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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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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文化部107年電視產業調查

107年電視產業總產值新臺幣1,421.41億元



二、不同媒體近五年廣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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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0台灣媒體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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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媒體近五年廣告佔比
6

資料來源：2020台灣媒體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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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視仍為主要獲得新聞資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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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會2019年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

監理業務
一、監理原則
二、前五大申訴類別
三、電視核處情形



⼀、監理原則 憲法保障最大限度之言論自由，除新聞報導、
節目、廣告內容明確違法，本會依法處理外，允
宜充分尊重媒體製播，避免干預編輯自主與媒體
自律。

本會將行政干預限縮到「真正必要」之程度，
監理原則包含：

 整體以觀、個案判斷

 論證原則

 故意過失原則

 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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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五大申訴類別
10

統計期間：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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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不實、不公

針對特定頻道(電臺)/節目/廣告內

容、語言用字表達個人想法

妨害兒少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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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視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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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期間：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

違規類型 件數 佔比 罰鍰累計(NT.) 警告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56 48.3% 16,400,000 23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 14 12.1% 7,600,000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13 11.2% 3,250,000 5

廣告超秒 8 6.9% 4,800,000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5 4.3% 1,800,000 

違反電視置入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 4 3.4% 800,000 

違反本國自製規範 4 3.4% 2,200,000 1

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規定 2 1.7% 2,000,000 

於新聞節目中為置入性行銷 2 1.7% 1,100,000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2 1.7% 73,000 

未經許可擅自變更營運計畫 2 1.7% - 2

違反第43條第2項有營運不當或損害訂戶情事 1 0.9% 500,000 

未依指定之時段、方式播送節目、廣告 1 0.9% 400,000 

廣告超過三分鐘或以節目型態呈現無標示廣告二字 1 0.9% 200,000 

未於期限內更正或答覆利害相關人請求 1 0.9% - 1

電視內容監理案例
一、節目廣告化案例
二、贊助案例
三、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案例
四、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案例
五、民眾檢舉案例

(一)公序良俗
(二)政論性節目



法規依據
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
廣告區隔。但本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
司或代理商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
播之廣告區隔。但本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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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廣告化案例

14

⼀、節目廣告化案例

節目見證者說明使用產品確實有
實質功效，節目末段出現諮詢專
線，以及字卡廣告提供諮詢專線，
且節目中多次出現產品特寫、及
飲用畫面，來賓並強調如何辨別
仿冒品，使觀眾足資識別其為主
持人、來賓及專家所介紹之產品，
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
之客觀事實，致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資訊型節目介紹O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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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廣告化案例

內容爭點 節目不僅具體呈現「實體成品」，且內容幾乎以介紹系爭產品為情
節主體，並佐以各項專屬特色（成分、效用、與不同動物之骨頭密
度比較、製造過程與生理作用之說明、對患有筋骨病痛者之重要性，
以及節目來賓與⺠眾⾒證)等資訊說明，故客觀內容呈現特定產品。

節目搭配影片解說沖泡方式，並輔以口白說明：「……這就是每天喝ＯＯ精華，才有辦法保養出來
的筋骨，……請打節目的諮詢專線，有這種涸涸涸，百倍濃縮的ＯＯ精華，逐罐沖泡後，跟大罐的
葡萄糖胺平多……所以市面上已經出現十幾種的冒仿品，⼀定要認明咱△△大哥介紹，ＸＸ大哥用了
歐樂擱肯定的，才是真真正正第2代濃縮100倍的ＯＯ精華」，明顯強調指涉特定ＯＯ精華產品。

節目末段，來賓聲明：「……外面的ＯＯ精萃，滿滿是到處是，都說是我介紹的，哪有影，那不是
我介紹的，我介紹的，要有△△跟ＸＸ的肖像，還有這支電話，那才是真的（出現諮詢專線0800-
29-2345及產品外盒△△及ＸＸ照片），你如果收到沒有△△和ＸＸ的肖像，你就快把它退回去，才
不會多花錢，△△在玉山山頂拿的那瓶（畫面出現△△飲用ＯＯ精產品），才是正港的喔，要記得
喔」，已明顯指示閱聽眾撥打諮詢專線才能買到節目介紹的真正ＯＯ精產品。

上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之
客觀事實，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
播之廣告未區隔，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
條規定，決議予以核處。

此外，近期迭有業者建議本會應考量產業現
況，放寬節目廣告化或置入贊助之規範，相關
意見本會業已納入內部討論，惟節目內容仍應
以維護視聽眾權益為前題，業者若能自律把關，
政府放寬相關規範⽅能獲得⺠眾⽀持。

本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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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廣告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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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
隔。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2項規定
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類型、新聞報導、兒童、運動賽事
及藝文活動節目之認定、節目與其所插播廣告之明顯辨認
與區隔、置入性行銷置入者與贊助者揭露訊息之方式、限
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贊助案例

本會為解釋及補充法令之規定，業以106年6月1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064808014811號及108年3
月25日通傳內容字第10848006980號函檢送「電視節目廣告化、置入、贊助之關係表」，其
中表2
「同⼀電視節目中同⼀廠商節目廣告化、置入、贊助之關係表」，編號D5及E4規定：「同⼀
廠商在⼀節目中為商品冠名贊助時，不得於該節目之廣告時段為該冠名商品之廣告，但該
廠商之其他商品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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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贊助案例

節目名稱冠以ＯＯ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產品名稱「ＯＯ軟骨素膠原
錠」，同時又插播ＯＯ生技公司
「ＯＯ軟骨素膠原錠」35秒產品廣
告。

談話型節目冠名A公司
同時插播A產品



節目接受廠商產品冠名贊助又於廣告時段播出該冠名產品之廣
告，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2項所訂定之電視節目廣告區
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決議予以核處。

內容爭點

19

二、贊助案例

本會處理

「ＯＯ軟骨素膠原錠」為ＯＯ生技公司之品牌，系爭節目接受
廠商之品牌冠名贊助，並於節目播送後揭露：「本節目感謝『ＯＯ
軟骨素膠原錠』冠名贊助播出」，惟又於系爭節目之廣告時段插播
「ＯＯ軟骨素膠原錠」35秒商品廣告。因該節目冠名廠商產品，
故觀眾收視節目時將全程出現「ＯＯ軟骨素膠原錠」產品名稱，
惟又搭配該產品廣告，致節目與廣告未能明顯區分，並影響視聽
眾權益。

法規依據
衛星廣播電視法27條第3項第4款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之
節目內容，不得有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
損害公共利益之情形。

違反者，依同法第53條第2款規定，處新臺幣20萬
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停止播送該
節目或廣告，或採取必要之更正措施。

20

三、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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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採訪內容播出前未善盡基本查證
義務，誤導⺠眾認知及判斷，不當影
響視聽眾資訊接收權利，致損害公共
利益

三、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案例-1

「網路輿情分析花280
萬市⺠疑：養網軍?」
報導

新聞報導政府採購招標案，攸關公共利益，受處分人稱已於
⾼雄市議會開議報告之休息時間向⾼雄市⻑韓國瑜查證，然所稱
「查證」，僅係於⾼雄市⻑韓國瑜⾏⾛間⼝頭詢問，經其回應「去
組網軍這開玩笑，這怎麼可能組網軍，這開玩笑!」，卻未對受訪
者否認言詞另⾏探究查證，亦未確認採購案相關細節。

內容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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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案例-1

本會處理 本報導新聞尚非需即時播出，應再詢問承辦單位相關人員確
認並比對日期後再播出較為完整，且採訪內容非難查證，然卻未
於播出前善盡基本查證義務，顯誤導⺠眾認知及判斷，不當影響
視聽眾資訊接收權利，致損害公共利益，決議予以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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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代表接獲網友爆料說法為主，
輔以網路「暗黑兵團」網軍公司運作方
式等報導內容，未明確揭示具體消息
來源或媒體採訪、查證情形。

三、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案例-2

「毀韓放大招羅智強
爆暗黑兵團作戰模
式」報導

新聞報導⺠意代表爆料有社群營銷公司收費，提供影響網路
⺠意之服務，事涉⺠主政治議題，且⺠意代表已說明社群營銷公
司作為之目的乃與選舉活動相關，⽽新聞媒體是⺠眾建構對社會
現實認知的重要管道，電視媒體之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因此播
送⺠意代表爆料議題等公共利益議題倘涉及錯誤資訊或混淆訊息，
將致影響社會大眾參與⺠主選舉活動的認知或判斷，不當影響電
視觀眾資訊接收權利，對公共利益當深具影響。

⺠意代表主動發布相關消息後，即於第2日針對相關發言走訪
洲子街、向每家公司詢問求證製播後續報導，顯見於報導播出前
對於⺠意代表說法之查證並非不可為、亦非無法立即執⾏查證動
作。

內容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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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案例-2



新聞以⺠意代表接獲網友爆料說法為主，輔
以網路「暗黑兵團」網軍公司運作方式等報導內
容，未明確揭示具體消息來源或媒體採訪、查
證情形。

新聞受採訪對象發言非難查證，然卻未於播
出前善盡基本查證義務，顯誤導⺠眾認知及判
斷，有損害閱聽眾視聽權益，致損害公共利益，
決議予以核處。

本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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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案例-2

法規依據
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
健康。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
司或代理商播送之節目或廣告內容，不得有下列情
形之⼀：……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26

四、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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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再傳霸凌事件少女
遭圍毆狂甩巴掌」

內容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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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內容清楚呈現少女被霸凌過程，相關霸凌情節更可能引發
青少年模仿，實不具警惕作用且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新聞以網路影片貫穿整則報導，重複播放施暴畫面，其他旁
觀者教唆或鼓勵之行為，可能引起模仿，且報導中亦未呈現警察
機關或青少年犯罪、兒少心理健康等相關領域專家之意⾒或觀點，
實難謂具教育警惕意義

畫面雖以抽格處理，惟相關畫面仍可清楚辨識少女遭打耳光
之動作，加上記者詳細口述事發情節，強化遭霸凌少女受辱情形，
相關內容實讓受害者身心二度傷害，亦可能令閱聽眾產生不適感
受。

四、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未來建議
處理⽅式

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具有守望社會、教育傳承
之價值，未來類似報導建議可修正方向包含：
1.除相關足以識別個人之畫面遮蔽，應避免重覆播
放暴力或霸凌之畫面。

2.增加孩童面對此類霸凌如何處理之說明。
3.增加⽗⺟師⻑如何察覺孩童異樣之資訊。
4.明確標示反霸凌專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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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本會處理 新聞引用網路影片內容，播出少女遭同儕青少年霸
凌之過程，畫面出現幾名青少年圍著⼀名少女，並
輪流出手打少女耳光之畫面，強化遭霸凌少女受辱
過程，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予以核處。惟本
案目前行政訴訟⼀審審理中。

法規依據 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
司或代理商播送之節目或廣告內容，不得有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

30

五、⺠眾檢舉案例-(⼀)公序良俗

⺠眾意⾒ 1.內容涉及玄武、五行、誇大不實，⼀直強調只要
購買它的手鏈就能大富大貴，嚴重誤導社會大
眾。

2.算命諮詢廣告,打電話去卻是賣手鍊,廣告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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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眾檢舉案例-(⼀)公序良俗

ＯＯ手鍊 改變磁場
改變命運

本會經調帶後將該等廣告移請相關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及內政部警政署）查處。

復經內政部警政署回函表示，本案內容以怪力亂神之廣告手
法⾏騙，疑涉刑法詐欺罪；另內容多有斷章取義公眾人物言論之
畫面，亦恐涉有偽造(準)文書罪之嫌，已立案偵處，視個案之具
體事證依法辦理。

內容爭點

32

本會處理

所謂「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公共秩序謂國家社會之⼀般
要求或利益；善良風俗指社會⼀般道德觀念。公共秩序係自外部
之社會秩序方面論之；善良風俗則自內部之道德觀念觀察，二者
均以社會國家之健全發展為目的。然法律並未就善良風俗為定義，
⽽臺灣⾼等法院認為所謂善良風俗，指為維持健全之社會生活，
⽽為⼀般人所信守之倫理、道德觀念，其具體內涵如何，固難⼀
⼀列舉，本案廣告經⺠眾申訴檢舉者眾，涉及算命、風水、解運、
或其他超自然事物，易致觀眾迷信，亦有廣告不實之嫌。

五、⺠眾檢舉案例-(⼀)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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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眾檢舉案例-(二)政論性節目

內政部來函 節目來賓所提如「做實價登錄的時候，最⾼的3%不登錄，最低的
3%不登錄」、「政府只登錄低的，政府選擇性登錄，為了實現他
內心的居住正義，在打房價」等語，與事實不符。節目未經詳實
查證即散布不實言論，已混淆社會視聽。

法規依據 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對於電台之報導，利害關係人認為錯誤，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
內要求更正時，電台應於接到要求後七日內，在原節目或原節目
同⼀時間之節目中，加以更正；或將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之理
由，以書面答覆請求人。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44條規定
對於衛星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得於播
送之日起，二十日內要求更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接到要求
後二十日內，在同⼀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認為節目或廣告無誤時，應附具理由書面答覆請求人。

34

五、⺠眾檢舉案例-(二)政論性節目

來賓發言「實價登錄
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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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眾檢舉案例-(二)政論性節目

內容爭點 節目來賓就經濟日報108年10月28日報導「實價登錄不實！1600萬誆
3200萬買賣都判刑」之新聞，以實價登錄造假頻傳為題進行評論。

節目來賓提及「內政部地政司在做實價登錄的時候，他是這樣講，最⾼
的3%不登錄，最低的3%不登錄」、「都去登記，實際上是只有38% 」、
「同樣⼀個社區，以這個中間線來講，下面有三間，上面有三間，只登錄
低的」、「政府只登錄低的，政府選擇性登錄，為了實現他內心的居住正
義，在打房價」、「可以告我!我叫ＯＯＯ。你是選擇性的登錄，很多年都
這樣，只有低沒有⾼」。

主持人提出「你有證據嗎?你不能亂講啊!」之質疑，節目來賓則就其發言
內容公開表明可藉法院訴訟審理程序判定是否為真。

電視台於接獲更正要求後，二次在該頻道同⼀時段節目中播出澄清內
容。

未來建議處
理⽅式

⼀、事前企劃：
1.邀請來賓應具多元性。
2.宜於節目製播前囑咐來賓議論時皆應有所本，做好查證。

二、錄影過程：
1.主持人應注意平衡原則及發言分際，避免激化衝突、誤導大眾情
形。
2.對所評論議題提供客觀中立資訊。
3.宜於節目中⼀併呈現依據之來源。
4.若來賓仍有過度無根據之立論，主持人當為即時必要之提醒，以
免來賓單方不實言論造成觀眾誤解；藉以提升廣電媒體政論公信
力，及減輕媒體平臺製播剪輯之責任。

三、事後剪輯：
1.節目內容播出後若有誤，宜盡速更正澄清；若涉及更正回覆，應
依法定期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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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眾檢舉案例-(二)政論性節目
本會處理 節目內容有欠妥適，予以發函改進。



電視營運監理重要
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營運計畫變更
二、營運不當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
三、評鑑重要規定及注意事項
四、換照重要規定及注意事項
五、各申辦項目提交方式說明

法規依據

廣播電視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
「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計畫有變更者，應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5條第1項規定：
「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容於許可後有變更時，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
理商，應向主管機關為變更之申請。但第7條第1項
第3款內容有變更者，不在此限。」

38

⼀、營運計畫變更
營運計畫變更應向本會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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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計畫變更
營運計畫變更常⾒樣態

公司 頻道

（1）負責人變更（含董事、監察人、總經
理、執行⻑或與其職務相當之人）

（1）開播日期變更
（展期不得逾6個月，並以1次為限）

（2）資本額變更 （2）頻道名稱變更

（3）公司名稱變更 （3）識別標識變更（含短期變更）

（4）營業地址變更 （4）收費基準變更

（5）衛星轉頻器或傳輸方式變更/新增 （5）節目規劃變更

法規依據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43條第2項規定：
「主管機關認為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營運不當，有損害訂戶或
視聽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者，應命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
商限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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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不當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
營運不當有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或有
損害之虞



新聞頻道過度播送特定人物新聞報導，妨害新聞多
元，未落實新聞內控及自律機制等，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43條規定，有損害觀眾權益，致有營運不
當之情事，應命其限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之措施。
如未改正，可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61條第6款規定處
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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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不當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
營運不當案例

法規依據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項規定：
「主管機關應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報
告，於該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時，辦理評鑑。」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評鑑審
查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
司或代理商，應於該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起二個
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年至第三年之營運計畫執
行報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
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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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重要規定及注意事項



⼀、第1年至第3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包括下列項目：
（參照評鑑審查辦法第3條至第5條）

1.頻道經營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形。

2.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3.財務狀況。

4.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5.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依評鑑審查辦法附表⼀至附表三所
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佐證資料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
文件。

二、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
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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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重要規定及注意事項
評鑑應提交資料

法規依據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於執照期間屆滿
前六個月，應填具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2項規定：
「主管機關受理前項換照之申請，除審查其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外，並應審
酌下列事項：
⼀、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
二、違反本法之紀錄。
三、播送之節目及廣告侵害他人權利之紀錄。
四、對於訂戶紛爭之處理。
五、財務狀況。
六、其他足以影響營運之事項。」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查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未於前項規定期
限內申請換照，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限期提出申請；逾期提出申請者，不予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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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換照重要規定及注意事項



⼀、執照期間第4年至執照屆滿6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

二、未來6年營運計畫。

三、營運計畫摘要表。

四、與申設或前次換照之營運計畫異同對照表。

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45

四、換照重要規定及注意事項
換照應提交資料（參照換照審查辦法第3條至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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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換照重要規定及注意事項

營運計畫執⾏報告及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
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載明事項 未來6年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

1. 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或內容編排之執行情
形。

2. 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3. 財務狀況。

4.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1. 經營之頻道數目、頻道名稱及信號傳輸方
式（境內）/使用之衛星資料及其信號涵蓋
範圍。

2. 節目規畫。

3. 傳播本國文化及本國自製節目之實施方案。
（境外無）

4. 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5.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評鑑、申設或前次換照所附應改善事項、
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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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申辦項目提交⽅式說明

無線電視、衛星廣播電視
評鑑及換照案件

無線電視、衛星廣播電視
營運計畫變更案件

1. 自108年9月2日起，評鑑及換照申請流程均
改為全程線上申辦，請各事業單位持工商憑
證或組織團體憑證辦理相關業務。

2. 換照案件審查費已於申辦系統由申請人自行
列印繳納，無須再洽本會業務窗口製發繳款
憑條。

3. 線上申辦網址：https://tsba.ncc.gov.tw/tsba

4. 系統諮詢電話：0917580600，呂專案經理。

1. 現行申辦流程係以紙本公文方式受理。

2. 因本會配合行政院智慧政府政策，各項申辦
業務均須改採線上申辦，故營運計畫變更案
件將於110年底前，轉換為全程線上申辦方式
受理。

防疫相關注意事項
一、指定播送防疫資訊
二、發布解釋令
三、修正解釋令
四、因應解釋令相關監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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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播送防疫資訊
感謝各頻道協助指定播送防疫資訊
因應武漢肺炎防疫之需，本會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指示，依據傳染
病防治法第52條、廣播電視法第7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6條第1項等規定，發函廣電媒體播送
指定宣導訊息。疫情隨時間推進蔓延，各項防疫作為持續變化，指定播出條件亦持續改變，自
108年1月22日起至今，指揮中心已提出申請書14次。經統計自指揮中心2月1日至9月30日指定播
送期間，衛星電視及無線電視指定播出影片時間總數如下：

媒體類型 指定播出期
間

說明 各頻道指定播出累計分鐘數

無線電視、衛
星電視
新聞各頻道

2月1日
至

9月30日

2月 1日至2月03日/ 每日 4分鐘/計 3日
2月 4日 / 每日17分鐘/計 1日
2月 5日至5月22日/週間每日24分鐘/計78日

週末每日10分鐘/計30日
5月23日至7月31日/ 每日 5分鐘/計70日
8月 1日至8月31日/ 每日 3分鐘/計31日
9月 1日至9月30日/ 每日 3分鐘/計30日

2,734分鐘
（折合為 1日21時34分）

衛星電視
非新聞頻道

2月6日
至

9月30日

2月 6日 / 每日12分鐘/計 1日
2月 7日至5月22日/週間每日24分鐘/計76日

週末每日10分鐘/計30日
5月23日至7月31日/ 每日 5分鐘/計70日
8月 1日至8月31日/ 每日 3分鐘/計31日
9月 1日至9月30日/ 每日 3分鐘/計30日

2,669分鐘
（折合為 1日20時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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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布解釋令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0條
解釋令
考量⺠營廣電事業受指定播送相關防疫訊息，可能影響其原有節目廣告的排播規劃，爰本會兼
顧舒緩業者營運上之影響及保障視聽眾既有權益，於109年3月16日發布解釋令，以「同時段」及
「等額」原則放寬原有廣告時間限制，適用期間自指揮中心終止指定播送相關防疫資訊、節目次
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

原則

等額 同時段
1.每時段總廣告時間：適用期間
放寬廣告播出之每時段總時間，
不得超出指揮中心同時段指定播
出總時間。
2.每時段廣告時間：適用期間每
日每時段放寬播出之廣告時間，
不得超出指揮中心每日同時段指
定播出之時間。

目的

衡平觀眾權益降低事業影響
適用期間放寬之廣告播出時段需與
指揮中心指定播出時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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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解釋令

修正適用期間，提早開始適用

考量疫情未來發展狀況不明，為降低指定播送對產業造成不利影響，經
109年7月29日本會委員會議決議放寬適用期間，修正後之解釋令經行政院
公報中心發布：

1.自8月7日起開始適用
2.適用終止日則由本會另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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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解釋令相關監理作為

請各頻道定期上線填報防疫資訊播出情形總則數、總秒數及放寬廣
告之日期與該日放寬總秒數。
註：依據刑法第214條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使公務員登載於

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請各頻道如實填報相
關資料。

二、放寬終止後函報廣告監播明細表：

⼀、線上填報：

適用放寬廣告之頻道，請於放寬廣告播出終止後⼀個月內，函報廣
告放寬期間之廣告監播明細表。
未適用放寬廣告之頻道，請於放寬廣告播出終止後⼀個月內，函報
本會未適用放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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