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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ERA NEWS 年代新聞台頻道〈新聞評議委員會的內外部委員〉組織章程，業於

111 年 6 月 15 日修正內容，原條文為「外部委員七人，內部委員三人」，修訂

為「外部委員五至八人，內部委員三至四人」；另原條文「內部委員由本公司執

行副總經理、  新聞部主管、編審擔任」修訂為「內部委員由本公司指派高階

主管及新聞部主管、編審擔任」，向委員會報告。 

 
楊益風召委：全體委員無異議認可。 

 
【討論案】 
NCC 來函: 年代新聞台 111 年 11 月 26 日「1800 抗中保台 九合一割喉戰」節目

內容涉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等規定，請於文到 10 日內出提出意見陳述書，另

請依衛廣法規定，提請新聞自律委員會討論，並於文到 21 日內將會議紀錄及會

議結論函送本會。本案提會討論，請委員指教 

 



編審報告： 
一、整體開票報導作業運作方式，包含計票整體流程說明及流程圖、計票作業

人力配置、數量及分布地區（地點）、計票登載方式、鏡面呈現、內控及查

核機制等。 
1. 本公司年代新聞台開票作業之運作方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布點、

人工計票回報，主要分布在全台各縣市的投開票所，以及各縣市候選人的

競選總部、各政黨地方總部。 
2. 前述各布點均派駐有工讀生與文字記者、攝影記者、駐地記者與工作人員

等。此次選舉本公司派員 42 人負責各布點統計開票票數並回報，台內計票

中心則派員 46 人負責接聽、專職統計票源並負責輸入。第二階段則是銜接

中選會開票系統，定時穿插中選會提供之即時開票數據。 

 
◆2022 九合一大選計票流程圖如下： 

 

 

3. 本頻道針對各階段之票數統計作業，均於播出鏡面呈現票數來源供民眾知

悉，並隨時依據中選會提供之票數進行滾動更新，並以畫面及主播口述之

方式提醒更新訊息，以提供觀眾最新訊息。 

 
二、頻道開出第一票數時間及合理性說明。 
本次選舉於 16 時結束後，各投開票所隨即展開開票作業，本頻道分派各布點之

計票人員陸續回報開票結果，本頻道於 16:03:54 提供開出第一票數之資料。 



 

三、民眾陳情 18 時 40 分顯示台北市長候選人得票數之合理性說明。 
1. 本次選舉之開票作業依循歷年各選舉之模式，因中選會之程序需針對

各投票所票數加總有效票、無效票及剩餘票數，並經內部流程報告、

確認後送至區公所校對、檢核無誤始完成登錄計票系統。為能及時提

供民眾開票相關訊息，遂由各媒體先行派員於投開票所就開出之票數

進行回報，並依內部計票流程提供開票訊息予閱聽大眾，並建議媒體

於播報過程定時穿插中選會提供之即時開票數據、鏡面以固定框呈現

本會票數資訊、標示報導票數來源訊息之實際操作方式等。中選會及

NCC 於本次選舉前召開之協調會議及交流會議均為此決議可參。 
2. 本公司年代新聞台針對此次選舉之開票作業，依循前揭會議決議內

容，執行「自行計票」及「定時連動中選會資料」隨時更新票數之模

式。本案陳情民眾反映 18 時 40 分台北市長候選人之得票數，明顯與

中選會同時間資料不符乙事，依前述之計票作業流程執行實為當然之

結果。該時間顯示「蔣萬安得票數 38 萬 0745 票，陳時中得票 35 萬

3818 票，黃珊珊得票 27 萬 7181 票」此票數為本公司派員於各開票所

彙整開票票數回報，並經本公司內部統計後呈現之最新各候選人得票

數，中選會因主管機關須踐行之必要流程繁多，該時間所顯示之票數

尚非最新訊息，此為二者同時間之資料不符之原因。 
3. 民眾陳情反映得票數與中選會不同，本公司已遵照前揭會議決議內

容，並於播報鏡面明確標示報導票數之來源。 



 

 
 
中選會於 19 時 49 分提供之統計得票數顯示，3 位候選人之得票數均高於 18 時

40 分本公司年代新聞台統計之得票數，且得票排名亦相同。 



 
本公司年代新聞台秉持報導報票作業真實、有所本之原則，提供之得票數並無

陳情民眾所反映有所謂灌票嫌疑、報導不公、欺騙社會大眾之情事。為提供閱

聽大眾最新資訊投入大量人力，耗時耗力統計全台各縣市之開票現況，並遵照

中選會及 NCC 之指示定時穿插中選會之最終訊息呈現精確之得票數，並無違反

衛廣法等相關規定。 

 
本案陳情民眾或有誤解媒體執行開票報導之作業流程，本公司已遵照 NCC 來函

說明，以 E-mail 回覆陳情民眾，並將本案提報本公司年代新聞部第 64 次評議委

員會討論，請委員指教。 

 
簡振芳經理： 
剛才編審有報告過，我們在外場有 42 個報票點，包括小型的投開票所、 
候選人的競總、國民黨中央黨部、比較激戰區的縣市黨部，除了有報票人員在，

我們也用比較新的科技，我們用手機直接對他們計票系統直接傳送回來，場內

的計票人員會根據看板上顯示的票數計票，第二階段就像編審所報告，我們到

一定階段時候，因為中選會開票過程，由各個縣市開票累積到一定的數量再統

一上傳到電腦，有時候它的數據一下子會跳很快，我們在鏡面上也會隨時穿插

中選會的票數，如果中選會計票的速度比我們快，我們就會切換到中選會，各

縣市票數逐步切換到中選會數據，數字呈現就會跟中選會同步，以上。 

 
黃威葳委員： 



我們這次的開票基本上電視台有直接派駐不同的人在各開票點，當然最擔心的

就是灌票，還有就是票數直接往下走，我們這陣子有看所有的新聞台，大概只

有一家，它開出的陳時中票數一直都在前面，到最後才驟降，其他它大概都是

穩定更新票數，據我們了解，中選會就像剛才編審報告，因為它要很仔細，事

實上它整個開票再傳到中選會計票中心，其實花的時間比較長，但現在我們是

商業電視台，其實閱聽人很關切各縣市選舉的樣態，如果我們自己有派駐一些

人在開票地點，也有據實回報，我們最後截止時間，當中選會開票比較順暢的

時候，我們也連動了中選會的開票結果，我覺得也沒有什麽問題，目前也沒有

不准說新聞台可以派駐人員去了解第一時間的消息或數字結果的蒐集，這部分

也好像沒有觸法，並沒有數字不對，或者灌票的狀態，這是我的意見，謝謝。 

 
黃銘輝委員： 
我的意見也大致跟黃威葳老師相同。基本上我能體會民眾提出這樣的檢舉，因

為以往部分的電視台在報導開票時，確實有灌票的陋習。但是年代這次已經有

說明，我們這次報導的候選人得票數，並沒有倒退嚕的情形，整體而言，也沒

有出現那種領先跟落後的候選人，先後順位跟最後選舉結果有什麽不同，大體

上只是票數上的差異。年代既然確實有派人駐點、自行做統計，我覺得只要能

舉出相關的事證跟紀錄，這部分應該就可以怯除檢舉人的疑問。這次大選，NCC
既然特別注意新聞報導灌票的事情，並且已經先召集各台舉行會議也擬定了開

票報導應遵循的的方針，我們年代也確實遵循，在播報的過程，一再強調螢幕

上的票數是我們自行統計，同時也適時穿插中選會的票數，這部分已經盡到了

媒體釋放資訊的責任。至於要不要派人駐點再自行統計票數這件事，因為考慮

到電視台之間的競爭，我們也很難不做這件事，因為如果你都只報中選會的票

數，那大概也沒有人要看我們的新聞。我想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謹守誠信採訪

的倫理，只要確實有相關的統計的話，我們做這樣一個報導，這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我有兩點建議，或許以後可以減少這一類的申訴檢舉：第一，包括新聞

部給我們的檔案補充說明，整個投開票作業的準備等等，這些內容應該還不至

於涉及到商業機密，我覺得這些資訊可以適度在我們的官網公開，讓觀眾知道

這一次我們年代派出多少人駐點、我們新聞處理的流程是為何、開票過程中隔

多久會對照中選會的票數，將整個過程做適度的資訊釋放，或許可以有提升公

信力的效果以昭公信。第二點，我想我們會被檢舉，除了檢舉人本來就注意電

視台灌票這個問題外，可能也跟另一個原因有關——這次我們被檢舉的節目單

元名稱，除了強調九合一大選，又加上了「抗中保台」這個標題，雖說「抗中

保台」本來應該是一個中性的政策，但當選舉時某個陣營已經被貼上這個標籤

的時候，那我們的節目直接加上「抗中保台」，難免會給人一個先入為主的觀感，

我想以後還是要儘量避免。我們的投開票節目如果要下單元標題的話，盡可能

採用中性一點的用詞，萬一非得用到某個陣營的 slogan 時候，可能另一個陣營



也把它擺出來，中間加上一個 vs，以這樣的方式呈現，我想可以提升電視台在

處理這類新聞上的中立形象。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 

 
王淑芬委員： 
我對此提案沒有太大意見，我覺新聞部的說明己經非常清楚，就是有所據，也

沒有所謂的灌票，也沒有超過總投票數，的確排序沒有太大的落差，我們也有

所謂的布點及人工計票，基本上只是先開哪個區域的問題，有關灌票報導不公，

或欺騙社會大眾，基本上都不吻合，所以這個議題，我覺得新聞部說明已經非

常清楚，我剛剛其實也有看到，黃委員提到「抗中保台」四字，一開始看到這

個標題，覺得「抗中保台」四字不會有問題嗎?  因為它感覺的確就有立場偏頗

的狀態，黃委員解釋得更清楚，這部分再特別的提醒標題的部分，其他我沒有

太大意見，以上。 

 
韓義興委員： 
我跟院裡的陳百齡老師，我們有針對 2020 年之前總統大選時，我們對各個開票

有做一個研究，其實就這一次編審的說明，看起來是沒有問題，之前的研究是

把當時各個電視台報票都錄下來，中選會的開票我們也拿來對，我們發現一個

現象，有的台在當時的確有票數劇降的情況，中選會則是一個常態分布狀況。

年代看起來沒有灌票的問題，跟中選會整個開票的結果也沒有太大的差異，這

是我的意見。 

 
王麗玲委員： 
我這邊看了報告，跟其他委員的意見是一樣的，我也覺得沒有大的問題，而且

觀眾大家都很心急，很想快速知道開票的進展，如果各電視台只要沒有違背灌

票這件事，是一個台灣民主的進步。 

 
電視台可以派駐點人員到開票點，再做快速的開票紀錄，也不是只有年代做，

其他各電視台也有在做，相較之下更顯示這開票是更公開的，各家當然有不同

速度，所以這部分我認為台灣在這部分是很進步，我們的媒體在這部分的努力

也必須被看見，我非常肯定媒體為了民主選舉跟開票來做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情，剛才有委員說「抗中保台」的標題，我個人認為此標題也是非

常清楚的，我倒是覺得沒有必要說未來要特別注意或修正，每一家電視台也有

類似的標題，我覺得在此部分應該給媒體更大的自主操作空間，不同電視台有

切入的觀點及角度，也會吸引到不同的閱聽大眾，觀眾會選看某家電視台，也

是對這家電視台的重視，媒體有不同的標題取捨，這也是新聞媒體跟民主自由

進步的可貴之處，所以應該有更大的彈性。 

 



我個人對這次開票報導，不同電視台都有報導開票過程，年代新聞的報告也非

常清楚說明，開票過程都會穿插中選會的票數，做滾動式的更新，同時清楚交

待票數來源，這是屬於年代自行計票的開票報導，這都是我們遵守的自律規範

內。尤其最重要的是結果，也就是我們前面開出來的票數到最後的結果，並沒

有背離開票的事實，實際統計的數字並沒有灌票的問題，這部分也謝謝所有新

聞媒體包括年代，為了選舉開票提供即時的報導，這是值得肯定的。謝謝。 

 
呂淑妤委員： 
我對前面委員所講的內容都非常同意，但稍為同中有異，譬如黃委員建議， 可

以註明你總共有多少人，我想有沒有另外一個方式，例如說每縣市有 1-2 人，

那總數是否要講，我不曉得，但你如果可以讓民眾知道我每個縣市至少 1-2 人

或 1-3 人之類，讓大家知道每個點至少有 1 人之類，這會是比較籠統的講法，

其實詳細的數目可以跟 NCC 講就可以，不一定要跟民眾講，有的民眾介意不是

你派駐多少人，反正你的結果他就是不滿意，針對你派多少人，也許他不是那

麽在乎多少人，只是在乎你們只要有人，除了這些數字以外，你們自己可以有

存檔，像內部計票一些狀況，比方你們自己有拍照存證，讓 NCC 就是知道你們

有自行計票的人力配置及報票作業流程。 

 
第二個建議，有關回覆 NCC 也是寫得非常清楚，我唯一的小建議，針對你們回

覆民眾的部分，回覆 email 有一句話是「故台北市長票數自然與中選會不相

符」，這句話可能太強，萬一被斷章取義，好像你跟中選會不一樣是理所當然，

避免這句話會被誤會，我建議修辭一下可提供參考，修為: 故臺北市長票數在

計算過程可能會因時間差而暫時與中選會票數有所出入，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委

婉一點，很多人如果沒看前面的說明，那句話被截取出來，反而引起一些不必

要的誤會。我只是建議 email 未來的修辭。 

 
楊益風召委： 
基本上委員所說的，我都同意，只提醒一件事就是有關選舉報票的案子，我們

衛星公會都有討論過，各台原則上儘量跟中選會同步跟一致，如果我們有類似

剛剛的說明，也有派駐人員獲得趨近於事實的資料，基本上沒有禁止報導，那

就是原則上完全按照我們之前的自律公約來做並沒什麽問題，以上，謝謝。 

 
嚴智徑總經理： 
謝謝各位委員的指教，民主選舉攸關民眾重大利益及政治權力的重組，在處理

相關開票及選舉新聞時，媒體自應做到忠於事實的原則，盡量客觀、中性，節

目標題加入意識形態較強的字眼，比較容易招致不同立場民眾抨擊，請新聞部

編輯台同仁在處理這些新聞時，謹記在心。 

 



【會議結論】  
1. 年代新聞在播報過程確實有派人駐點、自行做統計，也在播報過程強調螢幕

上票數是自行計票，並穿插中選會的票數，符合新聞自律規範，開票新聞報

導並沒有問題。 
2. 處理開票及選舉新聞時，媒體應做到忠於事實原則，新聞標題盡量客觀、中

性，新聞部將力求精進，呈現專業媒體的自我要求及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