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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公民權」在台灣： 
台灣新住民對專屬族群電視台之 

需求與媒體使用行為研究
* 

 
蔡珮** 

摘要 

本文探究新住民「媒介公民權」在台灣的實踐，面訪 400位台灣

新住民，發現超過七成新住民認為台灣需要成立新移民專屬電視台；

傳播管道應採電視與網路雙軌並進；播出語言和字幕需求，以「母語

發音搭配中文字幕」居冠。在台灣實踐新移民之媒介公民權，應採文

化混雜性的多元文化主義，以彌補偏向本質主義與忽視階級差異的多

元文化主義之缺失，並以多元公眾模式完善媒介公民權，讓在台灣的

所有族群，人人皆享有平等近用全國性族群廣電媒體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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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台灣的新移民即使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仍未能享有與一般國民

同等的權利（廖元豪，2008），這其中也包括了傳播權。若傳播為基

本人權，在台灣生活的移民皆應擁有自由的傳播權與合理的媒體近用

權（陳春富，2012）。而且，該權利不應僅限於較少人使用的傳播管

道，而應擴展到台灣一般民眾較常使用的媒介。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2017）統計，截至 2017 年 3 月，台灣新住

民（外籍配偶）人數已達 524,017 人，其中大陸、港澳籍最多共

351,626 人（占 67.1%），東南亞、日韓及其他國家共 172,391 人（占

32.9%）；東南亞籍的配偶中，越南籍最多（97,496 人，18.6%）、印

尼第二（29,137 人，5.6%）、泰國第三（8,631 人，1.7%）、菲律賓

第四（8,799 人，1.7%）、柬埔寨最少（4,284 人，0.8%）。前行政院

長毛治國表示，新住民子女突破 20 萬人，應關注提供新住民及其子

女在台灣更完善的權益與保障，以及重視新住民第二代的「母語教

育」（賴于榛，2015.04.22）。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在台灣的人口數，

已突破 70 萬，但這群少數族群的傳播權，並未獲得應有的關注。 

台灣目前已有客家與原住民的族群電視專屬頻道。內政部戶政司

（2017）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7 年 7 月底，台灣原住民人口

為 556,611 人，約佔台灣人口數的 2.4%。由人數觀之，台灣新住民

（外籍配偶）第一代與第二代的人口數（兩者加總超過 70 萬人），

都已超越原住民族的人口數。然而，即使新移民已儼然成為台灣第五

大族群，迄今仍未有專屬於他們的媒體頻道（郭佳旻，2014）。陳春

富（2012）認為，台灣新住民所面臨的傳播需求與媒體近用處境，與

過去的原住民有些類似，主要仰賴公部門提撥經費製作零星節目，內

容多半以政令宣導、語言學習或是認識台灣文化等方式呈現，難以顧

及在台移民的真正需求。如果台灣的原住民族都已擁有專屬的族群電

視台，對於這群新興的族群，專屬的新移民電視頻道是否也應站在平

權的角度為其設立？台灣目前已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但卻沒

有任何一個頻道主要是使用移民（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語言、關懷

移民，這群移民的傳播權仍有待保障。 

台灣本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共有五大族群共同生活與生存，因

此，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踐，在台灣更顯重要。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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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是 尊 重 「 差 異 」 與 「 認 同 」 ， 而 非 「 同 化 」 或 「 整 合 」

（Georgiou, 2007），但是，劉子亮（2009）發現，台灣政府在 2004

至 2005 年分別提出了「文化公民權宣言」，然而新移民在文化認同

權、生活權、發展權與再現權的落實均顯不足，客家與原住民族都已

擁有專屬電視台，但新住民卻沒有專屬的電視頻道；在媒體近用上多

是消音或被污名化，文化再現權不足；該族群對所需資訊來源管道不

足且所需資訊的語言非其慣用或易於理解，文化生活權未受重視；最

後，文化工具所有權與產製權的匱乏，更使得文化發展雪上加霜。王

俐容（2006）也指出，台灣政府推動的文化公民權，仍是偏向由上而

下、菁英所關注的文化藝術與環境層面；對於由下而上、屬於一般常

民使用的大眾媒體層面，則明顯資源分配不足。台灣新移民得以近用

的媒體管道與內容寥寥可數（陳春富，2012）。 

在台灣新移民的傳播研究方面，劉子亮（2009）發現，探討台灣

東南亞移民使用媒體的論文相當稀少。不僅如此，陳春富（2012）也

提出，國內研究可以針對在台各類跨國移住者的實際傳播需求及現況

進行焦點性的探究，以累積跨國移住者傳播研究更豐富的經驗參考資

料。顯見台灣目前對於新移民的傳播需求了解仍十分有限。從 2009

年開始，陸續有 11 個台灣新移民的電視節目開播，但是，新移民對

這些節目的收視行為與觀感，傳播學界迄今未曾探索。 

根據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 2014 年調查台灣跨國婚姻配偶的傳播

媒體使用行為結果顯示，受調查的 570 位大陸籍配偶及 459 位東南亞

籍配偶均以電視使用率最高（分別佔 96.8% 及 94.5%），網路排名第

二（分別佔 57.4% 及 46.5%），報紙排名第三（分別佔 43.7% 及

16%）（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2015）。電視是大陸籍及東南亞籍配

偶獲得新聞的主要來源，網路為第二。不過，東南籍配偶的母語媒體

使用偏低，最常使用網路（67%），其次是報紙或雜誌，廣播媒體最

少。東南亞籍配偶母語媒體使用率偏低的原因，可能因台灣的母語媒

體較少，使得他們無法使用（歸鴻亭，2014.04.28）。我們可以發

現，台灣新住民最常使用的媒體是電視，電視也是他們獲得新聞的主

要來源，但是，諷刺的是，台灣超過 100 個電視頻道中，完全沒有一

個頻道是這群新移民專屬的頻道。他們幾乎沒有權利透過電視媒體為

自己發聲、呈現自己，電視媒介的近用權明顯受到壓迫。 

陳春富、殷美香（2015）指出，台灣主流報紙長期以來忽視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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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住者公共議題的報導，主流新聞媒體再現的東南亞跨國移住者是

「寄人籬下的工作機器」、「具有文化威脅的麻煩製造者」、「缺乏

歸屬感的邊緣人」、降低台灣人口素質的「外來者」等。台灣的主流

媒體對於新移民的不平等待遇，都在在顯示這群移民需要一個專屬的

族群媒體，且應該是一般台灣民眾最常接觸的電視媒體，如此才有可

能讓新移民為自己發聲、自己來介紹自己，讓他們能夠產生歸屬感，

並且平衡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誤解與刻板印象。誠如 Riggins（1992）

所言，透過母語媒體廣泛而有效地傳遞與維護自身文化，對於弱勢族

群而言格外重要；邱琡雯（1998）亦指出，族群媒介可以促進少數族

群的我族族群意識，亦可促進異文化間的交流；Alia & Bull（2005）

更指出，對少數族群而言，媒體資源的有無與其文化發展息息相關，

凝聚族群意識的最大力量亦來自於大眾媒體。台灣新移民及其子女已

成為台灣五大族群之一，但台灣社會似乎未能深入了解新移民的文

化，新移民的傳播權需求受到忽視，他們的聲音未被傾聽。過去，在

爭取台灣原住民傳播權時，陳清河（2004）曾提醒，在未了解台灣原

住民的需求與狀況前，僅以漢人的角度來思考原住民的需求，其實會

有很大的落差。因此，本研究擬從由下而上的角度，了解這群移民真

正的傳播需求，以多元文化角度，提出建構台灣新移民專屬電視頻道

之具體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成果，在實務面與學術面可達到以下目的：在實務

面，實際調查台灣新住民對於現有移民電視節目的滿意度，了解他們

對於專屬移民電視頻道之需求，將可提供台灣政府相關單位及傳播業

界規劃與實踐一個友善的多元文化傳播環境，給予新移民真正的媒介

公民權。在學術面，可累積關於台灣新移民傳播研究更為豐富且多面

向的研究成果，提供未來持續探討相關議題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媒介公民權（media citizenship）在台灣的思考 

媒介公民權的概念，在過去 30 年無論在政治理論或傳播媒介的

研究中都已成為愈來愈重要的議題，由於公民權的原則與論述總是纏

繞著公共廣電服務，這樣的發展意味著必須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思考媒

介與公民權的關係，尤其是全球化、持續增加的多元文化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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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網路科技的激增以及社群媒體的興起，都驅使傳統的公共廣電服

務必須重新考慮媒介公民權的實踐問題（Flew, 2011）。面對當代全

球人口跨國移動的現實，媒介與公民權的關係，必須跳脫傳統的思

維。傳統的公民權定義，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公民權指的就是公民

身分，指涉政治社群和個人間的關係，係指具有完整民族國家政治社

群的成員身分（Pinto & Hughes, 2011；Vink, 2005）。全球化下的移

民流動，混淆了國界與民族的分際，對以民族差異、文化歸屬感作為

基礎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形成挑戰，也同時啟發了公民權議題

對於「多元文化身分」的思考（Castles, 2000）。尤其是以民族國家

與公民身分來討論移民權益時，在人口跨國流動頻繁的年代難免捉襟

見肘，不如轉以普世人權為出發點較為務實（Miller & Yudice, 

2002）。其中，後國族（postnational）取向主張原本只保留給以國家

為基礎的公民權利，現在應基於國際人權規範、在人性的基礎上被認

肯；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雖強調民族國家的角色，但

核心價值也是普世人權，讓移民的權益得以保障，使得跨國移民能夠

以國際公民自居（Aleinikoff, 2003）。而外來住民（denizen）的概念

也主張，移民雖然未擁有法定公民所擁有的政治權利，但可享有許多

與公民身分相關聯的公民權、社會權、經濟權與文化權等（Heater, 

1999）。也就是說，從「普遍人權」的觀點，不論跨國移民是否具有

移入國的公民身分，都應擁有同樣的媒介公民權。 

可惜的是，中華民國憲法僅將有國籍者納入基本權利保障，在台

灣的外國人因此未能獲得基本人權的保護（廖元豪，2008）。尚未取

得台灣國籍的跨國婚姻移民，因為他們不具有公民權，要享有為自己

發聲的專屬媒介十分困難，這也是台灣對於外來移民傳播權的忽視。

享有健康的傳播參與機會及傳播環境，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唯有人

人享有傳播權，才能真正完善自我並逐步再造社會。當每個人都可以

使用大眾媒介來表達自己、為自己發聲時，基本的人權才得以彰顯，

言論自由不能只限縮在私領域或另類媒體當中。因此，傳播權要保障

的不只是尋找、接收、表達資訊的權利，也包含傾聽、被聽見、相互

理解、學習、創造與回應的權利（CRIS Campaign, 2005）。 

Riggins（1992）指出，主流商業媒體傾向以負面或偏見呈現少數

族群，忽略廣大多元族群的需求，如果能成立族群媒體，可以讓少數

族群藉由語言傳承、議題設定、公開傳佈等方式保存其文化，並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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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發聲，達到相互溝通、理解彼此的目標。這也提醒吾人在思考移

民的媒介公民權時，應以多元文化主義的方向來思考，才能顧及周

全。不過，多元文化主義的媒體政策應著重於傳播不同族群的「觀

點」，而非只是「語言」與「傳統」（Valaskakis, 1992）。雖然多元

文化主義關切如何建立族群間的對等關係，但若是偏向本質主義的思

考或是忽視「階級」差異的文化多樣性追求，是無法讓弱勢群體的媒

介公民權得到實質的改善。本質化傾向的多元文化主義，忽略文化差

異的歷史情境，認為本質不會隨著時空變動而改變（Bhabha, 1994；

Gordon & Newfield, 1996），反而造成弱勢群體被困在一個不可改變

的文化認同本質。在全球化時代中的媒介公民權，應轉向文化混雜性

的多元文化主義。因為，文化會來自不同時空和各種文化的組合，認

同感的形成是來自文化的不穩定性與變動性，多元文化主義應關注的

是文化的混雜性與交流性（Bhabha, 1994），偏向本質主義的多元文

化論僅關注弱勢文化如何在主流文化中獲得生存與承認，此點忽略了

移民的固有文化在宗主國最終是不可能獨自存在的事實，而是會和主

流文化相互連結與混雜。 

而忽視「階級」差異的多元文化主義，如同趙剛（2006）指出，

台灣主流的多元文化論是一種「民族國家的多元文化論」，是精細地

利用種族和階級歧視，並以自己民族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為策略目標

實施的憲政公民權。這正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論之盲點，亦是傳統公

民權概念之缺失。夏曉鵑（2002）亦指出，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是

被資本主義發展排擠至邊緣地位的男女勞動者，為求延續生存而形成

的結合。由此可見依循自由主義傳統的多元文化論，無法完善弱勢移

民族群的媒介公民權。因為，自由主義仍舊假設公民權的享有是以民

族國家為公民權利賦予的政治共同體單位，基於此的多元文化主義對

階級和經濟剝削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問題不夠重視（魏玫娟，

2009），甚至，一個不談階級問題只一味追求文化差異與多樣性尊重

的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美化階級差異與不平等論述的修辭工具（趙

剛，2006）。 

新移民在政治經濟領域的不平等與媒介公民權的不平等有一定的

關聯性，如果社會分配的正義與民主參與的平等需要靠公共領域中的

討論來爭取，那麼多元公眾（multiple publics）模式在媒體的公共領

域就顯得十分必要。Fraser（2007）批判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構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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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有邊界的主權領土國家，參與公共領域討論的成員是國家的全

體公民。此點和傳統公民權的缺失雷同，意即未取得公民權的移民，

在公共領域是沒有對等的發言權的。這也是為什麼要從多元公眾模式

檢視台灣的媒介公民權之因。 

來自不同社區、不同歷史背景的移民要如何使用媒介、藉由公共

領域的參與來填補主流媒介對他們的忽視？當普世人權概念下的公民

權遇上屬於公共領域的媒介時，單一的公共領域將會排除處於不平等

地位的附屬團體，且族群內部也會因為國籍、性別、階級等差異而有

弱勢中的弱勢，尤其是台灣新移民多為女性，新移民之間的社會階級

與經濟資源又有落差，因此在構思這些弱勢群體的媒介公民權時，應

採取多元公眾模式，才能達成普世人權的媒介公民權。Fraser（1990）

認為，Habermas 的公共領域概念，掩蓋了「差異」在公共領域中的

運作，由於公共領域中的公私之分，讓婦女或是工人的話題被認為是

私事而無法被認真看待，一個多元的公共領域，應該同時包含公、私

領域的議題。和 Habermas 強調自由主義模式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不

同，Fraser 主張的是一個平等參與、多元的公共領域，我們可以發

現，自由主義模式下的單一公共領域，和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一

樣，都忽視了某些族群（階級）是無法平等參與媒介為自己發聲的。

Dahlgren（2010）亦指出，在真實社會中，公共領域是多元的，但主

流媒體創造了一個宰制的公共領域，讓婦女、無產階級、少數族群無

法近用而被排拒在外。在多元族群的移民社會中，各族群各有其文化

風格、價值觀與身分認同，若沒有讓所有族群能夠參與的公共領域，

不僅無法形成平等的輿論，弱勢族群尤其無法藉由媒體為自己發聲，

表達社會認同以及建構自身的文化認同。而且，一個健全的公共領域

不只是讓弱勢發聲，如 Fraser 所言，一個多元的公共領域不僅要讓不

平等曝光，更要消除這些不平等，要讓「下層的對抗性公眾」

（subaltern counterpublics）如：女性、工人、有色人種等能夠集結個

別的話語，以建構對自己身份認同、利益與需要的對抗論述空間。 

此外，為少數族群爭取媒介公民權，讓他們進入公共領域，不是

僅侷限在理性的公共議題或政治論述。尤其在台灣媒體開放後，很多

的多元性是依循著政治派系之爭以及相隨的道德規範，許多弱勢的認

同議題得不到主流媒體同樣多的反省與尊重，激不起多元的公共論

說，性別議題被主流媒體八卦化、娛樂化或道德化，社會福利議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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瑣碎化（戴育賢，2000）。因此，要讓「下層的對抗性公眾」能夠說

出原本在單一公共領域說不出、也無法說出的內容（例如：女性的家

暴問題或是移工的工資問題），尤其是讓那些平常較少發言或不善於

論辯的弱勢群體擁有說話的機會。 

Moe（2009.10）更指出，過去公共領域只重視審議模式卻忽略其

他的文類和傳播風格，若能改採多元的公眾模式，便會觀察到情感的

表達風格會如何影響到認同的建構。過去關於媒介公民權的研究文

獻，大多致力於新聞類節目的討論多過於娛樂節目，這背後反映出似

乎政治與公共領域的議題比較與媒介公民權相關（Flew, 2011）。然

而，在台灣的新住民多為女性，其家庭為藍領階級者亦不在少數，他

們的自我認同涉及到複雜的性別、階級、族群、歷史、文化或在社會

中的生存機會，一個多元的公共領域討論，才能讓這群弱勢者能夠真

正擁有多樣性的媒介公民權，以其特有的傳播風格來處理自身關心的

議題與需求，甚至對抗權力的壓迫。誠如 Dahlgren（2006）所言，公

民權不只是政治面向的權利與義務，也是文化面向的歸屬感。 

陳春富（2012）指出，台灣主流媒體習以負面角度報導東南亞移

工與移民，將其建構為「社會問題」的根源，且多數研究缺乏對國際

移工／民與其原生文化間之關照，在命題上一味著重探討「他們如何

融入我們」，卻未關心「我們如何認識他們」，以及「他們如何認識

自己」的議題。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的主流媒體大多並沒有正確地再

現移民，導致他們被誤解或歧視，又因缺乏足以與主流大眾媒介相抗

衡的族群頻道，讓這群少數族群「自己介紹自己」的傳播權在台灣未

能獲得充分實踐。 

在過去的傳播研究中，隨著時代的演進，有三種討論媒介公民權

的取向。第一種是媒體再現的取向，該種取向包含了新聞資訊到娛樂

節目的探討，以文本分析媒介如何形塑主體性；第二種取向聚焦於媒

介組織，特別是探討公共廣電服務如何彌補主流商業媒體的缺陷，達

成公民權實踐的目標；第三種取向是批判主流大眾媒介單向、由上而

下的傳播模式，提出多方向的訊息流動並結合網路數位媒介，認為新

的傳播科技能夠提供更多互動與人民的參與，因此有更多的潛力實踐

民主的媒介公民權（Flew, 2011）。我們可以發現，實際接觸詢問弱

勢族群，由下而上了解弱勢族群真實需求的媒介公民權研究其實並不

多，台灣新移民的傳播需求亟待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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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媒體與傳播權 

「族群媒介」（ethnic media）有許多不同的術語，像是：少數媒

介（minority media）、移民媒介（immigrant media）、離散媒介

（diasporic media）與社區媒介（community media）（Matsaganis, 

Katz, & Ball-Rokeach, 2010: 8）。若從一個比較廣義的方式來定義族

群媒介，則是相對於主流媒介，為以下族群所擁有以及為其製作內容

的媒介：(1) 移民；(2) 少數族裔與少數語言族群；(3) 原住民（同上

引：10）。本文所探討的新住民專屬頻道即屬於移民暨少數族裔與少

數語言族群媒介。 

少數語言媒介研究有兩方面的焦點探討：一方面是從實用的角度

研究媒介如何協助受威脅的少數語言；另一方面是以學術觀點研究媒

介在社會中的角色（Cormack, 2007）。顯見語言在弱勢移民的媒介中

扮演要角。而關於族群媒介的角色，Subervi-Vélez（1986）認為族群

媒介具有雙重角色：融合（assimilation）與多元（pluralism），前者

是協助少數族群適應主流社會，後者是透過少數族群的母語和文化內

容，維持少數族群對於自己族群文化的聯繫。 

除了族群媒介的角色之外，學者也提出族群媒介的目的與功能，

Browne（1996）指出七種目的：(1) 拯救語言；(2) 提升自尊；(3) 對

抗負面形象；(4) 加強凝聚力與政治影響；(5) 提供原住民社會的媒

體能見度；(6) 提供創意發表管道；(7) 提供就業機會。Goban-Klas

（1989）提出少數媒介有兩項主要功能：第一是為爭取少數族群的權

益；第二是給予少數族群認同感，提升社會凝聚力，紓解鄉愁與來自

陌生或不友善環境的疏離感。由上可知，「族群媒介」一詞有不同的

在地性使用與定義，不過，其使命多是傳承族群語言與文化、凝聚族

群認同、紓解鄉愁、為少數族群發聲、對抗負面形象、提升族群自信

心與爭取少數族群權益，同時，有些少數移民媒介更擔負了協助移民

適應主流社會之功能。 

族群媒介之於移民有何重要性？Shi（2005）發現居住在美國

Iowa City 的第一代中國與香港華人移民，因為該鎮族群媒體不發達，

因此他們大多仰賴網路華文新聞，最主要的原因是母語容易理解，族

群媒介也促進了和相同離散族裔成員間以及母國親朋好友的互動，使

他們建構一種安全感和認同的連續性。華文族群媒介在離散生活中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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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離散族裔思鄉的渴望，族群新聞或內容提供的不只是訊息，同時也

提供他們和同族裔聊天時的共同話題及相互理解的情境，並讓自己感

覺宛若未離鄉且仍然是社群中的一員，華文族群媒介促進了跨國華裔

社群的想像，持續追蹤母國的資訊，讓移民一旦想回母國時不致與母

國社會脫節。Georgiou（2001）研究北倫敦賽浦路斯（Cypriot）社區

中心的第一代中年希臘賽浦路斯男性，觀看族群衛星電視頻道的消費

狀況與談話，發現當衛星電視新聞播放發生在賽浦路斯當地的意外或

是當地事件的深度報導時，許多人會更專注地觀看，因為賽浦路斯是

他們的出生地、還有親戚朋友在那兒，這些移民在觀看母國新聞時，

也同時在更新他們的賽浦路斯認同。對某些移民而言，到社區中心看

族群媒介是每日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活動，對該中心的常客而言，這是

一個真實與象徵的族裔參考，族群媒介在移民接收與討論的過程中，

扮演了建構族裔性的功能。我們可以發現，族群媒體對移民認同建

構、母語需求及紓解鄉愁之重要性，當宗主國未提供專屬的族群媒體

給移民時，移民便只能以自我隔離與自尋出路的方式來接收與自己族

群相關的訊息，而且主流社會也失去了跟這群移民交流與相互理解的

管道。 

曾婷瑄（2016.05.14）提出台灣如何能更有計劃、更有效率地發

展移民族群媒體時，指出早在 2012 年李昆澤等 22 名立委已提出修正

公共電視法，要求增加新住民專屬頻道，以保障新住民權益、促進多

元文化均衡發展，可惜未獲通過，她建議台灣可參照澳洲的 SBS 族

群頻道，其豐富有趣的內容為移民與一般大眾所喜愛，不但沒有文化

孤立的問題，反而為多元文化開了一扇窗。澳洲特殊廣電服務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SBS）可說是移民媒介最成功的案例之

一，凸顯專屬移民電視服務之重要性，值得台灣公廣制度參考。該台

建立於 1978 年，電視服務於 1980 年加入（Flew, 2011），以一個移

民專屬的電視頻道服務澳洲社會，迄今已超過 37 個年頭，該台是澳

洲五大電視網之一，旗下有六個免費無線頻道、八家廣播電台、付費

世界電影頻道以及線上隨選影音服務。有不少學者稱頌 SBS 是澳洲

最重要的文化機構之一，因為它在媒體上帶來文化多樣性的能見度，

使得澳洲的文化更為豐富、多彩與包容，不只提供非英語的節目給澳

洲的少數移民族裔，也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節目給所有澳洲人，促進

了跨文化的溝通，扮演在公共領域中整合不同觀點與經驗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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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 Hawkins, & Dabboussy, 2008）。SBS 訴求對象不只是特定的族

群人口，而是將整個澳洲納入，連結主流社會與移民社區，不僅慰藉

移民鄉愁，其英文字幕更使其成為多元文化傳播媒體，是澳洲觀眾接

觸、連結世界影視文化的介面，SBS 並非僅為少數族群服務，而是服

務澳洲整個社會，開拓澳洲觀眾的文化視野和胸襟（王菲菲，

2005）。這絕非散置在各頻道的零星移民節目，或是地方性的社區頻

道所能達成，因為全國性的移民電視台不只服務少數移民，更重要的

是讓全國民眾得以接觸各國移民文化，拓展文化視野與同理包容心。

無論居住地、性別、族群、文化背景與使用語言之差異，人人皆應享

有以自己母語文化平等近用全國性廣電媒體之權利。 

族群媒介之於少數族群的傳播權至關重要。《世界人權宣言》第

19 條：「人人享有意見和表達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意見而不受

干預的自由，以及透過任何媒介尋找、接收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

由，不受疆界的限制」，揭櫫了傳播權的立論基礎，傳播權不只是

「言論自由權」，還包括「接近使用傳播媒介的權利」、「接收資訊

的權利」以及積極的運用媒介「傳遞資訊的權利」。然而，若少數族

群擁有的媒介資源不均衡，便會限制他們透過媒介尋找、接收和傳遞

資訊的權利，此種現象在 D’Arcy 提出傳播權概念時，即已指出經濟

與科技資源的落差，傳播權便會受到限制與剝奪（見 D’Arcy, 1977）。

台灣的新住民與台灣本土人民相較，在媒體資源上明顯不均，台灣有

至少 15 家以上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以及超過百家以上的有線電視頻

道，卻沒有一個移民的電視頻道；對比澳洲的電視環境，台灣新住民

的傳播權受到國家及市場的壓抑，這從台灣的廣電結構不夠多元即可

窺知。國際傳播權論壇揭櫫傳播權有四項概念──自由、多樣、包容

及參與，洪貞玲、劉昌德（2006）以此四項概念檢視台灣的廣電結

構，指出不能因社會資源的差異而影響個人的傳播權利，才能展現

「包容」的核心精神，建議政府應積極協助弱勢團體提升其頻道經營

與通路的近用權，以公視、原視及客家電視台的成立為例，皆有助於

保護弱勢團體權益、促進多元文化發展。因此，保障廣電結構多元，

才是真正落實人人皆有傳播權。新住民在台灣現有的廣電結構中，仍

然被拒斥於近用與經營全國性族群電視頻道之外，對於其民主與政治

的參與，以及文化認同與發展的權利有所傷害，違反傳播權中的「包

容」與「多樣」原則；新住民的意見在現有的廣電結構之下，很難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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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等參與的空間，甚至會因主流商業媒體歧視性的報導而扭曲社會

對他們的看法，新住民很難透過現有商業媒體為自己發聲或參與新住

民政策的公開討論，這些都傷害了新住民傳播權中的「參與」權。林

福岳（2014）曾指出台灣原住民傳播權的「平等權」保障，必須讓原

住民和社會所有人士平等享有傳送和接受的權利。那麼，電視已是台

灣人民以及少數族群（如：原住民及客家人）普及的媒介管道，以傳

播權的「平等」、「自由」、「包容」、「多樣」及「參與」權利而

言，應給予台灣第五大族群、同時也是少數弱勢族群的新住民，一個

「最基礎」的傳播權益保障，政府有必要出面排除新住民近用國人均

享有的電視頻道傳播權之近用障礙。 

在網際網路、影視平台普及的當代，或許有不少人會質疑傳統電

視族群頻道成立的必要性，然而，筆者曾經在一次與新住民的座談會

上詢問在場新住民對於成立專屬族群電視頻道之看法，其中一位新住

民訴說其必要性之理由發人深省：「其實電視可能不一定是給年輕人

看，而是要給台灣的中老年人去看，因為他們才是看電視最大的族

群，我們希望透過電視去改變公婆和長輩對媳婦的態度，改變他們對

新住民的想法。」與會的新住民點頭如搗蒜，因為許多新住民在台灣

遭遇的排擠與誤解，很多來自於家中的長輩，這一幕反映出新住民對

於電視──這一個可能可以改變台灣長輩對待新住民的重要傳播管

道，充滿了期待。郭佳旻（2014）訪談參與新住民媒體內容製作的台

灣籍工作人士後指出，建立一個專屬於新住民的頻道，於情於理都應

讓移民有一個能夠自我呈現的發聲平台，如此才能夠讓外籍族群在台

灣的生活更有賓至如歸之感，以新住民在台灣的人口比例而言，確實

有發展的必要性。劉子亮（2009）與王俐容（2006）亦從文化公民權

角度，指出新住民沒有專屬的電視頻道，在一般常民使用的大眾媒體

層面，明顯資源分配不足。 

台灣目前對於新住民傳播權照顧採取的作法，如陳春富（2012）

所言，節目數量稀少且異動頻繁，主要仰賴公部門提撥經費製作零星

節目，內容難以顧及這群移民的真正需求。此種作法造成經費分散且

可能產生重複的內容製作，以標案方式來製作節目，使得製作單位不

固定，也較無長期的企劃與延續性，凸顯台灣政府部門沒有一個統籌

單位可以讓經費更有效地分配與運用，台灣欠缺一個專屬的移民電視

頻道，使這群新移民沒有辦法獲得基本的傳播權。節目播出語言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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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印、泰三種語言居多，未能顧及其他東南亞新住民的母語接收權

益。而要建立一個新移民的電視頻道，會需要各類不同的節目，也必

須了解新住民對於廣電媒體的需求與滿足。過去，在客視與原視成立

之前，劉幼琍（1998，1999）便調查客家人與原住民對廣電媒體之使

用行為、需求與滿意度，將調查數據提供給政府、媒體與學界參考。

調查內容包括了：擁有廣電設備情形、收視聽行為、對節目類型偏

好、對廣電媒體的使用動機與滿意度、對廣電節目語言與字幕的看

法、對族群廣電媒體與節目的需求，讓外界可以了解少數族群的媒介

接近權需求。然而對於新住民，我們對他們的廣電媒體需求一無所

知。 

族群媒介要滿足新住民的傳播權，在接近使用傳播媒介的權利方

面，須在基礎的廣電結構上滿足其近用族群媒體之權利，讓新住民有

平等透過全國性大眾媒介表達意見之自由；在接收資訊的權利上，需

保障新住民和其他社會人士一樣，能夠用一般大眾普遍使用的大眾媒

介，接收自己母語發音的節目，以及接收各種類型的族群文化節目，

不僅讓他們更容易適應主流社會，同時也得以傳承族群語言與文化；

在傳遞資訊的權利上，新住民應可透過全國性大眾媒介向主流社會表

達自我並與其他新住民族群相互聯繫，移民媒介讓新住民直接參與其

中，提升新住民能見度，節目配上中文字幕，使移民媒介成為全台灣

人民了解東南亞文化的一扇窗，發揮跨文化溝通功能，讓主流社會更

加了解新住民，豐富主流社會文化的多樣性。 

 
三、台灣新移民的傳播研究 

台灣新移民（跨國婚姻移民）的傳播研究，以碩士學位論文居

多，學界的研究顯得較為稀少，是有待耕耘的一塊領域。現有的研究

主題包括：區域性新移民的媒體使用行為（例如林素真，2012；柳紹

鈞，2004）、主流報紙中新移民形象的再現（例如朱涵，2007；夏曉

鵑，2002；張敏華，2005；陳春富、殷美香，2015；楊芷茜，2006；

蔡臺鴻，2009；謝敏芳，2004）、移民如何運用平面媒體進行跨界的

文化鬥爭（例如張正，2008）、平面媒體記者如何處理外籍配偶的報

導（例如李昭安，2008）、移民廣播節目與移民聽眾之使用行為及回

應（例如李佳玲，2006；邱琡雯，1998，2003；郭佳旻，2014；劉子

亮，2009）、越南籍配偶對電視節目《臺灣媳婦》之觀後感（例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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俐容、王維菁與朱淑娟，2008）以及網路族群媒體論壇的使用（例如

陳宏，2014.06）等。其中，探討的媒體類型以廣播及平面媒體為大

宗，廣播方面主要是研究東南亞語的廣播節目或東南亞籍聽眾的研

究，平面媒體多是研究主流媒體再現新移民的刻板印象與污名化形

象。 

在媒體使用行為方面，柳紹鈞（2004）研究越南籍女性配偶在台

媒體使用行為與文化適應，發現新住民女性使用媒體的時間雖然夫家

並未過分干涉，但與平日家務的繁重程度有關；她們最常使用的媒體

是電視，以收看感情劇為大宗，但因語言不通，只能「看圖說故

事」；受訪者希望能夠使用母國的節目，來舒緩思鄉情緒、教育下一

代以及消除對環境的不確定疑慮，也期望台灣媒體對母國之報導能夠

採用正面的態度，破除刻板印象。林素真（2012）以滾雪球的方式調

查 255 位高雄市的大陸籍及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發現她們最常使用

的媒體是電視及廣播。由此可知，台灣的外籍配偶使用較多的是傳統

的電視或廣播；不過，他們在電視媒體的使用上均因語言能力而受

限，他們期待能夠透過電視接收以母語播出的資訊與節目。 

在電視節目方面，王俐容等（2008）以焦點團體及深度訪談越南

籍配偶，了解她們觀看第一個為外籍配偶量身訂作的電視節目《臺灣

媳婦》之觀後感，發現在生活實用性上有助益，像是：面臨家暴的處

理方式、遭遇公婆家人不當虐待的求助管道、如何接觸識字班、如何

爭取子女教養資源、移民法令的更動與相關權利介紹等。但是，《臺

灣媳婦》文本傾向於文化同化目的，並呈現強烈的我族中心色彩，希

望外籍配偶盡快適應台灣社會，接受台灣語言、文化、食物與習俗，

並將外籍配偶的原生家鄉描繪為貧窮落後的國家，使許多外籍配偶在

觀賞文本時，感覺被壓抑與歧視。 

台灣媒體究竟建構了哪些新住民的負面形象？夏曉鵑（2002）發

現主流媒體將新住民女性塑造成「來台賣淫」、「製造破碎家庭」、

「會降低人口素質」、「唯利是圖的吸血鬼」、「有犯罪傾向」等形

象。由於媒體帶有偏見且不平衡的報導，使新移民女性背負著「社會

問題製造者」或「買賣婚姻」等污名（夏曉鵑，2004）。朱涵

（2007）發現台灣報紙再現「外籍新娘」以負面形象居多，報導主題

多為家庭和社會問題，媒體對她們建構出「婚姻商品化」、智識不足

的「他者」、因基因問題帶來台灣人種危機、以統獨策略或我族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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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論述造成對大陸新娘存有「敵國」的想像。蔡臺鴻（2009）發現新

聞報導常以賣淫、假結婚，真賣淫、家暴、非法打工等負面新聞題材

呈現跨國婚姻移民。陳春富、殷美香（2015）發現，台灣主流報紙在

報導東南亞國家移住者時，以短文、簡訊呈現的比例較高，主要參考

政府官方的說法，而非外籍移住者的自我表述。從上述研究發現，我

們可以推知為何台灣民眾對於跨國婚姻移民大多抱持著負面的態度，

猶如殷美香（2014.06）指出，雖然台灣民眾普遍認為東南亞籍配偶在

生活上適應良好，卻只有少數民眾認為他們愛家、有家庭責任或子女

表現優秀，台灣民眾對東南亞籍配偶的觀感仍不夠正面。 

回顧過去新移民的傳播研究，大多集中於平面媒體與廣播的研

究，僅有一篇是針對新移民電視節目《臺灣媳婦》的閱聽人實證研

究，但結果卻發現外籍配偶觀賞後有被壓抑與歧視之感。對於近幾年

新製的新移民電視節目，究竟新移民觀賞之後是否滿意？我們無從了

解。主流媒體在商業競爭環境中，多以刻板印象將新移民異常化或瑣

碎化地再現，使新移民的日常生活經驗消失在奇觀的符號再現中。綜

合前述理論與文獻之探討，傳播權為基本人權，一般大眾常使用的全

國性電視頻道，在資源分配上明顯未顧及新住民的媒介公民權，而新

住民最常使用的媒體就是電視，他們期待能夠透過電視接收母國或是

以母語播出的節目；又面對主流媒體各式各樣的刻板印象建構，新住

民需要一個足以與主流媒體相抗衡的管道來為自己正名。而由主流社

會所製作的新住民節目《臺灣媳婦》，真正動機還是希望能藉由安撫

新住民，希望她們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減少所謂的社會衝突與問題

（曾婷瑄，2016.05.14）。因此，成立專屬的族群電視台，培養專業

的新住民從業人員，讓他們為自己發聲，應是當前改善社會大眾對新

移民歧視的重要管道與做法。而若要為新移民量身訂做電視節目，便

必須先了解現有節目有何不足之處？有甚麼新移民想看卻看不到的節

目類型與內容？新移民對專屬族群電視台的需求究竟為何？掌握這些

問題之後，才是真正由下往上擘劃台灣新移民專屬電視台的開端。 

 

參、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族群媒介要滿足新住民的傳播權，須在基礎的廣電結構上滿足其

近用族群媒體之權利，能夠用一般大眾普遍使用的大眾媒介，接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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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母語發音或母國的節目，滿足其各類影視節目之需求，不僅協助

新住民傳承族群語言與文化，更可透過全國性大眾媒介向主流社會發

聲，發揮跨文化溝通功能，讓主流社會更加了解新住民，豐富主流社

會文化的多樣性。為了賦予新住民應有的基本傳播權，本研究試圖由

弱勢移民族群對廣電媒體的傳播權需求出發，探討台灣新住民對專屬

族群電視頻道需求為何？從 2009 年至 2016 年為止，以新移民／工為

收視對象的影視節目大約只有 11 個（依播出時間順序為：《越說越

好》、《WTO 姐妹會》、《愛上這一家》、《緣來一家人》、《台

灣是我家》、《唱四方》、《GWO Taiwan News》、《我在台灣你好

嗎》、《幸福新民報》、《華視新住民新聞》、《快樂新住民》），

而傳播權的關照，亦可由分析現況以窺知問題所在，因此，本研究試

圖了解新住民對現有零星的新移民電視節目之滿意度與接收情形，以

作為改善傳播權與未來專屬頻道製作節目之參考。又新住民因不同國

籍的差異，對專屬移民電視頻道之需求、電視節目之語言與字幕需求

等方面有何差異存在？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一、 跨國婚姻移民對專屬族群電視頻道與節目類型之需求為何？不

同國籍的新移民有何差異？ 

二、 跨國婚姻移民對電視節目語言和字幕的需求為何？不同國籍的

新移民有何差異？ 

三、 跨國婚姻移民使用廣電媒體和網路的動機以及電視的使用行為

為何？ 

四、 跨國婚姻移民希望族群專屬電視台提供何種功能？ 

五、 跨國婚姻移民對於目前台灣製播的新移民／工影視節目，其觀

看行為與滿意度如何？收視前三名之新移民／工影視節目為

何？ 

過去雖然有少數的新移民傳播研究調查過新移民的媒體使用行

為，但僅限於高雄市的跨國婚姻移民（例如林素真，2012），或是僅

限於越南籍的女性配偶（例如柳紹鈞，2004），即便是較大規模的世

新大學傳播資料庫調查台灣跨國婚姻配偶的傳播媒體使用行為，也未

調查這群新移民對現有移民影視節目的收視情形與滿意度，更未顧及

他們對於族群專屬電視頻道之需求問題。因此，本研究以問卷面訪

400 位跨國婚姻移民，參考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之 12 縣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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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外籍與大陸配偶母體人數，並考量東南亞籍新住民相對於中國大

陸籍的新住民更有其弱勢地位，且某些統計方法需要一定的樣本數才

能進行運算，為求反映東南亞籍婚姻移民之需求與大陸籍婚姻移民之

異同，本研究以東南亞籍比中國大陸籍大約三比一的比例進行非隨機

的便利抽樣，由於經費有限，僅針對跨國婚姻移民進行調查，區域也

僅限於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四個地區。之所以採用非機

率的便利抽樣，係因新移民完整的母體名單取得困難，為使少數之弱

勢群體意見能夠被看見（例如：在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數據分類中隱身

為「其他」類的緬甸籍新住民，現有的新移民節目播出語言以越、

印、泰三種語言居多，完全沒有緬甸語的播出），且完全依照內政部

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的比例來進行面訪抽樣在實際實施時窒礙難行，

又中國大陸籍的樣本若按母體比例佔比近七成，即失去本研究欲反映

弱勢意見之目的，而且初探型的研究是可以選擇非機率樣本。採取面

訪而非自填式問卷的理由，係因部分新移民可能無法閱讀母語文字，

即便將中文問卷翻譯成東南亞各國文字，也可能造成無法完整填答的

困難。此外，以面訪進行問卷調查，回收率較自填式來得高（Wimmer 

& Dominick, 2011）。 

本研究之問卷，研究者於問卷初稿完成後，採「保留」、「修

改」以及「刪除」三點量表，經由三位專家學者（專長領域為傳播量

化調查或新移民／工研究）共同開會進行專家效度檢驗，研究者彙集

修正意見後，修訂成為預試問卷內容。本研究與世新大學知識經濟發

展研究院合作，招募諳東南亞語之訪員，總計召募 15 位訪員，採用

面訪問卷來蒐集資料。問卷內容包含七大部分：族群專屬電視頻道與

節目之需求調查、移民媒體中視聽節目的語言和字幕之看法與需求、

語言程度與母語使用情形和語言認同調查、對目前台灣製播的新移民

／工影視節目之觀看行為及觀看動機與滿意度調查、廣電媒體和網路

的使用動機調查、收視聽及上網行為調查、人口學變項等基本資料。

為檢驗問卷內容之適切性，預試問卷面訪 30 位新住民，面訪員回報

有疑義之問題與用語，例如：對於中國大陸籍受訪者而言何謂「母

語」？（已向訪員解釋為其家鄉省份之「家鄉話」）或是訪員不確定

該如何翻譯「刻板印象」予東南亞籍受訪者了解（已向訪員解釋為

「成見」，指人類對於某些特定類型人事物的一種概括性的看法，並

且用舉例的方式使其明白，如：某些人對東南亞國家的刻板印象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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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貧窮的），修訂面訪問卷說明後並再次與訪員確認，完成正式問

卷進行調查。 

在 2017 年 4 月至 5 月間，訪員至跨國婚姻移民聚會或出沒較多

的公共場所進行面訪（如：越南小吃店、速食店、設有新住民學習中

心或課程之國中小學、新移民會館、公民會館、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

心、新住民常出入的商店、圖書館、社福機構等），面訪員以受訪者

最能自我表達的語言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的資料使用 SPSS 統計軟

體進行分析，分析時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

數、標準差、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 

 

肆、研究結果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接受調查的 400 位受訪者之國籍分佈如表 1 所示，以「越南籍」

最多（33%，N = 132）；其次為「中國大陸籍」（23.3%，N = 

93）；第三為「緬甸籍」（17%，N = 68）。性別以女性占大宗

（97%，N = 388）。年齡以「31 歲至 40 歲」最多（44.0%，N = 

176）；其次為「41 歲至 50 歲」（26.3%，N = 105）；第三是「21

歲至 30 歲」（19.0%，N = 76）。在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職」程度

最多（35.0%，N = 140）；其次為「國中」（25.0%，N = 100）；第

三是「大學」（22.0%，N = 88）。子女數以「2 個」最多（44.3%，

N = 177）；其次為「1 個」（32.8%，N = 131）；第三是「無子女」

（16.8%，N = 67）。來台年資以「10 年以上」最多（40.5%，N = 

162）；其次是「9 年以上未滿 10 年」（7.5%，N = 30）；第三是「1

年以上未滿 2 年」（7.2%，N = 29）。現居地分布為「台北市」占

22.5%，「新北市」占 51.2%，「桃園市」占 22.8%，「基隆市」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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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樣本國籍分布 

原國籍 人數 百分比 

越南 132 33.0% 

印尼 58 14.5% 

泰國 21 5.3% 

菲律賓 19 4.7% 

柬埔寨 2 0.5% 

緬甸 68 17.0% 

中國大陸 93 23.3% 

香港 6 1.5% 

澳門 1 0.2% 

總和 400 100.0% 

 

二、對族群專屬電視頻道與節目之需求 

在「適合傳播新移民和移工族群文化之媒體」方面，400 位受訪

者每人平均答了 2.168 個答案（複選，最多三項）。受訪者認為最適

合傳播新移民和移工族群文化的媒體，以網際網路最多（64.3%，N = 

257），其次為有線電視（61.5%，N = 246），第三為無線電視

（43.0%，N = 172）。與國籍交叉分析後，東南亞籍與中港澳新住民

的前三名並無二致。值得注意的是，選擇有線及無線電視的次數加總

後（N = 418），顯示新住民認為電視仍具有傳播新移民／工族群文化

之重要性。且無線電視相對於有線電視及網路，是不需額外花錢付月

租費的收視管道，此結果反映出未來的新移民／工專屬媒體，應考慮

無線電視頻道（且為有線電視必載頻道）與網路並行播送較為適切，

讓收視者有媒體近用形式與付費與否之選擇權。如此考量絕非開倒

車，而是在保障新移民最基礎的媒介公民權。因為，新移民在階級和

經濟是被剝削的弱勢群體（見夏曉鵑，2002；趙剛，2006）；並且，

在 2017 年文化批判論壇舉辦的「新住民資訊取得與文化公民權：從

四方報到央廣印泰越語播音的觀察」論壇中，越南語廣播主持人就曾

反映越語廣播在 FM 頻道停播後，雖然聽眾能透過網路跟 app 收聽，

但現實狀況是很多聽眾沒辦法接觸網路（陳宇玨，2017）。因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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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制度上應提供最基礎的媒體近用保障，因為新住民依然有些人無

法享受網路，必須仰賴傳統媒介。 

再進一步詢問新住民希望透過何種方式收看專屬的族群電視台

（見表 2），結果顯示以有線電視最多（57.0%），網路影音平台居

次（54.0%），第三是無線電視（41.0%），顯見新住民希望接收專屬

族群電視台的管道，在電視與網路影音平台有著分庭抗禮之需求，因

此兩者不應偏廢。與國籍交叉分析後，發現東南亞籍新住民希望以有

線電視收看者最多（57.8%），中港澳籍則是希望以網路影音平台收

看最多（56.7%）。 

 
表 2：希望透過何種方式收看新移民／工專屬的族群電視台之國籍

比較（複選，最多兩項） 

媒體類別 國籍別 答案總數 百分比 

 東南亞籍 中港澳籍   

 答案數 百分比 答案數 百分比   

無線電視 126 42.6% 38 36.5% 164 41.0% 

有線電視 171 57.8% 57 54.8% 228 57.0% 

網路影音平台 157 53.0% 59 56.7% 216 54.0% 

其他 5 1.7% 3 2.9% 8 2.0% 

總和 459 155.1% 157 105.9% 616 154.0% 

 

在「台灣是否需要成立一個新移民和移工專屬電視台」方面，研

究者將「非常需要」（35%，N = 148）與「需要」（37%，N = 140）

意見加總後，有超過七成（72%，N = 288）的新住民認為有此需要，

「無意見」占 19.3%（N = 77），僅有不到一成的新住民認為無此需

要（「不需要」占 8.5%；「非常不需要」占 0.5%）。本研究為統計

分析需要，將兩位柬埔寨籍受訪者併入越南籍進行分析，亦將中、

港、澳併為同一群體進行分析（後文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皆是如此處

理），進一步以 Scheffe 事後檢定（見表 3），發現有達統計顯著水

準的差異比較中，緬甸籍的新住民對族群專屬電視台的需求最高（M 

= 4.51，SD = 0.64），相較於越南、中港澳、印尼與菲律賓的新住民

有更高的需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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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成立新移民和移工專屬族群電視台需求之國籍比較 

國籍 需求意見平均值 標準差 Scheffe 事後檢定 

A. 緬甸 4.51 0.64  

B. 泰國 4.05 1.12  

C. 越南 4.00 0.94 A > C* 

D. 中港澳 3.78 0.97 A > D* 

E. 印尼 3.69 0.99 A > E* 

F. 菲律賓 3.68 1.11 A > F* 

總和 3.98 0.96  

F (5, 394) = 6.96, p < 0.001 

*p < 0.05 

 

在「收看以自己母語播出的電視節目之意願」方面，本研究在定

義「母語」時，針對中國大陸籍的新住民，有特別說明指的是「家鄉

話」（如：廣東話、上海話、山東話⋯⋯等），並非台灣社會想當然

爾的「國語」或「普通話」。研究者將「非常願意」（33.8%，N = 

135）與「願意」（40.5%，N = 162）意見加總後，有超過七成

（74.3%，N = 297）的新住民表達有此意願，「普通」占 24.3%（N = 

97），僅有不到 2% 的新住民表達沒有意願（「不願意」占 1.3%；

「非常不願意」占 0.3%）。進一步以 Scheffe 事後檢定（F (5, 394) = 

3.69，p < 0.01），發現有達統計顯著水準的差異比較中，緬甸籍的新

住民對於收看以自己母語播出的電視節目之意願最高（M = 4.31，SD 

= 0.68），中港澳籍對收看以自己母語（家鄉話）播出的電視節目意

願相對最低（M = 3.88，SD = 0.84）。此種情形有些類似台灣的客家

族群以及原住民族群，隨著世代推衍以及國語政策的推行，年輕一代

已漸漸失去聽說自己母語的能力，對於母語需求與認同的重要性也隨

之降低，中國大陸年輕一代也大多以官方語言「普通話」溝通，家鄉

話的認同與重要性或許也會因此逐漸流失。不過，就意願平均分數而

言，中港澳籍在滿分 5 分的量表中平均數也有 3.88，顯見收看自己母

語節目的意願也不算低，在台灣的主流媒體中，中國大陸的「家鄉

話」比「客語」或「原住民語」或「東南亞語」更不見身影，關照大

陸籍新住民之傳播權，應該要讓中港澳籍新住民的母語或家鄉話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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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聽見或繼續傳承下去。 

在「收看與自己族群相關的電視節目內容之意願」方面，研究者

將「非常願意」（29.0%，N = 116）與「願意」（44.8%，N = 179）

意見加總後，也有高達七成（73.8%，N = 295）的新住民表達有此意

願，「普通」占 25.8%（N = 103），僅有不到 2% 的新住民表達沒有

意願（「不願意」占 1.3%；「非常不願意」占 0.3%）。顯見新住民

在成立專屬族群電視台以及收看母語和族群相關的電視節目內容，均

有高度需求與意願。 

在目前台灣的電視媒體中，新住民普遍覺得與自身族群相關的電

視節目量不足（「非常不夠」占 10.3%，N = 41；「不夠」占

34.8%，N = 139；「普通」占 44.5%，N = 178），僅有約 1 成的新住

民表達足夠（「足夠」占 7.8%，N = 31；「非常足夠」占 2.8%，N = 

11）。顯示有高達九成的新住民覺得在台灣與其族群相關的電視節目

量是普通與不足。 

在台灣的電視節目中所呈現的族群相關形象，以「非常正面」到

「非常負面」（5 分到 1 分）詢問，僅有一成多的新住民覺得是正面

的（「非常正面」占 1.3%，N = 5；「正面」占 12.3%，N = 49），絕

大多數的新住民覺得媒體形象的呈現是「普通」（74.5%，N = 

298），甚至是負面的（「負面」占 9.8%，N = 39；「非常負面」占

2.3%，N = 9）。進一步以 Scheffe 事後檢定（F (5, 394) = 4.64，p < 

0.001），發現有達統計顯著水準的差異比較中，中港澳籍的新住民覺

得台灣電視節目呈現其相關形象的觀感是比較偏向負面的（M = 2.8，

SD = 0.64），即便平均分數最高的越南籍新住民（M = 3.15，SD = 

0.59），平均觀感亦未偏向正面。 

在節目類型需求方面，本研究問卷所設計的 15 種類型電視節

目，受訪者複選最多五種的結果顯示，排名前五名最想看的母國節目

是：新聞（74.0%，N = 296），美食料理（48.3%，N = 193），綜藝

（34.5%，N = 138），旅遊（34.0%，N = 136）及文化藝術（30.3%，

N = 121）。排名前五名最想看的台灣節目是：新聞（66.8%，N = 

267），美食料理（52.0%，N = 208），旅遊（33.5%，N = 134），綜

藝（31.5%，N = 126）及文化藝術（29.8%，N = 119）。結果與最想

看的母國節目類型雷同，僅有旅遊節目與綜藝節目的排名稍有次序變

化。但再進一步詢問關於新移民和移工的文化最好以什麼類型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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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時，節目類型上卻出現了變化，排名前五名的節目類型是：新聞

節目仍居冠（89.3%，N = 357），但選擇人次明顯變多；第二名變成

了音樂節目（81.3%，N = 325）；第三名旅遊節目（80.3%，N = 

321）仍在榜上；第四名變成電影節目（79.3%，N = 317）；第五名

也變成了兒少節目（76.8%，N = 307）。顯見新住民對於想看的節目

類型和適合呈現族群文化的節目類型有不同的想法（三者比較表整理

於表 4）。 

 
表 4： 最想看的母國節目類型、台灣節目類型及最適合呈現新移民／ 

工的節目類型並列整理（各題均為複選題，複選最多五項） 

排名 
最想看的

母國節目

頻次 
（%） 

最想看的

台灣節目

頻次 
（%） 

適合呈現新移

民／工的節目

頻次 
（%） 

第一名 新聞節目
296 

（74.0%）
新聞節目

267 
（66.8%）

新聞節目 
357 

（89.3%） 

第二名 美食料理
193 

（48.3%）
美食料理

208 
（52.0%）

音樂節目 
325 

（81.3%） 

第三名 綜藝節目
138 

（34.5%）
旅遊節目

134 
（33.5%）

旅遊節目 
321 

（80.3%） 

第四名 旅遊節目
136 

（34.0%）
綜藝節目

126 
（31.5%）

電影節目 
317 

（79.3%） 

第五名 文化藝術
121 

（30.3%）
文化藝術

119 
（29.8%）

兒少節目 
307 

（76.8%） 

 

三、對族群專屬電視台節目播出語言和字幕之需求 

新住民對於族群專屬電視頻道播出語言和字幕的需求，無論針對

本人及族群兒童而言，都是一致的，以「母語發音搭配中文字幕」居

冠（針對本人：41.8%，N = 167；針對兒童：43.3%，N = 173），

「雙語發音搭配中文字幕」排名第二（針對本人：19.5%，N = 78；

針對兒童：18.3%，N = 73），「國語發音搭配中文字幕」排名第三

（針對本人：16.5%，N = 66；針對兒童：17.0%，N = 68）。進一步

追問排名第二「雙語發音搭配中文字幕」選項中的「雙語」所指為

何，針對本人而言，選擇該選項的 78 位新住民中，有 79.5%（N = 

62）表達「雙語」係指「母語+國語發音」；針對族群兒童而言，也

有一致性的結果，選擇該選項的 73 位新住民中，有 87.7%（N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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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達需求是「母語+國語發音」。 

與國籍交叉分析（見表 5），將「母語發音」與「雙語發音」的

人數加總後，發現無論針對本人及族群兒童，東南亞籍新住民對於母

語或雙語發音的需求（針對本人：86.4%，N = 259；針對族群的兒

童：85.6%，N = 257），幾乎都較中港澳籍來得高（針對本人：

62.0%，N = 62；針對族群的兒童：61.0%，N = 61），顯見與台灣不

同文的東南亞籍新住民，希望在專屬的族群電視台中能夠多看到以自

己母語發音配上中文字幕的節目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社會普遍

認為大陸籍的新住民與台灣同文同種，似乎沒有「母語」（家鄉話）

的需求，然而，從表 5「中港澳籍」的數字可以發現，將所有「母語

發音」與「雙語發音」的人數加總後，中港澳籍的新住民，有高達六

成的受訪者有「母語」（家鄉話）的需求。 

 

表 5：對族群專屬電視台節目播出語言和字幕需求之國籍比較 

台灣關於新移民的電視節目，針對您本人，以何種語言與字幕呈現較好 

播出語言及字幕需求
東南亞籍 中港澳籍 

百分比（總人數） 
百分比（人數） 百分比（人數）

母語發音無需字幕 9.0%（27） 5.0%（5） 8.0%（32） 

母語發音+中文字幕 45.7%（137） 30.0%（30） 41.8%（167） 

母語發音+母語字幕 7.7%（23） 1.0%（1） 6.0%（24） 

雙語發音無需字幕 5.0%（15） 5.0%（5） 5.0%（20） 

雙語發音+中文字幕 19.0%（57） 21.0%（21） 19.5%（78） 

國語發音+中文字幕 11.3%（34） 32.0%（32） 16.5%（66） 

閩南語發音+中文字幕 0.0%（0） 4.0%（4） 1.0%（4） 

客語發音+中文字幕 0.0%（0） 0.0%（0） 0.0%（0） 

其他 2.3%（7） 2.0%（2） 2.3%（9） 

總數 75.0%（300） 25.0%（100） 1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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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續） 

台灣關於新移民的電視節目，針對您族群的兒童，以何種語言與字幕呈現較好 

播出語言及字幕需求
東南亞籍 中港澳籍 

百分比（總人數） 
百分比（人數） 百分比（人數）

母語發音無需字幕 8.0%（24） 5.0%（5） 7.3%（29） 

母語發音+中文字幕 46.3%（139） 34.0%（34） 43.3%（173） 

母語發音+母語字幕 8.0%（24） 0.0%（0） 6.0%（24） 

雙語發音無需字幕 4.0%（12） 7.0%（7） 4.8%（19） 

雙語發音+中文字幕 19.3%（58） 15.0%（15） 18.3%（73） 

國語發音+中文字幕 12.0%（36） 32.0%（32） 17.0%（68） 

閩南語發音+中文字幕 0.0%（0） 5.0%（5） 1.3%（5） 

客語發音+中文字幕 0.0%（0） 0.0%（0） 0.0%（0） 

其他 2.3%（7） 2.0%（2） 2.3%（9） 

總數 75.0%（300） 25.0%（100） 100.0%（400） 

 

四、新住民希望族群專屬電視台提供的功能 

在族群媒體功能方面，如表 6 所示，本研究以五點李克特量表就

15 個功能選項詢問，400 位新住民受訪者認為專屬的族群電視台應提

供的功能前三名（將「非常希望」與「希望」選項人數加總）分別

是：「提供在台灣生活的資訊」、「提供就業資訊」及「紓解鄉

愁」；排名最低的三名分別是：「提升族群的政治影響力」、「對抗

刻板印象」及「提供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的管道」，但就希望程度人數

與比例而言，此末三項仍有超過半數以上受訪者有此期待。因此，如

何創建一個可以影響政治決策及改善新移民處境的公共領域，應是未

來移民專屬媒體需要多加努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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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住民使用廣電媒體和網路的動機以及電視的使用行為 

我們若再比對新住民目前在台灣使用廣電媒體和網路的動機，在

問卷 24 項動機中，上網動機前三名為：「可以讓我知道原生國的消

息」（68.8%，N = 275）、「可以讓我得到工作的訊息」（64.0%，N 

= 256）以及「可以讓我提高工作的知識與能力」（60.8%，N = 

243），這三項在電視媒體的使用動機是排名最低的前三名（見表

7），顯示台灣現有的主流電視媒體在提供新移民關於原生國的消息

與文化，以及在台工作訊息或增進工作知識等面向應是相對不足，因

此移民在網路上尋求這些資訊顯得相對較充足，而這些需求也正是受

訪者期待未來族群專屬電視台能夠提供功能的前兩名。希望未來移民

專屬電視台能夠彌補現在主流電視媒體之缺失，讓移民也能夠透過多

元管道得知原生國之消息及在台工作訊息與知識。 

 
表 7：新住民使用廣電媒體和網路的動機比較 

題號及動機項目
看電視 上網 聽廣播 沒有媒體符合 總和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2. 可以讓我知道原

生國的消息 
91 22.8% 275 68.8%  6 1.5% 28 7.0% 400 100% 

6. 可以讓我得到工

作的訊息 
96 24.0% 256 64.0% 10 2.5% 38 9.5% 400 100% 

7. 可以讓我提高工

作的知識與能力

98 24.5% 243 60.8% 11 2.8% 48 12.0% 400 100% 

 

新住民最常以「有線電視」（58%，N = 215）來收看電視，其次

是「無線電視」（21.6%，N = 80），第三是「手機」（9.7%，N = 

36）。與前述發現電視仍是傳播新住民文化的適當管道，以及新住民

希望接收族群專屬電視台的管道仍以傳統的電視媒體居多兩者相符。

雖然當今普遍認為有線電視的剪線率增高，年輕的電視觀眾轉往網路

影音平台接收電視內容居多，但新住民對於傳統的電視管道以及有線

與無線電視的接收方式仍有一定的需求存在。 

新住民無論在週間及週末最常收看電視的時段均為晚上 6 點至

12 點（見表 8），以 20:00-22:00 最多，18:00-20:00 居次，22:00-

24:00 第三。因此，晚間時段應播放大多數新住民較喜歡看的節目類

型，而其餘時段則應安排不同年齡層或不同背景新住民為收視群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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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滿足不同背景新住民的收視需求。 

 
表 8：最常收看電視的時段（複選，最多兩個） 

收看電視的時段 
週一到週五 週末或例假日 

答案數 百分比 答案數 百分比 

晚上 18:00-20:00 125 33.9% 100 27.2% 

晚上 20:00-22:00 173 46.9% 162 44.0% 

晚上 22:00-24:00  65 17.6%  61 16.6% 

 

六、新住民對目前台灣製播的新移民／工影視節目之觀看

情形與滿意度 

台灣目前製播的新移民／工影視節目，新住民的觀看情形如表 9

所列，將觀看頻率重新歸類為「有收看」與「不曾收看」兩大類之

後，發現不曾收看這些新移民／工節目的人數比例相當高，幾乎都在

五成以上；收看比例最高的三個新移民影視節目依序是：《WTO 姊

妹會》、《台灣是我家》及《華視新住民新聞》，除了前兩名的收看

人數有超過五成，其餘大致在四成以下，而且各節目有收看者均是以

「偶爾收看」和「很少收看」居多。《WTO 姊妹會》是八大電視第

一台製播的訪談性節目，來賓以新住民為主，邀請嫁、娶到台灣的世

界各地新移民討論世界各國文化的差異、文化衝擊、異國風俗、語言

學習經驗、婚姻生活等。《台灣是我家》是以正面論述新住民的形

象，深入報導新移民的生活、夢想、成就，以及在台灣打拚的足跡。

《華視新住民新聞》是以越、印、泰三種語言製作新住民新聞，聚焦

新住民感興趣的民生議題，不只友善新住民，更希望孩子陪媽媽一起

看新聞、聽母語，學媽媽的話，這是台灣主流電視頻道中，首次以東

南亞語言播報新聞給在台新住民（蘇瑋璇，2015.07.26）。這三個新

住民收看比例較高的節目，其主要播出時段多安排在新住民最常收看

電視的時段，較符合新住民的觀影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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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以五點利克特量表詢問有收看者觀賞上述新移民／工影視

節目的動機，前三名為：「節目內容可以幫助我得到更多知識」（M 

= 4.07，SD = 0.74）、「想要放鬆心情」（M = 4.03，SD = 0.68）與

「可以聽到自己熟悉的母語」（M = 4.02，SD = 0.75）。顯見增進知

識、放鬆心情和聽到母語是新住民願意觀看以他們為主體的節目之重

要動機。 

接著詢問有收看者對現有移民／工影視節目的滿意度（最高 4

分，最低 1 分），排名依序為《幸福新民報》、《華視新住民新聞》

及《WTO 姊妹會》。不過，整體而言，滿意度並不算高（見表

10）。滿意度排名第一的《幸福新民報》，以中、越、印、泰四種語

言播出，內容包括用料理好味道讓大家認識新住民文化、透過繪本動

畫由新住民媽媽為小朋友講述母國童話故事、請工作達人分享就業成

功祕訣以及介紹生活妙招與政府服務資源（新北市政府新聞局，

2015.05.18），每一季的節目都有一些創新，例如：除了各行各業主

角的故事外，還有輕鬆有趣的街訪小單元，訪問不同國家的朋友對美

食及生活習慣等議題的看法；或是讓主持群國籍開始多元，增加英語

發音等。節目多變化的作法或許可以提供未來新住民電視台發想節目

或改進方向之參考。 

 
表 10：對於目前台灣的新移民／工影視節目的滿意度 

滿意度排名 節目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1 《幸福新民報》 3.11 0.54 

2 《華視新住民新聞》 3.08 0.56 

3 《WTO 姊妹會》 3.07 0.53 

4 《台灣是我家》 3.04 0.52 

5 《越說越好》 3.03 0.54 

6 《唱四方》 3.03 0.46 

7 《緣來一家人》 3.02 0.50 

8 《我在台灣你好嗎》 3.00 0.54 

9 《愛上這一家》 2.98 0.47 

10 《GWO Taiwan News》 2.98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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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賞上述新移民／工影視節目的受訪者如何得知上述節目，受

訪者之接觸管道以「親朋好友介紹」最多（44.5%，N = 151），「自

行尋找」居次（18.3%，N = 62），「從節目的宣傳廣告得知」排名

第三（8.0%，N = 27），顯見口耳相傳是目前新移民／工影視節目的

主要宣傳管道。但由上述收視狀況不佳的情形來看，新移民影視節目

須加強節目的行銷宣傳管道與技巧，除了電視媒體與網路的宣傳外，

也可搭配社群媒體粉專小編的經營與抽獎活動之安排，吸引更多新住

民互動與關注，也應多方透過新移民的廣播節目、新移民常聚會與上

課的新移民會館、新移民小吃店、設有新住民學習中心或課程之國中

小學、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等管道，讓節目訊息廣為周知。 

而新移民若有任何一個台灣製播的新移民／工影視節目未觀看過

的話，整體而言，造成新移民不看的最主要原因，第一是「播出時間

不適合新住民收看」（23%，N = 129），第二是「沒有時間可以觀看

這些節目」（22.5%，N = 126），第三是「不知道台灣有新移民／工

的影視節目可以看」（21.8%，N = 122）。顯見目前製作給新移民的

影視節目要更加強節目宣傳及時段的安排，以符合新住民的觀影習

慣。 

 

伍、結論與討論 

在新住民眼中，台灣的主流媒體以新住民為目標收視群所製作的

電視節目量相當貧乏，有高達九成的新住民覺得在台灣與其族群相關

的電視節目量是普通與不足，主流電視媒體所呈現的新住民形象也不

夠正面，僅有一成多的新住民覺得在台灣電視節目中所呈現的族群相

關形象是正面的，中港澳籍相對其他東南亞國籍的新住民，更覺得台

灣電視節目呈現中港澳族群的形象比較偏向負面。 

台灣的新住民對於族群專屬電視台有強烈需求。超過七成的新住

民認為台灣需要成立一個新移民電視台，緬甸籍的新住民對族群電視

台的需求最高，相較於越南、中港澳、印尼與菲律賓的新住民有更高的

需求度。約七成五的新住民表達有收看以自己母語播出電視節目之意

願，緬甸籍的新住民意願最高；中港澳籍雖然意願最低，在滿分 5 分

的量表中平均數也有 3.88，顯見收看自己母語節目的意願也不算低，

中國大陸籍的新移民雖然看似文化和語言相對於東南亞籍較接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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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然而，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各省有其獨特的文化與家鄉話，應該

被理解與看見。超過七成的新住民表達有收看與自己族群相關電視節

目內容之意願，新住民希望接收專屬族群電視台的管道在電視與網路

影音平台有著分庭抗禮之需求。過去在內政部戶政司的人口統計資料

中，緬甸籍的新住民經常被隱身在「其他」類，本研究獨立為一個國

籍項目後，他們的需求反而能夠被看見。 

新住民對於族群專屬電視台節目播出語言和字幕的需求，無論針

對本人及族群兒童都是以「母語發音搭配中文字幕」居冠，顯見新住

民大多希望在專屬的族群電視台聽見自己的母語。東南亞籍新住民對

於母語或雙語發音的需求，都較中港澳籍來得高，其中以緬甸籍新住

民意願最高，回頭審視台灣目前的新移民影視節目僅以越、印、泰三

語為大宗，明顯忽視緬甸籍新住民的媒介公民權。更值得關注的是，

中港澳籍的新住民有高達六成的受訪者有「母語」（家鄉話）的需

求，並非像台灣社會普遍認為大陸籍的新住民與台灣同文同種，沒有

「母語」（家鄉話）的播出語言需求。 

在專屬族群電視台的節目類型需求方面，新住民對於想看的節目

類型和適合呈現族群文化的節目類型有不同的想法。在族群媒體的功

能方面，新住民認為移民電視台最應提供的功能前三名是：「提供在

台灣生活的資訊」、「提供就業資訊」及「紓解鄉愁」，顯見這群新

住民期待族群媒介具有雙重角色：融合與多元，如 Subervi-Vélez

（1986）所言，少數族群媒介需兼具協助少數族群適應主流社會，以

及透過少數族群的母語和文化內容，維持少數族群對於自己族群文化

的聯繫。排名最低的族群媒體功能前三名分別是：「提升族群的政治

影響力」、「對抗刻板印象」及「提供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的管道」，

但此末三項仍有超過半數以上受訪者對此有期待。過去曾有學者提出

族群媒介的目的與功能，包括：對抗負面形象與強化政治影響（如

Browne, 1996）；而台灣社會在探討原住民與客家族群文化議題時，

不少學者也認為，欲去除弱勢族群長期被貼上的標籤與刻板印象、保

存其獨特的文化，必須仰賴公共媒體的支持（陳春富，2012）。不

過，此次調查顯示新住民對於提供就業與在台生活資訊等實用功能的

期待，似乎較對抗刻板印象、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管道與政治影響力等

爭取自我發聲權益的需求來得高，某種程度或許反映出這群新住民的

需求有不少仍停留在 Maslow（1970）的需求層次理論中較低階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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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與安全需求，當這些基本需求被滿足之後，才有心思去追求歸屬

感以及尊重的需求。意即當這群新住民基本的傳播接收權先獲得滿足

後，或許他們才有餘力進一步追求發聲權。未來移民媒體成立時，或

許應以滿足新住民所需內容的接收權為優先，再逐步發展完整的族群

媒介功能。以過去原住民的族群媒體《原報》與《獵人文化》為例，

這兩份刊物原意是希望以內容影響族人，凝聚族人集體意識，為重建

族群文化、找回主體性而努力，但外界的肯定總是比部落內的還要

多，因為刊物本身「知識份子」性格太重，菁英式的論述可能使族人

產生對刊物的疏離感，在「叫好不叫座」的情況下停刊（吳宛憶，

2008）。在經營移民族群媒體時應注意平衡菁英式觀點與一般移民觀

點之落差。 

在節目類型需求方面，新住民除了新聞節目之外，對於娛樂、美

食、旅遊、電影、音樂、藝文、兒少等節目亦有高度需求，就多元的

公共領域而言，專屬族群電視台應同時包含公、私領域的內容，才能

讓新住民有更完整的媒介公民權。以澳洲特殊廣電服務（SBS）為

例，其超過 60 種語言的電視服務以及超過 50 種語言的線上服務來滿

足移民的傳播需求（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8），並且在提供美食

節目以及世界電影服務之後，現已衍生全天候提供世界美食料理妙方

的美食頻道 Food Network，以及觀賞來自超過 45 個國家、70 種語言

的世界電影頻道（SBS, 2016），滿足移民以及澳洲人民認識各國移民

文化的需求。而面對傳播科技發展，可參考 SBS 的做法，結合網路

影音平台的隨選視訊服務，主打來自新移民國家的電影以及以他們為

題材所製作的戲劇和紀錄片，讓移民媒體成為多元平台與多元文化交

流之窗，這些都是台灣新住民媒介公民權未來發展可以努力的方向。 

新住民最常收看電視的時段為晚上 6 點至 12 點，族群電視台在營

運之初若為經費所限，也未必要採全天候 24 小時播出，而是可以先

採每天晚間播出六小時的做法，之後再循序漸進增加播映時數。像澳

洲 SBS TV 起初每週播出 35 小時，1980 年代漸增至 55 小時（王菲

菲，2005），後來才進展到一天播 24 小時。又族群專屬媒體的功能不

僅在傳承族群語言與文化、凝聚族群認同、為少數族群發聲，同時也

可提供來自不同東南亞國家的節目給所有台灣人觀賞，促進台灣人對

東南亞文化的了解與溝通，扮演在公共領域中整合不同觀點與經驗的

重要角色。未來台灣新移民電視台全時段的節目安排，應整合主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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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新住民不同收視時段之特性，妥善安排適合目標觀眾群之接收內

容，發揮最佳的族群媒介功能。台灣目前製播的新移民影視節目，超

過五成以上的新住民不曾收看，不看的原因最主要是「播出時間不適合

新住民收看」、「沒有時間可以觀看這些節目」、「不知道台灣有新移

民／工的影視節目可以看」，顯見目前製作給新移民的電視節目要更加

強節目宣傳及時段安排，以符合新住民的媒體使用習慣。 

本文依據調查結果，建議新移民專屬電視台之傳輸管道應以傳統

電視與網際網路相互搭配，不能只是將線上網站視為傳統媒介的附屬

平台或唯一播放平台，誠如 Flew（2011）所言，公共的廣播電台或電

視台不應只是被設想為一個公共服務的電台或電視台，應該重新構想

為一個提供公共服務的媒體組織（public service media organizations），

發展以服務為基底與提供中立的平台，以完成內容多元與媒介公民權

的使命。本研究在調查「希望透過何種方式收看新移民／工專屬的族

群電視台」時，亦有 46% 的受訪者沒有選擇「網際網路」，因此，

政府在制度上應提供最基礎的媒介近用形式保障，因為新住民依然有

些人需要仰賴傳統媒介，移民專屬媒體的設立，需考量各國移民在經

濟或媒介使用方面可能存在落差，應兼顧新舊媒體的多元傳播環境，

才能避免傳播科技或經濟落差可能造成的媒介公民權損害。 

台灣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管理新移民傳播服務的機構，統籌目前分

散各公部門的製作經費，擘劃具有長期規畫性的節目策略地圖，兼顧

多元性、大眾化與公共性，亦即在滿足新移民廣電媒體基本需求的同

時，也應兼顧與其他族群之交流與互動。目前台灣大約有十來個以新

住民為收視對象製播的影視節目，大多在主流媒體頻道或是網路上播

出，但成效並沒有預期的好，原因可能是播放頻道零星分散再加上宣

傳不足，因此連新住民自己都很難得知這些節目在哪裡，更遑論其他

族群的觀眾；移民專屬頻道的成立，絕非只是一個孤立的頻道，它必

須同時成立一個專責的移民傳播機構，將資源有效地統整後，方有能

力可以與主流媒體相互競合。 

族群傳播的目的是建立本身就是多元的主流文化，是藉由差異建

立讓大家可以共享的「主流」（蕭新煌，2005）。本文則進一步建

議，要採用文化混雜性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以關注移民文化與主流

文化的交融與混雜，而非本質化傾向的多元文化主義，僅關注弱勢文

化如何在主流文化中的生存與肯認；新移民電視台是要讓台灣社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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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不同的文化、語言與觀點，並非一味強調彼此的差異，而是要促進

彼此的交流與瞭解。因此，移民電視台的母語節目均應配上中文字幕

或設定語言切換功能，讓其他族群觀眾也可切換中文（或英文）收

看，以促進新移民各族群之相互理解，以及台灣主流社會對新移民文

化與在台生活之認識。如 McClean（2012）所倡議，提供移民公共廣

電服務的機構，在面對一個全球媒體、社區語言與文化公民權交織的

環境，必須思考公共媒體提供的多語服務，要如何取捨才能提供有用

的服務讓閱聽人能夠發揮其媒介公民權，而「語言社區」的概念，不

應囿限於說該母語的社區，應調整為再現、倡議與平等近用的架構；

閱聽人的概念，也不應只是停留在被動的接收服務者，而是會因為媒

介使用習慣的改變或是因為有共同的節目內容偏好而集結在一起的群

體。 

趙剛（2006）亦指出，多元文化主義若只談消極的承認與包容，

而不積極討論「學習」他者的文化，永遠只是各自畫界的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最終應該要建立一個自我與他者間良好的發展關係，他者不

應只是被寬容與承認的對象，也應是學習的對象。因此，移民媒體對

內應該促成不同國籍移民間的相互交流，對外應促進與主流媒體以及

主流群體之間的相互理解，其目標觀眾群應擴及一般大眾，積極扮演

促進各群體間互動與相互學習的多元文化呈現，而非孤島式的文化傳

承，具體作法可以和主流媒體合製節目或是互惠交換映演，達到對外

行銷之實效。 

台灣社會面臨文化與語言多元分歧、網路科技四通八達、媒體播

放平台相互匯流的時代，已不能再用傳統的媒介公民權來思考新移民

的傳播權益，應該要改採結合多元公眾模式、文化混雜性的多元文化

主義並整合數位傳播互動科技的思維。而新移民的專屬媒體是多元公

共領域的一種類型，政府應實際了解新移民的需要，擘劃符合新移民

傳播需求的公共廣電服務媒體組織，培養新住民傳播人才，由新住民

參與經營與製播節目，播放的內容應關注不同族群的「觀點」，並且

跳脫本質化傾向的多元文化主義的侷限，應朝向文化混雜性的多元文

化主義，意即移民媒體不要自我隔離，應與主流社會與主流媒體相互

交流，其目標不能囿限於族群「語言」與「傳統」的傳承，因為，移

民媒體並非只在反映與凝聚族群認同，而是必須嵌入全球文化與認同

的流動中。因此，播出內容除了呈現新住民母國的文化外，亦應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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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地適應後的文化與認同，以及新移民在台的生活實況與台灣文

化的交融，以有別於母國的節目內容；呈現的議題不應侷限在過去認

為和媒介公民權比較相關的政治與公共領域議題，因為一個多元的公

共領域，應同時包含公、私領域的議題，如此才不會讓婦女或是工人

的話題被認為是私事而未獲認真看待。 

有鑑於單一的公共領域會迫使私領域的性別議題被排除在外，而

台灣新住民又以女性為大宗，從多元公共領域與多元公眾的角度，新

移民的專屬媒體應肩負在公共領域中擴大女性議題、為女性爭取利益

的角色，以平衡主流媒體容易將性別議題八卦化、娛樂化或道德化的

作法，並且，作為一個跨國的公共領域，跨國女性面對國際與國內的

經濟或性別剝削議題，亦應納入公共領域討論的議題中；娛樂、戲劇

或其他文類的內容也應納入公共領域之中，讓媒介公民權有更完整的

文化面向歸屬感；面對網路播放平台愈來愈普遍的現實，少數族群廣

電媒體組織，應審慎檢視與比較傳統與網路媒介在促進公民權參與的

潛力，整合各自的優勢，提供中立而多元的平台，讓公民能夠成為參

與式的內容創製者，發揮多元的媒介公民權功能。從一個有關照到階

級差異與經濟剝削的多元文化主義，來賦予新移民媒介公民權以及建立

公共領域，應該要善用移民專屬媒體開闢公共與政治議題的討論空間，

建立族群間對等的對話關係，進而督促政府改善新移民的社會處境與勞

動環境，以增進新移民平等的公民權為具體目標，才不會讓移民專屬媒

體淪為僅偏重「文化政治」的文化與族群認同保存，卻忽視了促進經濟

與社會權利保障的社會責任。 

本研究嘗試將族群媒體功能的理論論述轉化為量表，在調查台灣

新移民希望專屬族群電視台提供何種功能時，部分量表項目概念未能

完全互斥，例如：「提供新移民與移工的媒體能見度」，與「對抗刻

板印象」、「促進少數族群與台灣社會交流」，在某些意義層面上產

生重疊，雖然量表已經由三位學者專家進行專家效度檢驗，但初探型

的研究難免仍有疏漏，希望未來研究可以繼續發展更具有信效度之族

群媒體功能量表。本次調查跨國婚姻新住民對專屬族群電視台的需

求，也同時發現表達「無意見」者占 19.3%（N = 77），「不需要」

占 8.5%（N = 44），「非常不需要」占 0.5%（N = 2），未來可以針

對覺得沒有必要成立族群專屬電視台的新住民進行質性研究，以了解

其不需要專屬移民電視台為其服務之背後意涵。本次調查由於經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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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僅針對北北基桃四區的跨國婚姻移民做調查，由於移民專屬電視

台的傳播對象亦包括移工，建議未來研究可進行更完整的地域以及移

工傳播權調查。最後，本研究僅了解新住民對現有新移民影視節目之

觀影動機與滿意度，未來研究可針對各個節目進行深入的內容分析與

族群閱聽人研究，以提供完整節目改善資料予相關從業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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