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公共廣電集團新聞平台發展說明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第四屆第六次董監事聯席會議於 2008年

6 月 16 日舉行，會中針對公廣新聞平台資源整合及公廣大新聞平台建置，董事

會決議｢公華分署辦公，於東湖建立大新聞平台｣。 

針對各界關注公廣新聞平台由華視遷回公視的重大變革，公視本著對公眾負

責的立場，公開說明，期使各界了解整體新聞平台運作之規劃，繼續支持公廣改

革發展的方向。 

以下將針對公廣新聞平台自 2006 年起之設立背景，運作發展與挑戰，董事

會為此決議之迫切性以及公廣新聞平台之未來，分述說明。 

 

背景 

 

2006 年 1月，立法院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理條例，其後選定華視為公

共化無線電視事業，捐贈其公股予公視基金會。同條例亦明定由政府編列預算採

購或設置的客家電視、原住民族電視、宏觀電視等，亦交由公視基金會辦理。 

上述發展，確立了台灣媒體政策朝向擴大公共廣電服務的方向，亦賦予了公

視基金會實踐此理想的重責大任。台灣公共廣電集團於年中掛牌成立。 

公視基金會受此託付，第三屆董事會於 2006 年密集討論公廣集團整合相關

議題。議題之一即為公視華視新聞整合，具體內容包括公視華視之新聞合作協議

及新聞業務合作，即公視華視新聞平台整合專案。 

新聞平台整合專案期待透過公視華視資源整合，互蒙其益：華視的新聞業務

營運成本能降低，新聞質量能提升；公視維持原支出，使新聞產量能增加。公視

新聞部在同年 7月由東湖遷往光復南路與華視新聞部合署辦公。 

 

艱鉅挑戰 

 

新聞平台整合專案立意良善，各方多所期待。但是，執行此案的實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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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挑戰。 

首先，公視華視的管理制度與人員薪資福利無法齊一，新聞的單一指揮體系

無法順利運作。公視為財團法人，華視為公司法人，兩者有各自的運作準則。公

視基金會雖為華視主要持股者，卻因民股尚未全數購回，兩機構之根本差異無法

徹底解決，因此在新聞平台的合作上，出現了同工未必同酬，人員績效表現難以

對等評估的情況。 

其次，公視華視對於新聞製播的操作邏輯有明顯差異。公視新聞有公視法為

後盾，並有編輯室公約及製播準則等相關規範之保障，因此公視新聞的取向以公

共價值為本。相較於此，華視至今未接獲任何公共經費或政府捐助，營運須自負

盈虧，也因此，新聞取向以收視成績及商業表現為核心考量。若無結構性改變，

兩者新聞操作邏輯存有根本差異。 

其三，製播資源嚴重不足。華視的空間原本僅供單一新聞部運作，公視新聞

部同仁進駐後，辦公室、攝影棚空間、剪輯室設備幾乎是一分為二，資源不足加

上設備老舊，對於隨時在第一線新聞戰場作戰的雙方同仁來說，不僅不公平，而

且打擊士氣，影響品質極深。 

有人曾經建議，何不投資空間設備，改善工作環境。此有實際困難。華視近

年財務困窘，公共化之後，擔負公共服務的責任，每年損失的廣告收入為二億元

左右。而公股處理條例所承諾的附負擔捐贈遲未到位，其財務更形緊絀，對於新

聞平台的空間和設備更新，華視縱使有心、也無力。 

現實與理想的落差，在專案執行半年後，在 2007 年初，由董事會委託三名

專業董事及兩台員工組成的「公廣新聞平台專案小組」進行全面檢討。報告指出： 

「平台運作未能發揮綜效，公華視頻道喪失原有特色，⋯公華視新聞部同

仁的新聞理念及價值不同，⋯薪資、福利等各項制度無法統一，造成管理

上諸多效能不彰⋯。」 

「新聞平台建立過程中，為因應各時期資源與限制，不同階段得採不同策

略。⋯雙方管理階層應考量當前資源與限制，採取現階段最適規模。」 

該份調查報告之後，公視華視間的新聞合作調整為｢合署辦公，分頭指揮｣，

新聞平台的整合時間延長，兩台同仁回復各自工作律則，兩方管理系統也須協調

解決製播中可能遭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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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計畫時程緊迫 積極務實降低風險 

  

公視基金會第四屆董事會於 6月 16日針對公廣大新聞平台進行討論。啟動

本次討論的主要原因，與公視基金會執行「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數位電視發展

二年計畫」有關。 

2007 年 5月，公視和新聞局簽訂執行「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數位電視發

展二年計畫」（以下簡稱「兩年公廣計畫」），總建置經費三十多億元。自 2008
年起，包括新聞自動化、後製無帶化剪輯、高畫質傳輸系統與攝影棚建置、數位

片庫等重大工程，均須陸續發包執行。尤其是新聞自動化系統，依合約必須在今

年內完成採購與建置。 

為評估新聞平台的建置方案，公廣集團內部從今年初開始，歷經數月跨頻

道協調，多次就各種數位資源的建置方案進行充分討論。6月 16日公視第四屆
第六次董監事會聯席會議，就高度整合至低度整合的各項方案進行討論。 

主要考量重點如下： 

1. 時程 – 兩年公廣計畫已規範的建置期程必須遵循。為確保計畫執行時

程不致延宕，確實掌控執行品質成本，公視必須儘快決定新聞平台建置

的地點，才能推動後續工作。 

2. 責任 – 公視與華視法人地位不同。公視若逕自將如此重大的新聞平台

建置在東湖公視以外的地方，恐遭外界對公視圖利華視民股之非議。對

此，計畫經費捐贈的主管機關新聞局，以及公視數位規劃小組外部諮詢

委員也明確提醒公視，應善盡管理責任，將這些重大資產建置在公視母

體所在地較為妥當。 

3. 華視經費 – 若將大新聞平台建在東湖公視，空間改造經費估計約三千
餘萬元。若建置在華視，則空間改造經費將高達一億多元。再者，若將

自動化設備建製於華視，華視新聞部須同步升級既有設備，否則無法使

用自動化設備，另需經費一億元以上；此項額外支出，公視華視尚無財

源可支應。 

綜上，董事會正式就自動化的大新聞平台建置在東湖公視作出決議：｢公華

分署辦公，於東湖建立大新聞平台｣。現階段先進行公視、原住民族電視、客家

電視、宏觀電視的新聞平台整合，下階段華視再行加入， 

 

新聞平台的未來：集團分進合擊 二階段整合 

  

公廣集團新聞總部設在東湖，並不表示公視華視新聞整合計畫受阻。 

公廣新聞平台的整合作業規劃分兩階段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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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由公視與原視、客台、宏觀先行整合，預估 2009 年第一季新聞

採編播自動化系統即可上線。第二季新聞自動化系統與人員操作可望進入穩定

期，下半年則持續追求公視新聞品質與收視率雙重提升。 

公視新聞搬回東湖後，各界所關切的集團新聞資源整合仍將持續進行，包括

公華原客台之間相互採用每日新聞，遇重大新聞（如颱風或水災），彼此在地方

新聞的支援與使用上，都將保持密切的合作。南部新聞中心繼續合署辦公，資源

共享。另外，外電聯合採購、採訪車聯合租約、SNG 車共用等都會持續進行，

而不會中斷。 

第二階段：預計 2010 年時機成熟時，華視新聞部加入運作，公廣大新聞平

台集中資源，在相同的作業邏輯下，輔以各頻道不同的新聞編播及策略之需求，

展現多元風貌，達成製播分流，並擴大公共服務影響力。 

以此時程發展，我們期許在 2010 年底以後，有公、華、原、客、宏五頻道

元素的公廣新聞平台已有順利運作的基礎，有利於進一步開展定位出公廣集團新

聞平台的特色。 

 

公視十年 任重道遠 

 

今年 7月，公共電視基金會成立屆滿十週年。十年樹木，百年樹人。台灣的

公共廣電服務，如今是一棵成長中的小樹，未來能否氣宇軒昂，以茂盛枝葉支撐

延展台灣媒體與文化生命，有賴今日如何照料灌溉。 

自 2006 年確立往公廣集團的方向發展以來，公視基金會傾力規劃執行。發

展方向需要調整，我們務實面對；各界對公共化殷殷期許，我們坦誠說明。我們

深知任重道遠，如履深淵薄冰，不敢懈怠。各界持續的鼓勵和建議，是我們前進

的最大動力。 

在未來的日子裡，我們將持續改革的決心，開創數位新局，將台灣公共廣電

集團打造成為具有台灣特色、一流的媒體集團，具體實現公共廣電在台灣發展的

美麗願景。這是我們的承諾，期待有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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