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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蘋果日報在2003年5月出刊後，對台灣報業生態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了吸引讀者，在版面的編排與設
計採取圖像化的編輯策略，強調以讀者日常生活的角
度來呈現新聞內容，打破台灣報業以往的編輯模式，
並成功地吸引更多讀者。 

蘋果日報在推出不久後，就已經有一定的閱報族
群，其他家報紙因原本的市場受到影響，而力圖加強
自己報紙的版面設計，希望能對抗蘋果日報加入後的
大變動。

二、研究目的

如何使版面設計既能夠符合大眾的閱讀需要，又
能夠清楚呈現新聞內容。本研究為探討蘋果日報、自
由時報、中國時報以及聯合報的版面呈現方式對於台
藝大學生讀者的閱讀偏好之影響。

三、研究架構

圖1-3 研究流程圖

貳、文獻探討

一、報業版面設計之變革背景

蘋果日報於2003年5月正式進入台灣市場後，在
版面的編排與設計上，皆採取圖像化的編輯策略，打
破台灣報業以往的編輯模式，相當成功地吸引了閱報
者的注意。在原有市場受到影響的狀況之下，刺激了
《中國時報》、《聯合報》和《自由時報》三大報，
相繼改變版面設計作為因應對策。

周世豐(2005)在研究中曾明確指出三大報為因應
蘋果日報來台發行，均增加其版面視覺化的比重：中
國時報將頭版標題面積放大、縮減字數，並且增加三
版色塊新聞的比重、調整影劇頭版的摘要與索引部
分；自由時報頭版變化幅度最大，同時在三版部分採
用全彩印刷、以特殊標題與內文小標以作為影劇頭版
改變的特色；聯合報其頭版變化幅度不大，但在三版
部分與影劇頭版則增加資訊圖像的數量。

二、報紙版面設計之重要性

提供一份現代化的報紙是各報深處多元化的媒體
競爭下，必須不斷創新改變的途徑，美國報業的行銷
革命之根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期，報業負責人發
現快速下滑的閱報率，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之中，除了
在新聞文字內容的競爭之外，「版面設計」更是報紙
在競爭激烈的媒體戰中一項重要的行銷策略。

　　1983年Belden Associate Research白皮書發
現，美國前200名報紙最主要改變在於版面的形式
與設計，改良版面可增加讀者認同及讀者的忠誠
（Garcia,1993）。

在行銷概念的引導之下，報紙編輯開始把報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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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在2003年5月出刊後，在版面的編排與設計採取圖像化的編輯策略，相當成功地吸引了閱報者的

注意，在原有市場受到影響的狀況之下，刺激了中國時報、聯合報和自由時報三大報相繼改變版面設計作為因
應對策。本研究希望了解在大學生們看來，改版過後的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在報紙版面設計上是否
已拉近了與蘋果日報之間的距離。本研究題目為大學生偏好報紙版面設計之研究－針對蘋果日報、自由時報、
中國時報、聯合報。研究目的是為了解台藝大日間部及進修部不同特性(包括性別、學院、閱報習慣、政黨傾
向)之學生對於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以及聯合報版面設計呈現方式的偏好。以文字字體、圖像圖
形、線條、表格、色塊五項元素延伸題項，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以台灣藝術大學日間部及進推部一
到四年級學生為母體，使用便利抽樣法為抽樣策略，總共發出450份問卷，回收380份有效問卷。統計分析方法
為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分析。結果分析作為未來報業版面設計者的改進參
考依據。

關鍵詞：大學生、偏好、版面設計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2010圖文傳播藝術學報

40

成一種能使消費者接受的產品，版面設計成為各報在
激烈的競爭中的行銷策略，目的是為了設計更吸引人
的版面並且貼近讀者需求，進而提升產品的市場佔有
率。因此，成功的版面設計可以說是行銷報紙的利
器；而成功的頭版設計，是在第一時間吸引讀者的關
鍵。

三、報紙版面設計之要素

（一）版面構成元素

版面構成主要分為五大元素，分別為圖片、標
題、文字、空白與線條：

1.  圖片
包括照片、示意圖、新聞插畫，是讀者看報第一
眼落下的地方。

2.  標題
包括新聞標題、專欄和評論的題目、專輯的總
題與插題等等，是新聞的索引、目錄；標題的
題型、字體、在版面上的分布情況，影響版面美
感。

3.  內文
內文的字體、級數、字間行間，影響到版面的風
貌，也影響到讀者閱讀時的舒適與否。

4.  空白
適當的空白，能凸顯照片和標題、增進閱讀舒適
度。

5.  線條
具有分類、強調、美化的功能。

（二）版面設計的基本原則

1.  表現內容特色→內容導向（content-driven）

(1) 形式服務內容：

  a. 事件類型不同，版面設計不同

  b. 版性不同，設計不同

  c. 報紙不同，設計不同

2.  吸引讀者注意→賞心悅目（visually energetic）

(1)　視覺思考：圖像化、彩色化、視覺報導

(2)　版面美感：平衡、對比、和諧、焦點、比例

3.  方便讀者閱讀（user-friendly）

(1)    功能取向： 不求藝術的完美表現、重視訊息 
的有效傳播！

(2)    易讀： 字體大小、字間行間、標題字體對
比、照片圖表

(3)    消除閱讀障礙

(4)    分門別類：套裝、相鄰、連結（界定關連）

(5)    導讀：每落版次說明、長文插題

4.  建立報紙風格

(1)　整體設計：風格統一，前後呼應、同中存異

(2)　定期更新

（三）版面設計的規劃要點

1.  版面結構

(1) 基本分割法：版面井字分割、單元黃金分割

(2) 結構：直式梯形版面→橫式分層版面

(3) 欄數：少→多→少（愈多愈複雜）

2.  視覺震撼中心

(1) 功能：吸引讀者目光、誘導讀者閱讀

(2) 做法：

  a. 照片，尤其是縱長或橫闊的照片

  b. 美化的圖表或示意圖

  c. 特效標題

  d. 美化的加框單元

3.  視覺移轉線

(1) 意義：讀者瀏覽版面的動線

(2) 走向：

  a.  固定走向（有直頭時Z字形∕無直頭時倒Z字
形）

  b. 變動走向（由編輯設計、誘導）

(3) 運用：

  a. 凸顯重點（將重要新聞置於移轉線上）

  b. 面面俱到（將重要新聞置於移轉線外）

(4) 死角：儘可能二條線走完

（四）單元式規劃與塊狀組合

1.  內容： 將新聞分成幾個主題，每一主題自成單
元，一個版面內通常有一至四個主題單
元，其他零碎新聞也合併成塊另成單元，
亦即單元式規劃。

2.  形式： 每一單元各有一至數則新聞，另有照片、
圖表，編輯將這些新聞的照片、圖表合併
編排為一矩形方塊，和其他單元構成的方
塊共同組成全版，亦即塊狀組合。

3.  版型： 以單元規劃、塊狀組合、視覺震撼中心所
編出的版面，很自然的形成格子式。很多
報紙將這些格子固定，非遇特殊新聞不做
變動，於是形成版型。

四、小結

從文獻中得知讀者的閱報意願與報紙版面設計是
否符合其喜好有著相當程度的關聯性，整理出五項最
重要的版面設計元素：文字字體、圖像圖形、線條、
表格、色塊，最後依這五項元素延伸問卷題項，研究
目標是為了解目前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在改
變版面設計後，是否成功拉近與蘋果日報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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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圖3-1 研究架構圖

二、受測對象與抽樣方式

（一）研究對象

1.  母體： 台灣藝術大學日間部及進推部一到四年級
學生。

2.  樣本數： 當人數到達3695人，樣本數至少需要348
人，但因問卷回收率以及無效樣本數會
影響有效問卷數，因此將提高發放問卷
為450份。

（二）抽樣方式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使用便利
抽樣法為抽樣策略，以台灣藝術大學學生3695人為母
體，估計得到問卷450份。

三、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問卷調查所得資料採用SPSS 12.0中文版統
計分析軟體，並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假設，採用
以下統計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與歸納。

（一）描述性統計

包含個數、平均數、標準差、次數分配等，用以
了解本研究中受測著的基本資料。

（二）獨立樣本t考驗

獨立樣本t考驗用檢定兩個獨立群體之間平均差異
的統計方法，可以判定兩群體之間的平均值是否有顯
著的差異存在。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是用於檢測三個或三個以上的
母體，其平均數的差異是否有顯著性。

（四）卡方分析

卡方檢定的統計檢定，其目的是檢測兩變項間是
否獨立。若兩變項有相互影響，表示兩變項具有關聯
性；若兩變項無互動關係，則表示兩變項相互獨立。

肆、資料分析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是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為主要施測
對象，共回收380份有效問卷，採用次數分配及百分
比來分析本研究的基本資料。

（一）性別

3 8 0 份 有 效 問 卷 中 ， 男 性 有 9 6 人 ， 佔 比 重 為
25.26%；女性有284人，佔比重為74.74%；根據教育部
統計處的數據，九十七學年度台藝大日間部及進推部
學生中，男性人數共1064人，女性人數共2603人，女
性人數明顯多於男性人數，故本研究男性人數佔四分
之一，女性人數佔四分之三，故此抽樣結果合乎本校
比率。

（二）學院

380份有效問卷中，美術學院有50人，佔比重為
13.16%；設計學院有115人，佔比重為30.26%；傳播學
院有116人，佔比重為30.53%；表演學院有99人，佔比
重為26.05%。

（三）閱報習慣

380份有效問卷中，每天閱讀者有52人，佔比重為
13.7%；3~4天者有80人，佔比重為21.1%；1~2天者有
78人，佔比重為20.5%；很少閱讀者有170人，佔比重
為44.7%。

（四）政黨傾向

380份有效問卷中，傾向國民黨者有95人，佔比重
為25%；傾向民進黨者有45人，佔比重為11.8%；無黨
籍者有240人，佔比重為63.2%。

二、報紙版面設計認知程度分析

採 用 t 考 驗 〈 t - t e s t 〉 中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Independent-Sample t-test〉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
〈One-way ANOVA〉之統計分析法，檢測台灣藝術大
學之大學生分別在不同性別、學院、閱報習慣與政黨
傾向變項中，對於報紙版面設計認知程度有無顯著差
異。(見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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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不同性別而言，男生的平均值為24.81，女生為
24.33，而P值為.614，未達到顯著水準，由此可得
知不同性別在報紙版面設計認知程度上無顯著差
異。

2.  就不同學院而言，美術學院的平均值為25.32，設
計學院為23.83，傳播學院為23.77，表演藝術學院
為25.53，而P值為.000，達到顯著水準，由此可得
知不同學院在報紙版面設計認知程度上有顯著差
異。經過事後多重比較後，認知程度上，表演藝
術學院＞傳播學院；表演藝術學院＞設計學院。

3.  就不同閱報習慣而言，每天閱報者的平均值為
24.19，每週平均閱報3~4天者為25.01，每週平均
閱報1~2天者為24.32，很少閱報者為24.33，而P值
為.486，未達到顯著水準，由此可得知不同閱報
習慣在報紙版面設計認知程度上無顯著差異。

4.  就不同政黨傾向而言，傾向國民黨的平均值為
24.30，傾向民進黨為24.64，無政黨傾向為24.47，
而P值為.864，未達到顯著水準，由此可得知不
同閱報習慣在報紙版面設計認知程度上無顯著差
異。 

三、假設檢定

採用卡方檢定、交叉表，來針對研究假設進行統
計分析的檢定。了解台灣藝術大學之大學生在不同性
別、學院、閱報習慣與政黨傾向變項中與偏好的報紙
版面之差異分析。

1.  不同性別之台藝大學生對報紙頭版、社會版、娛
樂版、時尚版與體育版五種版面偏好是否有顯著
性影響。(見表4-3-1)

由表4-3-1可得知：

1-1： 不同性別之台藝大學生，偏好頭版版面有顯著差
異。其中，男生有66.7%選擇蘋果日報，女生
有54.6%選擇蘋果日報，不管男生或女生，在
頭版方面皆有往蘋果日報一面倒的傾向。

1-2： 不同性別之台藝大學生，偏好社會版版面有顯
著差異。其中，男生有36.5%選擇蘋果日報，
33.3%選擇自由時報，女生有48.2%選擇自由時
報，顯示出女生在社會版選擇自由時報較有一
面倒的傾向。

1-3： 不同性別之台藝大學生，偏好娛樂版版面有顯著
差異。其中，男生有57.3%選擇中國時報，女
生有47.5%選擇中國時報，不管男生或女生，

表4-2 不同變項與認知程度之顯著性整彙表

個數 平均數

平均數

考驗

t or F

性別
1.男 96 24.8125

1.087
2.女 284 24.3345

學院

1.美術學院 50 25.3200

6.618***

2.設計學院 115 23.8348

3.傳播學院 116 23.7759

4.表演學院 99 25.5354

閱報
習慣

1.每天閱讀 52 24.1923

.815

2.3~4天 80 25.0125

3.1~2天 78 24.3205

4.很少閱讀 170 24.3353

政黨
傾向

1.國民黨 95 24.3053

.1472.民進黨 45 24.6444

3.無黨籍 240 24.4792

*p<.05，**p<.01，***p<.001

表4-3-1 性別對於報紙版面偏好交叉分析

報紙
版面

四家
報紙

男 女

x2
樣本
數

百分
比

樣本
數

百分
比

頭
版

蘋果 64 66.7% 155 54.6%

9.795*
自由 4 4.2% 46 16.2%

中國 12 12.5% 33 11.6%

聯合 16 16.7% 50 17.6%

社
會
版

蘋果 35 36.5% 70 24.6%

10.225*
自由 32 33.3% 137 48.2%

中國 6 6.3% 7 2.5%

聯合 23 24.0% 70 24.6%

娛
樂
版

蘋果 13 13.5% 26 9.2%

10.583*
自由 25 26.0% 83 29.2%

中國 55 57.3% 135 47.5%

聯合 3 3.1% 40 14.1%

時
尚
版

蘋果 27 28.1% 63 22.2%

4.495
自由 41 42.7% 104 36.6%

中國 6 6.3% 26 9.2%

聯合 22 22.9% 91 32%

體
育
版

蘋果 74 77.1% 162 57.0%

13.628**
自由 10 10.4% 57 20.1%

中國 4 4.2% 36 12.7%

聯合 8 8.3% 29 10.2%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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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娛樂版方面都選擇中國時報。

1-4： 不同性別之台藝大學生，偏好時尚版版面無顯著
差異。

1-5： 不同性別之台藝大學生，偏好體育版版面有顯著
差異。其中，男生有77.1%選擇蘋果日報，女
生有57.0%選擇蘋果日報，不管男生或女生，
在體育版方面皆選擇蘋果日報，並呈現一面倒
的趨勢。

2.  同學院之台藝大學生對報紙頭版、社會版、娛樂
版、時尚版與體育版五種版面偏好是否有顯著性
影響。(見表4-3-2)

經由表4-3-2可得知：

2-1： 不同學院之台藝大學生，偏好頭版版面有顯著差
異。其中，美術學院有52.0%選擇蘋果日報，
設計學院有48.7%選擇蘋果日報，傳播學院有
63.8%選擇蘋果日報，表演學院有63.6%選擇蘋
果日報。各學院在頭版方面皆傾向於蘋果日
報，又以傳播學院的影響較大。

2-2： 不同學院之台藝大學生，偏好社會版版面有顯
著差異。其中，美術學院有38.0%選擇自由時
報，設計學院有50.4%選擇自由時報，傳播學
院有47.4%選擇自由時報，表演學院有40.4%選
擇蘋果日報。除了表演學院在社會版方面選擇
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不相上下，其他學院皆偏
好自由時報，又以設計學院影響較大。

2-3： 不同學院之台藝大學生，偏好娛樂版版面有顯
著差異。其中，美術學院有58.0%選擇中國時
報，設計學院有45.2%選擇中國時報，傳播學
院有48.3%選擇中國時報，表演學院有53.5%選
擇中國時報。各學院在娛樂版方面皆選擇中國
時報，又以美術學院影響較大。

2-4： 不同學院之台藝大學生，偏好時尚版版面有顯
著差異。其中，美術學院有44.0%選擇聯合
報，設計學院有40.9%選擇聯合報，傳播學院
有48.3%選擇自由時報，表演學院有40.4%選擇
蘋果日報。發現各學院在時尚版方面選擇有各
自看法，美術學院與設計學院較偏好聯合報，
傳播學院偏好自由時報，表演學院偏好蘋果日
報。

2-5： 不同學院之台藝大學生，偏好體育版版面有顯
著差異。其中，美術學院有48.0%選擇蘋果日
報，設計學院有54.8%選擇蘋果日報，傳播學
院有65.5%選擇蘋果日報，表演學院有73.7%選
擇蘋果日報。各學院在體育版方面皆偏好蘋果
日報，又以表演學院影響較大。

3.  不同閱報習慣之台藝大學生對報紙頭版、社會
版、娛樂版、時尚版與體育版五種版面偏好是否
有顯著性影響。(見表4-3-3)

經由表4-3-3可得知：

3-1： 不同閱報習慣之台藝大學生，偏好頭版版面無顯
著差異。

3-2： 不同閱報習慣之台藝大學生，偏好社會版版面無
顯著差異。

3-3： 不同閱報習慣之台藝大學生，偏好娛樂版版面無
顯著差異。

3-4： 不同閱報習慣之台藝大學生，偏好時尚版版面無
顯著差異。

3-5： 不同閱報習慣之台藝大學生，偏好體育版版面無
顯著差異。

表4-3-2 學院對於報紙版面偏好交叉分析

報

紙

版

面

四

家

報

紙

美術
學院

設計
學院

傳播
學院

表演
學院 x2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頭
版

蘋

果

26

52.0%

56

48.7%

74

63.8%

63

63.6%

17.576*

自

由

6

12.0%

21

18.3%

18

15.5%

5

5.1%

中

國

6

12.0%

15

13.0%

13

11.2%

11

11.1%

聯

合

12

24.0%

23

20.0%

11

9.5%

20

20.2%

社
會
版

蘋

果

12

24.0%

17

14.8%

36

31.0%

40

40.4%

27.365**

自

由

19

38.0%

58

50.4%

55

47.4%

37

37.4%

中

國

4

8.0%

2

1.7%

4

3.4%

3

3.0%

聯

合

15

30.0%

38

33.0%

21

18.1%

19

19.2%

娛
樂
版

蘋

果

4

8.0%

9

7.8%

17

4.5%

9

2.4%

24.205**

自

由

7

14.0%

33

28.7%

35

30.2%

33

33.3%

中

國

29

58.0%

52

45.2%

56

48.3%

53

53.5%

聯

合

10

20.0%

21

18.3%

8

6.9%

4

4.0%

時
尚
版

蘋

果

10

20.0%

15

13.0%

25

21.6%

40

40.4%

38.411***

自

由

15

30.0%

43

37.4%

56

48.3%

31

31.3%

中

國

3

6.0%

10

8.7%

9

7.8%

10

10.1%

聯

合

22

44.0%

47

40.9%

26

22.4%

18

18.2%

體
育
版

蘋

果

24

48.0%

63

54.8%

76

65.5%

73

73.7%

18.597*

自

由

11

22.0%

24

20.9%

23

19.8%

9

9.1%

中

國

7

14.0%

12

10.4%

11

9.5%

10

10.1%
聯

合

8

16.0%

16

13.9%

6

5.2%

7

7.1%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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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政黨傾向之台藝大學生對報紙頭版、社會
版、娛樂版、時尚版與體育版五種版面偏好是否
有顯著性。(見表4-3-4)

經由表4-3-4可得知：

4-1： 不同政黨傾向之台藝大學生，偏好頭版版面有
顯著差異。其中，傾向國民黨有68.4%選擇蘋
果日報，傾向民進黨有42.2%選擇蘋果日報，
無黨籍者有56.3%選擇蘋果日報，不論是什麼
政黨傾向，在頭版方面皆選擇蘋果日報，又以
傾向國民黨的大學生影響較大。

表4-3-3 閱報習慣對於報紙版面偏好交叉分析

報
紙
版
面

四
家
報
紙

每天
閱讀

3~4天 1~2天
很少
閱讀

x2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頭
版

蘋
果

30

57.7%

51

63.8%

44

56.4%

94

55.3%

5.580

自
由

8

15.4%

11

13.8%

11

14.1%

20

11.8%

中
國

6

11.5%

6

7.5%

7

9.0%

26

15.3%

聯
合

8

15.4%

12

15.0%

16

20.5%

30

17.6%

社
會
版

蘋
果

14

26.9%

24

30.0%

23

29.5%

44

25.9%

2.627

自
由

26

50.0%

34

42.5%

31

39.7%

78

45.9%

中
國

2

3.8%

3

3.8%

2

2.6%

6

3.5%

聯
合

10

19.2%

19

23.8%

22

28.2%

42

24.7%

娛
樂
版

蘋
果

5

9.6%

12

15.0%

5

6.4%

17

10.0%

15.023

自
由

9

17.3%

28

35.0%

26

33.3%

45

26.5%

中
國

34

65.4%

34

42.5%

34

43.6%

88

51.8%

聯
合

4

7.7%

6

7.5%

13

16.7%

20

11.8%

時
尚
版

蘋
果

12

23.1%

19

23.8%

19

24.4%

40

23.5%

6.696

自
由

25

48.1%

32

40.0%

33

42.3%

55

32.4%

中
國

3

5.8%

6

7.5%

6

7.7%

17

10.0%

聯
合

12

23.1%

23

28.8%

20

25.6%

58

34.1%

體
育
版

蘋
果

37

71.2%

52

65.0%

48

61.5%

99

58.2%

6.596

自
由

7

13.5%

16

20.0%

14

17.9%

30

17.6%

中
國

3

5.8%

5

6.3%

10

12.8%

22

12.9%

聯
合

5

9.6%

7

8.8%

6

7.7%

19

11.2%

*p<.05，**p<.01，***p<.001

表4-3-4 政黨傾向對於報紙版面偏好交叉分析

報
紙
版
面

四家
報紙

國民黨 民進黨 無黨籍 x2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頭
版

蘋果
65

68.4%

19

42.2%

135

56.3%

29.212***

自由
8

8.4%

16

35.6%

26

10.8%

中國
6

6.3%

6

13.3%

33

13.8%

聯合
16

16.8%

4

8.9%

46

19.2%

社
會
版

蘋果
35

36.8%

7

15.6%

63

26.3%

12.043

自由
38

40.0%

23

51.1%

108

45.0%

中國
5

5.3%

0

.0%

8

3.3%

聯合
17

17.9%

15

33.3%

61

25.4%

娛
樂
版

蘋果
15

15.8%

5

11.1%

19

7.9%

6.275

自由
26

27.4%

14

31.1%

68

28.3%

中國
45

47.4%

19

42.2%

126

52.5%

聯合
9

9.5%

7

15.6%

27

11.3%

時
尚
版

蘋果
29

30.5%

9

20.0%

52

21.7%

9.945

自由
30

31.6%

19

42.2%

96

40.0%

中國
13

13.7%

4

8.9%

15

6.3%

聯合
23

24.2%

13

28.9%

77

32.1%

體
育
版

蘋果
58

61.1%

25

55.6%

153

63.8%

14.852*

自由
11

11.6%

15

33.3%

41

17.1%

中國
11

11.6%

3

6.7%

26

10.8%

聯合
15

15.8%

2

4.4%

20

8.3%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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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同政黨傾向之台藝大學生，偏好社會版版面
無顯著差異。

4-3： 不同政黨傾向之台藝大學生，偏好娛樂版版面
無顯著差異。

4-4： 不同政黨傾向之台藝大學生，偏好時尚版版面
無顯著差異。

4-5： 不同政黨傾向之台藝大學生，偏好體育版版
面有顯著差異。其中，傾向國民黨有61.1%選
擇蘋果日報，傾向民進黨有55.6%選擇蘋果日
報，無黨籍者有63.8%選擇蘋果日報，不論是
什麼政黨傾向，在體育版方面皆選擇蘋果日
報，又以無黨籍傾向的大學生影響較大。

四、大學生偏好報紙版面原因分析

探討大學生最喜歡與最不喜歡的報紙頭版、社會
版、娛樂版、時尚版與體育版版面，以及原因為何，
本研究分別將最喜歡與最不喜歡的各版面中分析前三
名影響因素。

（一）頭版

四種報紙中，大學生最喜歡的頭版版面為「蘋果
日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標題明確」，其次是
「照片醒目」和「色彩鮮明」；四種報紙中，大學生
最不喜歡的頭版版面為「中國時報」，最重要的影響
原因為「廣告篇幅過多」，其次是「編排死板」和
「版面無視覺重心」。

（二）社會版

四種報紙中，大學生最喜歡的社會版版面為「自
由時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標題明確」，其次
是「內文清晰易讀」和「篇幅區別度佳」；四種報紙
中，大學生最不喜歡的社會版版面為「中國時報」，
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廣告篇幅過多」，其次是「版
面無視覺重心」和「圖文比例失衡」。

表4-4-3 自由時報-社會版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標題明確 97 25.6% 1

內文清晰易讀 67 17.7% 2

篇幅區別度佳 55 14.5% 3

表4-4-4 中國時報-社會版不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廣告篇幅過多 170 44.9% 1

版面無視覺重心 59 15.6% 2

圖文比例失衡 36 9.5% 3

（三）娛樂版

四種報紙中，大學生最喜歡的娛樂版版面為「中
國時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照片醒目」，其次
是「整體美感優」和「版面活潑」；四種報紙中，大
學生最不喜歡的娛樂版版面為「蘋果日報」，最重要
的影響原因為「廣告篇幅過多」，其次是「版面無視
覺重心」和「圖文比例失衡」。

（四）時尚版

四種報紙中，大學生最喜歡的時尚版版面為「自
由時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版面活潑」，其次
是「整體美感優」和「照片醒目」；四種報紙中，大
學生最不喜歡的時尚版版面為「聯合報」，最重要的
影響原因為「編排死板」，其次是「顏色單調」和
「版面無視覺重心」。

表4-4-1 蘋果日報-頭版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標題明確 130 34.4% 1

照片醒目 120 31.7% 2

色彩鮮明 88 23.3% 3

表4-4-2 中國時報-頭版不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廣告篇幅過多 109 28.7% 1

編排死板 58 15.3% 2

版面無視覺重心 49 12.9% 3

表4-4-5 中國時報-娛樂版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照片醒目 78 20.5% 1

整體美感優 62 16.3% 2

版面活潑 61 16.1% 3

表4-4-6 蘋果日報-娛樂版不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廣告篇幅過多 123 32.5% 1

版面無視覺重心 38 10.0% 2

圖文比例失衡 28 7.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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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7 自由時報-時尚版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版面活潑 80 21.1% 1

整體美感優 59 15.6% 2

照片醒目 58 15.3% 3

表4-4-8 聯合報-時尚版不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編排死板 66 17.4% 1

顏色單調 48 12.7% 2

版面無視覺重心 34 9.0% 3

（五）體育版

四種報紙中，大學生最喜歡的體育版版面為「自
由時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圖表豐富」，其次
是「色彩鮮明」和「標題明確」；四種報紙中，大學
生最不喜歡的體育版版面為「聯合報」，最重要的影
響原因為「顏色單調」，其次是「編排死板」和「圖

文比例失衡」。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可從本研究發現：

1.  大學生最喜歡的頭版版面為「蘋果日報」，最重
要的影響原因為「標題明確」，其次是「照片醒
目」和「色彩鮮明」；大學生最不喜歡的頭版版
面為「中國時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廣告
篇幅過多」，其次是「編排死板」和「版面無視
覺重心」。

2.  大學生最喜歡的社會版版面為「自由時報」，最
重要的影響原因為「標題明確」，其次是「內文

清晰易讀」和「篇幅區別度佳」；大學生最不喜
歡的社會版版面為「中國時報」，最重要的影響
原因為「廣告篇幅過多」，其次是「版面無視覺
重心」和「圖文比例失衡」。

3.  大學生最喜歡的娛樂版版面為「中國時報」，最
重要的影響原因為「照片醒目」，其次是「整體
美感優」和「版面活潑」；大學生最不喜歡的娛
樂版版面為「蘋果日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
「廣告篇幅過多」，其次是「版面無視覺重心」
和「圖文比例失衡」。

4.  大學生最喜歡的時尚版版面為「自由時報」，最 
重要的影響原因為「版面活潑」，其次是「整體
美感優」和「照片醒目」；大學生最不喜歡的時
尚版版面為「聯合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
「編排死板」，其次是「顏色單調」和「版面無
視覺重心」。 

5. 大學生最喜歡的體育版版面為「自由時報」，最
重要的影響原因為「圖表豐富」，其次是「色彩
鮮明」和「標題明確」；大學生最不喜歡的體育
版版面為「聯合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顏
色單調」，其次是「編排死板」和「圖文比例失
衡」。

四種報紙中，大學生最喜歡的娛樂版版面為「中
國時報」，最重要的影響原因為「照片醒目」，其次
是「整體美感優」和「版面活潑」；四種報紙中，大
學生最不喜歡的娛樂版版面為「蘋果日報」，最重要
的影響原因為「廣告篇幅過多」，其次是「版面無視
覺重心」和「圖文比例失衡」。

蘋果日報出刊後，使得台灣報業生態產生了巨大
改變，為了吸引讀者，在版面的編排與設計採取圖像
化的編輯策略，強調以讀者日常生活的角度來呈現新
聞內容，打破台灣報業以往的編輯模式，並成功地吸
引更多讀者。 

其他家報紙因原本的市場受到影響，而力圖加強
自己報紙的版面設計，希望能對抗蘋果日報加入後的
大變動。然而經由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於報紙版
面的偏好並不侷限於任何一家報紙，並且可從受測
者的偏好因素發現較有一致性，例如最喜歡的頭版因
素皆為「標題明確」，為版面設計要素中的「文字字
體」，建議各大報社未來在設計版面時，要特別注意
文字字體的設計；而最不喜歡的版面因素以「廣告篇
幅過多」居多，雖然廣告刊登為報社收入來源之一，
但篇幅大小如何在圖文編排上取得平衡才是版面設計
者的首要考量。

蘋果日報雖然在剛推出時造成一股轟動，但是其
他家報業陸續在版面編排上也有不錯的因應措施，從
本研究四份報紙與版面優缺點統計分析結果就可發
現，蘋果日報在版面設計上並不是最大贏家，其他家
報業的版面編排轉型後也獲得大學生的青睞。 

二、建議

1. 本研究針對台灣藝術大學日間部以及進推部學生
做施測，但並未涵蓋其他大學，因此建議後續研
究者可以擴大母群範圍進行研究，以增加研究結

表4-4-9 蘋果日報-體育版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圖表豐富 125 33.0% 1

色彩鮮明 112 29.6% 2

標題明確 104 27.4% 3

表4-4-10 聯合報-體育版不喜歡因素

勾選人數 百分比 排序

顏色單調 103 27.1% 1

編排死板 81 21.3% 2

圖文比例失衡 63 16.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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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應用。

2. 本研究所探討之版面僅限於平面報紙上，而現今
科技進步，網路電子報的出現也替大眾帶來更多
便利性，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對電子報版面設
計做研究。

3. 後續研究者也可探討版面偏好與購買意願之關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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