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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 

    根據會議議程討論項目為近三個月觀眾申訴處理報告(詳如附件一)。 

一、 觀眾申訴處理報告 

 報告人：TVBS新聞部總監 詹怡宜 

 討論要點 

 (一) 針對新聞取材自『爆料公社』之議題 

 如申訴案件第十件的內容，新聞未經同意案件相關人同意，引用爆料公

社的照片，造成被害人二度傷害而遭申訴，由此案延伸討論「爆料公社」、「TVBS

新聞資料使用原則」，以及「著作權/人格權與兒少法規範」之議題如下： 

  1. 根據『爆料公社』平台規範，屬於公開播送的平台，內容上傳後就無

版權所屬問題；若新聞延伸報導後產生法律問題，則全由媒體自行負責。因

此新聞部在取用新聞素材時，會進一步諮詢了解該影片事件狀況，盡可能聯

繫當事人並取得當事人同意後播出。 

  2.涉及著作權(人格權)與兒少法之討論：吳委員表示，就法律上責任歸

屬而言，取自『爆料公社』的影片拿來使用會對爆料者構成著作權侵害，或

是侵犯影片中人物的隱私權，這和新聞資料是否取自『爆料公社』與否無關，

需要新聞部同仁自行斟酌；另外為遵循兒少法規範以保護未成年人，除了事

件人物外，周遭環境或相關人物亦不得足以辨識；此部分在製作新聞時需要

記者同仁們特別注意，亦需加強法律知識的教育訓練；金委員表示，除了法

律上要遵循規範以外，同時需要尊重受害者的意見，盡可能依受害者的要求

而修正報導內容。 

(二) 『電視及網路新聞是否撤回』之討論 

 從申訴案件第十一件(申訴要求撤除畫面：受訪時很明顯是 TVBS記者採

訪，但受訪者表示不知情並要求畫面撤除，南部新聞中心認為不合理而不予

理會)，金委員提出以下問題：即使受訪者知道當時是接受採訪，但事後反悔，



擔心說錯話危害到其他人，新聞部要如何處理這則新聞及回應申訴人？ 

 近四個月中有 13個申訴及建議案件要求下架新聞及報導相關影片及畫

面，此討論內容整理如下： 

1.申訴人希望撤除之原因如以下三種： 

(1) 因事件已結束，雖電視已不再播出，但在網路上仍可搜尋到新聞影片，

申訴人希望可以撤除在網路上的影片； 

(2) 報導內容危害到個人或廠商商譽，但事件已經結束或個人及廠商已經有

所改善而要求撤除報導影片； 

(3) 民眾在被告知要採訪的情況下，選擇願意接受採訪，新聞播出後卻反悔

採訪內容，要求撤除新聞畫面。 

2. 以上三種情況與委員們討論後訂定出以下準則： 

 以『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為判斷基準：為秉持新聞報導價值，若涉及高

度的公共利益或是與保護消費者相關之重要訊息，不論是廠商或是當事人要

求撤回，新聞部仍應有所堅持不將報導撤除。若事件涉及高度公共利益但申

訴人堅持要求下架，新聞部可以個案處理。 

 若再進一步涉及倫理層次，委員建議需以個案處理並經過理性價值判斷

的討論，內部應採取合議制：合議小組討論後再回應申訴者。若不涉及公共

利益且當事人有合理正當的理由，則尊重當事人，並照申訴人提出的作法實

行。 

3. 延伸討論：『被遺忘權』 

 吳委員提出近來歐盟提倡『被遺忘權』，主要是針對網路所呈現內容的問

題，即使是涉及公眾利益，當事人仍有權要求在一定時間內移除報導內容，

但是否採納此觀念，因各國對新聞自由的重視程度不一而秉持不同的看法。 

(三) 申訴案件回覆處理之建議 

 除了以合議制的方式進行更進一步新聞倫理的討論之外，蕭委員建議可

運用知識管理的概念，將申訴案件進行分類並編號，並利用各類典型的案件



建立 200至 500字的回覆範本並歸檔；回覆內容需包含法律層面(如著作權、

人格權及兒少法等)，說明案例涉及到哪些法條內容。一方面能夠運用在內部

教育訓練，加強新聞部同仁相關法律專業素養；另一方面使申訴案件的回覆

系統化，提供更完善的參考依據。 

 

二、 委員建議與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