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HK的緊急災害報導 

－以東日本大地震為例－                                      
                                                    研發部研究員 陳慶立 2011 年 5月 
前言 
 
日本時間 3月 11日下午 2時 46分，日本東北地區的太平洋沿岸發生了日本觀測史上最大的「東日

本大地震1」（芮氏規模 9.0），最大震度 7發生在宮城縣，劇烈搖晃持續 5分鐘之久，太平洋沿岸發
生大海嘯最高達到 16公尺2，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三個縣的沿岸地區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面對

這次日本首相稱之為二戰以來最大危機的緊急災害，NHK做了快速而詳實的報導。《聯合報》的社

論3說「最近日本東北大地震、海嘯、核災，日本公共電視系統（NHK）充分發揮了告知及安定社

會的功能，表現節制而理性」。其他報紙的社論或讀者投書對於NHK此次震災的相關報導也多所肯
定。本文擬透過幾個面向的觀察探討NHK對震災的相關報導為何會受到好評？ 
 
空前的災害與空前的報導規模 
 
依據「NHK Special-緊急報告 東北關東大震災4」的節目內容可以得知，1995 年造成六千多人罹難

的「阪神大地震」發生時，震度 7的劇烈搖晃持續了 15秒；此次「東日本大地震」震度 7的劇烈

搖晃則持續了 5分鐘，時間長度為「阪神大地震」的 20倍。東京大學海嘯專家5指出這次地震引發

的海嘯屬於千年一度的大海嘯。重災區的宮城縣南三陸町在 33 年前花費數十億日圓所興建的 10
公尺高的鋼鐵防波堤這次也遭滔天海嘯給沖毀。東北地區主要的災損統計如下：（3月 28日）罹難

及失蹤人數超過 2萬 8千人（不包括第一核電廠半徑 20公里內的受災統計）。（3月 26日）房屋毀
壞 14萬棟。（4月 6日）毀壞房舍殘骸重達 2,490萬公頓。（3月 21日）避難所人數 23萬人。此外，
還有福島第一核電廠的輻射外洩危機。 
 
地震發生當天起「NHK綜合台」幾乎改成 24小時的新聞頻道，地震發生前的一般節目的播出停止
了 1週之久，直到 3月 20日（星期日）始恢復播出。依照《日本經濟新聞》的報導，截至 3月 23
日為止，災後 13 天下來，「NHK綜合台」有關地震海嘯以及輻射的相關報導時數累計達到 274 小
時，平均一天播報 21小時的災後新聞。13天下來的播出時數已經超過阪神大地震一個月的播出時

數（273小時）。此次從外地調派至災區放送局6支援採訪的人數高達 500多人，新聞部出動直昇機
75 架以及無數的SNG車至採訪前線。發生核能危機的「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採訪部份，NHK的直

                                                 
1這是NHK的稱謂，其他媒體有別的叫法。 
2 NHK 3月 28日報導。 
3 2011 年 4月 14日。 
4 2011 年 3月 13日播出的地震特別節目。 
5 地震研究所古村孝志教授。http://blog.livedoor.jp/omoidesokuhou/archives/2432710.html。 
6 NHK連同總部在全國共有 54個放送局。有 3個放送局位於此次最嚴重的災區，即盛岡放送局（岩手縣）、仙台放送
局（宮城縣）、福島放送局（福島縣）。http://www3.nhk.or.jp/toppage/zenkoku/ 
7 NHK在全國配有 12架直昇機，此次仙台市附近名取市的畫面就是 3月 11日下午由直昇機所拍攝。畫面上可見海嘯

吞沒沖毀房舍道路及農田。http://www3.nhk.or.jp/news/jishin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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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機從距離核電廠 30公里外的上空持續拍攝核電廠畫面，相關工作人員皆配備有「口袋型輻射量

測計」隨時可以知道周遭的輻射值，以便在確定自身安全的情況下進行採訪工作。放送總局副局長

今井環表示：如此動員全是因為「此次地震是前所未有的規模」8。 
 
災難報導的法律規範 
 
法律規範可以從 NHK內部及外部兩個面向來看。外部的法源依據主要有「放送法」、「災害對策基

本法」以及「氣象業務法」： 
 
1.「放送法」（廣播法）課以 NHK協助降低災害的義務。第六條第二款災害事件之廣播「當由暴風

雨、豪雨、洪水、地震、大規模火災或其他因素所引發或即將發生之災害事件出現時，從事國內廣

播業務之廣電業者應傳播有利於防制災害發生或是協助降低災難造成危害的訊息。」 
 
2.「災害對策基本法」指定 NHK 為公共機構具有正確而迅速傳播災情的責任義務。第二條第五款
特定公共事業單位「⋯提供協助之特定公益事業單位，包括日本銀行、日本紅十字會、公共廣電

NHK，以及電力、瓦斯、交通運輸、電信以及其他由首相負責指定之公營事業機構。」 
 
3.「氣象業務法」9約束NHK應立即傳播警報訊息。第十五條「氣象廳依據政令，應立即將海嘯等

警報內容通報給警察廳、國土交通部、海上保安廳、縣市政府、日本電信電話公司以及NHK。第 6
款：NHK接獲氣象局通知後，應立即傳播警報訊息。」 
 
NHK的內部規範則有『2008 年新廣播指針10』以及『NHK節目準則』： 

 
1.『2008 年新廣播指針』對於地震海嘯以及核能事故的相關報導皆有專章規範。NHK認為災害報
導的角色與意義主要有： 
地震海嘯 

○ 透過快速而正確的資訊傳播，盡可能防止災害。 
○ 傳播避難指示或避難勸告等避難資訊，特別是有助於高齡人士及身心障礙人士避難防災。 
○ 盡早傳播受災狀況以利行政機關、醫療機構、民間團體之救援。 
核能事故 
○ 輻射威脅不能為五官所感知，因而有必要將相關資訊以淺顯易懂的方式快速而正確的傳播。 
○ 核能事故狀況時刻在變化，輻射外洩時的撤離或屋內避難，應盡可能同步傳播（Real Time）。 
○ 原則上不進入撤離或屋內避難地區採訪，事故週邊的採訪人員必須攜帶「口袋型輻射量測計」 
   ，注意安全。 
 

                                                 
8 引用自《日本經濟新聞》，2011 年 3月 26日。 
9氣象業務法，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7/S27HO165.html 
10『新放送Guide Line 2008』， http://www9.nhk.or.jp/pr/keiei/bc-guidelin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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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NHK節目準則』對於新聞性節目也要求「災害等緊急狀態時，應致力於持續提供情報，保守

人命，以期爾後災害的預防與擴大」。『NHK 節目準則』制定於昭和 34 年（1959 年），後來經過 2

次修正，最近的一次修正是在平成 10年（1998年）。關於播出節目有 14 個一般準則，針對 8種節

目類型又各有規範。一般準則的第 11 項「表現手法」的第 4 款「不做使人心感到恐怖、不安或引

起不快之呈現」。一般準則的第 14 項「更正」，「清楚知道播出與事實不符時，應快速取消或訂正」。 

 

廣義的節目包含新聞報導，關於新聞節目的規範如下表，第 4項清楚地規範了緊急災害報導的角色。 

 

新聞節目 1. 維持言論自由報導真實 

2. 新聞必須做客觀事實的處理，不做歪曲、隱瞞及煽動式的表現 

3. 新聞中夾雜特定意見時，應做能夠區別事實與意見的呈現 

4. 災害等緊急狀態時，應致力於持續提供情報，保守人命，以期爾後災

害的預防與擴大。 

5. 新聞解說或評論時應與新聞做明確區別 

 
緊急災害報導的演習與操作 
 
如上述 NHK內外部法源完備，然而徒法不足以自行。NHK在每天的深夜新聞（12：15～12：30）
播完後新聞部人員會進行一場 5至 10分鐘的「緊急災害報導」演習，目的在於確保 SOP的實施，
主播能夠冷靜應變，以便災難真的降臨時，NHK 能夠正確而迅速地將訊息傳播出去，使災區民眾
能夠正確避難，非災區民眾能夠瞭解相關情形，而政府也能夠參考報導內容進行相關的防災或救災

活動。這種演習在平時每天演練，遇到「實戰」才會停止。 
 
在內部文件中，NHK詳列了緊急災害報導時的「基本用語」，說明「為何傳播的速度要快？」，強

調災難發生時「每位員工都是記者」，以及「災後出勤的注意事項」。「基本用語」就像軍隊的術語

一樣，目的在於提供電視台進行緊急災害報導時工作人員之間有一個「快速溝通的共同語言」。這

些術語有：字幕快報(Superimpose，上（疊）字幕)、緊急插播、自動解鎖按鍵（Unlock，只要One 
Touch）、昇火11 (深夜收播期間相關設備的重新開機)、ADESS12（指氣象廳將訊息傳遞給NHK的「緊
急地震速報」資訊）、NHK地震儀（NHK震度計13）、緊急警報廣播（緊急警報放送14 ）。 
 
內部文件也要求地震災害發生時除了新聞部人員之外，下班或休假中非新聞部的人員亦應不待上司

指示，依照自主判斷採取行動。在災後出勤部份，要員工確認家人的安全之後迅速前往離自身最近

的廣播局。資訊收集部份要員工先拍下身邊周遭與災害相關而有意義的畫面。在觀眾因應部份，強

調公關應對必須比平日更加地親切仔細；最後強調採訪前線的人力、飲水、食物等後勤支援的重要

                                                 
11 日文是「火起こし」，深夜時為了播出緊急新聞，重新開啟休眠中的廣播設備。 
12 氣象局裡震度海嘯資訊的自動傳輸裝置。 
13 NHK自行配置在地方台的地震儀，規格功能與氣象局相同。可以更早獲得地震相關資訊。 
14 能自動開啟待機狀態的電視機及手機，傳播相關訊息。詳參陳慶立，「日本的緊急地震快報系統簡介」，公視岩花館， 
網址如下：http://web.pts.org.tw/~rnd/p1/p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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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新聞部的規模與設備 
 
2010 年 4月時新聞部（日文稱「報導局」）的人員約有 1100人，年度總預算不詳；不過 2010 年光

是記者的採訪費用就有 183億日圓15(約合新台幣 65億元)。新聞部下設有「採訪中心」、「新聞製作
中心」、「新聞節目中心」、「影像中心」。四大中心以外較小的單位還有「災害氣象中心」、「體育業

務監理室」、「總務部」等。「採訪中心」下面再依新聞屬性分成「政治部」、「經濟部」、「社會部」、

「科學文化部」、「國際部」、「生活情報部」等 6個部。「解說委員室」的層級與「報導局」平行，

解說委員們全是 30 年左右的資深記者，依專長負責不同新聞議題（事件）的解說。 
 
災害報導可能使用的傳輸設備包括NTT光纖、微波發射接收裝置（Fild Pickup Unit）、通信衛星
(Communication Satellite)、廣播衛星（Broadcasting Satellite）以及 5個NHK專用頻段無線電對講機。
與其他商業電視台不同的是NHK擁有航空採訪的能力，從北部的北海道至南端的沖繩全國總共配

置有 12架直昇機16，平日外包給廠商進行維修保養，一有災害發生可以配合新聞部立刻飛往災區。

NHK熟練的攝影師會指示飛行員飛行角度與飛行方式進行畫面拍攝，將同行記者的解說收音後同

步將相關畫面及音聲送回涉谷總部播出。3 月 11 日仙台市南方名取市海嘯吞沒住家、農田以及道
路的畫面便是透過直昇機從災區上空所拍攝17。值得注意的是人車快被海嘯吞噬前攝影師便將鏡頭

拉開，這是NHK攝影師遵守節目準則「不做使人心感到恐怖、不安或引起不快之呈現」的結果。 
 
緊急地震快報系統 
 
日本俗話提到日本人害怕的四件事是「地震、打雷、火災、老父」（用日語唸是有押韻的一句順口

溜），地震排名第一，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日常生活裡便對「地震」特別感到威脅性。以 1995
年的「阪神大地震」為契機，日本人決心在全國設置高敏感度的「地震儀」，並進一步研究由各地

地震儀所彙整的資料數據。隨著通訊技術進步發達的結果，日本政府成功地建構「緊急地震快報」

系統；氣象廳的這套系統在地震發生後數秒鐘即可傳遞相關訊息給 NHK；NHK接到氣象廳傳來的

訊息後也會在數秒鐘內進行播出。 
 
地震發生時會同時產生兩種地震波，初期微震的搖動較小稱作 P波（Primary），P波之後產生的劇
烈搖晃則稱作 S波(Secondary)，由地震引發的損害主要來自於 S波。而 P波與 S波傳導的速度不

一，科學家研究發現 P波每秒大約移動 7km，S波每秒則只有 4km。利用兩種震波傳導速度的時間

差，距離震央最近的地震儀一偵測到 P 波，氣象廳便可以在導致劇烈搖晃的 S 波到達之前發布警
報，而民眾便有幾秒鐘乃至於幾十秒鐘的應變時間來確保自身的安全。 

                                                 
15 資料出自「廣報局」。2009 年 178.6億日圓，2010 年 183億日圓，2011 年 180.8億日圓。 
16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2%AA%E3%83%BC%E3%83%AB%E3%83%8B%E3%83%83%E3%83%9D%E3%83
%B3%E3%83%98%E3%83%AA%E3%82%B3%E3%83%97%E3%82%BF%E3%83%BC 
17 這個獨家畫面後來提供給外國媒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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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氣象局預測最大震度達到 5 以上時，會發送「警報」給NHK；氣象廳自我要求震度 3 的相關訊
息是在 90秒以內傳出，海嘯警報則在地震發生後的 3分鐘內傳遞給NHK18。NHK收到來自氣象廳

的資訊後，系統會自動轉發這一訊息，透過電視、行動電視以及收音機進行廣播。「這套系統 24 小
時待命，以便提供及時和準確的報導。一旦氣象部門的公告通過專線傳到NHK，有關信息將發送
到伺服器和電腦，系統自動生成廣播文稿和圖示並發送到新聞中心，這樣播音員可以立刻開始播報
19」。 
 
日本從 2007 年 10月 1日起，由電視台開始播出「緊急地震速報」。不管氣象廳發佈警報的地區及

對象為何，NHK會將氣象廳的「緊急地震速報」作全國性的播出。即使電視接收器處於關機狀態，

「NHK 放送技術研究所」成功地研發透過稱為 AC(Auxiliary Channel)的特殊傳輸路徑可以讓手機

行動電視與家用電視機在待機的狀態下也能夠自動開機收視「緊急地震速報」的訊息。警鈴聲之後

會聽到預錄的插播聲音「緊急地震快報，將有劇烈搖晃，請警戒」，畫面上則以字幕顯示震央、應

該警戒的地區等資訊。收音機廣播的部份則會停止原節目的播出，警鈴聲之後會聽到與電視播出相

同的播報內容。 
 
NHK內部訂有「緊急災害報導」實施要領，震度 3 的地震發生時在所有電視及收音機廣播維持原
節目播出的同時，用上字幕並發出音響的方式提醒觀眾發生地震。NHK在收到氣象廳的訊息後在
數秒鐘內就會上字幕發出音響提醒觀眾發生地震。能這麼快是因為NHK自己在國內 54個地方台都
裝有與氣象廳相同規格的地震儀，目的在於更早獲得訊息以利報導的準備。震度 5以上地震發生後
主控則會按下「Unlock」鍵20，抽掉原節目之播出進行緊急插播21。 
 
災害報導有三不原則22，1.不拍攝受難者遺體 2.不提出讓受訪者情緒崩潰的問題 3.採訪不能妨礙救

災。新聞節目製作也有三要原則，1.Fix畫面的呈現要 5 秒鐘以上，主要考量tempo太快觀眾的視覺

會不舒服。2.一節報導以使用 2～3 次Sound On為原則，每則Sound On長度為 8～12 秒，特別重要的

內容可長至 15 秒；這是參考醫學研究結果所採取的新聞後製實務。3.主要以Long景畫面呈現地點

資訊，輔以文字說明，凸顯新聞事件的真實性。 
 

對NHK的信賴來自平日的積累 

                                                 
18 2011 年 4月 18日電話訪問日本氣象廳公關部。 
19 ＜美日紧急广播系统浅析与思考＞，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赵翮 吴力夫 苗勃 李晓鸣 王羽， 

 2010 年 03月 31日 15:44，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57392/185736/11268995.html。 
20 平時為了防止編播表外的節目意外地播出，主控室會鎖死節目的播出順序及內容；如果要作改變解鎖程序相對耗

時，為了因應地震等天災的緊急插播，主控室設有一「Unlock」鍵，只要One Touch即可抽掉原節目之播出進行緊急插

播。 
21 ＜緊急災害報道＞、ＮＨＫ。 
22 羅慧雯，＜NHK的他山之石＞，《中國時報》，2011 年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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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年時日本人口約有 1 億 2,581 萬 5 千人，NHK所做的「2010年國民生活時間調查報告書23」顯

示，日本人（不看電視者也計算在內）在平日收看電視的時間長度是 3 小時又 28 分鐘；星期六是

3 小時又 44 分鐘，星期日是 4 小時又 9 分鐘。電視可以說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最親近的媒體，說

日本人是喜歡看電視的民族也不為過。從 2005年的收視率調查結果24來看，日本人看電視的時候大

約有接近 3分之 1的時間是在收看NHK頻道的節目；足見身為日本公共廣電的NHK相當受到觀眾喜

愛。 

 

收視率調查結果25顯示，晚間 7 時播出的「News 7」其知名度與收視經驗比率都相當高。2010年 6

月「節目綜合調查」的調查對象包括「NHK綜合台」以及 5家具有全國聯播能力的商業台共計 200

個節目（19 時～23 時播出）。知名度方面，前 10 名當中NHK佔了 3 個節目，「News 7」（85.9％）是

其中之一而且知名度為全國第一。2009年時「News 7」（86％）知名度也是全國第一，2008年時「News 

7」（85％）知名度為全國第三，百分比非常高。節目收視經驗比率（包括經常看與偶而看）方面，

2008年至 2010年，連續三年，「News 7」（57.7、59.6、58.4％）皆為全國第一。 
 

震災新聞的播出實例 
 
我們將地震發生一週內 NHK所播出的重點新聞整理如下表。 
 
播出日期 播出內容重點 傳播意涵 備註 

3月 11日 仙台市南方名取市濱海地區海嘯

吞沒住家、農田以及道路的畫

面。 
 

由直昇機上的攝影師所

拍攝，透過微波將 HD畫
面傳輸至涉谷總部。迅

速傳達災情以利政府後

續救災。  

人車快被海嘯吞噬前

鏡頭便拉開，這是

NHK攝影師遵守節目
準則「不做使人心感到

恐怖、不安或引起不快

之呈現」的結果。 
3月 12日 災區各地的受災畫面以及主播讀

稿說明各地罹難以及失蹤人數。

各地停電戶數，東京電力呼籲省

電。天然瓦斯受影響戶數並說明

目前已前往搶修。停水戶數，電

話及網路不通的情形，告訴民眾

報導水電通訊等重要民

生設施受到影響的情

形，一方讓民眾瞭解現

況，一方面促使相關單

位儘速搶修。醫療及入

學考試的消息攸關一般

符合『2008 年新廣播指

針』「盡早傳播受災狀

況以利行政機關、醫療

機構、民間團體之救

援」的規範。 

                                                 
23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在 2010 年 10月 14日～24日，以 10歲以上日本國民 7,200位為對象所作的生活行為調查。 

24  6 月份收看時間為 3小時 43 分，其中 57 分鐘看NHK，約佔 25.5%。 11 月份收看時間為 4小 

   時 1 分，其中 1小時 9分鐘看 NHK，約佔 28.6%。 

 
25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在 2010 年 10月 14日～24日，以 10歲以上日本國民 7,200位為對象所作的生活行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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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T設置免費電話。災區民眾無
保險證件也可就診。全國有 32
所學校停止入學考試。 
 

民眾及考生的權益。這

些傳播內容皆有助於安

定民心。 

3月 13日 「NHK Special-緊急報告 東北

關東大震災」（播出當時 NHK將
地震稱為東北關東大震災，後改

為東日本大地震）節目，將「阪

神大地震」與此次「東日本大地

震」作比較。說明震度 7的劇烈

搖晃持續的時間、海嘯高度、受

災情形、解釋核電廠冷卻系統故

障以及導致輻射外洩的因果關

係。 

透過與前次造成重大傷

亡的「阪神大地震」作

比較，使民眾更知道此

次地震災害「預想外」

的破壞力。透過圖表與

專家淺顯易懂的解說，

使民眾瞭解核電廠原子

爐過熱造成氫氣爆炸的

原因。 

震災後2天即播出內容
豐富的加長版兩小時

特別節目，作業速度極

快。 

3月 14日 東京大學研究海嘯的專家佐竹健

治教授長期在日本的東北地區進

行地層調查的研究，比對砂層的

痕跡與 3月 12日的空中勘災結
果，推論出 3月 11號所發生的大
海嘯是千年一度的大海嘯。佐竹

健治教授說「為了將來的防災，

有必要對這次的受災情形做詳細

的調查」 

透過介紹權威性學者的

實證研究成果，讓民眾

瞭解此次地震的「空前」

規模。並將學者「災後

調查的重要性」的呼籲

傳達給政府及民眾知

曉。 

符合『NHK節目準則』
「災害等緊急狀態

時，應致力於持續提供

情報，保守人命，以期

爾後災害的預防與擴

大」對於新聞性節目的

要求。 

3月 15日 3月 15日福島第一核電廠 3號機
附近檢測到的輻射量達到 400毫
西佛，由於已經明顯達到危害人

體的輻射量，日本政府除了撤離

核電廠半徑 20公里內的居民之

外，也要求半徑 20至 30公里內

的居民採取「室內避難」的方式

保護自身安全。為了強化訊息通

報及後續危機的處理，日本政府

成立「統合對策本部」由總理親

自出任本部長。NHK訪談水野解
說委員，水野表示男性只要瞬間

接觸 100 毫西佛的輻射量，就會

造成終身不孕。宣導「室內避難」

注意事項。 

透過事實的快速報導以

及解說委員簡單而生活

化的解說，使民眾瞭解

輻射外洩的可怕。但同

時報導政府的作為，並

告知民眾居家避難的注

意事項，具有安定民心

與關照民眾健康的意

義。 

符合『2008 年新廣播指

針』「輻射威脅不能為

五官所感知，因而有必

要將相關資訊以淺顯

易懂的方式快速而正

確的傳播。」「核能事

故狀況時刻在變化，輻

射外洩時的撤離或屋

內避難，應盡可能同步

傳播（Real Time）。」
的規範。 

也符合『NHK節目準
則』「新聞解說或評論

時應與新聞做明確區

別」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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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6日 官房長官在 11:15分的記者會上
呼籲「汽油等油類製品目前必須

優先送往災區，呼籲非災區的日

本民眾不要進行購買囤積」，現場

記者問到因應核電危機昨天成立

「統合對策本部」有何效果，官

房長官表示成立「統合對策本部」

之後，中央政府與核電廠之間的

資訊連結已經得到加強。 

傳達官方呼籲，避免油

品囤積影響救災。傳播

政府成立「統合對策本

部」效果，具有安定民

心的作用。 

符合『NHK節目準則』
「災害等緊急狀態

時，應致力於持續提供

情報，保守人命，以期

爾後災害的預防與擴

大」對於新聞性節目的

要求。 

3月 17日 今天上午福島第一核電廠 3號機
冷卻池的水位過低，由於擔心輻

射外洩擴大，東京電力公司請求

日本政府對 3號機進行撒水降

溫。雖然直升機理想的作業高度

核電廠上空 300英呎處的輻射量

每小時 87.7毫西佛超過飛行的安

全值，基於維護全體國民性命的

安全，在日本總理的同意下陸上

自衛隊的直升機在日本時間上午

10點前起飛，11 點多時已經完成
4次的「空中撒水」任務。中午

時分後續由警察廳以及自衛隊的

高壓消防車進行噴水降溫。 
NHK的水野解說員建議「室內避

難」的居民最好戴上口罩掩蔽口

鼻、儘可能不要讓皮膚外露、經

常洗手洗臉以及儘可能減少室外

空氣流入室內。 

報導核電廠的現況，政

府的因應作為，傳達正

確的「室內避難」注意

事項。 

符合『2008 年新廣播指

針』「輻射威脅不能為

五官所感知，因而有必

要將相關資訊以淺顯

易懂的方式快速而正

確的傳播。」的規範。

也符合『NHK節目準
則』「新聞解說或評論

時應與新聞做明確區

別」的規範。 

 

小結 

 

我們從上述關於地震災害新聞的播出實例可以知道，NHK完全依循『2008年新廣播指針』與『NHK
節目準則』來進行緊急災害報導，而這些內部規範的訂立乃根據「放送法」、「災害對策基本法」以

及「氣象業務法」等外部法律規範，因而得以精準地處理災害新聞。NHK在全國各地設有地震儀，

又透過「緊急地震快報系統」與「氣象廳」作資訊連結，內部文件呈現詳細的作業規範加上平日又

有舉行演習，因而能夠在災後快速地處理災害新聞。相較於商業台，NHK 無論在預算人員規模或

是採訪設備方面皆擁有優勢，因而在面對空前的災難時才足以進行空前規模的報導。最後我們不能

忘記的是日本民眾對NHK的信賴不是只靠這次報導的優異表現而是來自於平日的積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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