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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數據分析取徑探究傳統媒體與社群媒
體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以洪仲丘
事件為例

傅文成、謝奇任、邊明道

摘要

有別於傳統上研究者對媒體議題設定之驗證方法，本研究選擇以

大數據分析取徑，蒐集網路新聞媒體與社群媒體的全文本，檢視主流

新聞媒體與社群媒體間的議題設定及預示效果。研究者以2013年的

洪仲丘事件為例，蒐集洪案發生關鍵期間，網路媒體報導與社群媒體

網友貼文與回文，並以大數據的分析法篩選出網路聲量最高的10個

重要相關事件，配合Granger因果分析與TD-IDF的特徵向量抽取進行

檢證。研究發現，在洪案中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

果，均呈現雙向影響的因果關係模式。本研究認為，大數據分析取徑

如同與量化取徑一樣，可以在跨媒體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的研判上，

得到同樣的實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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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Using the Big Data Approach to Explore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Effect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Social Media–Taking Hung Chung-Chiu’s 
Death as an Example

Wen-Cheng FU, Chi-Jen HSIEH, Ming-Dow BIAN

Abstract

Traditionally researchers use content analysis and audience survey as 

methods to verify agenda setting effects. This study examines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effect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social media via big 

data research approach. Using the case of the death of Army Corporal Hung 

Chung-Chiu in 2013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collects online news coverage 

and Internet users’ responses as research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effects have happened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social media, thus it suggests that the big data research approach is appropriate 

to explore agenda setting effects. The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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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3年Bernard Cohen首次提出：「大眾媒體或許不能告訴公眾『想

什麼』（what to think），但卻可以很有效的告訴公眾『該想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p. 13），隨後美國傳播學者McCombs和Shaw以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為例進行測試，他們發現媒體報導的重要議題與民眾

認知的重要議題息息相關，於是在1972年發表〈大眾媒體的議題設定功

能〉一文，這篇文章也奠定議題設定研究的基礎，此後數十年間傳播學

者據此延伸出為數眾多的研究與討論（Weaver, 2007）。

根據McCombs和Shaw（1972），典型的議題設定理論，主要探討

三種不同議題的設定，即公眾議題、媒介議題及政策議題之間的關

係，這些關係進一步被形塑在兩種不同層次的議題設定中。第一層的

議題設定是指媒體能告訴人民或者其他媒體當下「該想什麼」，此時議

題設定研究關注的是媒體對議題報導的顯著性（salience），換言之，媒

體顯著性在議題設定研究中是關鍵的獨立變項（Kiousis, 2004）。第二層

的議題設定是指媒體不但告訴我們「該想什麼」，更告訴我們「該如何

想」（how to think），媒體不僅有設定議題的功效，而且還可以告訴閱聽

人該如何去想議題。當傳統／社群媒體通過強調一個事件的某些人、

事、物特徵和性質，並忽略另外的一些特徵跟性質時，媒體就能夠對

公眾如何認知跟理解這些報導產生影響（Lopez-Escobar et al., 1998），

這也就是所謂的「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

儘管議題設定理論在過去數十年來一直是傳播學中的重要理論之

一，但即便McCombs（2014）本人也同意，面對當前媒體環境，特別是

社群媒體影響力幾乎無處不在時，議題設定研究也應該進入一個新世

代。以第一層的議題設定為例，當網路媒體加入輿論市場後，其角色

也不再只是扮演傳播者或閱聽人，也可能是消息來源的提供者。不同

世代的議題設定者，很早就注意到此一現象，並嘗試對傳統媒體與社

群媒體間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關聯性展開研究。不過這類型研究也

會遇到祝建華、黃煜、張昕之（2018）提到的一個當代傳播研究必然會

遇到的棘手問題，就是當愈來愈多的傳播現象發生在線上而非線下

時，雖然海量數據唾手可得，但傳統資料蒐集方式和分析方法，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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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龐雜且難以結構化的資料時，往往效率不高或精確度不夠，顯得力

有未逮，相關研究亟需引入新的研究方法。

有鑑於此，本研究一方面想延續過去相關研究的路線，討論特定

事件中，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之間的議題設定以及預示效果關聯性；

二方面則是在這個研究過程中嘗試採用大數據分析取徑來驗證。大數

據分析作為一種新興研究取徑，其特色是能處理分析巨量與非結構性

數據。早期推動者雖深知此法的限制與偏誤，但仍可為傳統研究方

法，帶來認識論上的補強和擴充，而非取代（Boyd & Crawford, 2012），

近期大數據方法相繼成熟後，更導致了計算傳播學的興起（祝建華、黃

煜、張昕之，2018），而計算機傳播學也開始讓網路議題設定的觀察跟

解釋，出現另類的演繹性。

於是乎，本研究企圖透過大數據分析來重新觀察，進入網路時代

後，對台灣社會影響甚巨的「國軍洪仲丘下士禁閉死亡案」（以下簡稱為

洪案）（林中瑛，2015）。1

之所以選擇洪案來討論媒體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出於三個理

由：第一，在台灣過去的研究中，極少有採用大數據分析驗證議題設

定的研究，本研究將使跨媒體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有新的探索方式。

第二，以往議題設定研究，多集中在政治與競選等議題，社會議題較

少被討論。相對來說，軍事管教失當的研究，也多數聚焦於心輔諮

商、自我傷害防治、人際溝通、組織傳播等，尚未有媒體相關的軍事

霸凌研究，故洪案的討論，可以持續從兩個方向拓展議題設定研究的

理論廣度。第三，洪案發生時受到台灣輿論高度關注，不僅媒體報導

遍地開花，社群媒體聲量亦居高不下，甚至促發一場超過25萬人參與

的「白衫軍運動」。藉由洪案的討論，除了能引證跨媒體間議題設定與

預示效果關聯性，還能真實呈現當代台灣社會脈絡中，媒體與公眾輿

論如何滋生與擴展。以下本研究將先針對議題設定理論的發展脈絡與

相關研究進行檢視，再提出本研究的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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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

跨媒體議題設定衍生自第一層的議題設定。事實上，議題設定的現

象不僅發生在媒體與閱聽人間，也存在於媒體與媒體間。媒體議題的設

定是調查誰在設定媒體議題，以及這類議題通常是如何被設定；跨媒體

議題設定則調查某一媒體議題的顯著性，如何轉移到另外一種媒體上，

因此跨媒體議題設定可以被視為媒體議題研究的一部分，強調「大眾媒

體議題對彼此的影響力」（Lopez-Escobar et al., 1998, p. 225）。此類研究

重點不在探討媒體如何對公眾議題產生影響，而是轉而探究媒體內容如

何形塑其他媒體內容。

觀察跨媒體議題設定的現象可以從三種面向解釋。首先當新聞媒

體從業人員跟他們的閱聽人沒有直接接觸時，他們通常會轉從其他新

聞媒體來了解特定議題的重要順序（Dearing & Rogers, 1996）。其次，

當一個新聞媒體模仿另一個媒體來辨識議題的新聞性和報導價值時，

該媒體的新聞價值也可以間接被驗證，換言之，跨媒體議題設定受到

新聞記者社群的新聞規範支撐（Vliegenthart & Walgrave, 2008）。最後，

由於媒體市場相當競爭，一個媒體很容易就模仿同類媒體的決策，特

別是當該類議題已經相當流行且取材容易時（Mathes & Pfetsch, 1991）。

跨媒體議題設定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傳統媒體之間跨

議題設定研究，第二類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之間的跨議題設定研究，

以下分別討論。

傳統媒體間的跨媒體議題設定研究起步甚早。1980年代末期，
Reese和Danielian（1989）以美國報業對古柯鹼的報導為例，發現報紙會

影響電視新聞報導的內容。Protess和McCombs（1991）發現規模較大的

報紙議題選擇會影響規模較小的報社。Mathes和Pfetsch（1991）在跨媒

體議題設定中發現，媒體群體間有模仿群體中同類團體報導題材與方

法的現象存在。Robert和McCombs（1994）研究1990年德州的地方選舉

活動時，發現候選人的政治競選廣告，對當地報紙與電視的選舉議題

具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Lopez-Escobar等（1998）針對1955年西班牙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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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活動進行媒體議題設定檢視，發現競選廣告對報紙跟電視有議題設

定效果。Vliegenthart和Walgrave（2008）的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研究則

發現，跨媒體議題設定是一種隨機過程，與公眾議題、政策議題需要

較長時間醞釀的方式較為不同。McCombs、Lopez-Escobar和Llamas

（2000）則認為全國性媒體會影響地方媒體的題材選擇，同時也會影響

其報導角度與方向，具備一定的預示效果。Boyle（2001）針對美國總統

大選作進行跨媒體議題設定研究後，發現競選廣告對於報紙及電視報

導議題有影響力，但僅限於影響傳統黨派候選人的新聞議題。綜上可

知，早期國外的跨媒體議題設定研究，已發現印刷媒體對電視媒體、

大媒體對規模較小的媒體、候選人競選廣告對電視與報紙議題等存在

著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

當網路電子佈告欄、個人新聞台與部落格等平台等網路中介傳播愈

來愈深入民眾日常生活後，傳統電視、報紙以及廣播等媒體對公眾議題

設定的主導權開始出現鬆動，因為網路不僅可以讓民眾獲取生活資訊，

民眾也能透過社群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網路媒體的影響力逐漸增

溫。許多研究者陸續關注不同形式的網路媒體，是否已取代過去傳統媒

體設定議題的角色，進而影響傳統媒體，或者是反向受到傳統媒體報導

的影響。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的議題設定研究開始興起。

例如Roberts、Wanta和Dzwo（2002）發現傳統媒體對電子佈告欄政

治版的討論議題有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Kaid、Ku和Pfau（2003）發現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個人網站上的議題能影響民意，且能影響

電視議題。Lee、 Lancendorfer和Lee（2005）在韓國2000年大選中，發

現網路上電子佈告欄對新聞媒體報導具議題設定效果，且兩者間存在

相互影響的（reciprocal）跨媒體議題設定，亦即彼此的新聞議題會互相

影響。在台灣方面，張玉涵（1996）發現BBS上的公眾議題與報紙媒體

極為相似，兩者存在共鳴效果，主流確實可以設定網路媒體的議題。

吳筱玫（1996）在杜魯奇報導及印尼華裔婦女受暴事件中，發現網路媒

體不論在議題類型或議題屬性皆可能影響到大眾媒體報導，認為主動

閱聽人正在改變新聞產製的型態。左宗宏（2008）針對台灣2004年總統

大選的研究發現，傳統媒體設定網路媒體的功能，比起對於公眾議題

的設定效果還要明顯。黃俞儒（2013）研究文林苑事件後發現，大眾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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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社會運動中能夠設定網路媒體討論之事件主題，但網路媒體卻能

夠設定大眾媒體之框架。承此，議題設定研究的檢驗議題型態多元，

且多數實踐在政治、選舉的相關議題，本研究則是採取跟軍事管教失

當的議題作為檢驗主軸，期望檢驗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在軍事議題的

影響程度；此外，前述的傳統媒體議題設定的檢驗方式多經由問卷調

查作為研究方法，本研究則是企圖由大數據文本探勘的取徑，以檢驗

過去研究較難聚焦的網路議題設定效果。

再者，網路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議題設定權的競逐，是處在

一個相互影響而且各有擅場的狀態，以大數據分析取徑進行議題設定

研究的Neuman、Guggenheim、Jang和Bae（2014），也呼應此一觀點，

該研究更進一步將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爭奪議題設定權的結果，按照

議題不同劃分成三種因果類型：（1）相互影響，包括政府財政、能源、

政黨惡鬥、槍枝問題、中東外交、同性戀議題；（2）傳統媒體影響社群

媒體，包括財金房市、國家安全、犯罪與毒品議題；（3）社群媒體影響

傳統媒體，包括失業（包含與中國貿易關係）、社會福利、教育、災難

管理、兩性議題、環境議題。該研究指出，傳統媒體具有影響力的議

題，往往涉及某些專業的知能，而社群媒體具備影響力的議題，大多

是容易感染個人情緒的社會問題。重要的是這樣的報導框架，也有互

相影響報導內容與議題論述方向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社群媒體的內容組成包含了網路使用者的回應與媒

體內容同時並存。故而執行跨媒體議題設定時可能存有無法細分是輿 

論還是媒體內容作為最主要產生議題設定的動力。然而，如以媒體 

頻道為分析單位，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間跨媒體議題設定的檢驗以彰 

顯不同媒體平台的效能是合理且具有意義（Harder, Sevenans, & Van Aelst,  

2017；Martin & Grüb, 2016；Meraz, 2009；Sung & Hwang, 2014）。 

舉例而言，Harder、Sevenans和Van Aelst（2017）就認為推特中的討論

框架，會影響出版速度相對較慢的報紙媒體；Sung和Hwang（2014）更

是直接認為包含在推特中的民眾討論，就是影響主流媒體災難新聞報

導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的重要體現。承此脈

絡，在本研究中，採取暫時擱置社群媒體的民眾討論是不是屬於輿論

的兩難，而是以媒體作為分析單位，關注於兩種媒體頻道間對於特定

議題報導的時間順序與報導方向。本研究依據上述的文獻探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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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一： 洪仲丘案發生關鍵期間，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的跨

媒體議題設定效果為何？

本研究將採取洪案作為檢驗主軸，採取聚焦於單一議題跨媒體的

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的研究策略，因為Neuman等（2014）的研究提醒，

社群媒體聲量在不同平台上的差異甚巨，所以較難將研究結果聚焦推

論至不同國家文化甚至是不同時期的美國媒體生態。而軍事管理屬性

的議題，也是Neuman等人未曾檢驗過的範疇，故本研究將嘗試在此類

議題中，檢驗在該效果是否亦然存在。

再者，有別於傳統分析路徑，本研究採取直接觀察具母群體特色

的大數據資料，檢驗重要社會事件中的跨媒體議題設定，也就是以洪

案為標的，以大數據資料探勘為角度，以時間序列分析為主軸，透過

議題發生時間順序的還原，蒐研整體洪案發生的關鍵期間，跨媒體議

題設定的效果。

預示效果

Kim和McCombs（2007）將媒體如何影響閱聽人「該如何想」的預示

效果，定位成議題設定的第二層影響，他們認為社會大眾暴露於同一

議題論調的媒體內容之下時，心目中的態度與想法可能會偏向媒體所

報導的論調。Iyengar（1991）進一步認為，新聞報導及媒體內容框架會

影響閱聽人思考特定議題的認知。Bashri（2007）的研究發現，當閱聽

人平時接觸伊拉克戰爭的相關訊息時，若媒體立場將美國塑造成為屠

殺者，後續閱聽人只要接觸美國相關議題，包含經濟貿易與國際援助

等，均會有一種美國政府是加害者的聯想。換言之，媒體所引導的議

題設定效果將不再只侷促於改變閱聽人對議題本身重要程度的認知，

同時也已影響到閱聽人對於該議題的態度（Groshek, 2008）。
Bilali和Vollhardt（2013）解釋預示效果形成的原因與特色，認為人

類的腦神經本身就具備分類功能，這樣分類功能可幫助人類在接觸到

外在刺激訊息時，做出迅速確認、分類並決定如何對應的反應動作。

近年與傳播媒體相關的預示效果研究發展迅速，Kim和McCo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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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針對候選人得到選民支持的意向與預示效果的研究發現，在全

國性的國會選舉中，對諸如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的依賴程度愈高，其

投票傾向愈符合該特定媒體的論述方向；Ashikali和Dittmar（2012）則

認為預示效果的強弱與媒體暴露程度呈現正向相對的關聯性。換言

之，暴露於特定媒體頻率與時間愈多的閱聽人，在態度與思考的立場

方面，偏向媒體論述內容的機會高於媒體暴露程度較低的民眾。承上

所述，前節跨媒體議題設定的影響多關注於閱聽人在認知層面的議題

重要性感知；然而，在認知層面之外，議題設定相關理論再往前一

步，即是探討影響閱聽人如何思考議題的態度，故本研究另一重點即

為檢驗第二層面的議題設定理論，也就是預示效果在全國關切的軍事

相關議題中，是否能有藉大數據觀察其影響範圍與層面。

在國內預示效果相關研究方面，多著墨於探究政治傳播與投票行

為相關議題，其中左宗宏（2008）驗證台灣總統大選期間民眾對候選人

的評價，研究發現，選民的政治信任感會影響其媒體的暴露習慣，進

而影響預示效果的程度；傅文成（2016）以實驗研究法對軍隊社群媒體

臉書粉絲團的預示效果進行研究時發現，在新媒體環境下，預示效果

依然存在，而且預示程度的高低與媒體使用時間與頻率呈現正向關聯

性。綜上所述，預示效果研究多聚焦於媒體影響閱聽人的思考框架。

此外，Hart和Middleton（2014）研究媒體間有關於選舉新聞的取材

角度時發現，全國性的新聞網包含CNN與FOX等電視台對於選舉議題

報導的面向，會影響到地方性媒體的報導方向。換言之，因為兩者報

導在時間性先後順序呈現區別，且報導與評論方向呈現顯著性的關聯

性，故渠等認為全國性的媒體對地方媒體具有跨媒體間的預示效果。

再者，Stevens、Banducci、Karp和Vowles（2011）檢驗英國媒體在伊拉

克戰爭時的報導時也發現，市佔率與收視率較高的媒體對於規模相對

較小的媒體而言，在對政府的國防決策議題報導上，呈現顯著的預示

效果。綜上所述，本研究嘗試從資料探勘的角度，透過時間序列與
Granger因果分析（Granger causality test），檢驗原是存在於影響閱聽人

如何思考的預示效果，是否也適用於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之間。本研

究依據上述的文獻探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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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二： 洪仲丘案發生關鍵期間，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對是

否存在著預示效果？

研究方法 

網路媒體蓬勃發展後，民眾經常透過網路發表意見甚至「爆料」，

這種生態讓新聞議題的驅動跟發展，較過去來得更加詭譎多變，故議

題設定的驗證方式應有調整的作法。再者2013年洪案發生時，在傳統

媒體密集關注與大量網路討論下，匯集了大量的文本，讓傳統的議題

設定驗證方式顯得力有未逮，故本研究選擇大數據分析取徑，輔以
Granger因果分析，分別透過洪案中相關事件出現的時間序列，以及相

關事件報導中被使用的高頻率詞彙，探究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之間，

是否存在跨媒體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Granger 因果分析是一種具備時

間序列分析特質的資料分析方法，其基本假定是，只有先發生的事件

才能影響後發生的事件；後發生的事件並無法影響先發生的事件

（Granger, 1969）。從Granger因果分析的角度出發，本研究將先檢驗洪

案關鍵期間，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報導題材呈現的時間先後順

序；然後萃取研究文本的「語幹」（stemming），再進行傳統媒體與社群

媒體間時間序列的比較，以下繼續針對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說明。

洪案輿情蒐集

本研究對洪案輿情資料的蒐集，是透過R程式語言搭配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所開發「社群事件雷達」（Social Event Radar, SER）技術

平台進行。資策會研發之SER技術，能以自動化網路爬蟲技術（web 

crawler）結合網站平台所提供API串接其公開可取得之數據資料，進行

各種網路社群平台巨量資料的即時化自動抓取、異動比對、運算及資

料儲存管理。SER技術能透過關鍵字檢索、概念搜尋、自然語言分析

及其他語意處理技術，提供社會熱門事件、族群偏好到行為追蹤等觀

測追蹤服務與分析報表（Hsieh, Ku, Wu, & Chou, 2017）。資料抓取與觀

測的社群平台與網站類型，包括大多數類型的電子布告欄、討論區、

部落格、新聞網站、Facebook粉絲專頁等（劉致灝、包正芬，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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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時間從2013年7月5日開始到2013年8月
30日止，來源涵蓋新聞討論區、討論網站、部落格、社群網站等
12,197個媒體頻道與粉絲專頁，總計與洪案相關的發文共457,706筆。

為符合本研究驗證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所需，抓取的資料包含媒體發

文與網友回文與轉貼。為求資料完整，研究者將資料蒐集起迄時間，

分別設定在洪案首次出現在媒體上的時間，以及檢方偵結後，因為檢

方偵結之後，媒體報導聲量水平已經低於洪案肇發的第一天聲量。如

此一來，資料蒐集歷程已橫跨媒體聲量的完整態樣。

資料蒐集

本研資料蒐集範圍以下列五方面資料為主：（1）臉書粉絲專頁清

單：臉書部分採Facebook Graph API方式串接，依所設定粉絲專頁清

單，計974個公開性粉絲專頁及社團。進一步到Facebook查詢各篇發

文及回應欄位資料後，資料會包含發文內容、發文時間、回應類型（含

「按讚」、「留言」及「分享」）及回應者 ID帳號等公開資料。（2）國內各

媒體之新聞網站包含網站下列之網友回文，計6,844個公開頁面。（3）
Ptt各主要看版如軍旅版、八卦版、政黑版之發文、回文之時間與內容

等資料。後二者採網路爬蟲方式，蒐集設定網址／網頁及版面資料，計
36個公開頁面。（4）Twitter使用者推文與回文，計3,256個公開頁面。

（5）討論區網站包含Dcard、Mobile 01、卡提諾論壇等，計1,087個公開

頁面。本研究合計蒐研12,197網路公開頁面作為資料分析基礎。值得

一提的是，為驗證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的影響，本研究的爬文資料均

包含主文與回文中與洪案相關的語料。

語料庫資料蒐集與分析過程

本研究先採「關鍵字過濾」（keyword filter）條件群組，比對自SER技

術平台所蒐集全部文本。具體來說，從本研究中篩選文獻探討中，經由

整理與洪案相關之關鍵字欄位資料，包含「洪仲丘、洪慈庸、禁閉室、

范佐憲、陸軍、542旅、269旅、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陸軍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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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凌虐、軍檢、軍事檢察、檢察官、檢察長、旅長、政戰、憲兵官」

等。研究者針對所搜集的新聞網站相關報導之連結網址，透過API介面

接查詢該篇報導於社群媒體、新聞網站、討論區等相關媒體平台之回應

狀況進行篩選，然後下載所有相關網頁並存檔。換言之，本研究在社群

媒體如Facebook與Twitter方面，研究者以R-Facebook 或R-Twitter 取得
API權杖作為爬文基礎，所蒐集的欄位包含發文日期、回文日期、發文

內容、回文內容、作者、按讚人數、Retweet 情形、留言與分享等；國

內新聞網站、BBS、討論區方面藉由資策會SER為主要爬文平台，所蒐

集的欄位包含發文日期、回文日期、發文內容、回文內容、作者等資

訊。完成後，由研究團隊對每種類型平台資料各進行100則的人工稽

核，以確認資料的正確性。

經過上述資料蒐研後，研究者提出除洪案開始的初始事件做為參

考點外，另選取出與洪案相關且網路聲量最高的10個重要相關事件，

作為本研究後續檢驗跨媒體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的主軸，以下為表一。

表一 本研究議題檢驗摘要表

編號 日期 顯著標題 網路聲量

1 2013年7月5日 退伍前三天，禁閉猝死，被長官操死 475

2 2013年7月9日 兩度求救，役男仍被操死，七士官遭調查 11,075

3 2013年7月10日 國防部記者會，陸軍副司令道歉 13,050

4 2013年7月12日 重懲陸軍司令等七將官 18,985

5 2013年7月15日 國防部長慰問洪家；遺體解剖 18,763

6 2013年7月17日 副旅長收押；公民串連上街；講真話惹殺機？ 20,684

7 2013年7月18日 陸軍記者會，司令道歉；軍檢聲押連長、士官長 19,387

8 2013年7月19日 虐死影片曝光；影片遭銷毀 有錄無影；洪案黑影像 18,755

9 2013年7月20日 戒護士收押；飲料關說體檢過關，程序不正常加快 12,014

10 2013年7月31日 桃檢排除監視器黑畫面人謀不贓 23,341

11 2013年8月4日
25萬人凱道討真相，聲援軍中冤案，修正軍審法；
軍方送旌忠狀三不對，羞辱洪家

38,145

在操作性定義上，Protess和McCombs（1991）認為跨媒體議題設定

的存在與否，相同報導題材在不同媒體呈現時間的先後順序，將是最重

要的觀察指標。Neuman等（2014）的研究進一步認為檢驗跨媒體議題設

定的時間順序之前，必需先行確認「時間」（timing）是否為有效且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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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變項。換言之，在一段時間內，議題呈現的先後順序需要呈現一致

且穩地的態樣，才能確立跨媒體議題設定的效果。故而在研究問題一

中，研究者將採用具備時間序列分析特色的Granger（1969）的因果分

析，檢驗洪案關鍵期間，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報導題材呈現的時間

先後順序，提供觀察跨媒體議題設定較為精確的標準。至於在本研究執

行跨媒體預示效果的界定方面，Groshek（2008）認為預示效果原型是探

討媒體與閱聽人間，對於相同議題的思考模式中的共同之處。換言之，

即是檢驗媒體報導特定議題時，報導的方向與立場是否影響閱聽人的思

考方向與態度。由此，Neuman等（2014）認為，跨媒體間的預示效果應

承此精神，檢驗跨媒體間，報導的立場、走向、論述重點是否有時間因

果上的順序。故本研究採取語意分析策略，先萃取研究文本的「語幹」

（stemming），再進行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時間序列的比較，以呈現洪

案發生的關鍵期間，主體文本間預示效果的影響程度。

研究過程

聲量分析

本研究蒐研Facebook、Twitter、Ptt、網路討論區的相關文本後，

進一步以使用者「動態消息」（news feed）顯示內容的EdgeRank演算法

概念，賦予按讚、留言及分享不同權重，以呈現各篇發文可能經回應

網民擴散讓其他社群好友知曉之狀況，來代表該篇發文於社群之聲

量。具體而言，權重分級方式為，第一級是按讚、第二級是留言、第

三級是分享，各級次加總後分數愈高，則代表網路聲量愈高（Lee, 

Hosanagar, & Nair, 2014）。

Granger因果分析

本研究運用Granger因果分析檢驗洪案中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議題

報導時間之因果關係。基本而言，Granger因果分析是用來解釋自變項

與依變項間是否有領先、落後、互相領先等關聯性之分析方法。2 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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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Granger因果分析前，應先檢定變數是否為定態（stationary）（Granger, 

1969）。

所謂定態時間序列指的是一組時間序列的資料，不會隨著時間的

經過而改變。換言之，檢驗的變數中平均數、變異數與共變數與時間

的關係是相互獨立。當所檢驗的資料是定態時，外部變數的影響對資

料集而言，均屬於短期影響，並且將間的拉長，使資料集呈現均衡狀

態。此外，當時間序列資料成為定態時，資料均呈現一種固定向上、

向下、週期循環或隨機漫步（random walk）的態樣。反之，非定態的時

間序列資料則是呈現隨機變換的趨勢（stochastic trend）。在Granger因

果分析實務中，如時間序列非呈現定態，則檢定結果容易產生「假性迴

歸」（spurious regression），也就是讓整體解釋量很高，但自動相關的檢

定值（Durbin-Waston）卻偏低的一種謬誤。故當時間序列呈現非定態

時，研究者通常採取「差分」（differencing）將資料轉換為定態，使整體

計算具有意義（Frommholz & Roelleke, 2016）。

本研究的具體資料分析策略，是在蒐集時間序列的資料後，先以

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認定資料型態，若資料呈現定態序列，就不必

進行共整合檢定（cointegration test）；反之，若資料呈現非定態序列且

整合階次一致時，就繼續完成 Johansen共整合檢定。若共整合關係個

數檢定為0，則表示不存在共整合關係，此即為VAR模型之原理（Said 

& Dickey, 1984）。

因為目前一般採取的檢定方法，是納入序列之常數項與時間趨勢

項的ADF 單根檢定 （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與圖形檢定

法（Frommholz & Roelleke, 2016），故本研究採取單根檢驗中包含白噪

音與誤差項的檢驗模式，分別檢驗三種狀態下的單根，包括資料不含

截距與時間趨勢、含截距項目、含截距項目與時間趨勢（Said & Dickey, 

1984），以上詳細檢驗公式如下。

1. 資料不含截距與時間趨勢（random walk）

	 ∆yt = γyt-1 + ∑	βi	∆yt-i+1 + 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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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含截距（random walk with drift）

 ∆yt = α0 + γyt-1 + ∑	βi	∆yt-i+1 + εt   

3. 含截距項目與時間趨勢（random walk with drift and trend）

 ∆yt = α0 + γyt-1 + α1t + ∑	βi	∆yt-i+1 + εt   

其中，p = 最適落後期數；α0 = 截距項；t = 時間趨勢；εt = 誤差。

研究結果

資料來源與變數定義

本研究綜整之資料數據，包含12,197個粉絲專頁、社團、新聞網

站、討論區網站曾發文討論洪案之相關事件，計99,415篇發文與358,291

次回應，共116,311個不重複 ID帳號，可見與參與洪案報導與上網回應

的人數眾多，已具備運用大數據分析的價值。歸納上述資料來源，運用

於後續Granger因果分析之操作定義如表二。

表二 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一覽表

變數選取
資料來源

名稱 定義

TM 傳統媒體報導相關事件
（Traditional Media）

聯合新聞網；中時電子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
三立新聞； 東森新聞網；TVBS新聞台； 台視； 
中視；華視；公視；民視新聞台；年代新聞；壹電
視新聞；中天新聞；非凡新聞；大愛新聞等

SM 社群媒體與導論區發聲
相關事件

（Social Media）

Ptt 軍旅、八卦、政黑等版；Facebook 公民1985行
動聯盟等專頁；Twitter；Mobile 01；Decard；卡提
諾論壇；伊莉論壇等

洪案整體聲量時間序列

在進入因果分析前，本研究先逐一將議題以時間序列方式，搭配

整體聲量資料，作為後續因果檢定時的時間關聯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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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洪仲丘案重要相關事件時間序列可知，整體網民討論的發聲管

道是以社群網站為主，計算整體社群媒體聲量與傳統媒體聲量的則數

後，發現比例約為1：0.07。此外，雖然傳統媒體7月5日率先披露「退

伍前三天禁閉猝死，被長官操死」訊息，其他傳統媒體僅以零星的顯著

標題揭露，議題尚未成為焦點，反而是社群媒體討論聲量增多後，逐

漸引起網民關注回應，並吸引談話性節目的採訪興趣。

此外，在資料中還可以觀察到，社群媒體在7月9日的聲量達到
11,075則，是輿情初期的高峰，當時在「國防部記者會，陸軍副司令道

歉」後，社群媒體7月10日擴增至13,050則聲量數，同時引起傳統媒體

跟進報導，一時之間，洪案議題遍就躍居最熱門新聞。而洪案輿情的

聲量最高峰，落在7月31日至8月2日之間，也就當「Ptt響應0803萬人

凱道送仲丘」的事件發酵時。事後檢驗發現，這個合計有38,145則聲量

的議題，最終促發「白衫軍運動」。3 洪案輿情整體聲量的低點，是在8

月9日新任國防部長嚴明上任，並由地方檢察體系接手偵辦本案後，無

論主流媒體與社群網站洪案聲量均明顯降溫。

Granger因果分析

研究問題一

研究問題一主要探索洪案發生期間，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的跨

媒體議題設定效果。本研究運用Granger因果檢定，選擇網路聲量排行

前10名的洪案相關重要議題為架構，檢驗議題間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

間議題設定的態樣。在分析策略部分，研究者先進行單根檢定，以認

定時間序列在本研究中是否屬於有意義之變項，再進一步以共整合檢

定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最後才進行Granger因果分析。

I. 單根檢定與落後期數決定

在共整合檢定前，應對各變項先進行單根檢定（Johansen & Juselius, 

1990）。本研究在單根檢定上，採用ADF檢定來檢驗各變項是否為定

態，詳細單根檢定公式如前節所述，分別檢驗資料不含截距與時間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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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資料包含截距與資料含截距項目與時間趨勢三種。其中，∆代表一

階差分運算因子（1st delta），t為時間趨勢項，εt為誤差，q為所選定的

落後期數。透過上述過程，可以檢定「時間軸」在本研究中是否存在檢

定的意義。檢定結果詳列於表三，說明如下：

表三 ADF單根檢定表

型式 不含截距與時間趨勢 含截距項目 含截距與時間趨勢

變數 原始值 一階差分值∆ 原始值 一階差分值∆ 原始值 一階差分值∆

TM –1.76 –8.95* –3.04 –8.83*** –3.45 –8.54*

SM –1.32 –4.36*** –3.37 –6.99*** –3.02 –6.78**

註：***p < .01；**p < .01；*p < .05

由表三的ADF單根檢定觀之，各變數原始值不論在有或無確定趨

勢項下，無法拒絕有單根的虛無假設。而經一階差分分析後，所有變

數均呈現顯著水準，均拒絕單根的虛無假說。因此，可以認定方程式

中所使用的變數時間數列，均為有意義之檢測變項。

單根檢定後，研究者下一步是將整體時間序資料分成若干期數

（lags），以決定最佳模型配適度。研究者採用Akaike（1973）所提出的
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作為時間序列資料分類的標準。
Gelman及Rubin（1992）就認為通常AIC值愈小，就表示該模型是愈佳

的選擇。

AIC的計算方式分別表示如下：

AIC = Tln(SSE) + 2n

其中T為總樣本數，ln(SSE )為SSE（sum square of error；殘差平方

和），ln(T)為總樣本數，n為代估計參數總數。在實際AIC估算方面，
Quinn（1988）的研究認為Stata的varsoc指令可以有效指認期數的數 

量。研究者設定後發現，本研究時間序列資料中，落後期數均為3期  

（lag order = 3）。檢定結果∆SMt之Adjusted t = –5.50，p < .001；∆TMt之 

Adjusted t = –11.51，p < .001。其中SM各期聲量分別為9,987、10,112、
11,231；TM各期聲量分別為11,056、24,101、25,332。故本研究所蒐研

之時間序列資料，後續進行因果檢定時將分為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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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共整合檢定

上述的單根檢定中，已確定 I時間序列是具備檢驗價值的變數。接

下來將繼續進行以下的共整合分析。本研究採用 Johansen的多變量共

整合分析法（Johansen & Juselius, 1990），多變量共整合分析是由VAR

模型衍生而出，具備精準控制殘差的特性。再者，本研究於上節確定

最適落後期數後，研究者進一步採取軌跡（trace）檢定統計量，以決定

自變項與應變間是否存在共整合關係，由表四共整合向量數目統計表

可以看出，在p < .001顯著水準下，共整合向量數目為一組，代表變數

間存在共整合長期關係。可見在洪案發生期間，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

的報導之間，確實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係：

SMt = 3.16 + 0.6TMt

由此計算長期訊息向量的殘差，et–1 = SMt-1 – 3.16 – 0.6TMt–1

表四 共整合向量數目檢定表

特性根λ1 Qr 5 Percent Critical Value 1 Percent Critical Value 虛無假設H0

.27 16.19 11.19 15.11 r ≤ 0***

.15 2.50 1.26 2.45 r ≤ 1

註：Qr 表示為軌跡 (trace)統計量；表示在p < .00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H0

III. ECM Granger 因果檢驗結果

根據前述共整合檢定結果，實證方程式中自應變項間確實存在共

整合關係，故須以誤差修正ECM模型，再透過Granger因果檢驗來分

析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本研究藉由對變數落後項係數做聯合檢定，以

決定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基於有效檢定力與精簡模型的原則，由AIC

準則最小值所決定的迴歸式最適落後期數為三期，詳細之迴歸方程式

如下：

∆SMt = .07 + .06T + .24∆SMt-1 + .21∆SMt-2 + .09∆SMt-3

   – .1∆TMt-1 – .09∆TMt-2 – .05∆TMt-3 – .39et-1  （3a）

∆TMt = .06 – .05T – .15∆TMt-1 – .24∆TMt-2 – .19∆TMt-3 

   + .18∆SMt-1 – .17∆SMt-2 + .18∆SMt-3 – .27et-1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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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對落後變項之係數進行檢定，以決定變項間的因果關

係，若該解釋變數之所有落後項之檢定為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該解

釋變項非被解釋變項之自變項；反之則稱該解釋變項為被解釋變項之

因；若彼此都顯著時，自應變項間表示存在互為因果關係。聯合檢定

結果詳見表五。

表五 Granger因果關係結果統計表

ΔSM ΔTM

常數項 .07** .06*

時間趨勢項 .06* –.05*

（標準誤） （.12） （.02）

ΔSM .24*** .18**

（標準誤） （.18） （.14）

ΔSM .21*** –.17*

（標準誤） （.30） （.09）

ΔSM .09* .18*

（標準誤） （.11） （.03）

ΔTM –.1* –.15**

（標準誤） （.13） （.10）

ΔTM –.09* –.24***

（標準誤） （.06） （.11）

ΔTM –.05* –.19***

（標準誤） （.02） （.16）

et-1 –.39* –.27***

（標準誤） （.31） （.18）

Adj R^2 .67 .65

F 6.01 5.69

註：*p < .05；**p < .01；***p < .001

根據表五，本研究所蒐集洪案相關重要議題的資料中，根據AIC

檢驗之結果，約可以區分為三個時期。社群媒體會對主流媒體產生跨

媒體議題設定的因果關係（F = 6.01, R
2

= .67）；此外先經由傳統媒體報

導的洪案相關事件，也對社群媒體存有跨媒體議題設定的因果關係

（F = 5.69, R
2

= .65），在檢定中，p值均呈顯著狀態。研究問題一嘗試檢

定洪案發生期間，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間的議題設定效果，經由
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洪案的跨媒體議題設定呈現一種「相互設定」的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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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影響態樣。議題設定的模式並非單一方向的流動，而是屬於雙向

互相影響的「相互因果關係」模式。

研究問題二

研究問題二的目標是檢驗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之間，是否有預示

效果的存在。預示效果的具體操作，是先以「詞頻與逆向文件頻率」

（TF-IDF, 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模式，提取探勘內

容之語幹與框架。本研究以TF-IDF萃取的關鍵詞彙為基準，探索洪案

重要相關事件發生期間，那些媒體掌握影響其他媒體「如何說」的論述

權力，也就是跨媒體間的預示效果。

關鍵詞彙的萃取，若在英語情境下，其文字探勘是先將內容「語幹

化」（stemming），即移除單字的變化與時態，將字根進行還原，而後將

擷取出來的單詞（terms）進行過濾與篩選，萃取出文本的主軸與框架。

但是在中文情境下時，文字探勘則是需要進行斷詞與補充詞庫後進行

詞頻分析（Chan, Lee, & Woo, 2001）。同前所述，本研究接續使用結巴

（JIEBA）中文斷詞模組，進行包含發文、引用連結之文字、留言內容的

所有文本資料處理工作後，進行詞庫修正與增補，例如將「國防布」、

「娃娃兵」、「沒有畫面」等詞語加入。TF-IDF常被應用於尋找海量文字

資料的探勘，其中，TF（term frequency）指涉單一詞語出現在整體文本

中的次數；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則指涉單一字詞出現的文

章個數。將TF乘上 IDF後，即代表文本內的高詞彙頻率，再乘上該單

詞在文件總數中的低文章頻率，就可以產生權重值。權重值若愈高，

通常代表該詞彙在整體文本中愈重要（Frommholz & Roelleke, 2016）。

審視與洪案相關的事件中，TF-IDF分別萃取了猝死、操死；違

法；重懲；黑箱；推卸責任；高層、司令；法辦；解剖；沒真相；殺

機；抗議；共謀；聲押；慘無人道；黑箱、國防布；便宜；違法體

檢；沒有畫面、動手腳；沒有真相；羞辱等關鍵詞彙框架。

研究者進一步以線性迴歸分析檢定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社群媒

體對傳統媒體間的預示效果，同時，研究者亦呈現未標準化之迴歸係

數（B）；標準誤（SE B）；標準化回歸係數（β）；解釋量（R
2）與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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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量（Adj R
2）等重要資訊。檢驗結果如下表六：TF-IDF框架萃取結

果與預示效果之線性迴歸分析表。結果顯示，在本研究檢驗的相關事

件中，在研究者所萃取的詞彙框架中，傳統媒體對社群媒體間具有顯

著關係，F = 16.16, p < .001, Adj R
2

= .45；同時，社群媒體亦對傳統媒

體存在時間順序的預示效果，F = 78.51, p < .001, Adj R
2

= .51。

進一步檢驗其中的媒體預示效果，發現「退伍前三天禁閉猝死」議

題的「猝死、操死、違法」框架中，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相互產生預示

效果，其中，傳統媒體以東森新聞與蘋果日報為主，而社群媒體則以
Ptt軍旅版為主；「兩度求救，役男仍被操死，七士官遭調查」議題的「重

懲」議題框架中，亦呈現出雙向預示效果，其中，傳統媒體以蘋果日報

為主，社群媒體則是Ptt八卦版與臉書洪仲丘專頁，而「黑箱」的議題框

架中，則是Ptt八卦版、臉書洪仲丘專頁對傳統媒體產生預示效果。

再者，「國防部記者會，陸軍副司令道歉」議題的「推卸責任」框架

中，公民1985行動、臉書洪仲丘專頁、Ptt八卦版均對傳統媒體呈現預

示效果；「重懲陸軍司令等七將官」議題的「高層、司令、法辦」框架

中，則是呈現雙向預示效果，傳統媒體的部分是以蘋果日報為主，社

群媒體部分則是公民1985行動、Ptt八卦版、Ptt軍旅版最顯著；「國防

部長慰問洪家；遺體解剖」議題的「解剖」框架中，傳統媒體的蘋果日報

與社群媒體Ptt八卦版互為預示效果，「沒真相」框架則是以臉書公民
1985行動單向的對傳統媒體產生預示；「副旅長收押；公民串連上街；

講真話惹殺機？」議題的「殺機」框架是以社群媒體臉書洪仲丘專頁、
Ptt軍旅版為顯著，「抗議」框架則是呈現雙向預示效果，以傳統媒體的

東森新聞與臉書的公民1985行動為主要頻道；「陸軍記者會，司令道

歉；軍檢聲押」議題的「共謀」框架中，社群媒體的公民1985行動專頁

單向對傳統媒體呈現預示效果；「虐死影片曝光；洪案黑影像」的「慘無

人道」框架中，臉書公民1985行動呈現單向議題設定，「黑箱、國防布」

框架則是蘋果日報與Ptt八卦版、Mobile01討論區為預示效果來源；

「戒護士收押；飲料關說體檢程序加快」議題的「便宜行事」框架中，以

臉書公民1985行動為預示效果來源，「違法體檢」則是東森新聞與Ptt軍

旅版為相互產生預示效果之主要平台；「桃檢排除監視器人謀不贓」議

題的「沒有畫面、動手腳」框架中，蘋果日報與Ptt八卦版均產生顯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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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效果；「25萬人凱道討真相，聲援軍中冤案，修正軍審法」議題的「沒

有真相、羞辱」框架中也呈現相互議題的預示效果，以蘋果日報、公民
1985行動、Ptt八卦版、公民1985行動為主要頻道。

綜上所述，針對研究問題二，在洪案的相關事件中，傳統媒體與

社群媒體間，誰主導了說故事方式的預示效果。結果發現，傳統媒體

與社群媒體某種程度各自扮演了預示效果平台，其中傳統媒體以蘋果

日報、東森新聞為主；社群媒體方面，則是以臉書上的公民1985行

動、洪仲丘專頁，以及Ptt八卦版、Ptt軍旅版、Mobile01討論區為主要

預示效果影響平台。詳細檢驗結果請見表六：TF-IDF框架萃取結果與

預示效果分析表。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嘗試以大數據分析取徑，探究洪案發生時的主要事件，在

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以往國外的跨媒體議

題設定研究即發現，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之間，議題設定也是處在一

個 相 互 影 響 且 各 有 擅 場 的 情 況（Kaid, Ku, & Pfau, 2003; Lee, 

Lancendorfer, & Lee, 2005; Roberts, Wanta & Dzwo, 2002）；台灣也有類

似發現（吳筱玫，1996；張玉涵，1996；黃俞儒，2013）。但不論中

外，整體而言議題設定研究所檢驗的議題範圍仍較有限，且未曾檢視

諸如洪仲丘案這種大規模的社會事件。故本研究將驗證重點置於探究

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面對重大社會事件時，其議題設定與預示效

果的關聯性分別為何。

針對第一個研究問題，本研究從大數據中探究傳統媒體與社群媒

體間的跨媒體議題設定。經由Granger因果分析的單根檢定、共整合檢

定及因果檢定，本研究在顯著水準（p < .001）下發現，洪案發生的關鍵

期間（2013年7月5日至8月30日），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間，具有跨媒

體議題設定的雙向影響因果關係模式，換言之，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

之間存在相互性的（reciprocal）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

進言之，從洪案重要相關議題時間序列資料中可以看出，洪案發

生關鍵期間，傳統媒體雖然先一步揭露訊息，但該報導並未特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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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TF-IDF框架萃取結果與預示效果迴歸分析表

框架出現比例 跨媒體預示效果線性迴歸分析

議題
TD-IDF 

詞彙框架

傳統

媒體

社群

媒體

傳統媒體→社群媒體
主要媒體

社群媒體→傳統媒體
主要媒體

B SE B β B SE B β

退伍前三天禁閉猝死
猝死、
操死

45% 58% .36* .22 .31* 東森新聞 .38* .39 .41* Ptt軍旅

違法 92% 97% .56* .31 .59* 蘋果日報 .74** .52 .81*** Ptt軍旅

兩度求救，役男仍被
操死，七士官遭調查

重懲 92% 90% .56** .42 .60** 蘋果日報 .52* .41 .50*
Ptt八卦、
FB洪仲丘專頁

黑箱 42% 79% .22 .20 .25 ns .49* .57 .47*
Ptt八卦、
FB洪仲丘專頁

國防部記者會，陸軍
副司令道歉

推卸責任 54% 95% .31 .19 .16 ns .78** .63 .77**
公民1985行動、
FB洪仲丘專頁

重懲陸軍司令等七
將官

高層、
司令

90% 96% .58** .46 .52*** 蘋果日報 .69* .58 .72**
Ptt八卦、
Ptt軍旅

法辦 92% 93% .55*** .50 .68*** 蘋果日報 .56** .50 .65***
公民1985行動、
Ptt八卦

國防部長慰問洪家；
遺體解剖

解剖 97% 97% .69** .78 .77*** 蘋果日報 .78** .62 .75** Ptt八卦

沒真相 68% 89% .29 .28 .31 ns .69* .63 .61* FB公民1985行動

副旅長收押公民串連
上街；講真話惹殺機

殺機 36% 75% .18 .11 .26 ns .54* .58 .50*
FB洪仲丘專頁、
Ptt軍旅

抗議 84% 80% .51* .50 .61* 東森新聞 .58* .49 .53* 公民1985行動

陸軍記者會，司令道
歉；軍檢聲押幹部

共謀 61% 74% .33 .24 .30 ns .50* .46 .49* 公民1985行動

虐死影片曝光；洪案
黑影像

慘無人道 46% 68% .29 .23 .32 ns .45* .39 .51* 公民1985行動

黑箱、
國防布

57% 92% .41* .35 .42* 蘋果日報 .71** .58 .73***
Ptt八卦、
Mobile01

戒護士收押；飲料關
說體檢程序加快

便宜行事 47% 62% .35 .25 .30 ns .42* .40 .38* 公民1985行動

違法體檢 93% 95% .69*** .51 .72*** 東森新聞 .73* .58 .70** Ptt軍旅

桃檢排除監視器人謀
不臧

沒畫面、
動手腳

91% 86% .75*** .63 .75*** 蘋果日報 .65** .58 .62* Ptt八卦

25萬人凱道討真相，
聲援冤案修正軍審法

沒有真相 82% 80% .67* .54 .66* 東森新聞 .68* .57 .61*
公民1985行動、
Ptt八卦

羞辱 83% 74% .53* .46 .59* 蘋果日報 .48* .35 .46*
Ptt八卦、
公民1985行動

R
2

.48 .59

Adj R
2

.45 .51

F 16.16*** 78.51***

df （4,67） （6,152）

註：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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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TF-IDF框架萃取結果與預示效果迴歸分析表

框架出現比例 跨媒體預示效果線性迴歸分析

議題
TD-IDF 

詞彙框架

傳統

媒體

社群

媒體

傳統媒體→社群媒體
主要媒體

社群媒體→傳統媒體
主要媒體

B SE B β B SE B β

退伍前三天禁閉猝死
猝死、
操死

45% 58% .36* .22 .31* 東森新聞 .38* .39 .41* Ptt軍旅

違法 92% 97% .56* .31 .59* 蘋果日報 .74** .52 .81*** Ptt軍旅

兩度求救，役男仍被
操死，七士官遭調查

重懲 92% 90% .56** .42 .60** 蘋果日報 .52* .41 .50*
Ptt八卦、
FB洪仲丘專頁

黑箱 42% 79% .22 .20 .25 ns .49* .57 .47*
Ptt八卦、
FB洪仲丘專頁

國防部記者會，陸軍
副司令道歉

推卸責任 54% 95% .31 .19 .16 ns .78** .63 .77**
公民1985行動、
FB洪仲丘專頁

重懲陸軍司令等七
將官

高層、
司令

90% 96% .58** .46 .52*** 蘋果日報 .69* .58 .72**
Ptt八卦、
Ptt軍旅

法辦 92% 93% .55*** .50 .68*** 蘋果日報 .56** .50 .65***
公民1985行動、
Ptt八卦

國防部長慰問洪家；
遺體解剖

解剖 97% 97% .69** .78 .77*** 蘋果日報 .78** .62 .75** Ptt八卦

沒真相 68% 89% .29 .28 .31 ns .69* .63 .61* FB公民1985行動

副旅長收押公民串連
上街；講真話惹殺機

殺機 36% 75% .18 .11 .26 ns .54* .58 .50*
FB洪仲丘專頁、
Ptt軍旅

抗議 84% 80% .51* .50 .61* 東森新聞 .58* .49 .53* 公民1985行動

陸軍記者會，司令道
歉；軍檢聲押幹部

共謀 61% 74% .33 .24 .30 ns .50* .46 .49* 公民1985行動

虐死影片曝光；洪案
黑影像

慘無人道 46% 68% .29 .23 .32 ns .45* .39 .51* 公民1985行動

黑箱、
國防布

57% 92% .41* .35 .42* 蘋果日報 .71** .58 .73***
Ptt八卦、
Mobile01

戒護士收押；飲料關
說體檢程序加快

便宜行事 47% 62% .35 .25 .30 ns .42* .40 .38* 公民1985行動

違法體檢 93% 95% .69*** .51 .72*** 東森新聞 .73* .58 .70** Ptt軍旅

桃檢排除監視器人謀
不臧

沒畫面、
動手腳

91% 86% .75*** .63 .75*** 蘋果日報 .65** .58 .62* Ptt八卦

25萬人凱道討真相，
聲援冤案修正軍審法

沒有真相 82% 80% .67* .54 .66* 東森新聞 .68* .57 .61*
公民1985行動、
Ptt八卦

羞辱 83% 74% .53* .46 .59* 蘋果日報 .48* .35 .46*
Ptt八卦、
公民1985行動

R
2

.48 .59

Adj R
2

.45 .51

F 16.16*** 78.51***

df （4,67） （6,152）

註：p* < .05；**p < .01；***p < .001

公眾重視，整體討論聲量不高。直到社群媒體在次日開始跟進傳統媒

體議題討論後，第三日開始，討論聲量才有明顯增加，也使得該議題

在第一週結束前，出現大量回應和討論次數，議題因此迅速延燒。第

二週開始，從網路聲量曲線顯示，傳統與社群媒體對於洪案的報導跟

討論均居高不下，洪案重要相關事件接連出現，包括「國防部慰問家

屬」、「召開道歉記者會」、「重懲陸軍司令等官員」、「副旅長與戒護士

收押」、「監視器疑似人謀」，持續吸引公眾關注度。第三週開始，議題

討論聲量持續高檔，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洪案中屬於易引起群眾共鳴

的議題，在社群媒體上的聲量數常增長迅速，舉例來說，7月20日「三

萬人包圍國防部」、7月31日「軍檢公布偵結起訴書」及「桃檢排除監視

器人謀不臧」、8月3日「旌忠狀爭議」及「二十五萬人上凱道」等事件，

均是存有爭議且易動員群眾的議題，並且，與本研究資料蒐集整體聲

量最高的議題態樣有高度重疊。

從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互為因果的檢驗結果觀察，本研究的發現

呼應了Neuman等（2014）的研究。Neuman等人認為，社群媒體與傳統

媒體間在政府財政、能源、政黨惡鬥、槍枝問題、中東外交、同性戀

等社會大眾普遍較為關注且發酵時序時間較長的議題中，較容易產生

互為因果的議題設定關係。洪案重要議題發生期間，除引起超過20萬

人參與的白衫軍運動，使軍事審判體系移出國防部，也有超過12,000

個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粉絲專頁關注，並有超過45萬筆相關報導留言

回應，對當時台灣社會而言，無疑是重要且多數民眾關注的議題。

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本研究進一步釐清，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

間的雙向議題設定下，其預示效果如何產生。本研究藉由「詞頻與逆向

文件頻率」（TF-IDF），找出重要議題的詞彙主軸與論述框架。換言之，

研究者經由計算TF-IDF的過程，在數據資料中萃取「關鍵詞彙」，以探

索媒體在洪案中「如何說」的論述情形，並檢驗對其他媒體的預示效

果。首先，從前十名的網路聲量最大的洪案重要事件中，萃取重要語

幹分析後，發現在傳統媒體方面，以東森新聞與《蘋果日報》兩者對社

群媒體的預示效果最為顯著。此外，經過過濾比對後，以「東森電視、

關鍵報告、關鍵51區、陰森電視、寶傑」等關鍵詞進行進一步文字探勘

發現，在本研究所蒐研的45萬餘則聲量中，亦有超過12,350則主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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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回文與上述關鍵詞相關。可見其論述方向被廣泛引用於社群媒體

中。再者，從預示效果的內容觀之，傳統媒體對社群媒體產生預示效

果的TF-IDF詞彙，都具備著框架辭彙出現比例超過90%的特徵。例如

「違法」、「重懲」等關鍵詞彙使用機率都達92%。這樣的結果也印證議

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的重要關鍵要素，即是「媒體的報導量」。包含
Mathes及Pfetsch（1991）與Dearing及Rogers（1996）的研究都認為，當

媒體報導的愈多，愈有機會讓社會大眾覺得該議題中愈重要，同時，

對於該如何思考該特定議題也愈具影響力。

從社群媒體對傳統媒體的預示效果影響檢驗結果觀之，以Ptt軍旅

版、八卦版、臉書洪仲丘個人專頁、公民1985行動聯盟為主要平台。這

樣的預示效果脈絡跟洪仲丘家人尋求外界協助的做法具有密切關聯性，

洪仲丘的舅舅接受網路媒體平台「第13屆給鄉民問嗎？」時表示：「我當

初只有臉書，仲丘的同學同袍，我也沒認識幾個，所以我就去到仲丘臉

書上的所有朋友，對每個人的臉書都貼一段寫著：『我是仲丘的舅舅，仲

丘死了，我要真相，0922……』」（胡世和，2014年 12 月 6 日，1:11:12）。

從此可知，一開始洪家人是透過洪仲丘本人的臉書專頁尋求協助。

隨後洪舅的臉書資訊被轉貼到Ptt，進一步引起主流媒體跟進報

導，洪舅又再回到臉書發揮影響力，並由鄉民組織公民1985行動聯盟

帶頭，催生白衫軍運動。詳言之，洪舅認為「Ptt引爆了兩件事情，7月
4日下午，中天《新聞龍捲風》的製作人打電話給我，就是打我留在Ptt

裡面的電話，他說這個案子很多鄉民在討論，是不是找我去上節目。

第二件事情是，我想1985在7月20日上午，在國防部號召20萬人上街

頭，還有那一天的追思晚會，他的起源也是看到我在Ptt的貼文，我在

找真相，我用一個『阿兵哥被軍方整死了』貼文，所以才把這1985整個

力量組織起來」（胡世和，2014年 12 月 6 日，1:11:12）。

從上述洪案中網路論述的流動，可以印證本研究結果，洪案的跨

媒體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是先由洪仲丘的粉絲專頁與Ptt軍旅版與八

卦版開始，然後對傳統媒體產生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之後經由傳統

媒體的跟進與大幅報導後，又轉向社群媒體，並催生公民1985行動聯

盟，最後在主流媒體與社群媒體共同號召下，產生對我國社會影響顯

著的白衫軍公民運動。跨媒體間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脈絡清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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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在社群媒體的預示效果關鍵詞彙方面，除「重懲」外，幾乎涵蓋了

所有的TF-IDF結果中比重最高的辭彙，包含「黑箱」、「推卸責任」、「沒

真相」、「殺機」、「共謀」、「便宜行事」、「猝死」、「違法」、「高層司

令」、「法辦」、「解剖」、「抗議」、「國防布」、「違法體檢」、「沒有畫

面」、「沒真相」、「羞辱」等。就數量上，明顯多於傳統媒體的預示效果

辭彙，在影響層面的廣度上，在洪案中社群媒體也多於傳統媒體。過

去的研究中，未有相關研究是採取大數據分析取徑，並據以檢驗軍事

管教失當相關的跨媒體議題設定因果關係，本研究使跨媒體議題設定

的理論解釋範圍有了新的探索層面。

在分眾社會中，社群媒體在輿論市場的地位愈來愈重要，迫使傳

統媒體也必須注意大眾使用網路媒介的習慣，傳統媒體紛紛加入網路

新聞的戰場，尋求轉型新路徑，俾以更符合媒介生態的實際需求，避

免在引導議題功能上，淪為邊緣化角色。本研究可以推論，社群媒體

的聲量趨勢是社會運動或爭議事件的觀察指標，人們遇到重大事件時

的第一反應，經常是利用隨手可得的媒介，透過人際網絡傳聲，或隱

身在螢幕後以網路媒介對外傳達自己的反應。本研究嘗試以洪案作為

標的，以大數據的時間序列分析特性，重新檢視媒體間的議題設定與

預示效果。在方法運用邏輯上，可以提供相類似社會議題在進行觀察

時，一個較為長期的研究取徑參考。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嘗試從網路文本蒐集洪案相關資料，因

所得資料龐雜且難以結構化，故本研究借助統計分析技術加以分類、

斷詞，並嘗試計算詞彙間的關聯性與比重。在斷詞方面，雖然所運用

的 jeibaR在中文斷詞的效果上具備一定的公信力，且本研究以新增詞彙

庫的方式以求精進斷詞之信度，但仍無法避免有詞彙庫未收錄的可能

性，建議未來研究可運用人工重複抽樣檢覈的方式，檢查斷詞結果。

再者，本研究以TF-IDF的方式計算洪案重要事件的主要特徵詞彙，此

方法的優點是便於計算，然而卻也存有關鍵詞彙出現次數不足以至於

被排除在檢核系統外的風險，後續研究可以透過機器學習的模式，從

計算K nearest neighbors mean方式，以關鍵議題的標題作為核心，經由

計算最鄰近值的概念萃取議題中的論述特徵值，以擴展大數據研究取

徑在媒體社會議題中的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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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重要研究限制是有關於線上意見領袖的影響層面評估。過

往相關研究多指出，相較於一般民眾，網路上的意見領袖無論在引導

討論方向，甚至是動員群眾都比較有影響力（Li & Du, 2011; Watts & 

Dodds, 2007）。然本研究聚焦於議題設定效果，並將研究態樣關注於媒

體平台間。故並未針對個別具有影響力的網路意見領袖之言論進行影

響力的檢驗。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將網路意見領袖抽離，進一步檢驗其

影響範圍與層面。

本研究有別於Neuman等（2014）的研究廣泛檢驗不同題材在不同媒

體間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研究，而是改以選擇重要社會事件的單一

個案式的研究目標，期望能改進渠等的研究範圍太廣泛而難以聚焦的

根本問題，並得出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間互為因果的結論。然而在解

釋的範圍上並不能武斷推估，軍事相關題材的議題都具備相同的議題

設定脈絡。未來研究可蒐集同一類軍事議題但不同個案的策略，比較

其間的差異。此來或許能解決單一個案過於狹窄，以及多元題材難以

聚焦的兩難缺憾。

註釋

1 2013年7月3日，洪仲丘在部隊擔任義務役士官，卻在退伍前三天傳出死
訊，這宗部隊不當管教的案件，經過網路討論與媒體報導後，迅速延燒成
為一個撼動台灣的重要社會事件。儘管國防部在7月15日公布行政調查報
告，但調查期間媒體已陸續用「役男禁閉暴斃，被長官操死」、「禁閉生還
原目睹真相：蓄意謀殺」、「深喉嚨連環爆：政戰主任指示銷毀影帶」、「軍
檢包裝案情？」等新聞標題，在調查定讞前告訴人民「該想什麼」以及「如
何想」。由於媒體的連續報導，以及社群媒體的串連討論，讓國防部例行
性新聞處理程序難以澄清，輿情更持續質疑部隊不當管教，軍方湮滅證
據，且出現不信任軍法能公平審判及涉案幹部私德欠佳等批評，爾後更造
成軍審法回歸司法、25萬人街頭抗議，及3萬人包圍國防部等結果（鐘玟
晴，2014）。

2 Granger因果分析只能檢驗是否領先，這裡的領先只表示時間上的因果關
係（Gujarat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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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值得一提的是，直接催生白衫軍運動的公民1985行動聯盟，在當時號召
參與社會運動民眾身著白衫，象徵要求國防部要讓洪案真相大白，這場社
會運動直接造成了在我國行之有年的軍事司法體系移出軍事檢察系統外，
並促使國防部長辭職為本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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