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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現今社會，人們日常最容易接觸到的工具就是媒體，無形之中也深受媒體的

影響。如何讓媒體成為民眾學習的「工具」，而非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利器」，

將是本小論文探討的主題。俗話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力量十分強大，

因此一個良好的媒體能帶給社會正面的能量，教導民眾走向正確的道路。所以本

小論文將研究台灣新聞媒體的倫理實踐以及媒體近用權，藉此分析改進方向。 

 

二、 研究目的 

 

社會大眾接收資訊最重要的管道是為「媒體」，由此可見媒體對於閱聽人的

資訊得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聞工作者須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但當告知事

實和商業利益衝突時，大部分的媒體是否會為了收視而背棄新聞倫理呢? 

 

任何行業都有其倫理背景，而新聞專業亦然。新聞專業倫理不僅是新聞業者

所要遵從的重點，更是閱聽人捍衛自己權利的依據。一個媒體是否遵照新聞專業

倫理行事，會對新聞環境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而所謂媒體近用權的使用，正是

閱聽人對媒體的利用與接近。身為閱聽人的我們該如何去使用媒體，使其成為改

善社會的工具，便是最重要的學習重點。 

 

三、 研究方法 

 

從各個面向去探討新聞媒體的專業倫理為何，並且分析是否有做好媒體應有

的公正角色，例如：報導事實、正反俱陳的評論事件、尊重當事人隱私等等。還

有媒體影響閱聽人的認知是正面或負面，媒體有無自律且符合新聞專業倫理，以

及媒體近用權的落實。希望藉由例證的呈現，來探討我國新聞媒體的專業倫理，

以及透過問卷的方式實際調查現今社會民眾對新聞媒體之看法，使新聞工作者及

所有閱聽人有所省思，進而讓台灣的資訊世界更優質、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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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新聞專業倫理探討 

 

新聞專業倫理即為新聞業者的基本倫理道德，以下為總結的基本論點： 

 

(一) 客觀與公正 

 

新聞媒體的報導原則其中之一是為客觀與公正。公共電視法第 37 條：「新聞

報導內容應確實、客觀、公正，不得歪曲或隱飾重要事實，不得以暗示方法影響

收視者判斷。」所謂客觀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陳述新聞事件，並提供完整資訊；

公正則是指記者在報導新聞時，以公正、不預設、不偏頗的立場，做完整、正確、

平衡的報導。 

 

例如：蘋果日報 2014 年 12 月 6 日 A1 海派踩馬紅線「明日之星」重摔 

在這篇報導中，關於霍立青的為人，是由他人提供的看法，每個人觀感不同，不

應如此批評他，且報導中並沒有霍立青本人的回應。一個平衡的報導應該具有正

反雙方的說法才是公正的新聞，很明顯的此篇報導較偏頗他人，未給霍立青為自

己平反的餘地，貶低了他的為人。 

 

在立場多元的社會中，媒體應考慮到多方的聲音，使新聞客觀與公正才是民

眾願意接收的資訊。 

 

(二) 正確與完整 

 

新聞的報導必須正確無誤，如新聞倫理公約第十一條：「新聞工作者應該詳

實查證新聞事實。」無論是關於事件的當事人身分，或者是事件本身相關問題，

都應該正確且完整的闡述。杜撰或未經查證的新聞都是「不正確」的新聞。 

 

例如《自由時報》於 2008 年 11 月 7 日頭版以「夜戰圓山警噴水放催淚彈驅

離」為標題。但當時在場的媒體，只拍到警方使用水柱或警棍進行驅離，皆未曾

拍到足以證明警方有放催淚彈的畫面或照片。此為新聞報導之不正確，身為新聞

媒體，正確與完整的報導是相當重要的。 

 

(三) 尊重隱私 

 

媒體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觸犯到被報導者的隱私。新聞最終都會呈現在社會

大眾眼前，如果沒有謹慎考慮社會道德尺度，或是當事人的心情，甚至擅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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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審判，這些都嚴重違反新聞專業倫理。只要無關公共利益，任何人的隱私權

都應當受到保障。 

 

例如 2013 年 3 月的「媽媽嘴」雙屍案，《ETtoday》2013 年 3 月 22 日以「媽

媽嘴謝依涵多變！尾牙穿性感低胸洋裝 工作如鄰家女」為題。但此標題把她的

私事向全國人民告知，明顯侵犯當事人隱私，況且這和案件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性。或是中天電視台《新聞龍捲風》報導此命案時，名嘴與主持人回到疑似案發

現場，模擬命案演出，又開香檳慶祝。此舉僅為了節目收視率，而未顧慮到當事

人的感受及隱私，即是媒體審判的嚴重錯誤示範。故尊重隱私，是媒體最為重要

的課題與責任。 

 

二、 媒體近用權探討 

 

1984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指出：「不分性別、種族、國籍、年齡，全人

類均應當享有的傳播權(communication rights)包括『知的權利』與『媒體近用權』。」 

 

釋字第 364 號：「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

言論自由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

配，對於人民『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

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 

 

知的權利表示人們可以不受限的充分獲取知識；而媒體近用權是人們擁有

「接近權」與「使用權」，指人人享有言論自由權，擁有接近與使用媒體的權利，

也就是人人都能透過媒體表達個人的意見、想法或主張。 

 

媒體近用權根據公平原則，讓每個人以及每個社會團體都能在媒體(例如：電

視、平面媒體、網路、廣播等)上發表對於各種議題的意見和想法。 

 

(一) 接近權 

 

「接近權」指民眾間接而有限度的改變媒體發表的內容，包括回應不公平說

法的回覆權，和訂正不實報導的更正權。 

 

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廣播、電視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

益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等之答辯機會，不得拒絕。」此為回覆權。 

 

例如：某新聞媒體報導「激素催熟鳳梨！吃多恐性早熟」，聲稱鳳梨含甜度

高是因為使用生長激素。但日前農業試驗所發表聲明表示，此為不實報導。使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ExContentIf.aspx?ty=C&K1=&K2=&K3=&CC=D&CNO=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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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激素不會提高甜度，反而會降低甜度。而且，植物生長激素與動物生長激素

完全不同，實在不應混為一談。 

 

農業試驗所發表聲明訂正此不實報導，正是接近權當中更正權的使用。因

此，媒體近用權落實於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報導，身為閱聽人應對各項報導保持合

理的懷疑，並且在發現問題時，踴躍使用媒體近用權來捍衛自身權利。 

 

(二) 使用權 

 

每個人都可以參與資訊的製作，不只是各媒體機構應開放版面讓民眾投書發

表意見或播放自己製錄的影片，人民也可組成小型媒體討論地方議題，若能擴及

到公共議題則可讓媒體世界更健全，也落實了公民社會參與的權利。 

 

參與媒體世界有很多種方式，Peopo 公民記者網我們認為是很不錯的平臺。

在這個網站，每個人都可以是記者，不用專業不用學歷更不用應徵，需要的只是

對優質新聞的熱情。因為不像一般新聞台，有收視率、同業競爭、商業利益的壓

力，所以這裡的新聞大多很真心，他們只有一個目標：把在乎的記錄下來，並讓

更多人知道。是自由投稿，也不會有上級主管批評，只要寫你的新聞，做你的媒

體。這個平臺使大眾不分你我，分享在地資訊，挖掘社會中被腥羶色媒體遺忘的

小角落，讓公民也當記者，為愛發聲，落實媒體使用權。 

 

(三) 媒體識讀的探討 

 

「媒體識讀教育的目的不僅在於『認識媒體』、『解讀媒體』，同時也要進而

『改造媒體』。」〔資料來源：管中祥（2006）：媒體識讀與傳播權（「公民攜手，

監督媒體齊步走」研習手冊）。臺灣：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頁 5-7〕 

 

三、 問卷呈現 

 

為了解高中生及 40~50 歲成年人對台灣媒體之想法，本小論文製作問卷，以

問卷方式呈現閱聽人對現今媒體的看法。 

 

(一) 附表 1－問卷(問卷為自行製作) 

 

台 灣 新 聞 媒 體 問 卷 - 媒 體 以 報 紙 為 主 

Q1:請問您對臺灣新聞媒體的滿意度?(1~4 級分來評比，1 是最差，4 是最好)_______ 

Q2:請問為何您第一題會選擇那個答案?(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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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請問您認為台灣新聞報導客觀公正嗎?□相當客觀公正□有待加強(請打勾) 

Q4:請問您認為台灣新聞報導正確完整嗎?□相當正確完整□有待加強(請打勾) 

Q5:請問您認為台灣新聞報導尊重隱私嗎?□相當尊重隱私□有待加強(請打勾) 

Q6-1:請問您覺得您有實踐媒體近用權之中的使用權嗎?(例如:自行投稿公民新聞、播製節目等等)□完全落實 □部分落實 □完全沒有落實(請打勾) 

Q6-2:承上，那媒體近用權中的接近權呢?□完全落實□部分落實□完全沒有落實 

Q7:請問您平時若看見疑似不實的報導，會如何處理呢?  

□存疑但看過就算了 □以各種方式向該媒體提出意見 □從沒遇過這種狀況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請打勾，若選項無合適的請填寫其他) 

Q8:請問您對現今台灣新聞媒體有何看法?有何需改進或令您不滿之處?(請簡述) 

謝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感激不盡 

 

(二) 問卷分析(以下分析之表格與內容，皆為作者自行製作) 

 

我們將問卷發給高中生與 40~50 歲成年人各五十人，以獲得有說服力的

數據。此問卷大多是勾選題，使用圖表來展示。 

 

Q1:請問您對台灣新聞媒體的滿意度？ 

 

 
 

 

由 Q1 的統計資料得知，無論是學生或成年人，對於台灣新聞媒體的滿意度普遍

不滿意。 

 

Q3~Q5:請問您認為台灣新聞報導客觀公正、正確完整、尊重隱私嗎？ 

 

客觀公正 正確完整 尊重隱私

有待加強 50 49 50

還不錯 0 1 0

0%

20%

40%

60%

80%

100%

百
分

比
例

Q3~Q5新聞倫理的實踐---

成年人

(圖一)媒體滿意度---學生 

 

客觀公正 正確完整 尊重隱私

有待加強 48 46 48

還不錯 2 4 2

0%

20%

40%

60%

80%

100%

百
分

比
例

Q3~Q5新聞倫理的實踐--

-學生

(圖二)媒體滿意度---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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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Q3~Q5 的資料可看出學生極大多數認為新聞倫理的實踐還有待加強；而成年

人則是幾乎全部覺得有待加強。 

 

Q6:請問您覺得您有實踐媒體近用權中的接近權及使用權嗎? 

 

 

 

 

從 Q6 的統計結果中發現學生無論是使用權或接近權，部分落實是為多

數，反觀成年人則多為完全沒有落實。我們認為是因為學生在公民課中有接

觸相關概念，老師也有協助我們自行寫新聞、更正媒體不宜的報導，落實近

用權。 

 

Q7:請問您平時若看見疑似不實的報導，會如何處理呢? 

 

 

(圖五)是否落實媒體近用權---學生 

 

(圖六)是否落實媒體近用權---成年人 

 

(圖七)看見疑似不實報導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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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的 其 他 成 年 人 的 其 他 

和 家 人 討 論 無 感 

跟 親 朋 好 友 說 自 行 查 證 

看 過 後 和 別 人 討 論 存 疑 且 找 方 法 求 證 ， 

但 未 必 是 找 媒 體 反 應 自 行 查 證 

轉 台 

 

Q7 的勾選結果顯示出即使閱聽人發現疑似不實報導，心中當然存疑，

但大多數都是看過就算了，少部份會向媒體反應，只有極少數的人會查證。 

 

關於 Q2 及 Q7 的問答題，以下統計了幾種答案，以條列式呈現。(由填

寫者之多到少為排列順序，有些僅列舉部分內容，或部分問卷有兩個以上的

回答列入，造成數據可能小於各 50 人的採樣人數或大於之。) 

 

    1、學生——媒體滿意度問題: 

       (1)不客觀公正(立場偏頗):12 人 

(2)不重要的新聞(如:八卦、娛樂、腥羶色等)太多:12 人 

(3)不尊重隱私或當事人:8 人 

(4)不正確完整(過於浮誇):6 人 

(5)視野狹隘或缺乏國際觀:5 人 

 

    2、成年人——媒體滿意度問題: 

 (1)不客觀公正(立場偏頗):10 人 

        (2)不重要的新聞(如:八卦、娛樂、腥羶色等)太多:10 人 

        (3)不正確完整(過於浮誇):7 人 

        (4)視野狹隘或缺乏國際觀:2 人 

 

    3、學生——改進之處: 

        (1)國際新聞增加:20 人 

        (2)不重要的新聞(如:八卦、娛樂、腥羶色等)減少:18 人 

        (3)更為客觀公正:15 人 

        (4)報導內容多元性增加:7 人 

        (5)過度或重複報導:5 人 

 

4、成年人——改進之處: 

(1)更為客觀公正:14 人 

(附表二)看見疑似不實報導如何處理之其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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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更為正確完整:8 人 

        (3)正面新聞增加:5 人 

        (4)國際新聞增加:4 人 

        (5)不過度報導:2 人 

 

從以上統計可知，無論是高中生或 40~50歲成年人，都認為新聞報導不夠客

觀完整，及不重要的新聞太多。對於尊重隱私這一方面，卻秉持相反的意見:學

生認為台媒不夠尊重隱私；但卻未有一成年人填寫這方面的問題，可見成年人對

於隱私公開程度的接受度高於學生。 

 

至於台灣新聞媒體的改進之處，又有巨大的差異。學生普遍認為台灣國際新

聞不足，應再增加；但成年人卻表示台灣新聞的客觀公正度有待加強。然而落差

最大的是「更為正確完整」，成年人頗為重視的這一項，竟是學生較不重視的。

這讓我們了解到:學生對於媒體，較需要的是國際新聞；而成年人則是要求新聞

的客觀和公正性。 

 

參●結論 

 

(一) 小論文結論 

 

媒體「是毒」嗎?我們認為不當使用媒體就是毒。一篇新聞媒體的報導，可

能小至個人，大至整個社會都會有所影響，因此新聞媒體肩上背負著相當的責

任，報導正確且客觀的新聞才最為重要。 

 

想要改變社會上的新聞媒體不當的報導?媒體近用權是你一定要知道並且妥

善使用的權利。透過媒體近用權的使用，不僅能約束新聞媒體的報導，更能帶動

社會探討正確資訊的概念。當所見所聞皆真實時，閱聽人便能相信社會，更能改

變社會，為社會帶來良好的影響。 

 

身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新聞媒體廣泛出現，如何具有良知的評斷消息正確與

否，和理性客觀的評論新聞事件，便是一位閱聽人應有的態度。而新聞專業倫理

不只是新聞業者必須奉行，一般閱聽人亦務必理解，當下次看見一篇疑似有報導

不實的新聞時，便能利用自己對新聞專業倫理的認知，使用媒體近用權來更正或

答辯，莫不是一件改善新聞環境之舉。 

 

因此，媒體可能「是毒」，但身為閱聽人的我們，要有足夠的知識去「解毒」，

從自身做起，相信社會在眾人的努力之下，能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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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發現 

 

1.我國新聞媒體對其專業倫理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2.閱聽人對媒體報導有相當多的意見，但媒體近用權的使用卻仍不普遍。 

 

(三) 心得 

 

    我國教育部公布的媒體素養政策白皮書認為媒體素養教育是一種「優質公

民」的教育，目的是要造就在民主社會中，對無所不在的資訊，具有主體意志、

獨立思考的公民。 

 

     我們應該要了解新聞專業倫理及媒體識讀的重要。媒體識讀教育的起點便

是要讓學習者認知到媒體所傳遞的並非是真理，並且鼓勵人們成為主動的閱聽

人。而身為閱聽人，才能利用自身擁有的媒體近用權去捍衛自己「知的權利」。 

 

肆●引註資料 

 

(一) 正文 

 

1.部分內文引述自公民與社會康熹文化第一冊課本、南一版高中公民與社會

(一)教師手冊。 

2.「新聞報導內容應確實、客觀、公正，不得歪曲或隱飾重要事實，不得以

暗示方法影響收視者判斷。」引用自公共電視法第 37 條。 

3.「新聞工作者應該詳實查證新聞事實。」引用自新聞倫理公約第十一條。 

4.「不分性別、種族、國籍、年齡，全人類均應當享有的傳播權(communication 

rights)包括『知的權利』與『媒體近用權』。」引用自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5.「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

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對於

人民「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

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引用自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364 號。 

6.「廣播、電視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被評論者，如

要求給予相等之答辯機會，不得拒絕。」引用自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 

7. 「媒體識讀教育的目的不僅在於『認識媒體』、『解讀媒體』，同時也要進

而『改造媒體』。」〔資料來源：管中祥（2006）：媒體識讀與傳播權（「公

民攜手，監督媒體齊步走」研習手冊）。臺灣：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頁

5-7〕 

 

(二)例證 

http://law.moj.gov.tw/LawClass/ExContentIf.aspx?ty=C&K1=&K2=&K3=&CC=D&CNO=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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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觀與公正:「海派踩馬紅線『明日之星』重摔」部分內容出自《蘋果

日報》於 2014 年 12 月 6 日 A1。 

2. 正確與完整:「夜戰圓山警噴水放催淚彈驅離」部分內容出自《自由時

報》於 2008 年 11 月 7 日頭版。 

3. 尊重隱私: 「媽媽嘴謝依涵多變！尾牙穿性感低胸洋裝 工作如鄰家

女」部分內容出自《ETtoday》2013 年 3 月 22 日。 

4. 接近權:「激素催熟鳳梨！吃多恐性早熟」部分內容出自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320/24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