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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湖	有	線	電	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聞自律推動委員會	會議記錄	
時	 	 	 	間	 111 年 08 月 20 日	 地	 	 	 	點	 公司會議室	

主	 	 	 	席	 主任委員	黃有評	 記	 	 	 	錄	 陳淑惠	

出席人員	
外部委員:主任委員黃有評、謝聰明委員	許淑芳委員	

內部委員:副總經理鄧盈麟、協理陳羿廷	

壹、 開場：主任委員黃有評：	

貳、 討論主題：	五合一選舉到	媒體該注意何事項?	

主任委員	黃有評：	

	 	媒體界首先應保持中立客觀特別是涉及政治議題的時候，首先必須要有個觀念：

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反映了這個人認為國家應該如何運作比較貼近他的理想。在任

何的政治議題上，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因為每一項選擇都有好有壞，而其中

每個選擇的效益和成本在不同人眼中的價值排行都不一樣。但媒體人必須自由與自

律之間,取得一中立值,才是一個從事媒體事業該有的基本素養與對社會大眾負起道

德價值觀。	

委員/謝聰明	

	 台灣幾乎年年都有選舉，只要有選舉，媒體就會熱衷選舉民調報導，而今年

底又即將選舉，所以最近媒體又開始進入選舉民調報導的旺季了。	

但是媒體選舉民調報導形式數十年如一日，幾乎很少有所長進，不知是記者沒

知識，還是故意誤導民眾對民調結果的理解，就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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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人很相信民調，那如何讀懂民調就很重要。因此本文希望能分享一些讀

懂民調的方法，不然看民調的民眾都變成吃瓜群眾，好像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也

不是好事，讓媒體透過民調去曲解或誘導民意，進而操弄選舉更是不好。	

整體檢視，當媒體報導選舉民調結果時，閱聽眾要先注意這篇報導是否提供這

些資訊：執行期間、調查工具、抽樣方法、樣本數量、樣本結構、抽樣誤差、

執行單位，以及問卷題項。以下先從重要的項目先說明。當前選舉民調或任何

民調報導，媒體並未負責任地盡到精確性新聞報導的專業要求，提供前述所有

必要的資訊，導致產生媒體誤導或控制民意的爭議。依如此現況，建議閱聽眾

看到任何媒體選舉民調結果的報導，真的就看看就好。	

委員/許淑芳	

	除了本身新聞編輯團隊要秉持新聞中立平衡,要持平去報導,我們報導是事件的事實,

不是一昧示好某一政黨,當然這新聞媒體獨立自由與自律,必須駕馭在利益之下,依社

會道德為依歸。	

委員/謝聰明	

在傳播手段科技化多樣化下,傳播媒體既擁有充分自由空間也嚴重遭到形形色色利害

因素的干擾和入,扭曲了媒體應有的傳播功能,社會責任與專業準則,動搖了新聞報導

的公信力,誤導公眾視聽,社會價值與政經運行,甚至傷害了基本人權,在新聞自由與媒

體積弊同時並存的現段,如何存其自由之利,棄其錯亂之弊,是一項極其重大的課題，

選舉到媒體不先入為主，必須有客觀判斷新聞原由之外，保持中立才是一個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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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魂價值所在。	

委員/許淑芳。	

	本人覺得在新聞標題使用中肯詞彙，不讓人在標題裡做文章，間接影響大眾的價

值觀。選舉到,在新聞處理上必須多加注意,儘量去避免,不必要的臆測。注意事項不

淪為政黨打手槍手，公正持平報導很重要，希望在地新聞台,以當地新聞報導,平衡

不應偏重任何政黨，才是在地電視台生存之道。	

參、 委員/黃有評-總結	

	選舉到，抺黑、毀訪事件層出不窮，媒體如何判斷，如何制止選舉歪風，都很重

要，都需符合新聞客觀事實呈現的，如何維持其獨立超然的判斷,以及對事實與客

觀,內部審查流程必須中立客觀、.中立、不偏任何一政黨才王道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