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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責任與省思
重建媒體秩序發揮民主機制功能

本次舉辦 「 再造公與義 是一個提供理性討論空間的

研討會 J '一開始就 意見平台，不論是何種議題

設定應有 「媒體的責任與省 都需要媒體來傳播，公民的

思」此一單元，並決定分就 養成需要媒體多多的宣導 、

「 傳播權在民主機制中的功 教育相關議題也需要媒體多

能與角色 」 及 「傳播權與新 多關注 、 司法改革更是須要

媒體秩序與文化的重建」 兩 媒體從正面角度切入報導，

項主題，邀請政大新聞系教 但近年來台灣媒體的這種角

授馮建=與清大社會研究所 色功能卻正在快速的消退 、

教授姚人多負責撰寫論文， 變質 。

見邀政大傳播學院院長翁秀 媒體的挑戰與方向

琪、公視總經理李永得、新 另一個課題則是 「當前媒

新聞雜誌社長王健壯及台大 體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的

法律系教授賀德芬等四人， 方向 J '近幾年的發展，媒

分從理論與實務的角度，擔 體還是呈現出若平立即可見

任議題與談人 。 同時也敦請 的問題，大致上可分屆三大

政大校長鄭瑞城擔任本單元 類:第一 、在操作面，膚

的會議主持人 。 淺 、即興，過度娛樂化的問

在報告本組討論的主題 題都還是存在 。 第二 、媒體

「媒體的責任與省思」之 的公共性不足，在某種程度

前，先回顧三年半前 「邁向 上來說已經淪為秀場，無法

公與義的社會」研討會一從 適當地提供討論公共議題的

「新媒體及新世紀」議題說 平台 。第三 、媒體從業者的

起 。 當時對新世紀 、 新媒 專業素養有虧 、 欠缺訓練、

體、政黨輪替，大家有著非 認識不足..等，都是立即

常大的憧憬，但現在看起來 可見的媒體亂象 。

卻恍如隔世 。 而今年的主題 再者，從媒體的經營層面

則是定在 「媒體的責任與省 上來探討，不管是平面媒體

思 J '因為不只是台灣外部 或是電視媒體. ..等，都將閱

環境改變，媒體本身也面臨 報率或收視率當成它經營媒

非常大的衝擊 。 本來媒體應 體的一個依據，使得我們不

得不質疑 「 台灣還有質報的

市場嗎? J 從逐年下降的閱

讀率或讀者的閱讀習慣，加

上媒體同業本身的割喉戰，

在在顯示媒體經營者越來越

辛苦;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

形成所謂的小報文化。即使

從外在環境來看，政治人物

對媒體的干涉，由以前的威

權管制， 轉化成 「置入性行

銷 J '將媒體變成個人政治

操作的一個工具，也因為台

灣的民眾尚未清楚意識到其

中雁、有的界線 。

事實上台灣的困境在於一

些民主社會的公益原則不斷

被政治人物個人的考量所犧

牲 。 加上媒體受眾結構改

變，都讓媒體經營的環境越

來越困難 。 舉例來說，平面

媒體在一九九九年時每日的

閱讀率是6 1 . 6% '現在卻

只剩下50.8% '而閱讀時

間也從每日 24分鐘降至每

日2 1.6分鐘 ， 而電視媒體則

是上升的局面，這表示媒體

市場結構已改變 。

再加上網際網路的發達，

使更多的人認為資訊的取得

可以隨心所欲，可以不付出

代價 。 但不付出代價的資

訊，往往是不負責任的資

訊 。 可是一般的資訊使用

者，根本想不到這一層問

題，對於正派經營的媒體也

是一個不小的影響 。

再談到近年來台灣經營環

境的不景氣，由於閱讀率的

下降己對經營者造成不小的

損傷，又因媒體賴以維生的

廣告量也因經濟的負成長而

下降，相互循環之下更使得

競爭激烈，淪於惡門 。

傳播權的提升

針對「媒體的責任與省思 」

議題本身， 一是傳播權在民

主機制中的功能與角色，二

是傳播權與新媒體秩序和文

化的重建，馮建三教授提出

希望能提昇傳播權的五項思

維:

一 、 非政府媒體改革組織

的合作及分工問題，若能從

中強化，我們非常期待將來

整合後的結果 。

二 、 美國公共新聞學運動

對於台灣媒體是否具有參考

價值?因應國情 、 環境的不

同，台灣的媒體要如何面

對，在此當前時刻 ， 十分值

得提出來探討。

三 、 新聞局重整有線電視



媒 體的責 任 與省 田
， l.'山

。媒體責任組 ， 左起賀德芬教授、王健壯社長、姚人多教授、 主持人鄭瑞城校長、馮建三教授、翁秀琪教授、李永得總經理。

生態的構想及其評議，應建 族群，例如原住民頻道及客 提升從業人員專業倫理，以 指，以及媒體所面臨商品化

立分組付費，避免生態分布 家頻道的規劃進程及內容 ， 及注重品管入手 ， 始克有 的挑戰與誘惑，涉及媒體是

不均， 讓消費者得到完善的 予以必要的整合 。 濟 。 否還算是社會公器的核{J、問

服務與資訊 。 媒體的社會責任 第三 ，關於加強媒體與記 題，因此除了媒體要有自覺

四、 廣電基金會的自我解 其次 ， 關於姚人多教授所 者的自律機制，必須與健全 外，政治人物與政府公權力

構及公部門廣電資源的整合 提「建構界線清楚的媒體與 法律規範和促成公民社會相 的退出媒體更是必要 。

與溝通平台建置之議，值得 社會 J '政治權力 、 市場經 互配套，才不會淪於空談 。 最後希望媒體能從自身反

正視推動 。 濟利益 、 媒體經營與個人自 第四 ， 有關媒體教育的加 省做起，但也希望外在能營

五、有關掌握/創造並善 由隱私保障四大領域中，媒 強，不只是要訓練優秀的新 造一個有利媒體正派經營，的

用公電視集團的籌備時機， 體的確應扮演散蒙者、中介 聞工作者，也應同時普及媒 環境條件 。 (作者為中國時

廣電三法公共化正好於立法 者與批判者的角色 。 而要落 體素養教育 。 最後一點則是 報社長)

院審議中，也應密切注意各 實媒體的社會責任 ， 必須從 面對政府或政治力的介入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