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新聞?  假訊息?



• 媒體 種類與型態

• @傳統媒體:

• 報紙 ` 電視電影 ` 雜誌書籍` 廣告 ` 口語演說` 網路新聞….

• @廣義新媒體 :

• 社群網站` 部落客` Youtube` Podcast` IPTV` 電子郵件…

•

• 媒體: 傳播信息資訊的載體



• 品牌媒體 VS 自媒體

• @品牌組織型媒體

• 國內三大報紙新聞媒體為例: 記者採訪` 讀者投稿`評論撰寫` 編輯審編

• 資訊過濾` 品質控管` 容易追溯來源

• @ 自媒體

• ………….. 24小時 隨人隨時隨地 多元型態

•

•



好新聞? 越正確接近事實避免惡意虛構參雜個人情
感好惡

*網路科技改變媒體定義與生態

三爆㇐黑監視器成媒體發稿來源
網路社群` 即時通訊軟體(IMF)成讀者重要訊息來源
新聞和訊息界線趨模糊,社群也可以帶輿論風向

現在手機不離手
即時通訊軟體社群網站更成了謠言傳播最佳利器



*1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警察機關

偵處網路假訊息案件計803件,已移函送

514件627人, 餘169件偵辦中(含92

件疑似境外人士散布)

*假訊息類型常隨民眾關注之社會`治安

議題發展,五花八門, 包括疫情`防疫政策

`食安問題`能源政策`選舉等類型



選舉(政治類) :
***公益廣告: 憲法規定的公民投票權年齡門檻下修到18歲
(11月26日修憲複決投票 / 需965萬票 )

例如: 國內選舉: 文旦之亂總統大選
國際政治: 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美國總統選舉

假訊息製造傳播成為組織型` 產業性`跨國性 (內容
農場`駭客集團`假訊息認知作戰)
****香港反送中運動,Twitter關閉逾20萬個假帳號…











瑞典哥德堡大學教授林柏格 (Staffan 

I. Lindberg)主持 V-Dem調查計畫
2019:

針對200多個國家{遭受外國假資訊攻

擊}調查:

台灣是全球遭受外國假訊息攻擊最嚴

重的國家

合理懷疑主因是中國.

中國`俄羅斯等透過資訊戰發布假訊息

, 達到創造兩極化`弱化民主的目的,很

多獨裁國家都意識到這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







疫情(生活類):

##警政署統計近3年警察機關偵處假訊息案件, 有青少年因惡作劇心
態,散布 {由於疫情關係,行政院決議, 每人補助疫情援助金}, {緊急宣
布! 5/17全台學生,不限年級, 全部停課}, {指揮中心緊急通知: 開學日
延後}等假訊息.
通常附帶惡作劇或釣魚連結, 於網路遊戲`社群軟體上謊稱某人確診

`隔離等

##  同儕霸凌: 加拿大15歲女學生阿曼達Amanda Todd
網路 (兒盟: 兩成兒少曾遭網路霸凌)









青少年易遭詐騙型態:

@ 假網拍:

利用青少年或年輕族群追求流行心態, 以販售新款3C

產品`限量球鞋`演唱會門票等為由, 刊登不實買賣訊

息

謊稱參加抽獎獎品用不到`搬家出清` 舊機換新等理

由, 吸引想撿便宜民眾聯繫交易, 私下交易並完成匯

款即消失

建議: 選擇正規經營並且有安全交易管控機制之商家

或網購平台進行交易

勿聽信特別優惠`免手續費等理由 , 規避交易管控機

制



@解除分期付款:

假冒網購平台`網路商店`訂房網站等客服人員, 電

詢假意確定是升級會員`加入團購`系統錯誤`資料

遭駭等,

建議: 不要將個人資料`帳號密碼簡訊驗證碼等告

知他人

@盜用帳號 :

利用Line聊天室或群組傳遞協助Line帳號輔助認

證等訊息, 民眾點擊連結假網頁恐帳號遭盜用,衍

生假借名義借錢`詐騙等



@假交友

社群網站`論壇`交友APP等, 以附有美女帥哥照片之

帳號現身, 以舉辦私人派對`或暗示有兼職援交`伴遊

等服務, 要求交付入會費`服務費或遊戲點數等為由,

誘使付大筆金額,甚或邀約視訊裸聊等,

建議: 勿過度信賴網路交友, 拒絕金錢交易或裸露性

視訊對話

@假求職

謊稱公司需帳戶進行金流運作`節稅`購買材料等理由

, 誘使提供身分證`帳戶等成為人頭戶,或以錯誤認知

引誘擔任詐騙車手等



柬埔寨人蛇集團詐騙案



警方查出張女等人，以每月月薪10
萬元，在臉書如「偏門工作」社團、
IG（Instagram）等社群張貼「高薪
聘請到柬埔寨或泰國等國家從事打
字、電腦工作、博弈機房等合法高
薪行業人員」等訊息，誘騙急需工
作、抱發財夢的年輕人。被害人上
當



『手邊的個案，少年們都是在七月前往，也就是畢業季的時候被拐
騙。人蛇集團多半透過少年的朋友來社區招募他們出國工作。許多
人想要賺點錢，幫忙家計或還債。「還有個案很會跳舞，就告訴她
說有出國表演賺錢機會……還有㇐位年輕人是妻子罹癌，想要賺醫
療費用，而且因為他打字很快，他以為到那邊可以擔任電腦相關工
作，但卻是場騙局，連自己本身的心臟病的藥都拿不到，他是先從
泰國那邊過去，因此被要求更高的贖金。」立委伍麗華說。

特定對象: 同溫層有需求者弱勢求助





多㇐份懷疑, 就能終結假訊息
假新聞`假訊息查核

官方:
@行政院即時新聞澄清
@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防疫專線1922或Line 搜尋疾管家
等等

民間:
@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國際事實查核聯盟)
@ LINE訊息查證
@ MyGoPen
@真的假的 Cofacts
@蘭姆酒吐司 Rumor&Truth
@趨勢科技防詐達人



傳播假訊息可能涉及法令

*

•*刑法:

•第151條恐嚇公眾、第153條煽惑犯罪、第251條農產品交易價格、第305條恐嚇
危害安全、第313條散布流言損害信用

•*選罷法:     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第90條、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04條

•*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63條第1項第5款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

•其他特別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公共衛生師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
別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災害防救法、民用航空法、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陸
海空刑法、證券交易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