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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與媒體近用」課群第六次交流（業師專題演講）	 

	 

時	 	 	 	 間：民國	 10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1時至 3時	 

地	 	 	 	 點：南臺科技大學 S104 教室	 

演講主題：從事公民媒體與另類媒體運動的經驗	 

主	 講	 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管中祥老師	 

主	 持	 人：張煜麟老師	 

出席人員：楊子震老師、課群學生等校內外人士	 

活動紀錄：陳素彬	 

	 

講座重點摘錄	 

開場白：	 

臺灣每天至少都有一場為了爭取權益的抗議活動，但是我們卻不知道。	 

一、 被忽視的勞工	 

大部分的人在看到高鐵和 101 大樓往往只看到快捷和高大，幾乎沒有人會

立刻想到施工的勞工，他們是消失在媒體報導中的原住民、泰緬勞工，他

們是一群被老闆剝削，冒著生命危險幫人們蓋基礎設施、建大樓的人。他

們雖然是人，但是他們的死活很少被媒體關注，他們的薪水不多，買不到

房子，多少年來一直都過著不好的生活，可是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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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污名化的街友	 

大部分的人走在路上看到街友會覺得恐懼，想要避開，總覺得街友是個危

險的存在，是一群不事生產、好吃懶做的人。但事實上街友中有許多是被

社會遺棄，缺乏生存與競爭能力的人,而其中還包含一些想要自我放逐的社

會菁英份子。一個社會越貧富懸殊、房價越高、個人所得越入不敷出，街

友問題也會越多，但是從媒體所傳遞的大部分訊息中，街友的形象都是不

好且製造社會問題的。	 

三、 媒體重八卦、過度報導某些次要議題	 

例如李宗瑞事件發生的同期，台灣政府允許比日本輻射底線還高的日本食

物進來傷害人民的健康，結果氾濫的李宗瑞淫魔報導完全掩蓋了包括這個

事件的十幾項重要議題。又如洪仲丘事件中，其胞姐洪慈庸被洪仲丘排長

照顧造成排長女友跳腳的大篇幅報導新聞，掩蓋了如塑化劑、油電漲價、

政府官員貪污、服貿協議等重大社會議題。	 

四、 輕視、扭曲與從不對的角度報導社會重要議題	 

知識分子去示威抗議，為弱勢群體如派遣勞力爭取權益，反被媒體詮釋為

滋事分子。媒體的作為就是想要造成普遍百姓不關心政治，對公共事務無

能的態度。現代政府不需要極權或威權統治，只要確保新聞媒體不斷播出

沒有沒腦的新聞，足以摧毀人民改革政治情勢的能力	 

我們所接受的訊息其實是從財團!政府!媒體!人民，所以財團總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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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媒體，因為控制媒體就等於控制了消息的傳遞，在控制媒體後就能將

其作為圖利或攻擊對手的工具與喉舌。例如頂新買了 4G的臺灣之星後想

要買有線電視頻道業者中嘉網路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旺旺集團買了中時集

團後也做了很多掩蓋重要新聞的動作。	 

五、 臺灣是一個資訊大量流通的地方，但是人民可以獲得的資訊卻很少	 

人民習慣從媒體獲得資訊，但是媒體所提供的資訊卻受到政府和財團的控

制，人民唯有認識媒體，才能解讀媒體。	 

六、 公民媒體的重要性	 

由非營利組織/獨立特派員/自由撰稿人/公民記者…⋯…⋯有志之士將遭到媒體

掩埋或錯誤報導的新聞透過不同管道如印刷成刊、刻錄成光碟、上傳到網

路平台等方式，讓大眾關注這些不為人知的議題，並在某些需要大眾聲援

的議題上達到集結眾人的目的。例如大埔農地被徵收事件，集結臺灣各地

農地被徵收的農民一起到總統府前抗議。	 

結語：參與社會運動不是壞事，因為常常參加社會運動的人會很聰明，會很有

創意，因為他們對於現在的社會會有很多意見，他會想盡各種辦法來改變這個

社會。在社會運動中有句很經典的話：“今天拆王家，明天拆你家”，如果我

們都不關心公共議題，發揮公民力量，監督政府，那麼下一個遭殃的恐怕就是

我們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