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災難新聞採重大災難新聞採重大災難新聞採重大災難新聞採訪及製播原則訪及製播原則訪及製播原則訪及製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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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重大災難或緊急事件發生時，新聞媒體不僅是救災與防災資訊的傳播者，

更肩負災難預警、守望聯繫、服務與監督的社會功能，特訂定本採訪及製播原則，

提供新聞媒體可遵循之共通原則，以期媒體發揮自律精神，於重大災難或緊急事

件中善盡社會公器角色、發揮公共服務功能。    

    

壹壹壹壹、、、、一般原則一般原則一般原則一般原則    

一、新聞媒體於重大災難或緊急事件中應發揮公共服務、守望聯繫之社會功

能，傳遞正確、迅速、完整與重要之資訊。 

二、以人為本，守護生命，落實人文關懷，尊重個人隱私與尊嚴，避免侵害

或騷擾受災者。 

三、傳遞救災情形、援助管道與措施等訊息，並監督防災體系之執行，告知

可能的後續災害，提醒民眾防災避難。 

 

貳貳貳貳、、、、國內重大災難新聞製播原則國內重大災難新聞製播原則國內重大災難新聞製播原則國內重大災難新聞製播原則    

一一一一、、、、採訪製播原則採訪製播原則採訪製播原則採訪製播原則    

（一）消息引用及資訊發布 

1. 報導災情、死傷名單與救治情形，應查證並標示消息來源及時間，

避免揣測；引用網路訊息，應強化查證程序。 

2. 依據事實對災害事件發生原因、未來可能發展進行專業理性之分析，

不得引用及散布不實傳聞或流於靈異預言，引發民眾恐慌。 

3. 災情報導出現錯誤，應立即更正。 

4. 報導災區情況，宜盡量蒐集並充實災區背景資料，提供受災者與民

眾有關災損情形、警戒通報、疏散路徑、求援管道、收容安置、物

資發放、交通設施、維生管線（如水、電、瓦斯、電信）等救災、

防災與避難資訊。同時，除災情嚴重區域，宜兼顧災難較輕或週邊

地區，以傳達正確真實之災難真相，避免誤導救援進展。 

5. 提供正確而專業的後續防災（疫）訊息，將對大眾的提醒與告知列

為首要原則。 



 

（二）現場採訪與訪問當事人或災民家屬 

1.尊重生命與新聞當事人的隱私權，採訪前徵得受訪者同意，並且盡

可能向其解釋受訪可能帶來之衝擊與影響；採訪時避免壓迫式採訪，

以免造成受訪者及其家屬二度傷害，如採訪攝影工作挑起群眾情緒，

立即停止採訪攝影。 

2.基於保護兒少精神，儘量避免採訪受災之未成年孩童，若有必要採

訪，應事前溝通，徵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且不應使受災之未成

年孩童陳述喪親之痛。 

3.發生重大疫情時，對感染重大疾病的病人、醫事人員遭強制隔離者，

未經同意，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 

4.採訪工作應遵守現場警戒線措施，若現場沒有新聞警戒線時，應自

行評估近身採訪可能造成的危害，保持安全距離，不宜貿然進入危

險區域，亦應避免妨礙救災。 

 

（三）弱勢權益保護 

1. 基於保障弱勢及尊重多元文化精神，避免於重大災難發生時以責難、

汙名化或刻板印象之報導傷害弱勢族群。 

2. 特別關注災區弱勢族群情況，持續報導救災、後續安置與重建情

形。 

 

（四）播報方式 

1. 主播及記者之播報方式宜避免過度戲劇化。 

2. 主播鏡面宜求樸實，避免使用過度刺激民眾情緒之新聞標題或聳動

辭彙。 

3. 主播及記者之播報方式宜避免個人主觀情緒介入事件。 

 

二二二二、、、、新聞畫面處理原則新聞畫面處理原則新聞畫面處理原則新聞畫面處理原則    

（一）尊重災民及死傷者之隱私，避免播出過度血腥、引發恐慌之災難現

場影像，宜盡量採用長鏡頭或尋找具象徵意義物品拍攝。 

（二）重大災難新聞著重事實傳遞，避免使用情緒性及戲劇性之配樂、音

效、畫面設計，以免渲染情緒，如內容中出現令人心生恐懼不安之

畫面或聲音，宜加註警語或採馬賽克、柔焦或消音方式處理。 



（三）針對災難現場宜以遠景呈現地點，並輔以文字說明，凸顯新聞事件

的真實性。 

（四）新聞畫面之拍攝角度與報導內容，力求完整呈現事實脈絡並維持正

確，不應以加工重製之方式、過度重複畫面、誤導事實重現或採用

特殊角度或技巧等，影響災難現場原貌之呈現。 

 

三三三三、、、、    SNGSNGSNGSNG 現場轉播原則現場轉播原則現場轉播原則現場轉播原則    

（一）使用 SNG 連線採訪車或其他交通工具進入災區採訪，應尊重警戒區

劃分，避免妨礙救災。 

（二）利用 SNG現場轉播，宜謹慎處理播出畫面，避免直播可能引發民眾

恐慌之影像。如現場狀況可能引發不安情緒，宜改以大景、遠景或

糢糊焦距等方式處理，並特別需避免特寫鏡頭。 

 

四四四四、、、、資料畫面處理原則資料畫面處理原則資料畫面處理原則資料畫面處理原則    

（一）如有必要透過模擬畫面重建災難場景，應合理使用並以事實為模擬

基礎，避免誇大不實；使用模擬畫面應適度疊印「模擬畫面」字樣，

並標示「消息來源」及「製作者」等資訊。 

（二）播放災區舊畫面，應疊印「資料畫面」、「稍早畫面」之字樣，或加

註拍攝時間、地點等相關訊息，避免誤導民眾對重大災情即時性之

判斷。 

（三）如播出民眾提供之影片，應註明資料來源，並加註拍攝時間、地點

等相關訊息。 

    

參參參參、、、、國外重大災難新聞製播與報導原則國外重大災難新聞製播與報導原則國外重大災難新聞製播與報導原則國外重大災難新聞製播與報導原則    

一、記者至國外重大災難或緊急事件發生現場進行採訪時，宜尊重當地民情、

文化，並尊重相關法令規章。 

二、引用國外災區現場影像或資料畫面時，應註明拍攝時間、地點與資料來

源等相關訊息，避免誤導民眾。 

三、有關國外重大災難新聞製播與報導原則未盡之處，參照前述國內重大災

難新聞製播原則處理。 

 

肆肆肆肆、、、、新聞節目民眾新聞節目民眾新聞節目民眾新聞節目民眾 callcallcallcall----inininin 救災救災救災救災    

若有必要透過 call-in救災，參照本會發布之「電視事業製播新聞節目涉



及民眾 call-in 反映天然災害及緊急救難事故製播原則」處理。 

 

伍伍伍伍、、、、從業人員專業訓練從業人員專業訓練從業人員專業訓練從業人員專業訓練    

一、以各種災難嚴重程度規劃完整緊急災難事件處理及採編播流程守則，宜

包含緊急新聞採編播流程、棚內播報連線運作方式、字幕與節目緊急抽換

更新準則、各項緊急聯絡方式等，並於平時定期演練。 

二、派員進入重大災難或緊急事件等高風險新聞現場採訪，行前應落實風險

評估與告知責任，加強人身安全意識與教育，提供記者安全防護裝備、災

區警戒現況、避難手冊等保護措施；進入災區採訪時，應隨時提供必要之

協助與資訊；採訪後應提供記者醫療健康保障。 

三、提供記者事前以及事後之心理諮商或協助，重視其可能因採訪、目睹災

難現場而造成的心理創傷。 

四、平時宜實施有關採訪製播重大災難新聞之在職教育、人身安全保障之職災

訓練等，以增進新聞從業人員專業知識，因應突發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