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視第四屆第 7 次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紀錄 第 1 頁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四屆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 

時間：2023年 06月 02日（週五）下午 3時正  視訊會議 

主席：陳主任委員清河 

出席：何委員榮幸、林委員福岳、徐委員美苓、羅委員世宏 

（依委員姓氏筆畫排列） 

於委員蓓華（內部委員/節目部經理） 

蕭委員丁毓（內部委員/新聞部經理） 

列席：徐總經理秋華 

謝副總經理玒玲     臺語台呂台長東熹 

公行部：龍召集人文富 代理胡經理心平 

國際暨策略發展部 何經理國華 

臺語台新聞部：許經理恆慈 

臺語台節目部：盧經理柏誠 

臺語台行銷企劃部：吳組長東牧 代理劉經理桂蘭 

請假：方委員念萱、劉委員蕙苓、胡經理心平、劉經理桂蘭 

 

 

 

壹、 確認第四屆第六次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一）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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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2023年第一季觀眾意見彙整報告（附件二） 

 

何榮幸委員： 

進入選舉時期，政治相關議題特別敏感。有些個別觀眾意見

是基於政治立場，在意大陸或台灣的流行用語差異，公視回應是

妥適的。但接下來要進入的新聞情境，公視新聞部及臺語台新聞

部，對於系統性的議題的確需要整體定調，以作為電視台的新聞

政策。譬如國際運動賽事稱謂，「中華隊」、「台灣隊」或「中華

台北隊」。近年因台灣主體意識提升，不分族群的觀眾越來越多

希望與中國劃清界線，這確實需要有整體新聞部政策。若選擇明

定，即使被觀眾抗議也接受；若選擇混用，有時用中華隊有時用

台灣隊，就要遭受不同立場者質疑；若接受正式名稱例如奧會採

用的中華台北隊，又必須回應要求使用台灣隊的觀眾越來越多的

情形。政策定調，從主播到記者才不會無所適從。 

此外，談話性節目也是因為敏感度越來越提升，因此在邀請

來賓時，可能需要更加謹慎，避免這類系統性的問題發生。稱「國

語」或「華語」，也需要考量。這些都是長期來看會引起爭論的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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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苓委員： 

名詞使用可留意避免採用過多對岸用語。有些並非對岸用語

的說法，例如「空品」及「學倫」，是專用名詞的簡稱，使用上

並不普遍，會被誤會是對岸用語。建議還是以一般觀眾的認知程

度作為名詞使用的標準。此外，資料畫面使用產生誤導情形，特

別是使用在負面議題上，已出現數次，請說明公視的一般性原則。 

 

新聞部蕭丁毓經理： 

有關國際運動賽事對國家隊的稱呼，前段時間在新聞部製作

人會議已統整討論並確定：在公視新聞標頭及記者內文裡，統稱

「台灣隊」、「台灣好手」、「台灣選手」；來賓或是受訪者在 live

節目進行中或受訪時收錄，如果以「中華隊」表述，也尊重來賓

主觀意識口語表達。 

而「華語」或「國語」二字之使用，基本上以「華語」來對

應台語台及客語台，這也開始出現在新聞處理之上。 

另，有關資料畫面使用與處理，已再三提醒同仁提高警覺意

識，避免造成觀眾誤解。 

 

羅世宏委員： 

觀眾意見整理相當詳細，許多觀眾提出頗具篇幅的意見，個

別案例要去理解與處理，對於新聞部及客服同仁相當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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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意見未必都是對的，有時觀眾會有個人堅持，或者過於執

著，或者認知會有錯誤。建議表達誠意，設法與觀眾溝通，但未

必依其意見執行。查證後未包含不實訊息，未違反事實，就不需

要立即下架；商業台的下架作法是為了避免爭議，這是最簡單的

處理，但如此可能會打擊新聞部士氣，公視就有案例是堅持原

則，並未下架。 

觀眾反應男主播太少是特別的觀眾意見，這並非公視特有的

情況。可誠意回覆實際人力狀況，並告知男主播負責播報的時

段，持續溝通盡力去做。 

對於這類觀眾意見案例，建議正面思考。這些都是非常認真

的公視觀眾，可與其良性互動，持續溝通，讓觀眾們感覺受到重

視，繼續關注並支持公視。 

 

決議：准予備查。 

 

 

參、 2023年臺語台第一季觀眾意見彙整報告（附件三） 

 

徐美苓委員： 

觀眾提出《HiHi 導覽先生》主持人浩子的發言是否遊走情色

灰色地帶及用詞粗俗，以及劉文正的死訊報導中，主播是否用詞

武斷、過於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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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意見轉告相關單位處理之外，有無追蹤機制。若主持人

用詞使用明顯不妥，後續處置方式為何。 

 

節目部盧柏誠經理回應： 

《HiHi 導覽先生》是一個找全台各地導覽先生來上節目的台

語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浩子與大霈會有一些互動，他們以台灣俗

諺為話題，與素人的對話裡偶爾會出現綜藝效果的對話。綜藝效

果很多是我們台灣人習慣很接地氣的用語，可能對有些家長來

講，會比較敏感。這部分的尺度拿捏可能需要請觀眾更明確指出

哪一句話。有時候其實真的只是綜藝效果而已。有些標準設得很

高時，製作綜藝節目脫口秀就更有難度。脫口秀的反應都很直

接，有哪一句不妥其實我們很難立刻分辨或者立刻請他做調整。

觀眾意見我們會轉達給製作單位，請他們在用語時更加留意。 

 

新聞部許恆慈經理： 

當天在發這個新聞時是用 NS的方式處理，就是主播講然後配

畫面。主播在講述的時候有提到劉文正已經很久沒有露面，有傳

說他沒有像之前那樣帥氣，所以觀眾會認為我們有對於劉文正外

貌有所批評，文稿裡面確實是有這樣子一句話。 

 

 

徐美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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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藝效果不是問題，但若涉及歧視，包含性別身材 則要留意。 

 

盧柏誠經理： 

將會特別轉請委製單位留意。由於來信內容並未具體指出節

目哪一段內容，較不確定指的是哪個發言問題，我們會將這個訊

息轉給製作單位。 

 

徐秋華總經理： 

公視綜藝節目過往也有很多經驗，針對主持人玩笑尺度予以

提醒，請節目部補充說明。 

 

公視節目部於蓓華經理： 

收到觀眾意見投訴並明確指出節目段落，一定會請製作單位

轉給主持人參考。每一季開新節目，尤其常態的大眾型娛樂節

目，開節目前都會提醒主持人，玩笑要開得高明，絕對不是開在

別人的傷口上。每一年有新的歧視用語、新的體悟、新的事實，

我們會利用這些事實提醒。好比上一次台大經濟系學會會長參選

事件，我們整理相關新聞，特別請外製單位製作人轉主持人參

考。這個事件已集歧視之大成，可以作為各式各樣的歧視提醒。

我們會把它轉給一些綜藝界的主持人，讓他們理解，有些玩笑真

的不能開也不好笑。主持人有時候會有抗拒，尤其當他認為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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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已經開很久了，綜藝節目裡面很常見，這是他的專業，但我

們還是會持續提醒，專業其實是可以與時俱進，這個搞笑能力可

以更高明些。我們會進行類似的溝通。 

 

林福岳委員： 

有關腔調。觀眾對於發音或是用詞會有意見，有可能是腔調

的問題。建議就這方面進行了解。像客語的四海大平安腔調，客

台在報新聞時就會註明腔調；原住民族電視台會註明目前使用的

族語別，一般說原住民族有 16族，實際方言總共有 42種，某些

節目會註記例如是南勢阿美、秀姑巒阿美、或者海岸阿美。當我

們是以語言為主的媒體，腔調可能也是要考慮的因素。這裡頭就

沒有標準答案這件事情。 

另外建議臺語台可以跟學術單位合作，把台語新聞做成一個

語料庫。目前台灣在台語方面的語料庫大概有中研院與中正大

學，臺語台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價值而且好用的一個語料庫來源，

也是研究重要基礎，建議臺語台思考跟台語學術單位合作，未來

將可有貢獻發展及豐富成果。 

 

呂東熹台長： 

謝謝委員指教。有關腔調，老實講臺語台沒有那麼注重腔調，

主要是現在除了像宜蘭鹿港有明顯腔調之外，其他已逐漸混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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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界有一個統稱叫台北腔。其次，我們已經成立新詞委員會，

針對一些新的台語怎麼念，有些莫衷一是的說法，會進行討論。

6 月 5 日會有一個臺語台官網的改版，特別設有詞庫，會將每個

月討論的新詞公布。我們目前已經跟陽明交通大學建教合作語料

庫，提供自製節目的音檔與字幕檔，這原本是陽交大與教育部的

五年計畫，今年是第一年，這是我們正式簽訂的建教合作的部分。 

 

吳東牧組長： 

幾年前在教育部會議上，台師大許慧如教授報告受教育部委

託進行了台語新詞翻譯原則系統，振興台語活力。該次報告許老

師建議臺語台成立類似 NHK設置的用詞委員會，定期收集新聞或

戲劇裡出現的用詞，經討論，後續提供記者、編輯、演員等使用。

我們的委員會在去年年底成立，同仁使用上有困難的詞可以提報

給委員會。委員們其實很謹慎，他們認為自己畢竟非官方政府單

位，不適合決定詞的用法，但是可以建議。每個月開一到兩次的

會議，目前已經決定了四百個詞，我們預計今年年底之前可以決

定一千個詞。因為是平常大家工作遇到的提報，因此整理起來比

較難有一個很完整的系統。總之希望量比較大之後能建立系統，

再進行分類。有些詞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奇特，比如說「三明治」，

台文的說法要怎麼用。委員們最後討論出來，因為三明治是用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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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夾料，吐司麵包的台語很多人習慣叫「俗麭（sio̍k-pháng）」，「俗

麭」把東西夾起來，所以叫做「俗麭𩛩（sio̍k-pháng-kauh）」，用

吃潤餅（潤餅𩛩）的概念，把材料夾起來的意思，這是比較具有

獨創性的詞。委員們在會議討論時會希望比較有台語的主體性，

不一定要跟華語的說法一樣，所以會建議多用「俗麭𩛩」這樣的

名詞來講三明治。可是也有很多詞其實是台華共同詞，特別是在

有一些比較新的科學專有名詞，會有這種狀況。 

 

決議：准予備查。 

 

肆、 臨時動議 

 

本日有委員請假，下次會議時間另予徵詢。 

 

伍、散會（下午 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