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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六屆第五十九次董事視訊會議訊息 

 

 110 年 6 月 17 日下午 2 時正，召開第六屆第五十九次董事視訊會

議，由陳郁秀董事長擔任主席。 

 

      本日董事視訊會議聽取以下報告：公視總經理報告、中華電視公

司經營現況報告、客家電視台工作報告、臺語台工作報告。 

針對徐秋華代理總經理業務簡報，董事發言摘要如下： 

馮小非董事： 

一、本會戲劇節目被認可為具有社會影響力，是無庸置疑，但「新聞」

之於公共議題，卻相對薄弱，包含對於已沾染政治攻防口水的疫苗

等爭議問題的討論上，無法提供更專業的知識幫助民眾理解，以至

於在官網或臉書聲浪的表現不佳，被引用或轉載的內容不足，缺乏

引領社會思考辯證之功能，在資訊混亂的此刻，本會實應扮演社會

可信賴的公共媒體的角色。建議管理團隊調整作戰姿態，因應局勢

發展，提出公視特殊觀點與資訊，而非只跟隨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

的步調，一昧打安全牌，展現不出更高的格局。   

二、針對研發部規劃之研究案，請就「觀眾如何認知本會所提供之相關

訊息」進行深入調查，包括過去已經做到以及尚待加強的服務內容

為何？由於資訊市場變化快速，若無法發揮社群影響力，新聞存在

感就會喪失。爰此，對於網路聲量的評比與流量，以及影響力之評

估(特別是重大議題)等，必須加以研析與運用，做為日常作業檢討

之參考。 

邱家宜董事： 

一、本會並非 24 小時新聞頻道，雖然在防疫即時新聞上居於劣勢，每日

滾動式新聞報導亦有檢討與改進之處，然而疫情延燒期間，在有線

電視各台談話性節目互相殺伐、見血見骨的氛圍中，公廣預做準備，

《有話好說》節目於 52 台露出，增加曝光度，作為本會新聞旗艦節

目，確已在言論市場發揮底定與制衡之效果。 

在一片混亂的訊息洪流當中，上開節目所邀請之專家，並非只是迎

合政策，而是提出建設性批評，有些部分甚至能影響指揮中心做出

調整與修正，發揮另一種超前部署的功能。在台灣自由的媒體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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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下，媒體勇於挖掘問題或提供建言，政府亦能察納雅言，給予

正面回應，雙方形成良性互動。 

二、對於集團之華視新聞資訊台於 52 台上架初期，即遭逢國家重大事

件，綜觀此段時間之整體表現，亦扮演稱職的角色。 

邱再興董事： 

疫情期間，公視是本人最主要選擇的頻道，可從新聞內容中接收正確資

訊，且於觀看中保持穩定情緒，符合公視一向標榜不炒作、理性、客觀

之風格，對於《有話好說》節目的表現，亦給予高度評價。       

 徐代理總經理說明： 

          本會每日新聞一向中規中矩，不採夾敘夾議的報導手法，對於時事的評

論，主要在《有話好說》節目，而與其他各台最大的不同在於，相關議

題的探討是邀請專家就疫情發展予以解說而非名嘴。像是其中兩集節目，

中研院何美鄉研究員針對民眾對於疫苗的幾個主要疑問提出看法，經上

網推播後，點閱率倍增，目前仍持續分享與流動中。有關新聞節目於社

群平台不同面向之研究與分析，將於下次董事會報告。 

      新聞部同仁主動放棄休假、加開時段，以有限人力盡力彌補僅以無線頻

道收視的觀眾，能獲得與有線電視同等的資訊服務，至於如何再予以強

化，會做進一步討論。   

 

      本日會議安排第四屆客家電視台諮議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紀錄、

及臺語台諮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之提報，皆准予備查。 

       

            本日議程列有四項「討論事項」： 

一、通過本會 111 年度事業計畫及收支預算案。 

   董事發言摘要如下： 

   盧彥芬董事： 

   提出兩點建議如下： 

   (一)111 年度預算計畫書第 26 頁「達成的總體目標」中，有關「兒少資

源網」部分，建議邀集國中、國小及幼兒園教師進行共備發展課程。

此外，特別提醒，教案的設計需從偏鄉學童角度思考，希望不再是

從台北看天下。 

   (二)根據 110 年 5 月 25 日媒體報導，范巽綠等三位監察委員提出，關

於國內兒少節目偏少且大多外購，對我國培養兒少節目人才不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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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請行政院整合提昇相關部會及公視之兒少節目資源，檢討改

進兒少節目人才不足，保障兒少傳播權益。而文化部對於成立專屬

兒童頻道亦樂觀其成，因此委員們建議文化部，經由修法程序增加

公視之法定預算。 

    本會多年來推出之兒少節目皆具有極佳口碑，近來又推出優質「公視教

育資源網」，規劃兒少節目成為學校教案，且在此次疫情中，及時提供教

育學習之媒體服務。專屬兒少頻道將會是未來的趨勢，建議管理團隊思

考擘劃兒少頻道發展之藍圖，超前部署，以掌握契機。 

    陳郁秀董事長： 

    未來增加兒少節目預算，除文化部外，亦應納入教育部之相關資源。 

邱家宜董事： 

  在疫情嚴峻之際，先撇開高等教育擁有較多資源不談，對於學齡前幼兒、

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而言，「在家學習」、「線上學習」等議題將是不可

逆的發展趨勢，即使未來疫情降溫，基於風險與危機之考量，仍應盡早

作長遠及整體之布局。 

原本擔心公視+流量及頻寬不足，在與教育部合作《疫起線上看》節目，

並推出「PTS KIDS」線上學員大補帖後，相信已解決頻寬等問題。未來應

持續擴充公視+「在家學習」區塊，而非只被動等待教育部的需求。建議

本會善加運用公服部與學校長期所建立之連結，以及教育部種子教師、

輔導團的力量，提出數位學習平台之戰略思維，以公視+為基礎，經營副

品牌、開發子網站，仿效 BBC推動數位服務革新之做法(如開立烹飪教

學等分站)。 

本會握有公共資源及優質內容，只是欠缺縱觀全局的企劃理念與相應的

資源整合，儘管預算規模尚未明朗，仍可預見在後疫情時代，這是極具

潛力的市場，有很大的揮灑空間，希望未來管理團隊在資源配置上，能

朝此方向超前部署。 

 

二、本會《節目製播準則》修正案。 

     董事、監事發言摘要如下： 

     馮小非董事： 

     對於在網路或社群媒體上，以個人帳號對外發言予以限制之規定，建議

明確納入本會所有與內容產製相關的人員，包括記者。本人同意記者應

維持中立形象，但如果記者對於採訪政治對象加以批評或議論，此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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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否被接受？個人十分好奇與懷疑，因為依據過往的觀察，本會記者

習慣於個人臉書、或以筆名投稿至其他媒體，發表對於公共政策之意見

等，由於此次規範嚴格且層面較廣，條文修訂的討論過程中，是否獲得

所有同仁的認同？ 

   若此準則確已達到全會高度共識，則應建立罰則，例如列入年度績效考

評項目，否則很難約束同仁繼續對外放放炮的行為，也避免主管與同仁

產生過多衝突，影響組織運作。  

   黃銘輝監事： 

   請問第 6.2.1 條內容是否涵蓋「個人」社群網站帳號？邁入網路社群媒體

時代，傳統記者面對公共與個人領域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的情況，自身行

為準則的拿捏尺度，其實仍在摸索當中。本會以高標準作為規範，以確

保獨立與公共性，用心值得支持，但在此必須提醒，不可忽略記者個人

亦享有「表意自由」的保障。 

   於現階段，建議條文中保留些許彈性，例如第 6.2.2 條加上「公開」兩字：

「負責每日新聞節目製作、主持、播報及採訪者，不應於社群網站上『公

開』顯示政治偏好。於社群網站『公開』討論相關政策或法案，……。」

同仁於個人社群網站與私密好友分享看法，若設定為「非公開」，一旦有

好事者流出相關訊息，則可認為非歸責於該員工，這似乎是目前較為妥

適與折衷的方式。在此謹提供個人意見予董事酌參。 

     陳郁秀董事長： 

   (一)即使條文中明列「公開」兩字，然對於個人帳號上之發言外流情

事，實難認定是同仁蓄意或是好事者所為。 

     (二)本案既已經過內部長時間的討論，如同黃監事所提，請各位董事針

對每項法條提供明確的意見，由管理團隊審酌後，作適度修正。 

     徐代理總經理說明：  

   本次規範主要是在「政治」、「爭議性議題」、「公共議題」等三大面向，

禁止同仁於私人與官方之網路或社群媒體發表看法，大家有共同的使

命，須維護公視新聞之公信力，一旦記者抱持特定立場，則所製作的新

聞，就會被外界質疑，因此個人必須有所犧牲。 

       本次修訂過程耗費半年以上時間，每一項條文皆堅持由下而上進行充

分溝通，研發部除舉辦社群編輯工作坊之外，還邀請外部新媒體平台

先進分享經驗，提供 BBC 資料參考等，只為使全會同仁理解，個人發

言為何須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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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中之所以未明定罰則，而是由主管衡酌情節輕重，依工作規則議

處，乃因「準則」是畫在同仁心中的一把尺，提醒應該遵守的倫理規

範，不要輕易觸犯底線。作為公視的一員，瞭解難處在哪裡，為何先進

國家電視台如 BBC，為致力保護公信力，制定極為嚴苛的條文，以約束

員工的發言。公視獨立自主之形象，是經由全體同仁多年努力累積形

成，不能任由某個人的一句話而毀於一旦，每個人都應對其他同僚負

起責任。 

        本案通過後，《製播準則》會重新印製，「網路及新媒體」列為專章，易

於同仁查閱，俟正式頒布後，「如何妥善管理，俾使大家了解重要性」

是後續更需加強宣導的課題。 

      何國華代理經理說明： 

此次修訂，特別於「網路及新媒體」專章中敘明，員工在進行網路活動

時，應符合《製播準則》與《工作規則》，若同仁未經提報或諮詢，仍

舊恣意發言的話，可依《工作規則》之相關懲處規定議處。 

      羅慧雯董事： 

(一)社群媒體時代來臨，本會《製播準則》制定「網路及新媒體」專

章，以維護公視公信力，本人深表贊同。 

(二)除了上述所提之三大面向外，本人多年的觀察發現，本會員工於

個人社群媒體，常常是針對組織文化與業務細節等發表言論，部

分情節甚或已大至明顯毀損公視之形象與聲譽，想了解本次的修

訂過程是否對此有進一步的主張？  

      徐代理總經理說明： 

羅董事所關切的部分並未列為本次討論重點，針對同仁對於組織的批

評，本會一向以較為寬容的態度處理，因同仁於個人社群媒體之不當

發言，造成組織的傷害，若現有條文規範有所不足，會再思考妥善的處

置方式，感謝董事的提醒。 

      陳郁秀董事長： 

這幾年來，本會同仁對外發布不實訊息的案例經常發生，亦是破壞公

視公信力的一種行為，但本會對此始終無法有效制止，針對第 6.3.1條

內容，請管理團隊再作深入研議。 

     本會工會代表張世傑： 

(一)對於散布不實訊息，建議採取法律途徑提告，還當事人清白。 

(二)至於網路上匿名發函之足跡，可請求電信警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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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振榮董事： 

 (一)吹哨者依法須受到保護。 

 (二)本案先行通過，始可作為推動之依據，相關條文因應實際運作情

況，再作滾動修正。 

     決議為：本案通過。雖然吹哨者應受保護，但同仁以匿名黑函檢舉或利

用個人社群等媒體作不實指控的行為，仍應研議處置方式，並

納入規章條文中，避免會內耳語文化妨礙組織之正向發展。 

 

  三、通過本會《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辦法》及表單修正案。 

      

四、同意追認「110 年原住民族電視臺無線數位頻道播出委辦勞務採購

案」之決標金額低於本會預估範圍案。   

 

     本日會議於下午 4 時 05 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