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08年度第一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19年03月21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節目部副理 吳鑑原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理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如何杜絕媒體為特定人士、立場、事件護航，維持媒體第四權監督功

能？ 

一、 委員黃雍利建議： 

來自中國壓力日漸增加，而媒體經營越來越困難，中國擁有龐大資金，

除了置入性行銷、買廣告這類較為單純的手法外，另外就是以資金挹

注或是在第三地成立投資事業體來加入媒體經營，要維持記者中立立

場可能有困難度，有立場沒有關係，但把立場影響新聞報導，進而製

作假新聞就令人髮指，除了記者自律外，媒體經營者也應勇敢拒絕誘

惑，把閱聽眾的權益放在首要考慮位置上。 

二、 委員陳鐘聲建議： 

從熊貓無攻擊性、石虎黑熊具攻擊性的假新聞來看，就可以了解特定



媒體除了立場外，已無新聞判斷能力，媒體造神不是近期才發生，從

戒嚴時代，黨國媒體就不斷吹捧領導人的神蹟故事，洗腦閱聽眾，直

至解嚴、開放媒體後，觀眾可以選擇的新聞來源更加多元，現已進入

網路時代，加上觀眾的媒體識讀能力越來越健全，這些假新聞已經不

起考驗，除了閱聽眾自我的進步外，記者對於新聞素材處理，需要秉

持媒體專業，否則一旦被披露新聞不正確，公信力就會損傷，也失去

民眾的信任。 

三、 委員呂文正建議： 

媒體傳播力量是強大的，即便是網路發達時代，新聞查證、閱聽眾自

我判斷也難免有疏漏、被影響，記者守門人角色已經從記者本身發展

成全民一起守門，以前新聞事件發生，因為傳播工具單一，民眾獲取

新聞只能從記者之眼來觀看，而今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的時代，記

者反而常常被打臉，當然媒體經營日趨困難，一旦有目的的資源加入，

媒體難以抵擋這種誘惑，我認為應加快腳步推行分組收費，讓閱聽眾

淘汰不適任媒體，利用群眾力量，制衡媒體。 

節目部回覆： 

地方媒體較無立場報導壓力，除了專心經營在地新聞，也與在地產生

密切聯結，也因如此，縣市政府新聞就需要地方有線電視報導播送，

但這些新聞大多是政令宣導、活動披露，對於民眾權利相關的宣傳新

聞，但如果面臨特定人士的壓力，節目部會盡力溝通說明記者立場，

以達媒體公正之效。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08年度第二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19年06月20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節目部副理 吳鑑原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理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如何因應 AI時代的媒體輿論操作？ 

一、 委員黃雍利建議： 

在新的輿論環境和傳播環境下，提升傳播力，是新時代主流媒體必須

擔當的使命。梳理近年來媒體融合轉型的歷程可知，傳播力的塑造和

提升必須放在人工智能時代的變革中重新思考和創新性推進。 

1.人工智慧與演算法對大眾接收訊息之篩選控制 

2.網路輿論被互動型 AI、寫手機器人等帶動、影響  

3.假新聞生產並透過微定向分析傳布 



二、 委員陳鐘聲建議： 

傳播力受到挑戰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傳播是指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之間，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徑所進行的、

有目的的信息傳遞活動。傳播力，就是實現有效傳播的能力。其中，

信息、媒介是兩個關鍵要素。近年來，主流媒體傳播力受到嚴峻挑戰，

關鍵問題在於信息嗎？顯然不是。因為媒體生產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

比以前更精彩、更多樣。所以，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媒介。人們選擇的

媒介變了。網路時代，社交傳播解構了大眾傳播，人們獲取信息的媒

介主要轉移到了手機上，傳統的紙媒、電視、廣播乃至 PC互聯網的

信息傳播面臨渠道失靈的危機，傳播力受到嚴峻挑戰。 

三、 委員呂文正建議： 

用人工智能技術改造媒體，重新定義媒體。算法推薦僅僅改變內容的

分發方式就帶來了巨大機遇，那麼，在採訪、寫作、互動、效果檢測、

營銷等環節，與 AI的結合依然蘊藏巨大機遇。智媒體也是智庫媒體，

即通過智能技術和智慧報道為政府、企業、社會民眾提供智力支持。

封面新聞從主題報道的採訪調研、論壇研討的智慧碰撞、數據榜單的

數據分析等，轉變到大數據+輿情的新型智庫，給政府和企業決策提

供參考，為用戶提供生活資訊服務，成為政企機構、媒體和用戶的聯

接點。 

節目部回覆： 



網路虛假訊息傳遞量大，可藉助程式與人工智慧，加快包括檢查巨量

資訊、標記可能之虛假內容之速度。AI的運作優勢：深度學習演算

法會觀察不同類別的大量範例，再從中找到區分這兩個類別之模式。

內容檢核：詞彙、句法、語意、文本可讀性、文章結構、語言特徵、

寫作風格，新聞專業/檢查證據：具有可驗證的基本事實、清楚的時

間範圍、消息來 源權威性與可信度。社群公眾反應：觀察社群的立

場，主題和可信度。以及用戶對新聞的看 法，例如支持，拒絕等。

互動社群：假新聞傳播過程往往會形成同溫層，因此可以檢測所形成

的 網絡互動模式，並觀察其網絡特徵。 

雖然地方新聞尚無面臨此困境，但以AI來檢測文章訊息是未來趨勢，

面臨數位時代的挑戰，地方新聞更需加緊腳步，創新作為。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08年度第三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19年09月19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節目部副理 吳鑑原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理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嘉義縣為老人人口比例最高的縣市，健康傳播訊息至關重要，如何發

揮在地媒體優勢，提供正確迅速的健康資訊？ 

一、 委員黃雍利建議： 

以健康傳播過程的角度來看新聞媒體表現，多檢視媒體是否能以守門

人的角色，彙整並過濾具專業門檻的健康資訊，透過平易近人的文字

敍述和深入的新聞評論，向大眾傳達並解釋健康議題、政策或重要訊

息，同時也在協調決策上，透過輿論而握有監督政府的權力，督促政

府擬定決策方向和執行健康議題相關政策。因此，媒體在傳達健康議

題相關內容時，就能夠發展出社會化的功能，透過新聞或是其他形式



的媒體形態來提升公眾的健康知識與素養，甚至能作為未來發生危機

時的參考。 

二、 委員陳鐘聲建議： 

媒體訊息在我們的生活中已經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可用於改善個人和

群眾的健康意識、態度和行為。然而我們如何將之運用於傳達健康訊

息、觀念和行為，並且 融合新的科技發展，考量群眾接收的影響因

素，是一個心理的、社會 結構的、訊息產製方式的問題。最顯著的

例子就是利用大眾媒體進行媒體活動告知吸煙的危害，然而此處必須

了解媒體環境已發生改變，數位科技媒體誕生與普及之後，民眾如何

接觸這些訊息。一個成功運用於社會和個體層面的媒體策略，必須清

楚掌握健康議題的背後，有哪些社會決定因素。媒體在議題設定中扮

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健康傳播的策略應該善用媒體作為工具，促使社

會決策者立法解決公眾健康的議題。 

三、 委員呂文正建議： 

新聞媒體由於其常規、報導科學議題有其局限，呈現出的媒體真實不

一定是醫學真相，也常常無法詳細呈現健康議題的科學內涵，甚至引

起不必要的恐慌。若民眾轉往醫療專業網站尋求資訊，也可能因其內

容較艱澀而仍無法理解，或者是資訊太多，甚至彼此觀點衝突，而使

民眾無法負荷。健康媒體傳播雖然可達到改善居民健康行為的效果，

然而，成功的媒體傳播仍需要一些條件相配合:要有「合理的目標」

及「充分可用的資源」，須考慮到所使用媒體的型態及頻率能達到甚

麼樣的預期效果。 

節目部回覆： 



媒體傳播在人際傳播上實有其限制性，社區居民閱讀完媒體訊息後，

由於介入時間上的限制，並未能進一步將其傳播至家人或親友。因此

建議未來在媒體的設計上，除了單一媒體的發送外，若能進一步的配

合社區其他相關活動之進行，並結合其它介入策略如學校教學或面對

面教學，以一支持性環境來引發社區居民全體對媒體議題的重視，或

可收到更佳之成效。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08年度第四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19年11月14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節目部副理 吳鑑原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理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傳播管道多元，許多真假難辨的新聞素材充斥在生活中，如何提升閱

聽人的媒體識讀能力？ 

委員綜合建議： 

在台灣，電視可說是家戶必備的資訊來源工具，普遍的深入在一般家

庭生活中，因此，身為閱聽人應該要有一種警惕，就是以消費者的角

度關注媒體環境，去監督媒體而非順從媒體。媒體製作任何節目就必

須接受消費者的監督與批評，經得起閱聽大眾的考驗，而媒體應該本

著對社會的提醒，以此立場去思考問題點，擔負共有的社會責任。倘

若媒體破壞這個共同的責任與規則，這時閱聽大眾就應該有所作為，

主動去監督媒體素質，讓群體力量發揮，遏止劣質報導與節目。當你、

我，我們的社會被媒體拉著走的時候，我們應當謹慎反思，必須得走



出這個框架，拋離被媒體束縛的框架，培養自身的批判能力，建立一

個廣闊的視野。 

節目部回覆： 

台灣媒體的開放讓許多人以為是製造台灣亂象的元兇之一，但事實上

也不全然只是負面的，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台灣媒體也帶來正面的

意涵。一個自由的、公開的、競爭的媒體時代裡，正代表著台灣的發

展是朝向一個開放的、多元的、民主的社會，民眾也因為媒體的開放、

人們接觸各種訊息的機會增多，在這樣的時代社會裡人們更應該具有

獨立判斷、能夠參與和評論新聞、表達意見與看法的能力，媒體也會

因為有民眾的參與和互動而更加進步。 

肆、臨時動議： 

因應媒體發展多樣化，許多新聞訊息並不侷限在傳統媒體如電視、報

紙…等載具上，本會將增加外部委員一名，請討論 

委員綜合建議： 

根據目前委員組成，可再增聘學界專業人士提供意見，讓自律委員會

功能更加完整，建議聘請在大揚有線電視經營區之大專院校的專業老

師，一方面在經營區內可觀看道大揚自製頻道，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在

地問題與需求。 

節目部回覆： 



感謝委員支持，本會將派人洽詢經營區之大專院校老師是否有意願加

入自律委員會，結果於下次會議中報告。  

伍、散會(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