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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05 

08:30~12:30 

 

【落實事實查證】 
主講者 

林照真 
/ 

與談人 

黃兆徽 

108.09.12 

08:30~12:30 

 

【從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談避免媒體性別

歧視的落實】 

主講者 

方念萱 
/ 

與談人 

葉大華 

108.09.12 

13:30~17:30 

 

【AI時代的輿論操作】 
主講者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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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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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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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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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惠容 

10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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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 

陳韻如 
/ 

與談人 

季潔 

108.09.27 

13:30~17:30 

 

【假新聞治理與民主的維護】 
主講者 

羅世宏 
/ 

與談人 

劉蕙苓 

108.11.28 

13:30~17:30 

 

【健康傳播-健康訊息之真偽】 
主講者 

吳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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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劉玉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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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羅世宏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這本《廣電媒體專業素養培訓精選手冊》得之不易，它匯集了許多人的智慧和辛勞。

首先，我要在此特別感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戮力推動這項「廣電媒體專

業素養培訓與公民培力推廣計畫」，也要感謝泛科知識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以下簡稱媒觀）投入相關培訓與推廣工作的同仁。 

 

過去四個月，NCC、泛科知識與媒觀合力舉辦廣電業者專業訓練及相關人員培育工

作坊共 10 場，地點遍及北、中、南區，主題橫跨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性別平權與

健康傳播，邀集眾多專家學者擔任主講或與談工作。這些專家學者包括：台大新聞

所林照真教授、華視新聞部黃兆徽經理、政大傳播學院方念萱教授、台灣少年權益

與福利促進聯盟葉大華秘書長、MyGoPen 網站負責人 Charles、Cofacts 共同創辦人

李比鄰、民間司改會張安婷律師、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王昱浩警官、中山大

學行銷傳播管理所蕭蘋教授、勵馨基金會紀惠容執行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

教授、台北藝術大學劉蕙苓教授、靜宜大學大眾傳播系陳韻如教授、教育廣播電台

主持人季潔、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系吳文琪教授、廣播金鐘獎主持人

劉玉嬌以及泛科知識的知識長鄭國威。 

 

NCC 推動這項「廣電媒體專業素養培訓與公民培力推廣計畫」，係著眼於提升廣電

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其中包括但不限於落實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尊重兒少、性

別平等或身障者權益等議題，同時強化廣電媒體事業的內控與自律機制。藉由辦理

研討會或工作營隊，推動廣電從業人員專業訓練，NCC 希望強化其事實查核之專業

意識與技能、公平原則、性別平權或其他相關專業素養，期能促成製播優質節目，

從而對廣大閱聽人和整體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在全球化衝擊與網路無國界的雙重脈絡下，民主社會本身所擁有的開放與自由，往

往使它成為最容易受到惡意攻擊的要害所在：內生矛盾與外部敵人交互作用，加上

「流量為王」的社群媒體推波助瀾，甚至濫用公民個人資訊，導致民主價值及其實

踐在各地一再遭遇挫敗，甚至面臨崩壞的嚴重危機。波羅的海國家、瑞典、德國、

法國和美國，都遭受過源自俄國的不實/虛假訊息（fake news/ dis-information）攻擊，

而川普勝選與英國脫歐公投更證明，虛假訊息操作確實具有從民主國家內部顛覆民

主的龐大破壞力！ 



 

2 
 

 

防制不實/虛假訊息沒有特效藥，有賴重建健全資訊生態系的長期工程。為了防衛台

灣得之不易的民主自由，NCC 自 2017 年起邀請大型網路平台、社群媒體、通訊軟

體等業者、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建立溝通互動平台。此外，強化政府資訊公開、新

聞媒體自律、媒體公民素養教育、第三方事實查核、打假技術改良，特別是扶植台

灣優質新聞業及公共媒體的健全發展…等途徑，都是今後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

的方向。 

 

最後但一樣重要的是，廣電媒體從業人員是整個資訊生態系和防制不實訊息的關鍵

節點！如果台灣每一位廣電媒體從業人員擁有正確與扎實的專業素養，並且勇於踐

行事實查證、公平報導與守護真相的公共使命，那麼台灣在防制不實/虛假訊息上投

入的努力必將事半功倍，全體廣電媒體從業人員也必將贏得社會的尊敬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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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打擊假訊息：國際作法 

背景說明－國際趨勢、臺灣公民各界實務倡議 

 

(一)、國際趨勢與新近立法 

 

1. 國際趨勢－關於媒體識讀，聯合國建議從教育著手 

【聯合國關注重點：媒體識讀、從小做起】1
198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媒

體教育國際論壇」，與會成員國共同發表了「媒體教育宣言」，其中呼籲媒體教育應

橫跨幼稚園到成人，教導學童使用各種媒體的技巧、能力與批判意識，並懂得分析

媒體產物，讓媒體成為發揮創意與參與社會的管道。 

近年來，有鑒於自媒體－特別是跨國社群媒體平台（特別是 Facebook 與 YouTube）

的被廣泛使用，「媒體」的問責與界限明顯需要新的定義，對此，聯合國也開始關注

「假新聞－挑戰人權2」議題，並透過社群平台，以直播的方式討論：「假新聞對民

主的挑戰」、「如何以人權為界線，處理假新聞？」、「當社群平台成為假新聞傳播管

道時，社群平台如何自我管理？」。 

【面對數位時代，呼籲教育與法規並進】而對於年輕世代，聯合國專家也提出：以

教育或娛樂內容等多元方式，提升年輕世代對於資訊辨識的能力，也特別指出，這

個教育過程，與現有的資訊傳播環境趨勢（碎裂、片段、強烈影音圖像）有衝突，

因此需要逐步踏實邁進、並配合法規。 

【面對社群媒體平台：呼籲研發文本真偽判讀工具】聯合國專家 David Kaye 與

Elizabeth Throssell 以直播對談「假新聞，人權的新挑戰？」，呼籲跨國的社群媒體，

應透過科技，增加判讀文本訊息的真偽程度。 

 

2. 新近立法因應：新加坡、德國、法國 

 

 

                                                      
1
 曾婷瑄，「同樣面對假新聞威脅，法國怎麼大力開罰？從 NCC與中國滲透看法國媒體的多重防線」獨立評論@

天下（2019.03.28）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36/article/7887 
2
 David Kaye & Elizabeth Throssell，「Fake News, a Human Rights Challeng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直播影片（2017.06.14）

https://www.facebook.com/unitednationshumanrights/videos/1814013165282149/?__xts__%5B0%5D=68.ARB

0M864GFrP8BdxpxGZEnp-tUMqg1XAlzIOQofV5txm_L86e6y79F9Mg88wigGUFr7V8b6-_T1WutSsPb2-pN8GcFGJFrAkqWw

QU4fgK1nZy375oSmz0NGmqyTa03JK_j-SAI0TgNVPrcOFdPkUsIKwfc-XdD57kJY29Kfupo8gsAAq_IkV427tRUWBLa9sUx4

H7mzJPcEfHLwQFrAZfPQtEkE5RN467QardgoWOHeOWr_TM7nAsl44YRPNHl1L9zN0NNi-6rkgdahOe_LbVvqz3qW-s7pxV4w

irkRp6H6qSVAiXrTTVPXJRwrEtb9oQHC6rvKG9E4Vxgd91vu7mP0ZHlIMm86kaYs&__tn_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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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立法打擊假新聞 

 

根據新加坡今（2019）年 5 月 8 日通過立法，且自 10 月 2 日起生效的《防止網路虛

假訊息與網路操縱法案》（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2019）3，新加坡政府可責令社群媒體平台更正或刪除不實訊息，否則網路平台將面

臨高達 100 萬新幣（約 2,300 萬元新台幣）之罰款；而惡意散播假資訊、企圖損害

公共利益的個人，則可被判長達 10 年的監禁或罰款最高 10 萬新幣（約 230 萬元新

台幣）。 

東南亞網路媒體《新敘事》（New Naratif）總编辑韓俐穎（Kirsten Han）擔心，該法

賦予政府判定假新聞的權力，恐有打擊言論自由之疑慮4。 

 

法國：修法打擊假新聞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這兩項法律修正案，分

別以壓倒性票數在法國下議院三讀通過。 

【法律要點】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尌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

請禁制令，而法院也必須在 48 小時內做出裁決，決定社群媒體平台是否應移除該訊

息。此外，新法也規定社群媒體平台應公開揭露投放廣告推廣政治內容的出資者真

實身份，並授權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erieur de l'audiovisuel，簡稱 CSA）

可將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 

【本法成效？2021 年才有完整評估】多位國會議員表示，本法對抗假新聞的成效不

明顯5，但行政部門則表示，成效仍待 2021 年完整評估。 

 

德國：立法問責社群媒體平台處理違法內容 

 

2017 年 6 月，德國立法通過《社群網路強制法》（NetzDG），並自同年 10 月生效。

根據該法規定，在德國擁有超過 200 萬用戶的社群媒體平台最遲在今（2018）年 1

月起應履行該法規定之義務：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 24 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

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 500 萬以上、5000 萬

歐元以下的罰鍰；對於有爭議、但尚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則有七天時間可

以衡酌是否移除。 

 

                                                      
3
 法案全文：https://sso.agc.gov.sg/Acts-Supp/18-2019/Published/20190625?DocDate=20190625 
4
 〈專訪: 判定假新聞的權力落入政府手中〉，《德國之聲》（2019.11.27），網址：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5%88%A4%E5%AE%9A%E5%81%87%E6%96%B0%E9%97%BB%E7%9A%84%

E6%9D%83%E5%8A%9B%E8%90%BD%E5%85%A5%E6%94%BF%E5%BA%9C%E6%89%8B%E4%B8%AD/a-51420063 
5
 ‘Inefficace ou mal comprise, la loi contre les "fake news" toujours en question’（2019.06.19 

France24）

https://www.france24.com/fr/20190619-france-loi-fake-news-efficacite-promulgation-lrem-macron-fa

usses-nouvelles-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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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要點】該法有幾個要點： 

●其目標是抗擊社群媒體平台上流通的違法與有害內容。 

●社群媒體平台無需預防性下架內容，只需在收到通知（檢舉）後暫時屏蔽或下

架移除違法內容，無需預防性地搜尋違法內容，也無需以過濾手段事先防範用

戶上傳違法內容。 

●社群媒體平台必須在收到通知（檢舉）後的 24 小時內下架「明顯違法」的內

容，對於非屬明顯違法的內容，除非因查證或用戶申辯需要，或是因為需要移

送法定自律組織協助判斷是否屬於違法內容，可有更長時間處理之外，社群媒

體平台必須在 7 天內決定是否下架該內容。 

●平台若暫時屏蔽或下架移除某一內容，有義務保存該內容至少 10 週以上，以

配合後續司法程序之需要。 

●平台必須在德國當地雇用負責能夠即時回應各方通知（檢舉）的團隊，並且必

須對其處理內容審核事宜的員工提供適當訓練與身心輔導諮商（必須以德語進

行）。 

●社群平台必須每半年對其處理違法內容檢舉通知的相關處理狀況，提出完整公

開的透明度報告。 

 

【本法影響有待評估？違憲與否尚無定論】《社群網路強制法》立法前後，爭議始終

不歇，許多人關注該法實施後是否衍生更多問題：一是主管機關是否因此恣意濫用

行政權力？二是社群媒體平台是否因此矯枉過正，輕率且過度地下架移除內容？無

論哪一種情況發生，言論自由勢必會受到箝制影響。截至 2019 年 11 月為止，相關

問題仍有待評估，而德國憲法法庭也尚未對《社群網路強制法》是否違憲之訴做出

最終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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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落實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主題導讀 

 

事實查證是新聞業最根本的存在價值，而公平報導原則更是新聞業公信力之

所繫。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2 項即規定，廣電媒體應針對新聞

報導訂定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並在新聞製播流程中予以落實。 

 

為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在與多方利害關

係人（包括廣電新聞業者、學者專家和公民團體代表等）討論後，業已完成

《參考準則》的制定，提供廣電媒體從業人員依循。 

 

徒法不足以自行，NCC 目前已於評鑑審查作業中納入新聞事實查證機制及公

平原則，並且強化相關內控機制之配分權重。 

 

本主題包含 4 場專家學者講習（共 6 份精選 ppt 簡報資料），有助於廣電媒體

從業人員深入了解如何落實事實查證，如何在偵察不公開的原則下做好報導

查證，如何辨識 AI 時代的輿論操作，以及假新聞治理何以攸關民主的維護。 

 

【落實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精選 ptt 簡報 

P7-8 落實事實查證 

P9-12 AI 時代的輿論操作 

P13-14 偵查不公開和報導查證 

P15-18 假新聞治理與民主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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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實事實查證】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05 日(四) 08:30~12:30 

主講者: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林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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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AI 時代的輿論操作】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12 日(四) 13:30~17:30 

主講者:「MyGoPen--這是假消息」網站負責人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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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AI 時代的輿論操作】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12 日(四) 13:30~17:30 

主講者:「Cofacts 真的假的」網站共同創辦人 李比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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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偵查不公開和報導查證】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16 日(一) 08:30~12:30 

主講者: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偵查不公開專案小組律師 張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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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假新聞治理與民主的維護】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27 日(五) 13:30~17:30 

主講者: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羅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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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假新聞治理與民主的維護】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27 日(五) 13:30~17:30 

主講者: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劉蕙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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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性別平權】主題導讀 

 

依據《通訊傳播基本法》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有責任維護國民權利，提升多元文化，性別平權的推動與保障，

厥為 NCC 重要的監理政策目標之一。 

 

鑑於廣電媒體影響深遠，同樣不可回避維護性別平權的責任。廣電媒體從業

人員應具備性別平權意識，在製播廣告與節目時應尊重性別、性傾向差異，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之歧視，避免呈現性別偏見、刻板印象，進而呈現性別

多元角色形象、創造友善性別空間。 

 

NCC 業已訂定廣電媒體製播性別相關議題內容之指導原則，亦鼓勵廣電媒體

業者在其新聞倫理（自律）委員會裡納入性平及兒少專家，並在傳播業者的

評鑑、換照機制中，將性別平權與兒少保護的辦理情形列為審查項目之一。 

 

本主題包含 4 場專家學者講習（共 6 份精選 ppt 簡報資料），有助於廣電媒體

從業人員在實務操作中避免性別歧視，適當處理政治選舉、性剝削與性侵害

相關新聞，進而落實性別平權的價值與理念。 

 

【性別平權】精選 ptt 簡報 

P20-23 從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談避免媒體性別歧視的落實 

P24-25 新聞專業與新聞中的性別再現 

P26-29 性剝削與性侵事件報導處理 

P30-31 性別平權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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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從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談避免媒體性別歧視的落實】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12 日(四) 08:30~12:30 

主講者: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方念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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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從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談避免媒體性別歧視的落實】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12 日(四) 08:30~12:30 

與談人: 財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葉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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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聞專業與新聞中的性別再現】6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16 日(一) 13:30~17:30 

主講者: 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教授 蕭蘋 

 

  

  

  

                                                      
6
 本演講架構參考以下文獻提供的觀點：楊琬瑩(2019)，〈沒有選擇的選擇：女性從政者的雙重束縛〉，王曉丹(編)，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第 8 章，頁 171-194。 新北市：大家出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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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性剝削與性侵事件報導處理】7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23 日(一) 13:30~17:30 

主講人: 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教授 蕭蘋 

 

  

  

  

                                                      
7 本演講有關「報復式色情」的討論參考以下文獻提供的觀點：方念萱(2019)，〈無人加害、純粹活該?女性數位性私

密影像如何成為厭女的報復式色情〉，王曉丹(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

第 2 章，頁 57-72。新北市：大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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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性剝削與性侵事件報導處理】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23 日(一) 13:30~17:30 

與談人: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紀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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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平權落實】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24 日(二) 13:30~17:30 

主講者: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陳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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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健康傳播】主題導讀 

 

健康相關訊息一向是民眾關注的焦點，也經常是大眾傳播媒體和社群媒體廣

泛傳播與轉發分享的內容，其訊息之真偽，對國人健康權益與社會秩序之影

響甚鉅。 

 

「國際非洲豬瘟大流行，豬肉還能吃嗎？」 

「預防輻射吃碘片？」 

「流感疫苗進口的比較好？」 

 

像這樣或那樣與健康相關之訊息，由於知識門檻較高，又攸關人們最關切的

健康議題，很容易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以訛傳訛，甚至造成損及身體健康或

社會不必要恐慌的後果。 

 

針對電視節目涉有推介藥品、化妝品、瘦身產品之內容，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NCC）依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處理，要求

節目應與廣告區分。若相關節目涉有誇大不實等情事， NCC 除持續監看外，

亦將把相關側錄資料移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定查察，期能共

同遏止不實藥品、瘦身減重產品之相關節目或廣告對民眾健康權益造成負面

影響。 

 

本主題包含 1 場專家學者講習（共 1 份精選 ppt 簡報資料），有助於廣電媒體

從業人員提升辨識健康訊息真偽之專業素養，善盡媒體守護民眾健康權益與

社會秩序的職責。 

 

【健康傳播】精選 ptt 簡報 

P33-34 健康訊息之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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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健康傳播－健康訊息之真偽】 

上課時間: 108 年 11 月 28 日(四) 13:30~17:30 

主講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吳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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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跨主題綜合討論】主題導讀 

 

無論涉及何種議題（性別平權或健康傳播），事實查證都是新聞媒體的職責所

在，理應站在事實查證與公平報導原則的第一線防線，堅守提供民眾正確、

可靠訊息的神聖職責。 

 

唯在社群媒體普及，媒體市場激烈競爭的態勢下，往往因為廣電媒體本身減

少人力投資，從業人員勞動條件惡化與競逐收視率等綜合因素影響下，無法

善盡事實查證與公平報導原則，甚至造成不實訊息進一步擴散的共犯。 

 

台灣新聞媒體如何走出困境，重新喚回媒體的社會責任意識？ 

 

本主題涉及跨主題綜合討論，特邀新聞實務與事實查核經驗皆豐的黃兆徽擔

綱。她曾擔任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首任總編審，也是現任華視新聞部經理，

無疑是負責這場跨主題綜合討論的最適人選。 

 

本主題包含 1 場專家學者講習（共 1 份精選 ppt 簡報資料），有助於廣電媒體

從業人員重建迎戰不實/虛假訊息的媒體責任意識，善盡媒體守護民眾健康、

社會秩序及新聞真相的天職。 

 

【跨主題綜合討論】精選 ptt 簡報 

P36-37 以事實查證方式分析性別平權及健康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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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事實查證方式分析性別平權及健康傳播】 

上課時間: 108 年 09 月 23 日(一) 08:30~12:30 

主講者: 華視新聞部經理 黃兆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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