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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第三方影音素材來源，包括來自於網路瀏覽器上的 UGC(user generate 

content)、民眾手機拍攝、監視器、行車記錄器等資訊與畫面來源，屬於事

實的呈現，也是新聞素材的來源，本會會員取用其資訊或畫面作為新聞內

容，藉由畫面試圖還原事發真相，找到觀眾關心的報導面向。 

二、 然而隨著我國數位化設備普及、寬頻使用越趨於便利，數位化與新科技工

具的使用，自然成為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透過所謂第三方影音

素材所產生的資訊，大量增加，也經常發展成為社會矚目的事件，受到機

構式新聞媒體的使用或報導。  

三、 基於第三方影音素材並無原罪，有其新聞報導的功能、與時代演進的背景，

惟為避免過度濫用，或者引起意料之外的問題，本會擬定「第三方影音素

材電視新聞製播處理自律規範」，如下： 

1. 第三方影音素材之新聞題材，宜考量具有議題性、公眾性、公益性、教育

性之議題，避免落入畫面迷思，避免僅選擇畫面驚悚的題材。 

2. 製播第三方影音素材來源新聞，應符合畫面普遍級與闔家觀賞之原則。 

3. 若基於製播之必要，而須完整呈現新聞事件始末者，內文、字幕、標題應

避免過度詳細敘述暴力與恐怖的細節，第三方影音素材畫面使用，應根據

必要性來判斷，避免過多篇幅、避免大量重複使用；若有血腥、暴力、恐

怖畫面，應審慎判斷如何減至最低必要，並做好馬賽克、變色、或定格等

等處理；主播與記者的旁白應平實呈現，減少主觀與強烈語詞的播報。 

4. 第三方影音素材中，若部分畫面有妨害兒少身心發展之虞，應遵守「電視

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製播新聞素材的處理角度、視覺與聽覺表現尺度與方

式，審慎考量避免逾越普遍級標準。 

5. 針對第三方影音素材新聞事件中之無辜受害者，報導時應秉持保護原則，

注意事件中可能涉及侵犯隱私權、肖像權、兒權法、個資法、刑法等疑義；

針對遭受性侵害、性騷擾、家暴之受害者以及未成年兒少，秉持一貫自律

精神，善盡保護責任。 

6. 若以第三方影音素材畫面作為新聞線索，應善盡查證責任，除了盡力連繫

或採訪到影音上傳者，也要注意消息來源提供訊息之動機，並確認其真實

性、拍攝時間、地點等；媒體記者並可視情況進一步挖掘事件的公共利益

意義，避免僅轉述引用第三方影音素材畫面與資訊。 

7. 製播第三方影音素材來源新聞應註明出處，尊重原創作者之著作權，並遵

守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原則，避免無意間侵害他人權益。 

8. 因應數位社會劇烈的演化，製播新聞應力求與時俱進、落實專業內控機制，

第一線記者應具備動態判斷能力，核稿主管、編輯、編審則應發揮守門人



功能，最重要的是，在採編製播流程中，能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建立討

論思辨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