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中天新聞獨立審查人第二季指導會議記錄 

壹、 4-6月獨立審查人會議討論摘要: 

 

四月獨立審查人討論項目摘要: 

1. 清明連假人潮聚集，提醒民眾和同仁加強防疫等級，提升防疫內控機制。 

2. 「新聞深喉嚨」節目錄製作業視察。 

3. 討論 NCC來函要求改善商品新聞處理方式。 

4.  新聞台異地備援- 新聞製播演練計畫。 

5. 錢櫃 KTV火災 五死多傷重大工安意外新聞報導自律作業。 

6. 獨立審查人與新任總經理林柏川先生、梁副總經理天俠會談，就新聞部自律內控機制與規範與獨立審查人工作交換意見。 



   獨立審查人建議: 

    1. 新聞部應了解同仁旅遊和健康狀況，提升防疫工作等級，降低場域感染風險，並加強報導提醒民眾注意自主管理。 

 2. 節目議題和住持人可朝呈現多元觀點，不預設立場，提供觀眾多角度思維，增加國際情勢議題，贏得觀眾信賴提升節目品質。 

 3. 事涉公益的免費提供防疫物質報導，除應注意播出頻次，同時也要和廣告內容做出區隔，避免引起民眾誤解。 

 4. 防範疫情的異地備援計畫，透過演練找出問題，藉由新科技媒介建立新的管理模式，透過內控確保新聞台運作機制，確保對

觀眾的服務品質。 

 5. 除火災狀況，仍應詳實探究公安肇因與癥結，挖掘事實真相，不做無端臆測，造成恐慌，也應具教育的社會職責，教導民眾

面對此類災害，正確求生技巧。 

 6. 建立新聞專業與善盡為民喉舌的媒體社會職責，成為民眾更信賴的新聞電視台。 

 五月獨立審查人討論項目摘要: 

1. 精神疾病患者殺人案判決新聞報導自律討論，鐵路警李承翰慘遭逃票的鄭姓男子持刀刺殺身亡案。 

2. 災難新聞-錢櫃大火受害民眾與高醫前院長賴文德住宅大火，受害人相關資訊報導自律討論。 

3. 新聞主播與談話性節目主持人印象形塑與建議討論。 

4. 總統府電腦{機密文件}遭駭客入侵，流出「蔡英文陰謀」會議紀錄形式文件]之新聞報導自律與獨立審查人指導。 

5. 高雄市長罷免新聞報導相關法規與自律注意事項警示。 

獨立審查人建議: 

    1. 媒體處理精神疾病相關重大刑案判決報導上，需從理性、理解與探討死刑制度分析，勿只停留在民眾情緒直接反饋，而是持

平且深度的論述，提供社會民眾多元思維資訊。。  

    2. 應謹守不得出現血腥、引起恐慌或令人觀感不佳的內容，受害人資訊，除考量涉及公眾人物議題可適度揭露外，相關採訪宜

取得當事人同意，並以探討事件本身攸關公安議題為主。  



 

  

六月獨立審查人討論項目摘要: 

1. 名人離婚或爭親子權官司與兒少權益相關報導自律作業。 

2. 高雄市長罷免案投開票報導，新聞自律作業與注意事項。         

3. 高雄議長墜樓與高雄市長被罷免案，新聞自律作業。 

4. 從美國非裔{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種族衝突，反思族群報導新聞自律作業。 

5. NCC裁罰案討論-「新聞龍捲風」、「大政治大爆卦無色覺醒」兩節目。 

6. 台南兒虐新聞處理，自律規範。  

    3. 新聞主播的個人特質魅力、可信度及權威感，具有相對影響性，建議新聞台在加強主播專業訓練，來建立民眾信賴感。 

    4. 涉及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訊息，在未經查證與取得平衡前避免搶快報導，並站在維護民眾權益的角度，做適度揭露與報導。 

5. 新聞報導堅持專業立場，面對競業電視媒體出現立場鮮明報導或論述，應避免為收視競爭或迎合觀眾，形成失衡報導，須堅

持專業。  



 獨立審查人建議: 

    1. 名人婚姻雖屬公眾關心議題，惟其未成年子女仍受到"兒少法"嚴格保護，也因為他們是名人子女，容易被辨識，相關新聞

應以更高倫理規範保護處理，媒體可就兩性暨婚姻關係，探究社會價值和司法制度的可能問題，提出可供閱聽眾思考的深層報導，

善盡警醒社會的媒體責任。 

    2. 對於選舉過程與結果，應持平客觀報導，避免激化，造成民眾對立。 

    3. 議長墜樓與市長罷免案訊息，引發的民眾間對立與攻擊，已在網路發酵，相關報導仍應站在持平客觀立場，就事實來做論

述或報導；對於已逝議長家屬採訪，雖為公眾人物事件，仍應考量家屬感受，避免造成家屬困擾。 

    4. 處理種族衝突新聞，首重人權平等原則，避免只接收單一媒體或特定立場訊息，宜多方查證不同媒體訊息，特別是國際型

通訊社的不同觀點。面對國內族群報導，例如新住民、原住民等新聞時，仍應避免與人刻板印象的標籤化描述，形成缺乏尊重的貶

抑報導內容。 

    5. 基於民主社會保障言論與新聞自由立場，政論談話性節目可就公眾利益議題，提出多元觀點，並就各種觀點和訊息進行論

述。主持人可站在媒體監督中立角色，就議題提出參考觀點，提供不同立場的節目來賓論辯。 

6. 兒虐新聞報導除嚴守”兒少法”規範，新聞就事件本身報導，亦應就後續發展狀況，持續關注，以媒體監督職責，保障弱勢的

兒少當事人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