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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電視的財務挑戰與機會

「公共廣電的財務結構與發展模式」，這個

議題不僅對全球的公共廣電機構之治理極為重

要，而且攸關公共媒體的永續發展，本文提供

台灣公視的經驗，期待促進這個議題的相關討

論。

十八年的籌備發展歷程

首先簡要介紹台灣公共電視的沿革，作為

理解公視財務結構變化的背景資料。台灣公視

在正式開播以前，花了十八年時間籌劃，成立

公視的想法，最早起於一九八○年，由當時的

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提出，他倡議在台灣建立

一個公共廣播服務機制，

為台灣的獨立公共廣電體

系領域開了先河。 這項建

議提出後，中華民國行政

院新聞局（GIO）作為大眾

傳播事業的管理規範輔導

機構，於一九八三年開始

籌備公共服務節目製作中

心，該中心於隔年成立，隸屬於新聞局的組織

架 構 下 。  當 時 政 府 並 且 正 式 要 求 台 視

（TTV）、中視（CTV）、華視（CTS）等三

家傳統無線電視台，以固定時段播放公共服務

性質的節目。

時至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

局的上級單位）核定「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

會」設置要點，製作中心規模遂擴大為公視籌

委會，籌委會委託七位專家學者，研擬公共電

視法草案，於九三年送交立法院審查。經過公

共媒體游說聯盟等團體多年不斷的政治協商與

倡議活動，九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公共電視法

終於在立法院獲得三讀通過，為台灣的公共媒

體發展建立了新的里程碑，公共電視文化事業

基金會於九八年七月一日正式開播。

八年後的二零零六年，公共電視與台灣公

共媒體事業，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進行了大規

模的媒體改造，開播八年的公視與成立三十五

年的華視（CTS），合併為「台灣公共廣播電

視集團」（Taiwan Broadcasting System，簡

稱TBS），而另外三家電視公司——客家電視

台、原住民族電視台與宏觀電視台也隨即加入

TBS的行列。

近十年支出與自籌財源概況

在了解了台灣公共電視歷史沿革與近年發

展狀況之後，我們可以來檢視過去十年台灣公

視的收入演變情形。

公視最主要的財源是政府撥款，而不是執

照費，其中一個原因是公視由於籌備期過長，

正式成立時間非常晚，一九九八年開播時台灣

的有線電視執照已經開放，市場上充滿有線電

視頻道，加上當時台灣社

會對公共廣播的概念並不

清楚，因此向民眾收取執

照費幾乎完全不可能，也

因此政府撥款一直都是公

視的主要財源。

二零零一年迄今，政

府對公視的年度撥款金額

設定在約三千萬美元（不含通貨膨脹因素的微

調）。二零零八到零九年之間出現非常大幅度

的變動，這是因為零八年時，立法院凍結公視

半數預算，延至隔年才核撥，這個情形也顯

示，國會決策對公視財源的穩定具有決定性的

影響。此外，我們看到代製節目收入在零七年

出現驚人成長，這是因為客家電視、原住民電

視、宏觀電視這三家電視公司在該年度加入公

廣集團的結果。零九年，高雄市舉辦世界運動

會，公視作為這個全球體育界盛事的主播單

位，該年度的代製節目收入達到最高峰。但由

於上述三家電視台在此後兩年間，預算縮水

一百八十萬美元以上，而二零一零年其他代製

計劃也大幅減少，造成這個項目的收入比零八

年少了一百六十萬美元。整體而言，上個年度

的代製節目收入算是處在一個低點。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包括個人及企

業捐贈在內的贊助金額，在公視財源中所佔比

率並不高。這個事實顯示在企業及公眾支持方

面，基金會未來還有極大的改善及努力空間。

至於公視的預算支出方式，基本上我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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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支出是在節目製作、節目企劃以及採購

這個部份。基於法規的限制，公視在開播最初

三年不能製作每日新聞節目。

零二年以後公視開始製播晚間新聞、全球

現場及手語新聞。零四到零八年間，製作支出

幾乎增為兩倍，目前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固定

製播手語新聞，服務聽障人士，另外還有台語

的午間新聞及晚間新聞，和以普通話製播的夜

間新聞等每日新聞節目，以及五個時事性節目

《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有話好

說》、《NGO觀點》、《南部開講》，這樣的

預算資源重分配，不僅改變公司的財務結構，

也反映了公視在節目規劃策略上的轉變。此

外，在零七年才開始推動的HD高畫質領域相

關計劃方面，公視的支出年年呈現巨幅攀升。

談到財務結構，我們向來最關切的重點之

一在於如何建立具有永續發展前景的財務模

式。台灣公視致力透過各種方式擴大收入來

源，包括贊助捐款、設備或場地租借、節目銷

售、代製節目，以及透過活動辦理、募款節目

等方式拓展金源。

公視獲得的捐款在零七年以後大幅減少，

可能跟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有關，節目銷售收

入在零三年達到高峰後也呈現逐年減少的狀

況，部份原因可能是公視將財務資源移轉至新

聞性節目製播，而這類節目由於探討的是時事

性議題，較難以錄影產品等形式銷售。銷售減

少的現象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可能影響因素，那

就是新媒體科技的快速進展，造成觀眾大量透

過其他種類媒體取得內容，對DVD產品的需求

因而大幅減低。

財務永續發展的挑戰與機會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公視在建立及維持具

永續發展性的財務運作模式這條路上，正面臨

著巨大的挑戰，在政府撥款固定不變的情況

下，自籌款收入卻逐年減少。在此同時，公視

面對新媒體環境中日益激烈的競爭壓力，又必

須不斷進行改善與提升，才能在業界保持競爭

力，由此可見，如果要能確保公視的財務永續

性，光靠種子資金是不夠的。

雖然存在著前述種種挑戰，現階段還是有

許多良好的發展機會。目前有兩大樂觀因素可

能改善公視的財務穩定。第一，公共電視法修

訂案現在正在立法院審查，基金會爭取增列預

算如果通過的話，公視就有可能獲得更多的政

府撥款。第二個因素是高畫質領域的相關投

資。為了迎接高畫質時代的來臨，中華民國政

府挹注了相當預算，用以提升廣播設施設備及

節目內容。這些預算有一部份撥配由公視負責

執行。透過積極參與高畫質相關計劃，公視不

但獲得更多財務資源，也享有更多機會來為設

備升級，發展更多節目內容，啟動更多製作企

劃案，並在這些過程中訓練更多的人才。公視

可以把握這個大好的機會，將自己改造成數位

時代業界的領先者。

事實上，台灣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HD

高畫質頻道是由公共電視所經營。

公視在HD高畫質領域的相關支出在過去

數年間顯著成長，但就經常支出帳而言（如節

目製作），仍有良好的成長空間，預期至少在

未來數年間，現階段發展趨勢將得以維持，並

製作更多優質的節目，事實上公視節目自開播

以來就經常獲得國內外許多獎項的肯定。

從二零零九年到今年十月之間，公視在國

內外入圍或獲得獎項的節目包含紀錄片、兒童

節目與戲劇節目等數量成績亮麗。事實上，雖

然我們許多節目在一般家庭收視率方面無法與

商業頻道競爭，但公視的節目品質卻充分展現

公視的核心價值，也獲得各界高度肯定。

公視的核心價值為公共服務

二零零一年Yahoo!奇摩入口網站進行一項

調查，結果台灣公視獲票選為台灣最佳電視頻

道，證明公視的努力已經受到觀眾的肯定。

回歸公共廣電遵循的核心價值即公共服

務，在善盡公共媒體責任的同時，而回饋觀眾

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持之以恆地製播更多更

優質的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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