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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
G e n e r a t i o n Z

2023時事議題洞察報告



問卷說明

本次「Z世代 2023時事議題洞察報告」探討該族群對時事議題關注之行為。
Meteor學生社群平台特此分析此族群的樣貌特性，並從中探討學生族群之差異性。
本問卷旨在讓大眾更了解學生，掌握Z世代的語言與他們進行溝通。

問卷發放時間：
112年1月30~2月5日。

受訪者教育程度：
高中職/專科佔61.4% ; 大學/科大/ 碩博士佔32.3% ; 國中佔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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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 1990 年代末出生的數位原住民

Z世代（Generation Z ）係指1990 年代末期（1997 年）到 2010 年代初期的出生的
人群，他們的行為及生活習慣深受網路科技影響，擁有便利科技的Z世代，對於新聞時事
議題也有一套自己獨特的見解。

從報告中發現，近40%Z世代族群每天花6-8小時在上網，對網路黏著度高，生活與
網路已密不可分。而Z世代獲取新聞資訊主動性高， 93%的Z世代透過網路媒體主動獲取
新聞，其中特別仰賴社群媒體，Instagram、Facebook 、Youtube成網路新聞來源媒介
前三名。

國際新聞成Z世代最感興趣新聞類型，了解各國現況、開拓眼界成為學生關注國際議
題的主因，「白紙運動」使學生更加關注中國民主政治， 「烏俄戰爭」引發學生對台海危
機高度關注…等。

與學生相關的「 18歲公民權修憲案」及「 2024總統大選」，同時也引發學生熱列討
論，讓大眾更了解學生間不同面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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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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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使用｜近40%Z世代每天花6-8小時在上網

6

4.0%

15.4%

20.9%
22.8%

36.6%

2小時以下 8小時以上 2-4小時 4-6小時 6-8小時

您平均每天花在上網的時間? 

學生族群網路黏著度高，生活與網路密不可分



媒體使用｜看影劇/影片成Z世代上網主因
學生族群主動了解時事、瀏覽網頁/看新聞獲取新知

7

47.1%

58.8%

59.0%

62.2%

74.8%

76.5%

83.6%

吸收資訊/學習

瀏覽網頁/看新聞

瞭解時事

和親友聯繫

社群經營 (FB、IG...)

聽音樂

看影劇及影片

使用媒體上網動機 TOP 7



媒體使用｜ Instagram仍為Z世代最常使用社群媒體

2.40%

10.40%

14.70%

20.30%

42.30%

52%

55.40%

61.30%

95.90%

其他

Twitter

bilibili

小紅書

TikTok

Line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您常使用的社群媒體為何？

Instagram的即時性高，能快速地與
朋友做溝通，學生們喜愛透過回覆限時動
態快速開啟話題。

自媒體及各類影音平台（如：
YouTube、TikTok）盛行的大環境下，學
生已能透過社群媒體輕鬆經營個人品牌，
KOL、創作者已成為學生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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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使用｜93%的Z世代透過網路媒體主動獲取新聞

仍有近60%學生族群透過電視媒體主動獲取新聞

1.3%

2.7%

5.2%

7.7%

58.4%

93.8%

其他

我不獲取新聞資訊

廣播新聞

報紙雜誌

電視新聞

網路新聞

您主動獲取新聞資訊的主要來源為何？

傳統媒體式微、數位新聞興起，數位平
台已超越傳統新聞媒體，但電視媒體仍是新
聞資訊來源的第二名，部份學生族群仍會透
過吃飯時間與家人一起觀看電視新聞。

從問卷中發現，學生族群並非不看新聞，
而是因瀏覽習慣的改變，進而透過網路獲取
新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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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使用｜Z世代獲取新聞資訊仰賴社群媒體
Instagram、Facebook 、YouTube成網路新聞來源媒介前三名

2.0%

9.7%

40.3%

46.5%

54.2%

56.2%

70.6%

其他

TikTok

Line

新聞平台（三立新聞網、NOWNEWS...）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您常使用的網路新聞來源媒介為何？

Z世代族群表示，平日瀏覽
Instagram就能從朋友分享的限時
動態及貼文，獲取即時新聞資訊。

他們透過各網路平台獲取資訊，
不只局限單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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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使用｜每日花1小時以下瀏覽新聞佔大宗
Z世代獲取新聞資訊主動性高，願意花費瀏覽時間短

0.3%

0.6%

3.0%

30.8%

65.2%

1.9%

2.8%

7.6%

34.8%

52.8%

6小時以上

4-6小時

2-4小時

1-2小時

1小時以下

您每天花多久時間瀏覽新聞?

網路媒體

電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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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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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類型｜國際新聞成Z世代最感興趣新聞類型

1.30%

15.70%

18.20%

32.40%

61.50%

70.40%

82.40%

其他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時政新聞

娛樂新聞

社會新聞

國際新聞

您對下列哪類新聞較感興趣？

國際新聞、社會新聞、娛樂新聞成最感興趣新聞類型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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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類型｜社會新聞成Z世代認為最密切新聞類型

近60%的受試者認為，社會新聞大多發生在生活周遭與自身最貼近

1.30%

11.20%

13.90%

29.50%

40.50%

43%

59.20%

其他

體育新聞

財經新聞

時政新聞

國際新聞

娛樂新聞

社會新聞

您認為您與下列哪類新聞關係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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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學生關注國際新聞常見原因
了解各國現況、開拓眼界成為學生關注國際議題的主因

國際與各國內的動向變化的十分快速，國際新聞也牽動國內情勢。

我大多關注體育、國際，認為時政新聞過於複雜互相抹黑。

透過國際新聞認識並理解各國的現況， 也有助於開拓眼界。

國際新聞具有一定週期性，每過一段時間就會發生國際大事。

台灣對於國際的新聞報導較少，希望媒體多報導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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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新聞｜學生對娛樂新聞表達正反面看法
對娛樂新聞抱持較負面的態度，認為娛樂新聞的重要及真實性值得探討

娛樂新聞過於集中於國內外藝人負面、誇大的一面。

不認為藝人或明星結婚有重要到可以拿來當新聞。

很多娛樂新聞真的是沒必要一直報，然後有些重要的時事報一下就結束了。

娛樂新聞能讓我更貼近明星及藝人生活。

國內新聞媒體讓藝人沒有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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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新聞｜學生在意時事新聞關心社會趨勢
部分受試者認為政治對立太強，時事重要性高

時政時事的報導通常都是一個風波過後就很少再被提起。

新聞時事中有正面也有負面，這些內容都值得我們探討！

多參與時事，才不會跟朋友沒話題。

臺灣政治對立太強，有很多政治鬥爭新聞蓋掉很多國際新聞。

關注時事非常必要，
可能出現在大考考題裡，更可能會影響自身的生活與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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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時事議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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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白紙運動使學生更加關注中國民主政治
超過80%的學生曾關注白紙運動

81.1% 18.9%

您是否關注中國民眾不滿政府長期無止境封控，進行白紙運動？

是 否

白紙運動使我們明白在對岸，民主
是否能改變專制、中共是否能聽見人民的聲音

希望有權威人士能出面捍衛白紙運動參與者，
給予中國領導者實質壓力

這可能是中國近幾年最後一次大抗爭
畢竟中國政府之後一定更加嚴防

19資料來源：Meteor學生社群／時事議題問卷



國際新聞｜烏俄戰爭引發學生對台海危機高度關注
97%的學生曾關注烏俄戰爭

97.7% 2.3%

您是否關注俄羅斯進軍烏克蘭，俄烏戰爭？

是 否

烏俄戰爭和台海的情勢有點相似，覺得很害怕

開戰前，烏克蘭沒有人認為俄國真的會開打，
而臺灣目前的現狀也類似這樣

烏克蘭至少在領土人口和物產方面(加上部分國
家的援助)都還能抵擋近一年，臺灣呢？

不要拿台海關係去類比吧，臺灣與中國的關係
明明就比較像克里米亞與烏克蘭，俄國則扮演

著美國的角色

20資料來源：Meteor學生社群／時事議題問卷



時政新聞｜18歲公民權與學生相關引發高度討論

62.25%

21.57%

15.20%
0.98%

您是否支持

18歲公民權 ?

支持，提高青少年參與政治並保障應有權利 不支持，18歲還沒有足夠判斷能力

沒意見，我沒意見 其他

18歲公民權修憲案雖未通過，超過60%的學生仍表示支持

8.1%

91.8%

否

是

您是否關注過18歲公民權修憲案？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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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公民權｜學生支持18歲公民權原因

支持，滿18歲但未滿20歲的人需要負擔完全的義務與責任，卻
沒有辦法享受完整的公民權

我身邊的同學很多都是對於這個社會、社會制度很有想法的，
我不覺得會因為年紀導致思想不成熟

年齡不應該是成不成熟的理由，有人年紀很小，可是思路清晰

支持者認為學生應「享有完整公民權」及「年齡與投票無關」

22資料來源：Meteor學生社群／時事議題問卷



18歲公民權｜大學/科大較高中職生高出86%不支持

28.6%

14.3%

57.1%

0.7%

12.9%

18.1%

68.3%

1.4%

22.5%

33.8%

42.3%

其他

沒意見，我沒意見

不支持，18歲還沒有足夠判斷能力

支持，提高青少年參與政治並保障應有權利

您是否支持18歲公民權 ?

大學/科大

高中職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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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新聞｜學生反對18歲公民權原因

有刑責也代表自己該學習負責任了，要先有能力負
責再來談論權利吧

不支持18歲當候選人，很多人應該對於18歲就當候
選人相當反感，所以不得以投不同意的吧

不認為18歲比20歲有思辨能力及社會經驗， 2年就
可以差很多，再加上憲法修正案本來就門檻高

資料來源：Meteor學生社群／時事議題問卷

修憲案後引起學生對「被選舉權」及「思辨能力」討論

如果沒有教導學生思辨能力，冒然開放公民權也只
是讓更多人被媒體/環境牽著鼻子走而已

24



時政新聞｜2024總統大選Z世代關注三大面向

政黨/候選人 政策 人民利益

兩大黨的對抗持續進行，誰能成
為總統無可預測

好好思考兩岸關係與政策，
與對岸和平共處

希望選出來的總統，是真的可以
體察人民的需要，來進行改革

不要再抱著政治色彩去投票，一
定要選擇真正會做事的人。

總統的品德非常重要，希望不要
再選出有論文瑕疵的領導了

民生經濟發展一定要擺在第一位，
物價跟薪資調漲幅度不成正比

人民的權利，
應當高於政治的分際

2024總統大選學生怎麼說？

希望能有更多學生相關政策

希望各黨拉攏民心時，也不忘了
解民眾所需及意見，並付出行動支持柯文哲 民進黨還會贏

有可能會重新政黨輪替

36％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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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參與及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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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參與｜Z世代較願意當面分享討論

資料來源：Meteor學生社群

55.9% 35.6% 8.6%

我會經常閱讀報紙、看電視、瀏覽網路新聞以獲得有關公共事務的資訊

56.8% 34.9% 8.3%

我會與家人、同學或老師討論有關公共事務的資訊

50.3% 38.2% 11.5%

我願意讓同學知道我對公共事務的看法

32.2% 37.1% 30.7%

我會利用網路發表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如：論壇留言、Instagram 分享等)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超過50%受試者願意主動獲取及討論，僅32%願意在網路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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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Z世代資訊查證性及著作權意識較低

資料來源：Meteor學生社群

3.4% 11.5% 85.1%

新聞媒體的資訊都是正確的

77.7% 21.2% 1.1%

我能評估媒體內容的適切性，並選擇適合的內容閱聽

55.8% 34.8% 9.4%

我會在轉發或分享新聞資訊前進行查證，保證資訊的正確性

41.9% 38.3% 19.7%

當我引用各式媒體資料時，都會附上正確的標題並註明出處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僅41%受試者引用資料時會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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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