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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流狂襲韓流狂襲 本土節目凍結本土節目凍結

2010-11-11  記者 尹亭雅 報導

自自從2001年韓劇《藍色生死戀》以及《冬季戀歌》在台灣引起收視狂潮後，許多台灣的電視台

便紛紛引進韓國的戲劇，希望能夠獲取高收視率。而這一股熱潮也讓韓流席捲全台，除了每天打

開電視都可以看到許多韓劇外；韓國的飲食文化、商品以及穿著打扮也成為了許多台灣人心中的

新流行指標。近年來，除了韓劇之外，韓國的綜藝節目也開始在台灣引起熱潮，這些現象不僅讓

韓流更加地強勁，也讓人開始擔憂台灣本土節目的生存。

電視台決策電視台決策 本土節目元氣大傷本土節目元氣大傷

2006年時，標榜著全天候播放韓國戲劇及綜藝節目的八大娛樂Ｋ台正式開台，國興衛視也捨棄

純日本台風格，引進韓國綜藝節目；使得當時略為降溫的韓流，因為韓國綜藝節目的引進，而再

增熱度。現在打開電視機，不難發現除了八大娛樂K台及國興衛視外，緯來戲劇台、東風電視台

、Channel V以及Animax等電視台也都紛紛引進了韓國的綜藝節目，目前(2010年11月)台灣

在線播出的韓國綜藝節目數量高達十七個之多；而其中Channel V在星期天時，更從下午四點開

始便連續播映《青春不敗》、《老么的叛亂時代》、《偶像軍團》…等七個韓國綜藝節目，直到

深夜十二點。由此可見，韓國綜藝節目的確可以為電視台帶來一定程度的收視率，但同時也威脅

到了台灣本土節目的生存。

台灣電視台目前播放的韓國綜藝節目一覽表。(製表/尹亭雅 時間:2010.11.11)

購買韓國綜藝節目和購買韓劇一樣，電視台不需花費大筆的金錢以及人力去思考、創作一個新節

目，只需要直接向國外購買播放權就好；再加上韓流的影響下，韓國的節目通常都有不錯的收視

率，因此許多電視台選擇以購買韓國綜藝節目的方式來增加營收。然而在電視台這樣短視近利的

心態下，台灣本土的節目將越來越難生存，演藝人員的表演空間也將受到限制。因此如何讓電視

台在播製本土節目跟引進國外節目之間獲得一個適當的平衡，是NCC必須趕快設法解決的難題。

本土綜藝節目病態本土綜藝節目病態 不敵韓國偶像牌不敵韓國偶像牌

除了消極地抵抗韓國綜藝節目的入侵外，如何能夠積極地播製吸引觀眾的綜藝節目，也是電視台

必須好好思考的一大難題。韓國綜藝節目之所以能夠在台灣造成熱潮，除了受到由韓劇所引發的

一連串韓流效應影響之外，韓國綜藝節目的內容及來賓性質也是吸引台灣觀眾的特點之一。曾經

做過關於韓國影劇文化研究的夏蕙蓮表示：「韓國綜藝節目很大的特點是別的國家學不來的，就

是他們有為數眾多所謂的『偶像』，所以像《我們結婚了》還有《家族誕生》等節目都是打偶像

牌。另外因為偶像團體多的關係，韓國每個團體幾乎都有自己的節目，這些特點都是吸引那些粉

絲去看的原因。」

夏蕙蓮也提到了她認為台灣綜藝節目的來賓跟韓國綜藝節目比起來較不吸引人的原因，她表示：

「台灣很多綜藝節目都只是在吃女藝人豆腐，要不然就是女藝人穿很少或露點搏版面。韓國因為

通常藝人受過很多的訓練，上節目通常都是以秀才藝為主，而非外表。」熱愛韓國綜藝節目的觀

眾Y iru(化名)則表示，「韓國綜藝節目還有一個獨有的特色就是喜歡製造螢幕情侶，觀眾看著螢

幕上一對對為了對象你爭我奪、打情罵俏的緋聞情侶，收視率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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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30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
甜點與咖啡〉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
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韓國綜藝節目喜歡塑造螢幕情侶，來創造高收視率及話題性。(圖片來源/iFensi.com)

盼再度主動出擊盼再度主動出擊 勿東施效顰勿東施效顰 

韓國綜藝節目的創意跟特色，在近年來的台灣綜藝節目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影子。例如東風電視台

的《就是愛放電》整體的內容便和韓國綜藝節目《我們結婚了》雷同；八大電視台的《大明星運

動會》則與韓國綜藝節目《Xman》中的其中一個單元雷同。然而這兩個節目的收視率表現皆不

如預期，除了被觀眾認為是抄襲韓國節目，缺乏創意之外；Y iru認為韓國綜藝節目有個特色，請

來的來賓大多都是知名度高的藝人，例如神話、尹恩惠、東方神起等，但是台灣這類節目卻常是

以通告藝人居多。「『大明星運動會』，雖然節目稱為『大明星』，但是請來玩遊戲的人卻不是

大明星！」

知名製作人林育仲(小飛)也曾在自己的網站中以《台灣瀕臨黃昏的產業──綜藝節目》為題，寫下

他對於台灣綜藝節目的看法：「韓國節目、日本節目，動不動就是木村拓哉、Super junior，大

陸只要廣電總局一聲令下，劉德華、周杰倫、蔡依林馬上報到，台灣的周杰倫、蔡依林，會理你

才有鬼，光是白歆蕙、阮經天都發不到了。」點出了台灣綜藝節目遇到的另一個困境。

2008年時，在面臨大量的韓國戲劇節目入侵下，NCC曾為了保障台灣本土節目而翻修廣電三法

，希望能夠增加台灣本土節目的製播率。然而就目前看來成效並不彰，韓國戲劇節目在台灣的播

放數量及播放時數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反觀電視台還是紛紛引進韓國綜藝節目，讓台灣節目的生

存受到的威脅不減反增。由此可知，光是消極地抵抗外來節目，並不能守住本土節目的生存權；

因為電視台往往在收視率的壓力下，還是選擇直接引進外來節目，而非扶植本土節目。因此如何

保衛本土節目跟如何製播出吸引人的本土節目，是必須同時努力解決的問題，這樣才能讓過去在

亞洲地區有口皆碑的台灣本土節目再度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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