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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下請從媒體整合的觀點來看，不必從道德與新聞自由的角度。 

 

        『「傳媒願意報導自家事務涉及公共政策的部分，原本這是好事，可以肯定，

但中時及中天衛星電視頻道把好事變成壞的示範，必須嚴正記錄，予以譴責。… 

這個決定(附帶七項條件核可兩中『董事長、董監事及總經理』變更案)是否『嚴

苛、違法、不依法行政』，並不是不能討論，但中時集團發動旗下傳媒以一面倒

的評論以及夾敘夾議的新聞，外加頭版半版的粗魯廣告，讓人不忍卒睹。…」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發動傳媒轟 NCC  壞的示範」、聯合報、2009.6.3』 

 

     旺旺中時連日指控 NCC「違法濫權」、甚至鎖定三名特定委員指名道姓砲轟

的作法，在 NCC 主委彭芸召開記者會並公開譴責「很不道德」後，出現了重大

轉變。 

     旺旺中時大概沒有料到，原本寄望常有驚人「異見」的彭芸能夠提出不同意

見，以証實並延續多日旺旺中時圍剿 NCC 的火力；但萬萬沒想到，彭芸卻直接

跳出來召開記者會，除了表態她個人也同意雙中案中附帶七條件的決議外，更直

指旺旺中時的報導根本未向她查証，「是錯誤的報導」、「很不道德」。 

     彭芸的「不道德」說，讓旺旺中時連日對 NCC「違法濫權」的指控，突然像

舞台被抽掉一樣，頓失依靠；可以想見的，這場指控與圍剿花了不少心思與金錢，

但竟然毀在一個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新聞守則：查証！ 

     既然自認為理直氣壯，為何不作新聞查証？這不能怪記者，合理的推測是，

「想當然爾」的同仇敵愾氛圍，壞了大事。 

     誠如馮建三講的，「原本這是好事，可以肯定，但中時及中天衛星電視頻道

把好事變成壞的示範」，甚至淪落到被反批「不道德」，以致於「必須嚴正記錄，

予以譴責」；這場戰役，旺旺中時從面子到裡子，實在「輸很大」。 

     不過，「輸很大」沒關係，是否從失敗中學到教訓，才是重點，而「用對的

人也才能做出對的事」；問題是，這起事件，可能還涉及一個更深層的問題，馮

建三今天所指出的觀點，值得思考： 

     －「這次變更案的特殊之處，還在一項眾所矚目的現象，就是蔡先生的身分

所彰顯的疑問，是否以旺旺的經濟利益之背景，將使台灣傳媒在報導與評論兩岸

事務時，違背專業與公器之要求，大至難以接受的程度？」 

     馮建三的疑慮，絕非無的放矢。今年二月份，天下雜誌一篇「報告主任，我

們買了中時」的報導，具體而微地點出了問題核心。文章中有二個引起注意的重

點： 

        －「旺旺集團在大陸發行的內部刊物《旺旺月刊》，去年十二月號出現一張

醒目官式拜訪照片。其中蔡衍明挺直背脊，以身體三分之二坐姿坐在沙發上，雙



手緊握放在大腿，另一邊坐的則是國台辦主任王毅。不到兩百字的短文中，敘述

去年十二月五日下午六時，王毅接見蔡衍明的過程：會談中，首先由董事長向王

毅主任，簡要介紹前不久集團收購台灣《中國時報》媒體集團的有關情況，董事

長稱，此次收購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藉助媒體的力量，來推進兩岸關係的進一步

發展。王毅當時的回應是：『如果集團將來有需要，國台辦定會全力支持。不但

願意支持食品本業的壯大，對於未來兩岸電視節目的互動交流，國台辦亦願意居

中協助，』…」 

     －「蔡家對編務的直接涉入，更延伸到報導的方向。直接涉入報導方向上月，

中時集團內部傳出，蔡衍明公開要求編輯部不得批評馬政府、批評要有據，不准

稱馬總統為『宅男』。中視也推出新節目『挑戰面對面，唱旺新台灣』，在在都是

希望中時集團帶頭不要唱衰政府。…」 

(來源：「用報紙賣米果  報告主任，我們買了《中時》」，《天下雜誌》，416 期，2009

年 2 月。) 

 

     除了不能帶頭「唱衰」外，蔡衍明也要旺旺中時集團「唱旺台灣」。不過，

在「唱旺」的最高編輯政策下，最引人側目的卻是蔡衍明見王毅時「挺直背脊，

以身體三分之二坐姿坐在沙發上，雙手緊握放在大腿上」的場景。 

 

     對此，蔡衍明在今年四月號的財訊專訪中提出了說明。蔡表示，「我見任何

人都是這樣坐，而且跟王毅是第一次見面，禮貌嘛」；其次，「旺旺月刊」是大陸

員工編的，公司老闆獲王毅召見，在大陸員工眼中是很正面的事，「沒想到台灣

這邊會這樣解讀」。 

 

     在這篇訪問中，蔡衍明把旺旺中時的「心中那把尺」，定得一清二楚： 

 

     －「不應批評總統與政府官員」、「公司老闆不好，你應該做的是離開公司，

而不是批評老闆，馬英九就像是大家選出來的老闆，所以我覺得不應該批評」。 

 

     馬英九是「老闆」？這位「老闆」不能批評？如果這是「政黨輪替」、兩岸

「融冰」與開放的結果，那台灣過去千辛萬苦走過專制幽谷的民主化歷程、那麼

多人為新聞自由奮鬥掙扎的心血，豈不青史盡成灰了？ 

 

     這不是唱旺，這是唱衰。當媒體不當防腐劑，貪腐橫行會是最後的結果；問

題，就在這裡了。不只 NCC 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所有台灣以及全世界各地的

華人，都要仔細面對、要細細思量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