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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日報社存廢檢討 

專案報告 

 

壹、 前言 

該社前身為正氣中華報，後因地方需求，於民國 54年 10月開

辦金門日報，「兩報合一」開啟地方新聞報導始頁。創刊之初，

報社作為政府政令宣導、地方新聞訊息與文化傳播交流平台，提

供本地軍民，乃至旅外鄉親各類本地資訊。爾後，為因應地區工

商業發展，於民國 65年增加地區民間商家及金門酒廠各類包裝

印製，79年更引進電腦製排版系統，增進印刷效率，當時報社業

務鼎盛、車水馬龍的景況，至今老員工們仍津津樂道。 

在八十一年十一月戰地政務解除後，正氣中華報回歸金門防衛

司令部，金門日報則由縣政府所轄。後因報社機器設備、市場規

模及政府採購法實施等諸多因素影響，以往承包民間及金門酒廠

包裝紙盒印製業務量日漸萎縮，彩色印刷廠於 98年裁撤，縮減

相關業務及人力。現今報社主要以發行日報為主，並於各類選舉

時，透過政府採購法機制，參與印製選票及選舉公告。 

儘管隨著報社人力逐漸老化、機具設備老舊，以及訂戶及民眾

閱報習慣改變的狀況下，該社全體同仁仍戮力以赴維持報社正常

營運，並以有效發揮地區新聞媒體與文化平台的角色為營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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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社現況 

一、 人員部分 

(一) 人力編制與人力現況：各部門任務職掌及人力配置情

形如下表。目前實際員額共計有 67人，以作業員為大

宗，約佔 73.1%(49人)，其次為職員(17.9%；12人)

及約用人員(9%；6人)。 

部門 任務職掌 

目前人力配置 

職員 作業員 
約用人

員 

社長 綜理報社之整體運作。 1 -- -- 

總編輯 

承社長之命，負責新聞採訪、編

輯、組版、印刷、發行；並襄理報

社整體運作等事項。 

1 -- -- 

編輯部 

1. 分為編輯組、採訪組、校對組、

製版組、電腦組。 

2. 掌理有關新聞採訪、編輯、電腦

組版、校對、報紙監印等事項。 

5 17 5 

經理部 

1. 分為行政組、發行組、廣告組、

摺紙組。 

2. 掌理有關發行、廣告、材料採

購、總務、工程修繕、水電供應、

倉儲管理、文書、出納、運輸、

勞工保險、福利措施、綜合暨對

外營業等事項。 

2 17 -- 

印刷廠 1. 分為印刷組、加工組。 1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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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理有關紙品設計技術改良、電

腦排版、製版、印刷、加工、裝

訂、品質管理管制等事項。 

主計室 

承社長之命，並受上級主計機構之

指揮監督，依法辦理歲入、會計及

統計工作。 

1 -- 1 

人事管

理員 

承社長之命，並受上級人事機構之

指揮監督，依法辦理人事管理等事

項。 

1 1 -- 

各部人力合計 12 49 6 

人員比例 17.9% 73.1% 9% 

(二) 人力年齡分布：現有人力年齡分布依部門區分如下表，

主要業務部門人員平均年齡為 53.8歲，全社人員平均

年齡為 53.2歲，顯示全社人力年齡分布漸趨於老化；

當中印刷廠(58.3歲)及經理部(54.2歲)部門平均年齡，

較高於主要業務部門平均年齡(53.8歲)及全社平均年

齡(53.2歲)，當中印刷廠「20-30歲」以及「31-40

歲」人員數均為 0，作業人力老化情形為各部門中最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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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部門人員狀況 

全社人力年齡

分布狀況 

編輯部 印刷廠 經理部 小計 社本部 總計 

人員數 28 15 19 62 5 67 

部
門
年
齡
分
布 

20-30歲 1 0 1 2 1 3 

31-40歲 6 0 0 6 1 7 

41-50歲 3 1 4 8 1 9 

51-60歲 11 8 7 26 1 27 

61歲以上 7 6 7 20 1 21 

部門最高年齡 64 64 65 65 62 65 

部門最低年齡 26 47 29 26 27 26 

部門平均年齡 51.1 58.3 54.2 53.8 45.4 53.2 

再就人力年齡分布比例如下表。人力若以 51歲以上人

力做區隔，可發現 51歲以上人力共計有 48人，約佔

全數人力的 71.66% 

年齡分

布 
20-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0歲以

上 
合計 

人數 3 7 9 27 21 67 

百分比 4.47 10.44 13.43 40.29 31.37 100 

(三) 近 5年(109-113年)退休人員情形：伴隨人力老化的現

象，106至 108年因退休所減少的人力已有 11人，未

來五年內退休人數及部門分布情形如下表。於未來五

年內，預計尚有 22名同仁(含職員)退休，當中以 110

年退休人數最多，且當年退休人數已超出預計退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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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50%以上。若以部門來看，則以經理部及編輯部退休

人力較多，各計有 7人，其次為印刷廠。 

所屬部門 
年度 部門 

總計 109 110 111 112 113 

社本部 0 0 1 0 1 2 

編輯部 1 3 2 1 0 7 

印刷廠 1 3 0 1 1 6 

經理部 3 2 1 0 1 7 

年度總計 5 8 4 2 3 22 

年度累計退休人

次 
5 13 17 19 22  

二、 營運狀況部分 

(一)營運收支狀況 

 105 106 107 平均 

全年收入(A) 101,649,266 159,256,015 118,584,558 126,496,613 

全年支出(D) 106,769,712 166,343,167 123,979,229 132,364,036 

損益數 

(E=A-D) 
-5,120,446 -7,087,152 -5,394,671 -5,867,423 

收入部分，主要以縣府補助為主，約占 69.57%，其

次為廣告收入，約占 17.66%；而在支出部分，主要

為直接人工項目支出，約占 66.66%，其次為管理費

用，約佔 19.08%。 

依上述數據分析，報社處於虧損狀況，當中支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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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以直接人力(人員薪資支出)及用人費用(勞健保

機關負擔)支出為最大宗，主因在於作業員員額給薪

係依據「金門縣政府所屬公營事業機構作業員薪點

結構表」，在未有其他營業收入支援的情形之下，加

重營收成本上的負擔，同時也使預算規劃，在其他

項目預算規劃額度空間上受到壓縮。 

(二)發行狀況 

1. 紙本報紙發行狀況：紙本報紙目前每日發行量約

5,800-6,000份。由於現今網路世代，訊息流通不

管在數量及速度上，均較傳統紙本報紙優勢，特別

是臉書、推特、LINE等社群網站/軟體的蓬勃發展，

更增進了訊息擴展的廣度與速度，在訊息取得的媒

體的選擇上，紙本報紙發行自然較為弱勢。 

2. 電子報點閱狀況 

(1)網頁電子報點閱率：歷年均呈現成長的趨勢。相

較 106年度點閱數， 107年成長 14.63%， 108

年度成長 65.44%。平均每日超過 1,600點閱數，

每年更將近 54萬點閱數。 

(2)PDF檔電子報訂閱戶：目前共有 5,589戶，除每

日發送外，諸多訂閱戶也運用 LINE等網社群網

站/軟體發送，點閱人數更無法估計。 

由此可知仍有固定閱讀族群，且在電子報訂閱/

點閱人數上，仍有持續成長之趨勢。且電子報對於

旅居台灣本島以及海外僑胞而言，較無因郵寄時間

所造成的時間落差，可以即時的了解地方發展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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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議題，對於鄉親情感的連結裨益甚鉅。 

 

年度 106 107 108 平均 

全年點閱數 433,985 497,395 685,420 538,933.3 

平均每日點閱

數 
1189 1,363 2,255 1,602.3 

相較於前一年

度成長比例 
- +14.63% +65.44%  

 

叁、報社應存不宜廢之檢討 

一、 報社自我定位價值 

誠如前言所述，報社自創報以來，即以官方新聞媒體為

定位，提供地方民眾各類政令宣導、活動訊息及政府施政成

果展現。然而，隨著時代的演變、解嚴之後自由民主風氣興

盛、民眾對於監督政府作為的需求高漲、社會對言論自由的

重視，做為金門主要媒體，也回應潮流趨勢與需求，在自我

角色與功能，以及組織定位上面做調整： 

(一) 角色與功能定位方面：身為媒體，除貼近地方民眾需

求、扮演媒體社會功能、忠實客觀的記載地方大小事

務。更作為地方歷史記錄者、在地文化傳承者、知識

教育與提供者等角色，成為政府施政與民意輿情相互

溝通的平台。 

(二) 組織定位：考量民眾期待、地方未來發展、該社現有

功能與人員配置，維持本土經營在地發行，方能確立

自我期許之角色功能與地位。故此，在秉持為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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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服務之精神，以及媒體公正客觀中立之立場，持續

以公營事業機關之架構營運，方為上策。 

二、 從自我定位創造永續經營的價值 

奠基於報社對於未來定位之論述與規劃，在未來發展上，

具有「在地歷史記錄與延續」、「地方文化培育與發展」、「教

育功能擴展與提升」、「綜合服務研發與提供」、「建構政府與

民眾互動平台」、「提供在地就業機會」等永續經營價值。 

(一) 在地歷史記錄與延續方面：報社自民國 38年 5月 1日

正氣中華報創刊，初期雖然偏重於軍事政治層面之報

導，較少提及地區狀況，但隨著時代推進及金門日報

的創刊，報社與近代地方歷史間，已有密不可分的關

聯，並已成為本縣文化資產。報社除於紙本報紙刊行

與保存外、未來將就已建置之報紙數位典藏資料庫，

精進其功能並擴充典藏資料外，也期許能與在地文史

學者及文化部門合作，詳實記載本地歷史、古蹟及各

類典故始源，作為在地歷史文化保存重鎮。 

(二) 地方文化培育與發展方面：長久以來，報社即與地方

的文化培育與發展緊相聯結，除了開設副刊版面供民

眾發表文藝創作外，更深入各學校，開設中小學生園

地，鼓勵本地學子投稿，培養地區文化風氣。未來除

持續此功能角色外，也將結合本縣教育及文化等單位

辦理之各項比賽活動，將比賽優秀作品以專刊或其他

適當方式發表。 

(三) 教育功能擴展與提升方面：教育功能亦為新聞媒體主

要功能，除了提供民眾新知及學習平台外，亦可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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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流傳的錯誤訊息，如防詐騙等，以減少民眾生命

財產上的損失。報社除現有新聞版面導以外，亦開闢

相關專刊，如英文園地、言論廣場、經貿、大陸訊息、

醫療等，未來將強化刊載相關訊息，並添加民眾互動

元素，增進民眾閱報意願。 

(四) 綜合服務研發與提供方面：相較於其他媒體，報導內

容更貼近地區民眾需求，除一般商業廣告外，尚有刊

載婚喪喜慶、求才徵人、證件遺失登報及其他公開訊

息刊登；未來除將提升內容品質外，亦將評估將相關

訊息以網站互動方式提高訊息傳播廣度、增進訊息傳

播效果之可能性。 

(五) 建構島內外鄉親與地方之間的互動平台：報社長期作

為地方媒體，己然成為提供民眾各項多元訊息及互動

的平台，讓在地民眾及旅外鄉親充分了解縣府施政、

民意機關問政、地方鄉里等地區生活動態，無形中拉

近了島內外鄉親與政府、民意機關的距離，從而共同

關注及支持家鄉地方事務的發展。 

(六) 提供在地就業機會：報社創設以來，除了作為政府及

地方訊息發送平台外，亦也藉由推動各項業務執行所

需，提供本地民眾眾多就業機會，全盛時期曾提供在

地民眾 120餘名就業機會，對於在地民眾就業、維護

家庭生計、安定社會環境貢獻實質力量。縱然後續因

業務項目變遷、政府人事員額控管政策的配合及人員

屆齡退休等因素的影響，現有員額相較於全盛時期已

有衰減，但期望報社能持續扮演地方就業機會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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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配合報社未來的發展策略，持續為地方提供

就業機會。 

 

綜上所述有關金門日報社未來定位與創造之自我價值，除作為

未來發展策略方向之立論基石外，更欲圖藉此更新整體作業環境

氛圍、破除民眾對官方媒體刻板化印象，進一步讓政府與民眾共

同合作，營造金門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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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發展策略方向 

針對未來發展策略及方向，報社針對「人力配置與任務整併」、

「新聞報導內容的在地化、深度化與專業化」、「並行發展在地即

時新聞」等面向進行規劃。 

一、 人力配置與任務整併 

報社自 98年起停辦外界委印之彩色印刷業務，並依印報業

務需求裁減人力後，人力除退休人員及職員單位調動所產生

的流動外，並無再大量招考作業人力，考量到未來人力需求、

功能與任務，必須將現有人力配置及部門任務重新檢視，並

做適當之配置、任務之整併及新進人員的遞補，初步規劃之

執行策略及方向如下： 

(一) 部門任務整併方面：考量現有營運模式及任務分組，

未來在部門任務整併著重以下部分：(整併前後組織架

構圖如附件) 

1. 編輯部部分：電腦組及校對組屬編輯流程，為統一

事則，統籌由編輯組進行轄管，。 

2. 印刷廠部分 

(1) 印刷組部分：考量整體印刷流程，納編經理部

摺紙組統一印刷流程事權。 

(2) 加工組部分：報社已無紙類印製加工(如製作

紙盒)之業務，其餘簡易加工流程亦可由印刷

組處理，擬予以裁撤。 

(3) 改設機電維護組，專責維護印刷流程各項機具

保養維護及電力線路設施。 

3. 經理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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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統一印刷流程事責，摺紙組歸併印刷廠印刷

組。 

(2) 廣告與發行組合併，統一報紙發行及廣告刊登

收費及相關業務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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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整併前，為俾利後續人力任務配置，應先盤點

各部門任務職掌，當中包含檢視已無執行但尚在分配

之工作任務之必要性、在作業流程上基於法規規範去

繁化簡、依所屬人員狀況檢視任務分派的合理性，以

及人員專業能力與互補性。 

(二) 人力任務配置：配合前項部門任務整併，人員分工執

掌與任務分派，無論是同一部門內組別整併部分(如編

輯部)，或是跨部門組別整併部分(如經理部摺紙組整

併至印刷廠印刷組)應檢視其業務重疊性及實際人員

分工執掌，予以適度重新分配；相關專業知能不足部

分，由整併後各部門各自進行在職訓練予以加強。 

(三) 必要人力的遞補：配合現有人員的退休以及該社未來

發展，在前項工作完成後，適時進用人力並進行相關

訓練及工作經驗傳承，以降低人員退休對現有業務執

行的影響，並俾利新興業務之推展。 

 

 

 

 

 

 

 

 

 

部門任務整併

著重工作任務

精簡、執掌專

業化及組織架

構扁平化 

人力任務配置

著重於部門人

員專業技能通

才化、流程精簡

化及任務分派

公平性 

精
簡
、
有
效
能
的
組
織
體
系 

配合未來發展策略及人員退休狀況，適時進用人力，活化報

社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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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化新聞報導內容的在地化、深度化與專業化 

作為在地新聞媒體，除了宣達政府施政、發表地方施政成果

以外，在順應時勢潮流的呼聲高漲之下，強化新聞報導的在

地化、深度化與專業化，讓報社更貼近民眾需求已是必然的

趨勢。該社據此規畫發展策略方向如下： 

(一) 在地化部分：本項就報導的性質與內容，分為「地方

民情輿論」與「歷史風土民情」兩方面： 

1. 地方民情輿論部分：強化新聞的感知度，發掘探索

地方民情需求，一方面使地方實際民情可以上達，

另一方面讓政府及民意機關各相關單位實際了解狀

況，擬定相關策略與作為。 

2. 歷史風土民情部分：近年來本地外來人口及自由行

旅客增加，對於本地各類歷史及風土民情部分，該

社可作為適當的傳播角色。著重報導各類重要節慶、

傳統產業及宗教民俗之典故、發展與現況。增加外

來人口及旅客對金門文化之認知。 

(二) 強化深度化部分：對於重大新聞議題，持續關注其後

續重大發展，加強在地文化、史蹟淵源報導內容的深

度，向鄉親及外界介紹金門在地文化，並作為地方文

化傳承之紀錄。 

(三) 專業化部分：專業化部分體現在報導內容及報導立場。

在新聞報導立場方面，制定「編輯室公約」外，並依

台灣記者協會頒訂之「新聞倫理公約」及中華民國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頒訂之「新聞自律執行

綱要」之規範，自行審查新聞內容、堅定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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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報導內容上，避免使用錯字及艱僻字詞、去除

繁冗重複的內容陳述、以淺顯易懂方式，提供高品質、

易於閱讀之報導內容。 

 

 

 

 

 

 

 

 

 

 

 

 

 

 

(四) 併行發展在地即時新聞：發展即時新聞業務部分屬於

全新、未涉足之新聞報導方式，應可研擬未來規劃即

時新聞推播。惟對於新聞內容的風險管控也應列入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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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金門日報社自創刊伊始，即忠實紀錄著本縣發展的歷史軌跡，

作為本縣新聞傳播、文化發展延續、旅外鄉親情感連繫之重要媒

介，具有應存不宜廢的價值，關於報社發展應以輔導改善經營體

制、因應地方需求及時代變遷發展營運項目，藉以彰顯機關設置

目的，造福閱讀族群，作為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之平台。。 

對於報社未來定位及持續經營發展，懇請予以支持鼓勵及協

助。以期在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期待下，除延續原本角色功能外，

更能謀求開展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