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凱擘所屬有線電視地方頻道新聞自律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 期：107年10月26日(星期五) 14:00  

地 點：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98號11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 世新大學副校長 陳清河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盧非易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余啟民 

凱擘聯製中心節目部資深經理(新唐城有線電視) 李錫勇 

凱擘聯製中心新聞部經理(大安文山有線電視) 李昀臻 

列席人員：南天有線電視總經理 劉中勝 

             北桃園有線電視節目部經理 陳信維 

             新頻道有線電視節目部經理 劉道元 

             豐盟有線電視節目部經理 林益琦 

             凱擘聯製中心節目部副理(全聯有線電視) 曾子庭 

             凱擘大台北節目中心副理 簡小蘋 

             凱擘頻道規劃暨版權管理部 方鏡淑 

             凱擘聯製中心記者(大安文山有線電視) 曹登華 (會議紀錄)  

第三季 討論議案： 

    案1. 許多美食店家新聞採訪，非收費之置入性行銷，店名入鏡或成為標題，是否違規？ 

發言內容：  

(陳清河) 置入行銷大概分為兩個大類，第一個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NCC)判斷單一

商品、單一場地、單一店家多次播出，第二個是電話或收費的標準都出現，如果沒有打馬

賽克的話，會被標訂為「置入性行銷」。當然若要撇清楚的話，像是沒有跟店家有金錢交

易，但標題入鏡怎麼辦？這有時也是必要的作法。有種作法，可否有更多元、更廣的資訊

進來再帶出去，時間的比例稍微再調整一下；第二個的話，相同的產品、相同的店，或類似

的娛樂場地，如果能有兩個以上的比價，那麼問題就會比較少，防禦的條件就會比較少。

當我們並無刻意的、有收入的行銷，要撇開違規認定的話，可能就要從此去思考。 

(盧非易) 其實屢見不鮮，各台有各台的作法。非凡都是在網路或部落格上提供細節，這方

面就能無限量提供所有資訊，甚至包含地圖導引。有些台是利用員工穿著制服藉機露出店

名。誠如陳老師所說，避免對單一產品、廠商特別讚美宣揚。還有種方式是在節目最後上



感謝單位，此時會具體的把店名打出來，有些則不會，只是在網站上寫出來。在公關操作

上應避免過度商業置入，有些還是可以做，但不要太明顯。 

(余啟民) 這邊是提到標題，如果是比較側面性的可能會比較好，如果是涉及到店名的話，

還是遮一下比較好。 

(李昀臻) 請問如果店名露出，是否會有違反法令的問題？會有什麼裁罰？ 

(陳清河) 一不小心帶到商品名稱或店名時，應該還不至於一定會怎樣。剛剛提到認定置入

有幾個條件，帶到是一回事，還沒那麼一定是，如果帶到就算是，那麼新聞就很難處理了。 

(劉中勝) 如果訪問候選人後面帶到看板，理論上應該不會被認定是置入性行銷吧？ 

(陳清河) 你看一個畫面時主要的資訊是甚麼？如果把後面的畫面當置入就矯枉過正了。第

二個是多元的資訊，不要只是單一的一種，不斷重複店名、廠牌、價格、供銷，即便沒有對

價的置入，大概也很難撇清。新聞採訪非收費的置入行銷，人家為何要相信你的說法，所

以你必須提出很好的理由、多元的資訊。若要置入的話，就變成它的時間比例、畫面比例、

內容要講多好，如此客戶才會付錢。 

(盧非易) 就NCC的規範來說，它主要的三個工具是，廣電法、衛廣法、節目分級規範，節

目分級規範用以取代過去的節目製播規範，所以非常多細節已被籠統化，廣電法及衛廣法

僅對新聞節目不可置入一條加以說明，但並無具體細則說明可露出長度、方式，其實並無

條文具體說明是否觸法。但無法就依例，主要就看心證的揭露程度，就是在內容上有可以

有量臆的方式。地方台有時候會對特定地區報導，例如永康街，拍永康街不拍到店名反而

很奇怪，所以有時很冤枉，因為地方台就是要促銷地方觀光、美食，但為何我們不能拍這

個？其實現在很多台用一種技巧，例如拍下整個夜市，那麼其他店家就不會抱怨，避免爭

議最好就是整體報導。地方台的尺度就鬆一點，因為地方台報導的店家規模通常較小，也

無法付出置入費用，所以可以用一些技巧。 

    案2. 新聞臉書平台，可否播放置入性廣告宣傳影片？  

發言內容： 

(陳清河) 會處理置入性廣告的單位，中央是NCC，要處理一定要有法律授權才可做，一個

是電信法，一個是廣電三法，新聞臉書不在法律授權範圍內，所以會違反行政法，所以對

這塊通常就是「知道」但「無法」可管。我認為因為是新聞臉書，所以還是要顧慮一下。第

二個是做久了，社會觀感會反撲，人家會注意到系統台業者做自製節目和新聞時，就會被

挪移至此被關注。如果因為在新聞臉書上置入而被罰，我不知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要依

據哪一條法令規定來處罰？ 



(盧非易) 這的確是目前學界棘手的問題。今年6月大陸開始規範新聞網路平台的內容，頭條

重新下架再上架，幾個比較大的平台都完全關閉，所以大陸的手段其實很厲害，打擊面很

廣。在台灣連假新聞都沒辦法管，我覺得是不應該管，顯然當未來越來越嚴重時，且可能

要嚴重到某一個程度才會出現管理方式。目前新聞臉書放置入廣告可不可以，坦白說就是

沒辦法管，但存有個案差別性，所謂置入廣告，電視媒體與廣網路媒體是不一樣的概念，

因為電視廣告與節目是可區分的，時段是切開來的，理論上不會有兩個畫面同時出現，但

網路是多鏡面呈現方式，所以當新聞出現，兩邊就會有廣告，所以鏡面本身就沒有置入性

的問題，它是完全合法的。但臉書本身也有規範，2016年才公布，內容提供者要設法置入

廣告時，可以向臉書申請，所以臉書有其自己的辦法，必須書面申請核可，否則可以停權，

包括公投、政治宣傳、交友網站等，所以該不該停權由臉書負責，政府就沒有插手在這塊。

回到倫理面，我做好的新聞放到臉書，這有沒有置入？坦白說在網路平台是沒有規範的。 

(余啟民) 新聞臉書平台的定義，是純臉書平台或新聞APP？差別在於，置入性廣告的主動

性、控制性和關聯性，縱使NCC管不到臉書，但公平會可能會介入，因為公平會對「三星

寫手門」事件，曾提及見證廣告的問題，假設透過平台惡意的、不當的向對手表示時，在美

國會視其中是否有對價關係，亦即有無收費來判斷。另外，臉書平台本來就有下廣告的機

制，今天新聞平台與廣告主之間，如何去做一個默契上結合？如果是這種情況就會有一定

的關聯性，所以做這樣的廣告也許表面上看不出來，但不要去做反向、去傷害對手的廣告，

那對我們自己也會有所保障。 

    案3. 地方五合一選舉即將到來，參選人造勢攻訐不斷。以往曾發生參選人召開記者會

抨擊對手的負面新聞，基於新聞平衡報導原則，記者聯絡受指控方回應，但該陣

營選擇冷處理，表示不願隨之起舞以免替其拉抬聲勢陷於口水戰，因此不在媒體

正式公開回應，並希望公司能撤下此新聞，不要淪為打手!記者再向丟出此爆料的

參選人表示新聞內容尚不完整暫緩處理，但又被質疑是否收受好處或被施壓而自

廢武功!基層選舉是地方關注的焦點，也是在地媒體的採訪重點，但如上述案例則

讓人陷入兩難!請教委員此案是否有較佳的處理方式或其他可供參考的建議？ 

發言內容： 

(陳清河) 此議題最近很熱門，但要好自為之，因為政府對於假新聞的罰則比選罷法更厲害，

所以要注意整個風向。每個人心裡都有立場，有立場後面還是要「平衡」、「不扭曲」，若

跟著口水戰罵對方，變成選舉工具反而不是好事。候選人用的手段和訊息，為了勝選一定

不擇手段，若目的達到，傷害最大反而是媒體本身，所以要非常注意。第二個，最近中選會



會公告，選舉期的報導需特別小心。而今年最麻煩的應該就是十大公投法案，會引來非常

大的糾紛，因為今年選罷法並未提到公投，所以公民投票法和假新聞處理，反而比這個議

題更明確。至於候選人吵架是否當打手或置之不理？還是回到剛剛說的不扭曲、要平衡，

保護自己會更好。 

(盧非易) 編播的權利還是在新聞專業，播與不播並不受對方有無施壓影響，水門事件華盛

頓郵報一播，政府就要告它，但它最後還是決定播，即便在某些地方遭到撤銷販售。編輯

台公約理論上是保障這條新聞得到應有的報導，即便是電視台本身也不能施壓取消新聞。

編輯台公約與新聞自律委員會，是平衡電視台是否會濫用這條新聞的依據，但若進入到新

聞實務裡，特別是地方台，因為地方公關有時比全國媒體更難以面對，所以我們的編播不

能受你們指揮、壓迫，但有時仍會做些實務上的處理。以此個案，一般報導社會最近的新

聞現象、競選狀況，如果拉到比較通則情勢的標題去處理，例如選舉的策略應用，就不會

落入專門為一個競選策略去背書，通常記者也會以集體報導或不掛名的方式來處理。 

(余啟民) 如果說可以提供一個社群平台的方式，讓不管是哪一方或讀者都能得到宣洩，這

有兩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可以就其發言後續追蹤、平衡報導，有時候看臉書後面的評語

反而更有趣、按讚數更多。第二個是後台其實可以留有IP紀錄，這點特別重要，如果涉及刑

事犯罪案件，就可以追查發言的IP紀錄，也許也是一個自保的方式，當然還是贊成尊重專業

報導。 

(劉中勝) 曾有過幾次兩難狀況，例如上午某候選人造勢，下午另一候選人抨擊前一位，若

為了平衡根本吵不完、新聞做不出來。為避免這種情況，所以我們的平衡作法就是限定每

人15秒，點到為止，避免陷入變成某人的幫兇。但若候選人繼續罵，我們到底該怎麼收尾？ 

(陳清河) 選舉吵架本來就是沒完沒了，同意新聞以時間比例限制，媒體盡到善盡告知的義

務，我們只要有平衡、有比例即可，也許明天還會有其他議題出來吵，所以這是媒體比較

難為的事。 

(李昀臻) 其實在周刊報導時，如果在議題上對方不予表示意見或冷處理，週刊就會以「在

截稿之前未獲得回應」處理，是否在電視新聞採訪也能用這種方式，回應雙方陣營？ 

(陳清河) 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在截稿之前未獲得回應」，有時不回應也是一種打選戰

的方法，這也是新聞從業人員的一種自保方式，畢竟選舉的是非對錯太複雜了。 

臨時動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