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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只是一座不播广告的电视台 

一九八０年，台湾犹处于政治戒严的时代，政治领空虽然仍充满低气压，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

成长，社会文化中的「商品化」趋势却已蠢动已久；一般认为当时正是台湾社会进入所谓「大

众文化」时代的开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三家官方色彩浓厚的电视台，在广告压力下，部份

节目「低俗化」的现象，已经到了引起官方不悦的程度 

也就是在那一年，行政院长孙运璇提出成立公共电视台的构想。当然，孙运璇脑中的公共电

视，跟理想中的公共媒体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他说的很明白，这座公共电视台是「负责制作没

有广告的社会教育节目，以配合国家政策和教育的需要」。换句话说，是一种以「教化」为目

的的「政府电视」。这样的思考方向，在尚未解严的时代其实不难理解 

两年之后，一九八二年的六月，新闻局邀请传播学者徐佳士，以及媒体工作者张继高等人，组

成「广电未来发展研究委员会」，并由张继高负责研拟公共电视计划草案。据了解，张继高的

草案还算符合建立公共媒体的精神，然而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提出之后就被新闻局束之高

阁。 

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新闻局开始计划推动以制作节目在三家电视台播放的方式，进行所谓「公

共电视」的制播。一九八四年五月份第一个节目「大家来读三字经」播出。隔年，新闻局成立

财团法人广电发展基金会，继续负责「公共电视」节目制作。广电基金会虽然是财团法人身

份，但是董事长由新闻局长担任，经费运用与节目制作也都由新闻局主导 

这是公共电视在台湾发展的第一阶段。国民党政府推动公共电视的想法，可以说是在渐觉无力

完全控制三台商业化力量的情况下，为达教化、驯服和宣传目的而发展出来的政策。这样的心

态即使在解严之后，行政院推动公视建台至今，仍然没有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后来包括

在野党立委、民间与学术界力量纷纷介入公视建台，意欲将之导向较为合理方向之后，国民党

高层反而从公共电视政策的提出者，转变为反对者的原因。要理解后来公共电视立法与建台发

展，必须牢记这一背景 

另一方面，国民党以一己之私，假借公共电视之名，挂羊头卖狗肉一阵子，还带来了一个副作

用，那就是让一般民众对那些叫做「公共电视」的节目，倒尽胃口，而增加了后来推动真正公

共电视的困难 

政府动机不明，学者徒叹奈何 

·47年前的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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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公视」节目播出五、六年之后，一九九０年新闻局又开始推动八年前胎死腹中的公视建

台计划，成立了官方「公共电视筹备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共有二十二位，主任委员为陈奇

禄，其它成员除新闻局、文建会与教育部等三位首长外，还包括先前提及的徐佳士、张继高、

大法官杨日然、艺术学院副教授林怀民等学术文化界人士 

筹委会下并设公共电视法草案立法七人小组，由杨日然、徐佳士担任召集人，其余成员包括蔡

明诚、许宗力、林子仪、许志雄，翁秀琪等五位传播与法律学者。这个小组经过约一年时间，

于隔年六月完成公共电视法草案，一般称为「学者版」 

这本草案的特色，可以从三个关键条文来观察。首先，「学者版」为展现公视的独立自主，并

未明订公视的主管机关。在人事方面，「学者版」规定公视最高决策机关董事会的成员由行政

院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请总统任命，以提升公视董事地位。在经费方面，以行政院拨付经

费捐赠为主，但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公视预算时只准加注意见，不可删减。换句话说，「学者

版」希望让公视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而由具民意基础的立法院监督，凸显公视属于所有公众

的特征 

很清楚的，这本草案是以促进民主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为标的；在法条内容的设计上，也相当

符合公共媒体的独立自主精神，套句起草成员之一政大新闻系教授翁秀琪的话：「拿出去与其

它先进国家的公视法相比，绝对不输人」 

然而这份草案提报行政院之后，行政院却将原草案修改得面目全非，包括明订新闻局为公视主

管机关、公视董事直接由行政院长聘任，以及新闻局具有主导公视经费运用等。原草案召集人

之一徐佳士在前往行政院院会解释时，因无法忍受行政院官员刻意扭曲草案精神，不但愤而离

席，随后并辞去筹委一职 

行政院版的公视法，其实正清楚显示出国民党政府要的是一部政府电视法，学者们呕心沥血的

成果付诸东流，早可预料。而部份参与起草的学者回忆，国民党政府这波推动公视建台的政

策，不无可能是为了因应解严之后民间对开放广电媒体的要求，而以公共电视为名，行占有频

道之实 

政府别有用心，民间假戏真作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行政院将「行政院版」公视法送交立法院审议，公视建台正式进入了

立法阶段。然而戒严时期毕竟已经过去，行政院的政府电视版本立刻遭遇来自反对党立委，以

及民间力量的强烈质疑 

一九九三年三月民进党立委谢长廷等人提出一般称为「谢版」的公视法草案，与行政院版并案

进入立院教育委员会作一读审查。「谢版」中约有百分之九十的条文是恢复「学者版」，并将

公视的主管机关从新闻局改为为文建会 

另一方面，针对行政院版的荒谬设计，政大传播学院十八位专任教师于一九九二年发表「我们

希望公视实至名归」公开信，表达对「行政院版」公视法的不满。学术、文化与社运界等一百

多位民间人士更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日正式集结，成立了「公共电视民间筹备委员会」，透

过国会游说、与立委合作提案等方式，期望将公视建台导向真正合理的方向 

「民筹会」的最大突破，是与民进党立委翁金珠连手，将公视经费来源由政府控制的情况，改

为以商业无线电视台每年捐赠营业额的十%为主。提出这个构想的政大新闻系教授冯建三认

为，商业电视补助服务公共利益的公共电视，不但符合资源公平分配的原则，而且在国外也行

之有年。同时，现有的商业电视体质也可因此而改变体质，与公视形成良性互动 

此外，「民筹会」也主张公视的董事组成方式，应由行政院先行聘请公正人士组成「提名审查



委员会」，以民主公开程序拟定董事候选人名单之后，再提报立法院同意，总统任命。这项充

分强调公视民主独立精神的设计，以及由文建会担任公视主管机关等条文，也都在一读时获得

通过 

从一九九三年到九四年初的这段期间，公视法历经三个立院会期一读完成，可以说是民间力量

大有斩获的时期。一个理想的公视建台在望，民间也因为台湾终于将拥有一块公共空间而充满

期待 

公视成烫手山芋，立法一再延宕 

然而，就在立法院成为公视立法的战场之际，政府为及早介入公视运作，在公视法未通过之

前，于一九九一年就展开实际建台的工作。包括购地、购置机器、招考人员等，成为反对公视

的立委如新党周荃等人的话柄。一九九三年底公视筹委会爆发预算使用弊案，让周荃更是抓住

机会阻挠公视法的通过，同时也再度让公视的形象大坏，增加部份民众对公视的反感 

另一方面，在民间与在野党立委的运作下，与国民党意愿相违背的公视法条文陆续一读通过，

国民党开始意识到公共电视建台政策已经成为烫手山芋，索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导致公视

法在部份新党立委的杯葛下，迟迟未能进入二读、三读程序。也形成公视筹委会连年获得预

算，至今已使用超过五十亿元，公视法却连年无法通过的怪现象 

从一九九五年一月，立院第四次会期公视法三读闯关失败之后，公视法就一直躺在立法院，前

后达两年之久。去年十二月公视法曾再度排入院会二读议程，新上任的新闻局长苏起以化解阻

力为名，提出未来公视不制作新闻节目的「小而美」构想，但仍未获得立委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民进党部份立委在本身参与第四家无线商业电视台经营的考量下，竟与国

民党连手推翻一读时通过的公视经费来源条文，恢复由政府捐赠为公视主要经费，商业电视不

用再负担公视经费 

而在该会期最后一天，公视法仍然在新党杯葛、国民党保持沉默的情况下，未能完成三读过

关。公视建台一再延宕，筹委会预算却年年编列，未来建台又极可能不符当初国民党的需要，

于是国民党高层内部终于出现了让公视成为「制播中心」，或「干脆不要公视」的声音 

危机成转机，前途仍未卜 

今年四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做出废止公视建台的政策决定，并交由新闻局处理善后。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不仅是因为国民党这种视政策如儿戏的轻率态度令人愤慨；以浪费为由

废止公共电视，更是引起弱势团体、文化界、学术界人士的严厉抨击，以及公视筹委会两百多

位职工的含泪抗议。学者指出，日本NHK一年预算超过一千亿元台币，而我国公视初期预算每

年还不到二十亿元，不知「浪费」之说从何而来，更何况文化发展岂可以价钱来衡量 

这期间，于去年十月六日因推动台北电台转型为公共电台成立的「公共媒体催生行动联盟」，

接替「民筹会」在这波「公视复活记」中扮演重要角色。民间支持公视的声音借着国民党的政

策急转弯，终于又有机会出现，而且再度引起一般民众与立委的关切；公视建台可以说从危机

剎那间成为转机 

此外，由于在公视迟迟未能建台的六、七年间，台湾的有线电视发展迅速，观众有将近一百个

频道的选择，成为部份人士主张废台，或让公视成为制播中心的主要理由。这些似是而非的说

法，已经轻易遭到驳斥。许多学者指出，就是因为公共电视不同于有线电视的商营体制，能够

照顾弱势团体的权益；而且独立建台拥有专属频道，才能充分进行长期有计划的节目制作与播

放，也才有助于本土文化的孕育培养 

 



不过，人们毕竟是健忘的。由于当前的社会焦点集中在公视「应否建台」的问题上，过去十几

年来学者前仆后继地争取公视法在人事、经费等关键法条上的修正，往更符合公共精神方向的

努力，却少有人注意。也因此，苏起再度提出的「小而美」公视策略，表面上是为了争取立委

支持公视建台的说帖，实质上却是行政院版的借机「借尸还魂」 

其中，最明显的是公视董事组成恢复行政院版本，由行政院长直接遴聘。于是，不但重新暴露

执政党意欲让公共电视成为政府电视的企图，也再度让那些反对公视建台的人又有了借口。至

于明文规定四年内公视不做每日新闻，形同政府干预新闻自由，正如政大新闻系教授翁秀琪所

说，「不但违宪，更是贻笑国际」 

目前公视建台似已恢复希望，立院也极可能在本会期内完成公视法三读。不过，届时通过的公

视法究竟能否成为台湾公共媒体的发展根基，或是成为政府电视的化身，谁也没把握。而如果

公视法仍然未能完成立法，公视下一步的命运不管是拍卖或是成为制播中心，也都将对台湾广

电媒体的生态造成重大的负面打击 

—————————————————————————————————————— 

※公共电视建台立法过程大事记 

年 月 日 事件 

1980.02.06 行政院长孙运璇于中小学教师自强爱国座谈会中提出建立公共电视台构想。 

1982.06 新闻局成立「广电未来发展研究委员会」，成员张继高研拟一份公视计划草案，遭到

放弃。 

1983.08.25 新闻局草拟「中华民国第一阶段公共电视节目制播计划」。 

1984.02.16 新闻局成立「公共电视制播小组」。 

1984.05.20 第一个所谓「公共电视」节目「大家来读三字经」播出。 

1986.06.14 成立「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会」，负责「公共电视」节目制作。 

1990.06.03 新闻局成立「中华民国公共电视台筹备委员会」，委员共二十 二人，陈奇禄为主

任委员。随后下设公视法草案起草七人小组。 

1991.06 七人小组完成公视法草案，后称「学者版」。 

1992.09.21 行政院经过一年的「大修」之后，将行政院版公视法草案正式送交立院审查。 

1993.03.16 谢长廷等二十九位民进党立委提出以「学者版」为母体的「谢版」公视法草案，

与行政院版并案审查。 

1993.06.20 一百多位民间人士成立「公共电视民间筹备委员会」，展开国会游说，并提出要

求商业电视捐款补助公视等条文。 

1994.01. 公视法一读完成，公视主管机关、人事与经费等关键条文均照较为符合公共精神的

条文通过。 

1994.03. 公视法进入二读，开始延宕。 



1995.01.17 第四会期最后一次院会，在新党杯葛，国民党坐视的情况下，公视闯关径付三读

未成。 

1996.10.21 「公共媒体催生行动联盟」成立。 

1996.12.13 公视法再度排入院会，民进党与国民党连手将公视法第二十五条经费来源条文翻

案，让商业电视台无须负担公视经费。本会期公视法仍未二读完成。 

1997.04.16 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决议停止公视建台政策，后在民意的反弹下态度软化。公视建

台与否、如何建台仍等待朝野协商，前途未卜。 

资料来源：冯建三《广电资本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及相关报章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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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充斥“粗口” (200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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