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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日止，「新頭殼」成立將滿4年。
這4年來的經營和發展，至少證明了一件

事，即小媒體在網路世界若能建立新聞專業的口

碑，也可以發揮主導議題的影響力；尤其在結合

了公民運動之後，獨立而專業的新聞網站，很有

機會成為大眾信賴的新興媒體。

新頭殼的成立
「新頭殼」是由蘇正平、胡元輝、莊豐嘉等

媒體人所共同創設，在兼顧現實的情況下，也邀

來在自立晚報和公共電視都有優異業務表現的余

懷英加入。事實上，不僅於此，我們的股東裡

頭，都不是什麼大財團，而是律師、醫師和中小

企業主這些中產階級知識菁英，因為認同新頭殼

的理念，以小額募股的方式挹注這個網站的活

水。

也就是說，一開始我們對新頭殼的設定，就

是能自給自足的獨立媒體。由於透過新聞參與公

共事件，因此將公司名稱定性為社會企業，也就

是先驅媒體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從傳統媒體的經驗跳入網路世界，在一開始

並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新頭殼居然能夠殺出一條

路來，其實是幾經摸索，經歷挫折和調整之後，

才有今天。而未來還有更大的變化等著我們。這

篇文章主要是分享我們幾個失敗的例子，以及相

對看得到成效的經驗，供大家參考。

新頭殼的特色 
相較於其他獨立媒體，例如苦勞網、上下游

市集新聞網等，新頭殼的新聞分類比較接近主流

媒體的所謂綜合新聞，內容從國際、政治到生

活、娛樂、藝文等都有。不過，我們一開始就設

定環保、媒體和中國這3個分類，相對於主流媒
體，稱得上是比較特別的設置。

所謂環保新聞，與其說是環境議題，倒不如

說是社會正義和土地正義的問題。從大埔徵地事

件、反國光石化事件、士林王家遭拆以至目前如

火如荼的反核公投，新頭殼無役不與，雖非最早

倡議者，卻也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可以說，新

頭殼成立這3年多來，也是公民運動最蓬勃發展的
3年。
而媒體新聞方面，從旺旺集團併購中時報系

之後，新頭殼便緊追不捨，幾則重要獨家有「A
咖C咖說觸怒中共高層，中時總編輯換人」、
「福建置入中時，陸官員：發票來了錢就匯過

去」以及「旺旺併中嘉案，藍委兩次施壓NCC」
等，都適時凸顯了媒體壟斷以及中國介入臺灣媒

體的嚴重性。除此之外，對於壹傳媒發明的動新

文‧圖／莊豐嘉

「新頭殼」的
新聞方針和營運模式

創立新頭殼的媒體人（由左自右）：胡元輝、蘇正平、莊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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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事件，新頭殼也和公民團體合作，積極揭露其

違反新聞真實原則的本質。可以說，新頭殼透過

網路新聞，同時也扮演監督媒體的重要角色。

新頭殼是個小小的網路媒體，但希望有朝一

日可以成為華人世界的重要網路新聞平台。對於

中國的維權議題和政治新聞，自然也必須特別重

視。事實上，華人新聞的概念，在今年5月馬來西
亞的大選中已獲得相對印證。新頭殼在投票當天

大量報導，流量衝高，顯示臺灣人對於東南亞鄰

居，其實也感興趣。

除了上述3個新聞取向，對於主流媒體經常忽
略的國際新聞，新頭殼也有兩名特約編譯，每天

供應全球重要的國際時事報導，即使流量不高，

但也構成我們的特色之一。

新頭殼的政治新聞所占份量相當重，明年七

合一選舉，會是重點議題，因此對於地方新聞的

布局，也在考量之中。希望能夠建構一地方新聞

網絡，更貼近在地人的心聲。

公民參與的成與敗
新頭殼網站一開始的定位是專業與公民互

動。亦即雖然提供專業新聞，但期待能夠做到

Web3.0的境界。所謂Web3.0，不只有互動，甚至
能讓網友參與網站的運作，做自己想要的內容。

基於上述想法，新頭殼一開始有幾個設計，

包括公民記者、線上辯論和開放編輯室等。公民

新聞到目前為止並不很成功，主因在於人才的培

訓和累積需要時間，因為資源有限，尚只能任其

自然生長。

至於線上辯論，原先希望正反雙方提供文

章，讓網友投票。但要顧及時效性及正方平衡，

並不容易，所以曾經停擺。後來微調改由編輯蒐

集正反論述，每周推出一主題，目前反應相當熱

烈，頗受好評。

比較令人扼腕的是開放編輯室，當初意在於

將編輯部的採訪會議以網路直播的方式，讓網友

社大全國促進會在新頭殼的節目，談反旺中併購案。

中國媒體來取經。

關注社會議題是新頭殼的使命，圖為報導士林王家被強拆事件。



莊豐嘉小檔案
臺大政治學公共事務在職專班研究所第六屆。曾任第10屆臺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中

央社副總編輯兼國內中心主任、中央通訊社副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新新聞周刊記

者、自由時報黨政及國會記者，現任新頭殼新聞資訊平台∕總製作。從事媒體工作超過

20年，適逢媒體工業革命，從傳統產業走到網路世代，見證公民力量的崛起，和網路新

聞的威力。希望能夠在這大時代中，共同催生公民大媒體的重要平台，讓公民力量更為

茁壯，引領輿論，帶動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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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乃至提供線索，讓編輯部的新聞方針可容

納更多的公民想法。然而這樣的嘗試並不成功。

主因大致有三，一是時事議題繁雜，若意見不夠

成熟，反而造成誤導；二是新鮮感消失，登錄有

門檻，參與者少；三是記者為準備開放編輯室的

內容，壓縮採訪時間，對於一個以提供即時新聞

為目標的新聞網站，這是很大的損失。因此後來

改為邀請來賓訪問，近來又改為星期話題，鎖定

當周熱門議題直播。

NGO自製幸福報報
在上述三項運作之外，新頭殼很快創造另一

個web3.0的模式，也就是「幸福報報」節目單元
的出現。「幸福報報」是臺灣媒體有史以來，唯

一願意無償提供NGO公民團體自製節目所需場
地、設備和新聞操作的一個平台。這個節目單元

進行到今年6月底，長達3年半。讓公民團體學習
自製節目，同時也充實新頭殼本身內容。可說是

互惠互利。

參與過「幸福報報」的公民團體，包括社區

大學全國促進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主婦聯

盟、荒野協會、南洋姐妹會、原住民部落、動物

保護等超過40個以上團體。他們的節目透過新頭
殼，發布到雅虎、MSN其他5個重要入口網站，
強化節目的露出和被閱覽的機率。為製作品質考

量，這項嘗試將在6月底暫告一段落。

經營的機會與挑戰
新頭殼不接受任何置入性行銷。然而畢竟是

一個企業，還是要維持生計。因此成立之初即設

有廣告業務部門。然而，網路大者恆大，廣告會

集中在少數入口平台。幸運的是，去年起，從

MSN開始到雅虎等入口網站，表明願意出錢購
買新頭殼新聞。雖不多，但畢竟是一個穩定的財

源。

新頭殼也曾構思向政府提案或舉辦活動，但

囿於人力，以及公家標案多被公關集團把持等原

因，成效不彰。而且我們也極力避免因此讓新聞

處理受政府干預或影響。

相較於傳統媒體，網路媒體的門檻實在低，

新頭殼主要的開支都集中在人事，省去諸多印

刷、上架及發行費。不過要維持一個網站，仍然

需要數千萬資金。中國時報在轉手給旺旺集團之

前，每月平均虧損約一億元，若這一億元用來做

網路媒體，綽綽有餘，保證能做出品質相當精良

的新聞網站，讓有理想的新聞人一展長才，平衡

主流媒體墮落亂象。

為此，新頭殼以共好會員的方式，以匯集眾

人之力，讓更多公民為自己發聲。（本專欄策畫

／新聞所林麗雲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