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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教育的危機： 
中港台新聞系學生的未來職業抉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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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究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

未來進入新聞行業的就業意願及把新聞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並探

討相關影響因素。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在中港台三地大學訪問

482位新聞專業學生。研究結果發現，三地新聞專業學生在畢業後
希望進入新聞界工作的人數比例不高，三地新聞專業學生將新聞作

為終身職業的人數比例非常低。此外，本研究亦發現，三地學生的

就業動機對其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的意願具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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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新聞是否應當被界定為專業一直是學界關切的問題（Aldridge & 
Evetts, 2003；Beam, Weaver, & Brownlee, 2009；Carr-Sauders & Wilson, 
1953；Hallin, 1992；Starck & Sudhaker, 1979）。專業（profession）是

以知識為基礎的職業，通常伴隨著一定時間的教育、專業訓練及經

驗（Evetts, 2013）。Wilensky（1964）的研究指出，職業發展成為專

業通常需要經過五個過程：(1) 從業人員可以全職工作、(2) 建立專業

訓練學校、(3) 成立專業組織、(4) 從業人員必須努力獲得法律保護、

(5) 專業組織須頒佈專業倫理規範以約束其從業人員。其中成立學

校、進行專業教育培訓是衡量一項職業是否發展為專業的最重要指標

（Freidson, 1986, 1999；Hwang & Powell, 2009）。

就成立專業學校進行專業訓練而言，新聞事業早已成立專業學

校。美國密蘇里大學於 1908 年便已創建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到 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中西部多所重點大學均已開展新聞學專業教育，

目前美國已有四百多個新聞系所（Willis, 2010），而美式新聞教育模

式也逐漸為世界各國採納（Volz & Lee, 2009），新聞專業教育的發展

至今已歷經一個多世紀。

新聞事業經過長期的發展，已逐步發展成為「專門的學科」

（discipline）, 然而新聞仍然只具備部分的專業特質（羅文輝，

1996），主要因為新聞事業與傳統專業存在一項重要差別─比重

相當大的新聞從業者並非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生。羅文輝與陳韜文

（2004）在 1996 至 1997 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大陸地區新聞從業人員

中僅有 28.2% 具有新聞專業教育背景，而香港和台灣地區的新聞從業

人員也只有 48% 是新聞傳播科系的畢業生。程曉萱（2013）的研究

也發現，台灣駐大陸記者僅有 35.4％在大學期間主修新聞。

新聞從業人員受過新聞專業教育的人數比例偏低，是新聞和傳

統專業最不相同之處。傳統專業領域如法學、醫學等專業的從業者大

多具有相關專業教育背景，傳統專業的畢業生亦大多從事與專業相關

的工作。例如，醫生幾乎全部受過醫學院的專業教育，而絕大多數醫

學院畢業生都會選擇從事醫療專業工作（Jeffe, Andriole, Hageman, & 
Whelan, 2007）；在法學領域工作的人員大部分具有法學專業教育背

景，美國律師協會的研究發現，約有 73.3% 的法學專業畢業生全職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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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學相關專業（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13.03.29）。美國各州

均要求個人具有一定程度的醫學專業教育背景，才能參加美國醫師執

照考試（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9）。由此看來，新聞從業

者的學歷背景與傳統專業人員存有明顯的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新聞和傳統專業具有不同的特質，也表明新聞在由行業發展為專業

的過程中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由於新聞專業學生的就業意願對於新聞行業的未來發展及專業地

位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析中港台三地新聞

專業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的意願。

過往已有多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了有關新聞專業學生的研

究，這些研究涵蓋了新聞教育對學生專業主義態度的影響（Hanna & 
Sanders, 2007a）、新聞教育對於學生新聞倫理觀念的影響（Detenber, 
Cenite, Malik, & Neo, 2012）、學生選擇主修新聞專業的動機（Wu, 
2000）等多個方面。但很少研究嘗試探討新聞專業學生進入新聞行業

就業的動機，更沒有任何研究嘗試探討就業動機對新聞專業學生就業

意願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另一目的，即在探討中港台三地新聞專

業學生的就業動機對他們選擇進入新聞行業工作意願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也將探討新聞專業學生把新聞視為終身職業的意

願。過去研究發現，許多新聞專業的學生並不把新聞視為終身職業，

近年的研究數據顯示，僅有約 20% 的美國新聞傳播專業畢業生計劃

終身從事新聞工作（Becker, Vlad, Tucker, & Pelton, 2006.08.04）。

這種發現顯示，美國新聞專業學生對新聞的生涯承諾（career 
commitment）仍處於較低水準。生涯承諾指個人不願變更職業的程度

（Hall, 1971），過去的相關研究大多關注新聞從業人員的生涯承諾及

其職場環境對他們生涯承諾的影響（Kang, 1987；Reinardy, 2011），

探討影響新聞專業學生未來生涯承諾的研究相當有限。換言之，影響

新聞專業學生生涯承諾的因素亟待探討。

中港台三地新聞教育的興起同樣受到西方新聞教育的影響，新聞

教育在二十世紀初傳入大陸，在 1949 年後傳入台灣和香港（羅文輝、

陳韜文，2004）。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到 2013 年，大陸地區開設新

聞學本科專業共1,080個，新聞專業在校本科生約23萬人（搜狐傳媒，

2013.10.18）；香港地區開設受政府資助的新聞學本科專業共 8 個，

新聞專業在校本科生有 1,466 人（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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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14）；台灣地區開設新聞學本科專業共 6 個，新聞專業在校本

科生有 2,347 人（台灣教育部統計處，2014）。三地的新聞教育也呈

現出不同的模式與特點：大陸地區新聞教育集中在大學，新聞教育既

要為政治宣傳服務，同時也注重通識、專業理論與專業實務以適應市

場化需求，新聞傳播教育受到意識形態與市場化的雙重壓力；香港地

區的新聞教育則存在大學與大專兩個層次，其中大學新聞教育較注重

理論訓練、大專新聞教育較注重實務訓練，新聞教育強調通識教育與

專業教育並重，但新聞教育所教授的專業精神和倫理道德常面臨來自

新聞行業商業化的挑戰；台灣地區的新聞教育集中在大學，新聞教育

強調自由主義及專業性，課程設置深受美國新聞教育的影響，理論與

實務並重，特別重視社會科學基礎課程（梁偉賢，1992；羅文輝、陳

韜文，2004）。

中港台三地語言文字相同，但社會體制與媒體文化生態不同，適

合進行比較研究（陳韜文、羅文輝，2003）。過往關於大陸、香港、

台灣三地新聞相關的比較研究，主要為針對三地新聞人員進行的比較

研究（羅文輝、陳韜文，2004）。針對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

業學生進行的比較研究仍然較為罕見。本研究以中國大陸、香港、台

灣三地大學的新聞傳播專業學生為研究對象，試圖從專業主義角度出

發，比較三地新聞專業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的意願及把新聞視為終

身職業的意願。並檢視影響三地新聞專業學生職業抉擇的因素。研究

結果可以擴展新聞專業主義的相關文獻，並對新聞教育有所啓發。

貳、相關文獻

一、專業主義與三地新聞專業學生進入新聞行業的就業意願

專業、專業化以及專業主義是社會學中關於專業群體研究的重

要概念（Evetts, 2013）。過往研究對專業的相關研究主要有兩種取

向：權力取向（The power approach）及結構功能主義者取向（The 
structural-functionist approach）（羅文輝，1998；Allison, 1986）。權

力取向把專業（profession）看作一種職業的「權力關係」，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指從業者維持或獲取「權威」（authority）的

過程，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則指從業者約束自我行為的「社

會工作系統」（羅文輝，1998；Beam, 1990；Freidson, 2001）。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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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義者取向則把專業視為具有某些「特質」的職業，這些職業通

常伴隨著一定時間的教育、專業訓練及經驗；專業化指追求、發展專

業特質的過程；專業主義則指從業者所共同享有的特定理念（羅文輝，

1998；Evetts, 2011；Nayman, 1973）。

Beam et al.（2009）根據過往研究將專業的主要特徵總結為下列

幾點：(1) 該職業具有核心知識與專業技術體系，(2) 從業者具有一

定的工作自主性，(3) 從業者視公眾利益高於經濟收益，(4) 建立專

業文化，(5) 通過教育與培訓完成從業者社會化，(6) 從業者作品並

非標準化產品，(7) 該職業通常具有終身性（Becker & Carper, 1956；
Greenwood, 1957）。由於專業主義受到社會體制、政治、文化、經

濟等多方因素的影響，構成專業主義的各項指標在不同地區、不同

年代中亦可能產生變化（Freidson, 1999；Starck & Sudhaker, 1979；
Svensson, 2006）。

建立專業學系培訓專業人才，是一項職業發展為專業的重要指

標（Parsons, 1951；Splichal & Sparks, 1994；Wu & Weaver, 1998）。

Splichal & Sparks（1994）認為，特定形式的專業教育是職業發展為

專業的首要條件。專業教育是一種有計劃的教育活動，主要目的在提

高個人在相關專業中的實踐能力、管理能力、研究能力及理論知識

（Bignell & Crotty, 1988）。專業人士通過正規教育以獲得專業知識、

合法地位與權力（Freidson, 1986；Hwang & Powell, 2009）。由於專

業人士必須接受專業教育、通過認證、獲得執照才能執行業務，因此

專業人士通常對他們所從事的職業認同度較高（Hall, 1971），也比

較可能傾向把該項職業視為自己的終身職業。

新聞是否應被視為專業一直是學者們探討的課題（Aldridge & 
Evetts, 2003；Beam et al., 2009）。Carr-Sauders & Wilson（1953）認

為新聞記者是具有高度責任感的專業人士，其工作的重要性受到公眾

的廣泛認可。Hallin（1992）認為新聞行業正處於一個逐漸專業化的

過程中，因為新聞傳播專業學生畢業後從事與本專業相關工作的比率

遠低於如法學、醫學等傳統專業，這種現象反映新聞在邁向專業化的

過程中仍然具有較大的上升空間。根據美國律師協會在 2012 年針對

全美法學專業大學畢業生所進行的就業情況調查，約有 73.3% 的法學

專業學生畢業後全職從事法學相關專業，而所從事全職崗位要求持有

律師專業資格證書的畢業生占總畢業生數量的 58.2%（American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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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2013.03.29）。此外，美國醫學院校協會的調查顯示，在

2013 年，美國醫學專業畢業生在畢業後計劃從事各類醫學專業相關

工作者占當年畢業生總數的 82.9%，尚未決定者占當年畢業生總數的

14.8%，決定從事其他非醫學專業工作者僅占當年畢業生總數的 2.3%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edical Colleges, 2014）。而相關研究顯示，

美國新聞傳播專業大學畢業生中只有 54.8% 從事傳播相關（包括廣

告、公共關係等行業）全職工作，但在各類印刷及電子媒體全職工作

的新聞傳播專業大學畢業生僅占畢業生總數的 15.4%（Becker, Vlad, 
& Kalpen, 2012.08.09）。

由於專業教育培訓是專業化的一項重要指標（Freidson, 1986, 
1999），大學新聞教育可被視為新聞事業專業化的重要過程。然而，

George（2011）指出，部份新聞專業學生不再將新聞專業訓練視為進

入新聞行業的基礎，而是將新聞視為有趣的人文學科進行學習。有許

多新聞專業學生在畢業後並未進入新聞行業工作，而是將通過新聞專

業訓練所獲得的技能運用到其他領域，例如公共關係等行業（同上

引）。Becker et al.（2012）的研究也發現，美國新聞專業畢業生中選

擇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的比例較低。由於過往文獻中有關大中華地區新

聞專業學生未來進入新聞行業就業意願的研究仍然較為欠缺，而且沒

有任何研究比較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未來到新聞行業

就業的意願。因此，本研究首先探究三地新聞專業學生未來進入新聞

行業就業的意願，我們希望回答下列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 1： 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未來進入新聞行業

就業的意願如何？三地新聞專業學生未來準備進入新聞

行業工作的人數比例是否有所不同？

二、三地新聞專業學生的生涯承諾認知

過去研究顯示，專業性對從業者轉換行業的意願有所影響，

專業性越高，從業者越不傾向於離開其所從事的工作行業（Bartol, 
1979）。這可經由生涯承諾（career commitment）的概念來解釋

（Hall, 1971）。生涯承諾指個人與所從事的職業之間的心理聯繫，

即個人不願意變更職業的程度（同上引）。生涯承諾與專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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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ism）具有顯著的相關性（Blau, 1985），所從事職業的

專業程度較高的從業者─如大學教授─的生涯承諾水準高於所從

事職業專業程度較低的從業者─如圖書管理員、秘書等（Carson & 
Bedeian, 1994）。

新聞人員的生涯承諾也是學者關切的研究課題，Beam et 
al.（2009）於 2002 年至 2007 年間針對 400 名美國新聞記者的調查發

現，在這五年期間內，越來越多的受訪者表示有意離開新聞界，這

樣的研究發現意味著越來越多美國新聞從業者不再將新聞當作終身

職業。由於生涯承諾影響職業的專業性，因此也有不少研究探討影

響生涯承諾的因素（Becker, Sobowale, & Cobbey, 1979；Blau, 1985；
Cherniss, 1991；Leal-Muniz & Constantine, 2005；Wilson, 1966）。例

如，Leal-Muniz & Constantine（2005）的研究發現受訪者所認知的父

母支持程度（perceived parental support）對於生涯承諾具有顯著預測

力；Cherniss（1991）的研究則發現年齡，生活態度（attitude toward 
life）是影響生涯承諾的重要因素。而針對新聞從業人員生涯承諾的

研究大多關注薪酬待遇、工作環境、工作壓力等因素對生涯承諾的影

響（Kang, 1987；Reinardy, 2011），例如，Kang（1987）的研究指出，

較高的薪酬、符合個人興趣、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均對記者的生涯

承諾具有正面影響；Reinardy（2011）的研究則表明，工作的職業頭銜、

所供職新聞機構的規模，均對生涯承諾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新聞專業學生的生涯承諾是相當值得關注的問題，在美國進行

的調查指出，美國新聞傳播專業畢業生中僅有約 20% 計劃終身從事

新聞工作（Becker et al., 2006.08.04），即美國新聞傳播專業學生對新

聞工作的生涯承諾仍處於較低水準。然而，現有研究中有關美國以外

地區新聞專業學生生涯承諾的研究仍然相當有限（Lowrey & Becker, 
2004）。Carson & Bedeian（1994）認為生涯承諾與專業性密切相關，

因為專業教育會對生涯承諾產生較為重要的影響。Lowrey & Becker
（2004）則認為，在高中和大學階段所接受的新聞教育亦可能對生涯

承諾有所影響。鑒於有關新聞專業學生生涯承諾的研究仍然欠缺，而

比較不同地區新聞專業學生未來生涯承諾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因此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比較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的

生涯承諾，研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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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2： 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將新聞行業作為終

身職業的意願如何？三地新聞專業學生將新聞行業作為

終身職業的意願是否有所不同？

三、影響職業抉擇的因素

（一）動機與職業抉擇

美國心理學家 Vroom（1964）提出的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指出，個人會採取特定的行動主要受到動機的影響，而動機

則是源自個體對行動可能產生結果的預期。根據期望理論，個人的職

業抉擇會受到擇業動機的影響，而擇業動機則受個人對特定職業期望

或偏好的影響（同上引）。

依據期望理論，新聞專業學生到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會受到擇

業動機的影響。Splichal & Sparks（1994）將學生的職業選擇動機分

為外因與內因兩種，外因包括「社會環境」、「教育背景」及「父母

老師意見」等，內因則包括「發揮潛力的空間」、「提供豐厚的物質

回報」及「社會地位」。Weaver & Wilhoit（1996）的研究指出，美

國學生們選擇新聞行業的動機包括「對寫作的熱愛」、「改變社會

的願望」及「對新聞領域固有的興趣」。Sanders, Hanna, Berganza, & 
Aranda（2008）針對英國及西班牙兩國新聞系學生的研究發現，新聞

系學生選擇記者作為職業的動機包括：「工作非常規化及需要社交」、

「適合個人發展」、「職業具有創造性及熱愛寫作」、「有自我教育

空間」、「良好前途及收入」、「為公眾發聲」、「促進社會變革及

社會活動」及「其他」八個類別。

過去的研究顯示，不同的就業動機對於新聞專業學生到新聞界就

業的意願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部分就業動機對新聞專業學生未來從

事新聞工作的意願有較大的影響（Bowers, 1974；Hopmann, Elmelund-
Præstekær, & Levinsen, 2010）。例如，Hopmann et al.（2010）針對丹

麥新聞專業大學生的研究就發現，「專業性動機」（包括與大眾交流、

促進對複雜事件的理解、追求溝通的愉快、新聞是一門有趣的學科）

及「自我實現動機」（包括遊歷各地、工作獨立自主、完善自我、參

與重大事件、結識有趣的人、工作具有創造性、對工作議題感興趣、

工作內容多樣化）對於新聞專業學生希望成為記者的意願具有較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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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響；「政治性動機」（包括為某種價值而奮鬥、揭露權力濫用、

影響政治決策者、對抗不公、參與公共討論）對於新聞專業學生希望

成為記者的意願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個人安全動機」（包括工

作場所靠近住所、工作安全、家人朋友受到優待）與「特權動機」（包

括成為名人、獲得地位），則不是新聞專業學生希望成為記者的原因。

然而影響新聞專業學生就業動機的因素在不同社會環境中可能具

有不同的影響力。以「家人因素」對新聞專業學生就業意願的影響為

例，Splichal & Sparks（1994）在 22 個國家展開的研究指出「父母老

師意見」是影響新聞專業學生擇業動機的重要因素，而 Wu（2000）
在 1998 年針對中國大陸新聞專業學生就業動機的調查，卻發現家庭

因素對於中國大陸新聞專業學生進入新聞專業學習意願的影響力微乎

其微，僅有 1.9% 的受訪學生表示自己選擇主修新聞專業是受到父母

的影響。而「發揮個人潛能的機遇」與「拓展社會交往」，才是中國

大陸學生選擇新聞科系的兩個最主要原因（同上引）。

上述文獻分析顯示，過去沒有任何研究針對中港台三地新聞專業

學生的就業動機進行比較研究，因此本研究的另一目的是探討三地新

聞專業學生未來到新聞行業工作的就業動機，並分析就業動機對三地

新聞專業學生就業意願的影響。

研究問題 3： 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未來到新聞行業工

作的就業動機是否有所不同？就業動機是否會影響三地

學生未來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

過往探討響往新聞從業人員生涯承諾的研究，大多關注薪酬

待遇、工作環境、工作壓力與工作場所對新聞人員生涯承諾的影響

（Kang, 1987；Reinardy, 2011），探討就業動機對新聞人員生涯承

諾影響的研究很少。過去的相關研究發現，就業動機是影響生涯承

諾的重要因素（Green, Hemmings, & Green, 2007；Rhodes & Doering, 
1983）。例如，Wu（2000）的研究發現，基於個人興趣而選擇就

讀新聞專業的大學生較傾向於長期在新聞行業發展。目前沒有任何

研究探討就業動機對新聞專業學生生涯承諾的影響。Lent, Brown, & 
Hackett（1994）提出的社會認知職業生涯理論（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進一步指出了職業抉擇與職業興趣及學術興趣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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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個人的職業偏好以及職業抉擇與個人學習經歷密切相關，即

學習經驗會影響就業動機，並進一步影響職業抉擇及生涯承諾。此

外，期望理論（Vroom, 1964）也認為就業動機會影響生涯承諾，不

同的就業動機對生涯承諾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也嘗試瞭

解哪些就業動機對於新聞專業學生的生涯承諾（即未來將新聞行業作

為終身職業的意願）有較大的影響，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 4： 就業動機是否會影響三地新聞專業學生將新聞行業作為

終身職業的意願？

（二）媒體公信力認知與職業抉擇

依據 Vroom（1964） 的期望理論，人們在選擇某項職業時，他

們對於某項職業的評價是擇業動機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評價取決

於他們的職業價值觀與選擇職業者對該職業的職業聲望評估，因此人

們對某項職業聲望的評估是影響其就業動機的重要因素。從這種角度

來看，新聞專業學生未來到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亦可能受到新聞媒

體職業聲望的影響。就新聞行業而言，媒體公信力是新聞行業職業

聲望的一個重要體現。媒體公信力是民眾對媒體可信度的評估，是

傳播媒體在受眾心目中的形象（祝建華，2001；Gaziano & McGrath, 
1986）。媒體公信力包括公正性、偏頗性、敘述完整性、精確性、道

德性、是否尊重個人隱私、是否關注讀者利益、是否關注社會福祉、

是否將事實與觀點相分離、事實性、記者的報導技巧、社會關注度、

是否從受眾角度出發、是否煽情等多個面向（Gaziano & McGrath, 
1986）。

過往研究顯示，新聞專業學生對媒體公信力的評估會影響他們到

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Wu, 2000）。Wu（同上引）針對中國大陸新聞

專業學生的調查研究發現，媒體公信力與新聞專業學生投身新聞行業

的意願呈正相關，新聞專業學生認為媒體公信力越高，越可能進入新

聞行業工作。因此，本研究認為媒體公信力會影響新聞專業學生未來

到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與生涯承諾。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1： 三地學生對所在地區媒體公信力的評價越高，畢業後進入新

聞行業工作的意願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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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2： 三地學生對所在地區媒體公信力的評價越高，越傾向於將新

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

（三）課程滿意度與職業抉擇

社會認知職業生涯理論指出，學習經驗對個人的職業抉擇有著

至關重要的影響，對主修科目感到滿意或深感興趣的學生，較可能選

擇與主修科目相關的職業。同樣地，對主修科目滿意度很低或是不感

興趣的學生，較可能更換主修，甚至更改職業目標（Lent & Brown, 
1996）。因此課程滿意度不僅可以作為衡量學習經驗的重要指標，也

可能對職業抉擇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過往的研究顯示，對醫學教學

與課程的滿意程度會影響醫科專業學生的就業意願，對於醫學院的內

科教學與課程越滿意的學生，越傾向於在畢業後成為專業內科醫生 
（Hauer et al., 2008）。

就新聞課程而言，過去的研究也發現，課程滿意度與新聞專業

學生投身新聞事業的意願呈正相關，對新聞教育的滿意程度越高的學

生，越傾向於投身新聞事業（Wu, 2000）。Hanna & Sanders（2007b）
的研究發現，部分學生決定畢業後不進入新聞行業工作，主要原因即

對新聞教育感到不滿意，認為新聞教育未能教導從事新聞工作所需要

的技能。因此，課程滿意度可能影響新聞專業學生畢業後到新聞界工

作的意願。

Carson & Bedeian（1994）指出專業訓練對於生涯承諾具有顯著

預測力，即接受較高程度的專業訓練的從業者的生涯承諾水準較高。

學生對新聞教育課程滿意度高，代表他們對所接受的專業訓練認可度

較高。因而本研究認為課程滿意度對新聞專業學生將新聞行業作為終

身職業的意願具有預測力。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3： 三地學生對所接受新聞教育的課程滿意度越高，畢業後進入

新聞行業工作的意願越高。

假設 4： 三地學生對所接受新聞教育的課程滿意度越高，越傾向於將

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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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大陸、香港、台灣三地的新聞傳播專業大學生為研究對

象，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法，由作者從上海、香港、

台北三地開設新聞傳播專業的大學中各選取兩所具有代表性的大學。

研究選擇的大學分別為上海的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香港的香港

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和世新大學。所選取

的六所大學均為所在地區的著名學府，這些大學的新聞傳播科系均曾

為該地區新聞行業培養大量人才。研究人員從這六所大學新聞傳播學

系中各隨機抽取兩個班級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數據收集採用自填問

卷的集中填答法。正式調查於 2011 年 3 月 31 日至 2011 年 4 月 20 日

期間進行，由研究人員到所抽選的班級課堂上集中發放問卷，請學生

當場填答問卷，待填答完畢統一回收 [1]。

二、研究變項

（一） 到新聞行業工作的動機

本研究中測量受訪者未來到新聞行業就業動機的題項設計，參

考 Elizur （1984）所提出的職業動機經典量表，這一量表為過往研

究 所 廣 泛 引 用（Duffy & Sedlacek, 2007；Ros, Schwartz, & Surkiss, 
1999），由於該量表未測量外部因素對個人就業動機的影響，本研究

依據研究目的，對這一量表進行了修改。修改後的量表共有九個題項

（見表1），回答方式均是由受訪者從 (1) 非常不同意；(2) 比較不同意；

(3) 一般；(4) 有些同意；以及 (5) 非常同意，五個選項中選擇一個答案。

這九個就業動機的題項經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並採用 varimax 轉軸後共呈現三個因素（參見表 1），

可以解釋 63.51% 的變異量。這三個因素分別為「利益導向動機」

（Eigenvalue = 3.14），可以解釋 34.98% 的變異量；「理想導向動機」

（Eigenvalue = 1.50），可以解釋 16.70% 的變異量；以及「外部導向

動機」（Eigenvalue = 1.07），可以解釋 11.84% 的變異量。測量第一

個因素「利益導向動機」的題項，共有下列四題：(1) 新聞行業整體有

較好的發展前景；(2) 新聞行業有較多的職業升遷機會；(3) 新聞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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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薪水豐厚；(4) 新聞從業人員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我們依據因素分

析的結果，把這四個題項加起來建構成「利益導向動機」指標（α =  
.73）（樣本總體平均值 ＝ 2.47，標準差 ＝ .69；大陸地區平均值 = 
2.65，標準差 = .72；香港地區平均值 = 2.41，標準差 = .65；台灣地

區平均值 = 2.37，標準差 = .67）。第二個因素「理想導向動機」的測

量題項，共有下列三題：(1) 從事新聞行業可以實現自我價值；(2) 新
聞從業人員能夠對社會做出貢獻；(3) 選擇新聞行業符合我的興趣，

我們依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把這三個題項加起來建構成「理想導向動

機」指標（α = .71）（樣本總體平均值 ＝ 3.57，標準差 ＝ .77；大陸

地區平均值 = 3.58，標準差 = .85；香港地區平均值 = 3.72，標準差 = 
.69；台灣地區平均值 = 3.43，標準差 = .72）。測量第三個因素「外

部導向動機」的題項，共有下列兩題：(1) 家人鼓勵我從事新聞行業；

(2) 老師建議我從事新聞行業，我們依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把這兩個

題項加起來建構成「理想導向動機」指標 （r = .48）（樣本總體平均

值 ＝ 2.69，標準差 ＝ .77；大陸地區平均值 = 2.63，標準差 = .77；香

港地區平均值 = 2.67，標準差 = 0.83；台灣地區平均值 = 2.76，標準

差 = 0.73）。本研究將學生未來在新聞行業的就業動機作為預測變項。

表 1：就業動機的因素分析（經轉軸分析）

題項
因素一 
利益導向

因素二 
理想導向

因素三 
外部導向

新聞行業有較好的發展前景  .83  .07  .16

新聞行業有較多的升遷機會  .78 - .03  .16

新聞從業人員薪水豐厚  .68  .11 - .01

新聞從業人員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58  .33  .18

從事新聞行業可以實現自我價值  .22  .80  .07

新聞從業人員能夠對社會作出貢獻 - .04  .77  .08

選擇新聞行業符合我的興趣  .13  .75  .21

家人鼓勵我從事新聞行業  .07  .15  .80

老師建議我從事新聞行業  .23  .14  .87

Eigenvalue 3.15 1.50 1.07

可解釋之變異量 34.98％ 16.70%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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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新聞媒體公信力的認知

本研究測量「媒體公信力」的題項，參考 Wu & Weaver（1998）
的研究，即詢問受訪者認為其所在地區的新聞媒體公信力較為符合下

列哪一項描述：(1) 公信力很低；(2) 公信力較低；(3) 公信力普通；

(4) 公信力較高，以及 (5) 公信力很高，由受訪者在五個選項中選擇一

個答案（樣本總體平均值 ＝ 2.91，標準差 ＝ .85；大陸地區平均值 = 
2.88，標準差 = .86；香港地區平均值 = 3.28，標準差 = .72；台灣地

區平均值 = 2.61，標準差 = .82）。

（三）課程滿意

測量「對新聞教育課程滿意度」的題項為詢問受訪者對所就讀學

院的新聞專業課程的滿意程度為：(1) 非常不滿意；(2) 有些不滿意；

(3) 一般；(4) 有些滿意；(5) 非常滿意（樣本總體平均值 ＝ 3.23，標

準差 ＝ .93；大陸地區平均值 = 3.10，標準差 = 1.00；香港地區平均

值 = 3.39，標準差 = .84；台灣地區平均值 = 3.20，標準差 = .92）。

（四）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的就業意願

本研究測量受訪者到新聞行業就業意願的方法，是詢問受訪者下

列問題：「請問您畢業後是否會選擇進入新聞行業工作」，並由受訪

者在 (1) 不會；(2) 不確定；(3) 會，三個選項中選擇一個答案。計分

方式為選擇「不會」計為 1 分，選擇「不確定」計為 2 分，選擇「會」

計為 3 分。受訪者在此題項上的得分越高，表示越可能在畢業後進

入新聞行業就業（樣本總體平均值 = 2.17，標準差 = 0.68；大陸地

區平均值 = 2.08，標準差 = 0.65；香港地區平均值 = 2.27，標準差 =  
0.72；台灣地區平均值 = 2.16，標準差 = 0.65）。

（五）將新聞行業設為終身職業的意願

本研究測量受訪者是否將新聞行業視為終身職業的方法，是詢問

受訪者「請問您是否打算將新聞工作作為您的終身職業」，並由受訪

者在 (1) 不會；(2) 不確定；(3) 會，三個選項中選擇一個答案。計分方

式為選擇「不會」計為 1 分，選擇「不確定」計為 2 分，選擇「會」

計為 3 分。受訪者在此題項上的得分越高，表示越可能將新聞行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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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終身職業（樣本總體平均值 = 1.61，標準差 = .57；大陸地區平均值 =  
1.55，標準差 = .56; 香港地區平均值 = 1.69，標準差 = .58；台灣地區

平均值 = 1.58，標準差 = .58）。

三、控制變項

（一）性別

根據 Duffy & Sedlacek（2007）的研究，性別對於學生的職業抉

擇具有影響，因此本研究把性別列入控制變項。

（二）專業年級

過往研究發現專業年級對於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的意願有所影

響（Hanna & Sanders, 2007b），因此本研究亦將學生的專業年級列為

控制變項。

肆、資料分析

本次問卷調查共發出問卷 540 份，回收有效問卷 482 份，訪問完

成率為 89.26%。其中大陸地區受訪者有 153 人（31.74%）；香港地

區受訪者有 154 人（31.95%）；台灣地區受訪者有 175 人（36.31%）。

在性別方面，大陸地區受訪者中男性學生共有 34 人（22.5%），女

性學生共有 119 人（77.5%）；香港地區受訪者中男性學生共有 33 人

（21.4%），女性學生共有 121 人（78.6%）；台灣地區受訪者中男性

學生共有 44 人（25.1％），女性學生共有 131 人（74.9%）。在年級

方面，大陸地區受訪者中本科生共有 128 人（83.7%），研究生共有

25 人（16.3％）；香港地區受訪者中本科生共有 110 人（71.4%），

研究生共有 44 人（28.6%）；台灣地區受訪者中本科生共有 175 人

（100%），沒有任何研究生。

一、研究問題探析

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探討大陸、香港、台灣新聞專業學生未

來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的意願。研究結果發現，大陸學生表示畢業後會

進入新聞新聞行業工作的共有 39 人（25.05%），表示畢業後不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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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聞新聞行業工作的共有 27 人（17.6%），無法確定畢業後是否進

入新聞行業工作的共有 87 人（56.9%）；香港學生表示畢業後會進入

新聞新聞行業工作的共有 66 人（42.9%），表示畢業後不會進入新聞

新聞行業工作的共有 24 人（15.6%），無法確定畢業後是否進入新聞

行業工作的共有 64 人（41.5%）；台灣學生表示畢業後會進入新聞新

聞行業工作的共有 53 人（30.3%），表示畢業後不會進入新聞新聞行

業工作的共有 25 人（14.3%），無法確定畢業後是否進入新聞行業工

作的共有 97 人（55.4%）。其中，香港學生表示畢業後會進入新聞

行業就業的人數比率最高（42.9%），其次為台灣學生（30.3%），

比率最低為大陸學生（25.05%）。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顯示

（見表 2），可以看出三地受訪學生未來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有

顯著差異（F = 3.23, p ＜ .05）。雪非氏（scheffé）事後比較檢定（Post 
Hoc Test）顯示，大陸受訪學生與香港受訪學生未來進入新聞行業就

業的意願有顯著差異，香港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最高（平

均值 = 2.27），大陸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最低（平均值 =  
2.08）；而台灣受訪學生與香港受訪學生未來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

願則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探討新聞專業學生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

職業的意願。研究結果發現，大陸受訪學生表示會將新聞行業作為終

身職業的只有 5 人（3.3%），表示不會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受

訪者有 71 人（46.4%），無法確定者有 72 人（47.0%），未回答此

題的有 5 人（3.3%）；香港受訪學生表示會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

業的有 9 人（5.8%），表示不會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有 56 人

表 2： 三地受訪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及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
的意願

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 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大陸 2.08 .65 1.55 .56

香港 2.27 .72 1.69 .58

台灣 2.16 .65 1.58 .57

整體 2.17 .68 1.61 .57

F 3.23* 2.69

注：*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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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無法確定者有 89 人（57.8%）；台灣地區表示會將新聞

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也只有 7 人（4.0%），表示不會將新聞行業作為

終身職業的有 80 人（45.7%），無法確定者有 86 人（49.1%），未

回答此題的有 2 人（1.1%）。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表 2），三地

受訪者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並無顯著差異（F = 2.69, p > 
.05）。

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問題探究三地新聞專業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工

作的就業動機，以及就業動機是否會對三地學生未來進入新聞行業就

業的意願產生影響。

為了回答這個研究問題，本研究採用分層迴歸分析（Hiera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表 3 呈現迴歸分析的結果，迴歸分析的第一階

層輸入性別、年級，第二階層輸入新聞課程滿意度，第三階層輸入媒

體公信力評估，最後階層輸入外部導向動機、利益導向動機以及理想

導向動機。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外部導向動機對於三地學生未來進

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具有顯著預測力（β = .17, p ＜ .001），理想導

向動機對於三地學生未來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也具有極顯著的預

測力（β = .38, p ＜ .001），但利益導向動機對於三地學生的就業意願

並無顯著預測力（β = - .09, p > .05）。

表 3：影響三地新聞專業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就業意願之迴歸分析
模型一

β值

模型二

β值

模型三

β值

模型四

β值

性別 .07 .08 .07 .02

年級 - .09 - .10 - .10* - .09*

地區（大陸） - .03 - .02 - .04 - .05

地區（香港） .06 .05 .01 - .03

新聞教育課程滿意度 .13** .12* .08

對所在地區媒體公信力評估 .10* .08

外部導向動機 .16***

利益導向動機 - .08

理想導向動機 .38***

Adjusted R2 .01 .03 .04 .22

F 值 2.66* 3.85** 3.97*** 15.45***

註： 地區為 dummy變項，由於有三個題目，因此設定兩個 dummy變項。表中數字為標
準化的迴歸系數，*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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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三地學生就業動機的異同，本研究進行變異數分析。變異

數分析結果顯示，三地受訪學生的利益導向動機具有極顯著差異（F =  
7.78, p ＜ .001）。雪非氏事後比較檢定結果顯示，大陸受訪學生的利

益導向動機與香港、台灣受訪學生有顯著差異，大陸學生較受到利益

導向動機的影響，香港受訪學生與台灣受訪學生的利益導向動機則無

顯著差異；其中大陸學生受到理想導向。在理想導向就業動機方面，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三地受訪者理想導向動機具有很顯著差異（F =  
6.11, p ＜ .01）。雪非氏事後比較檢定結果發現，香港受訪學生與台

灣受訪學生的理想導向動機具有顯著差異，香港學生較受到理想導向

動機的影響，大陸受訪學生的理想導向動機與香港、台灣受訪學生則

無顯著差異。但在外部導向就業動機方面，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三

地受訪學生的外部導向就業動機並無顯著差異（F = 1.10, p > .05）。

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問題探討就業動機是否會對三地新聞專業學

生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有所影響。為了回答這個研究問題，

本研究同樣採用分層迴歸分析。表 3 呈現迴歸分析的結果，第一階層

輸入性別、年級，第二階層輸入新聞課程滿意度，第三階層輸入媒體

公信力評估，最後階層輸入外部導向動機、利益導向動機以及理想導

向動機。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理想導向動機對於三地學生將新聞行

業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具有極顯著的預測力（β = .31, p < .001）；但外

部導向動機（β = .06, p > .05）與利益導向動機（β = .02, p > .05）對於

三地學生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並無顯著預測力。

二、假設驗證

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預測，三地學生對所在地區媒體公信力的評

價越高，越傾向於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為驗證這一假設，本研

究進行了分層迴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見表 3，第四欄），在控制

其他變項後，三地受訪者對所在地區媒體公信力的評估對其畢業後進

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無顯著預測力（β = .08, p > .05），假設 1 未獲

得支持。

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預測，三地學生對所在地區媒體公信力的評

價越高，越傾向於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分層迴歸分析的結果顯

示（見表 4，第四欄），三地受訪者對所在地區媒體公信力的評估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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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也沒有顯著的預測力（β = .01, p >  
.05），假設 2 也未獲得支持。

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預測，三地學生對所接受新聞教育的課程

滿意度越高，越傾向於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就業。分層迴歸分析結果

顯示（表 3，第四欄），在控制其他變項後，三地受訪者對所接受新

聞教育的課程滿意對其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無顯著預測力

（β = .08, p > .05），假設 3 未獲得支持。

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預測，三地學生對所接受新聞教育的課程滿

意度越高，越傾向於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分層迴歸分析結果顯

示（表 4），在控制其他變項後，三地受訪者對所接受新聞教育的課

程滿意度會影響其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受訪者對所接受

新聞教育的課程滿意度越高，越可能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β = 
.12, p ＜ .05），假設 4 獲得支持。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究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

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的就業意願，並分析他們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

業的意願。研究結果顯示，三地所有受訪學生中僅有 32.8% 表示畢業

表 4：影響三地新聞專業學生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之迴歸分析
模型一

β值

模型二

β值

模型三

β值

模型四

β值

性別 .03 .04 .04 .01

年級 - .01 - .02 - .03 - .03

地區（大陸） - .02 - .01 - .01 - .04

地區（香港） .09 .07 .06 .02

新聞教育課程滿意度 .17*** .16** .12*

對所在地區媒體公信力評估 .03 .01

外部導向動機 .06

利益導向動機 .03

理想導向動機 .30***

Adjusted R2 .00 .03 .03 .13

F 值 1.36 3.80** 3.23** 8.88***

註： 地區為 dummy變項，由於有三個題目，因此設定兩個 dummy變項。表中數字為標
準化的迴歸系數，*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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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意願進入新聞行業工作，三地學生願意進入新聞行業工作比率最高

的為香港學生（42.9%），其次為台灣學生（30.3%），最低為大陸學

生（25.1%）；其中大陸學生與香港學生的就業意願具有顯著差異，

台灣學生的就業意願與中、港兩地的學生的就業意願則無顯著差異。

存在這些差異的原因可能和三地的新聞自由與新聞人員享有的工作自

主權息息相關。在三地之中，香港地區的新聞自由程度很高，新聞記

者享有較高程度的工作自主性，並且珍惜他們所擁有的新聞與言論自

由，重視媒體對政府的監督與制衡。新聞人員也致力維護新聞獨立，

捍衛新聞自由（Chan & Lee, 2011），因而香港地區的新聞專業學生

可能比較願意進入新聞行業工作。大陸地區的新聞媒體享有的新聞自

由非常低，新聞記者的工作自主性也相對較低，新聞人員不僅必須扮

演黨政喉舌的角色，新聞報導也受到嚴格的審查與控制（BBC 中文

網，2014.11.07），這些因素均可能影響大陸地區新聞專業學生進入

新聞界就業的意願。台灣地區新聞自由程度很高，但新聞媒體受政

府、政黨及媒體老闆意識形態的影響，具有明顯的政治偏差（羅文輝、

陳韜文，2004），新聞記者的自主性受到限制，加上近年來報紙面對

有線電視及網路等新媒體的競爭，不但廣告量衰退，連發行量也大幅

下滑，多數報紙處境艱困，報業正面臨景氣的寒冬。這些因素均影響

台灣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

在三地受訪學生中，表示願意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的只有

4.4%。三地學生願意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比率最高的為香港學生

（5.8%），其次為台灣學生（4.0%），最低為大陸學生（3.3%）。

三地學生將新聞視為終身職業的人數比例都非常低，這樣的發現顯

示，絕大多數的新聞專業學生不將新聞業視為終身職業、新聞界可能

面臨嚴重的人才流失，不僅新聞的專業性會受影響，新聞的品質與媒

體組織的穩定性也可能受到沖擊。

上述發現對於新聞行業及新聞教育均有重要意義。就新聞行業而

言，研究結果顯示，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新聞專業學生畢業後準備

進入新聞行業的人數比例不高，而把新聞視為終身職業的人數比例非

常低。這些研究發現顯示，新聞事業的專業化程度，至少在專業學校

訓練專業人才方面，和法學、醫學等傳統專業有非常大差距。新聞事

業如果要發展成與醫學、法學一樣廣受大眾認可的專業，必須強化新

聞教育，讓新聞學院培養出的人才願意進入新聞行業工作，並且更願

意將新聞工作視為終身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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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聞教育而言，本研究的發現顯示，三地的新聞專業教育均

面臨一定的危機。如果新聞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大多不願意到新聞界工

作，更加不願意將新聞工作視為終身職業，新聞專業教育的價值將會

受到質疑，新聞學系在大學中的定位也可能面臨嚴峻的考驗。現今三

地新聞專業學生將新聞視為終身職業的比率極低，代表大多數接受過

新聞教育的人員未來將不會長期在新聞行業工作。在 1996 至 1997 年

間羅文輝與陳韜文（2004）在中港台三地進行的調查顯示，受過新聞

傳播教育的新聞從業人員較傾向於在新聞行業長期工作。由於羅文輝

與陳韜文的研究對象，是三地的新聞工作人員，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

三地新聞專業學生。也許願意在畢業後進入新聞界工作的學生，也會

比其他新聞人員更傾向把新聞工作視為終身職業。當然這只是作者的

推論，實際情況仍需未來的研究驗證。但本研究的這項發現，如何提

升新聞專業學生到新聞界工作的意願與對新聞工作的熱忱，可能是顯

示三地新聞專業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也許正如 Pavlik（2013）所言，

新聞教育需要徹底的再改造（reinvention），包括媒體從業者的專業

性、工作本質、媒介內容以及媒介與公眾關係等方面的教育，均需要

改造與變革。

本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研究目的，在探究就業動機對三地新聞專業

學生的就業意願及生涯承諾的影響。在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方面，本

研究發現，外部導向動機（包括家人支持、老師建議）及理想導向動

機（包括自我實現、貢獻社會、符合興趣）是影響三地新聞專業學生

就業意願的顯著變項。換言之，外部導向動機及理想導向動機越高的

新聞專業學生，越可能會在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工作。而利益導向動

機（包括發展前景、升遷機會、個人薪酬、社會地位）則對三地新聞

專業學生的就業意願無顯著影響，即對個人利益的考量不會影響三地

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的意願。這樣的結果表明，就三地新聞專業學

生總體而言，個人利益並非三地新聞專業學生畢業後進入新聞界工作

的動機，實現理想和家人及師長的支持才是他們願意在畢業後到新聞

界工作的最主要動機。這樣的研究發現顯示，三地新聞專業學生計劃

在畢業後到新聞界工作主要的動機是追求理想，為社會服務，並非追

求個人利益。

在新聞專業學生的生涯承諾方面，理想導向動機是影響三地學

生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意願的顯著變項。即理想導向動機越高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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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生，越傾向於將新聞行業作為終身職業。而外部導向動機與利

益導向動機對於三地學生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則沒有顯著的預

測力，家人、老師的意見與個人的利益均不會影響三地新聞專業學生

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與影響三地學生進入新聞行業工作意願

的動機不同之處是，三地學生將新聞作為終身職業的意願並不會受到

外部導向動機的影響，亦即家人與老師的意見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涯承

諾；促使新聞專業學生把新聞作為終身職業的動機，是服務社會及實

現個人理想。換言之，未來選擇長期在新聞界服務的人，大多數是為

了追求理想而非為個人利益，也不是因為外界因素的影響。這些懷抱

新聞理想的未來從業者，未來進入新聞界工作後，對提升新聞品質及

新聞行業的服務水準可能會有相當的貢獻，他們也許是三地新聞界未

來的支柱。

同時，本研究亦對三地學生的就業動機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發

現，大陸學生的利益導向動機較高，即大陸學生從事新聞工作較重視

個人利益與未來發展；香港學生的理想導向動機最強，顯示香港學生

從事新聞工作的最主要動機是實現理想與服務社會；三地學生受到外

部導向動機的影響則無顯著差異。這樣的結果表明，在大陸地區，提

高記者的薪酬、社會地位等，能有效吸引更多新聞專業畢業生到新聞

行業工作。例如，大陸地區部分公營媒體機構為記者提供具有較高福

利、收入穩定的「事業編制」，這樣的做法對部分大陸新聞專業學生

有一定的吸引力。在香港地區，進一步提升新聞人員的工作自主權，

讓懷抱理想的新聞專業學生有更大的空間實現理想，才能更夠吸納優

秀的新聞專業畢業生到新聞行業工作。香港新聞記者與新聞專業學生

於 2014 年初發起的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的「藍絲帶運動」（BBC 中

文網，2014.02.16），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爭取新聞自由、工作自

主權及追求新聞理想是香港地區新聞專業學生的核心訴求。台灣地區

的新聞專業學生無論是利益導向或理想導向動機都最低，可能因為台

灣地區的新聞人員福利待遇不佳，而且台灣地區媒體「商業化」情形

嚴重，新聞又受到置入性行銷影響（王毓莉，2014）。再加上報紙銷

量及廣告量下跌，報業處境艱困，從事新聞工作可能很難實現理想。

本研究發現，新聞教育課程滿意度對三地學生的就業意願沒有顯

著的預測力，即無論三地學生對所接受新聞教育課程的滿意度如何，

都不會影響他們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就業的意願。可能的原因，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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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畢業後的就業抉擇，可能的原因，是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抉擇，可能

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就業抉擇可能與學生的個人規劃有關，

例如許多新聞專業學生在畢業後可能計劃繼續升學、暫時不進入新聞

界就業；另一方面，新聞專業具有一定的跨學科特質，現今新聞教育

鼓勵學生應接受跨學科知識訓練（劉兢，2012），因此學生在畢業後

的就業抉擇，可能會綜合考慮當時新聞行業提供的工作機會、其他行

業提供的工作機會等，上述因素都可能影響學生在畢業後進入新聞行

業工作的意願。但本研究也發現，對新聞教育感到滿意的學生，較傾

向於將新聞視為終身職業。這樣的發現顯示，新聞教育對於新聞專業

學生的生涯承諾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提升新聞專業教育的品質，增

加學生對新聞課程的滿意度，對於新聞行業的未來發展極為重要。新

聞教育應當配合媒介變革的步伐設計課程，讓學生能夠掌握最新的知

識性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除了迎合業界的需要外，也幫助學生能

夠迅速適應不斷變化的媒介生態（Pavlik, 2013）。當然，新聞教育除

了重視知識性技能與實務教學外，更需要注重理論與人文通識教育，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追求理想、重視責任與關懷社會的情操，才能為

新聞界訓練出更多願意把新聞工作視為終身職業的優秀新聞人才。

當然，本研究有許多不足之處。本研究採用目的抽樣，樣本數量

較為有限，大陸地區只在上海抽選兩所大學，台灣也只選擇台北市的

兩所大學，樣本缺乏代表性，無法全面反映三地新聞專業學生的就業

意願與生涯承諾，未來研究應當在大陸、台灣地區抽選更多城市的以

新聞人才培養為重點的高校，以取得更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此外，在

三地樣本中，受訪學生的性別比例、本科生與研究生比例均存在一定

程度的差異，這些均影響樣本的代表性及研究發現的推論能力。未來

的相關研究應採用隨機抽樣法，抽選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並增加抽選

的學校及班級數，並同時將本科生與研究生列為研究對象，以進行更

具推論力的比較研究。同時，本研究測量媒體公信力及新聞課程滿意

度的題項都只有一題，由於媒體公信力及課程滿意度均為涉及多重層

面的概念，單一題項難免有以偏概全之慮。未來的研究應通過文獻回

顧和深度訪談，建立多重題項來測量媒體公信力、課程滿意度這兩個

變項的指標，採用多重測量題項來測量這些概念，才能使研究設計更

為周全。此外，本研究從新聞專業學生的角度出發，聚焦於受訪學生

個人因素對他們未來進入新聞行業意願的影響，未來研究可從社會環

中華傳播學刊(28)-04 張曉.indd   145 2016/1/7   下午 01:38:17



中華傳播學刊．第二十八期．2015.12146

境、媒介組織、傳播科技變遷等多個維度，對新聞專業學生進入新聞

行業就業的意願進行全面、深入的探討。

註釋

［1］ 本研究問卷曾進行多次前測，在確定三地學生對問卷問題均無

疑義，所有量表都符合研究需要後，才正式施測。在正式進行

調查時，香港地區由本研究作者親自到各班派發問卷及回收；

大陸及台灣兩地則請當地新聞院校工作人員協助派發問卷，並

在回收後把問卷郵寄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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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career decisions of journalism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of 
482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journalism students in these three societies 
expressed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willingness to work in the journalism 
industry after graduation. In the sample, Hong Kong respondents 
expressed the highest level of willingness, whereas mainland respondents 
expressed the lowest level of willingness.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entering journalism as an occupation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e willingness to work in the journalism industry after 
graduation. Course satisfaction and motivation for entering journalism 
as an occupation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the willingness to pur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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