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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專題報導



我們要公眾議題的新聞！



連柏翰 製作編輯播報



主持人：你對現在台灣的電視新聞有什麼樣的觀感呢？會不會覺得太多的新聞都

在追逐個人的八卦，並沒有討論太多的公眾相關議題？台灣的媒體環境

競爭激烈，造就了許多媒體亂象，而這些媒體亂象都不是只能怪罪於其

中一個小環節而已，而是整個市場結構的問題所導致而成，今天要帶你

了解的台灣媒體問題，不再追逐個人，而是關係到每一個人，讓我們來

探討，為什麼台灣電視新聞，會如此缺乏公眾議題的層面。一起來聽接

下來的深度報導。

日前有一家 Cable 新聞台最近做了一則新聞，有關一位富商買了四個外

國的金髮女人來當代理孕母，新聞台以三則新聞的篇幅來進行討論，第

一則先敘述這則新聞的內容，第二則追問取出精子的診所，認為取精的

過程有所漏洞，第三則追蹤此富商住在精華地段，性向被人質疑等個人

八卦。就這則新聞而言，華視新聞部社會組組長楊舜欽認為它是個公眾

議題。

楊舜欽：富商買代理孕母這當然是個公眾議題阿，對阿，因為這代理孕母長久以

來就是社會的普遍現象嘛，對那自然就會有人去違法嘛，有人會去賣阿，

會去買嘛，做這條新聞，藉此也是要提醒，是不是同樣有這些問題，包

括說不孕症的夫妻，這方法是違法的，對阿，這也是公眾議題阿，那至

於說他的性向問題的話反而是，我相信在各個電視台，反而是比較少去

碰觸的，因為這個絕對不是新聞的本意嘛。

主持人：而華視記者許昱孜認為，這則新聞作的方向可能會是？

許昱孜：說真的現在觀眾的口味其實也比較重，他們不喜歡一些什麼制度，他們

就覺得，所以我又沒有要找代理孕母，你跟我講這麼多要幹什麼，對那

他可能就只是單純看說，唉唷，原來他性向可能有點問題，大家現在都

喜歡腥羶色，那所以大家可能就會，他們的口味可能是這樣，那新聞的

走向可能就會比較偏向這方面。

主持人：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認為，是不是公共議題，不見得是決定於



那個議題的本身，而是在於能不能從這個議題來看到它的公共性，現在

所謂被用來追蹤個人八卦的新聞，都可以把他拉到一個公共議題的層面

來進行討論。

管中祥：這一兩天的報導大部分都是在於說，欸這個富商這個醫師是如何的不倫

阿，但這個議題其實可以凸顯的是在於說，台灣的代理孕母制度，那你

就可以從這個議題去拉出，整體的跟社會關係的部分，所以大家的視野

就不會只有看到，阿這個富商個人的慾望是怎麼怎麼樣，我知道這個富

商的慾望要幹嘛？

主持人：近日台灣的電視新聞，在公共議題的探討篇幅明顯減少，而當新聞不再

與民眾相關，而是只追逐一些個人的八卦、腥羶色，或者以人情趣味為

主題，並沒有討論到整個與公共相關的問題與現象時，觀眾們當然會漸

漸的不愛看新聞。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說：

管中祥：當你們新聞不斷是那種瑣碎化、八卦化，他所造成的結果就是現在的人

不太愛看新聞了，他的收視率是越來越低的。

主持人：既然如此，為什麼新聞從事人員不開始做與公眾相關的新聞呢？其原因

有二，第一，他們認為與公眾議題相關的新聞太過嚴肅，閱聽人不會想

要收看。電視新聞台對於閱聽人收視習慣最大的指標就是收視率的數字，

華視新聞部社會組楊舜欽組長表示，什麼樣的新聞觀眾喜歡看，是經由

許多不一樣的新聞下去播放測試，比較過後得到的結果。

楊舜欽：收視率要高，就是當然要看大家關心什麼樣的議題，對不對？那，收視

率是經過不同的新聞下去測試，那這民眾是不是真的很關心，那這個也

包括收視率的起起伏伏都有關係嘛。對阿，包括，比如說很多政府的政

策，一公布出來，你講解的太深，或是太深奧的話，反而收視率會降低

阿，你相不相信，對阿，因為大家聽不懂嘛，看了就悶。

主持人：楊組長提到，太悶的公眾議題，閱聽人不會想要看，因此收視率就變得

很低。對此，政大廣電系許瓊文副教授也有所看法。



許瓊文：經由這種收視率的調查，他會發現說，好像只要講到議題的部分，不是

藝人的這種穿鑿附會的，也不是藝人的火辣照片的，然後收視率就掉下

來，欸我下次就更多的這種，色情阿，或者是比較煽色腥的內容就又把

它送上去，然後說是觀眾愛看。

主持人：為什麼新聞從事人員，不製作與公眾議題相關的新聞，原因之二，新聞

台要做這樣的新聞，得付出較多的成本、人力與時間。政大廣電系許瓊

文副教授表示，現在台灣的新聞台屬於 24 小時連續播放，在那麼長的

時間當中，要塞入那麼多的新聞，頗為困難。最簡單，也是最低成本的

方式就是派出 SNG 車，讓記者在現場做即時報導，便可做出一則新聞，

相對於要做出公眾議題的新聞，需要記者找資料、去深度了解某議題，

而這些記者又沒有辦法同時負責 Daily 新聞，比較下來，SNG 的即時報

導，容易很多。

許瓊文：以一個電視台的運作來講，他當然就想說我派個 SNG 出去，或者是，

我找幾個畫面比較有衝擊力的，然後我來報導這些就夠了，那至於說

ECFA 要講什麼，或至於說代理孕母我們應該注重哪些部分，這些的話

要花太多錢跟太多人力做，他當然就不願意做。

主持人：關於成本高的公眾議題新聞，商業媒體不願意去製作的原因，管中祥也

有同樣的看法。第一，新聞人員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和一條新聞線上面

長期的培養，第二，它必須得捨棄掉 Daily 新聞，花的時間成本也較高。

管中祥：在新聞的生產製作過程當中，要討論一個比較有深度的公共議題，其實

他花的成本是比較高的，那這成本包括第一個是人員的訓練，那另外一

個就是一個公共議題它其實要深度報導的話，花的成本、時間和錢是比

較高，那這跟整個競爭以及媒體願不願意花錢去培育人，是有很大的關

聯性。

主持人：政大廣電系許瓊文副教授表示，自己過去當記者的經驗，是需要前後三

個月的培訓，才能開始跑新聞，而如今的情況卻是相差許多，記者可能



沒有了解到事件的前因後果，就直接跑去現場，問的問題當然也會淺。

許瓊文：我現在的學生一出去，隔天就可以做新聞了，那可是，他沒有跟他有任

何的在職訓練，比如說，受害者，你去到現場，你沒有一個創傷的認識

跟訓練，你就去採訪那個受害者，你問的一定都是你難不難過，你問的

問題就會淺，那這樣子都是屬於很嫩，或者是沒有受過訓練。

主持人：華視記者許昱孜則是認為，現在記者普遍的情形都是趕鴨子上架。

許昱孜：因為阿，就是，電視台嘛，你也知道，就是比較急，那用了人，他必須，

立刻就要強迫你，就是強迫性的上手，你知道嗎？他也不會有給你太多

的時間，那就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好那你覺得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

剛出社會的新鮮人，你覺得它會對這種東西有多大的敏感度，我自己覺

得，沒有。

主持人：獨立媒體苦勞網，王毅丰記者認為，現在新聞的產製流程越來越快速，

新聞主管們對於記者的勞動條件標準，已經有所改變。

王毅丰：他不再是覺得說一個有很深度的採訪經驗的資深的記者，對他來講是重

要的，他反而是說，這個記者，一天可以在一個生產線裡面幫我產製三

條新聞，老闆也用這樣一個生產成本的概念去看待記者的工作。所以我

覺得這個東西不是記者個人的問題，是整個生產體制的問題。

主持人：這樣看來，閱聽人不想要收看公共議題新聞，以及製作這類新聞的成本

太高，是新聞台不想要製作公共議題新聞的兩個主因，但閱聽人真的不

愛看關於公共議題的新聞嗎？媒觀董事長管中祥認為，收視率低並不代

表觀眾不愛看公眾議題。

管中祥：好即使是比較低，它的問題不代表觀眾不關心公共事務、公共議題，而

有可能是新聞的製作者它沒有辦法用比較通俗，或是比較去…有趣，同

時又能夠深入的方式，來去報導這則議題來讓觀眾是可以知道的喔，那

我覺得有時候是那個在技能上面，在那種所謂的一個表達能力上面的一

個問題。



主持人：許瓊文副教授表示，什麼樣的媒體，用什麼樣的媒體特性，是關鍵所在。

電視媒體就可以應用影音的呈現，來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吸引到目光之

後，再來探討其背後的原因和問題所在。相對來說，報紙這個媒體，則

可能是用文字來分析事情較多，電視新聞的優勢就在於，要懂得利用影

音來包裝。

許瓊文：當記者，或者是新聞工作人員，他只是非常偷懶的，在講硬性新聞的時

候，他根本沒有考慮到說他可以充分運用他的影音，他就只有隨便講說

欸目前有什麼數據，然後並沒有刻意去針對媒體的形式，去做內容的修

改的話，那當然會很無趣。

主持人：而製作成本高的這個疑慮，恐怕不是問題的核心，如果成本高的新聞能

夠找回消失已久的高收視率，那主管的臉也會笑呵呵。管中祥認為，現

在的新聞收視率普遍偏低，而新聞台的思考方向，總是鎖定於要怎麼樣

以腥羶色、個人八卦等這類新聞，來搶到觀眾的目光，他提出，應該以

藍海策略來經營，去思考為什麼大多數的人對於現在的電視新聞，總是

興致缺缺。

管中祥：那如果一個經營者如果他考慮的是一個藍海，必須要考量的是，這些人

怎麼樣想要讓他回來看電視新聞嘛，其實滿有趣的，一個電視新聞的收

視率如果只有一個百分點，它其實意味著，有九十九個百分點的人，是

不看的，那不看的這種狀況它其實代表的是，經營者沒有辦法賺到更多

的錢。

主持人：華視新聞部社會組組長楊舜欽在提高收視率的方法中提到，要找到每一

個電視台獨特的台性，才能找回觀眾。

楊舜欽：我想每一個台的台性不一樣，他不看華視他可能在看中視阿，他可能在

看台視阿，那我們每天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怎麼樣吸引這些人，本來不

看的，哪些人能夠過來看，華視的台性，比如說像我們著重很多的生活

議題，那麼，比較貼近於大家生活中會比較關心的事情。



主持人：許瓊文副教授也認為，電視台擁有個人品牌是相當重要的，但這電視台

品牌不是只要做一些追逐名人、或者人情趣味、生活議題的新聞就可以

得知的，應該是要找我們要了解事情時，就必須要看哪一台的這個獨特

的台性。

許瓊文：你要怎麼讓別人覺得，好我看什麼新聞我就是要看你這一台，你就必須

打出你的品牌，新聞室本身也要認為說，我在建立品牌的過程之中，可

能是要花點時間和花點金錢，你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之後，你自然會賺錢，

或你自然會有人要收看你的電視，然後建立自己的品牌，然後跟建立自

己的形象，然後對社會有所貢獻。

主持人：吸引觀眾的目光有很多種，現在這種方式，顯而易見的，並不是個最好

的方法，換一種口味的新聞，多討論跟公眾相關的議題，不再只是針對

於個人，而是將整個層面拉到與社會相關的層級，這樣一來，觀眾們可

以真正知道社會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能夠對於台灣的媒體環境更

加喜愛。謝謝您收聽此節深度報導，我是連柏翰，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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