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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先前在網路、電視新聞中見到「假新聞」相關報導，使我們開始思考何謂「假新聞」？

它的定義為何？又其背後隱藏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或利益，促使有心人士捏造不實新聞？

以及社群媒體對新聞散播造成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期能藉由這次假新聞的探討，讓我們更認識假新聞，也讓身旁的親朋好友瞭解媒體識

讀的重要性，並學習思考批判，而不是一昧的接收資訊。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藉由搜集及參考相關的書籍、文獻、網路資料、期刊和論文等，以進行資料統整分

析。 

 

      （二）調查研究法 

          

  以各年齡層為對象，發放問卷，藉以得知大家對新聞的信任度及其影響。 

 

貳、正文 

 

 一、假新聞的意義 

 

  學者何吉森(2018)在其有關假新聞的研究中，曾整理出假新聞跟其它類新聞的區別，

如下表所示。 

 

表一：假新聞跟其它類新聞的區別 

名詞 概念 治理 規範 

假新聞 

純屬虛構的消息，刻

意傳播錯誤資訊，目

的在誤導大眾 

網路治理 

強調媒體自律及資

訊素養教育，但不

排除其他法律責任 

未查證新聞 

製播新聞未注意事實

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

利益 

依《衛星廣播電法》得

對衛星廣播電視媒體課

以查證義務 

《衛廣法》第 27 

條 

不實新聞 被報導者或利害關係 媒體接近使用權之落 《廣電法》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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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報導訊息有錯誤 實，對錯誤訊息要求更

正 

條、衛廣法第 44 

條 

不公新聞 

被評論者認為媒體評

論有不公，致損害其

權益 

媒體接近使用權之落

實，對不公訊息要求給

予答辯 

《廣電法》第 24 

條、《衛廣法》第 

40 條 

廣告置入新聞 假扮成新聞的廣告 
廣電媒體明文禁止新聞

置入 

《廣電法》第 33 

條、《衛廣法》第 

31 條 

仇恨性言論 

指有意去貶抑、威

嚇，或煽動針對個別

族群作出暴力及偏見

的言論 

在某些國家法律，仇恨

言論被明文禁止。但在

一些國家，仇恨言論不

是法律用語，僅以名譽

侵權尋求補救 

強調媒體自律及資

訊素養教育，但不

排除其他法律責任 

   資料來源：何吉森（2018 年 7 月）傳播研究與實踐。 

          

  （一）定義 

        

  所謂「假新聞」，係指「刻意以傳統新聞媒體或是社群媒體的形式來傳播的錯誤資

訊，目的是為了誤導大眾，帶來政治及經濟的利益」(維基百科，2018)。 

 

  （二） 類別 

 

   1、論述導向 

 

  從事媒體相關的工作者，在撰寫新聞融入主觀想法，未經求證便加以報導。 

 

   2、演算 

 

  大眾仰賴社群媒體所排列出的新聞順序，使其成為得知新聞的主要管道。 

                  

   3、體制性 

 

  透過專家或研究機構發布，提升學術高度，藉以得到大眾的信任。 

 

   4、事實性錯誤 

 

  刻意捏造成新聞，想要透過大量點閱獲得利益。 

 

  （三）製造假新聞的原因 

 

   1、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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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製作者被假象所蒙蔽，導致判斷失誤，本人並非惡意發布出假新聞，也可能

是在過程中出現紕漏，新聞要素如人物時間等發生錯誤，使新聞失去真實性，例如車

禍事件傷亡人數各媒體報導皆不同等等。 

 

   2、故意 

 

  有些組織為了跟對手競爭，把假新聞當成武器攻擊對方，讓對手失去與其抗衡的

能力，達到居於優勢的效果。也有部分的人刻意製造假新聞，只為了增加觀看率，並

以此獲得更多的利益，例如某遊行主辦單位刻意渲染到場人數等。 

 

  （四）識別方法 

 

  區家麟(2017)曾在其報導中提出辨別資訊垃圾的九項步驟： 

 

   1、「設立預警系統」：對於所看到的圖片或文章，要抱持一定的懷疑，不可以輕易

相信。 

 
   2、「訊息源頭要清楚」：確認資訊來源是否可靠，判斷其可信任度。 

                     

   3、「不要只看標題」：標題可能跟內文不符，需要看完整篇文章，確定是否屬實才

能轉發。                    

 
   4、「留意評論」：有些讀者在看完文章後，會發表自身評論，可參考其留言並思考

新聞是否有錯誤。 

  

   5、「留意日期」：注意報導的日期，可能是舊聞新推，結果使誤會發生。 

 
   6、「搜尋相片」：有時會盜用先前的舊圖片做成新聞，可以利用圖片搜尋看看是否

有此情形發生。 

 

   7、「有片未必有真相」：不可以只依片段做結論，需在了解事情經過後，才可以下

定論。 

 
   8、「調查及統計數據要細心讀」：研究者可能因此新聞可以使其獲得利益，進而竄

改研究數據，所以需細心檢查資料。 

              
   9、「小心斷章取義」：注意是否有只截取文章中的部分內容，導致意思扭曲的情況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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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如何識別假新聞 

來源：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 

  

  （五）破解方法 

 

  Google 和臉書去除了發布假新聞可以得到廣告利益的誘因， 臉書更針對假新聞，

擬定了新的政策及演算法，但最重要的是， 不管看到什麼新聞，都不能輕易相信，在調

查到真相之前，絕對不要隨意分享，這樣才能減緩假新聞的擴散速度。 

   

  （六）各國管制 

 

  1、西方國家 

 

( 1 )美國：雖未立法，但對此議題相當關切，曾經邀請 Google、Twitter、

Facebook 等公司的主管前往國會作證說明。 

 

( 2 )法國：1881 年訂定《新聞自由法》，但為維護言論自由，所以對假新聞有極

其嚴格之定義。 

 

2、亞洲國家 

 

( 1 )馬來西亞：《反假新聞法》規定凡散播假新聞者，最高處 50 萬令吉（約新台

幣 398 萬）或最高處六年有期徒刑。 

 

( 2 )泰國：《網路安全法》若刻意散播者，最高處 7 年有期徒刑。 

 

( 3 )新加坡和菲律賓：考慮推行反新聞相關法。 

 

( 4 )臺灣：《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5 款：「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

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緩：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 

 

  3、施行結果——以歐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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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歐盟法律教授艾雷曼諾（Alberto Alemanno）指出，雖然各國皆提出相關法

律以規範新聞，但成效大多不彰，且可能使假新聞現象更加嚴重。雖有民間成立之

事實查核組織，也無效遏止假新聞氾濫，因假新聞發布後才處理，通常為時已晚。 

 

  二、假新聞例子——以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為例 

        

  （一）事件 

 

  該新聞網站 AWD news 報導：由於巴基斯坦於先前表示將派遣軍隊前往敘利亞，

作為打擊伊斯蘭國的國際聯盟的手段，因此前以色列國防部長 Moshe Yaalon 威脅道：

「就我們而言這是一種威脅，如果不幸的是他們抵達敘利亞，我們將以核攻擊摧巴國。」  

（AWD news，2016）。 

     

  （二）造成影響 

 

  巴基斯坦國防部長阿瑟夫(Khawaja Muhammad Asif)誤信此新聞，於推特(Twitter)

上警告：以色列忘了巴基斯坦也是一個核武國家，險些爆發兩國衝突。 

          

  （三）判斷真假 

 

   1、現任以色列國防部長為利柏曼(Avigdor Lieberman)，該新聞網站誤植為前部長亞

阿隆(Moshe Yaalon) 

 

   2、巴基斯坦對敘利亞內戰持中立態度，非如新聞中報導的支持巴沙爾．阿薩德。 

 

   3、巴國確實曾拒絕沙特阿拉伯出兵至葉門的請求，但這是不同的事件，且利雅德位

於沙烏地阿拉伯，而非葉門。 

 

   4、該網站不時出現廣告頁面 

 

   5、該網站頁面的「聯繫我們」與其他新聞網站相較之下並無法律辦公室的電話聯繫

方式或聯絡地址。 

 

   6、該網站也使用 FB 虛假帳戶（Sophie Alvarez、Hedia de Gaule），藉此轉發該網

站製作之假新聞，該網站發布之假新聞內容主要針對陰謀公眾、反歐洲、以色列、

美國，支持伊朗和俄羅斯的政策。 

 

三、本研究關於假新聞之問卷調查統計 

 

  （一）整體 

 

本研究針對民眾所做的調查，總受測者有 125 份，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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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性別：男性占 17%，女性占 83%。        

                                                                                                                                                        

   2、年齡： 

 

 
圖二：年齡     

來源：問卷調查結果 

 

  17 歲以下占 55.2%，18－30 歲、41－50 歲各占 16.8%，31－40 歲占 2.4%，

51－60 歲占 7.2%，61 歲以上只占 1.6%。 

 

   3、職業 

 

 
圖三：職業 

來源：問卷調查結果 

 

  學生占 70.4%，軍公教占 22.4%，其他（自由業、服務業、科技業、家管）共占

7.2%。 

                                                                                         

4、接收新聞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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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接收新聞的媒介 

來源：問卷調查結果 

 

  網路 68.8%、報章雜誌 1.6%、電視 27.2%、電視與網路 0.8%、以上皆是 0.8%。 

 

   5、是否會立即分享所觀之新聞：不會 94.4%，會 5.6%。 

  

   6、思考真實性：會 88.8%，不會：11.2%。 

                                      

   7、親朋好友轉傳，看完新聞的反應 

 

 
圖五：親朋好友轉傳，看完新聞的反應 

來源：問卷調查結果 

 

  抱持懷疑的態度但無求證 57.6%，抱持懷疑並求證 28% ，相信 9.6%，其他（不

全然相信，視有無時間進行求證、大多相信，除非有疑問才求證）占 4.8%。 

 

  （二）觀察 

 

   1、接收新聞媒介 

 

  大部分的受試者主要藉由網路來閱讀新聞，而根據 2018 年路透社的新聞研究報

告(以下稱報告)中也顯現大部分的台人主要是藉由網路來獲取新聞消息，但今年指數

較前年稍降 2%。 

 

   2、新聞的信任度 

 

  報告中不論是對所有的新聞，或是搜索的新聞，約有 30%的信任度，社會新聞

的信任度僅有 23%，而對於受試者常用的媒介略高，但也僅有 36%。就這方面看來，

大眾普遍不信任媒體，這或許跟社會風氣有關，視聽人偏好閱讀哪一類的文章，偏利

益或政治取向之媒體便會迎合喜好，達成獲益的目的，於此同時，生活周遭便充斥成

山成海的假新聞，久而久之，眾人便對新聞真實性與新聞工作者產生質疑，進而影響

那些致力於報導事實的媒體人。 

 

   3、分享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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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做出來的調查僅有 5.6%之人，但報告中竟高達五成者會轉貼，這可能會增

加大眾對新聞的信任度，尤其是當身旁的朋友或親人轉傳時。 

 

   4、媒體識讀 

 

  就我們所做的統計而言，受試者大多具備些媒體識讀觀念，於觀看新聞報導之時，

能思考其真實性，但在懷疑之時應付諸行動，查證有疑慮之新聞是否屬實，才是身為

公民的展現。 

 

參、結論 

 

  經由此次小論文之研究討論，我們除了對假新聞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之外，也了解到大部

分人普遍不信任媒體所發出的新聞，但除了抱持懷疑外，我們更應該要利用上述所提到的方

式，去識別及破解假新聞，並將方法告訴他人，遏止其擴散速度，以免更多人受騙上當，引

發更大的影響，最後造成無法阻止的憾事發生。但台灣規範假新聞的法律仍存在些弊病，我

們未來將會更深入研究，期能找出解決假新聞更適合的方法，對此問題帶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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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研究問卷 

 

※您好： 

  不好意思打擾您！我們是國立中興高中的學生，為了要研究有關假新聞，需要收集相關

資料，以作為小論文的研究統計使用，懇請您協助填答本問卷。您的回答會成為我們小論文

的重要研究資料。我們採取不記名的方式，不會有個資洩漏的疑慮。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中興高中 周昕儀、張羽禎、黃若欣 敬上 

 

性別： * 

（）男（）女 

 

年齡： * 

（）17 歲(含)以下（）18-30 歲（）31-40 歲（）41-50 歲（）51-60 歲 

（）61 歲以上 

 

職業： * 

（）學生（）軍公教（）自由業（）服務業（）農林漁牧業（）工業（）科技業（）其他：

_____ 

 

您通常透過哪個媒介接收新聞資訊? * 

（）網路（）電視（）報章雜誌（）其他：_____ 

 

當您看到一則新聞，您會立刻分享嗎？ * 

（）會（）不會 

 

當您看到一則新聞時，會去思考它的真實性嗎？ * 

（）會（）不會 

 

您最常關注國內還是國際新聞? * 

（）國內（）國際 

 

承上題，您會去關注哪些新聞議題? *(複選，最多三項) 

（）投資理財（）運動（）氣象（）遊戲（）娛樂（）旅遊（）星座運勢（）政治（）人道

關懷（）社會 

 

身旁的親朋好友傳給您一則新聞，您看完時，通常的反應是？ * 

（）相信（）抱持懷疑的態度，但無求證（）抱持懷疑並求證（）其他：_____ 

 

還有什麼想與我們分享或建議的嗎？請在下方寫下您的回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