人在報業工作幾年，完成自己階段目標後，就轉行。」 就這一點

原《星島日報》突發新聞記者紀羚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另有部分報業

人員離開報業進行進修深造，深造完成後，只有一部分記者返回報業。

第二，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使一部分記者離職。剛入行的記者，特

別是新聞系畢業的學生，會對報業、記者抱有一定憧憬。但香港媒介

的主體一向是商業運作，市場競爭一方面催生了新聞的專業性，同時

也可誘發煽情主義，成為專業義理的腐蝕劑。這種矛盾現象在香港已

展露無遺（Lee, 2001）。而有些報社處理新聞會使用一些爭議性新聞處

理手法，這可能與新近入行的記者所構建的新聞理想相衝突。《明報》

文字記者C2表示：「一些記者在進入報業前，對報業有很高期待，但

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香港報業發展空間小或報社工作與自己想像有

出入，他們會在積累幾年工作經驗後離開報業。」

另外，與老闆、同事相處也決定從業者去留。《東方日報》執行副

總編輯A表示：「有些離職記者不僅覺得香港整體新聞自由有下降，自

己在報社選取新聞題材及角度方面也會與上司的選材有出入，進而覺

得在報社也受限制故選擇離職。」這一情況，羅文輝與陳韜文等人在《變

遷中的大陸、台灣、香港新聞人員》中也提到，香港新聞人員升遷由媒

介老闆或高階主管決定，新聞人員對主管能力未必信服。且香港新聞

人員流動性高，同事相處時間較短，加上媒介競爭激烈，新聞人員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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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義傾向較高，同事間競爭較為激烈，關係容易緊張。

當然還有從業者被公司解僱：1. 報社認為記者不適合該報，此現

象於《東方日報》較普遍；2. 記者專業知識無法配合報社發展；3. 記者

新聞理念與報社不符，此情況於《蘋果日報》常見；4. 記者與上司缺乏

溝通或與其關係差。

還有，體力不足也會促使報業記者離職。《星島日報》中國新聞組

助理採訪主任D表示：「每當重要新聞發生時，各報社都會要求記者在

最短時間內趕到現場爭搶獨家，有時記者為訪問到重要人物也必須一

口氣跑好幾條街。」報社對記者有較高體力要求，當有記者無法滿足報

業對記者體力需求時，就會考慮轉向其他行業。《星島地產》地產版D3

也表示：「跑在新聞前線的人，從經驗及體力方面考慮，30–35歲較合

適。」

最後，無論男女，有家庭的會比單身從業員更有可能因追求高

薪、穩定生活而離開報業而轉行。《東方日報》執行副總編輯A證實：

「許多有家庭的記者晚返工、夜放工， 時間與孩子見面。同時，報業

工作不定時也對一些想去進修的新聞工作者造成影響—— 有充裕的時

間學習，因此，基於對 定工作及時間的考慮， 些人會離開報業。」

報社是否會留住人才

 《蘋果日報》中國新聞組採訪主任和《星島日報》中國新聞組助理採

訪主任都表示，當有人員流出時，報社基本上不會採取特別方式留離

職人員。《明報》中國版副總編輯表示會通過調整薪金來挽留一部分想

要離職的人，但對那些離職是為了調整工作時間和性質或減少工作壓

力的從業員來說，報紙即使想挽留也力所不及。另有《東方日報》執行

副總編輯A表示：「遇到資深記者離職，報社會盡量為該員工加薪挽

留，但出於經濟考慮加幅不會太大，另外報社也會設立高級記者等職

位以試圖留住員工。」

幾乎所有受訪學者都持有同一觀點：報社是否會留住離職人員，

取決於離職人員價值，如可很容易在市場找到一個與其價值相等的從

業員，報社就不會考慮挽留離職人員。基於上述觀點，本文從兩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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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析這個問題：一是報社選擇留住離職人員的情況和原因分析；二

是報社為何不留住離職人員。

Ⅰ. 報社會選擇挽留的離職人員種類
報社會盡全力留住的離職人員：一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資深記者，

二是老闆的心腹記者。香港有很多寫專欄的資深記者，這些記者因其

獨特寫作風格而有一定受眾群。他們不僅是報社挽留的對象，更有可

能是報社競相爭取的對象。心腹記者，就是一些老闆信得過且了解報

社內部情況的核心人員。當這些人離職時，報社不僅要考慮離職所帶

來的損失，還要考慮洩漏商業機密的危險。

在以下三種條件下，報社會考慮留住離職人員：第一，離職人員

要是有一定能力的資深記者；第二，離職人員是因薪金、升遷等原

因，而不是因家庭或理念衝突離開報社；第三，離職人員提出的要

求，不能超過報社承受能力。

Ⅱ. 報社高層對離職現象的態度

1. 人員流動較快是報業特徵，高層對此已習以為常

《蘋果日報》與《星島日報》採訪主任及英文虎報前任總編黃俊東都

認 ：報業人員流動快，人員流動幅度大是報業特質，是高層習以為常

的現象。所以當有人員流動時，報紙高層並不會感到驚奇或特別關

注。《東方日報》執行副總編輯A也表示：「以《東方日報》為例其靜態新

聞組資深與資淺記者比例為3：7已算是行業內較理想的情況。」

2. 報社老闆認為離職不會帶來太大影響

對報社本身來說，人員流動，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主要有兩個原

因：第一，流動幅度不大。《星島日報》財經版資深記者D1表示：「雖

然報業資深人員會有部分流動，但流動會限定在一定範圍內，總會有

一批人選擇留下。」第二，從某種程度上說，流動對報社是好事。因新

生力量注入既可為報社節省成本，也可帶入新理念和想法。現任《星島

日報》地產版記者D3也表示：「新入職的記者體力及新 激情都較豐富，

且跑在新聞第一線的人也是30–35歲這個年齡段較合適，從這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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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記者流動可能對於報社是好事。」

3. 報社老闆更注重經濟利益

首先，在香港，除少數黨派報紙、雜誌和政府出資媒介外，大多

數媒介為民營媒介，追求利潤是大部分媒介主要目標，為閱聽人興趣

服務是媒體最重要任務（潘忠黨，1997b）。故報社高層會考慮到經濟利

益，會在乎成本，黃俊東表示：「報社45%的收入都用來支付工資，報

社會盡量節省人力開支，如：會控制較高職位人員數量等。」《明報》副

刊記者C3也表示，「香港報紙新聞報道不注重深入分析，多注重記錄

及報道，這樣的要求也使記者入職相對容易，且入職 有太多專業考

核，使得記者變成了工資較低的行業。」

其次，報社老闆會花同樣價格請兩三個新人頂替資深離職記者。

蘇鑰機教授指出：「香港報紙很多但大部分報紙不賺錢，在不賺錢的同

時要報業老闆花高價留住資深人員不現實。因為即使這個資深人員因

經濟考慮離開報社，報社一樣可花同樣價錢找到另一個資深人員」。受

訪人C3更表示：「如果一個資深人員離職，報社更願意花同樣的錢去

請兩三個年輕記者。」李立峯副教授的表述也印證這一點：「香港報業

人員有一個很大工作市場，很多新聞系畢業生要找工作。所以如一個

在報社工作三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人要離職，報社沒有特別理由去留住

他／她。對報社來說，請一個新人反而更好，新人的工資一般比較低，

報社會節省工資支出。相較大量新增爭取入行人員來說，流出的人員

還是比較少。面對如此多的新生力量，報紙高層不會花太多錢去留住

流出人才。」

Ⅲ. 報社留住人才的方法
在對16位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員深度訪談過程中發現，加薪是

香港報社普遍嘗試留住人才的方式，但《東方日報》執行副總編輯A表

示：「但加薪幅度不高，因為受到經濟條件限制。其次，報社管理層職

位有限且相對較穩定，報社都會有資深記者編輯制度，給想離職的從

業員資深從業員稱號以挽留記者。」

在實際操作中，這兩點並不是能留住人才流失的保證，為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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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報紙，如《星島日報》就會在從業人員入職前與其簽訂，試用期過後

一年內不許提出辭職的要求，這一點也得到《星島日報》地產版記者D3

證實。

香港新聞從業人員流失對於所屬報紙及報業的影響

Ⅰ. 報業人才流失的類型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香港報業人才流失四種類型。（見圖1）

願意讓
其流失

①裁員 ②相互淘汰

不願讓
其流失 ③保有 ④辭職

不願意流動 願意流動

企業

個人

圖一：報業人員流失類型分析圖

第一種類型是裁員，由報社提出，一般發生在有意留在報社的從

業人員身上；第二種類型是相互淘汰，即報社和從業人員互相不適

應；第三種類型是保有，表示報業與從業人員間相互依存度非常高，

雙方都有長期合作意願，通常發生在報業初期創辦人（群）或高級決策

領導層和核心人力資源身上；第四種類型是辭職，由從業人員主動提

出，表示從業人員對報社現狀不滿或對前景沒有期望，一般發生在報

社願意保留的從業人員身上。

Ⅱ.新聞從業人員的流動對報紙的影響

1. 採編團隊合作不夠穩定，人心渙散

《星島日報》地產版記者D3表示：「作為星島地產版最資深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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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資歷也僅1年半，感覺與新入職記者合作不順暢，這需要團隊不斷

磨合，每次有新人，在工作合作中至少要磨合1年，如果團隊中總有人

進出，會使整個團隊不夠穩定，在職記者也不能安心工作，對新聞行

業的穩定性和報社可依賴性產生懷疑，會及早着手準備離開，如果這

種情緒蔓延會對報社員工士氣產生負面影響。」

2. 高流動性造成報紙新聞質量下降

剛畢業的新聞從業人員新聞採編技巧和經驗與資深記者相比相去

甚遠，特別是在重大事件和敏感問題把握上。據大部分資深記者反

應，年輕記者通常因其新聞視角短淺或思想過於激進而影響新聞採

寫。原《星島日報》突發新聞記者紀羚就表示：「剛入職的記者甚至連問

題都不會問，要培養他們突發新聞要1年，靜態新聞要2年，這期間很

難要求他們做出質量好的新聞。」受訪者D3也表示：「以地產新聞為

例，新人在拿料過程中容易判斷錯誤，觀點容易被訪問對象左右。所

以單為節約成本而聘用剛畢業大學生，會造成報紙本身新聞採寫水平

下降。」對此，《明報》副刊記者C3特別提出：「這樣的現實使香港報紙

的新聞文章中幾乎 有分析，新聞越做越膚淺。」

3. 報紙不再注重人員專業知識的系統培養

根據《星島日報》受訪者D3及原《星島日報》突發新聞記者紀羚表

示，培養一個動態新聞的記者普遍要1年，靜態新聞記者則需要兩年，

訪談發現，大部分香港報紙管理階層很少會花費時間和精力去系統加

強人員專業性，他們認為，在競爭中特別在經濟形勢不樂觀情況下，

尋找相同質素的從業人員代替離職者是容易的事；且報紙行業競爭激

烈，報紙管理階層更關心的是新媒體的崛起和成本控制，不會花費財

力和物力培養不穩定的從業者。

4. 新近記者人工低、體力好更符合香港報業需求

剛畢業的大學生，往往滿懷新聞抱負，有足夠時間和精力投身工

作，新潮的思維，敏捷的反應能力，都更能滿足香港報紙求速度的需

求，薪金的低廉也正符合報社老闆需求。而D3、C3也都表示，這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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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入職的記者因年輕故體力更能滿足香港報紙媒體高工作量需求。

5. 因流動從業人員積累多重經驗，給報紙本身的發展帶來機會

多位受訪新聞人員與學者提及，從業人員流動，從某種角度而言

是好事，因流動人員有機會接觸到不同機構的運作流程，積累各種類

型媒介的採編方法和技巧，會給報社本身的發展帶來機會。

Ⅲ. 新聞從業人員的流動對報業的影響

1. 人員流失會造成整個行業的資源流失

人脈對報業來說很重要，人脈既是新聞記者從業者個人的資產，

也是公司的資產，人員的流失會帶走一部分報社的人脈資產，也使得

報紙本身品質受影響。如果最好的人才，在新聞界累積相當的經驗與

智慧後，離開新聞界，投身別的行業，將使新聞界蒙受重大損失。

2. 人員流失會致使行業整體缺乏深度

從業者的流失，特 是資深從業者的流失，使整個香港報業對於新

聞處理停留在一個較淺薄的水準。當一個行業中，從業人員不停流

動，那就代表有經驗的從業者很少，而經驗會直接影響到處理重大問

題時的深度和廣度。

原《星島日報》突發新聞記者紀羚表示：「以28年從業經歷來看，

20年前幾乎每5年報社會有一次人員流動，現在幾乎是每半年甚至更

短就會有記者離開；新入行的記者要從頭開始，這就造成整個香港報

業人才青黄不接， 道整體缺乏深度。」《明報》副刊記者D提出一個 性

循環說法：「當報社投資者太看重報社經濟利益時，會要求記者報道的

快速性及吸引眼球的角度，而這也會使報社培養出的讀者素質下降，

而品味越下降也就要求報社做的越出位，這樣香港報業水平會整體下

降。」

對此，已離開媒體行業的原《蘋果日報》記者馮永堅也提出了同樣

的質疑，他表示：「近年香港報紙新聞報道 樂化嚴重，對政治等大新聞

處理角度的敏感度不夠，整體報業水平是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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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員流動可為行業增加活力

 儘管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的流失為行業發展前景蒙上了一

層陰影，但也必須承認，正是這種流動性保持了這個行業應有的活力

及對職業的熱情。

研究結論

研究結論

I. 香港報業記者流動率高
流入方面，除親建制報報社中會出現非公開招聘現象外，總體而

言，香港報社會進行公開招聘。但由於新聞系畢業生增加及其他不同

專業加入報業，在招聘過程中也出現「僧多粥少」現象。

香港報業記者從業人員流失率大，年齡呈現下降趨勢，羅文輝等

人在《變遷中的大陸、台灣、香港新聞人員》研究中發現35歲及以上香

港新聞從業人員的從業比率最低，而本研究發現在香港報紙新聞記者

從業人員中30歲甚至更年輕的從業者就會選擇離職，其中流失類型包

括行業內流動及行業外流動，後者比例更大；而前線記者的流失性大

於管理階層的新聞人員；精英報離職人員多於大眾報，前者多為主動

離職，後者多為被動離職。在離職人員中，年資淺的記者多選擇留在

新聞業，而年資深的則多選擇離開報業參與更加穩定的工作，其中公

關公司、從商及政府部門是他們主要流向，這其中女性離職比例並不

低於男性。

II. 香港報業人員流失原因
本研究從個人因素、組織（報社）因素及（傳媒）環境因素探究香港

報業新聞記者從業者工作倦怠的現象及對離職意願的影響。其中個人

因素包括：年齡、性 、教育背景、婚姻狀況等；組織（報社）因素包

括：薪資水平、升遷機會及新聞工作特征等；（傳媒）環境因素包括：

自由度下降、整體報業經濟不景氣等。綜上所述，本研究繪制香港報

業新聞從業人員離職意願成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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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因素
薪資水準、 

升遷機會、 

工作特徵

個人因素
年齡、年資、性

別、婚姻、職位、
專業教育

工作
倦怠

記者從業
員入職

離職意願 離開新聞行業

環境因素

香港報業

轉職另一個傳媒機構

香港傳媒

圖二：香港報業新聞從業人員離職意願成因

如圖，一個新進的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入職將面臨來自報社、自

身、傳媒環境三方面挑戰。組織方面（報社），記者將面臨薪酬低、升

職機會少及工作量大、追死線壓力大、時間長、作息不規律的工作特

性；個人因素方面，記者將面臨隨年齡增加要考慮婚姻家庭的穩定、

年齡增加體力難以勝任、年資久升遷機會少常年前線工作、另有個人

職業規劃及新聞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問題，同時記者也不得不處理好

與同事及老闆的關係；而在香港媒介環境方面從業者也會面臨：報業

發展前景小、報社運營資金不足、自由度收縮及行業外高薪挖角情

況。面對體力與精神方面的壓力，報業新聞從業者難免會因壓力產生

工作倦怠，即：從業者在與報社及傳媒環境互動過程中，因過度負荷

而出現的情緒耗竭、缺乏人性、低個人成就感的心理狀態。再加之外

在工作機會，從業者很容易發生離職行為。

回答了從業者離職的原因，那是什麼人容易離職？30歲左右男性

或女性從事香港報業前線新聞記者工作8–10年，因工作時間長、薪酬

低、升遷機會小、行業前景小等原因選擇離開報社。而如該從業者非

新聞專業畢業他或她的離職年齡會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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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報社管理層對待於人員流失的態度及方法
經濟及現實情況考慮報社很少會留住離職人員，且會對離職現象

習以為常並認為不會對報社造成太大損害，但有以下三種條件，報社

會考慮留住離職人員：離職人員為有一定能力的資深記者；離職人員

是因薪金、升遷等原因，而非因為家庭或理念衝突原因離開報社；離

職人員提出的要求，即薪金增加和升遷的要求不會超過報社承受能

力。而報社留住人才的方法一般是加薪但幅度不高；其次，報社會設

立資深記者編輯制度，給予想離職從業員予資深從業員稱號試圖留住

人才。另在實際操作中，有些報紙也會在從業人員入職前與其簽訂，

試用期過後1年內不許提出辭職的要求。

IV. 人才流失對報社及香港報業的影響
人員頻繁流動對於報紙本身並不是一件好事，會造成採編團隊合

作不夠穩定、報紙新聞質量下降、報紙不再注重人員專業知識系統培

養等 性循環的問題，但也不得不承認新近記者體力更能勝任香港報業

需求，且因流動從業人員積累多重經驗，給報紙本身的發展帶來機

會。對於整個報業來講也是弊大於利，從業人員的頻繁流失，造成整

個行業資源流失使行業整體缺乏深度，也難以積累知識，更重要是讓

許多新聞人員認為，報業是缺乏穩定性、沒有歸宿感的行業，但也不

得不承認也是這種高密度的流動性維持了這個行業的活力。

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I.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香港4家報社為例，採用深度訪談方式探討香港報業新聞

記者從業人員流失的現狀、流失原因及可能產生的影響。通過對16位

新聞從業人員及4位學者的深度訪談分析現階段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

員流動的特徵及原因，但受訪者僅來自4家報社且訪問人數有限這是本

研究最大限制。另外，本研究題為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流動性

探究，流動性分流入和流出，而本研究相對較少對從業人員流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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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這是本研究另一個不足。

II. 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深入探討香港報業新聞記者從業人員流失情況、原因及可

能產生的影響，但流入方面未能進行全面研究，未來研究可對此加以

說明；另外，研究結論是否能反映除報業外香港其他形式媒體或其他

地區新聞人員流動情況不得而知。未來的研究應嘗試同時採用問卷調

查與深度訪談法，分別探討記者和管理階層對新聞人員流動的態度及

可能對媒體行業造成的影響。此外，作者也建議後續相關研究者可針

對新聞人才流失問題，進行兩岸三地的比較研究，進一步了解大陸、

香港及台灣新聞行業人才流失的現況與原因並提出因應之道。

附錄——訪談問題

I. 記者問題：
1. 如何看待羅文輝、蘇鑰機等人的研究的結果？你認為造成這種結

果的原因是什麼？

2. 在你看來一般在這個年齡段離開報紙的從業人員是否存在相同特

徵，如有，是什麼？如沒有那麼這些人都是一些怎樣的人？

3. 自己是否會在現在的職位上結束職業生涯？原因是什麼？

4. 你認為這種報社人員流動會對自己、報社及香港報業所造成影響

嗎？如有，是什麼？

5. 根據自身基本條件以及傳媒環境的考慮，怎樣的報社或者傳媒 

機構會吸引你加入並為之工作？報社應該嘗試怎樣的方法留住 

人才？

II. 報社中高層問題：
1. 如何看待羅文輝、蘇鑰機等的研究的結果顯示？你認為造成這種

結果的原因？

2. 在這個階段離開報業的人的整體情況是否呈現某種共同特徵？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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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種人員的離職是否會對報社產生影響，產生怎樣的影響？

4.  是否會對香港報業產生影響？是怎樣的影響？

5.  報社會採取怎樣的措施來保養人才，留住人才？

III. 專家學者問題： 
1. 如何看待研究結果的顯示？你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

2. 在離職的這部分記者中是否存在否中共同特徵？

3. 是否會對報紙本身產生影響？是否會對香港報業產生影響？

4. 作為報社應該如何保養其核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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