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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公共問責座談會會議紀錄 

第三場主題：陪伴成長教養未來  

日期/時間:2022 年 10 月 2 日(日) 13:30-15:30  

地點: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408 巷 18

號 2 樓)  

參與人數：各單位團體代表出席人數：7 人、PeoPo 公民記者+主婦

聯盟：61 人、公視、臺語台出席人數：12 人共 80 人。  

 
 

以下為會議記錄全文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彭桂枝：  

看到公視製播的節目，很感動，我們家是公視忠實觀眾，看到有一

集交換小朋友到別人家的節目，看得出公視抓到了社會的脈動，很

謝謝公視，很努力，將一些比較少見的題目，很難談的題目，變得

很生活化，我們的很多社員都很喜歡看公視節目，謝謝公視。  

 

台灣永續聯盟/監事洪琮傑：  

現在的電視節目都很商業化，如果說真的還有一點人文關懷的節

目，只有公視才有，我從南部上來，以一個上班族的觀點來講，不

是父母不願意陪伴小孩，是有時候工作上面臨困難，我在南部開同

學會，七成同學都在外地工作，我有時候想陪小孩子，可是我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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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工作，除非不要工作，不然要怎麼陪小孩，我當然知道陪小孩

子很重要，可是我必須賺錢養家，政府的政策比較沒有考慮到這一

部份，有的上班族在外地工作，孩子離他比較遠，也沒辦法每天回

家，可能只有假日回家，這部份的教育資源，政府要怎麼協助，目

前的育兒政策沒有看到這一部份，育嬰留停只有 3 歲前，可以請兩

年，難道小孩子 3 歲前需要陪伴，3 歲以後都不用陪伴了嗎？我覺

得公視可以來做個節目，了解這方面問題。  

 

公民社會監督公視聯盟召集人林月琴：  

公視拿政府預算，每年政府大概提供 22 億預算，當然遠比其他國家

低很多，我們也知道公視營運事實上相對困難，可是就像主婦聯

盟，堅持這麼多年，一直投入做這些事。公民團體對於公共電視，

一直有非常高的期待，公視的確也製播了不少好節目，我覺得這是

毋庸置疑的，可是站在公民團體，大概不會只是這樣看事情，1998

年公視成立，第一年它得到了什麼？最佳兒少節目製播獎章，自製

節目相對非常高，2006 年開始下滑，25%自製節目，滑到去年只有

6%，如果 24 年來都只看水果奶奶的話，我覺得這不是給孩子一個

多元節目，相較於英國 BBC 的兒少節目，BBC 每一年要求至少有

400 小時兒少節目，而且要自製，將近 80%要求自製，我們是看著

別人的卡通長大的。我常常在講，我們的幼稚園，為什麼要去過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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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節，為什麼不去過元宵節，如果看別人的卡通，我們是看著別人

的文化長大的，不是看著我們國家的文化長大的，我到底要不要懂

中秋節，懂元宵節，甚至懂端午節，需要。事實上，幼兒現在大概

是 79 萬人，越來越少子化，公視 3 到 6 歲幼兒相關節目，就只有一

個水果奶奶，還有大量的外國卡通，我覺得公視在幼兒這一塊，著

力非常低。剛剛各位看到的大概都是兒童，兒童占了 120 萬，120

萬人口，公視真的回應了他們的需求？我過去也在審查兒少優質節

目，公視參賽節目，一看就為之驚豔，就是非常多的好節目，兒童

這一塊，也是做得非常的多，可是重播率太高，另外，水果奶奶應

該變成阿祖了，有沒有新的變化。商業電視更糟糕，水果姐姐，水

果哥哥，跳跳唱唱，到底對我們的孩子有什麼幫助。話說回來，水

果奶奶當然比較有幫助，可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就是這一款，沒

有其他款。不管是時數跟時段，甚至節目內容，時數時段比較不這

麼恰當，我認為對幼兒跟青少年節目還是不足。剛剛講的探討自殺

的議題，我贊成要探討，台灣 10 到 14 歲，現在自殺第三名，15 歲

到 24 歲是第二名，銀髮族更高，可是公視也不要忽略，銀髮族的算

法是 65 歲以上到 100 多歲，都叫做銀髮族，可是 0 到 18 歲的切法

是 0 到 6 歲一種算法，7 到 12 歲一種算法，13 到 18 歲一種算法，

所以跨 3 個年段，和 65 歲到 100 歲的 35 年比較，銀髮族的母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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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高，所以自殺率當然算起來會比較高，可是 0 到 18 歲，切了 3

段，每一年才 100 多萬，可是銀髮族是 400 多萬，這樣看起來，銀

髮族是不可忽略的。台灣青少年自殺率越來越高，衛福部數據，現

在 15 到 44 歲是第二名，第二名就是自殺率，第一名是癌症。公視

探討青少年節目，我覺得這個議題值得探討，論述時候要注意，否

則以為銀髮族很嚴重，事實上青少年這個年段，直到 44 歲，都算嚴

重。公民問責部分，我上次已向胡董事長表示，問什麼責？因為每

一次問，問了就把我們的記錄記下來，記下來之後，就，好，今天

在座的，都是主婦聯盟，一直關心環保議題，相信公民意識也非常

強烈，今天只有主婦聯盟，還有防暴盟 3 個，而且是假日時間，我

們都還是來了，可是為什麼只有 3 個公民團體，我覺得第一個，時

間上有沒有考慮，還有一個，這麼多年問責下來，大家已經不想再

問了，因為問了到底有沒有用。我也跟胡董事長說，可不可以真的

辦問責，我們公民團體這麼努力，甚至我們認為公媒法要修，甚至

文化部應該要編列預算，的確其他國家像英國，人口是台灣 1.6

倍，土地是台灣 2.8 倍，BBC 預算是公視 83 倍，當然還是要給公

視，現在正在線上努力的人，真的要給他們拍拍手，因為他們真的

很辛苦，可是重點是站在公民團體立場，就是期待政府可以給更多

錢，把事情做對，用最對的方法，做對的事情，上次的座談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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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這樣說，預算是不是可以編足了，然後運作可以更好，最後就

是 OTT，如果把所有的節目從頻道照搬過來，我覺得也沒有幫助，

今天還是期待公視，因為是帶著期待的心情，所以講話就會講的比

較重一點，我也感謝公視，能夠持續往前，我們還是要再在立法

院，繼續爭取預算，所以我們還要修公媒法，謝謝大家。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  

如同剛才月琴所說，NGO 組織都非常關注公視，我首先要肯定青春

發言人的自殺專題，採取線上線下互動模式，我非常的肯定，希望

未來不只有這樣的節目，我將節目資訊分享給一些朋友，很多人又

再分享出去，我要謝謝所有公視的夥伴同仁。作為公民團體，非常

希望未來的節目能夠解決社會問題，這是我首先要肯定的。第二個

部分是兒少資源網，我覺得很棒，但是希望公視能更前瞻，注意數

位運用，一方面兒少需要，因為這是未來的世界，另外數位也會帶

來可怕的犯罪和霸凌，希望能特別注意未來的數位發展，因為我是

來自性別暴力防治團體，重視散佈私密，性私密影像散佈數字快速

上升，五歲孩子根本什麼都不懂，甚至不會寫字，可是對方會從手

機用語音教導，再向外散佈，你已經看到這些在台灣真實發生，不

是韓國的 N 號房，而是台灣自己的 N 號房，如果公視有這麼完整資

源，希望不只是根據課綱處理，而是更有前瞻性，譬如性別平等專



6 
 

區，例如如何消除歧視，又或者是被害者人權，數位人權等。第三

部分，其實公共問責有一個比較大的範圍，公共問責包括未來的政

策走向。希望公視能夠具有更前瞻一點的眼光，雖然經費有限，但

已證明有些事情你們可以做到，謝謝。  

 

公視徐總經理秋華回應：  

我先回應第一輪，謝謝月琴老師對我們的監督跟期待，我先說明一

下，公視 4 到 9 歲兒少節目這幾年得確沒有開發出第二個品牌，都

是水果奶奶，但是公視團隊在這兩年將水果冰淇淋轉化成動畫 IP--妖

果小學，轉化動畫蠻花時間、精力跟經費，今年播出後，反應很

好，IP 全國巡迴發展出另一套模式，譬如，變成 Switch 遊戲，我們

會再嘗試開發出 4 到 9 歲的新節目。國內動畫產量有限，公視幾乎

都是買片，例如閻小妹系列，其實公視買的動畫和商業台不同，我

們會買歐洲繪本類型，不會買柯南或海綿寶寶這一類，考慮的是教

育性，我們也會跟國內動畫業者合作，或是年輕團隊合作，提供資

源一起努力。也說明一下公共問責舉辦方式，前幾年，邀請對象以

NGO 聯盟為主，但是也有團體反應，每個人關切的主題不同，對話

時間很短，有人關心環保，有人關心兒少，有人關心新聞，公視就

嘗試主題式問責座談，例如上一場在台中就聚焦環保，這一次就放

在兒少，主題不太一樣，可以多一點對話時間。對於問責形式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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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一步的檢討改進。  

 

公視節目部於經理蓓華回應：  

兒少資源網 8 月才剛對外，籌備了兩年，必須整理所有影片，以及

進行老師教學開發，之後進行實做，才會放上兒少資源網，目前開

發了人權主題，性平，生命教育等，每年大概可以開發 3、4 個大主

題，新教育課綱出來後，我們普遍收到很多老師的心聲，他們不知

道怎麼利用課綱教孩子，當發現公視有這些影音資源，也許可以拿

來設計教案，提供教學輔助，課綱只是一個基礎，一定會有很多超

越課綱部份，持續開發，也可以向老師來請教。兒少學齡前確實

少，不是我們不想做，我們只有 6 個人，做 90 集，如果各位公民團

體還願意相信我們是很努力的公共電視，對我們有一定的信任，可

不可以幫我們修公視法，給我們多一點資源，台灣的小孩沒有卡通

看，沒有自己文化的卡通可以看，但是卡通每天都有，像小丸子，

每天都有，公視大概至少要 1 億 5 經費，才可能開出一檔，1 億 5

經費是什麼呢？是節目部所有節目一年的經費，所有，對，我們負

責大眾節目，兒少節目，還有戲劇，幾乎是我們一年常態性經費，

除了增加自主預算，是我們的期待之外，我們還是希望可以趕快

做，因為斷層越來越大，所以我們已經在設計新的學齡前兒童節目

孵化案，因為也不能只靠公視 20 個兒少製作人，還要跟很多業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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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以我們想要試著把新的學齡前兒少節目開出來，不然，水果

奶奶老了怎麼辦，就是他真的老了，我們頭也很大，沒問題，就是

希望持續給我們指教，我們知道我們還有很多還沒做的事，謝謝。 

 

公民社會監督公視聯盟召集人林月琴：  

後面有兩個建議，第一，靖娟基金會也有在做兒少培力，明年 2023

年，民法 18 歲就成年了，年底要衝一波，公投 965，965 萬修改憲

法修改，增修第一條之一，18 歲有選舉跟被選舉權，所以接下來要

由年輕人承擔，兒少是真正受眾的一群，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我們

本身很關心兒少，我是兒權盟理事長，同時也是台少盟理事長，我

們對兒少非常關心，我又接下公民媒體參與改造聯盟召集人，所以

我們會非常關心這個議題，公視應該邀請相同受眾群。我認為應該

讓孩子更清楚知道他現在身處的社會議題是什麼，比較 105 年和

109 年，台灣少生 3 萬人，今年上半年，1 到 6 月表現不好，好像只

生 6 萬 7，今年生不到 14 萬，去年還生下 15 萬 3，前年 16 萬 5，

再大前年 17 萬 7，少子化持續下墜，105 年跟 109 年比較，交通死

傷增加 3 千，少生 3 萬，增加死傷 3 千，所以也應該關心交通議

題，放在平台的節目要不要回應他們的生活，91 年少子化就已經開

始，出生人口 20 萬以下，節節倒退，今年是虎年，生的更少，公視

影音網、網路應該要多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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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節目部經理於蓓華回應：  

我們也有在這個議題上著墨，《青春發言人》是動畫製作節目，視網

膜做出動畫，跟法律法白一起合作，例如針對私密影像外流，因為

議題非常敏感，受害者又是 18 歲以下，所有的影像都是非常非常受

保護，加上進入校園和輔導老師，或是醫生討論這個話題時，肖像

權、隱私權都要被保護，所以我們轉換了一個方法，這一個系列，

就是做給青少年，關心比較嚴肅議題，我們很希望這個系列能夠被

推廣到校園，我們已經花非常多心思在這個系列上，我們現在正在

走入校園，我們希望一個一個帶著書跟影片，跟法白一起合作，到

校園裡講給青少年聽，所以都有在做，謝謝你們的關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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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公共媒體之職責，公視定期舉辦公共問責座談活動廣邀外界

各團體給予建議，作為未來工作規畫之參考。每一個建議及指教，

座談會結束後，都會彙整重點並交相關單位研究討論。本會也將不

定期針對座談會中討論議題之相關進度更新與大眾分享。 

 

本場座談會聚焦兒少議題，對於本會新製兒少節目及公共問責座談會有強烈期

許。針對本場座談會中之建議，以下訊息分享： 

 

一、公共電視長期關心兒童文化與教育議題，支持孩童適性發展並針對不同學

習階段，分齡開發本土的兒少節目，為台灣兒少節目重要推手。本會 112

年度全新開發之兒少節目包含：由四個公共頻道共同合製(公視及原住民族

電視台、公視台語台、客家電視台)，3-6 歲幼兒為主角之幼兒戶外紀實節

目《WAWA 哇!》，展現多元族群環境下，幼兒所擁有的家庭與文化資

本；7-12 歲學齡觀眾之《節氣×六感實驗室》，內容以六感體驗的藝術教育

為經，節氣認知的生態教育為緯，引領小朋友透過對大自然的觀察，透過

遊戲、創作、一起體驗生活美學；夏天預計推出以兒童和海洋的互動為主

軸的兒少實境節目《海洋日記》；歲末預計完成青少年運動紀實節目《敢

動應援團》…等。 

二、由公視原創動畫 IP「妖果小學」首次為教育部國教署《安全教育-交通安全

影片》國小課程設計出趣味生動的冒險動畫，將交通安全重點成功轉化成

學生都能輕鬆接受的影片呈現，2023 年 3/31 前國小 6 部動畫，國小版動畫

還另設計教學影片，可對應該集內容供教師使用，另延伸國中高中共 4 部

劇情影片，已全部完成上架。影片已納入學校課程中，協助安全教育的全

面教學，讓公視的兒少節目 IP 展現其應有之社會責任。 

三、秉持「看見更好的未來」精神，公視邀請各地教育專家學者，共同彙整近

二十多年來累積極為豐富的節目內容，於 2022 年 8 月正式成立「公視兒少

教育資源網」，目前已逾 11 萬人次造訪，上架影片包含生命教育、人權教

育、交通安全影片等主題影片共 273 部，邀請學校完成的共創教案和徵求

教案有 119 份，皆可免費下載，也順利舉辦 16 場的實體研習與線上研習，

成功接觸 855 個教育單位，其中包括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等。資源

網內容不斷更新，廣邀各界教師參與開發教案，以主題之方式，提供教師

和家長搭配影片和教案應用。 

四、為鼓勵影視製作相關業者投入兒少節目開發，並尋找具幼兒節目製作能力

的合作夥伴，公視規劃「112 年公視學齡前兒童節目孵育計畫」，期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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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國內過往少見的幼兒節目創意和形式，同時鼓勵製作單位多方理解當代

幼兒需求、觀察國內外幼兒節目核心價值和創意。孵育計畫對外徵求專為

台灣 2~4 歲、3~6 歲學齡前兒童打造、表現形式不拘之新創節目企劃案。

入選團隊將獲得與公視共同孵育、開發製作幼兒節目的資源。藉由本計

畫，公視期待能攜手共創台灣兒少影視產業，創作出貼近台灣生活經驗並

受幼兒喜愛的優質節目。3/29 已審議選出二案，後續會輔導孵育，協助產

業投入兒少製作行列。 

五、本會公共問責座談會之辦理部分，2023 年將於北高兩地分別舉辦 NGO 團

體專場之公共問責座談，聚焦 NPO 團體與公視之間對話。並將首次嘗試舉

辦線上公共問責座談會，打破地域的限制，讓更多對公視建議的聲音能夠

被納入。且為落實公共問責座談會效益，並讓外界清楚後續公視對各建議

事項之推動情況，未來將持續將外界所建議事項之各項進度，不定期更新

於公視公共問責網頁，與各界分享。 

 
公共電視 

112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