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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較於 1990年代偏向防禦性（defensive ，即批判國家控制）媒體改革運動，

自 2000 年以來台灣主要的媒體改革運動是無線電視公共化，偏向建制性

（proactive，即要求國家推動負起責任建立本國的廣電體制），但到了 2008 年

後除持續要求建制，又必須同時走到防禦位置，即要求國家不應不當干預。本文

運用政治過程論分析電視公共化運動之攻與防。本文的分析指出，在國民黨威權

統治台灣電視一直是官控商營。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公共化運動者利用

時機，推出無線電視公共化運動，也促進公廣集團成立。但未提供公廣集團之法

制架構，因此埋下公廣危機的種子。二次政黨輪替後，當公廣治理出現病徵時，

國民黨政府干預公視預算與董事會。媒改團體持續要求建立國家建立法制架構，

一面批判國家不當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