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蘋果日報》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2017 年 9 月 26 日 12 時 00 分~12 時 45 分 

地點：蘋果日報大樓 5 樓 503 會議室 

會議記錄摘要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以下簡稱葉）：大家好，大部分的

人都到了，那我們就先開始吧。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社工員闕壯宇（以下簡稱闕）說明提案一內容。 

提案一 

提案委員：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社工員闕壯宇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 

1.2017/06/16 即時新聞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  

2.2017/08/31 即時新聞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831/1193971/  

新聞標題： 

1. 【不要臉動畫】熊抱妻舅女友逼口愛 惡男竟辯「她勾引我」 

2. 女女戀性侵 12 次 少女替她向法官求情 

違反條文： 

貳、分則 

一、性侵害、性騷擾新聞之處理 

(四)有關性侵害、性騷擾等題材之新聞，應避免使用動畫與模擬圖片詳細描繪侵

害情節。 

主要申訴內容：模擬圖片 

違反自律綱要之內容： 

1. 

 

 

 

 

 

 

 

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831/1193971/


 

主要申訴意見： 

為避免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性侵害類新聞應避免有描繪侵害過程之示意圖或模

擬圖，尤其第二則的被害人為未成年，應採審慎態度處理。 

 

 

葉：這次主要針對圖片，跟動畫部分有關嗎？ 

 

闕：動畫部分是 OK。 

 

《蘋果日報》突發中心副總編輯范光山（以下簡稱范）：圖片的部分已處理掉了，

我也覺得示意圖太 over，突發中心就基隆的這則已經把示意圖先拿掉了。 

 

葉：第一則已經拿掉，第二則還沒？ 

 

《爽報》總編輯許麗美（以下簡稱許）：第二則是即時的。 

 

葉：這則圖片可以處理嗎？ 

 

《蘋果日報》總編輯宋伯東（以下簡稱宋）：智仁那邊可以嗎？就是直接摸性器、

猥褻的我們就盡量避免。 

 

《蘋果日報》網路中心副總編輯鄭智仁（以下簡稱鄭）：可以。 

 

葉：在這樣的圖片呈現上真的要注意一下。 

 

註： 

 

06/16 22:48 即時新聞《【不要臉動畫】熊抱妻舅女友逼口愛 惡男竟辯「她勾引

我」》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applesearch/

%E3%80%90%E4%B8%8D%E8%A6%81%E8%87%89%E5%8B%95%E7%95%AB%E3

%80%91%E7%86%8A%E6%8A%B1%E5%A6%BB%E8%88%85%E5%A5%B3%E5%8

F%8B%E9%80%BC%E5%8F%A3%E6%84%9B%E3%80%80%E6%83%A1%E7%94%

B7%E7%AB%9F%E8%BE%AF%E3%80%8C%E5%A5%B9%E5%8B%BE%E5%BC%9

5%E6%88%91%E3%80%8D 

 

  

  

08/31 06:47 即時新聞《女女戀性侵 12 次 少女替她向法官求情》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831/1193971/applesearch/

%E5%A5%B3%E5%A5%B3%E6%88%80%E6%80%A7%E4%BE%B512%E6%AC%A1

%E3%80%80%E5%B0%91%E5%A5%B3%E6%9B%BF%E5%A5%B9%E5%90%91%E

6%B3%95%E5%AE%98%E6%B1%82%E6%83%85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applesearch/%E3%80%90%E4%B8%8D%E8%A6%81%E8%87%89%E5%8B%95%E7%95%AB%E3%80%91%E7%86%8A%E6%8A%B1%E5%A6%BB%E8%88%85%E5%A5%B3%E5%8F%8B%E9%80%BC%E5%8F%A3%E6%84%9B%E3%80%80%E6%83%A1%E7%94%B7%E7%AB%9F%E8%BE%AF%E3%80%8C%E5%A5%B9%E5%8B%BE%E5%BC%95%E6%88%91%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applesearch/%E3%80%90%E4%B8%8D%E8%A6%81%E8%87%89%E5%8B%95%E7%95%AB%E3%80%91%E7%86%8A%E6%8A%B1%E5%A6%BB%E8%88%85%E5%A5%B3%E5%8F%8B%E9%80%BC%E5%8F%A3%E6%84%9B%E3%80%80%E6%83%A1%E7%94%B7%E7%AB%9F%E8%BE%AF%E3%80%8C%E5%A5%B9%E5%8B%BE%E5%BC%95%E6%88%91%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applesearch/%E3%80%90%E4%B8%8D%E8%A6%81%E8%87%89%E5%8B%95%E7%95%AB%E3%80%91%E7%86%8A%E6%8A%B1%E5%A6%BB%E8%88%85%E5%A5%B3%E5%8F%8B%E9%80%BC%E5%8F%A3%E6%84%9B%E3%80%80%E6%83%A1%E7%94%B7%E7%AB%9F%E8%BE%AF%E3%80%8C%E5%A5%B9%E5%8B%BE%E5%BC%95%E6%88%91%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applesearch/%E3%80%90%E4%B8%8D%E8%A6%81%E8%87%89%E5%8B%95%E7%95%AB%E3%80%91%E7%86%8A%E6%8A%B1%E5%A6%BB%E8%88%85%E5%A5%B3%E5%8F%8B%E9%80%BC%E5%8F%A3%E6%84%9B%E3%80%80%E6%83%A1%E7%94%B7%E7%AB%9F%E8%BE%AF%E3%80%8C%E5%A5%B9%E5%8B%BE%E5%BC%95%E6%88%91%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applesearch/%E3%80%90%E4%B8%8D%E8%A6%81%E8%87%89%E5%8B%95%E7%95%AB%E3%80%91%E7%86%8A%E6%8A%B1%E5%A6%BB%E8%88%85%E5%A5%B3%E5%8F%8B%E9%80%BC%E5%8F%A3%E6%84%9B%E3%80%80%E6%83%A1%E7%94%B7%E7%AB%9F%E8%BE%AF%E3%80%8C%E5%A5%B9%E5%8B%BE%E5%BC%95%E6%88%91%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616/1141506/applesearch/%E3%80%90%E4%B8%8D%E8%A6%81%E8%87%89%E5%8B%95%E7%95%AB%E3%80%91%E7%86%8A%E6%8A%B1%E5%A6%BB%E8%88%85%E5%A5%B3%E5%8F%8B%E9%80%BC%E5%8F%A3%E6%84%9B%E3%80%80%E6%83%A1%E7%94%B7%E7%AB%9F%E8%BE%AF%E3%80%8C%E5%A5%B9%E5%8B%BE%E5%BC%95%E6%88%91%E3%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831/1193971/applesearch/%E5%A5%B3%E5%A5%B3%E6%88%80%E6%80%A7%E4%BE%B512%E6%AC%A1%E3%80%80%E5%B0%91%E5%A5%B3%E6%9B%BF%E5%A5%B9%E5%90%91%E6%B3%95%E5%AE%98%E6%B1%82%E6%83%85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831/1193971/applesearch/%E5%A5%B3%E5%A5%B3%E6%88%80%E6%80%A7%E4%BE%B512%E6%AC%A1%E3%80%80%E5%B0%91%E5%A5%B3%E6%9B%BF%E5%A5%B9%E5%90%91%E6%B3%95%E5%AE%98%E6%B1%82%E6%83%85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831/1193971/applesearch/%E5%A5%B3%E5%A5%B3%E6%88%80%E6%80%A7%E4%BE%B512%E6%AC%A1%E3%80%80%E5%B0%91%E5%A5%B3%E6%9B%BF%E5%A5%B9%E5%90%91%E6%B3%95%E5%AE%98%E6%B1%82%E6%83%85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831/1193971/applesearch/%E5%A5%B3%E5%A5%B3%E6%88%80%E6%80%A7%E4%BE%B512%E6%AC%A1%E3%80%80%E5%B0%91%E5%A5%B3%E6%9B%BF%E5%A5%B9%E5%90%91%E6%B3%95%E5%AE%98%E6%B1%82%E6%83%85


第一則新聞示意圖片，已下架。 

 

第二則新聞示意圖片，已下架，也請 IT 清除 cache。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行秘書曾俐瑋（以下簡稱曾）說明提案二內容。 

提案二 

提案委員：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行秘書曾俐瑋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 

2017 年 9 月 22 日 即時新聞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922/1208268/ 

新聞標題： 

【噁男片】超商店員迷戀豐滿身材 調監視器翻拍女學生 

違反條文： 

貳  分則 

一、性侵害、性騷擾新聞之處理 

（二）相關新聞應避免詳細描繪侵害細節，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主要申訴內容：報導主文、網路小編回應 

違反自律綱要之內容： 

【噁男片】超商店員迷戀豐滿身材 調監視器翻拍女學生 

（更新：新增網友意見）噁心！台北一名超商店員，因愛慕身材豐滿的女國中生

常客，竟從店內監視器翻攝女學生畫面，以「大奶國中生」為主題，傳至通訊軟

體與他人分享，如此離譜行徑長達一年。律師提醒造成女學生身分遭辨識，已違

反個資法。 

暱稱「夜郎皇」的男子透過通訊軟體 LINE 成立「歡迎來到巨乳至上的教室」群

組，超過兩百人加入，內容大多是分享色情影片、照片等，群主告知成員這行為

不妥，但這是他創的群，規矩由他訂，想怎樣就怎樣。 

一名剛加入該社群的成員，發現相簿區竟存有數十張同一名女子的照片，經了解

才知是群主偷拍分享。創群的暱稱「夜郎皇」陳姓男子在台北市某超商擔任工讀

生，去年注意到一名穿制服且身材豐滿的國中生，竟起色心，屢次從店內監視器

偷拍該少女。 

從陳男去年至今的張貼紀錄發現，幾乎每兩個月都可以看到他從監視器偷拍少女

的畫面，包括正面、側面、高角度等，甚至還有手機直接近拍當事人，甚至命名

「大奶國中生」存放在通訊軟體的相簿區，至少超過四十張照片，行徑相當大膽。 

超商店長知悉後向陳男求證，陳坦承偷拍，但並未多做解釋，僅說如果這樣對女

學生不禮貌，他願意道歉。律師廖芳萱提醒，陳男不當蒐集並散佈女學生的照片，

因制服具有可辨識身分的資訊，陳男涉及違反個資法，女學生可要求對方撤照，

並提出民事賠償。 

針對噁男翻拍女學生畫面流傳，有網友說，「監視器是掛在商店內的天花板, 光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922/1208268/


明正大的攝影, 鬼扯什麼偷拍」，還有人希望加入群組而「跪求分享」，另有人開

玩笑說，「可以去乳牛場!! 包場!!」。（特案組／台北報導） 

 

動新聞截圖 



蘋果小編回應 

 

主要申訴意見： 

此篇新聞的報導內文（色塊部分）直接將猥褻文字寫出，且具體描述犯罪過程，

但是文字新聞本身並沒有加註 18 禁門檻。另外動新聞將案主的猥褻文字截圖，

並加上配音，且一開始新聞上架時，並沒有加註 18 禁門檻，是事後才補加，但

是補加前新聞已有不少點閱率。 

本篇新聞下方留言區，蘋果日報小編回覆留言時，寫「勇者喜歡 XX 錯了嗎？」

這樣暗示性留言，雖然是開玩笑，但是對於不法情事，傳遞了犯罪也無妨的價值

觀，這種玩笑無助於匡正社會風氣，反而製造反效果。 

 

（現場播放動新聞） 

 

 



范：「大奶國中生」、「歡迎來到巨乳至上的教室」是為了舉證哪裡有不法行為，

因為它最明顯的就是這個，所以在新聞舖陳上必須放上去，至於小編留言的部

分，以後會請同事更小心一點，一些讓人不舒服的對話會避免。 

 

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林秀怡（以下簡稱林）：也許可以做一些處理，不用

全部都寫出來，比方說寫他在 LINE 上面創一個聊天室，且除了文字上的描寫，

它是一個性騷擾的案件，在當時訪問律師沒有提到，事實上媒體報導這則還滿重

要，其實可以提醒如果是被拍的人，覺得不舒服可以申訴。另外便利商店做為場

所主人，在性騷擾防治法是有相關罰則，如果可以在新聞裡面呈現這些部分，那

就不只是不雅或是尺度問題，因為事實上它就是個犯罪行為。另外，我想請教標

題「噁男片」我們去年討論過，不會再下「XX 片」的抬頭，但好像都還有，這

個部分是？那時候好像是說《蘋果》還在試，之後不會有？ 

 

許：沒有說不會有，只是可能再謹慎一點，每天新聞那麼多，那時候沒有說一定

都不會有。 

 

曾：「噁男片」，雖然他的行為一般社會觀感會覺得噁心，實際上這種批評會有

一種貼標籤的感覺。 

  

范：可是他不應該被譴責嗎？ 

 

曾：是啊。這件可能還只是民事案件，還沒有到刑事，但假使是其他刑事案件，

下這種帶有價值判斷的標題實際上就不是那麼合適。 

 

林：可是其實其他則也有啊，像「激情片」或是之前有「逞慾片」。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以下簡稱王）：那時候是我提的，

一則叫「逞慾片」，另一則叫「賤畜片」，逞慾片問題是在它把讀者的眼光從加

害者、逞慾的視角進入所以有問題，那賤畜是因為涉及種族跟國族的爭議，會激

化社會衝突跟否定人性的標籤所以不太好，我那時是申訴這兩點。 

 

葉：這則新聞的一個問題是在最後一段的律師受訪意見的呈現，就性騷擾案件來

說，它其實不是噁不噁心的問題，它應該有一個教育意義在，就是當事人在不知

情狀況下被偷拍，不一定是近身接觸，是在大家不知情下翻拍了超商的監視器畫

面，這種手法是很值得被探討。但你們最後一段又寫說「監視器是掛在商店內的

天花板，光明正大的攝影．．．」，會讓大家納悶這件事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如

果真的要問律師，律師除了提醒女學生本身個資的隱私之外，另外還有性騷擾，

這都應該清楚說明。另外你們的「隨編」，這「隨編」又是指？隨意編嗎？《蘋

果》會處理這種「性」的題材，也會去譴責那些侵入式的偷拍行為，這是有必要

的，但報導的角度可能要再斟酌一下。 

 

 

 



鄭：剛您提到「隨編」，這是我們對自己負責的態度，我們在每則 PO 文留言，

會請同事把他們自己定義的名字留下，這是我們負責任的態度，請不要用開玩笑

的眼光來提這個名字。第二，「勇者喜歡 XX 錯了嗎？」這是 PTT 上的流行梗，

是指明知這可能會被關 10 年 20 年，但他們就是喜歡去做，在沒有上下文的情況

下這句話可能被誤解，所以我們刪掉了，但我們都用譴責的立場在處理，我們的

態度絕對沒有輕謔、置身事外、轉移焦點的做法。 

  

葉：因為第一次看到「隨編」這個名詞，所以望文生義，不好意思如果有冒犯之

處請見諒。但既然這是有可能涉及觸法的行為，就應該在文章內做適當的說明跟

呈現，否則最後大家的焦點可能擺在女學生的豐滿身材跟男生的行為很噁心。 

 

宋：請法務錫波解釋一下到底有沒有性騷擾或是妨害祕密…？ 

 

《蘋果日報》法務中心資深經理葉錫波：被害人不見得在第一時間知道她的東西

已被 PO 上網，但我們報導其實沒有揭露她的身份資訊。 

 

范：到底符不符合性騷擾情節，我們也問了一些律師，他們的見解是只要被害人

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加上店員是翻拍監視器畫面再 PO 到群組上面，我們問的

律師都認為這應該不太算是性騷，但主觀上比較容易符合的是個資的部分。 

 

林：會不會構成性騷擾，這個之後可以由當事人申訴經調查後認定，如果當事人

有申訴，但我們可以去談說這「可能會」構成，呼籲當事人有一些求助的管道，

可能新聞處理到這樣就好了。過去實務上也有類似案例是成立的。 

 

 

宋：除了個資法之外，同事提到的到底有沒有性騷，其實在律師的意見裡面也可

以帶一下，這樣會比較完整。 

 

林：剛才還有講到說小編回覆的時候會留名字，比方像「隨編」，所以只要看到

名字就可以知道是哪位編輯了是嗎？這是常態嗎？這樣是好事。 

 

鄭：是啊，一直都是這樣。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說明提案三內容。 

提案三 

提案委員：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蘋果即時、蘋果日報臉書專頁 

報導日期與版面： 

1.2017/08/17 

2.2017/08/25 

3.2017/08/25 

新聞標題： 

1.3 歲童玩封口機斷指 手術復健 1 年半復原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70817/1183863/  

2.求約會被打槍 印度少年當街怒砍女童手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70825/1189920/  

3.女星頭破血流 po 上網 駁想紅＋討拍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70825/1189958/  

http://www.appledaily.com.tw/actionnews/appledaily/9/20170825/1189958/  

違反條文： 

四、血腥及暴力事件新聞之處理 

（一）過於血腥及暴力的畫面及內容，編輯時應謹慎挑選，避免過度描述（繪）

細節，畫面並應以馬賽克處理。與前述新聞有關之模擬圖片及動態影片，亦同。 

主要申訴內容：照片 

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1.3 歲童玩封口機斷指 手術復健 1 年半復原 圖片來源:蘋果即時 

 

2. 求約會被打槍 印度少年

當街怒砍女童手  圖片來源:

蘋果即時 

 

 

3.女星頭破血流 po 上網 駁想紅＋討拍  

圖片來源(由左到右):蘋果即時、蘋果日報 Facebook 專頁、蘋果

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70817/1183863/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70825/1189920/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70825/1189958/
http://www.appledaily.com.tw/actionnews/appledaily/9/20170825/1189958/


 

 

 

 

 

 

 

 

 

 

 

 

 

 

 

主要申訴意見： 

照片過於血腥及馬賽克不足 

雖然大部分的新聞照片有打上馬賽克，但還是可以明顯看出血腥及斷肢畫面，此

照片已造成閱聽人感到不適，如有兒少看到，擔心對兒少心裡造成不良影響。其

中〝女星頭破血流 po 上網 駁想紅＋討拍〞這則新聞雖有在照片中打上馬賽克，

但仍然可以看見大量血跡，希望可以將照片上的馬賽克上多一點，不是只有薄

碼，且該報導中的影片及新聞下方皆有未上馬賽克前的原始照片，希望可以將此

照片下架或是將照片像電視新聞一樣用灰白色調處理才不會造成觀看者觀看壓

力。 

 

《蘋果日報》地方中心助理副總編輯洪紹欽：就第一則的圖片，歷來媒體多次報

導封口機意外，多年來還是不斷發生小朋友誤觸被壓斷手指的意外，讀者是需要

被提醒跟教育。另外照片是屬於醫藥事件，不牽涉到暴力色情也是真實事件，希

望告訴大家要注意孩子以免造成永遠的遺憾，照片裡面比較嚴重的部分其實已有

打馬賽克，我們也是善盡責任，報導的話很多媒體也有報導，讀者也可在網路上

搜尋到照片，我是覺得也是為了呈現真實，父母也可以和小孩子說如果你去碰觸

下場可能是這樣，是滿有教育意義的，比較嚴重的部分也已有打馬賽克，所以我

是覺得還好。 

 



林月琴：即時新聞沒有打馬賽克對不對？若要強調安全的教育意義，《蘋果》在

文字上的表現已非常好，會讓許多家長警覺，可若要透過照片，雖然也有很大的

震撼，但對孩子太震撼了也不見得是好事，所以建議重要部位是否還是要馬賽

克？否則文字處理得非常好，很具社會的教育意義，但圖片在縫合的地方我還是

希望可以馬賽克。 

 

葉：好，提供做參考。第二則印度女童的手…？ 

 

《蘋果日報》國際中心副總編輯蔡文英：第一張照片有打，只是還是看得到，謝

謝提醒，我們有再做進一步馬賽克處理了。 

 

《蘋果日報》娛樂中心主任林芳玲：第三則是娛樂中心處理的，這則在紙本我們

馬賽克得很徹底，即時部分的大圖也有馬賽克，動新聞的部分也有全黑畫面的警

示，下方有少數處理得不夠周延的部分在經過發現也已經撤下來了。 

 

宋：這則是她自己（女星）本身把它 PO 出來的。 

 

林芳玲：我們找到她的臉書，在掃畫面的時候有掃到一張沒有馬賽克的，這部分

我們現在也已經處理掉了。 

 

宋：因為是她自己 PO 的，當然如果太噁心，我們在處理的時候還是會馬賽克一

點，但也不能因為這樣就全部馬賽克，全部看不到，尺度我們還是會拿捏。 

 

林月琴：以後麻煩針對這些要比較有規範，像外電那則… 

 

宋：這三則裡確實外電那則比較明顯，切斷的手部分可以再馬多一點。另外兩則

就新聞處理其實還可以，只是說要不要再馬多一點還可以再討論。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李子瑋（以下簡稱李）：即時新聞的馬賽克

好像比較容易有問題，即時新聞的處理程序是不是不會處理到馬賽克？ 

 

林芳玲：還是會。 

 

宋：還是會處理，應該是看新聞本身的個案狀況去決定，不是說都不處理。 

 

李：因為我在看即時新聞跟正式版（指紙本）時，有時會發現針對《兒少法》的

規定，正式版的新聞有馬，但即時新聞還是沒有馬，所以我好奇整個即時新聞在

處理照片的流程是什麼？ 

 

宋：即時新聞可能因搶時間，一開始沒考慮到這麼周全，在第一時間可能就把照

片 PO 出去了，但後來如果有讀者或當事人來反映，我們也會再做修正，視個案

而定，不見得每則都有這個狀況。紙本因為可以考慮的時間比較長，大部分我們

會選擇保守一點。 

 



葉：我想子瑋問的是見血的血腥照片，這類照片即時新聞與紙本的處理標準是否

差很多？ 

 

宋：應該不會。 

 

范：有一種狀況是，照片傳進來時第一時間疏忽掉，可能急著出去，但在前台

show 出來後才發現這樣不妥，那事後再做補救，因為大家看到的時間序不一樣，

可能看到原來版本的人會覺得怎麼都沒有馬，但其實我們事後會補救，這種狀況

理論上不多，因為在控制即時新聞的同事經驗也算豐富，但很急的時候難免會有

漏網之魚。 

 

註： 

 

已將照片加強馬賽克處理 

08/25 05:47 即時新聞《求約會被打槍 印度少年當街怒砍女童手》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25/1189920/ 

 

已將未馬賽克處理照片下架 

08/25 16:13 即時新聞《女星頭破血流 po 上網 駁想紅＋討拍》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25/1189958/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說明提案四內容 

提案四 

提案委員：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即時新聞 2017/9/25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925/1210678  

新聞標題：【台大濺血】踢館別人活動 T 妹：被砍死也是剛好 

違反條文： 

九、群眾抗議事件新聞之處理 

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主標題：踢館別人活動 T 妹：被砍死也是剛好 

 

內文： 

台灣大學昨因中國節目借場地，引發學生不滿進場干擾，加上統獨團體到場，結

果發生學生遭毆打濺血案件，網路紅人「T 妹」Tiffany Chen 今天在《臉書》發

文，認為台灣太民主變得不懂尊重，「整天抗議抗議的踢館，喜歡挑釁！沒被打

死算命大。」 

T 妹表示，你可以要宣導自己的訴求，但不應該是在別人辦活動時去踢館挑釁，

「基本的尊重都不會，就算被砍死也是剛剛好」。有網友質疑涉嫌傷人的統促黨

是黑幫背景創立，應該要禁止，T 妹反駁，藍綠官員許多都有黑道背景，沒有的

也是一家親，「這就是社會」，「社會經驗不夠的人，才會因為對方的背景而排擠」。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25/1189920/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25/1189958/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925/1210678


主要申訴意見： 

對於涉及學權與政治衝突的高度爭議事件，媒體在報導各方觀點時，是否也應盡

基本把關責任，避免刊登網路紅人激化社會衝突甚至藐視生命權的言論？這類言

論對於了解事件始末與內涵沒太大幫助，卻不成比例地激化社會衝突以博得關

注，蘋果日報應善盡自律把關責任，避免成為這類網路紅人吸引點閱的機制。 

 

 

葉：這是即時的只會在即時出現？「就算被砍死也是剛剛好」，這種挑起對立的

言論做標題，大家有什麼看法？ 

 

王：有些名嘴縱使也會激化衝突，觀點雖然犀利尖銳，但至少言之有物。相較之

下，T 妹這個幾乎是情緒性發言。本申訴案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言論的內容

性質。 

 

許：當下這則新聞的點跟面太大，會轉達即時新聞處理時多注意。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說明提案五內容 

提案五 

提案委員：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動新聞 

報導日期與版面： 

即時新聞 2017/8/24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24/1189147/  

新聞標題：【激情片】男女在停車場野戰做愛 16 男圍觀自慰 

違反條文：十三、性別與弱勢族群相關新聞之處理 

主要申訴內容：動畫資訊 

違反自律綱要之內容： 

動新聞為求詼諧效果，竟以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的迎親儀式，類比為群體圍觀野

外性交及自慰的行為。這種呈現方式，非常不尊重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即使是

為了詼諧效果，正透露出報導者對原住民族不自覺的傲慢。這種報導手法將忽視

及嘲弄原住民族文化的觀看態度傳遞給公眾，並且也扭曲了傳統儀式的原意，只

為了襯托另一則無關的獵奇事件，代價未免太大了。 

主要申訴意見： 
如上述。 

 

（現場播放動新聞） 

 

 

葉：原始外電的畫面就是這樣打馬然後晃動嗎？誰可以說明一下。 

 

王：那段毛利人迎親儀式的原始影片有將近 10 分鐘很長，若將原始影片完整看

完會有一種感動的感覺，就是一個婚禮上所有人為新人祝福，最後新郎甚至也下

去跳，臉部表情雖然我們看起來奇怪，仍然可以感覺到真誠的祝福。但當影片被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24/1189147/


節略到只有幾秒鐘，再跟野外性交類比起來，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不尊重，造成

一種嘲弄的觀看態度，這代價有點太高。 

 

葉：毛利人是在跳戰舞，戰舞的意思也不是在做求偶的動作，兩個連在一起上下

邏輯很怪，這樣的類比也不恰當，毛利人看了不知道會不會想抗議。 

 

宋：類比確實是有點奇怪，但應該也不是說呼攏原住民文化這麼嚴重，下次應盡

量避免。 

 

葉：應該是說敏感度，尤其對於族群、文化這種盡量不要延伸閱讀太多，外電本

身是在講說這是不適宜在野外的行為，警方也在調查，只是後來被畫蛇添足、夾

敘夾議就變得有點奇怪。 

 

註： 

 

08/24 14:59 即時新聞《【激情片】男女在停車場野戰做愛 16 男圍觀自慰》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24/1189147/ 

 

影片中毛利人相關畫面及描述已刪除。  

 

 

臨時動議提案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黃葳威（以下簡稱黃）：想知道目前《蘋果日報》直

播這方面有什麼機制嗎？ 

 

鄭：妳想知道哪個部分？ 

 

黃：有沒有一些直播參考的使用原則？ 

 

鄭：直播跟即時新聞跟日報新聞都是《蘋果日報》員工製作的東西，所以它的準

則一定是相同的，不得有任何犯罪情事、過度猥褻，不得有任何讓人不舒服感到

不適的畫面，這些標準都是同樣的，我們不會特別針對直播再去訂另外一套不同

的標準，當然對於我們來說，第一時間我們可以做的，比方說民俗招魂，我們去

拍招魂沒有違法，但讀者有說覺得不舒服，那這個我們就會去避免，但像是豬哥

亮就是個例外，因為有數萬讀者在下面留言，感懷豬哥亮過去帶給讀者的歡笑記

憶，所以我們會視情況而定。在不違反的情況下，我們也考量尊重讀者的感受，

包括衛生、醫療相關法規，我們其實都會特別注意，比方說找整形醫生講美容議

題時，一定會加上相關警語，或請醫生不要特別強調某方面的療效，我們也把衛

生署公布的相關規範都請他們先看過，這個是責任自負，如果他們要去違法，到

時被約談的會是他們，這我們也都講清楚，相關的規範其實就是適用我們的編輯

守則。 

 

黃：讀者是以網友為主嗎？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24/1189147/


鄭：對，第一時間反映的，因為直播當下就發生了，不可能是事後再跟我們講當

然來不及，所以如果第一時間讀者反映是不舒服的，我們也會立即停掉，目前各

中心也有自己的直播團隊，他們取材的內容就是針對他們平時採訪的，比方說突

發中心做了很多現場直擊，也有很多民生相關議題，政治中心就會比較多是在國

會、記者會，娛樂中心也有非常多好看的第一手直擊內容，我們都有各自不同的

部門，負責自己的把關審核工作。 

 

黃：等於跟原來的分工是很像的？ 

 

鄭：對。 

 

黃：了解。 

 

葉：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如果沒有，今天我們很快很順利地完成，表示《蘋果》

過去這季表現得很好。謝謝大家！ 

 

 

會議記錄：許麗美、闕欣怡 

 

公民團體與會人員：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文宣員王今暐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黃葳威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李子瑋 

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林秀怡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 

台灣防暴聯盟社工員闕壯宇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行秘書曾俐瑋 

 

《蘋果日報》與會人員： 

總編輯宋伯東 

編務中心執行副總編輯陳桂芬 

生活中心執行副總編輯江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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