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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 凱擘所屬有線電視地方頻道-新聞自律委員會 111年度第一季會議記錄 

會議主席 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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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桃園市私立少年之家張進益執行長(北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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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李朝煌 

議題討論 

 議題一：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新聞每日更新，民眾的心情跟著高低起伏，地方新

聞該如何處理大大小小的疫情新聞，傳遞民眾必要的防疫新知？疫情當中，記者們站在

第一線為民眾採訪報導，但該如何在自身安全與工作中取得平衡，才能既不染疫、又能

完成媒體採訪報導的責任？ 

 陳清河副校長： 

我這邊提供二個觀察：一個觀察是說跑外線的記者第一線的記者是滿辛苦也滿危險的，

如果有一些防範措施的話肯定是被要求的，自我要求是很需要的；第二個是我們內部管

理，在一般的新聞台裡面跑外線的他跟我們在新聞台內的是把它做分流管理的，這一點

以我們系統台是比較做不到的，因為人力的編制不太一樣，這恐怕也是一個很為難的事

情。主播的部分都已經很明確了，在疫情舒緩以後也沒有限制主播一定要戴口罩，外線

的採訪記者包括文字、攝影及司機都規範在一線的採訪人力配置，這個配置裡面當然同

仁的自身安全保護是滿需要受到重視的地方。 



 余啟民專任副教授： 

媒體從業人員在此次公共衛生危機中的因應著實辛苦拼戰，除自身及家人的防疫衛生    

外，尚須持續追蹤疫情發展並從實合宜報導。個人觀察覺得首應重視衛教新聞宣導，    

地方頻道也許也可利用在地的社區報導進一步掌握動態發展。 

另對於有關疫情發展的報導應特別注意真實性之確認，以避免假消息之散佈，甚可能  

觸犯相關法律（傳染病防制法），如果是因為疫情散布假消息的話最高是罰 300 萬。新

聞難免可能有誤但非不實，故須注意即時更新以免觸法，尤其針對網路社群媒體傳播之

訊息更應審慎處理（多元訊息管道下的篩選）。 

 盧非易副教授： 

CDC衛福部指揮中心曾經在去年 5 月份公布的「記者採訪注意事項」可以提供參考

如下：  

1. 以供訊或推派代表採訪，避免群聚風險。 

2. 確認當面採訪對象無症狀，且非居家檢疫／隔離者或確診者。 

3. 若曾接觸確診者 15分鐘以上，請留家中自我隔離，等候衛生單位通知，無立即就醫

需求勿離開住所。 

4. 禁止進入或靠近醫療院所、集中檢疫所、篩檢地區或已公布確診個案可傳染期內公開

場所等地區採訪，以減少感染風險。 

5. 有症狀者請暫停採訪工作。 

6. 採訪時，請徹底落實個人防疫，室外及室內保持社交距離，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各

單位防疫措施。 

7. 受訪者應配戴口罩。 

8. 麥克風等採訪工具應隨時清消。 

這幾點都是記者們面對疫情起伏應注意事項，記者充分做到自律輔以公司提供各項防疫    

資源跟設施共同來面對。 

※在地委員意見： 

 北桃園_張進益執行長： 

1. 建置記者外出及返回的防疫 SOP，以保護自身安全。 

2. 倡議政府在安排相關的記者會時，應有完善的防疫措施。以保護媒體記者為主，而非

把責任歸咎於新聞媒體記者身上。 

 新竹振道_陳偉之教授兼系主任： 

    身為新竹振道在地委員深知新竹振道本著提供在地新聞的努力付出，我提供三點意見： 

1. 新竹振道長期接受觀眾電話提供服務資訊的揭露，這份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2. 記者本身要重視自身安全做好必要防護，主管也要重視並提供必要的資源。 

3. 地方政府也要做到必要的要求並令記者尊重規範。 

 新頻道_謝步智副總編輯： 

新冠肺炎期間，記者在外採訪風險高，要做好個人防護，除了口罩、透明眼罩要戴外，

要勤洗手，隨身用品 (如麥克風、攝影機、手機) 也要每日噴酒精消毒。記者進公司也

要先量體溫檢測有無異常，有發燒現象者不能進公司，進公司者皆需噴酒精消毒。 



 

 議題二：地方新聞著重在於在地的報導，若中央層級的官員到訪，如「陽明交大產學創

新研究學院揭幕」總統、行政院長蒞臨，新聞焦點勢必聚焦中央官員們的重要意見，但

他們論點是全國性的，甚少著眼於地方脈絡，此時新聞該如何平衡「全國性」與「地方

性」，才能完成地方新聞業者應有的責任？ 

 陳清河副校長： 

1. 這個問題中提到一個重點「平衡」，中央官員尤其是總統或行政院長到地方視察或參

與活動總是會圍繞著許多媒體提出不同的時事問題，如何兼顧不同的觀點首先要問

觀眾的需求，觀眾為甚麼要看地方台?就是要看有別於全國新聞台的觀點。 

2. 地方新聞記者根據當地素材要注意到它的背景資料以及重要關係人的連結，才能提

供觀眾一則新聞的全貌。 

3. 勿落入不必要的紛爭，要有自己的觀點做理性探討才能獲得地方觀眾的支持。 

 余啟民專任副教授： 

1. 公投過後緊鄰的就是罷免補選案，在選舉政治新聞上，鮮少能看到地方的真正聲音，

地方台的責任更顯重要，應致力呈現地方最真實最在地的說法，而非隨選戰起舞。因

此接下來凱擘可以準備的方向是從全國台裡的空洞找出自己的強項，成為選戰新聞

中的清流，比起口水戰更重視候選人訴求，有望成為 2022年台灣新聞界的重要新角。 

2. 另外建議凱擘的數位 APP可參考 CNN，表列重點新聞，跳脫電視與固網時代，彙整各

地新聞重點，於 APP 上表列。在使用者逐漸捨棄傳統電視媒介的時代，凱擘搶到一

個很好的新媒體平台，有望展開革命性的新聞報導。 

 盧非易副教授： 

社區傳播的出現一開始也許會被忽視，但是你只要扮演好地方的角色還是有機會出線， 

現在很多網路上的筆者或是影像工作者他們也有許多的創意點子跟努力的痕跡，所提供

出來的作品也會獲得迴響，所以你只要扮演好地方的角色是會漸漸受到重視的。 

※在地委員意見： 

 北桃園_張進益執行長： 

對於中央政府官員的採訪及建議，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絕對有相關性。尤其是中央的措施

對地方是否有益或有關聯性？應保持連結關係。因為中央總體的政策與地方必須要有相

關性、公平性、關聯性。這樣才能產出中央政府官員到地方的採訪，或是地方對中央的

影響。全國性與地方性之間才會有一個所謂的平衡性。 

 新竹振道_陳偉之教授兼系主任： 

碰到這樣的問題地方的記者絕對不要畏懼，甚至要抓住機會問中央官員對地方問題的意

見跟回應，這是一個很好服務地方觀眾的機會。 

 新頻道_謝步智副總編輯： 

可在開放記者提問或堵訪時，直接針對地方疫情詢問中央官員會如何處理與協助。如中

央會提供多少疫苗與藥品給地方，或地方病床不夠時，中央如何協調支援，或中央與地

方官員的溝通是否有障礙等等。 

 



 議題三：近日國內頻傳幼童受虐事件，台中、台北、新北均有案例傳出，在報導這些孩

童受虐的狀況時，該如何拿捏才能保護幼童隱私又清晰展示受虐情況？ 

 承上，幼童受虐案件時有所聞，多為家長爆料後才爆發出來，但佐證畫面取得不易，如

媒體接獲爆料，該如何進行公正客觀的報導？還是就乾脆不報等檢調有進一步消息後再

報？ 

 陳清河副校長： 

1. 保護幼兒是所有人該有的基本功，尤其身為記者，孩子的隱私被泄露，多是因為一些

成人還不能自覺地把幼兒當成獨立的個體去尊重，基於日常經驗，許多人認為，即使

把幼兒的信息分享出去，也沒有產生過什麼嚴重的後果，所以，也就不當回事。但事

實上，侵犯幼兒隱私，會造成許多隱性或顯性的傷害。 

2. 針對近來幼兒受虐事件頻傳，作為新聞報導的工作者本身必須對細節報導非常謹慎。 

3. 報導中的當事人聲音要處理過，畫面要儘量簡短，必要時做部分畫面馬賽克處理。 

4. 若事件來源引用自網路，必須做到事實查證，對於事件家庭、機構或團體應做到背景

調查。 

5. 事件的重要關係人及事件的過程要做到客觀、平衡的報導，避免過於複雜的陳述。 

 余啟民專任副教授：   

如何發現孩子可能遭受不當對待？ 

在這份說明中，我們列出兒童及少年遭受疏忽及身心虐待的徵兆與情境，若您身邊有類

似情形的兒童、少年，請參考求助資源立即進行諮詢或通報。 

保護安置、家庭協助及要求家長參加親職教育 

若您身邊的兒少遭受身心虐待或疏忽，被通報至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後，這份文件詳細說明社工人員將如何評估孩子的家庭及照顧者、孩子的人身安全，並

提供家庭支持及協助。 

 盧非易副教授： 

1.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條第 4款：「宣傳品、出版品、廣播、

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

或被害人，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這包括兒童及少年

照片或影像、聲音、住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或其班級等個人基本資料。 

2. 本著尊重兒少人格發展在採訪時若能有專業人士陪同，較能保障兒少新聞傳播權，對

於兒少權益的關注不可少，且對於其必要的權益也不可隱匿不報。 

※在地委員意見： 

 北桃園_張進益執行長： 

關於兒少虐待或兒少保護議題，現行政府都有制定通報機制。建議記者方面具備一些對

兒少保護權益相關的法令知識，以及基本的生態圈。諸如此類，可以顧問或是相關的資

源整合方式。若有人爆料，建議向相關議題的專業人士提供諮詢後，採以平衡的報導。

內容還是以兒少的權益為主，還有對社會相關的安全保護機制為要。記者有相對的志業

及神聖度，可保有一個全民可知、可預防、可倡議的功能。 

 新竹振道_陳偉之教授兼系主任： 

https://dep.mohw.gov.tw/DOPS/cp-1248-6884-105.html
https://dep.mohw.gov.tw/DOPS/cp-1248-6884-105.html
https://dep.mohw.gov.tw/DOPS/cp-1248-6885-105.html


在到玄奘大學任教之前我曾經在台視新聞部當到採訪主任，當年台視也有一定的規範遵

守，就像現在衛星廣播電視公會的《新聞自律執行綱要》總則第 3條：「新聞報導應善

盡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責任」，也明定對於兒童與少年事件之報導，不得有行為兒童及少

年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另針對兒少保護對象新聞事件製播之處理，《新聞自律執行綱要》分則在第 17 條也有

規範，強調製播採訪兒童及少年相關新聞應以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本

於善意原則，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避免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新頻道_謝步智副總編輯：無。 

 

 

http://www.stba.org.tw/file_db/stba/201906/b8a96k23hx.pdf
http://www.stba.org.tw/file_db/stba/201906/b8a96k23hx.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