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文化部。 

貳、案   由：本院103年度「公廣集團經營成效及問題之

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即已指出華視定

位不明及發展不利等問題，請文化部對華

視之定位審慎評估加以界定及儘速排除

發展障礙，惟事隔8年竟仍原地踏步，問題

依舊，爰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中華電視公司（下稱華視）新聞資訊台於民國（下

同）111年4月20日至5月13日播出新聞時，共出現7次錯

誤。本院調查其發生原因、過程、疏失人員、相關主管

機關處置等事項，發現華視有更根本之問題，即其定位

及發展障礙因素，就此請文化部
1
及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下稱公視基金會）
2
函復相關資料，嗣於

111年6月22日諮詢華視前總經理莊豐嘉及現任公評人中

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另於111年9月5日詢問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曾金滿司長、臺灣公共廣播電

視集團（下稱公廣集團）及公視基金會胡元輝董事長等

出席人員。經調查後，確有下列疏失： 

華視於95年間雖已成為公廣集團之一員，惟迄今其

定位仍處於「不公不民」狀態，本院103年度「公廣集團

經營成效及問題之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即已指出華

視定位不明及發展不利等問題，請文化部對華視之定位

審慎評估加以界定及儘速排除發展障礙，惟事隔8年竟仍

原地踏步，問題依舊，爰提案糾正。 

                   
1 文化部 111 年 6 月 1 日文影字第 1111012275 號函。  
2 公視基金會 111 年 5 月 20 日 (111)公視基字第 111000083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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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視於95年間雖已成為公廣集團之一員，惟迄今其

定位仍處於「不公不民」狀態： 

1、文化部對華視定位及民股買回之說明： 

（1）為落實黨政軍退出電子媒體政策，95年〈無線

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下稱公股處理條例）

施行後，行政院於95年2月6日核定華視為應行

公共化之無線電視臺，華視之原公股股東教育

部、國防部、國軍同袍儲蓄會及財團法人黎明

文化事業基金會爰依規定將所持華視股份（合

計占華視總股數71.16％）全數捐贈公視基金

會，經華視於95年3月31日依〈公股處理條例〉

及〈公司法〉相關規定全面改選董監事，並於

95年4月1日正式完成公共化。前行政院新聞局

於98年9月依〈公股處理條例〉辦理華視民股收

買，目前公視基金會持有華視之股份為83.24

％，其他民股計持有股份16.76%。華視係屬依

〈公司法〉及〈廣播電視法〉設立之民營股份

有限公司，從股權結構來看，目前華視股東包

括公視基金會、聲寶等民營公司及其他自然人，

本質上為一完全民營但負有公共任務之無線電

視臺，因至今仍留有若干民間股份，迭造成外

界對其定位有不同之看法。 

（2）為解決華視經營所面臨之問題，外界迭有政府

應將華視民股全數買回之建議，惟由於華視民

股屬人民財產，政府無法強制民股股東出售持

股，華視98年5月辦理第1次民股買回作業，經

執行結果，由於部分股東不願出售持股或對收

買價格不滿意，致仍有16.76%之民股無法買回，

未能執行之預算則繳回國庫。華視如再次依〈公

股處理條例〉執行民股買回，仍可能面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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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不願出售持股，導致民股依然無法全數收

回之情形。由於華視於體質上仍為具商業經營

能力之民營股份有限公司，應以思考如何提高

營運動能為主軸，並因應數位時代之機會及挑

戰，藉由與市場區隔，使其營運節目之成本效

益及效能達到最佳化，強化專業治理及經營管

理能力，以提升競爭力，且在華視現今製播能

量逐漸提升之時刻，尤應積極進行資產活化，

在不出售資產之前提下，配合都市發展及產業

創新趨勢，將現有資產透過總體包裝及加值活

化，讓華視在產業競爭中站穩腳步。有鑒於華

視未來最重要的是資產重估處理，該部已透過

採購案以公開徵案方式，委託3家廠商就華視資

產活化及未來經營策略提供全方位之可行建

議，並已函送公視基金會參考。 

（3）據文化部111年5月25日「華視近期新聞發生錯

誤事件調查報告」指出華視有組織定位不明之

問題，並明確華視作為公共化商業電視臺之定

位及價值： 

〈1〉組織定位不明之問題：華視長年在「商業電

視臺」及「公廣集團」兩種營運策略不同的

角色間擺盪，除需作為商業電視臺自負盈虧，

且需背負公廣集團之公共價值責任，因組織

定位不明，無法提供員工明確的工作願景，

且難以鼓舞工作熱忱，造成對外攬才不易，

且無法留住專業人才。 

〈2〉明確華視作為公共化商業電視臺之定位及

價值：確定華視在公廣集團的戰略位置及目

標，評估華視民股全部買回之必要性及可能

性，以確立未來營運方向，建立穩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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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組織願景，讓員工信任感及向心力能

得以凝聚，提升自我效能，俾組織永續經營。 

2、華視對其自身定位之說明及建議： 

（1）華視雖已加入公廣集團達16年，公視基金會持

有華視股份約83.24%，但主管機關仍未能依據

〈公股處理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編列預算

附負擔捐贈予華視，而〈公共電視法〉中亦未

增訂華視專章，以保障華視權益。政府未買回

華視16.76％的民股，導致華視至今仍「不公不

民」，不僅尷尬角色懸宕長達16年，且政府16年

來並無編列任何預算予華視。華視宛如公廣的

棄嬰一般，自生自滅，卻仍被要求必須負擔公

廣責任。 

（2）華視主要收入來源為「房屋租賃」、「廣告收入」

及「專案收入」三大部分，華視經營模式為自

負盈虧之商業電視臺，但95年併入公廣集團後，

被賦予「公共價值」的使命，這「公廣集團成

員」名銜，限縮了華視該有的「商業模式」，也

讓華視平均每年虧損超過3億元，累積虧損超過

20.15億，超過華視股本（16.9億元），直到110

年「華視新聞資訊台」上架CH52頻道，初始之

覆蓋率僅25%，經過努力，逐步提升至35%，再

達到39%，不僅提高了觀眾關注度，也對公司整

體收益有所挹注，加上該年度製作費減少，致

使華視110年虧損降至1億多。 

（3）若華視定位為公廣集團一員，背負國人對於公

共價值與公共利益之期待，則應盡速讓華視成

為實質、真正的公共媒體。16年來公廣的經費、

政府的附負擔捐贈、華視民股買回，完全懸而

未決，因而衍生的「公不公、民不民」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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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體質，多年來歷任政府皆未正視與解決。

為解決多年來華視定位不明而造成的連年虧損

窘境，華視提出以下建議： 

〈1〉根據〈公股處理條例〉的精神，編列附負擔

經費給華視。 

〈2〉推動買回華視16.76%的民股股權，讓華視真

正成為公共媒體。 

〈3〉修訂〈公共電視法〉為〈公共媒體法〉。 

3、公視基金會對華視定位之說明： 

（1）公視基金會之關係法人華視成立於60年10月

31日，為依法取得相關主管機關經營許可之公

開發行公司；在廣電三法修正通過、黨政軍退

出媒體的社會期待下，政府於95年1月18日公布

施行〈公股處理條例〉，選定華視為應行公共化

之無線電視事業，隨即完成國防部（26.41%）、

教育部（9.84%）公股、國軍同袍儲蓄會（9.73%）

及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25.18%）所

持有的華視股票（共計71.16%）附負擔捐贈給

該會，使該會成為華視最大股東（加上買回部

分民股後，公股股份目前占83.24%）。95年3月

31日華視召開第18屆董事會，進行新董事會的

改組，使華視依法成為「公共化的無線電視事

業」。然而，多年來〈公共電視法〉並未能配合

實務運作及公共化理想實踐之需要完成修法程

序，使得公廣集團下屬之各個電視臺在運作上

出現了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其中，尤以具有商

業性質之華視最具挑戰與爭議，公共化之路也

最為顛跛。 

（2）華視自公共化後，在經營體制上不公不民、定

位不明，在經營目標（符合公共價值）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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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各類廣告營收追求利潤為主）間的不

斷拉鋸，同時又得面對頻道過多、惡性競爭，

電視廣告業務萎縮的艱困大環境，市場競爭激

烈前所未有，華視亦無法倖免於收視率、廣告

收入的相互關係與影響之外。且依據〈公股處

理條例〉立法精神，華視加入公廣集團成為肩

負公共價值之媒體，政府承諾給予華視相關之

附負擔捐贈，然該附負擔捐贈迄今未能實現到

位，亦造成華視公共化發展的困境與障礙。因

須自負盈虧，以致不敢貿然投資製作節目，節

目收視載浮載沉競爭力不足，影響營運收入造

成長期虧損；因為虧損，致缺乏資金無力投資

新製節目及更替老舊器材設備，持續處於惡性

循環的不利狀態。 

（3）雪上加霜的是經營階層更迭頻仍，亦使華視發

展陷入困境。華視自加入公廣集團前後16年間，

更換了8位董事長、13位總經理等複雜環境因

素，導致營運長期不穩定，無法脫胎換骨、步

入正軌。 

（4）公視基金會未給予華視經費補助，係依據〈財

團法人法〉第19條第1項
3
、〈公共電視法〉第1條

4
、第10條第6款

5
、第24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

6
，

該會投資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依據上開

                   
3 〈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財團法人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應以法人名義為之，並

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資金不得寄託或借貸與董事、監察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  
4 〈公共電視法〉第 1 條規定：「為健全公共電視之發展，建立為公眾服務之大眾傳播制度，

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以多元之設計，維護國民表達自由及知之權利，提高文化及教育水

準，促進民主社會發展，增進公共福祉，特制定本法。」  
5 〈公共電視法〉第 10 條第 6 款規定：「公視基金會之業務如下：……六、其他有助於達成

第 1 條所定目的之業務。」  
6 〈公共電視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規定：「總經理為下列行為，應事先經董事會

書面之同意：……三、投資與公共電視經營目的有關之其他事業。」、「公視基金會依前項

第 3 款所投資之事業，以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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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須符合設立目的及相關業務，始得辦理。 

（5）公廣集團及公視基金會胡董事長於本院詢問

時當場表示：華視的定位究竟是大公廣還是處

於不公不民，這部分公視董事在兩個月後預計

會組成〈公共電視法〉研修小組，來配合文化

部的修法作業。我個人較傾向是公廣集團，如

果是公廣集團，依照現在的狀況，華視如果要

資產活化，最快的方式也要3至5年才能見效。

但3至5年對華視而言是個關鍵時刻，所以一方

面透過華視自己努力，展現商業活力，另一方

面透過政府挹注，對其公共精神有更多幫助。

過去董事會也有提出資產活化方案，但有受到

一些批評，政府機關也有其考慮，所以要把資

產活化這案子落實，其進度難以預期。 

4、華視前總經理莊豐嘉於諮詢時就華視定位及發

展提出以下建議： 

（1）華視雖然是公廣集團一員，但〈公共電視法〉

完全沒有提到華視，華視與公視的關係只是公

視持有華視83%的股份，公視是最大股東，會派

法人董事而已。這種情況下，華視的定位就很

奇怪，到底華視要不要享有公廣集團的權利或

福利，如果要獨立出去也不行。像公視基金會

雖有10幾億的基金，華視每年要向銀行借3億，

但卻不能向公視基金會借，有人說是法律規定

的，所以公視不能借錢給華視，也不能支持或

投資，但卻要做公視所做的事，對華視來說是

不公平。 

（2）華視每年13億支出，10億收入，主要來源是廣

告及標案。我卸任前，公視及華視董事會通過

華視資產活化計畫，後來因強力反彈而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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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華視12台（無線電視臺）可以給公廣集團

做國際影音平臺，華視52台（新聞台）是華視

未來的命脈，12台的收視率不好，在4個無線電

視臺是最後一名，戲劇、業務、行政部門都在

12台，裡面員工大多是老三台時期的，52台人

力大多是新招募的。臺灣需要公廣集團的新聞，

華視新聞台就做優質的新聞與其他電視臺競

爭。現在公視的戲劇做的很好，就發揮公廣集

團戲劇的能量，華視52台就專門做公廣的新聞。 

5、華視現任公評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

於諮詢時就華視定位及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1）商業電視臺的人可能會覺得公視沒什麼競爭

力，公視並不是做全天新聞，新聞可以慢慢做，

但華視過去是有競爭力的，要與其他電視臺搶

時效，甚至有些駐地的新聞，公視也要跟華視

調畫面。公視如果要真的有競爭力，對全民負

責，包括華視也一樣，公廣集團其員工貢獻度、

薪資的CP值是夠高的，要有說服力，要告訴國

人政府投入資源甚至可以有比商業電視臺更好

的產出及價值，所以這不只是華視的問題。當

然華視還有另一層的問題，現在是不公不民，

只有義務，沒有更多資源，在這個結構上必然

虧損，沒有確定的未來，現在做一天算一天，

確保目前的福利，到時候要收、要走、要賣，

政府要有明確的政策，不只是錢的問題，除了

給華視附負擔捐贈的資源外，另外整個公廣集

團要有明確的方向，到底公廣集團的規模要多

大。 

（2）韓國有播廣告的公共電視MBC，要保持與市場

的敏銳度接軌，可以與商業電視臺一起合製、



9 

 

合資，比較不會綁手綁腳。英國BBC也一樣，BBC

在海外是商業的服務，是有廣告在支持，因為

要賺外國人的錢，賺外匯，BBC在國內部分，以

EBC做為控股集團，下設有純商業部門，包括投

資拍片、與國內商業業者及國際的Netflix合

作，有很大的經營彈性，可以用商業角度思考

是否會賺、有無市場，來做各種投資的考慮，

比較不會說只是砸錢而未考慮到回收，除了要

會做節目，還要懂得怎麼賣。未來公廣集團要

善用華視，當然華視還是要改革，目前看起來

好像是一個集團，可是華視一切要自理，如果

是公廣集團的成員可能會想去公視，因為公視

待遇比華視更好，更輕鬆也較無人管。 

（3）華視可當公廣集團的商業部門，不論戲劇、娛

樂、新聞都要有商業競爭力，商業表現也是公

共價值的一部分，證明有人看，甚至可以賺到

海外市場，公廣集團對華視有責任，不是任其

自生自滅，自負盈虧。華視資產很多但沒有善

用，如果可以善用的話，就可以把製播的實力

甚至變成整個公廣集團的火車頭，不用全部由

政府出錢，因為華視資產可以轉化為資本，就

可以有自己的片廠，政府與公廣集團要負責地

規劃，而且要有產出，要有績效。整個公廣集

團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體制，如何期待其底下

妾身未明的華視有戰鬥力，不出錯就很好了。

目前華視在無線臺收視率很低，幾乎與公視差

不多。 

（4）本來華視有自救的機會，但因媒體將資產活化

計畫套上變賣、圖利、與民爭利的用語就不敢

做。可是從公司治理來看，每年去付借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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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借新還舊，虧損只會愈來愈大，對民間公司

來講算是治理失能。 

(二)本院103年度「公廣集團經營成效及問題之探討」專

案調查研究報告
7
即已指出華視定位不明及發展不

利等問題，請文化部對華視之定位審慎評估加以界

定及儘速排除發展障礙，惟事隔8年竟仍原地踏步，

問題依舊： 

1、華視定位不明及發展不利等問題： 

（1）華視定位不明
8
： 

〈1〉公視基金會當時表示，華視加入公廣集團，

由純商業媒體轉變為肩負公共價值但須自負

盈虧的媒體，同時又得面對頻道過多、惡性

競爭，電視廣告業務萎縮的艱困環境，但為

落實公共化精神，除製播多元、優質及符合

公眾利益之節目外，對於一般商業電視臺所

不為的公共政策，華視均竭力配合執行。建

請從根本上解決華視定位問題，讓華視完全

公共化或真正民營商業化。 

〈2〉專家學者於當時諮詢表示，華視因屬公廣集

團，因此被要求不能播競選廣告，兒童卡通

時段也不能播廣告，一切都需符合公共媒體

的要求，但同時政府卻不給一毛錢做補貼，

實在不甚合理， 因此解決華視定位問題是解

決公廣問題的重要工作。華視目前的定位與

配套不清，要自負盈虧、又要求比照公共電

視的精神營運，這是強人所難。 

〈3〉華視副總經理當時於本院座談時表示，華視

                   
7 詳見本院 104 年 1 月 15 日 104 教調 0001 號調查報告。  

https://www.cy.gov.tw/CyBsBox.aspx?CSN=1&n=133&_Query=4ee897d9-0d60-442b-8f51-f02690ad7dce。 
8 本院 104 年 1 月 15 日 104 教調 0001 號調查報告 P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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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約13%的民股尚未買回，造成華視目前處

在半公不民的狀態，一直在完全公共化和商

業電視臺間搖擺。華視被外界當成一個商業

電視臺，華視自己也這麼認為，因為自負盈

虧。如果政府或全民認為華視應該真正公共

化，那13%的民股一定要買回。如果華視完全

公共化，就可比照公視。 

〈4〉文化部當時提出之公廣政策及103年4月10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共電視法〉修正草

案， 已明確將華視納入公廣體系，定位為具

商業經營能力之公共化電視臺。 

（2）華視發展不利
9
： 

〈1〉公視基金會當時表示，華視經歷了民股買

回、員工年資結算、經營轉型的種種困難，

且政府附負擔捐贈遲未到位，致公共化8年以

來華視的累積虧損已高達22億7,500萬元。目

前華視最迫切解決之三大問題，包括人力老

化、節目自製及器材老舊。 

〈2〉華視副總經理當時於本院座談時表示，96年

間華視曾辦理人員年資結算，卻又原薪回聘，

每年人事成本達5.5億元，造成人事包袱很

重。 

〈3〉文化部當時於本院座談時表示，103年4月10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共電視法〉修正草

案第24條，已明定政府應就公共化無線電視

事業（即華視）之發展需求，優先編列預算

進行捐助；俟修法通過後，可有效處理目前

華視經營所面臨之問題。 

                   
9 本院 104 年 1 月 15 日 104 教調 0001 號調查報告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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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公廣集團面臨之困境，當時請文化部對華視

之定位審慎評估加以界定及儘速排除發展障礙
10
： 

（1）華視之定位宜審慎評估加以界定：公視基金會

建議華視之定位可朝向完全公共化或民營商業

化考量，目前文化部修法方向是將華視定位為

具商業經營能力之公共化電視臺，文化部宜審

慎評估華視之定位，以利改善其經營體質。 

（2）華視之發展障礙宜儘速排除：文化部送立法院

審議之〈公共電視法〉修正草案第24條已明定

政府應就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即華視）之發

展需求，優先編列預算進行捐助，俟修法通過

後，可有效處理目前華視經營所面臨之發展障

礙，文化部宜持續推動修法作業。 

(三)文化部對於華視之定位及發展上面臨之問題，應積

極尋求共識，並在法制上加以解決： 

1、有關華視在公廣集團之組織定位，文化部表示公

視基金會第7屆新任董事會甫於111年5月成立，

目前刻正就華視新聞錯誤事件進行檢討及落實

相關改善措施等，為期華視身為公廣集團的一員

能發揮公共媒體的功能，後續將徵詢各界及公視

基金會第7屆新任董事會意見，確立華視未來營

運方向，以建立穩定之工作環境及組織願景，讓

員工信任感及向心力得以凝聚，提升自我效能，

俾組織永續經營。另為務實解決公廣集團當前面

臨的各項問題，該部規劃採二階段方式進行修

法，第一階段先提出部分條文修正，優先處理包

括公視基金會經費、董監事選任等相關條文，以

                   
10 本院 104 年 1 月 15 日 104 教調 0001 號調查報告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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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視基金會合理經營環境；第二階段將再就

我國公共媒體進行通盤檢討進行全面修法，以策

劃數位時代公共媒體之營運方針，增益整體公共

媒體效能及長遠發展。 

2、該部曾司長於本院詢問時當場表示略以：華視沒

有法定預算，因目前無法律依據。文化部鼓勵華

視資產活化，在今年公視董事會還沒改選前，文

化部在去年有個標案，徵求幾家廠商就華視資產

活化提供建議，今年文化部已提出7個方案交給

公視董事會轉給華視，給華視一些建議及方向。

因每個方案還要做細部評估，目前還無法預估資

產活化的效益。 

綜上論結，華視於95年間雖已成為公廣集團之一員，

惟依文化部、華視、公視基金會之說明可知迄今其定位

仍處於「不公不民」狀態，本院103年度「公廣集團經營

成效及問題之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即已指出華視定

位不明及發展不利等問題，請文化部對華視之定位審慎

評估加以界定及儘速排除發展障礙，惟事隔8年仍原地踏

步，問題依舊，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監察法第24條規

定提案糾正，移送文化部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賴鼎銘 

                葉宜津 

                 林郁容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1 月 1 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