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節目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下午 2 時 00 分至 3 時 30 分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四八○號三樓 303 會議室  

 

會議主席：總經理 鄭資益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記錄：黃彩綿 

 

一、主席致詞（略） 

 

二、討論事項： 

1. 播出戲劇時，如因劇情所需，有槍戰、犯罪過程或是刑求逼供的畫面，該如何拿捏尺度？ 

 

(1).外部委員-林維國 所長： 

緯來的自律做得不錯，從本身的刪減、抽色、打矇，就輔 12級的角度來說，是合乎一般的製

播規範，後製的手段也都用了，也有上警語「戲劇效果 請勿模仿」，打鬥、槍戰過程需注意是

劇情發展所需，過程中沒有過度強調暴力，或是誇大暴力的畫面，我覺得只要我們注意這個部

分就好，如果它的比例，第一就是有沒有特別強調暴力的鏡頭，甚至是把它拉近。第二個就是

占比，槍戰、打鬥中比較暴力跟犯罪所占畫面的比例，在那一天播出時段的比例多寡。一般原

則性的製播準則，提供給台內參考。剛才的畫面中，唯一比較強調血腥的橋段，只有用手接刀



子的畫面，在打鬥過程中是否有必要出現？就原來的編劇來說，是劇情故意設計比較高潮的橋

段，也做了抽色跟打矇的處理，後面還有後續動作，看樣子要縮短秒數也有困難。打鬥過程，

特別是槍戰、用刀這些，警語一定要全程上，緯來的自律真的比很多台都做得好。 

 

(2).外部委員-張艾喆 教授： 

自律這件事來說，剛剛畫面的處理已經算是 OK了，這齣劇是歸類在輔 12 的處理方式，以電

視節目分級條例來說，內容情境、劇情狀況該有怎樣的條例規範，剛看了剪接前後的處理，都

是符合到法規上該處理的事情，播出的時段也是 OK的，播送的對象也很清楚在時段上做區隔。

特寫的情節也做了抽色、打矇的手法，也加註警語，所以該做到的都做到了。情節是否過於頻

繁這件事，如果是因劇情需求的話，可能也必須要忠實原本的劇情來做播送，也無法再做額外

太多的剪輯。 

 

(3).外部委員-陳子軒 教授： 

我也同意兩位老師所說的，其實我對於電視台在播這些戲劇類，我都非常同情，因為比如在其

他網路平台有太多更直接的，但當然礙於法規，所以必須要做這樣的處理，播出時段在九點之

後，也做了這樣的處理，我覺得是 OK的。只是警語比較好奇就是，比如像《斯卡羅》有"出

草"的畫面，其實在片頭加註就可以吧，緯來特別小心，全程都上警語，其實反而減損了觀眾

觀賞的驚豔，所以我一直都對於電視台在這方面的尺度與處理，大家都是在比武競爭的狀態，

非常不公平的出發點，能夠做到這樣的階段，目前這樣的處理，我覺得沒有任何的問題，很

OK的。 

 

2. 介紹世界各地獨特美食與旅遊資訊時，如何避免產生節目廣告化的疑慮？國內、外的審核標準



相同嗎？ 

 

(1).外部委員-林維國 所長： 

緯來的自律都做到一定的水準，產品打矇、也做了去識別化的處理。有時候打矇比較怪，可以

用運鏡的方式，鏡頭不從商標、Logo，而是從其他建築物角度去拍，就不需要打矇。如果是採

購節目，打矇招牌可以證明跟店家沒有對價關係，也是保護自己的一個安全的作法。 

 

(2).外部委員-張艾喆 教授： 

根據我國《廣播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旅遊性的節目，商品、商標或

是服務在節目上面的呈現，是屬於節目編輯上合理的素材，內容、情境上必須要去呈現，基本

上不屬於置入性行銷，不受法規限制。剛看到影片已經自律做了馬賽克，如果以旅遊、文化在

地介紹的角度來講，也不一定要做到這樣的強制性。他國產製的內容，不需要做太多的處理。

如果有航空公司的置入，可以參考《消費資訊專輯節目製播原則》的相關規定。 

 

(3).外部委員-陳子軒 教授： 

旅遊節目提供觀眾相關訊息的介紹，以國外來說可以給一點空間，如無對價關係，在情境當中

自然出現，我也傾向可以用比較友善的部分去看待。國外旅遊節目介紹得更鉅細靡遺，如果是

重要的旅遊資訊，應該把訊息傳遞出去，觀眾有知的權利，如果都打矇了，雖然可以規避一些

規定，但觀眾應該不喜歡看到都是打矇的畫面。 

 

3. 美國娛樂賽事【WWE】，節目本身是以華麗的摔角動作與誇張的劇情為賣點，在製播上，如何

才能保護兒少，又能讓台灣觀眾也能跟美國觀眾一樣，享受精采的表演？ 

 



(1).外部委員-林維國 所長： 

這個節目在美國很紅，大家都知道是用演的，除非常看節目的觀眾，不然一般台灣觀眾不會太

了解，顧及國情的差異，有些家長若是轉台剛好看到，小孩也在，有些法規尤其針對兒少，暴

力、打鬥、血腥，甚至劇情變態，建議可以做一點簡單的說明，讓觀眾了解，更符合國情，讓

台灣觀眾可以享受這樣的節目。 

 

(2).外部委員-張艾喆 教授： 

製播已符合法規規範，時間不過長，處理上已相當適當。 

 

(3).外部委員-陳子軒 教授： 

WWE 粉絲都很清楚 WWE 是一個劇本寫好、在相對安全的環境當中進行，巨星也會有安全宣

導，加上 WWE 本身也很重視，也會保護巨星的權益，不讓他們受到傷害。所以警語雖然說「危

險動作 請勿模仿」，我建議可以說「以上這些表演者，都是受過專業訓練，安全受到絕對保障」

這樣會更清楚，或是「以上畫面為戲劇效果」這樣的警語，這樣可以讓緯來在播出時，原始畫

面可以有較寬鬆、允許的範圍。在美國 WWE 是父子之間成長的共同話題，他們很清楚這是一

個秀，建議緯來日後在製播、宣傳上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華麗的秀，或是運動賽事，當成戲劇

來看待，緯來目前製播的處理方式沒有問題，也在晚間十點後播出，甚至再放寬一點點，都是

在允許的範圍。加註的警語可以更清楚，比較刺激的畫面，可以在結束加上「以上為類戲劇強

化的演出，參與人員都受到極高安全的維護」，既不會從頭到尾都在看跑馬，又是即時的訊息。 

 

4. 奇特食材的處理方式，怎樣呈現可避免讓觀眾產生恐懼不舒服的感覺？(例如犛牛頭與豬頭的

處理) 

 



(1).外部委員-林維國 所長： 

犛牛頭確實是藏族重要的食物，如果是節目介紹藏族傳統的一個脈絡下來，把犛牛頭的眼睛、

鼻子打矇處理是沒問題的。烤乳豬是台灣、香港各地都有的食物，顧慮到有些觀眾可能沒吃過，

稍做處理是對的，較殘忍的烹飪過程(開腸剖肚填進餡料再縫合)可以短秒數處理。 

對於把寵物當食材，有些台灣觀眾的反應會比較大一點，例如貓狗就絕對不能播出。有些節目

以“搜奇”為目的，當素材選擇很多時，可以避開寵物類的美食，但若拍攝地點的特色就是吃

兔肉等寵物，若是劇情所需，可以適當播出。 

 

(2).外部委員-張艾喆 教授： 

為了避免讓觀眾產生不適感，對於犛牛頭的打矇處理是適當的。像兔肉等寵物類動物，若是劇

情需要而拍攝的食材，是可以呈現的，但可以縮時處理，把播出時間縮短。加註警語「地方風

俗 僅供參考」，是不錯的處理方式。 

 

(3).外部委員-陳子軒 教授： 

有些動物星球頻道，獵殺動物的畫面更血腥更寫實，這是實際上發生的事情，以台灣人的主觀

視角，比如犛牛頭確實會感到不舒服，但這些是非常珍貴的訊息，表示世界並非單一的文化，

藉由美食節目內容讓大家知道全世界的飲食文化是如此多元，即便讓人感到不舒服，只是是否

適合在晚餐時段播出這些畫面，就是電視台要考量的收視率問題。若站在觀眾立場，在吃飯時

間播出這些怪奇食材的畫面，打矇為合理的處理方式，加註警語「地方風俗 僅供參考」，也是

做到該做的處理，可以避免觀眾突然一看到就轉台。 

 

5. 大陸街景招牌或廠牌自然露出，非特寫鏡頭，需要特別處理嗎？ 

 



(1).外部委員-林維國 所長： 

非行走運鏡的定景招牌露出，會有聚焦某一特定店家的效果，所以應適度打矇處理。某些品牌

Logo，例如 KFC、McDonald's… 等招牌，若是自然運鏡非特定停留在招牌特寫的時候，就不需

要特別處理。 

 

(2).外部委員-張艾喆 教授： 

街景一路運鏡過去，招牌是不需特別處理，若是定點拍攝，不小心置入哪一家招牌，還是打矇

處理較妥當。 

 

三、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