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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與他律　破除談話亂象自律與他律　破除談話亂象

2012-06-06  記者 胡乃文 報導

台灣的人口只有2300萬，卻有100多個電視頻道，各自提供不同的內容給觀眾。而比起需要出外

景的冒險、遊戲形式的單元，談話性節目的錄製時間較短、製作成本也較低，因此數量與日俱增

，主題也越趨多元。

但也因為僧多粥少，各電視台為了獲取高收視率以得到廣告商青睞，綜藝類的談話型節目紛紛推

出能吸引觀眾注意的單元，如性感女星、卸妝、閨房情趣等；政論節目則是越來越有戲劇成分，

從來賓們原本的唇槍舌戰、口沫橫飛，到現在連模仿、還原現場都出現了。

節目轉變　媒體人現身說法節目轉變　媒體人現身說法

許聖梅在新聞界已待了二十多年，自從她辭去記者的工作後，便開始擔任各大談話性節目的來賓

。對於現在的「名嘴亂象」，許聖梅回憶，以前很多名嘴都是資深媒體人，有些人曾在報社工作

，或在電視台當過記者，對自己跑的路線很熟悉，才能提供一些看法或內幕。

但許聖梅也坦言，談話性節目發展到現在，原先對於來賓素質的要求已不再。她有時到了節目現

場才會發現，某些來賓並沒有和媒體有關的背景，或甚至對於主題完全不熟悉。許聖梅擔心地說

：「若來賓對某個東西不夠了解，他的言論就有可能誤導社會大眾，我覺得這個狀況要特別小心

。」

目前身兼廣播節目主持人與談話性節目常客的楊月娥，以前曾主持過TVBS的財經節目《MONEY

我最大》。因該節目在平日下午播出，觀眾群以婆婆媽媽為主，所以製作單位要求楊月娥，要以

淺顯易懂的方式講解財經資訊、理財方式。但當節目面臨到收視壓力時，內容就該作調整，於是

八卦、風水、靈異、緋聞等與財經無關的主題都出現了。然而，「這些內容都奏效，收視率真的

比較高。」楊月娥苦笑地說。

現在的名嘴亂象、節目尺度等問題，在媒體圈工作二十多年的楊月娥都看見了，她表示：「有些

觀眾會跟電視台反映，但說實話，電視台一旦決定後，這些聲音並無法影響到它的決策。」也就

是說，如果電視台認為現今節目的走向與內容是勢在必行的，那麼閱聽人的權益便不容易被看見

。

對於媒體圈現在一味追求收視率的歪風，楊月娥也深感無奈。（照片來源／胡乃文攝）

媒體亂象　都是為了收視率媒體亂象　都是為了收視率

許聖梅認為，儘管現在很多政論節目的來賓都自稱是「評論員」，但她覺得這些人比較像是「說

書人」。因為「他們只是把故事說完，這裡面沒有態度，也沒有看法。」許聖梅強調，評論比說

書難，因為評論要有觀點，而且要先透徹了解整個事件。但現在許多媒體人都淪於說故事，「因

為怕得罪人，所以他們不敢表達自己的觀點，但這樣就失去了媒體的角色。」她嚴肅地說，如果

名嘴只是一直在說故事，內容是空洞，或者甚至是虛構的，「那觀眾就會轉走，因為收視率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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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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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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楊月娥則說，如果自己身為觀眾，她也覺得：「現在的節目好瞎喔！」因為許多節目內容都頻頻

灑狗血，或是一窩風地跟進時事議題。就像最近很多談話性節目的熱門話題，如林書豪、makiy

o事件，來賓都加了一些模仿、誇張的動作，甚至是還原現場，「其實這些人都是我們很尊重的

媒體前輩，但為了收視率，他們不得不加，因為大家就愛看嘛！」

但若以主持人的身分看待現今的媒體亂象，對於節目內容下猛藥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如果沒有

收視率，那你的節目很快就會不見。」楊月娥無奈地說。此外，她進一步表示，現在談話性節目

的討論深度也不夠，很容易有所侷限，楊月娥認為，這就是現在速食社會造成的結果，「很多東

西都比較表象，比較淺、不夠深，都過度簡化了。」

名嘴亂象充斥著政論性節目，許聖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照片來源／胡乃文攝）

力挽狂瀾　媒體自律力挽狂瀾　媒體自律

談話性節目原先「討論」、「對話」的特性，幾乎已轉為綜藝、娛樂的方向。主持人與來賓們討

論的主題都非常淺薄，如邀請藝人卸妝、二手名牌包拍賣等，有些主題甚至和社會脫節，如談外

星人或靈異事件等。政論節目的內容雖然和社會議題密不可分，但許多名嘴只淪為個人意見發表

，一味地責罵或傾向某政黨立場，都會讓評論不夠深入或中立。

衛星廣播電視公會的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陳依玫認為，如果就「出現在新聞頻道的談話性節目」

而言，從新聞自律的角度來看，是需要被規範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談論主題實在太五花八門，

外星人、古文明、八卦、政治等，什麼題目都有；第二則是由於許多談話性節目都在新聞頻道播

送，時間篇幅也佔很大。「有些電視台甚至會將節目片段剪進新聞報導中，那重播率、曝光率就

更高了。」陳依玫說。

陳依玫提到，去年七月各電視台換照時，已和NCC承諾會成立自律機制，所以電視台都有自律委

員會等類似組織，這樣一來，電視台自律就變成不可避免的責任。此外，陳依玫也呼籲：「不要

把自律當成是『管制』，而是『一套價值觀跟態度的強調』。」節目也不能受到外力干擾，如政

治或商業、組織權力的壓迫等，「媒體要先自律、提醒自己要堅持某些原則，這樣才能做到優質

、有影響力、口碑又好的節目。」陳依玫認真地說。

陳依玫希望談話性節目也能比照新聞的作法，進行媒體自律。（照片來源／胡乃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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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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媒體環境　需全民努力健全媒體環境　需全民努力

另一方面，NCC傳播內容處處長何吉森將談話性節目的內容，分為「意見陳述」與「事實呈現」

，他認為：「如果觀眾覺得來賓的言論是合理、可受公評、大家關切的，那理論上都可以談，畢

竟台灣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但何吉森也提醒製作單位，不要踩到違反社會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的紅線。

此外，在「意見陳述」的方面，也分成兩個類型：一是高價值言論（high value），如監督政治

的相關發言；二是低價值言論（low value），如參雜情色、誹謗、誇大不實的內容。何吉森表

示，這部分也是NCC懲處的重點，也就是前段所述的「社會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的紅線。」然而

，即使政府畫出了這條紅線，何吉森仍鼓勵民眾適時表達聲音，同時也期待媒體業者能自我督促

，這樣才能落實自律與他律，進而成就一個健康的民主環境。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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