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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15年7月5日TVBS新聞台為製作蓮花颱風相關報導時 ， 因一句 「 颱風天就是要泛

舟啊，不然要幹嘛？」而成為社會焦點的泛舟哥，幾經媒體窮追不捨的採訪下，嚴重

影響到他的生活作息 ， 媒體甚至以抹黑造謠的方式企圖引起社會大眾對他的負面觀感

。泛舟哥實際上一集通告費只有1500元，卻被媒體誇大說他一集通告收了8000元，直

到泛舟哥本人出面澄清才平息此次的謠言。 （ 東森新聞雲 ， 2015、中時電子報 ，

2015）台灣雖然擁有自由的電視與平面媒體，卻欠缺管理機制，處理新聞的方式逐漸

綜藝化。且為了增加收視率及吸引民眾的注意力 ， 時常以含有暴力、血腥、色情等字

眼的內容來炒作。媒體深入現代人的日常生活 ， 深刻影響每個人對社會的看法。因此

在媒體會因立場和偏好而模糊事實與客觀性的情況下 ， 會不會使得閱聽人無法得到真

相，進而接收到錯誤訊息？成為我們探討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透過此次研究，能更深入的了解台灣媒體的問題。沿著歷史發展去觀察媒體

的改變，透過各項分析解讀媒體的功能和缺失。也間接思考身為閱聽人的我們對於所

得到的資訊，不應只是單方面的接收，而是該具備基本的判斷能力去辨別它的真偽。 

 

三、研究方法 

 

       我們希望藉由書籍、刊物、日常生活和各種媒體提供的資訊，找出臺灣媒體的問

題點。舉例出某些事件不同的報導方式來比較，分析並且進一步找出可以改進的方

法。 

 

貳●正文 

 

一、臺灣媒體的發展 

 

  臺灣在民國38年至76年的戒嚴時期，報章雜誌等受到戒嚴的影響，無法自由報導

。相較於現代，做為當時政府的傳聲筒，用字遣詞極為保守，不敢有任何誇張、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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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的想法。直到解嚴後 ， 政府開放報禁 ， 台灣從媒體禁錮、言論的箝制走到大解

放，各大報章雜誌紛紛崛起，印刷數量大增。起初，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在台灣佔有六

成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彼此將對方視為競爭對手。民國80年，自由時報成立，以大量

的資金作為低價競爭的手段、大量免費贈閱的行銷策略 ， 加上在民國81年至83年間 ，

藉由數次大規模的訂報促銷活動 ， 大大提升其報紙的發行量 ， 使其得以和聯合報、中

國時報在當時的台灣報社擁有同等高的地位。民國92年，香港的《蘋果日報》進軍臺

灣，因其內容八卦腥膻，還有開放的用詞及使用彩色圖片的新鮮手法，深深吸引民眾，

使其競爭和前三者不相上下 ， 以至於如何在臺灣這座小島上有個立足生存之地 ， 成了

各家報章雜誌所面臨的極大難題。為了穩住在傳播界的地位 ， 媒體間的惡性競爭愈趨

嚴重且間接影響媒體的報導素質 ， 為了提高收視率 ， 媒體使用聳動的字眼或誇張偏離

實事的標題吸引民眾。再加上有些媒體背後尚存的政治立場 ， 乃 受當初戒嚴時期政府

的影響仍遺留到現在，使的臺灣媒體亂象層出不窮，專業度也逐漸受到民眾的質疑。 

 

二、台灣媒體問題 

 

（一）新聞品質的低落 

 

   新聞品質是影響閱聽民眾的重要因素，如果報導的品質與專業度低落，將會深

深地影響閱聽人的觀感。 

 

１、記者專業度不足 

 

  我們可以從一篇報導的用字、內容等來判斷這則新聞是否具有觀看的價值而

不是流於空泛，這也與記者的專業素養有關。從新聞倫理這方面來看，媒體該遵

守的不是造謠誇大、引起恐慌，而是把事件的真實面報導出來。2015年登革熱疫

情正延燒 ， 卻有記者誇大台南市副市長顏純左的發言 ， 稱此事件將與政治因素有

所牽連，甚至發佈不實的病例數字，導致接續有關登革熱的新聞都要和政治參上

一角。記者報導的重點應著重在大眾關心的議題，並用客觀的言詞，而不是隨意

抹黑 ， 影響閱聽人接收的訊息真實度。另外對於受訪者的態度也可以看出記者是

否具有基本的判斷能力，例如：問重傷患痛不痛，或者問受害者家屬難不難過，

這些從患者猙獰的表情，及家屬的眼淚便能一目了然的問題，明顯地傳達出記者

不具有專業的採訪能力。媒體在報導時必須掌握資訊的正確性，否則很可能成為

笑柄。曾經有記者用油條測風速（圖一）或用溫度計測量雪深（圖二），都暴露

出常識不足。另外對於當紅的藝人或政治人物，常常會想了解與他們有關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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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但除了本身要報導的新聞外 ， 有時卻連他們的私生活和交友圈等等也追問 ，

對當事人造成很大的困擾，當這些與新聞無關的瑣碎內容被公告出來，不但有可

能侵犯到當事人的隱私權 ， 整個報導的品質也會下降。身為記者 ， 如何判斷訪問

內容及發出的資訊是否合宜，是很重要、也是尊重受訪者的表現。 

 

 

         

 

 

 

 

                                               圖一：用油條測風速 

(圖一資料來源：三立新聞（2014）。2014年2月9日，http://i.imgur.com/KnubGfe.jpg) 

 

 

            

 

 

 

 

 

 

 

             

            圖二：記者用溫度計測雪深 

 

（圖二資料來源：TVBS NEWS（2014）。2014年2月19日，http://share.youthwant.com.tw/

D12155774.html） 

 

２、新聞綜藝化 

 

  2011 年北韓前國家元首金正日過世，正值國喪期間，華視有一名主播在晚間

新聞時段，以誇張的方式模仿北韓女主播李春姬播報〈圖三〉，引起外界的批

評，指出缺乏新聞專業性以及品質低落，而且不尊重其他國家。引起社會觀感不

佳後，這名主播被調職，而該電視台經理也辭職下台。 

分析新聞綜藝化的原因： 

（１）新聞台太多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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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收視率逐漸變成媒體選擇新聞的指標 

 過多的新聞台導致各家媒體為了提高收視率，便在播報方式和新聞內容上出

花招。播報方式綜藝化，例如：記者搞笑模仿各種人物或是藉由諸多實境測試達

到娛樂效果，這類呈現方式，只會降低身為一名記者該有的素質。新聞內容綜藝

化，以大量報導八卦、追著名人跑或以介紹好吃又好玩的景點來當獨家報導，這

樣的報導方式將不再是新聞，反而與普通的娛樂節目無異，觀眾也無法獲得專業

多元及即時有意義的資訊。  

 

         圖三：華視主播梁芳瑜模仿北韓主播李春姬 

(圖三資料來源：東森新聞雲（2011）。2011 年 12 月 20 日，http://www.ettoday.net/new

s/20111220/13979.htm) 

 

３、重複播報 

 

  社會上每天都在發生很多需要媒體關注的事，但是現在很多的新聞都是從

社群網站上摘錄下來或是從網路上擷取影片。可能由於新聞的播報時間過長、

新聞內容不足或是新聞從業人員過勞等等 ， 導致新聞重複播報的現象發生。而

用這些方法來製造新聞，使閱聽人不斷接收到相同的訊息，不僅浪費資源也不

尊重閱聽人，也有可能因為未經查證而產生諸多問題。   

 

  ４、過度報導 

   

  民國 103 年的鄭捷殺人事件讓社會大眾感到十分的不安與害怕，連續幾天

的報紙和新聞頭條都是關於此事件，雖然可以使觀眾了解最新情況，但同時也

加深被害人心裡的傷痛。且重複報導加上媒體鉅細靡遺的將犯案過程傳達給觀

眾，使得社會上某些人士開始模仿，例如：民國 104 年 5 月，一位邱姓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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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揚言「要當第二個鄭捷」，並說「鄭捷只會用刀，非常笨」（自由時

報，2015）同一年，7 月 21 日發生了一起隨機砍人事件，犯人是名國中生，隨

機砍傷了一男一女，被警察壓制時還大喊「我要學鄭捷殺人！」（三立新聞

網，2015）。另外一個例子為民國 87 年的白曉燕命案，事件發生時舉國上下惶

恐不安，經過媒體爭相報導後，更是造成家屬更大的傷痛，媒體也遭受到外界

許多不滿與質疑。（張錦華、黃浩榮，2001） 

 

  ５、侵犯行為 

   

  記者在播報新聞時，經常為了增加內容的吸引力而扮演俗稱「狗仔隊」的

角色，試圖得到第一手的獨家報導而侵犯到當事人的隱私和自由。另外，擅自

透過隨手可得的資源進行宣傳或廣告，若是沒有經過當事人的同意，很容易引

起法律責任的疑慮。前陣子熱門歌手結婚的消息天下皆知 ， 連兩人婚紗照也在

各媒體中流傳，卻有婚宴業者擅用這些唯美的照片當作噱頭打廣告，當事人憤

而提告。（聯合報，2015）媒體在進行宣傳或報導時若沒有注意到智慧財產權

或隱私權的問題，不但不尊重當事人的權益、侵犯到對方，也會引起官司糾紛

。 

  

 

 

 

 

 

 

          圖四：飯店盜用藝人婚紗照當廣告 

（圖四資料來源：花邊新聞（2015）。2015 年 10 月 14 日，http://www.cnwnews.com/h

tml/yule/cn_hsylq/20151015/758050.html） 

 

（二）政治立場的影響 

 

  媒體作為政治的第四權，為各政黨極力爭奪運用的工具，政黨為了自身的利益，

像隻無形的手在背後操控媒體。民眾日報〈鹿鼎集〉專欄作家作者陌上桑批評：「今

天臺灣媒體（電子或平面）顯然已深沉染上黨派團體色彩，一藍一綠，涇渭分明。」

（民眾日報，2005）因此從各大電視台報導新聞事件的角度，隱約能看出電視媒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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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間的關係。以2006年倒扁事件為例，以TVBS新聞台和民視新聞台做比較。選擇事

件的高潮，以8月28日、9月1日、9月5日、9月9日、9月15日、9月16日和9月21日7天時

間，兩台晚間18：00－19：00的新聞為研究。以新聞報導數比，TVBS新聞對上民視新

聞為1：2：1。且TVBS新聞台針對倒扁事件的新聞是轉引自他台，內容傾向於支持倒

扁 ， 民視新聞台則是用自己的方式報導。TVBS新聞台在中立報導佔78.58% ， 而民視

新聞台佔59.14% ， 相較之下比例稍少。TVBS新聞台對倒扁事件主要是正面報導 ， 相

反的，民視新聞台則是傾向於負面報導或中立，而關於挺扁的正面報導佔總報導數的

11.83%。因此我們能明顯看出TVBS新聞台對此事件採中立態度，且報導多偏向支持倒

扁。民視新聞台則傾向挺扁，多屬綠營的聲音。 

 

         從分析可以看出， TVBS新聞台與民視新聞台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以不同的角度

看待倒扁事件。分明是相同的議題 ， 但不難看出兩者報導上的差異 ， 而這正是背後政

黨操控所導致的結果。這個例子只是台灣電視新聞政治立場的縮影，但同時也顯現各

電視媒體隱藏的政治主張。台灣的電視媒體在製作新聞時，並不會直白的評價，而是

隱性展現立場，引誘閱聽人沿著設好的路，一步步邁向實為各政黨政治主張的終點。

因此從表面看，媒體所報導的皆是存在的事實，但仔細分析後，不難發現其在各自層

面上所折射出的政治傾向。 

 

（三）網路廣告是否道德 

 

  網路廣告是所有廣告形式中的一大部分，有各種傳播方式，如寄送電子郵件、加

入會員即享有永久的最新訊息通知 ， 或由名人專家推薦等。但由於此種宣傳方式經常

用華麗的詞彙包裝產品，甚至使用情色、暴力等字眼吸引消費者目光，造成消費者在

賣家的花言巧語下沒有謹慎考慮，以及無法親自確認產品品質的情況中容易受騙。 

 

  現在網頁上充斥著腥搧色廣告，尤且是色情廣告，常常會在瀏覽網頁的角落出現，

例如壯陽或是免費成人片的廣告。然而這些應該只能出現在特定網站的廣告 ， 卻隨時

能被看到 ， 顯示就連未成年人平常使用的網站都有可能出現 ， 進而因好奇心而點開廣

告，接觸到不適合自己年齡的事物，將會影響未來身心靈的發展。 

   

  所謂的好廣告是不需要腥羶色或找特定的代言人，就能引起大眾的注意，政府應

制定相關法規管制不實廣告 ， 並且限制出現在普通大眾會瀏覽網頁的廣告的性質 ， 避

免影響未成年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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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圖六） 

圖五、圖六：網路廣告不實 

 

（圖五資料來源：三立新聞網（2013）。2013年11月27日，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5278） 

 

（圖六資料來源：公視（2012）。2012年2月15日，http://news.pts.org.tw/images/news_pic/

203051_tvad.jpg） 

參●結論 

   

  我們每天都有機會接觸各種媒體，不論是電視、網路或報紙，都能從裡面吸收到

新的知識和獲得樂趣。但台灣的新聞品質低落，及其背後受政經勢力的操控，已成為

大部分人所詬病的。台灣的媒體數量就好比一地的同種生物 ， 生物數量過多 ， 超過該

地的負載力，必定引起一番激烈的競爭，為了讓自己生存下去，只要能將對方擊敗，

無論用怎樣的手段都可以 ， 這就是現今的台灣媒體。為了提高收視率 ， 八卦和腥膻色

的新聞成了主要報導及頭條。專業與倫理不再 ， 種種利益連帶惡性競爭 ， 導致素質的

低落。加上在暗處，政治角力的影響，為了一黨的利益，而模糊新聞的真實及客觀性，

進而影響閱聽人對一件事情的認知。 

   

  如今台灣媒體亂象層出不窮 ， 民眾還能繼續接收到真正客觀的報導嗎？媒體的影

響力很大 ， 可以刻畫社會的面貌也可以帶動它的發展 ， 因為它是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

的事物 ， 如果它帶給社會錯誤的訊息 ， 那這個社會將會衍生出問題。現在大眾媒體之

所以會以各種誇張的形式報導 ， 也是為了迎合大眾的需求 ， 以提高收視率。身為閱聽

人的我們與其只是被動的批評 ， 不如想辦法提升新聞從業人員的水準 ， 以及提高自身

的識讀能力。因此 ， 我們應審慎選擇合適的報章雜誌媒體 ， 避免收看誇張、不合理或

過於血腥暴力的報導 ， 使台灣媒體有所警覺 ， 以提升其素質。當媒體需要我們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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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只是菁英份子，任何人都需進一份力，為自己的權益發聲。同樣的政府也應該

制定相關規範讓媒體人遵守，並提高相關單位的執行能力。 

 

  在媒體監督政府的同時，我們也要監督媒體，明辨是非。期許我們能發揮自己的

判斷力來改進媒體亂象，讓媒體發揮最大的價值，也讓這個社會能有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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