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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傳統媒體扮演著訊息守門人的角色，對於訊息提供者的資料能加以審核，撇除刻意製作
的抹黑假新聞外，媒體多少有過濾假訊息的功能，雖有限，但至少提高了抹黑爆料的執行門檻。

但由於現今網路的普及，加上假帳號、IP
跳板等工具的活躍，使抹黑爆料的難度大幅下降，配合現今傳統媒體生態，從過去強調獨家新聞
，轉為如今強調即時新聞，記者透過網路獲取新聞來源的比例大幅增加，再再強化了網路抹黑爆
料可產生的效果。

更因為馬王政爭以後，通訊監察法第11-1條修改:
「偵查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事實足認通信紀錄及通信使用者資料於本案之偵查有
必要性及關連性時，除有急迫情形不及事先聲請者外，應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調取票。」也
就是此法修訂後，本刑三年以下的犯罪，警方不能調閱通聯紀錄，本刑三年以下之徒刑，包括常
見的煽惑犯罪、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妨礙公務等。是故，又強化了網路爆料抹黑的方便性。

一個有經驗，熟悉各類網路工具的操作者，能夠在層層保護之下，進行各種爆料、抹黑、帶風向
等操作，影響傳統媒體的報導與社會的輿論方向。網路雖依然有其侷限之處，但影響力仍不容小
覷。

本文將從生產、擴散方式，談到目前網路輿論戰的困境與機會。

1、新媒體時代的訊息擴散模式

如前述，現今的新聞媒體，
非常強調即時新聞，記者所要追求的重要KPI
之一，是新聞的「點擊率」。理想而言，一篇深入研究、剖析的獨家新聞，理應要得到更多的關
注與認同，但事實上，除了少數成功的例子外，多數認真採訪的新聞，往往被淹沒在新媒體時代
海量的訊息之下，更糟的是，由於新媒體轉載容易、發佈方便，獨家新聞一出，往往幾個小時內
就被別家抄去，甚至時常連來源都不標示。對於記者而言，花大量時間精力生出的獨家，有時點
閱率竟比不上即時或跟風抄來的新聞，以成本效益考量，多數人最終會選擇怎麼做新聞，答案已
經不言而喻了。是故，密切關注PTT
與臉書，成了現今多數記者的寫新聞的
手段之一，也因為PTT
上的文章時常被記者拿去做新聞，所以PTT成了各路人馬放爆料、帶風向的重要平台。

常見的擴散模式有：從PTT
放出第一手消息，若成功
讓文章被大量討論、回覆，便會吸引更多鄉民（PTT
網友的俗稱）關注，如果消息有新聞價值，就容易被記者轉載，常見的鄉民用語：「記者快來抄
！」，便是這種模式的體現。被記者轉載後，通常第一時間是發佈在網路媒體，配合各媒體的臉
書粉絲頁播送，在進入臉書後，由於臉書的使
用者比PTT
更多，且轉載文章更
為方便，因此，只要議題本身話題性夠，
成功讓記者將PTT的內容寫成新聞後，訊息擴散的力道將倍數成長。

另一種情形，則是文章還沒被記者寫成新聞時，就因為話題性夠，有人轉載到臉書後被大量分享
，甚至各類粉絲團、網路紅人也加入討論，這類型的文章，傳播效果不會亞於先被記者寫成新聞

 1 / 4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科技經濟

發佈：2017-03-30, 週四 10:00
點擊數：13909

，甚至會因為文章內容寫得夠吸引人（無論是爆料還是專業分析），比記者節錄轉載後的新聞體
裁文字更有可看性，因而傳播效果更深更廣。這類文章若無特殊原因（如法律問題、或擔心得罪
他人）讓記者不敢抄，通常最終也會登上傳統媒體。

在臉書上廣泛被討論後，通常有機會再進
一步被轉貼到Line群組裡，比起臉書，Line
的封閉性更高，但是訊息的傳遞更深更廣，尤其是能傳遞給部分接收網路資訊能力較為薄弱、或
是沒有使用臉書的人。這類的使用者一般以年紀較長的人為主，當訊息能打入年長者群，效果將
再次強化，因為Line
的封閉性，使得訊息無法在第一時間被驗證、澄清，加上年長使用者普遍辨別假資訊的能力不若
年輕人，導致訊息能夠不斷的在Line
當
中傳
遞，甚至
有些已經被證實為假的資訊，或是早已事過境遷的事件，都很常見在長輩們的Line群組中流傳。

若將前述的訊息擴散模式歸納起來，其中一
種就是從PTT延燒到臉書，再從臉書延燒到Line
，若訊息本身是惡意的爆料抹
黑，假如無法在第一時間就澄清，在PTT
戰場上就解決問題，通常延燒到最後，跑進了Line群組，問題就一發不可收拾。

此外，其他的擴散模式，有的是直接用製造
訊息，從Line
當中傳播，這類的訊息通常用字會較為平易近人、聳動，讓資訊判讀能力較為薄弱者一看就懂，
且易被煽動轉發，這種擴散
模式，除非能密集且有效的掌握各類大小Line
群組，並且佐以正確且易讀的圖
文澄清，否則不容易防範。除了Line
以外，也有從臉書直接散播訊息的例子
，部分處理方式跟Line
接近，都是針對資訊判讀能力較為薄弱者，將訊息包裝得簡單又悚動，促使他們轉發，或是直接
進入或建立臉書社團散佈訊息，也是相對有效的方式。

在臉書部分，又有一種較為有趣的散播訊息手法，是透過內容農場網站，將文章體裁包裝得有如
新聞或是新知分享，再配合較聳動的標題，加強一般人的點擊、轉發機會，並且透過各類粉絲團
廣為傳遞。傳統的網路內容農場，登載的多是網路生活新知或是謠言，不然就是影視八卦、俗套
勵志故事等，如〈你不可不知道的小黃瓜與香蕉神奇功效〉、〈謝霆鋒在喪禮上的一席話，讓死
者驚訝到無言以對...〉、〈女明星整形失敗13億人被嚇死了！〉等。

但近期，像是http://www.cocomy.net或是
http://www.gyfunnews.com
等諸多內容農場網站，除了刊載前述的文章外，較特別的，是多了政治類的文章，且方向幾乎限
於兩種：吹捧藍營與攻擊綠營，少數則是中國或海外的政治新聞。文章舉例而言，像是：〈蔡英
文真實身份曝光！終於嚐到被出賣滋味〉、〈高志鵬：我長得像周子瑜〉、〈企業界人士不留情
面的批評：蔡政府只會喊口號、講空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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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內容農場網站的文章被生產出後，通常是透過反綠的臉書粉絲頁或是社團散佈，粉絲頁像是
《反民進黨粉絲團》、《反蔡英文聯盟》、《大中華遠見俱樂部》等，社團像是：《藍婉君網軍
聯誼會》、《爆吱戰堂》、《2017罷免蔡英文聯盟》等，族繁不及備載。

更有趣的是，這類內容農場網站，通常會加上但書：「免責聲明：本網站是以實時上傳文章的方
式運作，本站對所有文章的真實性、完整性及立場等，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而一切文章內容只代
表發文者個人意見，並非本網站之立場，用戶不應信賴內容，並應自行判斷內容之真實性。發文
者擁有在本站張貼的文章。由於本站是受到『實時發表』運作方式所規限，故不能完全監查所有
即時文章，若讀者發現有留言出現問題，請聯絡我們。本站有權刪除任何內容及拒絕任何人士發
文，同時亦有不刪除文章的權力。切勿撰寫粗言穢語、毀謗、渲染色情暴力或人身攻擊的言論，
敬請自律。本網站保留一切法律權利。」言下之意，即是不合站方立場的文章，無法在上頭刊登
。

這些網站的操作者是誰呢？筆者根據內文的用語、特定的政治立場、不時出現的簡體字，或是部
份文章中，「
里」被打成「裡」，「乾」
被打成「幹」等情形，這種情形只有在用word
將簡體文章轉成繁體，且發文者不具備判別這類字的能力時會發生，因此合理推測，操作者有相
當高的機率來自中國。

而這樣的訊息散播方式有沒有效果呢？有的，但並不如同想像中的嚴重。因為這類的網站、文章
與散播方式，幾乎只能在藍色族群的同溫層中交互傳遞，較不容易擴散到同溫層以外的圈子。所
以，實際上，雖然文章看似很多人轉載，但轉載者與其圈子原本就已經有確定的立場，這些文章
最終就只是讓原本就支持藍營的族群，再次強化他們的既定立場罷了，對他們以外的族群，影響
相當有限。頂多是散布者的臉書好友，看了文章受到影響，但因為通常深藍族群的臉書好友，多
以深藍為主，所以訊息要跨出同溫層，也不是這麼容易。唯一要注意的，是這類內容農場網站，
也會利用一些中性的粉絲頁來散播，如〈港美劇天天看〉等，這類的粉絲頁，是透過分享免費的
電視劇、電影來吸引群眾，再在動態中貼出前述內容農場的文章，這種做法，有一定的機會吸引
到一般人點進內容農場閱讀，不過，以網路使用者的使用習慣而言，要點進內容農場後，會再點
擊政治類文章的比率並不高，所以整體而言，影響力相當有限。

2、現今網路輿論戰的困境與機會

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人們看臉書比看電視時間還多的今天，「新媒體」儼然成為火熱的話題
，眾家無不投入大量的心力與資源，希望能利用新媒體，強化自身的影響力。但以筆者的經驗而
言，新媒體的經營，現況下仍碰到一些結構性的問題。首先，撇除部分年輕的新媒體經營者，大
部分在新媒體投入資源的人，多是在傳統媒體時代出生、成長，對於新媒體的生態、語言，都相
當陌生，因此若團隊中缺乏相關人才，往往在對議題的判讀與處理上，容易出現偏誤，且面對文
章前述的抹黑、爆料攻擊，一籌莫展。常見到的例子是，出資者由於不熟悉新媒體生態，卻執意
要求團隊用出資者自己的觀念與語言來進行論述，甚至進行危機處理。往往因為語言調性的偏誤
，導致發出去的東西沒什麼人看，更糟的是情況是，因為方向判讀錯誤，導致危機處理時，反而
火上加油。

另外一些較為嚴重的例子，是聽聞某些政治人物，由於不熟悉新媒體而委託外部團隊經營，但運
氣不好，遇到較為取巧的經營者，政治人物花了數百萬，但委外的經營者看政治人物不懂新媒體
，只知道看帳面上的數字，因此用了最便宜但負面效果最大的方式：臉書殭屍，來幫政治人物灌
水，導致最後政治人物的宣傳效果非常差，後來還是因為文章的轉換率低得不合理，才被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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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也因為出資者不熟悉新媒體的生態，所以在面對前述網路抹黑攻擊時，常不知如何反擊，
或是高估了事情的嚴重性。像有些負面攻擊，根本出不了敵方同溫層，或是攻擊手法極為拙劣，
不但無法得點，還有負面效果，面對這類攻擊，著實不用太過擔心，或是急著大動作回應，但往
往因為出資者的過度擔憂，且團隊中又無人能分析戰局，導致徒增不少徒勞。

以上這些現象，都是傳統出資者在面對新媒體戰場時，容易遇到的困境，但同時，也是機會。當
多數人還被新媒體的生態搞得一塌糊塗，不知道如何處理應對時，若能建立可信任的新媒體團隊
，甚至讓舊有團隊擁有新媒體作戰能力，將有機會以小博大，在混亂的戰局中佔有更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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