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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問責座談會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公共問責座談會 第一場 

▓日期時間：107 年 3 月 16 日(五) 14：00-16：10 
▓地    點：公視 A 棟七樓第一會議室 

▓團體代表：台灣教育人員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楊益風、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分

會長陳格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李麗娟、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秘書長廖書雯、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林筱婷、陳柏樺、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王俊智、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謝宗憲、勵馨基金會／何旻燁、台

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政策專員鄭人豪、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協會／葉光芃、臺北

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林書萍、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監事陳慧璟、台南市癲癇

之友協會／會員代表李昭慶、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南區副總會長李淑鈴、公民監督

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 

▓公視出席：總經理曹文傑、副總經理徐青雲、新聞部經理李志德、公服暨行銷部經理

林永青、節目部副理林瓊芬、企劃部經理徐秋華、國際部經理施悅文、研究發展部經理

侯惠芳、陳鳳琴、新媒體部湯又新。 

一、發言者 台灣教育人員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 楊益風 (第一次)： 
請問東南亞語新聞是否有中文字幕？因南向的政策，推廣多語教育，建議新聞有字幕，

可培養孩童的興趣，便於校園內的推廣學習。 
 
曹文傑總經理回覆： 標題有上字，口語的部份需確認。 
新聞部經理李志德回覆： 東南亞語新聞播報時，記者口述無字幕，口譯人員採即時翻

譯。新聞標題為中文及原文對照，當受訪者說華語時，會有原文翻譯。 
因移工們較難使用搖控器，透過電視收看。現公視東南亞語新聞、越南語新聞、已上傳

至 YouTube，便於搜尋及觀看。每日最新新聞首先上傳到 YouTube 平台及臉書。首播於

公視二頻，公視主頻會在隔天重播。 
 
二、發言者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張宏林 (第一次) ： 
多次參與問責，盼公視能說明目前的困境，希望給予協助。當需要社會資源協助時，各

公民團體會竭盡所能給予協助。 
公視曾於募款時，邀請公民團體上節目協助，財務的困境，NGO、NPO 能否協助? 
 
曹文傑總經理回覆： 現公視仍經費不足，頻道年預算九億，內部員工約 800 位，20 年

來人事成本相對高，所需年預算約 15-6 億，現預算多來自專案、前膽計畫、社發預算及

政府機購補助等，而政府補助的預算，限制程序多，執行時經常受限。 
文化部的公共媒體政策，包含央廣、中央社及公廣…等，未來若預算整合，可撙節運用，

新合作模式，亦能夠落實公共媒體法，實現公共媒體的影響力。 
 
三、發言者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張宏林 (第二次)： 
目前公視法修法草案，是否能提供公開的資訊?各團體及跨領域願意給予更多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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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言者 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政策專員鄭人豪： 
關於公共媒體法，就公視法修法時，公視研發部提出草案版本，關於公共媒體法，包含

央廣、中央社時，是否研議新的版本？ 
客委會已徵得客諮委員條例，公視是否將客台納入公共媒體法，去年討論客台專章時，

公視新聞好像未有報導? 
 
曹文傑總經理回覆： 公視董事會成員及研發部等為修法小組成員，草案已送交文化部。

送交版本大公廣的架構，較趨近文化部的公共媒體法，另小而美的版本，均納入客台專

章，近期客諮委員及同仁，將向政院進行遊說。 
研發部侯惠芳經理回覆： 公視法修法內容去年 6 月已送至文化部，送交版本經董事會

討論，初版含客台、華視專章的部份。當時文化部未發佈《公共媒體法》，鄭部長全新的

《公共媒體法》版本，待公聽會討論後，目前內容尚未公開，公視已完成階段性工作。 
徐青雲副總經理回覆：  請參閱公視季刊《開鏡》第二期公廣大未來 由董事長撰寫的

第 13 頁中，刊載公視法的修法主張及價值內容。 
新聞部經理李志德回覆： 客台專章討論的新聞，公視確定是有製作，在每日新聞上有

呈現，深度報導的部份是否持續追蹤，待確認。 
 
五、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 李麗娟： 
《獨立特派員》新單元從龍發堂事件看長照，播出時期是否會長達一年?首播是晚上 10
點，太晚了，請問重播時段?期待能持續報導長照議題。 
 
曹文傑總經理回覆： 公視+可免費觀看自由版權的節目，如公視新聞、獨立特派員…等，

包含 YouTube 都能觀看。 
企劃部徐秋華經理回覆： 《獨立特派員》重播時段為每週日上午 11 點，方便於假日收

看。 
 
六、發言者 台灣教育人員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 楊益風 (第二次)： 
公視法修法時，該如何保有公共的價值?現階段的兩個版本，是否會被執政黨介入，未來

會變成政黨的發聲管道? 
 
曹文傑總經理回覆：公視管理階層不干預節目製作，公共媒體並非是宣傳平台。公視新

聞及節目採製作人制，堅守節目意識型態不被政治干擾。 
 
七、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謝宗憲（第一次）： 
針對董事會及媒體治理的部份發言。去年一例一休施行前，《有話好說》主持人，曾公開

的模擬班表，播出後被網友戲稱是宇宙超級邪惡班表。經行政院發言人聲明，該節目誤

導社會輿論，公共性媒體的獨立性受質疑。NHK 專訪報導《有話好說》曾有受訪者施壓

表明，發言時間不足等問題。 
一、公視依節目製播準則，於人才培訓的部份，是否有保護機制?是否能保障製播人員?
《有話好說》主持人抗壓性強，談話性節目招受施壓，節目暨新聞自律委會是否處理，

保障原節目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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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廣董事會持續爆發人事問題，此類涉已事務，公視未主動回應各界疑慮，任由其

他商業台揣測報導。已影響公視捐款人的權益及社會的公信力。 
三、台少盟曾提出：建議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從每年三年舉辦一次，改為每年舉辦一

次，不曉得後續狀況? 
四、《公共媒體法》進度延誤多時，公廣集團是否有向文化部跟進的時程，請公佈進程便

於追蹤法案?讓關心公廣的團體代表進行對話? 
 
曹文傑總經理回覆：《有話好說》節目為製作人制，製作人專業訓練完備，管理階層不曾

對節目內容及意識型態提出要求，總經理會直接面對外界的壓力。。 
董事會討論《公共媒體法》草案，當延冗超乎時程，董事會將後續處置。 
新聞部經理李志德回覆： 一、NHK 日本放送研究所曾專訪報導《有話好說》曾受施壓，

為 2016 年 12 月的舊新聞，其發言並非現況易造成混淆。 
二、一例一休的狀況，未有施壓的情形，曾與製作人討論班表，政府發言人聲明後，後

續仍持續報導最新修訂版本。 
三、公視依公視法設置有申訴管道，於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二屆節目暨新聞自律委

員會第四次會議 2018 年 03 月 02 日召開)，並未接到相關申訴。 
研發部侯惠芳經理回覆：關於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三年作一次公廣大調查，其中兩年

只針對公視作調查，目前會議正在二樓召開 2017 年的報告，於三月底繳交。 
三年製作 華視、客台、公視，因預算衡量，每年都製作公視，全部資料公開於官網上。 
 
八、發言者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 廖書雯： 
公視對於新聞節目的內容，關於犯罪防治是否有具體的規畫?《獨立特派員》曾報導性別

平權議題，2017 年上半年統計性別平權的節目，深感議題報導不足，請多宣導暴力防治。 
 
曹文傑總經理回覆：推薦觀看《青春發言人》製播青少年朋友關心的議題，於網路首播。

《誰來晚餐》輕鬆觀賞，富有趣味性《94 狂的自閉症女孩》報導自閉症孩子，成為自閉

病理事長，媽媽陪伴的故事相當感人。製作人會透過節目價值包裝議題，持續關注婚姻

平權等多元的議題。 
節目部林瓊芬副理回覆：公視新聞及節目具有省思及自覺性，如：《獨立特派員》、節目

主題《在肉彈的世界，人人都是甜心》、《兩個辣媽一個家》涵蓋多元差異等，社會的差

異籍由節目被尊重；於《青春發言人》節目中，採訪同性婚姻遊行，透過採訪讓孩童的

視角更廣。《極樂世界》赴荷蘭拍攝身障人士對性服務的需求籍《誰來晚餐 手天使》單

元，呈現台灣的需求面。現在節目正製播及未來仍會持續努力。 
企劃部徐秋華經理回覆：關於每季都有統計性別節目數，於網路上公開，每類節目皆有

性別的議題。今年下半年將播出王小棣執導新戲《20 之後》連續劇，敬請期待播出。 
 
九、發言者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林筱婷： 
肯定公視的努力，內容認真及精彩。公視上傳節目至 YouTube 讓觀眾能跨領域收看，許

多議題都很用心及努力。 
一、各種障別與照顧者都需要發聲管道，期待能製播更多元的戲劇類節目。 
二、從聯合國國際身心障礙者權益公約反思，透過青年身心障者讀書會，印贈易讀版本。

各協助推廣公約及權益，易讀版施行於歐盟、英國執行多年。今年是選舉年，各地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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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字太小，建議文宣品採簡單易讀的圖片，有助向社會大眾傳達。 
三、許多年輕的身心障礙者，曾受邀演講，未來能否參與《青春發言人》的露出? 
 
 
註：曹文傑總經理與國際部經理施悅文離席，赴嘉義出席活動。 

 
十、發言者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李麗娟： 
日韓連續劇製播許多身心障礙及患者的故事。公視能否透過戲劇讓身心或精神障礙者，

被社會大眾看見，盼社會大眾能更認識更多障別，有助於去污名化。 
 
十一、發言者 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林書萍： 
曾與曹總討論公視紀錄片的提案問題，關於審核機制及公開流程。請問《紀錄觀點》委

製節目，是否有區分國內、外購片數，或預算金額等，相關數據資料能公開於網路上?請
說明審核機制及條件，先前討論將再研議，後續待回覆中。 
紀錄片工會的會員反應，於投案時曾發生與節目屬性不合原因?欲得知審查人員名單?是 
有特定的偏好或傾向? 
 
徐青雲副總經理回覆：關於審片的機制，紀錄片及戲劇審片辦法執行。依政府採購法規

定辦理，公開徵案訊息、條件及預算。關於非公開委製的紀錄片，考量《紀錄觀點》年

度議題或多元性而訂，會後請提供具體的提問，公視將給予回應。 
 
十二、發言者 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分會長陳格宗： 
公視柯導紀錄環境議題，間接替台南發聲報導。三十年過去了，環境議題都一樣。該如

何避免政府或財團持續破壞環境?希望透過媒體的公信力，避免歪風增長。 
荒野致力於兒童教育，但養成不易，環保團體推廣力量有限。是否能借助公眾人物的影

響力，如：五月天幫台灣彌猴發聲或與野生動物合照等，共同保育台灣的野生動物。期

待公視製播好節目及強化宣導理念。 
 
節目部林瓊芬副理回覆：正在規劃製作《台灣特有種》，教導國高中生認識動物，如蛇被

路殺及台灣彌猴的單的環境議題，透過認識環境進而愛護環境。 
 
十三、發言者 陳柏樺： 
深感公視綜藝性節目不足，韓國公視 MBC 邀請大咖主持《無限挑戰》，於週末黃金檔時

段播出，是適合全家觀賞的綜藝節目。綜藝可以不低俗搞笑，具有社會公益性，如：流

浪犬、戰後孩童送養等追蹤報導，舉辦冬奧的雪橇運動、場地及選手訓練等過程，收視

率高，吸引一線藝人、主持人參與露出。 
家中有幼童，故未安裝有線電視，僅定頻在公視三台，除了兒少節目，建議多製作闔家

觀賞的節目，助於培養成人的思維。 
 
徐青雲副總經理回覆：關於節目類的建議及期待，現場的製作單位都有聽到，後續與製

作人進行內部的討論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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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謝宗憲（第二次）： 
一、請問公視針對涉及事務，是否有報導處理的準則？報導依據標準？ 
二、當報導觀念或切入角度不同時，會給予回應？ 
 
新聞部經理李志德回覆： 
一、當新聞事件發生時，即時採訪報導。關於報導處理準則，由當節新聞製作人決定報

導的新聞價值。 
二、新聞部僅報導公共性議題，並非公關單位，為避免公器私用，不回應他家的報導。 
 
十五、發言者 台灣教育人員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 楊益風 (第三次)： 
一、新聞報導是多元，不會因立場不同，而回應報導？ 
二、是否有發言人制度，面對外界的疑慮如何回應？ 
 
徐青雲副總經理回覆： 公視未設發言人制度，回應依當時的狀況，由公視總經理與經

理內部討論後，發言層級是經過討論再發言，再由公行部門進行媒體的接觸  宣傳溝

通 
 
針對外界的指正（如董事會議題），皆會發新聞稿，於公視官網上說明立場，公共媒體遵

守存在的義意，不能籍由頻道及新聞申明，當重大事件時，主動召開紀者會說明。 
 
十六、發言者勵馨基金會／何旻燁： 
公視是公共媒體，公視的每件事是跟公共相關。當新聞事件發生時，面對涉已事務的報

導，自我揭露程度？ 
關於發言人，《有話好說》、《青春發言人》，新聞部是否有發揮公共媒體的責任，關於轉

型、民主正義？ 
當大家不再收看電視，經網路收看瀏覽性、爆料公社新聞、短影片等，因應影音匯流改

變的索略？自媒體的時代，電視台的危機感？ 
 
新聞部經理李志德回覆： 當涉已事務有公共性時，公視自我要求高，會發新聞稿聲明，

亦有他家媒體不採用的情況。去年《獨立特派員》製作轉型正義《解嚴 30》報導，今年

環境紀錄片入圍國際紀錄片影展。新聞部《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有話好說》設

置獨立的網站管理，影音全數上傳至 YouTube 供瀏覽。 
 
徐青雲副總經理回覆： 公共媒體存在的必要性，具有價值及必要性。台灣媒體蓬勃發

展，公共電視台一定有危機感的，員工們自律甚高，面對自媒體的現象，正在努力改變

調整中，公視的節目思維，正轉變著。去年成立 OTT 平台，現約十多萬的會員，好的內

容，期待透過更多的方式被看見。率先增加新媒體的連結，如《青春發言人》在網路上

直播露出，透過不同的載具，服務更多的觀眾，或許我們做的不夠快、好，我們承認事

實正努力中。 
 
十七、發言者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王俊智： 
第二次參加公共問責座談會，討論內容以節目及法規為主。現場尚有對公視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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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曉得如何表達的團體，建議統整議題制度化，區分小組或綱要，才能提高效率及對

談。 
 
研發部侯惠芳經理回覆： 近兩年在公視內舉辦，曾與其他縣市舉辦，網路上均有公開

資訊，你的意見將納入內部再討論。 
 
十八、發言者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 （第三次）： 
問責適度的分場，是必要的，倘若開放部份場次，團體代表會質疑有壟斷之嫌，需保有

部的開放，就法規及制度層面的討論，較具可行性。 
座談前先討論議題，促使發聲的議題被滿足，公視曾將新聞揭露的內容分類，其數據可

供大眾參考。 
公公盟於問責機制中，具有高強度的監督的角色，公視年九億的預算，尚需自募二、三

億，大家都有責任，一起幫助公視，各團體代表參與問責、公廣法有助自律及互相監督

及合作。 
 
徐青雲副總經理回覆： 公共問責的舉辦方式，其實除了一問一答，也有統問統答。各

位夥伴與公視都是站在同一個方向，為公視努力。 
大家的期待，我們也樂於與大家分享。不論方式為何，進行的方式。分眾也舉辦過，面

對面溝通…也持續努力修正中。 
 
十九、提問者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協會／葉光芃： 
面對台灣的空污，公視是最讓我們感動的一台，公視募款，大家都有社會責任一起努力。

先進國家重視氣侯變遷及空氣污染的國際議題，全世界都在比空氣的質量，大家更需要

重視。 
公視《有話好說》曾報導空污的議題，空污法修法中，期盼公視能引領更多的風潮，帶

動更多人想改變現況。空污的影響是全面性的，每個年齡層都需要關注，透過呼籲使政

府重視，本週立院會期將討論空污議題，請多給予報導。 
公視應強化企圖心，讓獨特、引領著內容更活潑、更吸引人，成為民眾觀看電視的首選。 
 
新聞部經理李志德回覆： 新聞部節目《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很關注空污議題，

而《有話好說》甚至到中南部製作外場的特別節目。從公視製作空污的相關議題，亦將

空污專題置於新聞網上，代表公視團隊很重視空污一事。 
 
二十、發言者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 （第四次）： 
期待健全國會頻道，立院有責任公開資訊，讓民眾即時瞭解修法近況。國會頻道經轉播

後，能否後製作業，待向立法院爭取使用權，當委員會召開或施政總質詢前，應提供議

題的導讀、重點說明及開放評論。 
過去民眾總是觀看新聞報導後，才被動得知訊息，往往錯失公民參與的機會。現國會頻

道 APP，民眾已能即時公開質詢的訊息，有助於收視率的提升。 
 
公服暨行銷部經理林永青回覆： 成立國會頻道的運作，立法院依法委由公廣集團轉播，

立法院僅給予轉播權。公視僅於轉播執行，無法再製運用。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564&bih=984&tbm=nws&q=%E5%A3%9F%E6%96%B7&spell=1&sa=X&ved=0ahUKEwjBhrqQ7IHaAhVEGJQKHUERD4UQBQgjKAA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564&bih=984&tbm=nws&q=%E5%91%BC%E7%B1%B2&spell=1&sa=X&ved=0ahUKEwi8rvbf74HaAhUDhrwKHV9rAj0QBQgj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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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五下午會有隔週的日報表，待向立院確認，是否公開於國會頻道上。 
 
二十一、提問者 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監事陳慧璟： 
希望公視多報導癲癇病友的正面報導。《誰來晚餐》曾詢問病友個案露出，待媒合中。 
 
二十二、提問者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南區副總會長李淑鈴： 
一、面對少子化的國安問題，教育需要更專業人才。幼教老師善盡教育及照顧國家幼苗

的責任，希望多給予正面報導，籍由公共媒體的露出，透過表揚能給予更多的肯定。 
二、空污議題正困擾著師生，已開學一個多月，依旗誌放行孩童外出，僅能外出三次，

著實影響了孩童的身心。 
 
徐青雲副總經理總結：  
一、公視期許成為電視台的首選。公視同仁堅守自律，大家對於節目內容的建議，將轉

述供製作人參考。 
二、公共問責的舉辦方式，未來可再研議更好的做法。 
三、各界關心的《公視法》修法草案，等待文化部公開新訊息，公視也會密切注意，適

時提供各界瞭解。 
四、紀錄片工會追蹤的部份，請提供書面資料，待收到後討論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