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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产业的变迁与发展 

长期以来台湾的传播媒体产业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限制极大，不过在政经结

构日渐开放与反对势力的推波助澜下，台湾的传播媒体产业在80年代末期开始产生巨大的变

化，其中以1987年解除戒严的影响最大，使得传播媒体的经营开始转趋自由化。在报纸方面，

1988年解除报禁，即解除报业经营的限证、限张、限印等三大限制，使得台湾的报业得以更蓬

勃发展(廖锦清，1998)，根据行政院新闻局(www.gio.gov.tw)的统计，截至民国89年7月止，

全台湾共计有报社445家，杂志社6,641家，通讯社260家，出版社7,093家，以及有声出版业

2,355家。 

广播方面则自1993年起陆续开放新的频率申请，使得类型化、分众化以及多元化的广播电台产

生。从民国82年2月起到89年初，7年来新闻局共办理过8个梯次的广播频道申请作业，总计有

529件申请案，其中有118家取得广播频率而得以新设广播电台，正式加入台湾广播产业的行

列，而至民国89年7月初为止，当中实际完成筹设取得正式执照者计有106家，但也有2家放

弃、2家遭撤销，8家尚在筹设中(张德娟，1999；石世豪、庄春发、钟起惠、陈炳宏，2000)。 

在电视产业方面，自从台视、中视、华视等无线三台在民国51年陆续成立之后，无线电视所使

用的频率即不再开放，此后30多年期间，台湾电视产业长期维持三台垄断寡占的市场结构，直

到民国80年代才有所改变，而两个改变台湾电视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分别为民国82年第四台

(有线电视)的合法化，以及民国86年第四家无线电视台权民民间电视台的开播。 

台湾的有线电视出现在民国70年代，但一直是非法经营，期间历经十余年的立法过程，终于民

国82年合法化。「有线电视法」公布实施后，使得历经近20年非法经营时期的「第四台」终于

得以合法晋升为有线电视，而有线电视系统台具有线缆通路以及「资本密集」产业之特性，更

吸引了国内重量级企业集团的介入投资，在经过不断的合并与收购(Merger & Acquisition，

M&A)及市场整合行动后，使台湾有线电视形成为和信与东森(力霸)两大集团所掌控的媒体产业

(陈炳宏，1999)。另外在有线卫星电视频道方面，和信与东森两大集团在水平整合有线电视系

统，形成多系统经营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s, MSO)外，也不断利用垂直整合策略，积

极介入频道经营与频道代理市场，亦成为国内大型的有线卫星频道经营与代理集团，其它主要

频道经营与代理业者还有年代、三立、星卫(STAR TV)、太平洋世代、木乔等。 

谈到有线卫星电视的出现，有线卫星频道则是在民国76年左右，NHK节目透过卫星开始出现在

台湾的电视萤光幕上，到民国77年，政府先开放民众接收直播卫星信号，继而开放经营者租购

卫星转频器、自行上下链，而后又开放卫星节目中继业务之转频器经营和地面站经营，「卫星

广播电视法」终于民国88年公布施行(行政院新闻局，2000)。 

另在媒体产业管理规范方面，「卫星广播电视法」与「有线广播电视法」的公布施行以及修正

完成，而「广播电视法」亦在民国89年完成修正，正式确立广电媒体的经营规范，其中「有线

广播电视法」与「卫星广播电视法」并解除了跨媒体经营的限制，以及扩大外国人直接投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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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之股份，更使得媒体企业得以扩大经营，以多角化的经营方式追求企业之

成长(王铭义，1999)。 

谈到传播科技对传播产业发展的影响，全球传播科技的演进，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直播电视

等技术渐渐发展发展并逐渐普及应用，而台湾的媒体产业亦随着政治经济的开放，以及科技的

引进运用，而朝向电视服务多样性与多频道的方向发展。台湾电视环境发展，即随着科技的发

展，与政治经济情势的开放，加上传播科技的演进，而突破了原有三台的结构，成为多频道的

电视环境。  

以多频道环境下的电视产业经营者来看，有线电视产业的两大集团东森集团与和信集团皆属台

湾具有家族企业特色的大型企业集团，不仅介入有线电视产业中同时经营系统与频道，并兼营

频道代理业务，而在宽频产业的思考架构下，两大集团并积极介入通信产业，如和信的经营行

动电话业务，以及同时投资经营固定网络服务。另外还有迎头赶上积极介入传播媒体产业的太

平洋集团，目前太平洋集团除经营直播卫星电视外，也进行有线电视频道的经营与代理，同时

还投入行动电话服务业务以及固网等通信业务等(沉嘉信，1999；陈炳宏，2001)。 

整体而言，传播媒体企业在传播科技的发展、传播媒体产业的汇流，以及台湾传播相关法规政

策的逐步开放，使得台湾传播媒体经营者渐渐结合形成集团企业，而且有朝向集团化经营方向

发展的趋势。例如，除上述的和信、东森、太平洋等企业集团已然形成跨媒体产业与通信产业

的传播集团外，在平面媒体方面，以报业为核心事业的中国时报系与联合报系，两者皆拥有数

份报纸、出版杂志、经营出版公司，并皆跨入网际网络信息提供事业发展；以计算机杂志起家

的「网络家庭集团」(PC home)，旗下拥有数份杂志，并进入网络事业，共经营16个提供信息

的内容网站，此外亦成立「明日报」 ，为台湾第一份网络原生报(彭慧明，2000)；另外还有

如象山多媒体科技集团者，目前经营业务横跨几个不同媒体市场，如代理与经营有线卫星电视

频道、拥有劲报、经营网络事业、开播POWER989广播电台、并购中天新闻频道并结合中视卫星

成为三合一电视家族等(江聪明，2000a)。 

二、无线电视产业结构分析 

我国无线电视产业自民国40年代开始筹设，发展至今已超过30年。早期是由政府部门在推动，

民国40年行政院决定电视事业「由政府倡导推动」并「采取企业化经营的制度」(中华民国电

视年鉴，1976)，可知电视产业自开始发展便以商业的模式来经营管理，也造成了之后三十年

来，电视台以追求广告收益为目标的营运制度。台湾在民国51年成立台湾电视公司、民国57年

成立中国电视公司，到民国60年成立中华电视公司后，至此三台寡占台湾无线电视市场超过25

年，直到民国86年第四家无线电视台民间全民电视台的成立，与民国87年公共电视台的设立，

才陆续打破三台垄断的局面。 

民国51年台湾省政府与日本企业合资筹设台视公司，其中48.95％为台湾省政府所属6行库(台

湾银行、土地银行、华南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与合作金库)，其余51.05％归民间股份；

民国57年中广以及民间企业成立中国电视公司，中国国民党党营文化事业股权占有60.27％，

民股占39.73％；而华视则是由国防部及教育部共同于民国60年成立，其中国防部与教育部共

占40.15％，准官股(包括黎明文化公司、国防部同袍储金会及华视基金会)共占46.3％，民股

占13.55％(黄新生、关尚仁、刘幼璃、吴奇为，1988；郑瑞城，1993)。 

由三台之持股结构来看，三台之所有权分别属于省政府、国民党、国防部三者及其相关投资事

业手中，于戒严时期电视媒体经营及内容受到政治性干预，三台虽为商业经营之媒体，却是政

令宣导的传声工具，负有「阐扬国策」等任务。因此，电视内容受政府部门监督审查，尤其是

新闻类节目更受到严密监控与操作，而民国65年颁布施行的广播电视法，更将政府部门对于广

电媒体的监管予以法治化(李金铨，1993；苏正平，1998；王振寰，1993)。 

随着民国76年台湾的政治解严，台湾媒体环境开始进入开放的时代，广播频道、有线电视、第

四家无线电视的陆续开放，使得媒体外部的政治性干预得到解除，但是媒体之经营仍受到政党

势力的介入。民视的开播，虽打破三台的垄断结构，但这家以纯民间经营为诉求的电视台，其

背后仍然是由民进党的势力所掌控，在民进党籍董事长蔡同荣的领导下，民视对新闻的干预步

上旧三台的后尘，较之于其它三台作为国家机器的传声筒，民视则具有强烈的台湾意识以及民

进党的立场与色彩(记者协会纪律委员会，1997；司马文武，1997；康依伦、杨一峰，1997，

陈炳宏，2001)。 

 



另一方面，解严之后，民间对于政党操控媒体的不满声音亦逐渐汇聚凝聚，因而在民国82年由

澄社学者共同撰文发表「解构广电媒体」一书，对于僵化保守的传播生态提出具体抗议，民国

84年澄社、台湾教师协会、台湾记协等团体共同发起「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何荣幸，

2000；程宗明，2000)，对无线电视台而言，亦是另外一波压力，而运用公有频率经营的四家

无线电视台，未来应该朝向公共体制或商业体制发展，政党对媒体的持股应该降低到什么比

例，都还有许多争议(洪懿妍，2000)。而政党退出媒体的社会压力迫使新闻局于85年举办相关

公听会，并于86年发函要求国内无线电视台，自87年起的增资发行股票，必须公开上市发行

(许圣梅，1999)，不过除主张无线电视台股权应公开发行的声音外，社会上另有将无线电视台

产权公共化的诉求，如无线电视民主化联盟所推动的台视、华视公共化运动(林照真，2000)。 

台湾电视事业自从在民国50年代出现后，台湾社会历经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变迁，包括经济自由

化与政治民主化等，使台湾言论自由市场日趋开放，经济与生活水准日渐提高，民众的休闲时

间也随之增加，相对地便带来大量的电视节目需求及广告市场的扩大(洪平峰，1994)。例如民

国89年台湾电视机的普及率高达到99.29%，观看电视节目已经成为现在大多数家庭的主要休闲

活动(行政院新闻局，2000)，加上极高的电视普及率形成庞大的广告市场，在有线电视市场尚

未成熟开放前，丰厚的广告利润皆由三家无线电视台垄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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