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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客家電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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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研究問題

1) 在臺灣社會族群發展脈絡下，客家臺是如何發展？其定位與功能為何？

2) 客家臺的制度設計歷經什麼樣的演變？存在什麼樣的問題？

3) 客家臺於組織運作時，包括資源分配、人事編制、策略規劃與行銷宣傳等，

存在什麼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又與制度設計有何關聯？進而如何影響其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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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儒林 前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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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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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論、傳播權利、族群媒體功能

社會 族群國家



文獻回顧—族群媒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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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K Sápmi SBS S4C Māori Television 客家電視

國家 挪威 澳洲 英國 紐西蘭 臺灣

法規與政治
隸屬挪威公共電視，
《廣電法》，具有薩
米議會

獨立建臺，《特別
服務廣播法》

獨立建臺

英國憲法、《廣電
法》、《傳播通訊
法》

具有威爾斯議會

獨立建臺
《毛利電視法》國
會有毛利黨成員

財團法人公廣
集團，無法規

性質
廣播、電視／

公共媒體

廣播、電視／

公共媒體

電視／

公共媒體

電視／

公共媒體

電視／

公共媒體

經費
挪威民眾電視執照費，
2020年改為政府播預
算

以政府提供預算為
主，少部分仰賴廣
告

主要經費來自BBC

執照費，其餘經費
含括英國文化媒體
及體育部與商業收
入

以政府捐贈為主，
少部分仰賴商業廣
告

政府編列預算

服務對象

服務薩米族群以及對
薩米語言文化有興趣
者，以薩米語為主並
搭配挪威語字幕。

提供給來自世界各地
的澳洲居民與澳洲原
住民，搭配英語字幕
或發音。

以威爾斯語和英語
字幕播出，提供給
對威爾斯語言文化
有興趣者。

服務對毛利語言文
化有興趣者，以毛
利語為主，偶爾搭
配英語發音或字幕。
另設有全毛利語頻
道。

對客家語言文
化有興趣的華
人。



研究分析一、制度反映的政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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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族群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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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族群國家

族群媒體與國家的互動
一. 臺灣社會脈絡下誕生的客家媒體

二. 客家電視成立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政策下

三. 缺乏監督正當性所立下的標規與版權問題

四. 客家電視問題難以被看見的原因



一. 臺灣社會脈絡下誕生的客家媒體

二. 客家電視成立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政策下

三. 缺乏監督正當性所立下的標規與版權問題

四. 客家電視問題難以被看見的原因

9

社會 族群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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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族群國家

族群媒體與國家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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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族群國家

族群媒體與國家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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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族群國家

一. 草根性的力量存在於制度設計思維中嗎？

二. 族群媒體？還是族群的媒體？

三. 客家電視在地人才培育

族群媒體與族群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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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族群國家

一. 鑲嵌於社會中的族群

二. 客家電視與社會互動的形式與成果

三. 加入公廣集團之後對客家電視的意義

四. 客家傳播人才的培育

族群媒體與社會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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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二、制度對客家電視內部運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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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視組織文化
與管理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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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視組織體制對客家臺的影響

二.上層政府機關不協助解決問題，組織對上層的改變失去信任

三.承受組織內外交織的壓力與矛盾

人事編制與競爭力 產製內容的邏輯 面對新媒體的處境與
危機



客家電視組織文化
與管理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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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與競爭力 產製內容的邏輯 面對新媒體的處境與
危機

一.人力最多，仍動彈不得的新聞部

二.預算最多，卻分配不均的節目部

三.資源最少，盡力而為的行銷部

四.超載的工作量卻沒有相對的激勵環境



客家電視組織文化
與管理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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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與競爭力 產製內容的邏輯 面對新媒體的處境與
危機

一. 資源不足帶來的矛盾現象

二. 媒體工作的時代環境差異

三. 觀眾需求對工作者的影響與反思



客家電視組織文化
與管理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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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與競爭力 產製內容的邏輯 面對新媒體的處境與
危機「我覺得是危機耶，如果他們說我

不看長篇動畫，看長篇動畫才是美
學的訓練，創作力的開創。創造力
的開創，國家才有科學的發展，你
們的創造力好，國家才可以發展得
很好……」【受訪者B】

一. 資源不足帶來的矛盾現象

二. 媒體工作的時代環境差異

三. 觀眾需求對工作者的影響與反思



客家電視組織文化
與管理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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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與競爭力 產製內容的邏輯 面對新媒體的處境與
危機

一. 資源不足帶來的矛盾現象

二. 媒體工作的時代環境差異

三. 觀眾需求對工作者的影響與反思

保守客家長者的包袱

欲運用媒體連結世界與社會

拉扯



客家電視組織文化
與管理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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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與競爭力 產製內容的邏輯 面對新媒體的處境與
危機

一. 作為推動臺內新媒體主力的行銷部

二. 難以凝聚資源的新聞部

三. 待整頓新媒體策略的節目部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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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組織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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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媒體的樣貌

基層族群參與

族群與社會交流後的共識

能匯集基層聲音的平台

法規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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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時間

謝謝聆聽，敬請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