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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是一面鏡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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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可能是一面哈哈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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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電視台報導時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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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選舉期間電視台報導時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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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時，你想知道甚麼樣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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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的競選活動

 候選人的人格特質

 候選人的過往經歷

 候選人的政見主張

 候選人的政黨政綱
Source: Daily Times



賽馬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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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隊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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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為何不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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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是被建構出來的

 新聞工作者有其工作常規

 新聞工作者有其意識形態

 新聞組織有其自身利益

 新聞組織受到外在壓力

 事實的建構無須專業倫理?



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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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機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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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性造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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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假訊息的憂慮度 牛津大學路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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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民主的嚴厲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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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內傷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人民自治

人民自治仰賴真實正確資訊

不實資訊裂解社會加深仇恨

Source: BBC



沒有中間人的資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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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訊時代的權力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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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作為第四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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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作為權勢的監督者

 媒體作為真相的揭露者

 媒體作為多元的維護者

Source: Community Newspapers Inc.



從禁制到開放的年代

無冕王 無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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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 == 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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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感覺走 情緒掛帥 貶抑事實與真相的時代

上帝不存在 價值虛無 沒有事實與真相的時代



後真相的時代更需要事實與真相

第四權 第五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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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制年代的新聞業需要專業，

更需要揭露的勇氣

 開放年代的新聞業需要勇氣，

更需要專業的堅持

 前真相時代仰賴新聞記者以無畏

的勇氣揭露真相

 後真相時代仰賴積極公民以批判

性思考辨識真相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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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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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是在催生單一的查核計劃，

不如說是在推動一個事實查核運動

與其說是在從事一個運動，

又不如說是對台灣民主鞏固的一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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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改革運動

民主保衛戰



媒體在選舉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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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owers of the “fourth estate” do 
not exist to benefit a government, a 
political party or any individual. A 
journalist’s only loyalty is to citizens, 
whom he is responsible for informing. 



正視假訊息對選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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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urity of election processes, the basis 
for our democracy, requires particular 

attention. Disinformation now forms part of a 

wider array of tools used to manipulate 

electoral processes,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and digital 

competences, in particular for young people, 

is crucial to reinforce the resilience of our 
societies to disinformation.



公民與選舉關係的再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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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不應成為投票機器

 公民必須是傳播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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