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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浪潮中如何尋找年輕受眾

  在未發明電視時，廣播是主要媒體。六、七十年代是
電視發展的黃金時期，那時候，電視是飯桌上的一員、電
視連續劇是閒話家常的主角、香港小姐選舉直播可以令鬧
市變得突然冷清。九十年代至今是電腦和互聯網的世界，
它以光一般的速度入侵了我們的生活。時代更替，媒體也
跟著在更新變化，但有趣的是，時代沒有令舊媒體消失，
而是讓新舊媒體不斷互動和協調，互相促進和合，在這過
程中，受眾 (應說「媒體使用者」更為合適) 也「周旋」於
不同的媒體之間，重新建構現代人的媒體使用習慣。看他
們如何使用媒體，也許就能讓我們在新浪潮中找到他們的
足跡。 

 
  很多人會認為，互聯網的興起會令人減少其他傳統媒體的使用，然而這並不正確。早
前美國NBC新聞就報導了美國AC Nielsen (2009)的研究報告，發現美國的電視觀眾平均比
去年每天看多了四分鐘電視節目，而相比二十年前，個人看電視的時間更上升了百份之二
十，這反映了一個現實，美國的電視媒體並沒有因為互聯網而被媒體使用者忽略，相反還
有上升之勢。 

 
香港媒體使用的追蹤研究 

   美國的情況是例外還是共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於二零零六年開展了一項每
兩年一次的追蹤研究，看香港不同年齡層在使用大眾媒體上的情況和變化，以及當中的相
互關係和影響。研究發現，二零零八年，香港十八歲至五十歲以上的人平均每天都看少了
電視，當中以五十歲以上的人口最為明顯，由零六年每天172.7分鐘減少至零八年的每天
149.6分鐘，其次是十八至廿九歲的年青人，由零六年的每天135.5分鐘減至零八年每天
121.3分鐘。其他傳統媒體，如聽收音機、睇報紙也有同樣的情況。就此看來，傳統媒體
的使用是在遞減的。 

 
  研究同時探討了不同年齡在使用互聯網的情況，結果發現幾乎各年齡層都使用多了互
聯網，分別只在於他們利用互聯網在何種方面而已。當中五十歲以上人士的互聯網使用增
長最多，他們尤其多了在互聯網上看新聞，以及作其他娛樂目的 (如：下載影片、使用
MSN和瀏覽或張貼網上日誌)；這現象在十八至四十 九歲人士中都有出現，不同的在於這
年齡人口在互聯網上看新聞的情況並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但使用MSN、下載影片和
瀏覽或張貼網上日誌的情況則增加了。換而之，整體人口使用互聯網作娛樂用途的均有增
無減。 

 
  可是，以這樣粗略的方法來分析數據並不準確和過於草率，所以在這研究裡，我們除
了把「看電視」與「使用互聯網的多少」兩項變數作分析外，還把用互聯網作娛樂為動機
一起考慮，最後卻得出一個叫人意外的結果。分析發現，在十六至六十四歲的受訪者中，
愈多「使用互聯網作娛樂用途」的人，則愈多「看電視」，相反亦然。這結果，於零九年
進行的另一個「青少年互聯網研究」同樣顯示出來，表示九至十九歲的年青人也有同樣的
情況出現。 

 
  互聯網除了為用者提供娛樂外，近年亦有不少社交平台的興起，例如：MSN、
Facebook，這些社交平台能提供互動式的即時通訊，此外，互聯網上亦有不少網上討論
區，就不同的主題讓網民發表意見。研究曾嘗試分析使用這些網上社交平台的用者與看電
視的關係，結果發現，十六至六十四歲的受訪者如果愈多使用互聯網來作社交平台和娛樂
的話，則會愈多看電視。 

 
  由此推斷，看電視少了並不是因為網上行為頻密所導致，相反，如果上網主要是為了
娛樂和社交，那麼，看電視的時間反而會增加。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網上的娛樂和社交
活動會有意無意地帶動起網下或傳統媒體內容的交流，從而提升網民看電視的意欲。尤其
近年不少網下節目都會歡迎觀眾參與，傳統媒體為方便觀眾，往往會把這些如觀眾投票、
有獎遊戲等搬到網上進行，網下觀眾走到網上，亦同時把網下的資訊和意見放到網上去，
直接促進了有關傳統媒體內容的網上交流，從而把網民再次帶回傳統媒體，在這互相推動
下，愈多上網找娛樂和社交的人，愈多會使用傳統媒體。 

 



  就此看來，新舊媒體是互利共存的，只是使用模式和使用習慣的更新，當中如何配搭
完全由用者掌握。新媒體已改變了傳播和媒體的生態環境，因此，要進一步明白如何尋找
年輕受眾，電視或傳統媒體的決策者就必須要進一步了解這群年輕網世代的特徵和新媒體
下的傳播生態。 

 
  綜合觀察和結集文獻，可以把今天的傳播新氣候歸納出六點： 

 
（一）選擇性的增加： 

   互聯網的出現並沒有取代了任何一個傳統媒體，相反，它充當了一個互補的角色。現
時不少電台廣播和電視節目都會同時搬到網上播放，觀眾就算錯過了也能在其他時間於網
上收看，換言之，觀眾在節目種類、收看方式和時間都多了選擇。 

 
（二）時間和空間的壓縮： 

   互聯網是一個無地域限制、無時間限制的空間，用者可以輕易地掌握資訊。此外，互
聯網提供用者很大的互動空間，可因著個人需要去使用網絡的各項訊息。 

 
（三）受眾的新概念： 

   在新媒體出現後，受眾（audience）一詞需要有新的定位，因為受眾是被動的，沒有
參與性的。但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最大分別就是其互動性，用者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
制，可以有很強的選擇性和自主性；新媒體的互動性和流動性，能帶動用者發揮更大的主
導性。 

 
（四）媒體的同步使用： 

   由於新媒體的靈活性很強，可以讓人同一時間使用其他媒體或處理其他事情，因此，
用者的專注力會降低，因此，為了爭取觀眾，節目要更為突出或要有更強的喧染力。 

 
（五）個人主義的提升： 

   過去，傳統媒體被稱為「冷媒介」，因為它並沒有受眾的直接參與，相反，今天的新
媒體卻被稱為「熱媒介」，因為它是一個互動的平台，用戶與用戶間能夠互通，亦能建構
資訊，促進網絡流通，從而豐富內容。由於個人在網絡世界是重要的個體，因此新媒體是
個人主義的反映，當中訊息分類精細，個人可就著其需要而尋找合適的資訊或娛樂不同人
的需要而出現。這同時反映一個現實，就是過去的綜合節目類型已不再吸引了。 

 
（六）新媒體源自舊媒體： 

 電視等傳統媒體始終是被動的，受眾看電視主要是希望可以從中獲得有質素的娛樂或資
訊，當中他們無法參與，無法交流。然而，在新媒體下他們擁有「發言權」，可把網下媒
體的內容搬到網上去，因此，新媒體擁有重新展示舊媒體內容的空間和能力，而這能力是
由用戶所驅動的。 

 
  若說受眾們會被新媒體吸走了，這並不說得通，因為受眾仍會使用新媒體去收聽或收
看錯過了的節目，只是形式和時間上的改變而已。同時，受眾亦沒有因為新媒體的興起而
冷落了舊媒體，因為在內容上，新舊媒體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在講求個人自主的世代，受
眾利用新媒體作為一個意見發表的舞台，在不同意見和訊息的傳遞下，激發了網上用家重
新回到舊媒體，因此，新舊媒體並不存在競爭，相反是互利共存的。今天對傳媒人的新挑
戰，也許是如何利用新媒體去發掘新一代年青人的品味與喜好，在講求個人主義的社會氛
圍下，網上百花齊放的討論區是意見和靈感的泉源，是找尋不同網下內容的路標；因此，
新媒體帶來的是挑戰，也是機遇，唯看我們如何發揮！ 

 
■梁永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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