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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s & Society

科技發展與公共生活
第 3 節

1 2

一、科技如何影響公共生活的參與？
1. 傳統媒體話語權式微：現代人藉由網路科技得以接收多方面的訊

息和詮釋權，不再依賴主流媒體。使個人無需受制於財力與能力，

得以在多元平台自由表達意見，展現前所未有的言論自主性。

2. 公民新聞：閱聽人不再被動接收資訊，而當公民記者主動報導生

活周遭的事件、探討切身的議題；公民新聞往往關注主流媒體忽

略的問題，甚至可反過來引導大眾媒體的報導走向？

3 對應課本 p. 119

公民新視界

4

自媒體

• 自媒體，顧名思義是指「自己一手經營的

媒體」。過往只能由大眾媒體向人們傳遞

資訊，但在網路發達的時代，人人都能透

過網路頻道、社群帳號、粉絲專頁傳播任

何訊息。

（文／自媒體主播視網膜、前華視新聞主播陳子見）

對應課本 p. 120

一、科技如何促進公共生活的參與？
3. 有利社會運動動員：國內外重要的社會運動，會利用網路來宣揚

理念、動員民眾。

4. 降低政治參與門檻：網路提供讓民眾發表意見的論壇，例如政府

設置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讓民眾可以提出點子參與公共

生活，進而可能改變政府政策。

5 對應課本 p. 119

一、科技如何促進公共生活的參與？
5. 自媒體蓬勃發展：

原先沒有什麼知名度的「素人」也開始運用影音平臺，自製內容

來獲取觀眾注目，各自累積一群為數不少的忠實跟隨者，而這些

創作者則能透過與商業廣告分配利潤的網紅經濟模式獲得收入，

或是發揮社會影響力。

6

例如：新冠肺炎期間，有網紅和知名設計師發起群眾募資，在紐約時報上

刊登全版廣告，向國際社會傳達「Taiwan Can Help」的訊息。

對應課本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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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Slido 
app on all computers you use

目前無法顯示此圖像。
目前無法顯示此圖像。

目前無法顯示此圖像。

請舉例說明你所知道具有影響力
的網紅？

ⓘ Start presenting to display the poll results on this slide.
8

Please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Slido 
app on all computers you use

目前無法顯示此圖像。
目前無法顯示此圖像。

目前無法顯示此圖像。

網路科技使得「媒體接近權」的
門檻變低，擬任回會帶來哪些改
變？優缺點皆可？

ⓘ Start presenting to display the poll results on this slide.

二、科技近用有什麼不平等？
(一) 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 不同社經水準的個人、家戶、企業和

地區，在其取用資訊與通信科技的機

會上，以及在他們使用網路從事各類

活動上，所呈現出來的差異。此現象

不僅存於國家內的不同族群，也可能

存在於不同的國家或區域間。

9 對應課本 p. 121

二、科技近用有什麼不平等？
• 將視角放寬到全球，約還有半數以上的人口無法上網；在開發程

度較低的國家，女性的上網率遠低於男性。

10

全球 15-24 歲年輕人的上網率（%） 全球男性與女性的上網率（%）

對應課本 p. 121

二、科技近用有什麼不平等？
(二) 應如何面對並減緩科技近用的不平等？

• 能使用新科技的個人、資訊強勢機構或國家，更有權力去控制、

管理傳播的模式與通道，而使某些族群、議題被排除在公共領域

外。處於數位科技使用劣勢的人，不但無法享受科技進步的便利，

甚至以公民身分參與公共生活、取得政府服務的權利都被剝奪。

11 對應課本 p. 121

二、科技近用有什麼不平等？
• 資訊富人與資訊窮人的分野，除

了資訊取得機會與能力的差距之

外，長遠來看，更包括使用科技

和網路獲取知識和經濟。若資訊

富人能將獲取的資訊轉變成更高

的社會與經濟地位，資訊窮人將

更形弱勢。

12

圖 5-22 為了因應數位落差問題，教育部規

劃執行「偏鄉數位應用推動計畫」，於偏

鄉設置數位機會中心，協助偏遠地區民眾、

弱勢學童資訊應用與數位服務。

對應課本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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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近用有什麼不平等？
• 因此，政府在建置科技硬體設備時，應思考平衡城鄉與族群差距，

避免數位落差對人民生活造成不平等現象。

• 另外，身處現代社會的我們必須思考：哪些數位資源應該被定位

為資訊社會公民的基本需求？這類資源就應該更能夠被所有人所

取用，進而落實每個人的傳播權利。

13 對應課本 p. 122

二、科技近用有什麼不平等？

• 民間發起的「胖卡數位落差行動

車計畫」，以一臺胖卡巡迴全臺

偏鄉，向居民傳達資訊科技新知

及應用現況，希望弭平數位世界

中的城鄉差距。

14

圖 5-23 胖卡計畫

對應課本 p. 122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一) 數位廣告利潤被平臺獨占

• 過去新聞媒體主要的收入來源，來自廣告商購買新聞時段、報紙

版面。但隨著愈來愈多閱聽人改透過 Facebook 、Line、Google

等數位平臺接收訊息，媒體能獲得的廣告營收大幅縮減。數位平

臺靠著新聞媒體產出的內容，吸引流量與數位廣告，新聞媒體卻

只能分得極低比例的利潤。

15 對應課本 p. 122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 少了傳統廣告收入，數位平台又無法獲得足夠利潤，媒體只好用

更低的成本，製作更容易吸引目光、帶來流量的新聞，造成媒體

勞動條件惡化、新聞品質下降等問題。

16

• 近年不斷有學者專家提倡新聞有價

概念，呼籲政府應積極透過立法，

要求數位平臺與新聞媒體協商更公

平的利潤分享機制。

對應課本 p. 122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17

例如：澳洲於 2021 年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要求 Google、

Meta 等數位平臺使用媒體的新聞內容應支付費用。加拿大也於 2023 年立法強

制數位平臺付費。

議價制
透過協商，讓數位平臺取用新聞內容時，媒體業者得以

取得合理分潤。

向數位平臺課稅，再依特定標準與目標，挹注多元的媒

體與工作者。
基金制

對應課本 p. 123

影音補充
網路平台該付錢給媒體嗎？為何臉書封鎖澳媒，
Google卻選擇妥協？轟動全球的「新聞內容付
費戰」！｜志祺七七

影片時長：11:01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PLnbLRagk

新聞有價民主無價！「平台為王」的時代，新
聞何去何從？新聞議價：數位公有地、耕者有
其田？！

影片時長： 19:52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cKqH4IyW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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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二) 假新聞與假訊息

傳統的主流媒體因為有記者、編輯層層「守門」，即使媒體真實不

等同社會真實，資訊仍具有一定可信度。但在各種通訊軟體、社群

平臺上，任何人都能撰寫似假似真的訊息，並廣為散布，使得網路

容易成為假新聞與不實資訊的溫床，不利於公共議題的討論。

19 對應課本 p. 123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20

例如：2018 年，燕子颱風造成日本關西機

場關閉，網路及社群媒體散播中國使館派

車接人，我國駐日單位卻無作為的消息，

引發輿論批判外交人員救災不力。雖然事

後經調查確認該消息為假，但仍造成一名

外交官因無法承受壓力而輕生的憾事。

對應課本 p. 123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 為了因應假新聞對公共討論與民主政治的危害，各國都有非營利

民間團體發起事實查核（fact check）行動，集結公民力量，藉由

專業的資料蒐集、比對與核實方法，確定一則訊息是否真實、準

確和可信。

21

例如：非營利組織「臺灣事實查核中心」以公開、透明、嚴謹、

負責為原則，查核網路社群平臺受檢舉的新聞或訊息，以及媒體

關注的事件或爭議等。

對應課本 p. 123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 查證訊息要耗費不少時間和精力，遠遠不及假新聞的傳播速度。

隨著人工智慧與深度偽造（deep fake）技術的發展，查核一則訊

息的真偽也變得愈加困難。

22

例如：臺灣一名網紅將政治人物、明星藝人、主播、網紅和素人的臉，置

換到成人影片的演員身上，並販售不雅影片以牟取不法利益，嚴重損害受

害者名譽。立法院則於 2023 年三讀通過，製作關於他人不實的性影像並意

圖營利者，最高可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70萬元以下罰金。

對應課本 p. 124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 根據瑞典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的研究，我國連

續 10 年成為全球受境外假訊息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其中多數來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圖分化我國社會、動搖民眾對民主體制的

信心。如何在守護國家安全、維持民主體制及保障言論自由之間

取得平衡，是當前重要的議題。

23 對應課本 p. 124

影音補充

認知作戰大內宣！人民全不知戰爭早已爆發？
俄羅斯洗腦政策到底多徹底？【TODAY看世界】

影片時長：08:17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_Z-aBJ0FY&t

中共的認知作戰手法推陳出新？從俄烏戰爭看
「資訊戰」的六大層次？線上線下混合戰該如
何因應？

影片時長：16:00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527SuJqis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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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補充

25

臺灣常見事實查核組織與平台

Cofacts 真的假的成立於 2016 年，是最

早針對假新聞與不實資訊，透過公民協作

查核事實的聊天機器人。只要將 LINE 上

面的可疑訊息「整篇轉傳」，機器人就會

從資料庫中搜索相關訊息回應闢謠。

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由「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與「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於2018

年共同成立，並獲得國際事實查核聯盟認

證。查核工作皆依照標準程序進行，報告

則會經至少三位查核員校對後公布。

課文補充

26

臺灣常見事實查核組織與平台

MyGoPen 取臺語「麥擱騙」的諧音，特

色是專人闢謠。只要將有疑慮的文字、圖

片或影片發給MyGoPen ，就會有專人回

覆訊息協助闢謠。

美玉姨 linebot 機器人，取「每遇疑」的

諧音。只要將聊天機器人加入群組，只要

出現可疑的轉貼訊息，美玉姨機器人就會

串接「 Cofacts 真的假的資料庫」並協助

闢謠。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三) 資訊濾泡與同溫層

• 社群媒體為了改善使用者體驗，會記錄使用者的個人資料、網站

瀏覽與搜尋紀錄等數位足跡，掌握其個性、喜好與生活習慣，並

透過演算法主動將使用者可能感興趣的媒體內容推播至眼前。

• 相對地，社群媒體演算法也將使用者不感興趣、與自身立場相違

的內容排除在外，造成資訊濾泡（filter bubble）或者回聲室效應

（echo chamber）。

27 對應課本 p. 124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28

例如：2020 年美國選舉期間，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與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的支

持者中，有許多人在社群媒體上都活在同溫層內，對不同意見拒之門外，

嚴重加深了美國社會的分化。

• 資訊濾泡雖然讓使用者更容易接收感興趣、有共鳴的媒體內容，

卻也造就一個個同溫層，不斷重複、強化相近的立場，令人容易

誤以為同溫層就是事實全貌，加深不同群體之間的隔閡，加劇社

會分化。

對應課本 p. 125

三、新科技還有什麼問題？

29 對應課本 p. 125

三、媒體變遷下的三大挑戰與對策

30

1. 商業力量與媒體公共角色的衝突：
2. 公民社會的資訊自由與隱私需求

3. 建構多元社會中的透明媒體平臺

對應課本 p. 125



2025/1/13

6

31 32

33 34

35

影音補充

假新聞、不實消息到處傳，台灣竟是世界第一?!
民眾如何培養識別能力?【時事評判】

影片時長：12:11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EGav5r2wI

假新聞出沒！ 破解 #媒體與牠們的產地 ft.劣質
媒體黑名單【記者真心話】Vol.4｜懶人包｜媒
體識讀

影片時長：07:14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3gLNa-fx_w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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