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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對閱聽者之影響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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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新聞媒體藉由網際網路與 3C 軟體作為媒介開始迅速擴增及

大量傳播，讓人們可以輕易接受到任何他想要知道的事情：而訊息的接收範圍更是從原

先侷限的周遭開始無限地向外擴增到國內、國外；而原先只能用口語、書信傳達的消息

變成人人都能複製、貼上爾後傳遞給親朋好友更加速訊息傳遞的過程。雖然訊息的快速

傳遞帶來許多便利，但也因此令有心人士發現其中的有「利」可圖。他們讓原先有許多

有益、正確的的資訊外，或多或少的開始參雜上一些無傷大雅的錯誤、暗示，或是夾雜

上了刻意誤導大眾的訊息——更甚者有時候會發現假訊息的流量比遠比真正的新聞流量

還要高。例如：其中有些以聳動的標題吸引閱聽者的注意力，使該篇的新聞點閱率越來

越高，再加上有許多人都沒弄清楚該篇新聞資訊的正確與真實性，便開始不停的按讚、

轉貼，使得過多的假新聞（或不正確資訊）開始在網路上一傳十、十傳百的擴散，又因

為多人的轉貼令人分不清其的真偽，使得真假新聞的分界線越加混濁不清。故本研究意

在深入了解假新聞為何能對現代閱聽者產生一定的吸引度，他們使用的誇示手法搭配上

真假不一的文字，是否便能吸引大部分閱聽者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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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科技蓬勃發展的現代，漫天飛佈的資訊消息總是能在有意、無意的狀況之下影響

著閱聽者的思維及想法。但現今大部分人在獲得一筆新的資訊時不會去主動思考該資訊

的真實性；但有心人為了他所設想的局面、便看中此點「優勢」並加以利用，好達成他

所設想的局面（而其中有利亦有弊）。至此，不完善、不正確的資訊藉由科技的發展快

速的傳播了出去，影響者閱聽者們的耳目。因此，此次的論文出現是源自於想要探討假

新聞為何能如此吸引現今閱聽者的注目。是因為過動誇示的標題，鮮豔到讓人無法轉移

注意力的圖示，還是真真假假令人無法輕易判斷的消息，或者是以上皆是。不論哪種假

新聞都已經成功了解到現代人喜歡、能讓他做為賣點的「利器」。

二、研究問題
（一）研究假新聞慣用手段為何會能吸引人注目。

（二） 研究閱聽者在能意識到自己選擇之資訊大部分符合假新聞慣用手段後而能有所警

覺。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有在運用各種媒介觀看新聞之閱聽者，就其對於觀看新聞的選擇

來進行一連串的研究與調查；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藉由閱聽者所選擇新聞標準內，來

研究其關注他的選擇條件（例如標題、內容或者圖案）有符合假新聞慣用之手段，並且

分析為何他的選擇條件內會有該項目。

四、研究重要性

此論文研究可以令閱聽者更瞭解假新聞的慣用手法後，有進一步地能夠過濾或篩選

其所需求的資訊；並讓閱聽者在如今資訊爆炸的時代上，善選資訊對自身、或對周遭人

們所能造成那或大或小的影響，並使閱聽者了解自身處在這資訊的洪流裡位於怎樣的位

置之上，且在深入瞭解這個位置之後是否認可其之正確性，或者是能有所緊覺來想辦法

改善或維持現狀；而該篇論文亦能讓有心防範或加以利用的人士來獲取更加有利的切入

點來散播如此的資訊。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了解這些手法後、進攻與防守皆掌握於個人

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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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架構

圖 1-1　研究架構圖

六、研究假設
H1：假新聞的標題對閱聽者的點閱有顯著影響。

H2：假新聞的出處對閱聽者的點閱有顯著影響。

H3：假新聞的圖片對閱聽者的點閱有顯著影響。

H4：同溫層效應對閱聽者的點閱有顯著影響。

七、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本研究會因為時間、人力、與財力之不足的關係之下，將研究範圍主要鎖定在會

使用網路觀看新聞之閱聽者。

（二） 本研究問卷問題篇幅可能偏長，受試者耐心程度可能會影響到本研究的準確度以

及正確性。

八、名詞解釋與定義
（一）假新聞

假新聞是刻意以傳統新聞媒體或社群媒體的形式來加以傳播錯誤之資訊，目的是為

了用來誤導大眾來達成操作者所期望的目的，且現代因為社群媒體的出現，更加加速了

藉由廣告衍生的假新聞。

（二）閱聽者

亦名傳媒受眾，即傳播媒體中的訊息接收者，而訊息的來源可以為各種媒介，例如

文字、電影、 印刷媒體、電視和廣播等。本研究中假新聞的觀眾或聽眾。

（三）媒體素養

指一個人具有能辨識和了解大眾媒體對於個人會帶來正面和負面影響的知識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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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並且閱聽者具有可以思考、以批判性的角度去解讀所有的媒體信息的能力。或者是

閱聽者在面對各種情境下，理解、製造、選用媒體訊息之能力。

（四）媒介

媒介是媒體在傳播過程中所運用到的手法、工具或手段，亦是傳播過程中將各種元

素串連起的紐帶。

（五）自媒體

自媒體是指現代化人民能自由的、普遍的、私密的將資訊電子化後透過各種傳播媒

介散播出去，為個人傳遞的新媒體。例如：部落格、PTT 等。

貳、文獻探討

一、假新聞
（一）假新聞的定義

假新聞是為了獲得「某種利益」以及「為了當局者」所希望而誕生的一種有意透過

傳播媒介向廣大民眾刻意宣導的可操作型錯誤資訊，來讓民眾「知道」上位者所想讓民

眾知道的事。其次，假新聞的存在其實也是為了營利，通常假新聞利用誇張的標題或圖

示來獲取閱聽者的注意來換取大量的點擊率來達成廣告的曝光率進而獲取高額的利益。

（二）假新聞的興起

現今假新聞的大量興起源自於「科技」的發達，網路的出現降低了新聞取得的困難

性，同時也降低了新聞的製造難度。尤其是在匿名的網站上，難以追查「散布者」的關

係讓各種誇張的言論接二連三地湧現出來，這便是假新聞如今最主要的出現管道。

（三）假新聞的傳播

假新聞的傳播除了利用官方控管之新聞台、現今最便利的方式便是利用發達的網路

媒介、藉由閱聽者透過社群軟體快速分享給周遭親友，來達成其快速傳播的目的。

（四）假新聞的危害

破壞媒體公信力、使輿論方向錯誤、影響新聞生命力，令正確新聞失去其應有的價

值及危害閱聽者知情權。

二、假新聞的用途
（一）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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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川普藉由操作假新聞營造出備受人民愛戴的形象、並

利用媒體傳來訴說：「批判皆是希拉蕊陣營付錢來製造的假像」令美國名眾認為川普本

人其實還是備受美國大多數人民的青睞（陳君毅，2016），顯現出假新聞如今在社群媒

體的影響力。

（二）影響民心

現代人民在接受到新聞資訊後極少思考其真偽，進而導致錯誤資訊加以傳播；而錯

誤資訊的傳達或許會影響社會民主的基礎。

三、同溫層

同溫層的出現源自於社群軟體接受到閱聽者按讚資訊後主動分析與判斷該閱聽者所

喜歡以及較願意或希望接受的資訊後主動替除反向或與之無關的訊息，逐漸令閱聽者只

會接收到自己「想要知道」、「有在關注」或較符合自己想法的資訊。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圖 3-1　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方法

文件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內容分析法。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因為研究範圍設定在會使用社群軟體閱讀新聞之閱聽者為

主，故將問卷放置於網路上並採取自由填寫之方式，最後總共回收問卷 525 份，其中有

效問卷佔 42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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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總計回收 525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97 份，共計取得 428 份有效樣本。

（一）性別

428 份有效問卷中，男性有 11 人，佔全部 2.6%；女性有 417 人，佔全部 97.4%，女

性比例遠高於男性。

（二）年齡

20 歲以下有 159 人，佔全部 37.1%。21 歲 ~30 歲有 263 人，佔全部 61.4%。31 歲 ~40
歲有 3人，佔全部 0.7%。41歲~50歲有 2人，佔全部 0.5%。50歲以上有 1人，佔全部 0.2%。

（三）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以大專院校最多，有398人，佔全部93%。碩士生則有29人，佔全部6.8%。

博士生有 1 人，佔全部 0.2%。

二、信效度分析
（一）信度

為了瞭解測驗結果的穩定性和一致性。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值來做為各構面信度

的檢定標準。「標題」構面Cronbach's α值為 0.535，「出處」構面Cronbach's α值為 0.638，
「圖片」構面 Cronbach's α值為 0.68，「同溫層」構面 Cronbach's α值為 0.571。

（二）效度

本研究利用因素分析來進行量表的建構效度。「標題」量表的解釋量總變異量為

12.481%，「出處」為 16.307%，「圖片」為 12.85%，「同溫層」為 13.606%。累積解釋

總變異量為 55.244%。

三、推論性統計
（一）獨立樣本 t 檢定

欲驗證之假設：不同「性別」之閱聽者對於假新聞的「標題」、「出處」、「圖片」

及「同溫層」之差異分析。

在研究結果中顯示，不同「性別」之閱聽者對於假新聞的「標題」、「出處」、「圖

片」、「同溫層」中的得分無顯著差異（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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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變異量分析

欲驗證之假設：不同「年齡」、「教育程度」之閱聽者對於假新聞的「標題」、「出

處」、「圖片」及「同溫層」之差異分析。

在研究結果中顯示，不同「年齡」之閱聽者對於假新聞的「標題」、「出處」、「圖

片」、「同溫層」中的得分均無顯著差異（P>.05）。

研究結果中顯示，不同「教育程度」之閱聽者對於假新聞的「標題」、「出處」、「圖

片」、「同溫層」中的得分均無顯著差異（P>.05）。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結果為假新聞的標題、出處、圖片、同溫層對閱聽者的點閱沒有顯著影響。

在考量到時間、人力等相關成本後發現一開始將樣本抽樣限制在社群軟體後，其範圍限

制仍舊顯得過於廣大且令人傷神。其次考量到各種社群網站使用者的年齡層，以及各種

軟體間的複數使用者會有重複投遞問卷的問題發生，而導致填寫不耐，數據出現誤差的

情形發生，加上假新聞對於閱聽者之影響因素甚多，可能不止本研究中四個構面可以包

含的。

二、建議

（一） 本論文研究主要根據假新聞主要構成來進行它對閱聽者的吸引力，再以單項目來

分析，若之後要研究可以以多種構面相加成來調查其的相關數據，又或者更加深

入地進行各種構面的細項剖析。

（二） 因為網路的興起使媒體播報營運門檻降低，且匿名網站的興起讓人要追溯惡意播

報造假消息的媒體者具有一定的難度，或許接下來研究相關問題者可以研究如何

防範匿名網站出現的惡意資訊來源。

（三） 可以加以研究傳統媒體與現今媒體的差別，比對除了科技發展導致新聞門檻降低

所以假新聞數量驟增外，是否還有些甚麼外在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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