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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第 11 梯次第 1 階段廣播電臺釋照規劃(草案)聽證會 

時    間：102 年 04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    點：本會濟南路辦公室 7 樓大禮堂 

主 持 人：翁主任秘書柏宗 

 

 司儀： 

第 11 梯次第 1 階段廣播電臺釋照規劃(草案)聽證會將要開始，請各位與會 

來賓就座，請本次聽證會主持人本會翁主秘柏宗致詞，謝謝。 

 

 主持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還有各位業界先進大家好，我們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第

11 梯次第 1 階段廣播電臺釋照規劃聽證會，民國 89 年行政院開放第 10 梯次廣

播電臺之後，迄今未再釋出廣播電臺，因此行政院在民國 97 年 10 月 23 日函示

就現有空置的中小功率頻道，併同中廣音樂網、寶島網收回頻率規劃第 11 梯次

廣播電臺釋照。為了符合預算法第 94 條規定，本會在 100 年 6 月修正廣播電視

法，除了公開拍賣之外，還加上審議或其他適當方式處理，101 年廣播電視法修

正之後，經過幾次委員會討論， 101 年 6 月 29 日舉辦過聽證會，各界先進提供

很多寶貴意見，經過委員會多次討論，通過今天第 11 梯次釋照規劃方案，我們

希望這一次釋照規劃方案能更貼近產業現況，能讓產業更公平競爭，健全產業發

展。這一次釋照主要精神，是依據本會組織法還有廣電法第 8 條「電波頻率之分

配，力求普遍均衡」，同時考量產業現況及如何將頻率使用，並讓產業能升級，

活化整個頻率，也滿足在地化、多元化，滿足各種不同族群需求，並且放寬過去

限制，小功率可合併申請升級成中功率，中小功率可以合併申請大功率，並採滾

動式多階段釋照方式，貼近產業現況來活化頻率讓產業升級，因釋照方案還在規

劃階段，我們需要廣泛地徵詢各界意見，今天有各政府相關部門代表，還有公協

會、還有關心這個案子民眾來參與，非常感謝。 

現在請業管單位就今天聽證會議程宣讀議程程序和注意事項。 

 

 司儀： 

＜宣讀聽證會注意事項與議程＞ 

請各位將手機調整至震動模式，請現場媒體記者由本會公關人員引導離開會

場，謝謝。 

 

 主持人： 

接下來我們就請業管單位綜規處進行聽證會內容簡報。 

 

 綜合規劃處同仁： 

第 11 梯次第 1 階段廣播電臺釋照規劃草案簡報，這次的簡報大綱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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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策目標、貳、第 11 梯次第 1 階段廣播電臺釋照規劃草案內容。 

在政策目標部分主要是符合本會組織法第 1 條精神，滿足外界近用媒體需

求，並藉由釋照重新調整廣播產業生態，使現有廣播業者有升級機會並活用頻

率，並且提升廣播事業規模經濟，以及發揮廣播在地性、社區性，製作更多元多

樣內容以滿足不同地區聽眾需求。 

在釋照原則部分，是依市場實際發展情況及依廣播電視法第 8 條：「電臺應

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之精神釋岀執照。本案係第 11 梯次第 1

階段釋照，分階段多次釋出頻率，未釋出之頻率，或未來小升中、中升大後既有

業者整併所繳回頻率，可隨時檢討作為下一階段釋照，並且鼓勵既有小功率電臺

業者整併，或是中小功率電臺業者整併後提出申請，所有欲近用者皆可提出申

請，既有業者可申請跨區經營偏遠地區，但需提出在地承諾或配套措施。 

二、釋照頻率、區域及張數規劃：FM 小功率電臺釋照區域、張數：預計釋 

出 22 張執照，釋出 2 張執照的地區包括基隆、臺中、雲林、屏東(恆春)及金門，

其餘地區皆釋出 1 張，高雄和臺北已經沒有頻率可以釋出。 

FM 中功率電臺釋照區域、張數：預計釋出 9 家中功率電臺頻率執照，釋照

區域包括基隆、臺北、桃園、新竹、恆春、宜蘭、花蓮、臺東及金門各 1 張。 

在 FM 全區網電臺釋照規劃的部分：全區網部分規劃釋出 1 至 3 家，95.3MHz 

以實質審查加拍賣方式，供外界申請，考量公部門籌措經費編列預算方式，可逐

梯次建構塔臺並分區完成，中廣 96.3MHz 及 105.9MHz 兩全區網保留給客委會及

原基會(或原民會)使用。 

在 AM 小功率電臺釋照規劃部分：為提供差異化或類型化服務及回應民意，

並將鋪設地網及未來發展性等因素納入考量，並經評估避免干擾提供頻率釋照需

求，本次預計釋出高雄、花蓮地區各 1 張執照。 

綜上，第 11 梯次第 1 階段廣播電臺釋照張數如下：在 FM 小功率電臺家數

的部分基隆 2 張、桃園 1 張、新竹 1 張、苗栗 1 張、臺中 2 張、南投 1 張、彰化

1 張、雲林 2 張、嘉義 1 張、臺南 1 張、屏東 2 張、宜蘭、花蓮、臺東、澎湖各

1 張、金門 2 張、馬祖 1 張，FM 小功率電臺家數總計 22 張；在 FM 中功率的部

分，基隆、臺北、桃園、新竹、恆春、宜蘭、花蓮、臺東、金門各 1 張，一共 9

張；在全國網的部分 1 至 3 張，在 AM 電臺的部分高雄、花蓮各釋出 1 張，高雄

的服務範圍包括大高雄、大臺南、屏東縣以及嘉義縣的部分地區。 

在申請資格部分：申請件數以 1 張為限，為使廣播產業升級、提升規模經濟

並活化頻率的使用，鼓勵既有小功率電臺業者整併，或是既有中小功率電臺業者

整併後提出申請，以及其他欲近用媒體者亦可申請。既有 FM 小功率電臺及既有

AM 中小功率電臺申請 FM 中功率電臺，限制以同一區域為限，並需於獲得籌設

許可即繳回原有頻率，包含 AM 及 FM，如果欲跨區申請，限制僅能夠申請花蓮、

臺東、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偏遠地區，且必需提出在地承諾或配套措施，強調在

地化，包括播送及製作在地內容、晉用在地製作人、在當地設立錄音室，或與在

地的藝文團體合作節目、設立分臺等，都可以作為加分項目。既有 AM 中小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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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臺亦可依前揭原則申請 FM 小功率電臺，所提的營運計畫中既有站臺整併計畫

的可行性，納入評審加分事項。依廣播電視法第 5 條後段規定：「中華民國人民

組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為主。在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包含有已設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財團法人部分：經行政院新聞局及

本會核准之已設立傳播財團法人，或是經本會審查通訊傳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

監督要點的新設立傳播財團法人。廣電法以及施行細則等相關法律的規定：「同

一申請人」及「聯合申請人」之申請限制，依廣電法規定授權辦法另訂。 

在執照許可的方式：小功率電臺是審議制，中功率以上電臺是審議加拍賣 

制。 

在審查方式部分：依廣電法授權另訂辦法，由專家、學者或公民團體等組成

之專案小組協助審查，除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營業秘密之資料外，本會將於

截止受理後，將所有申請者的營運計劃書上網公開，以及申請者實際製播廣播電

臺節目經驗及曾參加本會辦理無線廣播事業從業人員推廣教育訓練獲得證書者

可列為加分項目。 

在執照效期部分：比照第 2 梯次數位無線電視執照效期，本梯次執照效期，

依廣電法第 12 條規定有效期間為 9 年。有效期間屆滿前，應依主管機關公告，

申請換發執照。申請換發執照之資格、條件與程序以及應該遵孚的事項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9 年執照屆滿後，應依本會公告之換照辦法辦理換照，換照方式

比照既有無線廣播事業，與既有無線廣播事業相同，依「無線廣播電視事業業務

規費收費標準」繳納許可費、證照費以及審查費等。本梯次執照係以拍賣、競價

方式由得標者繳納得標金取得進入經營無線廣播經營許可，屬於廣播電視法第

50 條之 1 規定的許可費。 

在七、技術要求的部分：傳輸的標準為 FM 或 AM，電波涵蓋率需符合無線

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在頻率使用費部分：民營 FM 調頻廣播電臺每年應繳納的頻率使用費為 1800

元除以 10 萬人口乘以涵蓋人口數乘以電臺調整係數，民營 AM 調頻廣播電臺每

年應繳納的頻率使用費為1000元除以10萬人口乘以涵蓋人口數乘以電臺調整係

數。 

在釋照辦法草案的名稱部分：為「無線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以上報告完畢。 

 

 主持人： 

謝謝業管單位的簡報，接下來進行第一輪的意見陳述，假使有時間再進行第

二輪徵詢的陳述，現在是不是開始？可能要講一下每個人的發言分鐘數。 

 

 司儀： 

＜宣讀發言規則＞ 

    現在先請第一位登記者是由文化部蕭淑貞蕭科長至發言臺發言，請台北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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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電臺的臺長李維國跟下一位是蔡蕙鎂小姐請就等候區準備。 

 

 主持人： 

先補充一下，今天聽證發言，本會不做任何回覆或評論，會把所有意見分析

彙整以後提委員會討論，討論有結果再循正常發言管道回應。 

 

 文化部蕭科長淑貞： 

各位好，我是文化部研發科的蕭淑貞，本部意見如下： 

目前立案登記的廣播電臺有 171 家，廣播市場榮景不再，電視購物臺或網際

網路分食廣告市場，使得既有業者經營困難，而且聽眾群也明顯下滑，所以建議

不能只為了媒體近用權，而損及經營業者的權利，激烈的競爭會讓一些經營者喪

失原有的經營權，甚至出租電臺的時段，造成電臺節目品質的低落。再從頻率干

擾面來看，我國已經是調頻廣播網密度非常高的國家，電波之間相互干擾其實也

有點嚴重，再開放的話是不是會使得收聽品質下降，是需要考量的因素，所以綜

合以上情形，除了通傳會這次將要鼓勵比如說小功率整併為中功率，中功率整併

為大功率，我們覺得這樣子很好以外，是不是要開放，建議要審慎考量，如果說

是在鼓勵在地化、多元化的部分我們也是覺得這樣很好，如果有心經營國內廣

播，是不是有可能不只有開放給客委會或原民會，謝謝。 

 

 主持人： 

謝謝文化部給我們的意見，接下來。 

 

 司儀： 

台北流行音樂電臺李維國剛剛表示說不上臺發言，那下一位蔡蕙鎂小姐請問

是否在場？蔡蕙鎂小姐不在場，下一位是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臺長劉潤

惠，請問是否在場？劉潤惠是否在場？不在場，下一位林朝清先生，林朝清先生

請問是否在場？不在場，林朝清先生不在場，下一位沈錫聰先生在不在場？沈錫

聰先生不在場，羅讚煌先生，請問羅讚煌先生？麻煩上臺發言。賴志尚先生在不

在場？賴志尚先生？在場嗎？有，請到等候區等候，謝謝。 

 

 羅讚煌先生： 

主席、在座的先進，羅讚煌先生在這邊第一次發言。 

  10 多年來每一次公聽會開完就沒有結果，每一次公聽會版本也不同，事務

官在辦事情，政務官任期到了以後又留到下一屆。一個電臺執照要開放就應開放

給大家來申請，申請不到就打道回府，為什麼要拖了 10 幾年？每一個政務官都

不想要留一個歷史的定位，這 10 幾年如果有一個主管機關的政務官能夠開放，

在歷史定位上就會有一個好名聲，希望不管是政務官還是事務官都一樣，希望可

以 2 年內完成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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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絕對沒有這個情形，釋照一定公平、公正、公開，羅先生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我們第一輪發言結束後，還有時間我們會開放第二輪發言好不好？好，謝謝。 

 

 司儀： 

請賴志尚先生就發言區，請問屏東之聲李崑富在場嗎？屏東之聲李崑富董事 

長在場嗎？不在場，下一位是新客家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兼臺長劉美玉小

姐，請就等候區，還有凱旋廣播電臺陳琬珍經理，請問陳經理在嗎？不在場，中

華民國廣播電視節目協會丁理事長文祺在嗎？好，請就等候區等候，謝謝。 

 

 賴志尚先生： 

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大家午安，大家好。 

電臺的問題已經處理很久，大家也都很累，因為第 11 次要開放，不管是要

拍賣還是抽籤，我們都覺得是黑箱作業，因為大部分申請到的都是大財團、立法

委員和有名望的人申請得到，我們這些小的、地下電臺根本沒有辦法申請得到，

所以說我們這次要開放是不是真的能夠如主席所說的公平公正，看是要抽籤還是

要怎樣，讓我們這地下電臺都有生存的空間，不要讓地下電臺根本都沒有申請的

機會。 

 

 司儀： 

下一位請準備。 

 

 新客家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劉副董兼臺長美玉： 

各位長官以及各位廣播先進大家好，我是新客家廣播電臺副董事長兼臺長劉

美玉在這裏發言。 

  我們電臺有 2 項意見要發表，第一項是依法黨、政、軍退出媒體，釋照頻率

區域及張數規劃草案，FM 全區網電臺將保留兩全區網給客委會及原民會申請的

法源為何？請問一下。 

第二項，如果客委會取得且經營全國網電臺，以其充沛的經費、資源將嚴重

壓縮商業性客家電臺的生存與永續經營，NCC 是否輔導現有的客語專屬電臺轉

型？ 

以上，謝謝各位長官。 

 

 司儀： 

下一位請丁文祺理事長發言，民生之聲葉津鈴請準備。 

 

 中華民國廣播電視節目協會丁理事長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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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中華民國廣播電視節目協會理事長

丁文祺。 

我認為這一次的公聽會應該是既定的政策，開放應該不會再拖了，希望這次

開放小功率能夠以行政區域來開放，一些小功率的電臺發射區域都很小，我希望

這次能夠考慮以生活區域來開放小功率，以往小功率的收聽範圍很小，再好的節

目聽眾也是很少，經濟效益就會差很多，另外 NCC 鼓勵合併，如果小功率合併

中功率，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不過我認為開放只有一臺中功率，如果很多家申

請合併的話，這可以加分，但是他只有一臺中功率，如果被合併的搶去的話，那

怎麼處理這些新的申請者？ 

 

 司儀： 

民生之聲葉津鈴顧問請上臺發言，請冠均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社吳庭儀準備。 

 

 民生之聲廣播電臺股份有限公司葉顧問津鈴： 

我是高雄民生電臺顧問葉津鈴第一次發言，我的建議是能規劃給南部的農業

專業電臺，因為我們有漁業電臺，但是南部是農業的重鎮，但缺少一個專業電臺，

我們農民工作上能夠一方面聽到電臺，也透過這個農業專業電臺能夠給他一些產

銷的資訊，應該就可以調整他們要種的農產品。 

 

 司儀： 

請冠均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社吳庭儀發言，下一位請嘉義環球電臺林耕孙請準 

備。 

 

 冠均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社吳負責人庭儀： 

主席、各位長官、在座所有廣播同業，大家平安快樂，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我希望我們能夠出席這次聽證會是能夠真

正發揮我們的功能，希望相關單位這次能夠真正發揮他們獨立機關的功能，不要

讓我們未立案電臺又等太久，另外有關申請人不能有違法的紀錄，針對我們所有

未立案電臺，最好讓我們有機會繼續做，沒有營運說真的不知道要怎樣生存下

去，我的要求很簡單，基本的生存權、工作權還有自由言論權。 

另外，NCC 要怎麼樣來證明說所有方式都是公平公正的，過去相關單位說要

輔導、合法，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實現，大家都沒辦法生存，所以這部分建議

NCC 不要再施惠財團或是政商，讓我們有心經營的人，都有發揮的地方。 

 

 主持人： 

謝謝，我先補充一下，NCC 是一個獨立的監理機關，釋照絕對會公平、公正、

公開，依照釋照規劃草案內容，曾經參加 NCC 辦理無線電廣播事業從業人員推

廣教育的有獲得證書的人是有審議加分的項目，所以並不是沒有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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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儀： 

嘉義環球電臺林耕孙，下一位鄭勝雄先生請上發言臺，李聰志先生請就等候 

區等候。 

 

 鄭勝雄先生： 

長官、委員、董事長、臺長、主持人、廣播各位先進大家好，我建議說民俗

文化這個東西不是用錢來買的，這種東西是要專業的人、對文化有興趣的人來經

營，真正用心經營，不是要來賺錢。嘉義、雲林、臺南應要有電臺釋出。 

 

 主持人： 

謝謝鄭先生的發言，這次在嘉義、雲林、臺南都有規劃釋出。 

 

 司儀： 

請李聰智先生上發言臺，下一位是張怡菁小姐請就等候區準備。 

 

 李聰智先生： 

謝謝，各位長官、各位傳播界的所有同仁，這次第 11 次的開放我覺得速度 

要加快，做一個傳播人員要付出很多的用心，不是那麼簡單，要結合當地文化，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申請到電臺的人為什麼沒辦法經營下去，跟不上時代的腳步，

你的節目內容就沒有辦法豐富，他們的臺長說我們幾乎要經營不下去，問題出在

那？節目不夠豐富就沒有人要聽，不要埋怨說市場不開放，市場是大家要拿出實

力去競爭的，以後市場才能豐富，才有人要來看來收聽，跟電視臺一樣，現在數

位電視臺都已經起來了，電臺到現在說難聽點都已經要沒落了都還沒開放，所以

說希望 NCC 長官速度要加快。 

 

 司儀： 

張怡菁小姐請上發言臺，張錦雲小姐剛剛表示不發言，請林春財先生準備。 

 

 張怡菁小姐： 

主席午安，我是法愛公德會董事長特助張怡菁，以下就申請資格與執照效期

兩個方面的建言。 

第一個有關於申請資格方面我們建議在第 11 次釋照之後，應該建議開放給

公益單位優先，讓廣播電臺成為提升公益之工具，因為社會缺乏公益服務的電

臺，建議本次釋照以公益服務為主，不因過去有 1、2 個失敗的經驗而因噎廢食，

排斥公益團體。 

第二，本次申請，建議為了社會公平與正義，現在獲得廣播媒體執照業者在

申請第 11 次廣播電臺時，應該限制其申請資格，讓社會能更多元化，讓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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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與申請。 

第三，申請的經營者其方向經營理念應符合時代的需要，時代在進步，經營

廣播電臺應配合時代、配合進步的需要，提出配合現代發展、經營的理念與方向。 

第四，建議為了服務社會，環境瞬息萬變，讓廣播電臺應提供符合社會需要

的服務。 

關於執照效期部分，我們的意見是應該限制本梯次的經營業者，他在取得經

營資格之後的 5 至 10 年之內，不可任意轉換股份，或者改變股東結構，或者任

意買賣的行為，違者政府應強制收回其執照。謝謝。 

 

 司儀： 

林春財先生請發言，陳仕軒先生請準備。 

 

 林進樺先生： 

我代表林春財發言，上一次的公聽會公告釋出 155 臺小功率電臺，這個承諾

到那裏去了？而且現在經過上一屆的委員之後，現在新委員上任了又講了不同的

版本，現在又釋出小功率 22 臺、中功率 9 臺、大功率有 3 臺，那上一次公告的

跑那裏去了？沒有銜接不是我們在座政務官的問題，應該是事務官，現在重來，

2 年一任，發照永遠遙遙無期。 

如果執照可以拍賣，或者是給現在有電臺經營的人來經營，我們會有很大的

抗拒，我們就到監察院來彈劾，彈劾現在我們的 NCC 的這些政務官，之前講的

到那裏去了，換一屆又不一樣了。 

 

 主持人： 

林先生，你的意見本會知道，我還是說明我們這個釋照是滾動式多階段釋

照，NCC 的釋照一定公平、公正、公開，謝謝。 

 

 司儀： 

陳仕軒先生，下一位葉木裕先生，葉木裕先生，請趙書儀，下一位請準備。 

 

 葉木裕先生： 

長官、各位前輩，我是葉木裕。 

已經參加釋照聽證會好幾次，很懷疑這個釋照聽證會用意是什麼？就是牌

照，記得馬總統選舉的時候講過地下電臺要地上化，有沒有？沒有，所以這個是

不是為了財團的護航，因為剛剛講過比價的方式，是不是沒有權的人就沒有，財

團才有，所以是不是真的公開公正我們還是很懷疑，所以希望說今天也是最後一

次的釋照聽證會，不要說還有下一場，因為每次來的好像前面長官的面孔都不太

一樣，這我很懷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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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儀： 

趙書儀、趙書儀，下一位林進樺、林進樺，下一位章華順、章華順，請吳清 

先生就等候區準備。 

 

 吳清先生： 

各位來賓、翁主秘大家好，我是地下電臺北區會長吳清，來上臺的多少都

有點埋怨，替 NCC 講個公道話，過去行政院新聞局釋出了 10 梯次電臺，當然

NCC 要作為警惕，拖了幾年我是認為這是個好事，但抄了地下電臺，使臺灣的阿

公阿嬤沒辦法聽到臺灣的本土。 

我現在切入主題，就是說我身為地下電臺，我不要求說我可以申請到，但

是當初 NCC 對地下電臺的承諾，包括輔導跟加分，可以優惠到什麼程度？現在

在座應該有一半以上的地下電臺業者，今天要來申請，是不是能夠落實 NCC 所

講的要輔導地下電臺，讓大家都有飯可以吃，如果 11 梯次這一次再沒有給地下

電臺一個生存空間，將來我們這些業者會以生命阻擋 11 次的開放，這是吳清今

天在這邊再三強調，請 NCC 要作為警惕。 

還有一點就是說，今天有來參加的人都有簽名、簽字，如果沒來參加公聽會

可以申請到電臺，這就是特權跟裏面已經內定好了。 

 

 主持人： 

我還是強調 NCC 是獨立的監理機關，我們會公平、公正、公開來釋照。 

 

 司儀： 

請問您？代表林進樺。好，那張能賢先生請準備。 

 

 林進樺先生： 

長官，第二次發言，剛剛是代表發言，現在是本人，當然意見會有相左，在

這邊我大概有幾個比較具體的思維，希望我們長官能夠聽進去。 

在申請資格上應該輔導未立案電臺業者優先地申請，因為政府打壓過未立案

電臺，讓這些未立案電臺暫時關臺，我們算是犧牲者、算是墊背，如果我們當初

硬著頭皮繼續到現在，我相信我們現在還在經營電臺，不要逼我們再回到地下電

臺，我們很想要來拿這個執照，我們很想要正正當當來做。地下電臺很有競爭力，

阿公阿嬤都在聽，都是道地的臺灣腔，影響力夠，明年後年都是兩個大選，如果

說執政者沒有正視這個問題，一定會影響到選票。我們並沒有說要一人一臺，要

讓未立案電臺有整合的機會，以前有線電視第四臺有前例可循。 

只要未立案電臺有在都可以加分，不然要怎麼拚過財團。 

 

 司儀： 

張能賢先生發言，請章啟東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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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能賢先生： 

感謝所有 NCC 主管單位跟翁主秘大家好，講到電臺第 11 梯次要開放，已經

講很久，前一次我沒參加，但我有看到，大家發言反對的也有，贊成的也有，給

NCC 建議的就是說既然第 11 梯次要開放，要的話就一次開放，要不你就告訴我

沒有頻道可以開放，讓大家死心，各人再去找自己的出路，因為我們長期在廣播

媒體裏面，我已經 60 幾歲不是年輕人，所以希望如果要開放就一次落實，謝謝。 

 

 司儀： 

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馬長生理事長發言，請中華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 

楊碧村準備。 

 

 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馬理事長長生： 

主席、各位同業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代表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 

公會 107 位會員代表發言，基本上我們反對這次類比電臺第 11 梯次的開放，因

為現階段廣播產業有 3 個問題，第一個是頻率太多，第二個是現在有的電臺規模

太小，第三個是我們現階段類比電臺的技術太落後， NCC 不單單只應該考慮到

開放，還要考慮到廣播產業發展的問題，以花蓮為例，30 幾萬人口的地區可以

收聽到的廣播頻率有 32 個電臺，大臺北地區算是人口最多的地方，把臺北市、

新北市都加起來有 600 多萬，可以收聽到的頻率有 55 個，宜蘭可以收聽到的頻

率有 23 家。另一個建議是應該未來有機會讓廣播數位化，數位化不可以缺席，

如果把現有的頻率都用光了那我們將來如果現有的調頻、調幅臺要數位化，幾乎

不可能，請要考慮數位化。 

還有就是產業的升級，近用權不代表所有權，如果真的要採行近用權的考

慮，請考慮數位廣播，請考慮公設民營的方式，我們不一定要花那麼多錢在建置

硬體的設備，建置成功後的頻率可以開放讓更多的人在這個平臺上來播出，公設

民營是一個概念，請主管單位能夠考慮。 

 

 司儀： 

請中華民國廣播電臺聯合總會發言，請非凡音廣播電臺朱淑華準備。 

 

 中華民國廣播電臺聯合總會楊理事長碧村： 

因為楊理事長沒有到所以由我代表。 

針對議題二申請資格的部分，日本的媒體報導因日本的 AM 電臺業者經營環

境的惡化、日本在推動數位廣播的困難，以及日本發生 311 等大地震天然災害時

廣播電臺在天災時所發揮傳播的功能，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因此鼓勵 AM 電臺能

轉換成為 FM。我很高興 NCC 現在正在規劃第 11 梯次的廣播電臺釋照，在申請

資格裏面要特別提到為了鼓勵廣播產業的升級，但是其中對於申請資格部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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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鼓勵 AM 中小功率的電臺業者申請 FM 的中小功率，但是需要在申請籌設許可

的時候即要繳回原有頻率，建議請主管機關能夠審慎考慮參考日本的做法，給予

積極性的鼓勵，比如提供保障名額或是給予實質性的加分，同時在獲得頻道之後

到申請取得廣播執照後，應該要同時保留 AM 跟 FM 頻道一段時間同時幫助業者

順利地由 AM 轉換到 FM，畢竟 AM 的系統跟 FM 的系統是完全不一樣的。 

另外想要請教 NCC 有關於 AM 電臺，目前有許多轉播臺，轉播臺可能在南

部有轉播臺，在北部有轉播臺，他們在某個地方又有主臺，那頻道歸還給 AM 去

申請 FM的時候這個轉播臺的部分是怎麼去處理？是否可以以單一轉播臺的部分

去申請？這個部分在上面沒有看到所以在這邊要特別提出來，至於另外一點就是

在審查方式方面不贊成將申請者的營運計劃書上網公開，因為從之前並無這種做

法，營運計劃書其實是公司整個營運的方針跟競爭的策略，如果上網公開的話，

會損及申請公司的權益，謝謝。 

 

 主持人： 

有關於頻率活化產業升級這一部分， AM 合併去轉換成 FM 或者中小功率合

併去申請大功率，或者小功率去合併申請中功率，請馬理事長正式來函本會，我

們會針對這些議題詳細做答覆。 

 

 司儀： 

漁業廣播電臺副臺長李至文發言，下一位正聲公司張少強請準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李副臺長至文： 

各位長官、各位同業先進大家好，我是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副臺長李至文，

在沒有進入主題之前，我要先謝謝民生之聲廣播電臺葉津鈴顧問肯定我們漁業廣

播電臺，謝謝。 

在此我們要再度重申本臺的一個訴求，為確保我們漁民作業時生命財產的安

全，懇求大會要保留 3 個調頻頻率要給我們漁業電臺，第一個是東北角，第二個

是花蓮，第三個是臺東，因為這 3 個地區我們的漁民朋友都聽不到我們漁業廣播

電臺的訊號，所以在這邊我再次地訴求請大會能採納我們的意見，謝謝。 

 

 司儀： 

正聲廣播公司張少強發言，請下一位林瑞明先生請準備。 

 

 正聲廣播公司張副理少強： 

各位好，我是正聲廣播公司工程部副理。請問有關草案中功率以上電臺審議

加拍賣，這一部分中功率是指「含」呢？還是說「不含」？那是只中功率電臺含

在內嗎？ 

第二點就是建議偏遠地區有能夠比照小功率採審查制，因為偏遠地區市場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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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有限，經營確實很困難，謝謝各位。 

 

 司儀： 

請林瑞明先生發言，下一位綠色和平周明鳳請準備。 

 

 林瑞明先生： 

主席、各位長官、各位我們最好的廣播界的前輩，我是全國未立案電臺桃竹

苗分會分會長林瑞明，今天我有幾點建議。 

  第一項依照現行行政區及地形特徵的考量，還有請政府官員設法約束電臺申

請不久就轉讓出去。我長久以來經營外勞還有外籍新娘聽眾，可以說臺灣的第五

個族群，為了時代的使命，我不得不重操舊業，繼續要拚著給人家抄臺的危險，

來上臺講這些話，我要利用這個時間，我有做過外勞的很多服務，包括語言的教

學，泰勞現在都會講國語，都會講閩南話，都是要感謝有這個地下電臺。 

 

 司儀： 

請綠色和平發言，關懷廣播電臺洪嘉穗臺長請準備。 

 

 綠色和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周總經理明鳳： 

我們 NCC、在座長官、各位廣播界的前輩大家好，我是綠色和平廣播電臺總 

經理周明鳳。 

最近這幾年時機不好，我可以體會到大家在這裏要申請到執照，我們這些前

輩都是愛臺灣，其實綠色和平經營 19 年拿到執照，所以我跟很多業者都有開會，

我都會問說最近好嗎？大家都搖頭，很難經營，隨便轉一下就很多電臺。其實

19 年前綠色和平也是地下電臺，我知道未立案電臺對釋照有期待，但真的不好

經營，我可以體會在座各位業者。 

 

 司儀： 

關懷廣播電臺洪嘉穗發言，請城市廣播電臺蘇明傳準備。 

 

 關懷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洪臺長嘉穗： 

各位長官、各位同業先進，我是關懷廣播電臺臺長洪嘉穗。 

既然 NCC 這一次要進行第 11 梯的釋照，大家看到剛剛簡報裏內容，全臺灣

的廣播電臺已經這麼多，大大小小合起來這麼多，到底我們的天空在那裏，我們

收聽的族群有這麼廣嗎？在場有一些是還沒有拿到電臺的，你們遇到的困難點其

實跟我們遇到的會是一樣，若取得執照，不只考量節目做得好不好，商品賣得好

不好，還有更多行政程序要走，所以做起來沒有想像中這麼簡單，NCC 鼓勵小功

率電臺做一個整併，那既然要整併了為什麼要開放小功率電臺？各方面的調查報

告也顯示出來大功率電臺、中功率電臺或者是聯播網廣告效益最大的，又要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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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小功率電臺，另人匪夷所思，是不是要有個輔導機制？若要開放全區網給客委

會、原民會，那是不是也可以給我們一個專屬的臺語電臺？關懷電臺在彰化，很

多年輕族群來節目中所講的臺語都很簡單化，老一輩的不見得聽得懂，但是到了

比較鄉下的地方，聽到老一輩的人講的臺語就覺得很好聽，很有他們的故事，很

有口語化，非常好聽，所以 NCC 是不是也會考慮設立一個專屬的臺語電臺。 

 

 司儀： 

請城市廣播電臺蘇明傳發言，大千廣播電臺賴靜嫻請準備。 

 

 城市廣播電臺蘇明傳： 

主席還有在場各位的先進同業大家好，我的書面意見不再重複地宣讀，我這

裏大概重複強調 3 個點。 

第一個其實我在書面意見上表示反對的立場，其實我們不反對大家應該有的

權利，就像我們不反對未立案電臺爭取他們進入廣播的權利，但是我們反對的是

一個不夠完整的政策，去年的聽證會在這裏聽委員發表公車理論，以近用媒體作

釋照的主要基調，但今天新的政策是一個包裹式的方式，涉及到好幾個不同的層

面，現在的 171 家廣播電臺的升級是一件事，公有資源、公有電臺的資源分配跟

使用還有公益資源是一件事，進入這個產業是另一件事，那這 3 件事擺在同一個

基調上來處理有順序跟公平的問題，所以我希望把這幾個不同的事情擺在不同的

層面討論，他當然有優先順序，可以一起執行，但是現在變成整併升級是去申請

大功率，未進入市場者去申請小功率，然後 AM 或者是小功率又再整併申請中功

率，都是在申請的基礎底下，何必呢？原來的既有業者整併升級本來就是一個可

以專案去執行的事情，制定法規來做的事情，何必透過這個申請的動作。 

  所以我最後一點補充， NCC 是我們的監理單位，文化部是廣播事業的輔導

單位，也請尊重一下文化部的意見，謝謝。 

 

 司儀： 

請大千廣播電臺賴靜嫻發言，請寶島新聲廣播電臺周秉國請準備。 

 

 大千電臺賴董事長靜嫻： 

  各位先進、然後主席，廣播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的市場，市場一直再變小，

被手上的手機取代，大家一直在講說頻率活化，之前我們參加公聽會的時候開放

100 多家，現在又要整併，政策到底是在那裏，其實電臺有 100 多家，但是他的

收聽人口從 40、50％，到現在 27％人是越來越少，但是廣播電臺還要開放，然

後包括剛剛馬董都有提到數位廣播，寶島新聲有一個數位廣播電臺，參加 NCC

課程進修可加分，可是辦數位廣播卻無加分。 

  那接下來我要問執照 9 年是從那裏來的數字？怎麼有人要做，如何去做節

目、去提升、去建設，被經營都綁住了，沒有辦法去升級，這也是很務實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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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所以我覺得對於 9 年，即使將來日後的開放，我們認為這個真的要去思考，

畢竟我覺得大家還是會有數字的考量。 

我的問題很簡單，第一個是我覺得之後的數位廣播的策略為何？還有為何執

照是 9 年？政府對整個廣播市場的看法為何？ 

 

 主持人： 

謝謝，依照釋照規劃草案內容，本梯次執照效期，依廣電法第 12 條規定有

效期間為 9 年。有效期間屆滿前，應依主管機關公告的換照辦法，申請換發執照，

沒有 9 年回收頻率重拍的規劃。 

 

 司儀： 

請寶島新聲廣播電臺周秉國臺長是否發言？好下一位是太陽廣播電臺溫翠 

琴請上發言臺，下一位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理事長廖婉池請上發言臺，下一位

中華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劉廣生請預做準備。 

 

 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廖理事長婉池： 

各位先進同業、主管事業單位大家好，其實我來之前其實就很清楚認知開放

這件事是既定政策，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在這個既定政策的原則之下我還是要做

2 個提醒。 

第一個看法就是黨政軍既然要退出媒體，那為什麼還要再開放公營電臺，還

有很多公營電臺其實在生存經營上都有問題，有賴政府在支持，用全民納稅人的

錢，不是很矛盾嗎？這是值得討論探究的。 

    另外就是 AM 電臺會因為社會整個經濟、整個文化的改變而凋零式微，不是

只有文化部的問題也是政府的問題，NCC 是不是可以針對這樣的電臺給他們合法

的定位，甚至轉型。我自己做了 30 年的廣告做了 30 年才買到一個電臺，進來我

才發現付出太不成比例了，比如說花蓮一個電臺要賣 800 萬，但一個颱風來他就

要花 800 萬去重建，這是恐怕各位沒有在經營電臺看不到的，另外就是說我們過

去不跟電視爭、跟報紙爭，現在看板也成為媒體，第二個就是網路跟手機整個的

快速發展。 

 

 司儀： 

請中華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劉廣生發言，下一位勝利之聲李明威請準備。 

 

 中華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劉總經理廣生： 

主席、各位先進，開放頻率如果是 NCC 的既定政策，並且鼓勵整併來申請，

我認為廣播的同業也都應該認真嚴肅去面對這樣子的未來，因為我們整個廣播商

業媒體的經營最高的法則，就是要有足夠的經濟規模，要有足夠的收聽人口。我

們現在的廣播都是小功率、中功率涵蓋面都有限，收聽人口有限，在 170 多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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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電臺裏面收聽率有三分之二是掛零，三分之一裏面還有很多家，縱然有收聽

率都是個位數，是不努力嗎？是不認真行銷嗎？不是，是因為廣播的現實，大功

率電臺佔了絕對的優勢，臺灣的廣播生態讓大功率的涵蓋面大，所以不需要跟小

功率一樣要認真努力才有這個結果，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部分要面對這個現實，中

廣有那麼大的頻率是因為歷史的因素，但是這個歷史的因素在報禁也解除，無線

電視也開放，為什麼中廣的這個全國性廣播的頻率不能夠解嚴？這一次的開放 1

到 3 家，其實只有 1 家，另外兩家是給原民會跟客委會，現在政府財政拮据有預

算編列嗎？要經過立法院通過嗎？只是在延宕讓中廣繼續獨霸全國性的市場。 

第二個這次希望大家整併，但是限制同一個區域，這種水平式的整合不要由

NCC 來做，很多外資節目幾十年前都開始這樣做，一個人買好幾個電臺同一個時

段，這種水平整合早就做了，要做的是垂直整合，要能夠全區的整合，所以我建

議開放 1 到 3 家，再加上中廣的全功率，有 4 個全國性的不同類型的節目，讓一

些大功率電臺去產生實際的效益，才能夠達到 NCC 你們所謂的整併或者是策略

聯盟。 

 

 司儀： 

勝利之聲李明威是否發言？以上 43 位均發言完畢，第一輪結束。 

 

 主持人： 

第一輪已經結束，接下來第二輪還有沒有其他的先進要發言？時間還是一樣

就按照標準，好。 

 

 臺灣革命黨李主席日盛： 

  臺灣革命黨主席李日盛來自雲林麥寮，現在很多電臺的前輩爭取很多年還是

沒有答案，沒有一條路給人家走這是非常不人道而且違憲的事情，還有人說經營

不下去那就是你不會經營，現在的時代已經是一人一臺的時代，將來的整合你隨

時會發生都可以，電臺難經營是因為他的聽眾少，但是現在的技術連上網路電

臺、網路電視是一樣的資源。  

  第二點，研議所有傳播媒體應該免費提供政見發表，我們國家最大的問題就

是花了很多錢印了很多傳單到處發，宣傳車到處跑，政見會 15 分鐘沒有幾個人

來聽，因為他的聲音沒辦法真實傳達，沒辦法給選民有選擇，傳播是公共資源，

有責任提供這個聲音給大家很透明、充裕的時間去表達，政黨退出媒體是沒有道

理的，政黨是要經營國家的，你沒有媒體我是要說什麼，這大家考慮一下。 

    應該社團法人也可以申請，因為麥寮中華人協會獨立要發聲，所以希望說可

以開放社團法人，現在社區發展很多，公用的資源可以去做社區的工作，以上幾

點建議，請大家採納，謝謝。 

 

 臺灣先進傳播科技協會李文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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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進，我是臺灣先進傳播科技協會李文華，在座幾位處長跟翁主秘大家 

好，這次 NCC 要釋照 22 臺小功率頻率以及 2 臺中功率，跟原規劃 155 臺差太多，

無為而治是中國人最傳統的觀念，所有的頻率都放給市場讓他們自己發揮，怎麼

生存不是在座的委員可以主導的，怎麼生存是要靠市場本身未來發展，為什麼要

規定限制剩這麼少，155 臺絕對可以讓很多想要進入的人可以很順利進入，發揮

他們的功能，現在限制以後他們要找一個舞臺就沒機會了， 155 臺跟 22 臺差了

7 倍，所以希望翁主秘可以幫我們反應一下，希望說 NCC 考慮一下，是不是可以

拿出 155 臺讓市場自己去自生自滅，好不好，謝謝。 

 

 臺灣廣播公司新竹廣播電臺馬臺長維楓： 

我是臺灣廣播公司新竹廣播電臺臺長馬維楓，在此發言，主席、各位先進、 

各位在座的先進朋友們大家好，非常高興參加公聽會。 

我非常贊成城市廣播蘇顧問跟大千廣播賴董，因為我們是 AM 電臺，也非常

贊成所謂的小功率 FM 電臺的整合，但是這邊沒有說幾個小功率電臺必頇整合在

一起做成一個中功率什麼的電臺，那麼還有就是我們 AM 電臺何去何從？到底要

不要留 AM 電臺？存在有沒有必要性？全世界許多的國家 AM 電臺是有他的地位

的，有非常多聽眾在聽的，我們已有 170 多家電臺，現在還要開放 30 幾家共 200

多個電臺，AM 到底要不要存在？如果政策說不要 AM 存在，那應該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有的 AM 電臺可直接換，這才公平，而不是公平競爭完後還要再交回一個

AM 電臺，AM 電臺跟 FM 是不一樣的，所要的資源、土地都更多。 

還有就是 AM 電臺如果要申請小功率，要如何來規範？AM 到底要不要生存

下去？關於有外勞的服務其實我們電臺在 10 年前一直到現在都有，其實很多電

臺都在做外勞的服務，那不是說地下電臺在做其他人都沒有做，這是不對的。 

 

 丁華先生： 

先進同業、NCC 同仁、翁主秘，早期臺視、中視、華視 3 臺、4 臺、5 臺開

放後，結果他們有倒嗎？現在的有線電視這麼多臺，把餅做大市場就大。現在最

重要的是合法電臺要被合併，發展成比較大的電臺。重點是這第 11 梯次要開放，

但為什麼現在還沒辦法開放，因為第 11 梯次的問題很深，第 11 梯次的開放若把

地下電臺都消滅，至少要讓地下電臺有生路，因為他們都是有資歷的老的廣播人

員。 

 

 主持人： 

好，謝謝，還有人要發言？謝謝，我們優先讓還沒有發言的發言。 

 

 鄧秀寶女士： 

謝謝我們今天的主席，給我們新人一個機會，我來自新竹市，剛才聽到很多

前輩講到地下電臺，為了臺灣，我也很感動，包括在座的委員，所以現在講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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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我本身是要申請一臺新的廣播電臺，我看到很多我們臺灣的廣播電臺有很

多不同的風格，但在公益這個電臺方面希望再爭取。新竹有高科技，現在很多的

廣播、電視，透過網路、LINE 傳播，但是我們的電臺畢竟還是跟我們最貼近的，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希望主張能開放中低頻率的電臺，我們希望所有來自全臺灣北

中南的以及離島的廣電電臺能夠結合起來，爭取更多政府給我們的補助經費。 

 

 綠色和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周總經理明鳳： 

今天一定有 2 個立場，一個是希望開放，一個是不要，我剛剛有說到綠色和

平可以體會這樣的情況，我知道取得執照確實很困難，過去電視臺 3 臺，現在

100 多臺也是在經營，過去就是黨政軍控制 3 臺，3 臺收視率有 97％，現在可以

突破 1％已經要謝天謝地。綠色和平經營也很困難，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傳達愛

臺灣的聲音。廣播這麼難生存，到處都是電臺，這就是時機壞。  

 

 

 羅讚煌先生： 

主席、各位長官跟各位先進，第二次的發言，因為剛才沒有說完。 

為什麼 2 年多沒有看到麥克風？因為都被抄了，抄到沒有剩半臺，希望以後

辦這個聽證會要分 2 梯次，一個是贊成釋照，一個是反對。今天應該是同意釋照

的人參與。 

第二點我希望中功率以上電臺採競標制，要限制高標，因為立法院通過一個

壟斷媒體，要求以後合法電臺都要注意，都要有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好像是監督

的人，就是想要避免媒體壟斷，如果高標要拿出 500 萬很困難，但是有地方可以

借，如果 1000 萬就借不到，如果不限制高標就會圖利財團，因為財團有錢。 

 

 主持人： 

好，我們今天的聽證會就到這邊，謝謝各位的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