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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有線電視收視戶的收視行為 

（一）根據今（95）年的調查結果，國內有線電視普及率為81.6%，與

「94年行政院主計處社會指標統計」有線電視普及率79.0%，以

及「94 年尼爾森行銷研究顧問公司媒體大調查」結果（85.1%）

比較，本次調查結果介於兩個調查結果之間。在受訪的有線電視

使用者中，對於有線電視付費事宜，有 30.3%的受訪者表示不知

道/未回答，同時有 0.3%的受訪民眾表示不用付費；至於收視戶

每月付費的平均數值則為 564 元，與去（94）年調查結果相近

（563）。 

（二）有七成一（70.9%）的民眾每日收看電視的時數在2小時以上，

每天收視5小時以上的民眾亦有二成（20.3%）。 

（三）民眾「最常收看」的電視頻道，主要以新聞頻道、電影頻道及綜

合頻道居多，在「公益及闔家觀賞頻段」中，民眾最常收看的前

十名依序為 DISCOVERY、民視、中視、國家地理頻道、台視、華

視、動物星球頻道、慈濟大愛台、旅遊生活頻道及東森幼幼台；

在「商業頻道」部分，前十名依序為三立新聞台、東森新聞台、

民視新聞台、中天新聞台、HBO、TVBS-N、年代新聞台、三立台

灣台、東森洋片台及衛視西片台，前十名中就有六台為新聞台，

可見民眾最常收看的頻道大都以新聞頻道居多。 

（四）民眾「最喜歡」的電視頻道，主要亦以新聞頻道、電影頻道及綜

合頻道居多，在「公益及闔家觀賞頻段」的頻道中，民眾最喜歡

的前十名依序為 DISCOVERY、民視、國家地理頻道、中視、慈濟

大愛台、台視、動物星球頻道、旅遊生活頻道、華視及東森幼幼

台；在「商業頻道」部分，前十名依序為 HBO、三立新聞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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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新聞台、三立台灣台、民視新聞台、TVBS-N、中天新聞台、年

代新聞台、三立都會台及緯來體育台，前十名中就有六台為新聞

台，顯見國人對新聞台的熱衷程度。 

（五）針對民眾最常收看的電視頻道部分，5家無線電視台的排名都較

去年滑落不少，這對於無線頻道業者而言是一大警訊。而主題頻

道（含旅遊、新知）則後勢看漲，紛紛擠進前50名之中。 

二、有線電視收視戶滿意度 

（一）針對「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結果」發現，民眾對有線電視整

體表現評分平均為69.43分，較之於94年（68.14分）及93年

（65.89分）結果，顯示有逐年提高的趨勢。 

（二）收視戶對有線電視「硬體服務」、「節目服務」方面較為滿意 

1、業者做法：從「系統業者調查」發現，97.0%系統業者均已設

定客戶服務標準，業者為提昇服務品質所採取的措施以「立

即處理裝機/故障維修服務」、「立即處理客戶抱怨與申訴」、

「提供多元化便利且安全的繳款方式」、「裝機與維修後會以

電話進行追蹤複查」、「訂定客戶服務標準作業流程」、「定期

進行員工客服教育訓練」、「定期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等，

各項措施採行的比例在九成以上 

2、民眾滿意度：由「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發現，受訪民

眾對有線電視的「硬體服務」、「節目服務」等滿意度較高，

特別是有八成四對「頻道節目夠多」感到滿意，七成四對「畫

面品質」感到滿意。但是對於「客戶服務」及「收費合理性」

等滿意度較低，尤其是有五成三的民眾表示「收費不合理」，

至於民眾認為合理的價位平均為306元（每月），低於去（94）

年調查結果的339元（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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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視戶對有線電視「社區服務」滿意度不高 

1、民眾滿意度：由「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結果發現，有

五成一民眾表示家中有線電視系統有推出自製頻道，表示有

公益/公用頻道的更僅有二成一（21.3%），顯見許多民眾並未

知曉此兩種類型頻道的存在；然就收看過自製、公益/公用頻

道的受訪民眾而言，其表示滿意公益/公用頻道的比率約五成

七，但滿意自製頻道的比例較低，約四成四。另外，從「一

般有線電視收視戶焦點團體座談」中亦有類似的情形，多數

與會者知道有自製頻道，然大多未加注意及觀看，而看過自

製頻道節目的與會者中，多表示對節目製作品質粗糙、畫面

品質較差等表示不滿；而大多數民眾未看過公益/公用頻道，

亦不清楚公益/公用頻道的定義及使用規範，但當民眾瞭解其

功能之後，其實對於公益/公用頻道是有所期待的。 

2、結合歷年對業者和民眾兩部分的各種質量調查資料來看，在

自製頻道、公益/公用頻道上，業者自陳之作法和民眾接觸或

認知者間顯然有所落差。即便多數的業者都自陳有自製頻

道、公益/公用頻道，但卻仍有許多民眾表示從未看過，甚且

不知道其存在。 

三、對節目與廣告的滿意度 

（一）收視戶對「節目與廣告管理」的滿意度方面，由「有線電視收視

戶電訪調查」中顯現，受訪民眾對於有線電視「頻道數量夠多」

的滿意度相當高，然在節目的「品質」部分「節目內容夠水準且

多樣」則甚為不滿；另參照「一般有線電視收視戶焦點團體座談」

中深入瞭解收視戶相關意見，則發現與會者對於「節目重播率太

高」、「廣告時間太長」、「地方蓋台廣告內容及品質」相當詬病，

有些受訪者則表達政府應加強對於購物頻道的把關，以確保民眾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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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視戶對「購物頻道」的看法：由「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

中發現，有五成對購物頻道的品質感到滿意，八成民眾認為應該

將購物頻道區塊化，四成認為購物頻道的數量剛好、三成六認為

購物頻道數量過多。參照「一般有線電視收視戶焦點團體座談」

結果，與會者提出希望政府管制購物頻道的商品種類（藥品廣

告），以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三）收視戶對「電視新聞報導內容」及「電視節目與新聞對人權隱私

之維護」相當不滿意：由「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中發現，

受訪民眾對於這二項均表不滿意，特別是針對「電視節目與新聞

對人權隱私之維護」，不滿的民眾比率高達八成二。參照「一般

有線電視收視戶焦點團體座談」結果，與會者對於「電視新聞報

導內容」亦均表示不滿意，主要原因包括新聞報導太瑣碎、不客

觀中立、不重視個人隱私、太多負面報導、太泛政治化，以及未

求證事實即報導。 

四、頻道區塊化 

（一）公益及闔家觀賞頻段：「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顯示，八成

三的受訪民眾對於「公益及闔家觀賞、兒少頻道集中規劃於前面

頻段」的設置表示滿意；參照「一般有線電視收視戶焦點團體座

談」結果，與會者對如此規劃亦多表示贊成。 

（二）頻道區塊化：近九成民眾贊成 78頻道以前同屬性頻道配置在同

一區塊，而有六成一的民眾滿意當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頻道編

排順序；參照「一般有線電視收視戶焦點團體座談」結果，只要

頻道位址不要經常更換，民眾對於區塊化的接受度其實滿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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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組付費制度 

（一）收視民眾意見：「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顯示，僅有一成四

的民眾願意另外付費收看「付費頻道」，但有四成似的民眾對「分

組付費制度」有需求；參照「一般有線電視收視戶焦點團體座談」

結果，民眾認為其實現在有線電視有100多個頻道，可是他們經

常收看的頻道只有數十個，因此，如果付200元可以看到基本頻

道，他們其實接受度滿高。 

（二）頻道業者意見： 

1、對業務經營的利與不利：分組付費制度實施對頻道業者經營

的影響仍是未定數，許多業者表示還需視未來政策走向來決

定因應的措施，僅有少數業者表示將會因應時勢推出數位頻

道，顯示政府相關單位與業者的溝通仍然不足，加上政策並

未明確化，使得業者一方面觀望等待政府提出完整的說明。

認為分組付費制度有利的業者較少，政府單位也應該從有利

面多方宣導，取得業者的認同，並且提早做出因應的策略。 

參照「頻道業者焦點團體座談」結果，頻道業者認為在目前

的時間點不論是推廣付費頻道或計次付費頻道，都只會使有

線電視產業陷入惡性競爭，讓節目品質更加惡化，因此，建

議政府待數位化後，再考慮推廣這些付費方式。 

2、因應措施：超過半數的頻道業者表示「尚未決定，需視政策

走向而定」，如何對分組付費制度實施採取因應措施，部分業

者表示將「推出數位頻道以因應分眾市場需要」。 

（三）綜合民眾和業者兩方面的各種質量資料顯現，頻道業者對分組付

費制度採取比較保守與疑慮，普遍為觀望的情形，收視者多數贊

成分組付費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贊成的前提，頻道品質、價

格和能否自行選擇頻道來組合是贊同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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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數位服務/數位機上盒： 

（一）數位機上盒普及率：由「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發現，有線

電視收視戶安裝數位機上盒普及率為 8.1%，較去（94）年提高

5.3%。安裝種類則以「中華電信MOD機上盒」居多（收視戶安裝

普及率為2.8%），「有線電視機上盒」次之（2.1%），「無線電視機

上盒」最低（1.5%）。 

（二）數位機上盒使用現況：由「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發現，收

視戶對各種機上盒的滿意度在四成以上，其中以「有線電視數位

機上盒」（52%）及「無線電視機上盒」（40.3%）所獲滿意度較高，

「中華電信MOD機上盒」（33.5%）滿意度較低。至於民眾家中裝

設「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的付費方式，則以「免費使用、借用」

（31.7%）最多，其次是「月租」（25.2%）。進一步詢問受訪者未

來如果政府要求業者免費提供第一台數位機上盒，對於第二台以

上數位機上盒的收費意見，五成六（56.4%）以上的民眾仍認為

應該採取「免費使用、借用」的方式。 

（三）業者推行情形： 

1、推行情形：根據「系統業者意見調查」發現，有五成五（36

家）的系統業者開始推行數位頻道或服務，「台灣寬頻（麥格

里集團）」及「卡萊爾（東森）」二家 MSO 的系統業者全數

表示已經開始推行，、隸屬「富洋（台固）」及「台基網」

二家MSO的業者則全數表示尚未推行、隸屬「中嘉」的12家

業者則有 7 家表示已推行，5 家尚未推行；24 家獨立系統的

業者中，有5家表示已開始推行，15家尚未推行。 

2、提供數位服務：36 家有提供數位服務的系統業者，目前提供

的數位服務主要是數位頻道/節目、上網、用戶專屬頻道設

定、互動節目表與數位資訊查詢等，計畫未來增加的數位服

務仍是以「數位頻道/節目」、「數位資訊查詢」、「互動節目

表」、「上網」與「用戶專屬頻道設定」較多數被列於未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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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推出的數位服務項目內 

3、數位機上盒付費方式：業者提供的付費方式多以「免費提供

收視戶使用」為主，其他如「賣斷」、「月租方式每月收取月

租費」及「押借方式收取可退租金」並行。 

4、遭遇困難：業者認為推動數位機上盒遭遇的問題及困難，主

要是「相關法規不周延」，其次依序為「無法提供足夠的的數

位服務/節目/頻道」、「宣傳不夠，消費者對產品瞭解不足」、

「機上盒成本過高」、「消費者對機上盒收費價格與方式接受

度低」、「每台電視需單獨裝設一台機上盒，消費者接受度低」

等 

七、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節目： 

（一）付費頻道： 

1、目前業者推行情形：根據「系統業者意見調查」發現，有八

成六成（31 家）系統業者提供付費頻道，目前提供的類型主

要是付費的「成人頻道」，其次是「電影頻道」、「兒童/卡通

頻道」、「音樂頻道」與「教學頻道」，再其次依序為「健康生

活類頻道」、「國際性」、「知識性」與「宗教性」等。 

2、民眾意願：當詢及民眾「若有線電視推出需要另外付費收看

的頻道，是否願意收看時」，只有一成四民眾表示願意，可見

「頻道業者」擔心「分組付費制度」實施後會影響營收/獲利

其來有自。 

（二）計次付費節目：業者推行情形，除中華電信以外，大豐有線電視

股份公司與台灣數位寬頻有限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兩家業者，也有

提供計次付費節目，所推出的計次付費節目有電影、運動比賽、

現場音樂會、成人節目、知識性節目與教學頻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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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縣市政府管理方面 

（一）民眾意見：從「有線電視收視戶電訪調查」發現，民眾對縣市政

府管理有線電視方面的滿意度，有三成七表示滿意，不滿意的比

率則有四成三。 

（二）業者意見：在「系統業者問卷調查」中的資料顯現，業者對縣市

政府在主管有線電視業務，有五成六表示滿意；對縣市政府在節

目與廣告的管理，滿意的有六成一；對縣市政府在各項收費標準

制定的滿意程度不到有二成，不滿意則有八成二，顯見系統業者

對於縣市政府此項工作並不滿意。 

（三）綜合從民眾與業者多方面的各種質量資料分析顯示，多數民眾對

縣市政府管理有線電視業務滿意程度不高，或者是不瞭解縣市政

府涉及管理有線電視業務，也不清楚其管轄涉及哪些層面，亦不

瞭解申訴管道。系統業者雖對縣市政府在主管有線電視業務有較

多數表示滿意，但在收費標準制定方面則大多並不滿意。整體來

看，不論面對收視民眾或者是業者，各縣市政府在主管有線電視

業務上都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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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整體意見彙整表 

項目 收視戶（量化） 收視戶（質化） 頻道業者（量化） 頻道業者（質化）系統業者（量化）系統業者（質化） 

自製頻道滿意度

44.1%。 

*多數「不知道」。 

*自製頻道的畫面品質、

主播專業性、記者採訪

深度較差，製作粗糙、

不精緻。 

*對自製頻道的需求有城

鄉差異。 

- - - *北部以盡力深耕。 

*南部業者反應有困

難。 

一、公用及自製

頻道之滿意度

公益/公用頻道滿

意度56.5%。 

 

*大多數皆未注意。 

*公用頻道的視訊模糊。

*公告申請辦法及條件資

格等資訊。 

- - - *目前看的民眾有

限。 

*與公廣集團區隔為

何？ 

二、對廣告專用

頻道之滿意度

購物頻道滿意度

48.9%。 

*多數與會者是看到就會

轉台，或是因為怕受到

誘惑而不敢看。 

*大多數與會者皆認為購

物頻道數量很多，同意

區塊化，挪到後面頻

段。 

- *提供民眾消費的通

路。 

- - 

三、對節目與廣

告管理之意見

節目與廣告管理滿

意度37.2%。 

*對目前一般性節目跟廣

告的安排表示「不滿

意」。 

*認為新聞台、電影台的

重播率太高。 

*插播廣告時間愈來愈

- *大多頻道業者都以

Nielsen所提供的

數據為主要規劃頻

道與節目的依歸。

*多數單一頻道經營

業者，基於經費、

對於當地縣市政府

在節目與廣告管理

上的政策與作法，感

到滿意的有6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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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視戶（量化） 收視戶（質化） 頻道業者（量化） 頻道業者（質化）系統業者（量化）系統業者（質化） 

長。 

*希望增加體育方面的節

目。 

*重播過多，有的片子太

舊。 

時間等因素考量，

自製節目偏低、重

播率偏高。 

*重播率高是為了提

供不同族群收看。

*重播是因為反應太

好。 

*重播依收視率而

定。 

四、對新聞報導

內容之意見 

*電視新聞報導內

容滿意度34.3%。 

*新聞及節目維護

人權隱私需要改

善程度81.6%。 

*對於新聞報導的內容均

表「不滿意」。 

*主要是認為新聞報導太

瑣碎，不客觀中立、不

重視個人隱私、太多負

面報導、太泛政治化、

未求證事實即報導。 

- - - - 

五、對付費頻道

計費方式之意

見 

有意願收看付費頻

道13.6%。 

- 8家的受訪頻道業者

認為分組付費制度的

實施對於頻道業務經

營上是不利的。 

*目前情況已很差，

再分級付費會走上

惡性循環。 

*看NCC如何規劃。

八成六業者表示已

推出付費頻道。 

希望與數位化的政

策一併考慮。 

六、對按次計費

節目計費方式

之意見 

- - - - 九成二（33家）的業

者並未推出計次付

費節目。 

希望與數位化的政

策一併考慮。 

七、對有線電視

數位化之意見

- - - - 在數位服務的推廣

上，最主要遭遇的困

會配合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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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視戶（量化） 收視戶（質化） 頻道業者（量化） 頻道業者（質化）系統業者（量化）系統業者（質化） 

難是「法規制度不健

全」。 

八、對互動式服

務之意見 

- - - - - 只要政策清楚，會進

一步規劃。 

九、對有線廣播

電視多媒體服

務之意見 

- - - - - - 

十、對電信業經

營有線電視業

務之意見（含

MOD及DFC） 

- - - - - 基本上反對，認為競

爭不公平。 

十一、MOD普及

率及滿意度 

*MOD普及率2.8% 

*MOD滿意度33.5% 

*只有北部及東部地區有

中華電信的MOD用戶 

*安裝原因為對有線電視

費率不滿。 

- - 機上盒的收費方式

七成五以「免費提供

收視戶使用」較多。

- 

十二、民眾對地

方縣市政府管

理有線廣播電

視之意見 

對地方縣市政府管

理有線廣播電視滿

意度37.2% 

- *認為政府應該落實

輔導業者的政策與

回歸市場自由競爭

機制。 

*中央與地方政府管

理的標準應一致

化，或由中央政府

統一管理。 

- 對於當地縣市政府

在各主管有線電視

業務上，感到滿意的

有56.1%。 

各地依首長的情況

而各有不同。 

十三、對本會目

前推行及未來

- - *加緊推動產業數位

化。 

*「管理」與「輔導」

兼具的角色。 

數位服務的宣導及

協助。 

*希望主管機關收回

地方審議費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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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視戶（量化） 收視戶（質化） 頻道業者（量化） 頻道業者（質化）系統業者（量化）系統業者（質化） 

將推行之相關

政策法規研提

意見包括 

*從政策面支持並輔

導業者。 

*促進有線廣播電視

產業的發展。 

*低度管制。 

*建立換照、申照的

機制。 

*不同性質的頻道應

該有不同的規約與

輔導。 

中央統一公開透明

的審理較佳。 

*推動數位化、分組

付費、經營區域調

整等問題上，希望

中央廣納地方業者

意見後，再執行公

布。 

(一)公益及閤

家觀賞頻段規

劃之滿意程度

82.5%（P.106） *各地區與會者皆認為區

塊化規劃很好。 

*不要經常更換頻道位

址，會造成困擾。 

*家中沒有小孩子的成年

人，覺得收視權益不受

重視。 

- 大部分贊成。 - 建議主管機關應更

為明確定位究竟是

為「自製頻道」或「公

共頻道」？ 

(二)節目分級

、內容管理 

- *與會者大多數都肯定分

級制度的立意。 

*但認為沒有家長的強力

配合，是無法達到分級

制度的成效。 

- - - - 

(三)公益頻道

及其使用 

公益/公用頻道滿

意度56.5% 

- - - - - 

(四)費率審議

及收費標準 

費率合理性32.5% 節目與廣告管理方面，與

會者大多表示不滿，尤其

是換頻、經營區劃分、消

- - 對於當地縣市政府

在各項收費標準制

定上的作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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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視戶（量化） 收視戶（質化） 頻道業者（量化） 頻道業者（質化）系統業者（量化）系統業者（質化） 

費者權利保障等問題。 ，感到不滿意的有

81.8%。 

(五)分組付費

分組付費符合需要

程度43.7% 

- - 一般業者普遍的反

應都是希望在數位

政策更加明確後，再

言付費等問題。 

- - 

(六)有線電視

數位化 

- - - - 54.5%的系統業者表

示目前已經推出數

位頻道或服務。 

建議政府在推動數

位化時能有更為縝

密完善的規範讓業

者遵循。 

(七)經營區調

整 

- 贊成擴大，可以多一些選

擇。 

- - - - 

(八)經本會指

定之調查項目-

地方廣告蓋台

地方廣告蓋台嚴重

度50.8%。 

*與會者對蓋台廣告的播

放大多表示很反感。 

*蓋台廣告的品質粗糙，

音質經常聲音忽大、忽

小，內容多是藥品廣告

（豐胸、減肥、壯陽⋯）

或當舖、汽車借款的廣

告。 

*以及廣告切入的時間點

很突兀。 

- - - - 

十四、有關消費

者收視行為權

益之保護議題

- *除非天候影響，斷訊狀

況已很少見。 

*有民眾提到，斷訊前業

- - 97%的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都已針對各項

客戶服務設定客服

系統業者在客訴與

斷訊處理上均已各

自建立一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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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視戶（量化） 收視戶（質化） 頻道業者（量化） 頻道業者（質化）系統業者（量化）系統業者（質化） 

、及管理政策

（如頻道斷訊

、聯合壟斷等）

者應該要以跑馬燈通

知用戶，並且對於斷訊

期間應該有所補償。 

標準 

。 

sop。 

十五、無線電視

台公共化方案

的意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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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綜合分析 

（一）民眾 

1. 有線電視法於民國 82 年通過，迄今 13 年，民眾基本上對我國目

前的有線電視是感到滿意的，每個月在付費 600 元以內，有將近

一百個頻道的節目可以收視，民眾已經習慣了這種「俗擱大碗」

的電視收視情形。 

2. 尤其將前25頻道規劃為公益其闔家觀賞，民眾的滿意度普遍說來

是很佳的，至少不會在這些頻道中看到尷尬的畫面，但同時，民

眾對新聞的重覆與煽、色、腥，對各新聞台之新聞雷同性過高，

缺乏國際、溫馨的新聞頗有意見。 

3. 在收視情形方面，如往常一般，民眾喜愛新聞、電影與综合台，

但對廣告愈來愈多表示不滿，認為既然已經繳了每月近 600 元，

為何來還要看那麼多的廣告呢？企盼能多一些體育性的節目。 

4. 對購物頻道的意見比較分歧，有人覺得很好看，會加入會員；但

也有人反應購物頻道過多，絕大部分的民眾都建議將購物頻道區

塊化。 

5. 大部分的民眾不瞭解公益/自製頻道的設置，就算知道，也覺得節

目品質不佳，或太過廣告化、政治化，可有可無，也就是說，在

國外有線電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提供地區民眾在地資訊的目

的，在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島嶼上，實施有其困境，未來自製、公

益頻道的發展，一方面與地方政府的態度有關，一方面也與系統

業者的企圖心有關。 

6. 除高雄地區外，民眾對系統業者提供的硬體服務皆感高度滿意，

但部分民眾希望降價，也有民眾認為繳費的方式不理想。 

7. 由於對目前有線電視大多滿意，對付費、互動、數位化等發展不

是太過熱衷，這可能是經濟因素，也可能是不瞭解新科技的方便。 

8. 如同大部分其他研究，民眾總希望能多有選擇，不要在一區一家

下，自己消費權益無法得到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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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頻道業者 

1. 由於幾年的洗牌，目前對擠身在77前的頻道業者，基本上都是「適

者生存」的，對多頻道業者而言，由於上架費昂貴，總是能省則

省，因此重播率高。好聽的說，是服務不同的時段的觀眾，說不

好聽，就是不願再投入更大筆的金錢，做沒有把握的事。 

2. 對好消息等放在闔家觀賞區塊的業者來說，自然努力自製一些小

成本，但反應不錯的節目，而如兒童頻道的經營來說，希望站穩

腳步後，再有成長的機會。 

3. 購物頻道的經營看似風光，但也其實很辛苦，新聞頻道的競爭更

是慘烈，國內電視會經營的如此艱鉅，實在是國家地方小，新聞

頻道多，愈來愈「小眾化」，收視又不錯，要做嚴肅的新聞好像就

只有公廣集團，這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4. 韓劇則因為價格愈來愈高，只好增加重播，而自製節目的不足，

或自製節目的種類不夠多元，也導致節目外銷的困境。整體說來，

頻道業者不願投資大成本的節目，是我國電視節目產製的問題，

政府確該加以正視。 

5. 而在單一頻道方面，如霹靂、台藝則更希望政府加以正視其特定

頻道的生存空間，給予較多的輔導，使其可發揮特色，使得「小

而美」也能綻放光芒。 

6. 至於未來數位電視的發展，絕大多數頻道業者是畏懼的，因為大

部分都反應：現在日子都不好過了，一動不如一靜，分級付費等

國外行之有年的制度，放到台灣來，就是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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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業者 

1. 國內系統業者最大的期望，說穿了，就是國家的政策明確，同時

對中華電信這巨獸，如何做出回應。 

2. 既然國外的數位電視發展的情況，大家都清楚，但目前有個中華

電信放在既有的利基上，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競爭，對不論是集

團或個別業者來說，都頗感不安。 

3. 系統業者認為在目前的服務上，能夠標準化的、能夠讓客戶滿意

的，都盡力在做，畢竟經過十多年的奮鬥，好不容易有一些成績

出來，大家都不希望自毀前程，只是地方那麼小，如何製作出內

容佳、口碑好的公益/自製頻道呢？ 

4. 至於民眾抱怨的蓋台、收費等問題，則希望修法或是規定更明確，

或是更具一些彈性。企盼能由中央統籌一些法規與管理，以免又

要應付中央，又要對地方政府的一些管理加以配合，常感焦頭爛

額。 

5. NCC的成立應該可以統籌數位發展的空間，業者多寄予相當深的期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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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建立新聞內容管理機制 

（一）根據本研究對於有線電視收視戶的電話調查發現，民眾「最常」

及「最喜歡」的電視頻道前十名中，就有六台為新聞台，顯見國

人對新聞台的偏好程度。但從一般有線電視收視戶的焦點座談中

也顯示，民眾對於有線電視內容最不滿意的多集中在「新聞報導

內容」，不論是政治新聞、社會新聞都頗受批評，與會者建議應

該加強國際新聞、體育新聞，增加溫馨與正面的新聞報導內容。 

（二）本研究建議建立有線電視「頻道業者」品質評估標準來規範業者，

目前台灣電視頻道已超過140個，為了爭取商業利益彼此競爭激

烈，甚至發生違背社會公眾利益的情形，導致民怨沸騰。建議政

府應針對「頻道業者」加強輔導，並建立品質評估標準來規範業

者。 

二、加強宣導民眾權益 

（一）加強宣導公益/公用頻道頻道之意義與近用方法：歷年調查發現，

多數業者都表示設有公益/公用頻道，但是收視民眾收看公益/公

用頻道的比率很低，對於公益/公用頻道之用意與相關做法知悉

程度更低，質化資料中也發現，完全不知道公益/公用頻道存在

者占絕大多數，更遑論近用，完全無法達成公益/公用頻道之功

能。因之，本研究建議日後應加強宣導公益/公用頻道之用意與

申請辦法，也輔導和鼓勵業者協助進行廣宣（特別是透過有線電

視及其刊物），以逐步教育民眾對公益/公用頻道的收視和使用，

達到維護民眾近用媒體的權利。 

（二）加強購物頻道消費後的權益宣導：本研究的質化資料中發現，大

多數民眾看過購物頻道，但對於購物頻道的產品品質、購買糾

紛，以及誇大的銷售手法多所不滿，因此建議將購物頻道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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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且挪到後面頻段，並希望政府相關單位應該適時加以規範，

也希望業者能自製不要播放借款（高利貸）廣告，以免引誘年輕

人借錢，產生不好的結果；此外對於藥品（豐胸、壯陽）廣告也

應該加以管制，減少消費糾紛。 

三、數位化政策方向明確化 

（一）頻道分組付費之標準制定應公開透明並兼顧消費者權益：從 92

年至今（95）年的調查中均顯示，頻道業者大多不樂見在現有的

機制下實施分組付費制度，認為會對業務經營有不利的影響，擔

憂未列入基本頻道組而導致收視人口大幅降低、營收減少，使得

產業淪為惡性競爭的機制，節目品質將更加惡化。因此，如何評

估切入的時間點及使劃分過程公開透明、公正客觀，讓業者得以

衡顧市場，而未來也不致形成變相加價，同時能考量到消費者之

權益及民眾之收視習慣，此實為政府應及早致力規劃的工作。 

（二）加速推廣數位機上盒：比較 92年至今（95）年的調查，安裝數

位機上盒的比率，雖然有微幅提升的驅勢頭（2.2%→4.1%→5.3%

→8.1%），但整體來看，目前數位機上盒的普及率仍低。顯見，

收視戶若未安裝數位機上盒，則業者的各種數位化頻道/節目與

服務均難以推展。因之，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從研擬能吸引民眾的

促銷優惠方案，以提高數位機上盒的普及率，加速數位化發展進

程。 

（三）輔導及鼓勵更多元的內容提供者：從本研究的質化資料分析顯

示，多數與會者認為目前業者所提供的頻道種類不足應該加強。

所以未來推展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所將遭遇最大問題，應是

頻道可供選擇的內容不足或欠缺吸引力的問題。故亟需一方面鼓

勵現有業者開源，積極引入（購片）具差異化的節目或頻道內容；

另一方面，同時鼓勵其投入節目自製或合作開發，可以考慮網路

小眾媒體的發展方式，引進獨立製作的公司或個人，提供平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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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他們參與有線電視節目內容的製作，以產製出更多元化的節目

內容。 

四、發揮政府輔導與管理功能 

（一）短期計畫「建議建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服務品質評估標準來規範

業者，並以永續經營觀點鼓勵業者主動因應消費者需求」：從 92

年起至今年的調查中都顯現，多數系統業者都有標準作業程序，

並採取提昇服務品質的相關措施，故民眾在「硬體服務」及「節

目服務」方面較為滿意，但是在廣告蓋台方面及社區服務部分，

則收視戶和業者間對有線電視表現顯然存在著相當落差。為維護

收視戶權益，並提供業者依循，本研究建議，主管單位能建立一

套標準（包括量化及質化指標）提供給業界，並將業者在該標準

上的表現評分做為執照核發與換發的審核依據參照之一；另一方

面也輔導和鼓勵業者以永續經營為念，自律和主動回應收視戶需

求（例如收費合理性）。 

（二）中期計畫「建議政府數位化電視政策應儘速明朗化並加強宣導」：

本研究中從對有線電視業者的調查資料分析中顯現，業者對於數

位服務的推展，遭遇的問題及困難主要「消費者的接受度低」、「法

規制度不健全」及「政府相關規範不明確」等。所以本研究建議，

政府應儘速使相關政策、法規及配套措施明朗化，並對民眾加強

宣導，俾利業者配合推動。 

（三）長期計畫「漸進式開放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的限制」：對大的 MSO

集團也許是可以與中華電信站在齊頭式平等的擴張機會，但對獨

立業者而言，經營區域擴大，將會形成另一波的市場競爭，對資

源有限的獨立系統業者並不有利，因此政府應研擬相關輔導措施

或法令，以保障數位時代中，業者間有公平競爭的基礎，優良的

獨立系統業者仍有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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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新審議收視費率標準 

（一）業者與收視民眾皆不滿意收視費率：現行費率標準已實行多年，

雖然各地政府可以彈性的依據不同條件訂定收費，但是多年以來

時空環境已然改變，因此多數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希望收視費用可

以重新審議；此外，民眾也有高達五成三認為目前收視費用不合

理，需要調整。供需之間對收視費率必定存在落差，然則政府仍

可透過定期檢討收視費用標準，逐一減少落差。 

（二）新計費方式的導入：頻道與系統業者對分組付費制度雖有疑慮，

然則為了整體產業的永續經營，新計費方式的導入為必然趨勢，

且新計費方式並非全然不利，業者一方面可加強節目品質的提

升，汰弱留強，增加數位化軟硬體設備；消費者也可依據自己的

需求選擇不同的節目，更有利於未來的產業發展。 

六、主管權責回歸中央 

（一）業者多數希望管理權責回歸中央統一管理：雖然業者對縣市政府

主管有線電視業務及節目與廣告管理滿意度接近六成，但是對收

費標準制定的滿意程度僅有不到二成，也因此多數業者希望由中

央統一管理。對於業者的訴求，在現行法令未修改以前，建議政

府應該多與業者、地方政府權責單位進行溝通與協調，取得最大

共識。 

（二）維持市場公平競爭：業者對未來跨區經營的改變抱持觀望，但是

希望政府能維持市場公平競爭性，不應該偏向於少數財團；以輔

導取代管理方式，比較能為業者所接受，由其數位化發展是有線

電視產業重要改變，更是需要制政府在法令規章上能訂定明確的

法令，讓業者有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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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廣告蓋台的管理 

（一）一般民眾無法分辨合法或非法蓋台：目前蓋台可分為一小時節目

可插播一分鐘廣告的「合法蓋台」，和超過一分鐘的「非法蓋台」，

然則民眾多數無法區分合法或非法蓋台的區別，因此有超過半數

（50.8%）的收視民眾認為廣告蓋台情況嚴重。 

（二）蓋台廣告的品質粗糙且內容突兀：收視戶反應廣告蓋台的音質經

常聲音忽大、忽小，內容多是藥品廣告（豐胸、減肥、壯陽⋯）

或當舖、汽車借款的廣告，廣告切入時間點很突兀等。建議對合

法蓋台廣告應該制定統一播放標準，以及在製播品質嚴格把關，

除可減少非法蓋台現象外，亦可減少收視民眾的不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