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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行政院長林全及今日（16日）表示，不會用立法或修法去管制或侵害

言論自由，我們予以肯定和支持；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則表示，針對打擊假新

聞，政務委員唐鳳正在處理「真實查核機制」，會和網路平台合作，提醒網友

關於網路消息的真實性。 

  對此，我們肯定行政院公開回應立場和做法，但關於假新聞之認定及「真實

查核機制」之可行性，我們有幾點回應如下： 

一、 如何打擊「假新聞」？「假新聞」等同「假消息」嗎？ 

    我們發現目前談論此議題時，常常混淆「假新聞」及「假消息」，假新

聞出現有其結構性因素和背景，簡單來說，在現今媒體經營環境之下，各家

媒體需要不間斷的即時新聞搶快、衝高點閱率，然而報導時應查證事實等最

基本的新聞倫理卻因此而逐漸消失，造成許多負面效應。我們要先理解，

「新聞」是由媒體經過一定的產製流程所報導，必須遵守真實公正客觀等基

本新聞倫理，否則媒體公信力蕩然無存，「消息」則是一般的網路資訊，因

此經由新聞媒體報導的訊息若缺乏查證或不真實，即為假新聞，網路謠言則

屬假消息，專業的新聞媒體不但不應該出現假新聞，更要能幫助民眾辨別消

息真假，可惜的是現在新聞不但無法做到後者，連前者都淪陷。 

  而關於今日行政院院會記者會所指出的「假新聞」，我們認為政府已經

把假消息跟假新聞混為一談，而要這樣仔細區分的原因在於，打擊假新聞遠

比打擊假消息要來的困難，因為打擊假消息只要在通訊軟體的源頭直接抑止

即可，但是若要防止假新聞的發生，還牽涉到「新聞自律」與「媒體素養教

育」，其所涉層面複雜。 

  另外，假新聞也假消息的四處流竄來得嚴重，因為新聞有經過媒體守門

的產製過程，因此，民眾認知那是一個真實的消息，並非謠言，因此，若新

聞未經查證，媒體若沒有發揮守門專業，一旦報導出來，持續散步，的確會

造成社會不安與引發國家安全疑慮。據此，假新聞所牽涉到的層面不單單只

是第三方查證問題，還有新聞專業與倫理問題，所以才會涉及到媒體自律機

制。 



  因此，關於如何打擊假新聞，我們首先要提醒(或許政院無此意，但執

政黨立委卻屢屢提出相關法案)，若動輒針對媒體言論抬出專法管制，不慎

就會嚴重戕害民主政治；於法應該討論現行法律是否已不足用？又應如何健

全？而非動輒立專法，傷害台灣民主政治。其次，必須要先思考並界定甚麼

是「假新聞」？ 是「結果論」還是「動機論」？而界定假新聞的人或機

構，該具備何種公信力和鑑別判准？這些都有待思考和討論，否則，就很可

能變成當代的文字獄。 

  最後，針對防範「假新聞」之議題，可參考本會先前提出之三點聲明：

第一：反對惡法，拒絕民主倒退。第二：正本清源，推動媒素教育。第三：

自律他律，應檢討與強化。詳細請見〈面對假新聞應正本清源的再次聲明： 

反對踐踏台灣民主 全面推動媒素教育〉。 

 

二、 政府建立「真實查核機制」的可行性？ 

我們肯定政府面對此假新聞議題的重視，但亦須提醒，必須小心謹慎，

以免跨越侵害言論自由之紅線，將嚴重傷害台灣引以自豪的民主自由。因

此，我們認為政府之立意良善，但可行性有待商榷。理念上來說，媒體已經

是民主社會的第四權，監督政府是其重要角色之一，政府如何有權利設置一

個高於第四權的機構來查核媒體呢？而在實務上，根據媒觀過去曾計算過即

時新聞的數量，我們發現：「新聞發出的速度，遠比查證來的快」，當你查

證完一則新聞時，或許幾百則，甚至幾千則新聞早已在網路平台上被轉載，

因此，當每時每刻都有新聞發出，數量之大超過想像，這又該如何全面查

核？若無法全面查詢，又要如何選擇？回到第一題提到的，其次，要先思考

並界定甚麼是「假新聞」？ 定假新聞的人或機構，該具備何種公信力和鑑別

判准？所以，我才會認為，還是要回到媒體自身的專業：媒體自律，以及閱

聽人對於媒體的認識：媒體素養教育，才是比較根本的做法。 

但我們認為，政府還是可以邀集各界專家學者、實務界以及第三方團體

就此一議題共同討論這一個做法是否可行。 

三、 我們能做什麼？ 

該如何改善台灣媒體整體環境，一直是媒觀的核心關懷，但若是從制止

言論的角度來談減少假新聞的產生，將開民主的倒退車，這是我們不願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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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認為不能單單只談第三方團體的查核機制，還是要回到自律與他律

如何能夠強化與齊頭並進，畢竟這才是改善媒體環境與抑止假新聞的根本作

法。 

    就目前來看，媒體的自律機制是否「認真」在執行？乃是必須要去檢視

的部分，更遑論目前沒有自律機制的網路媒體，其中，產製網路新聞的媒體

除了原有業者外，還有內容農場以及自媒體，而這些要如何納入自律規範，

以及要用甚麼標準，同時要如何規範，這些都是必須處理的問題。在他律部

分，如何鼓勵民間團體進行媒體他律，同時，培養閱聽人及公民有監督媒體

能力，而非只是謾罵媒體環境，也是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標。 

因此，若從長遠來看，要將他律從根本上健全，則必須從提升全民媒體

素養做起，讓他律力量真正能夠壯大集結。政府能做的應該是增加媒體素養

教育以及鼓勵他律的預算，於此才是長遠及有效的做法。而在這樣的過程

中，該如何推動、計畫乃至真正紮根執行，則仰賴政府跨部門之間的配合，

以及政府與公民團體之間的相互合作，才能真正的打擊假新聞。 

備註：關於今日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提到的查核機制之設計概念，幾年前在Ｇ

０Ｖ已有公民針對假新聞之議題設計出類似之機制為「新聞小幫手」。也歡迎

大家參考並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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