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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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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聞部副理 簡振芳 

3. 新聞部編審 李貞儀 

列席： 

1.法務副理 

呂國華 

【報告案一】 

衛星公會就「安娜貝爾-造孽」等 5 支廣告啟動廣告自律，同時提醒同仁製作藝文或相關新聞時,  此

畫面使用宜謹慎,避免違反普級而有違規之虞! 

 

【討論案一】 

2017.8.20 當天下午柯文哲記者會上突發表驚人用語:「王 X 蛋」,有的電視台甚至原音呈現英文翻譯

「BASTARD」,過去其實有人因於公眾嗆人王八蛋被判罰案例, 但政府首長公然爆粗言算少見! 

 8.24 柯 P 真的也挨告了! 

過去年代新聞在處理這類畫面聲音時,都是以普級最高標準來把關,但遇到官員首長還是第一次,同仁

在處理新聞時有反應: 難道我們”引述”,不可以嗎? 呈現原音原文是否才真能反應新聞真實面? 

【議程討論】 

●楊益風召委：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難道媒體引述不可以嗎？我們並沒有推廣宣揚，或是這是我們

的起心動念，而是完全取自於他人的畫面或說明。但假設我今天拍到一段犯罪的畫面，例如性侵，

那我可否引用露出？答案非常清楚。但這不是我們做的，是犯罪者做的事，為什麼我們不能用？姑

且不論是否是惡法，我們的法律對於新聞傳播的內容限制是存在的，內容限制存在的理由並不是我

們傳播媒體都是有問題的、是惡意的，而是它本身會造成的效應和影響，所以我個人認為有些東西

還是要放棄傳播、不傳播，但是當然我們可以去呈現當時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後面的事情，他被

告了，我反而覺得不重要。一般媒體都是這樣呈現，你看果然他就被告了，然後有一個所謂被告排

行榜，實務上法官在判決時，並不是根據這個排行榜來決定我要不要判你有罪，他還是要看你的動



機，要看你這件事情對被描述人的權利侵害到底存不存在，來決定這是否為公然侮辱。譬如，『很

屌』這個詞，我可否因為一個人這樣說我，我就去告他，而且他就會判有罪？其實還是要看他當時

的口氣、背後的動機是什麼，如果他是有意污辱人的，我會建議媒體還是要略去。如果它只是個發

語詞，我會建議就把它淡掉，因為這種東西本來就是與時俱進，有些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後來變成

有問題，有些本來有問題，後來變成沒問題。我舉例，原住民以前我們會說山地人，那時沒問題，

但現在就覺得這是一種污辱。所以我們的用字，我覺得不必拘泥於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字，最重要

的是要看他傳達的意義與背後的動機，簡單講，以這件事為例，我仍然建議，不只是市長，任何一

個公眾人物甚至私人都沒有關係，他講這句話若是充滿怒氣，他是想要污辱這個人，我建議報導時

還是把它略去，還是要消音或打馬賽克比較好，你擔心觀眾不知道嗎？其實有這麼多傳播媒體，觀

眾還是會知道的。可是就立法精神來說，就是認為傳播媒體透過傳播之後，力量會變得很大，所以

有些內容是必須加以限制的。有些事情我們還是不宜直接呈現，你至少弄個Ｘ或ＸＸ在上面，都會

比直接打出來好，因為直接打出來，還是會讓大家覺得尤其是孩子覺得，只要我情緒不高興就可以

拿來講的話，就教育角度而言，我不樂見。 

 

●葉大華委員：從我們的公約來看，年代自律公約第三條比較貼近這個案例，第三條提到～不應利

用新聞處理技巧，扭曲或掩蓋新聞事實。這是直播的畫面，播出去就看到他陳述的事實，年代沒有

做任何扭曲或掩蓋事實，只是適當地把關去避免受罰。另一個提到的重點是，不能片斷取材、煽情

或誇大、討好粉絲，在新聞時段去呈現新聞資訊或新聞評論。因為這種罵人的話就會造成一種既定

印象，就是你這一台對一些事情已經下了主觀評論，所以年代自律公約第三條已經寫得相當清楚，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來看，我們沒有特別去煽情、誇大或討好，因為有些台是全都露出，表達自己對

柯 P 個人的喜好或對反年改團體的喜好，我覺得這樣已經是過度討好群眾，或是為了收視率考量。

我們既然有這樣的自律公約，依循公約做了這樣的把關，我覺得相當好。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本

來就要做到適度的把關。 

 

●王麗玲委員：我覺得年代的處理還好，當下（直播）就是這個樣子，主播等等也沒有再加其他東

西，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未來假如在來得及的情況下，我贊同楊老師所說，及時在第二次播出時

加以消音等處理，就沒有問題。 

 

●呂淑妤委員：事發當時群情激憤，或許大家覺得『王八蛋』放出來沒什麼，又有 48 萬人按讚，

應該不會被告。但如果傳播到國際上，或是事後有人拿出來檢討，他們不曉得事情背景，只會覺得

我們台灣媒體在幹嘛？畫面上用這樣不雅的字眼。家長更會覺得，傳播媒體教壞小孩。所以我覺得

還是不宜全部露出，應該加以處理。至於罵人被罰排行榜，我曾做過研究，甚至有說人像哆拉Ａ夢、

大陸來的大嬸都被告，遑論『王Ｘ蛋』這種很明顯就是罵人的字眼，所以都應該更小心一些。雖然

現在大家覺得很爽，但過一陣子再看，家長能接受嗎？所以還是要避免。 

 

●楊益風召委：我們看第四頁，東森、年代在陳述過程中用『王Ｘ蛋』，原則上我個人可以接受，

但翻到第六頁，三立一樣是呈現『王Ｘ蛋』，但它的意圖很明顯，它特別強調那個『蛋』，所以我強

調的不是處理手法，而是你背後在想什麼。 



 

●李貞儀：在柯 P 被告的新聞出來後，各台就都改成『王Ｘ蛋』了，英文部分只有中天讓 bastard

完整露出。 

 

●葉大華委員：有律師跟我說，罵人王八蛋罰一萬塊不是固定的，而是要看你罵誰，對方所累積的

社會身份地位而定。 

 

●楊益風召委：要看兩件事，一是你的動機，二是你對他的權利產生的實際侵害，所以有罪與否、

判罰多少都不一定。假如你真的只是一個結語，例如『真是一個王八蛋』，但沒有特別指名，這不

會有事。譬如說，剛才說的『屌』字，確實不是一個好字，可是現在用來形容人，卻是稱讚。當它

不涉及不好的意涵時，是否消音就看你想呈現貴台的文化風格是什麼。但『王八蛋』就確實不要再

傳播了。 

 

●黃銘輝：像柯文哲這種案例，美國稱為『脫口而出的低俗語言』，以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ＦＣ

Ｃ認為這不應該是該管制的一部份，但後來很多明星在一些公開場合的發言，像是金球獎一位得主

就說了 fucking 這個字眼，在全美播送，引發很多家長團體的抗議，後來ＦＣＣ就修改規則，即使

這種也不應該出現，所以現在美國很多 broadcasting 是延遲播出，就是為了要做這樣的審查，但是

如果是善意的新聞訪問，在現場立刻播出轉述，只是盡新聞媒體的職責，這是可以的，但重播時就

要消音。所以柯文哲這個案例，如果是在記者會他就這樣講，播出來是 OK 的，但之後新聞有反覆

重播的時候，你就要處理。至於其他像是『好屌』啊這類的字詞，要去注意語言涵義的轉化，但一

些傳統上就不見容於一般人的字詞，在新聞媒體上還是應該要加以處理。 

 

●簡振芳委員：第一時間在編採會議上已經討論了，畢竟是新聞播出，很難控制受眾是誰，小朋友

看了覺得他可以講我也可以講，可能會有這個效果，所以我們還是從嚴把關。 

 

●呂淑妤委員：其他台在訪問抗議團體時，提到憤怒的時候殺人也可能，這種煽動的句子反覆播出，

可以這樣嗎？我們的自律公約是否有規範到類似的狀況？另外有些人士受訪時，所講的話有時候不

是很適當，有可能避免或是如何平衡嗎？ 

 

●簡振芳：在實務操作上，第一線記者採訪時，如果對方有些過於情緒性的言論，不符合採訪主題

的，通常都會過濾掉不擷取使用，再來是審稿主管也會加以把關，通常不會讓情緒過激的字句出現。 

 

●楊益風召委：我想提醒，媒體要有自覺，不要成為別人的工具。像有些抗議團體的某些人，經常

講出一些誇張的言論，但媒體越報導，越鞏固他在團體中的意見領袖地位。 

 

●嚴智徑執行副總：現在很難避免從網路找新聞，我之前已經提醒，新聞媒體要避免成為網路帶風

向的工具，我覺得還是要注意平衡報導，也要顧及我們新聞採訪的專業。例如說郝龍斌世大運場館

有沒有蓋錯的問題，一開始網友是要捧柯 P，但這件事之前監察院曾有調查，如果大家覺得這件事



有新聞性，那至少要做到平衡報導，主流媒體不要成為幫兇。 

 

總    結： ●嚴智徑執行副總：我們做到的守門人的自律，而非他律或是法律，法律例如判決

結果對照出的規定，也許會有像剛才提到的髒話罰錢排行榜，但這不是對應的關

係。回到我們的自律，包括像剛才黃委員有提到風格問題，除了風格以外，在我們

自己的態度，第一次在現場收音不做處理，沒辦法因為那是 Live ，但後續的製作

當然是消音，用『王Ｘ蛋』去呈現，達到新聞報導的效果，也沒有刻意的去操作。

新聞自律的道德原則，也就是所謂的教化責任，我們不能讓普羅大眾甚至沒有判斷

能力的人有學習罵人的效果，這是我們的善意，也代表我們新聞的風格。別台要怎

麼做，那是刻意展現他們主觀的思考，那是他們的自律標準，那我們既然叫做自律，

就是回到自律的基本面。 

決議事項： 1. 第一時間 LIVE 出現不雅字句，可以播出，但重製成新聞時，基於自律原則，還

是應該消音處理。 

2. 不該為收視率犧牲我們新聞的風格，還是要謹記新聞的責任與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