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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背景與議題 

我國有線電視系統市場發展迄今，呈現「集中度日益提高」、「公眾多元視

聽權日益減損」之現象，不僅造成「媒體專業自主」及「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

權益」等價值不斷遭受侵蝕，更使得我國民主所據以維繫之「言論多元自由」亦

遭受嚴重威脅。具體而言，相關學術研究指出，台灣有線電視市場出現高度集中，

並具備兩大特徵：第一、下游系統市場的獨、寡占情形嚴重，在全國 51個有線

電視經營區中，竟有 37區已經淪為獨占，另有 13 區則由兩家業者所「雙占」；

第二、上下游垂直整合程度過高，使得財團同時控制上游頻道台與下游的有線電

視系統台。此二結構特徵，不但妨礙影響市場競爭，更嚴重危害廣電媒體之多元

與多樣發展，一方面使財團得以掌控影響言論市場之實際權力，一方面造成言論

出現日益單一集中之現象。 

在此現狀下，財團除了得以透過購併有線電視系統台之方式，自視聽消費大

眾賺取高額利潤，更得以藉由其上下垂直整合或跨傳媒整合所取得之優勢市場地

位，主導控制視聽大眾每日透過已成為其生活一部分的有線電視台所接收之資訊

內容，若任令此情形繼續惡化，將嚴重傷害我國公眾視聽之權益與社會福祉。 

爲維持媒體多元的目標，針對媒體產業結構與所有權之下層結構進行規制，

只有將產權結構予以分化，才能保障媒體多元的發展。同時，媒體多元具有重要

的民主意義與功能，然而，我國廣電媒體大幅且快速的解除管制，在欠缺相關配

套規劃的情形下，使財團得以在市場中從事不當的巨幅併購，使媒體出現「跨傳

媒集團化」之現象，進而對媒體內容的產製量與報導質造成顯著負面影響，嚴重

傷害媒體多元價值。 

目前 NCC 正在審理「旺中購併中嘉等有線系統」案，是亞洲近五年來最大的

媒體購併案，金額高達近 800億臺幣。本案所引發的高度社會輿論質疑，直接威

脅我國的自由多元的媒體生態，進而危及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石，更隱含高度國家

安全隱憂。 

為了防止「跨傳媒集團化的媒體」進一步藉由控制有線電視系統而壟斷公共

資源與言論市場，落實媒體公共性，建立產權多元、內容多樣的媒體生態，以保

障社會大眾之多元閱聽權以及我國之民主自由。本計畫擬針對財團跨媒體行為以

及我國現行之廣播電視法對財團進行的規範進行研究分析，並進而提出可行的立

法方向，提供立法單位修法建議。 



 

（二） 計畫工作項目與產出 

NCC在 2011年九月起開始就旺中寬頻公司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業中嘉集團案

舉行聽證會。旺中寬頻三大股東蔡衍明（旺旺集團董事長）、蔡鎮宇（國泰金控

前副董事長）、王令麟（東森國際董事長），以 700多億元收購中嘉集團。這筆

亞洲近五年來最大宗購併案，勢將造成跨媒體集中、危及言論多元市場，而且蔡

衍明擁有之旺旺集團在中國大陸所涉龐大利益以及所屬集團旗下媒體兩年來的

表現，都令社會高度疑慮。 

但是面對這麼重大的媒體購併案，NCC不僅缺乏明確的審查標準與嚴謹程

序，也未善加徵詢社會公眾意見。同時，NCC 七位委員中，竟已有三名委員因明

顯反對此案而退出，而其他 NCC四位委員即將決定此亞洲最大的併購案。但學界

與公民團體對於 NCC之審查過程，均有很多的質疑。 因為，此併購案一旦通過，

影響層面極廣，涉及產業競爭、公共利益、消費者權益、言論集中化許多公共議

題。而臺灣將被迫接受一個前所未有的橫跨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報紙雜誌和網

際網路的跨媒體巨獸。 

面對此一影響臺灣媒體生態、言論多元、及民主品質的挑戰，本計畫提出下

列兩項研究目的： 

1. 持續研究分析此一併購案之性質：本團隊成員（具經濟學、傳播理論、傳

播法律、傳播政策等研究背景）過去一年內已蒐集大量國內外與跨媒體集

中度、言論多元度、數位化發展與有線電視生態、閱聽人權益、民主素質

等方面之文獻資料。在分析說明上已有卓越成效，因此本計畫將持續研究

分析此併案之性質，並期待能有更深入的結論； 

2. 探討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趨勢下，對於媒體產權集中化應有的政策思維和

法規建構；並針對未來廣播電視法以及跨媒體法案的修正進行持續性的推

動。  

（三）計畫預期效益 

 本計畫預期效益如下： 

1. 提出公共論述，向社會大眾和政策單位提出媒體過度集中之危害； 

2. 舉行聯署抗議活動，提升知識界和公民團體等對媒體過度集中之關注，並

提供平臺反映各界之反對意見，促使政府及立法院正視其議題； 

3. 為深化對於有線電視生態之認識和對政策之共識，舉行多次座談會，凝聚

跨領域學者專家，向政府提出針對本案相關之建言； 

4. 最後，針對管制「跨媒體集中」之議題，具體提出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