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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有真相？

（關西機場假新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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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有真相？ （香蕉產量過剩假新聞）



有圖有真相？ （台灣民眾搶物資）



有圖有真相？ （台灣民眾準備防彈衣）



有圖有真相？ （中國軍演）



有圖有真相？ （疫苗假新聞）



有圖有真相？

（排隊買房）



有圖有真相？

（虎豹潭事件）



墨西哥不明飛行物學者傑米·莫桑（Jaime Maussan）在墨西
哥國會公開展示外星人遺骸



墨西哥國會議員塞爾吉奧·古鐵雷斯·盧納X平台發布的貼文，
右二為傑米·莫桑（Jaime Maussan）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x.com/Sergeluna_S/status/1701788295976329302?s%3D20&sa=D&source=editors&ust=1695715851010564&usg=AOvVaw0XIaLXPXr956m2IviXW3Rb


號稱國家地理年度照片的假照片



號稱國家地理年度照片
的假照片



圖片造假歷史由來已久



美國第16任總統 Abraham Lincoln          美國第7任副總統 John C. Calhoun
（1860） （1852）



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處決秘密警察頭子
Commissar Yezhov後，將合照中Yezhov的身影去掉



蔣介石與孫中山造假合照何應欽 蔣介石 王柏齡 與孫中山合影原圖



中國藝術家張大力以六年時間整理中國官媒假照片完成的作品《第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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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工具的運用：真實與想像的分際



編導式新聞影像



第一張新聞圖片1842年《倫敦新聞畫報》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882年3月11日
《倫敦新聞畫報》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再
度繪製女王遇刺新

聞圖片



當代媒體運用新聞插圖（Photo Illustration）案例



新聞插圖（Photo Illustrations & Infographics）的運用

攝影之於傳播的應用，已不再只是傳達現場的客觀事實，還經常
被運用於表現觀點。由於新聞報導有許多內容是議題而不是事件
，傳統新聞攝影已無法滿足編輯所需，當今或未來影像工作者必
須具備產製不同圖像形式的能力。

Photo Illustrations & Infographics適於表現抽象性、未來式題材，
或是難以用具體照片顯示的議題，例如人權、價值、科學理論、
政策、內部結構、巨大空間或流程的描述等。由於這類圖像工具
擅於表現觀點，且具有獨特性和可操控性(相對於新聞攝影)，因
此廣受歐美先進國家媒體的重視，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所做的調查顯示，
Photo Illustrations & Infographics在紙本媒體所有內容(包括文字、
新聞照片、插圖、漫畫等)，被閱讀的比率高居第一位，超過七
成。

此類圖像操作最重要原則就是：必須讓讀者很容易辨識它是由人
為創作與想像產生，不致於對圖像真實性產生混淆。



TIME 
Magazine



歐美紙媒新聞插圖運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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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達電與蘋果合解



央行冷卻房市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



地球淡水資源匱乏



中西醫合併治療癌症



選擇適當的圖像工具



科技的誘惑與誤用



Newsweek & TIME Magazine



辛普森毆妻
合成照











Martha Stewart

的合成照



國家地理
雜誌封面

被移動的
金字塔





中國國際新聞攝影獎
(華賽)經濟類金獎







修圖軟體的濫用



AI 的強大功能帶來新的倫理與挑戰



普丁向習近平下跪



普丁與習近平會面現場



川普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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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萊斯之書》（The Book of Veles）---Jonas Bendiksen

2022 Photo Contest, Europe, Open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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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影像處理原則

• 讀者把新聞照片當作事件的真實記錄。以任何方式竄改新聞照片，以致誤導、困惑讀者，或無法真實呈現
新聞事件，均嚴格禁止。傳統暗房技巧，如調整反差和明暗等，則可容許。

•

• 影像處理的新科技已模糊事實與想像間那條界線。郵報的編輯政策是：影像處理必須忠於事實，拼貼照片
或插畫也是為了闡述新聞的重點。

•

• ●讀者信賴新聞照片是事件的真實呈現，我們絕不可背判那份信賴。

• 絕不更改照片內容是郵報的政策。意思是對影像本身不作任何增刪，比方把礙眼的手或樹枝除去。為較佳
印刷效果而調整明暗反差則無妨。

• ●去背景、鑲嵌圖片、標題壓圖、圖片歪斜。

• 去背應極度節制，只用在專題、特寫類報導。將照片歪斜、鑲嵌則完全禁止。標題或其它文字侵入畫面，
只有在少數特殊狀況下使用。沒把握時，應徵詢視覺部門副總編輯的意見；若還不能有結論，則須加入主
編或總編輯意見。

• ●拼貼、合成照片，或將照片作局部處理，以營造視覺效果、產生反諷或幽默感等，可有條件開放。

• 合成、拼貼等處理，只能用以闡明報導重點，並限於適合的主題，不適用於一般新聞。事前必須徵得視覺
部門副總編輯同意，若有爭議則應納入主編和總編輯意見。

• ●電腦影像處理。

• 以數位科技創造的圖像，必須能夠明顯看出它是由人為和想像產生。如果還得加註說明去解釋影像並非真
實情狀，這種圖像就不該使用。

• ●更動圖像的決策。

• 改造照片的意念升起時，先問自己：這麼做適當嗎？會不會讓讀者混淆？讀者能領受想造成的視覺或趣
味效果嗎？

基本準則是：問一下更高一層主管的意見。

•



新聞圖像處理和使用原則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2010

 讀者信賴新聞照片乃基於事實的真實呈現，新聞圖像的拍攝、編輯與版面呈現不能背叛此信賴；今天，新聞圖像
數位化，但維護新聞的真實性及可信度仍是新聞攝影永遠不變的原則。

新聞照片：在新聞事件中，拍攝者不指使、引導被攝者至特定位置拍照；影像、圖說（詮釋）以及編輯過程以不
違背真實呈現為原則，包括不改變影像之內容、背景、顏色，亦不能以合成、拼接的手法虛構或重建新聞事件。

 擺拍照片：在做人物訪問、圖片專題時，可能會以導演方式（擺拍setup picture）拍攝環境肖像或特寫等照片，但
這也是以表達受訪者工作或生活特色、個人特質的真實面向為原則，不能傷害新聞的可信度，因此，擺拍的目的
是創造一張具視覺性但絕不會讓讀者誤讀的照片。

 設計性圖像（Photo Illustration）：在新聞編輯過程中，可以創造性地使用影像來表達、說明抽象或未發生的議題。
但其表現的手法必須以明顯、誇張或足以辨識為「人為產生」為原則，以避免讀者誤認其為真實發生之新聞照片。
若使用數位影像處理軟體(photoshop)製作設計性圖像（Photo Illustration），必須讓讀者即使在缺乏圖說的情況下
也能明顯地感受其虛構性。如果必須使用圖片說明才能讓讀者明白此圖片已經過數位技術處理，那麼這張圖片就
不應被採用。
另外，每張設計性圖像（Photo Illustration）的圖說，一定要說明這是設計性圖像（Photo Illustration），以和新聞
照片有所區隔。

 資料照片：應說明拍攝日期、場景與攝影者，以真實地呈現新聞事實，維護新聞的可信度。

 修圖原則：過去，新聞攝影使用傳統暗房技巧的原則，是以維護讀者對新聞照片之信賴度為基石。今天，圖像數
位化後亦同，數位影像處理軟體可用於照片的明暗、反差、色溫之調整或因相機鏡頭及感光元件汙損而產生污點
的修飾，但調修原則仍應力求忠於事實，不可竄改、増刪照片內容。

 圖片說明：其功用在，提供影像不能提供的基本事實（例如人、事、時、地、物等）、背景資料（例如為什麼或
是意義何在…等），以及影像欣賞與解讀的角度，進而凸顯影像的視覺語言。因此圖說不應夾帶攝影者的揣測、
想像以及無法驗證之情緒、狀況與對白。例如一張主體面帶微笑的照片，應僅描述被攝者為「微笑」，而非「高
興」；一個流淚的母親，應僅描述「流淚」而非「傷心」。憤怒、傷心、高興、愉快...等情緒應以圖片元素表現，
由讀者解讀，而非由攝影者或編輯以圖說文字進行主觀詮釋或暗示。

 若是在採訪新聞事件中，因需要而採用擺拍手法時，請在圖說中揭示，以維護新聞照片的可信度。

 新聞圖像的完整性：為避免新聞圖像訊息的漏失，應尊重並堅持新聞圖像的完整性至最後的版面呈現，故標題壓
圖片或去背之做法應力求節制，如有必要為之，建議與攝影單位和圖片編輯等視覺相關工作人員共同討論。

http://tppa1.blogspot.com/2010/02/blog-post_05.html


影像處理應盡量保持自然、接近真實為原則，不過度誇
張或失真，千萬不可濫用影像處理軟體的強大功能。



影像工作者的專業道德與倫理



Minamata(水俁ㄩˇ )／ W. Eugene Smith



道德標準不斷變化，攝影者與編輯應與不
斷變化的標準保持一致。

1948年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曾為文主張 ：「大多數攝影故事
都需要一定程度安排畫面。」但如今這樣的標準卻可能面臨嚴峻挑戰。



攝影者的介入：安排畫面或暗示被攝者採取某些行動



美國加州野火



基於特定意圖的安排畫面



假新聞與媒體、國家公信力



華南虎假新聞事件

周正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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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虎假新聞事件



中國駐法大使館冒用美國太空人照片事件



媒體內控機制與損害控管



英國廣播公司企鵝飛天新聞



英國廣播公司企鵝飛天新聞



依賴個人常識或經驗作判斷的風險
─總統專機變裝爭議



記者採訪淹水造假



英國每日鏡報英軍虐囚假照片



波士頓環球報殺海豹假新聞



Narciso 
Contreras

/AP



美聯社西安淹水造假



美聯社西安淹水造假



武漢非典的婚禮假照片（武漢晚報 邱焰）



洛杉磯時報攝影記者合成照片



路透攝影記者
照片加工







出口轉內銷的
中國網吧假照片



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網吧假照片



中國時報斷指再生假新聞



信賴與懷疑



俄羅斯北極海插旗假照片



南亞海嘯假照片



新華社編導式照片



新華社編導式照片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宣傳照



北韓領導人金日成與金正日宣傳照



北韓官方新聞照



北韓官方新聞照



據瑞典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研究指出，在調查的179
個國家裡，台灣是連續10年受國外假訊
息攻擊程度的冠軍。

對於違反常識、太過聳動或戲劇性的影
像及新聞，永遠保持警戒和懷疑，轉傳
任何訊息前先多方求證，不要成為假訊
息傳播者。



向具有公信力平台查證，例如：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Taiwan FactCheck Center
或MyGoPen，意即「麥擱騙」（不要再騙了）等

或運用其他各類工具輔助查核，例如Google 
Maps或影像搜尋，以及參考其他新聞平台再確
認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Taiwan FactCheck Center 



MyGoPen



安倍晉三遇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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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in the vicinity of 
Kintetsu Yamato-Saidaiji station northern entrance on 8th 
July 2022.



In the vicinity of Kintetsu Yamato-Saidaiji station 
northern ent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