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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傳播政策下的臺灣少數族群媒體： 
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內容多元探析* 

李美華**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摘要 

臺灣在 2003 年及 2005 年分別成立客家電視台及原住民族電視

台，此兩家少數族群電視頻道的建立與發展，有賴於政府推動並落實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傳播政策。從多元文化主義與少數族

群媒體之理論視野出發，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內容分析法，探討

國內外多元文化傳播政策與臺灣客家電視台節目之內容多元表現。研

究結果發現：客家電視台的節目類型多元，包括：「教育文化與生活

資訊」、「戲劇戲曲與電視電影」、「新聞」、「兒少」、以及「音

樂綜藝」。客家電視台節目使用的客語腔調，以四縣腔(含南四縣腔)
為大宗，其次是海陸腔，第三是大埔腔；並使用饒平、詔安之客語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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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周延呈現臺灣客語腔調之多樣化現象。客家電視台針對不同年齡

層之觀眾需求，規劃多樣化節目類型，整體表現符合其少數族群頻

道、少數語言頻道以及公共媒體的特性。 

關鍵字：多元文化主義、族群媒體、客家電視、媒介多元化、內容多

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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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Multiculturalism and Ethnic Minority Media: 

An Analysis of Content Diversity for the Hakka TV 
Programming 

Mei-Hua Lee* 

Abstract 

Draw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ethnic minority media 
and multiculturalism, the current study employs methods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programming of Hakka TV 
to evaluate its content d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an ethnic and 
language minority medium, as well as a member of Taiwan Broadcasting 
System (TBS), Hakka TV produces diversified program typ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education & culture; TV drama, opera & cinema; daily news 
& in-depth reports; children & youth; and variety entertainment & 
musical performance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aiwan’s six Hakka 
dialects have all been used in the programs including Sixian, Hailu, Dabu, 
Raoping, Zhao’an and Nan-Sixian. Limitations for the current study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and provided.  

Keywords: Multiculturalism, Ethnic media, Hakka TV, Media diversity, 
Content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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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全球化與數位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地的少數(minority)及離散

(diaspora)族群可以透過數位新科技，接收母國族群媒體(ethnic media)
的資訊。族群媒體一方面有助少數族群在移居地之文化適應過程；另

一方面則是藉以維繫其對於母國以及自我族群的認同(Croucher, et al. 
2009)。在華人離散族群中，客家移民是分布較廣的一支，因此「在

全球化來臨的時代，由客家人的文化多樣性來談全球視野最為合

適」；並且「在探討客家源流的同時，應改變追求單一性的價值，建

立肯定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觀，最重要的利器是多樣態的客家族群文

化。」(陳運棟 2011：21；38)。 

臺灣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1988 年開始解除報禁、黨禁，也

逐步釋出廣播與電視頻道資源，是為開啟臺灣多元文化傳播政策的起

點。在臺灣有為數四百多萬的客家人，卻直至 1988 年「還我母語」

運動後，才終於擁有屬於自我族群的廣電媒體做為發聲管道，並擁有

基本的族群文化傳播權。執客家族群媒體牛耳的客家電視台成立於

2003 年 7 月 1 日，迄今已逾 14 年。客家電視台於 2007 年 1 月 1 日加

入臺灣公廣集團，成為具備少數族群媒體與公共媒體特質的電視頻

道；其節目產製對於客語的保存延續以及客家意識與客家文化的提升

及復振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1 

劉慧雯(2013：7-20)回顧客家電視台的成立背景，根據傳播政治

經濟學的研究視角，歸納出三個影響客家電視頻道節目產製的結構性

因素，分別是：(1)政策法規、(2)產業市場及收視率、(3)傳播科技(包
括：無線電視多頻道環境、數位化訊號匯流、數位電視)。其中，政

策法規因素有關政府審查管制或扶持特定傳播行為，例如：政府於

2008 年至 2010 年以及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間所規劃施行的「客家傳

                                                       
1 客家電視台網站，取自 http：//www.hakkatv.org.tw/principle，上網日期：2017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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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發展計畫」，2對於客家電視台的節目產製影響甚鉅。 

過去關於客家電視的研究文獻大多針對媒體再現、節目產製、組

織經營管理、閱聽人研究等面向進行分析(彭文正 2005；徐巧昀 
2009；詹國勝 2010；蔡珮 2011；李美華 2013；劉慧雯 2013；劉慧

雯 2015；劉慧雯 2016；魏玓 2016)。施正鋒(2004)、李儒林(2009)
是少數以多元文化概念檢視客家電視台定位以及新聞節目內容表現

的研究。李儒林(2009)檢視客家電視台「暗夜新聞」節目的多元文化

概念呈現，其研究結果指出：2007 年加入公廣集團的前後期間，客家

電視台在多元文化新聞呈現比例、多元文化團體，以及報導類型表現

上有顯著差異。其內容分析結果並指出：客家電視台已成功形塑為一

個以多元文化價值為內涵的族群頻道。 

事實上，身為少數語言族群頻道以及公廣集團成員之一的客家電

視台，其多元化實踐與一般主流媒體不同(陳一香 2002)。族群媒體多

元化的實踐，尤需從少數族群的角度，彰顯其與主流媒體之差異，並

強調自我族群文化的認同(陳一香 1999)。由於近年從多元文化主義之

政策法規面向探討客家電視台節目多元化的研究如鳳毛麟角，本研究

希冀透過文獻分析並採用內容分析方法，一方面檢視國內外多元文化

主義傳播政策對於族群媒體的影響；另一方面探討與反思成立迄今逾

14 年的客家電視台之節目多元化的實踐樣貌。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檢視「多元文化主義與媒介多元化」、「各國多元文化傳播

                                                       
2 自 2008 至 2010 年期間客委會「客家傳播發展計畫」所執行之工作項目分為「推展客家電

視媒體」、「推展客家電影」、「推展客家廣播媒體」、「推展客家平面媒體」、「推展客家傳播

人才」、「客家形象塑造與傳播」等六大類 15 個工作分項(趙雅麗等，2011，「客家傳播發展

計畫效益評估報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上網日期：2017 年 6 月 3 日，取自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lfile/0/1288/ 413d7d1e-4e8a-4a09-b8c8-eee86bf4e 
7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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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族群媒體之定義、功能、類型與研究傳統」、「族群媒體與認

同」、「客家族群之媒體與認同」之研究文獻，以做為評估與反思客家

電視節目之媒介多元化與文化多樣性的理論視角及分析架構。 

(一)多元文化主義與媒介多元化 

多元文化主義的主旨，在於探究一個社會中存在數個歧異甚大的

文化群體(例如族群、語言、宗教信仰等)時，如何建立群體間對等關

係的論述(蕭高彥 1998；陳一香 1999：148)；並且至少包括階級與種

族、法律與政策、自由與多元社會等三個基本元素(葉乃靜 2004：71)。
而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裡，是以「族群」作為最主要的劃分跟分類(蕭
新煌 2005：5)。 

多元文化主義特別重視群體特質的差異，強調群體認同的重要

性，並試圖以差異為核心，建構其理論，對於少數權益的保障，給與

政治上的支持與肯認，以修正其弱勢的地位(陳一香 1999：150)。「多

元」(diversity)3的概念應用在傳播媒介時，主要作為評估大眾媒體對

於公共領域之建立與貢獻的重要指標 (McQuail 1992)。「媒介多元化」

(media diversity)是將多元化實踐在媒體的表現上；亦即傳播媒介應該

發揮之民主與公共的特色與角色(McQuail 1992)。張錦華(1997a：7)
指出：多元化的理念落實了媒體服務民主社會的目標，並超越其他如

「自由」、「平等」、「公正」等概念(鄭瑞城 1993：15-18)。Downing and 
Husband(2002)認為：媒介多元化的具體實踐乃是抗拒媒體單一化與集

中化的現象。Glasser, et al.(2009)指出：多元文化主義思考的是，如何

讓弱勢族群取得經營媒體權與近用管道，並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對

話。 

Hoffmann-Reim (1992：49)指出：媒介多元化的概念包括：(1)意
見；(2)個人、團體與機構；(3)議題；(4)空間與區域；(5)節目種類；

                                                       
3 本論文通篇將’diversity’翻譯作「多元」，亦可翻譯為「多樣」；’diversification’翻譯為「多

元化」或「多樣性」。上述兩個譯名的意義相同，本論文皆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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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6)頻道類型等六個指標面向。McQuail(1992：144-145；轉引自

陳一香 1999：159)以(1)反映(reflection)；(2)近用(access)；(3)消費者

的選擇等三個面向來評估媒介多元化的程度。魏玓(2006：44-45)則是

提出包括：媒介內容、媒介近用、媒介選擇等三個媒介多樣性的基本

元素。 

此外，媒介多元化的概念面向，亦可分為「外在多元化」與「內

在多元化」兩個層面(陳一香 1999：159；Hoffmann-Reim 1996; McQuail 
1992)。外在多元化著重社會結構面中，各種媒介頻道的數量及差異；

內在多元化則關注單一媒介頻道內，節目的內容與型態之多樣性。若

從閱聽人的角度出發，多元化的概念又可區分為「水平多樣化」與「垂

直多樣化」兩個面向(陳一香 1999：161-162)。水平多樣性探討同一

時間內，不同頻道提供閱聽人不同節目類型與內容的多樣性；垂直多

樣性則是探討在一段時間內(例如：一個星期)，同一個媒介頻道提供

閱聽人不同類型與內容的節目數量及比例(陳一香 1999：160)。 

曾國峰(2005)反思媒介內容多元指標測量與統計問題，其研究結

果指出(2005：82-87)：多元的概念有三種型式，分別是：(1)來源多元；

(2)暴露多元；(3)內容多元。「來源多元」包括「所有權的多元」以及

「媒體工作者的多元」；「暴露多元」可分為閱聽人的「水平暴露多元」

以及「垂直暴露多元」。至於「內容多元」則是傳播政策的核心議題，

又分為「市場經濟學派之實證主義」所關注的「產品樣式多元」(例
如：節目類型多元、演員與主播人口特質多元等)；以及「社會價值

學派的建構主義」所著重的「實質想法與觀念上的多元」。 

節目多樣性是檢驗及評估媒體節目內容品質的項目之一，是傳播

管理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李秀珠、江靜之(1998)將節目多樣性分為

「垂直多樣性」及「平行多樣性」兩種類型，並據以比較台視、中視、

華視在有線電視合法(1993 年)的前後三年間的節目多樣性。其研究結

果指出(1998：21)：有線電視合法後，三台的確有節目數量增加及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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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時間加長的改變，但並未呈現節目類型更多元的樣貌。李貞怡、李

秀珠(2006)探討新興媒體(有線電視、網路電子報)對於臺灣傳統報業

媒體市場的影響與因應策略，其研究結果指出：市場競爭增加傳統報

業媒體產品內容的多樣性；而媒體內容多樣性有促進社會民主與提升

生活品質等功能，可以用來做為評估媒體表現的指標。劉怡靖(2007)
根據「結構-行為-績效」(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模式，

分析 1986 年到 2000 年間，臺灣無線電視台晚間戲劇節目在垂直多樣

性指標上的表現。該研究結果指出：由於臺灣電視市場結構的改變與

競爭，無線電視晚間戲劇節目的品質因而降低。該研究亦發現：通常

在微弱程度的競爭壓力下，無線電視之晚間戲劇節目的主題類型會有

較為創新的變化。 

(二)各國多元文化傳播政策及策略 

多元文化主義源自西方多元化政治哲學概念，而大眾媒體對於公

共領域之貢獻多寡的重要指標之一即是多元化的概念 (McQuail 
1992)。臺灣的傳播學者曾針對廣電媒體如何落實多元文化，提出「承

認」、「平等」、「欣賞」等三個核心價值；並提出媒體製播節目策略之

多元文化指標的建議(張錦華 1997b；郭良文等 2007)。 

張錦華等(2003：130)指出：『臺灣在 1997 年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第

十條第九項，明訂「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

言及文化」』，此為臺灣實踐多元文化傳播政策的開端。張錦華

(1997b：128-132)將臺灣的廣電政策發展階段分為以下四個時期：(1)
光復初年到 1950 年代的「放任期」，(2)1960、1970 和 1980 年代的「國

語優先期」，(3)1990 年代的「個案獎助期」，以及(4)1993 年開始的「頻

道開放期」。至於臺灣的客家族群廣播媒體的發展歷程則可追溯自

1993 年的「頻道開放期」開始邁入新的里程碑。 

關尚仁(2002：1)表示：臺灣自 1988 年解嚴後，政府釋出大量廣

播及電視頻道。然而頻道增加不代表節目內容及題材選擇更多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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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族群的文化呈現也並未增加，故建議政府從多元文化取向擬定傳播

政策。針對客家廣電媒體政策，關尚仁提出以下三個具體建議(2002：

13-16)：(1)頻道資源的特定指配：公共電視族群頻道的指配、地方有

線電視系統族群近用頻道之要求、族群廣播頻道之保留與指配、商業

無線電視台客語或客家文化節目之比例要求；(2)建立客語節目製作中

心：由政府集資捐助，比照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基金，設立全國性

客語節目製作中心，供應相關廣播或電視電台使用；以及(3)族群節目

內容的品質管理：進行閱聽眾研究、規劃閱聽眾對話機制、輔導組成

族群節目監看團體。 

吳克能(2005：77-79)提出政府落實多元文化與客家傳播政策的三

個實際做法，分別是：(1)確立多元文化的傳播政策原則及體系，並設

定指標、績效進行評估，包括：召開多元文化傳播政策公民會議、賦

予公共、公營及民營廣播電視一定的文化多元再現的公共責任、規劃

族群經營廣播電視優惠措施、推動有線電視系統之公眾近用頻道要

求；(2)擴大現有公共電視服務範圍，納入族群傳播的需求；以及(3)
建置客家傳播發展輔助體系，包括：設立客家電視評議會以及客家廣

播發展基金會。 

從族群傳播權的理論視野出發，魏玓(2008：4-6)指出：多元文化

主義在國際社會仍屬高度爭議性概念。應用於客家傳播政策時，首先

須釐清三個面向：(1)多元文化的意涵與族群文化之關係，包括如何兼

顧族群的平等及差異；(2)少數族群的性質，區隔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以及族群(ethnic groups)；(3)少數族群的權利，包括：自治

權(self-government rights)、多元族群權利(polyethnic rights)、以及特別

代表權(special representative rights)。 

蕭蘋、黃淑鈴(2010：193-194)根據多元文化主義研究視角，分析

各國際組織及國家對於與族群相關的電視節目之製播原則，並探討臺

灣族裔議題的電視節目案例。該研究結果指出(2010：191)：各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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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電視節目的製播規範有三個原則，包括：(1)防止種族歧視與仇恨

言論；(2)族群平等與尊重差異；(3)內容多元與媒介組織結構的多元。

該研究結果並指出：有關電視節目之族裔議題製播準則涉及新聞、綜

藝娛樂以及廣告內容之規範，有以下六個具體作法：(1)應制訂規範確

保廣電節目內容不得因種族、國籍、宗教、性別而歧視他人；(2)新聞

節目應避免以偏見或輕蔑的方式報導特定種族、膚色、宗教、性別、

性取向或身心障礙者；(3)新聞從業人員應檢視自身文化價值，避免強

加其價值在他人身上；(4)新聞從業人員應盡可能報導多元的新聞，包

括不同年齡、種族、信仰、性別取向及社經地位等方面；(5)綜藝娛樂

等流行文化節目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應避免強調個人特質；(6)廣告

行銷內容所傳遞的社會價值應避免貶抑有關族群、國籍、種族、性別、

年齡、性傾向、宗教或身心障礙的個人和團體。 

國外方面，從 1970 年代開始，美國、加拿大、澳洲皆放棄先前

盛行的同化(assimilation)主義而採取多元文化政策(鄧紅風譯 2004：

154)。美國透過學校教育(例如：雙語教育)，於 1972 年推動《族群遺

產教育法案》(Ethnic Heritage Education Act)；並於 1980 年代推動公

立學校學童跨區就讀與族群整合政策(張茂桂 2009：1)。而掌管廣電

媒體事務的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則是在 1978 年公布優惠少數族群的措施，以增加少數族群擁有

廣電媒體的機會，並增加節目的多元性(劉幼琍 1998)。美國聯邦政府

雖然沒有正式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但包括各級政府、地方教育委員

會、醫院、警察部門和軍隊等公共機構中都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義政

策的實施(鄧紅風譯 2004：154)。 

而世界上首先在全國範圍內正式採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國家

是加拿大。張茂桂指出(2009：1)：1971 年加拿大總理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採取多元文化政策與雙語(英語及法語)並進的立場，之後在

1988 年正式立法為《多元文化法案》(Multiculturalism Act)。早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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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賦予少數族群保存其固有文化的權利，後來

則強調各族群在國家一體的情況下，享有平等與社會參與權(蕭蘋、

黃淑鈴 2010：5)。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研究重鎮 Taylor(2012)以及

Banting and Kymlicka(2010)指出：多元文化主義的牽涉範圍有三個層

面，分別是：(1)政府政策、(2)國內與國際的審查主題，以及(3)對於

族群文化整合的一種威脅。Taylor (2012)並提出對於多元文化主義在

面對社會轉變時，採取無差異式廣泛包容拼貼文化將面對的諸多問題

與挑戰。Taylor(2012)以及若干多元文化學者(Bissoondath 1994; Gregg 
2006; Kymlicka 2005)故主張以批判觀點的多元文化主義來因應相關

問題。相較於傳統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論，批判多元文化主義呈現一種

另類論述，除了檢視主流社會論述的意識形態及偏見，並批判社會霸

權的宰制力量(張錦華等 2003；張錦華 2014；Fleras 2010; Henry, et al. 
2006; May and Sleeter 2010)。例如：Lindgren (2015)研究加拿大多倫多

市郊布蘭普頓市(Brampton)的少數族群媒體運作。Lindgren 採用內容

分析法探討印度族群報紙媒體 ‘The Punjabi Post’ 的報導內容，其研

究結果指出：該族群報媒人力普遍不足、翻譯費用龐大，加上公部門

民代倡議等複雜因素，在在挑戰並影響該族群報媒的市政新聞及廣告

內容。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學者 Fleras(2015：28)提出「後多元文化媒

體」(post-multicultural media)的概念，並指出加拿大政府官方的多元

文化主義乃是植基於兩個不同但相似的概念，分別是：「融合」

(integration)，以及「包容」(inclusion)；其目的乃在於建立一個協助

移民及少數族群融入既有體系的包容國家。Fleras(2015)主張：多元文

化傳播媒體做為社會資本，在功能、結構及過程上，應同時具有反應

(reactive)及主動(proactive)；對內(inward)與對外(outward)的雙重二元

角色。反應的功能，意指對於主流媒體再現扭曲少數族群形象的反

制。主動的功能，在於產製少數族群切身相關的文化及經濟議題。對

外的功能，在於建構在地的族群文化議題，並成為少數族群對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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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橋梁。對內功能則強調族群認同建構，並使用母語報導少數族群所

關注及對少數族群有意義的事務，如此則可以強化少數族群之文化認

同(Fleras 2015：39)。(表 1) 

表 1 後多元文化媒體的多重面向內涵 

內涵 反應 
(防禦 defensive) 

主動 
(主張 affirmation) 

對內(連結 bonding ) 建構緩衝調節

(constructing buffers) 

創造連結 

(creating bonds) 
對外(橋接 bridging) 去除障礙 

(removing barriers) 

建造橋樑 

(building bridges) 

資料來源：Fleras, A.(2015). Multicultural media in a post-multicultural Canada? Rethinking 
integr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8(2), p. 39. 

綜觀世界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聞名的國家無不積極維護其少

數族群的文化傳播權益，澳洲即為著名的典範。王菲菲指出(王菲菲 
2005：106-110)：以多元文化主義傳播政策聞名的澳洲，「多元文化」

一詞是在 1972 年進入政策場域，其著名的多元文化特別廣電服務組

織(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SBS)於 1978 年正式成立。回首 80
年代，SBS 曾經歷被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BC)合併的危機，此一艱辛的發展歷程正是澳洲官方廣

電機構不斷定義「澳大利亞多元文化(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的

過程。王菲菲並指出(2005：110-111)：1991 年通過的 SBS 專屬公共

廣電憲章(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Act)載明 SBS 的主要功能

在於提供多語言、多元文化的收音機與電視廣播服務，以告知、教育、

娛樂所有的澳大利亞人。服務對象包括所有族群及原住民，以反映澳

大利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事實。SBS 經由展現多元觀點以及創新

表達方式，擴展澳大利亞廣電服務的範圍，呼應澳大利亞社會的變動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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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方媒體，澳洲其他少數族群媒體的發展亦不遑多讓。

Budarick and Han(2015)從公共領域的角度，訪談澳洲非裔族群媒體的

製作人，探討在公共領域中少數族群媒體的運作，以及主流社會與澳

洲少數族群的關係。該研究指出：在多元族群社會中，多元族群公共

領域(multi-ethnic public sphere)的理想模式有助於吾人理解與欣賞少

數族群媒體跨社群的溝通行動。少數族群媒體在澳洲這個複雜的社會

網絡中，可以作為跨文化對話與溝通的重要媒介，並進而增進主流社

會對於少數族群的理解。此外，在商業競爭對象環伺的環境中，少數

族群媒體可以提供有限的族群相關資訊，對於主流社會與少數族群之

間的關係建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另一方面，與澳洲脣齒相依的紐西蘭歷年也對於少數族群媒體採

行多元文化傳播政策。早在 1842 年，紐西蘭的最大城市奧克蘭

(Auckland)就已出現由政府出資經營，紐西蘭原住民使用的毛利文字

跟英文並列的報紙《紐西蘭信使》(Messenger of New Zealand)(黎劍瑩 
1974)。有關紐西蘭的公共廣電與多元文化的研究指出(林麗雲、王靖

婷 2006：163)：「公共廣電反映在地文化，促進文化認同。對內，公

共廣電應製播本國的節目，反映國內不同社群的多元文化。對外，公

共廣電應展現本國的文化，爭取國際的認同」。 

由於近年原住民與亞洲移民人口快速增加，紐西蘭的新聞媒體特

別注重多元化在新聞教育及媒體方面的實踐(Robie 2009)，其多元文

化策略包括(Robie 2009：86-87)： 
（1） 新聞媒體主管與新聞教育單位應投注更多心力，聘用及招

募原住民及少數族群人員及學生。 
（2） 媒體新聞室及新聞從業人員應接受多元化的新聞教育與

訓練，以促進跨文化對話。 
（3） 並非只有少數族群背景者需要注意，新聞室的每位工作者

皆須注意報導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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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聘僱少數族群背景新聞工作人員的需求應明確化，包

括：雙語能力、多語能力、優良英語能力、以及良好的多

元社群網絡。 
（5） 透過企業菁英人物進行宣傳，以吸引少數族群人員投入新

聞事業。 
（6） 更系統化地培育少數族群人才，將學校教育作為多元化新

聞事業的推手。 
（7） 更多主流新聞媒體及族群媒體從業人員至對方單位接受

在職訓練。 
（8） 多製作需具備跨文化新聞報導技巧的多元化節目。 
（9） 企業及學校應提供更多的多元文化報導之獎項及獎金。 
（10） 新聞教育單位應廢棄過時且不公平的篩選依據，改採新

的且公正平等的多元文化新聞人才晉用標準。 

(三)族群媒體之定義、功能、類型與研究傳統 

族群媒體的定義繁多，相對於主流媒體，族群媒體乃是屬於特定

族群或是為特定族群4產製內容的媒介(Matsaganis, et al. 2011)。若以研

究角度出發，族群媒體可從：(1)媒體形式(media forms)，例如：平面

報紙；(2)群體類同關係(affinity groups)，例如：非裔報紙或西裔廣播；

以及(3)地理位置社群(geographic communities)等三個面向加以定義。

由於媒體全球化以及新媒體科技迅速發展與變遷，族群媒體(ethnic 
media)及少數媒體(minority media)5在歐美各國持續茁壯發展，其定義

也變得愈加複雜，並與國際媒體 (international media)、社區媒體

(community media)、原住民媒體(indigenous media)、移民媒體(migrant 
media)、離散媒體(diaspora media)的定義多所重疊(Johnson 2010) 。 

                                                       
4 此處「特定族群」包括：移民、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或少數語言(minority language)族

群、原住民(Matsaganis, et al., 2011：10)。 
5 「少數媒體」(minority media)或稱「弱勢媒體」，可指非關種族或族裔的媒體，包括：女性

媒體、同志媒體。 



多元文化傳播政策下的臺灣少數族群媒體：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內容多元探析 113 

少數族群語言(minority languages)指曾經被長期壓抑、否定與忽

視，導致流失情況嚴重的族群語言(Sheyholislami 2009)。客家是臺灣

的第二大族群，約占臺灣總人口的 20%。6在 1988 年「還我母語」運

動以前，客家人與客語是隱形的。根據客委會 2013 年的「臺灣客家

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的研究結果，臺灣的客家人中只有 65.5%能

聽懂客語(客委會 2013：1)。客家電視台於 2003 年成立後，客家族群

有了屬於自己的族群媒體；客家電視是臺灣多元文化社會中的「少數

族群媒體」(ethnic minority media)以及「少數語言媒體」(language 
minority media)。 

Riggins (1992)將少數族群媒體在社會中所獲得的支援類型分

為：(1)外部結構性支援(external structural support)，7以及(2)內部結構

性支援(internal structural support)等兩種類型。Husband (2005)指出：

在少數族群媒體的產製過程中，少數族群媒體工作者本身的族群認同

與媒體專業職務認同之間存在角力關係。Fleras (2011)認為：少數族

群媒體一方面扮演與主流社會融合的媒介角色；另一方面則是扮演連

結族群內部成員之社會資本的功能。 

檢視過往文獻，少數族群媒體所具有的功能包括：建構對立論述

(constructing counter-narratives)、認同建構、強化社會融合、以及提供

公民教育(Baffoe 2012; Bai 2010; Fleras 2010; Kong 2013; Li 2015; 
Matsaganis et al. 2011)。此外，少數族群媒體功能可分為兩類，分別

是： (1)延續與維護文化連帶 (cultural ties)、倡議族群榮譽 (ethnic 
pride)(Johnson 2000; Zhou and Cai 2002)；以及(2)藉由閱讀、聆聽及觀

賞原母國的語言以與移居國之主流社會有所連結 (Zhou and Cai 
2002)。 

                                                       
6 客委會：「全台每五人就有一位客家人! 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成果發表」，上網日期：

2017 年 2 月 22 日，取自 http://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34&PageID=38261 
7 包括國家(nation)與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等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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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tner and Herczeg(2013)分析奧地利少數族群之平面、廣播與

網路新媒體，其研究結果指出：作為社會資本網絡的橋樑，奧地利的

跨文化族群媒體(transcultural ethnic media) ‘biber’ 雜誌與傳統族群媒

體(classical ethnic media)不同。跨族群媒體的內容兼具族群內與跨越

族群的議題，故較受到主流媒體的重視；且扮演至少兩種功能，分別

是：(1)針對不同族群提供媒體空間；(2)提供少數族群與主流社會之

間的聯繫管道。 

Caspi and Elias(2011)提出兩種不同的少數族群媒體類型，分別是

media-for(由主流社會創立、支配少數族群議題)以及 media-by (由族群

團 體 或 個 人 創 立 ， 反 映 少 數 族 群 議 題 ) 等 兩 種 類 型 。 Caspi and 
Elias(2011)又將此兩種類型分為三類，分別是：(1)媒體創立與設計

(medium initiative and design)、(2)媒體功能(medium functioning)、以

及(3)媒體控制(medium control)；並提出其各自衍生出來的 12 個項

目。此 12 個項目為：(1)創立者、所有權、員工認同、管理；(2)媒體

的議題(agenda)功能、對於主流的態度、對於母國的態度、專業參考

團體、少數族群之媒體近用與再現；(3)媒體控制的政治面、經濟面、

公共面(林純如 2012：10-11)(表 2)。 

表 2 少數族群媒體類型 

分類 Media-for Media-by 

媒體創立與設計 

1. 創立者 主流社會 族群團體或個人 

2. 所有權 公共/政黨/政府/個人 私人(由政府或非營利機

構補助經費) 

3. 員工認同 主流族群 少數族群 

4. 管理 主流族群 少數族群 

媒體功能 

5. 議題 支配少數族群議題 反映少數族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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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主流的態度 支持整合 支持分離 

7. 對於母國的態度 忽略/批評 理想化/懷舊 

8. 專業參考團體 主流專家 族群專家 

9. 少數族群之媒體近用

與再現 

限制近用/再現表象 近用機會多/再現可信 

媒體控制  

10. 政治面 強大 寬鬆 

11. 經濟面 忽視公共媒體 依賴社區資源 

12. 公共面 不在乎少數族群閱聽人 重視少數族群閱聽人 

資料來源：Caspi, Dan, and Elias, Nelly, 2011, “Don’t Patronize me: Media-By and Media-For 
Minor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4(1): 67.  

根據以上 Caspi and Elias(2011)的分類，客家電視台可被視為

「media-by」類型的族群媒體(由客家族群製作節目)。客家電視台於

2007 年加入臺灣公廣集團，成為公共廣電媒體的一員，肩負服務社會

大眾與客家族群的任務，並扮演維繫客家族群與主流社會溝通橋樑的

角色。 

族群媒體的研究傳統在 90 年代的歐美社會發揚光大。相關文獻

指出(Johnson 2010：110-113)：族群媒體研究共分為四種類型，第一

種類型強調族群媒體的同化導向(assimilation-oriented)功能；著重媒體

的控制力及主流化效果。與其相對的第二種類型則是多元導向

(pluralism-oriented)；強調族群媒體負有保存及復振族群文化以及強化

族群認同的功能。第三種類型聚焦於探討族群媒體內容(content)，並

將媒體內容視為族群媒體之使用效果的中介變項。上述三種類型的族

群媒體研究都屬於社會學研究取徑，著重探討族群媒體對於移民群體

接納及融入主流社會過程中所扮演的功能(Johnson 2000)。至於第四種

類型的族群媒體研究則屬於質性及批判分析視角，植基於政治經濟學

或社會文化理論，蒐集實證及質性資料。研究主題包括：閱聽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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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媒體的社會情境與權力結構分析，以及媒體產製者之探討。 

(四)族群媒體與認同 

Sinardet and Mortelmans(2006)指出：在全球化與數位化的趨勢

下，少數族群之媒介使用(media usage)已成為多元文化主義及族群融

合(integration)的重要論述。Sinardet and Mortelmans(2006)針對居住在

比利時的第二代及第三代摩洛哥、土耳其以及東歐國家後裔的媒介使

用行為進行分析，研究結果指出：受訪者的族群背景確實會影響其族

群媒體的使用行為。此外，族群媒體的社會化功能則會影響少數族群

對於其母國文化的連結與認同(Dayan 1998)。例如：Ray (2000)分析居

住在澳洲的斐濟印度人(Fiji Indians)，如何藉由觀賞寶萊塢(Bollywood)
電影，建立其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Anderson 1991)。
Shiramizu(2000)則是認為：衛星電視在媒介全球化的趨勢下，已成為

「全球族群媒體」(global ethnic media)，直接傳遞母國訊息給少數族

群閱聽人接收。 

Ferle and Morimoto(2009)根據角色理論(role theory)與社會認同理

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採用實驗設計方法探討亞裔美國女性學生與

上班族的族群媒體使用、族群認同，以及族群相關產品的消費行為。

其研究結果指出：亞裔學生與上班族在族群文化認同的強度、族群媒

體使用，以及對於族群相關廣告產品的態度方面有顯著差異。該研究

採用 Xu et al.(2004)對於族群媒體使用研究的操作型定義，包括：(1)
我常常閱讀與自己族群背景相關的報紙或雜誌；(2)我比較喜歡收看與

自己族群背景相關的電視頻道及節目；(3)我會收看自己族群所製作的

電影或收看呈現自己族群背景的電影；(4)我聆聽與自己族群文化背景

相關的音樂。 

在近年傳播科技與社群媒體的快速成長下，族群媒體已呈現更嶄

新而多樣的面貌。網路媒體亦已成為全球資訊流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載具，除了創造離散族群之網路虛擬社群的想像共同體；也建構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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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在移居地所經歷之不同階段的多重認同。採用少數族群認同發展

的理論模式(Phinney 1989)，Kim-Ju and Akutsu(2015)分析美國華裔移

民的族群認同，並提出三個發展階段，分別是：(1)未經檢視的族群認

同 (unexamined ethnic identity) 、 (2) 尋 求 族 群 認 同 (ethnic identity 
search)、(3)達成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achievement)。在認同心理成

熟的三個階段發展過程中，個人的族群歸屬感提升，並會(透過媒介)
主動探索自我族群之文化傳統與歷史遺產(Phinney and Ong 2007)。 

Fina(2013)探討美國華盛頓(Washington)地區西班牙族群電台之

族群認同建構，其研究結果指出：大企業、專業人士、在地企業及在

地行動者皆在族群認同建構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影響角色。根據媒體生

態(media ecology)的研究視角，Matsaganis(2014)分析美國洛杉磯地區

服務多元族群的媒體工作者如何協商及建構其新聞專業認同。其研究

結果指出：影響多元族群媒體工作者的專業認同及組織目標建構的因

素有三，分別是：主流媒體組織及製作人、主流社會體系，以及少數

族群社區。 

Lu(2015)探討居住在澳洲的中國人之離散認同。其研究結果指

出 ： 全 球 化 與 數 位 媒 體 科 技 促 使 媒 體 內 容 同 質 化 與 雜 揉 化

(hybridity)，數位媒體科技(digital media technologies)，尤其是網路社

群媒體及行動通訊軟體，已建構兩種族群認同展演的平台場域：一個

是實際的社會互動；另一個則是透過數位社群媒體的虛擬互動。

Yin(2015) 探 討 紐 西 蘭 華 人 使 用 華 文 網 路 空 間 (Chinese-language 
cyberspace)與華人身分認同之間的關聯性。其研究結果指出：線上族

群媒體(online ethnic media)具有以下雙元功能：(1)有助移民者融入移

居地之主流社會；(2)有助少數族群之文化保存及認同建構。該研究結

果並指出：紐西蘭華人使用線上族群媒體來強化、建立及協商華人移

民族群之身分認同；線上母國媒體(online homeland media)是華人網民

據以建立正統中國認同(authentic Chinese identity)的根源。 



118 客家研究 第九卷 第一期 
 

(五)客家族群之媒體與認同 

多元文化主義對於社會中的少數族群的生存與發展扮演關鍵角

色。以臺灣少數族群之一的客家族群為例，其族群運動的發展歷程可

以回溯自 1987 年臺灣解嚴後，於 1988 年 12 月 28 日由《客家風雲》

雜誌所發起的「還我母語」運動，以及繼而興起的客家母語及文化復

興運動。「客家人由一群原本只是會說客家話的文化集團，進一步提

升為具有集體認同的客家族群」(施正鋒 2011：452)。曾金玉(2000)
認為：客家運動的意義在於使客家族群重視及邁向多元文化的社會。

而客家族群媒體發展的時空環境亦與客家運動之歷程緊密扣連。 

以下回顧客家運動與客家族群媒體的發展歷程(方念萱 1989；謝

文華 2002；李美華 2013)：1989 年由台視首先推出每周播出一次的

客語節目；1991 年三家無線電視台於每天中午播出 15 分鐘「客語新

聞氣象」；1994 年第一家全客語發音的「寶島新聲客家電台」設立；

2001 年客委會成立，教育部將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話列為國小必

修課程；2003 年 7 月 1 日「客家電視台」正式成立；2017 年 6 月 23
日「講客廣播電台」正式開播。 

以下則是實踐客家族群文化傳播權以及建置客家族群媒體的重

要里程碑：1988 年 1 月 1 日解除報禁；1993 年立法院通過刪除《廣

電法》第二十條對本土語言的限制；1996 年教育部將母語教育正式納

入鄉土教學活動；2001 年 6 月 14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並

於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改制為「客家委員會」；8 2010 年 1 月 27 日通

過《客家基本法》，對於多元文化與客家族群傳播權的保障提出具體

規劃。《客家基本法》第 12 條指出：「政府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

體近用權，依法扶助規劃設立全國性之客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對

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得予獎勵或補助」；2017

                                                       
8 客委會網站，上網日期：2016 年 2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26452 

&ctNode =2016&mp=2013&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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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9 日由客委會接收自中廣頻道所成立的全國性客家廣播電台「講

客廣播電台」第一次訊號測試，9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正式開播，以「傳

承、創新客家語言文化，實踐客語成為台灣主流通行語言」為宗旨。10 
2017 年 12 月 2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客家基本法修正案」，正式將客

語列為國家語言。11  

許維德(2013：152-155)指出：客家族群的認同是客家研究的重要

議題(莊英章 2002；張翰璧、張維安 2005)，原因包括：(1)客家認同

是解決客家身分認定問題的最重要概念之一；(2)對某個體的客家認同

狀態進行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與其相對應的行為和思考模式；(3)
對客家認同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客家運動為何興起、如何興起、

什麼時候興起等相關議題。據此，從微觀跟鉅觀的兩個層次理解，探

討客家族群媒體必然牽涉客家族群的「認同」議題。 

有關族群媒體與客家認同之關聯性的研究文獻不多，其中探討客

家電視台閱聽人與客家認同之關聯性的文獻包括：蔡珮(2011：189)
分析 16 位不同世代，居住在臺北的客家閱聽人的客家認同。其研究

結果指出：客家電視台節目對於客家閱聽人在客家認同的四個面向：

「族群自我身分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族群投入」均

有提升效果。不同世代的客家閱聽人在認同召喚上有異同之處。該研

究結果並指出：客家電視台有助於改善客家人的隱形現象；並能夠提

升客家人的自信及榮譽感；並促進族群文化參與行動。 

李美華(2013：190)探討桃竹苗地區客家閱聽人使用客家族群媒體

的傳播效果，其研究結果指出：客家閱聽人使用客家族群媒體的時間

                                                       
9 『等了 14 年「講客廣播電台」今訊號測試』，自由時報電子報，上網日期：2017 年 5 月 9

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62313 
10 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17 年 6 月 23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C% 

9B%E5%AE%A2%E5%BB%A3%E6%92%AD%E9%9B%BB%E8%87%BA 
11 《自由時報》電子報，上網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 

/breakingnews/229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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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其族群認同程度越高；對於客家族群媒體的滿意程度越高，其

客家認同程度也越高。該研究結果並指出：無論是電視、廣播、雜誌

或網路媒體，客家族群媒體除了是傳遞客家相關訊息的重要管道，更

扮演跨族群互動交流平台、傳承客家語言文化，以及建立客家集體認

同意識的重要角色。 

魏玓(2016)透過文獻分析與田野訪談研究方法，分析馬來西亞閱

聽人收看客家電視台製播之戲劇節目的情形，並探討收視客家電視台

節目與客家文化復振及客家認同維繫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指出：

馬來西亞客家族群很少接收客家電視台的戲劇節目，客家認同與接收

客家節目之間很難建立實質關係(魏玓 2016：99)。然而即便如此，客

家電視台不需僅著眼於節目輸出及其影響力，而是建立與其他地區客

家社群共享的客家文化精神；並分享與交流其具體的客家媒體實踐經

驗(魏玓 2016：126)。 

(六)小結 

根據以上研究背景與文獻回顧，本研究探討國內外多元文化主義

傳播政策以及客家族群媒體相關研究文獻；並藉由分析客家電視台節

目的內容表現，評估與反思客家電視所呈現之客家文化的多元化及多

樣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探討國內外多元文化傳播政策以及族群

媒體傳播之相關文獻；並採用量化內容分析法探討客家電視台節目之

內容多元表現。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研究目的，透過蒐集市場

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以全面精確掌握所要研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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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相關資料的研究方法(蘇蘅等 2007：22)；亦指透過文獻蒐集、分

析、歸納、研究，並對文獻做系統而客觀之描述的研究方法(陳憶華 
2007：81)。本研究根據研究背景及問題意識，蒐集與分析國內外多

元文化傳播政策及族群媒體傳播之文獻資料，包括：書籍、期刊論文、

媒體報導、公部門文件、網路資訊。除了分析大範圍的國內外多元文

化主義及傳播政策的文獻資料；並著重探討族群媒體與客家認同的相

關文獻。 

(二)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經常被應用於媒體研究，咸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傳播

研究方法及大眾媒體研究的良好工具(黃振家等 2014：184)。「內容分

析法是關於各種人類交往傳播紀錄的研究方法，適合研究的形式包

括：書籍、雜誌、網頁、詩詞、報紙、歌曲、繪畫、演講、信件、電

子郵件、BBS 上的訊息、法律與規章，以及其相關的任何元件或收藏

品」(林秀雲 2014：425)。內容分析法可被定義為：「以系統、客觀與

量化的方式，來研究與分析傳播，藉以測量變項的研究方法」(Kerlinger 
1986；羅文輝 1993)。本研究錄製客家電視台 2015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11 日連續七天(一個星期)，總共 249 個節目的完整內容，以進行節

目內容分析。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本研究以「內容多元」、「產

品樣式多元」的概念(曾國峰 2005：82、85)，建構內容分析類目。分

析類目包括：節目類型、新聞節目類型、戲劇戲曲與電視電影類型、

戲劇節目類型、節目主持人(含主播)性別、首播或重播、12自製(含委

製)或外購、客語腔調。 

四、內容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針對客家電視節目進行內容多元表現之

                                                       
12 「首播」係指當周首播，非指該節目為新製並在客台第一次播出。「重播」指該節目於當

周是第二次(含)以上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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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分析。在正式進行內容編碼前，由一名傳播科系研究生及兩名曾

修習過傳播研究方法的大學生擔任編碼員，針對一周七天，總共 249
個節目樣本的十分之一(以亂數產生器隨機抽取 25 個節目)，進行複合

信度檢測。最後得到的平均複合信度為 0.97，符合信度標準(Wimmer 
and Dominick 2014)。以下是內容分析的研究發現。 

(一)節目類型 

在節目類型方面，客家電視台在研究期間所播出的節目類型包

括：新聞、戲劇戲曲與電視電影、教育文化與生活資訊、音樂綜藝、

以及兒少節目。其中以教育文化與生活資訊節目的比例最高(46.6%)，
其次是兒少節目(21.3%)，第三是戲劇戲曲與電視電影(13.3%)，再者

是新聞節目(12.4%)、音樂綜藝節目(6.4%)(表 3)。 

表 3 客家電視台節目類型次數與比例 

節目類型 次數 比例 
教育文化與生活資訊 116 46.6 
兒少 53 21.3 
戲劇戲曲與電視電影 33 13.3 
新聞 31 12.4 
音樂綜藝 16 6.4 
總和 249 100.0 

(二)新聞節目類型 

新聞節目類型包括：每日新聞報導(帶狀新聞節目)、每周播出之

塊狀深度報導與新聞論壇。其中，每日新聞報導的比例最高(69.7%)，
塊狀深度報導節目比例(21.2%)其次，新聞論壇節目的比例(9.1%)最
低。 

(三)戲劇戲曲與電視電影類型 

戲劇戲曲與電視電影的節目類型中，戲劇的比例最高(57.6%)，戲



多元文化傳播政策下的臺灣少數族群媒體：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內容多元探析 123 

曲其次(39.4%)，電視電影的比例最低(3%)。 

(四)戲劇節目類型 

戲劇節目類型中，現代偶像劇 (trendy drama)的比例占九成

(89.5%)，歷史時代劇(historical period drama)約有一成比例(10.5%)。 

(五)節目主持人性別 

節目主持人(含新聞節目主播)之性別比例以女性較高(58%)，男性

比例為 42%。 

(六)首播節目比例 

客家電視臺首播節目約佔六成(58.7%)，首播節目比例高於重播節

目比例(41.3%)。 

(七)自製節目比例 

自製節目比例方面，自製(含委製)節目比例(90.2%)高於非自製(境
內外購及其他)比例(9.8%)。 

(八)使用客語腔調 

使用客語腔調方面，以四縣腔(25%)加上南四縣腔(7%)的比例最

高(32%)，其次是海陸腔(29%)，第三是大埔腔(9%)，其次是饒平腔(9%)
及詔安腔(9%)。 

五、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蒐集並探討國內外多元文化主義傳播政策與族群媒體相

關文獻，並分析與評估客家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元化表現。本研究的

內容分析結果發現：在 2015 年 5 月的抽樣期間，客家電視台播出的

節目類型以「教育文化與生活資訊」的比例最高，接近五成。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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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以提供社會文化資訊為主，具備生活教育之目的，運用電視技術

和藝術手段，向閱聽眾傳播客家文化、語言、風俗、人物、環境生態、

科學原理等知識。樣本節目包括：「作客他鄉」、「暗香風華」、「高峰

客家力」、「客家俗諺俚語」、「客庄好味道」、「昆蟲捉迷藏」、「福氣來

了」、「異地韶光」、「食在料理王」、「酷客歷險記」、「每日兩詞說客語」、

「動一動好健康」、「來歸 六堆常民人物誌」。上述節目以多層次、多

面向的角度，提供觀眾客家文化訊息，充分發揮客家族群頻道的教育

文化功能。 

戲劇戲曲及電視電影節目方面，客家電視台於周一到周四的晚上

8 點播出 2011 年上檔的客家現代偶像劇「雲頂天很藍」；並於凌晨 12：
00 以及凌晨 5：00 或下午 1：30 重播。5 月 9 日(周六)凌晨 2：00 播

出 2009 年的客家年度大戲「十里桂花香」最終集(第五集)；5 月 10
日(周日)凌晨 5：00 播出 2007 年 10 月公視推出的歷史時代劇「亂世

豪門」。2015 年是客家電視台戲劇節目發光發熱的一年。2015 年客家

電視台製播的年度大戲，首部以禮儀師為主題的「出境事務所」於 3
月 30 日上檔播出，並於 LINE TV、YouTube、中視 HD 同步首播；而

重現法醫楊日松生平專業的警匪推理劇「落日」則於 7 月 4 日上檔播

出，並於公視 HD 高畫質頻道、YouTube、LINE TV、LiTV 等平台同

步首播。其中，「落日」於 2016 年獲亞洲電視獎評審推薦最佳原創劇

本。13而「出境事務所」則獲得 2015 年電視金鐘獎的戲劇節目編劇

獎。14戲曲節目「客家戲曲」則是於周一到周五，每日上午 7：30、

下午 2：30、傍晚 6：30 播出。電視電影節目則是於周六晚上 9：30

                                                       
13 「2016 客家電視台 年度報告」，頁 68，上網日期：2017 年 4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hak 

katv.org.tw/upload_file/public/98/2016%E5%AE%A2%E5%AE%B6%E9%9B%BB%E8%A6
%96%E5%B9%B4%E5%A0%B1.pdf 

14 2014 年 10 月 13 日首播的「新丁花開」獲得 2015 年電視金鐘獎的戲劇節目女主角獎、美

術設計獎、攝影獎「2015 客家電視台 年度報告」，頁 15，上網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

取自 http://www.hakkatv.org.tw/upload_file/public/79/2015%E5%AE%A2%E5%AE%B6%E9 
%9B%BB%E8%A6%96%E5%8F%B0%E5%B9%B4%E5%A0%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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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客家電視電影院：侍親假」。整體而言，客家電視台的戲劇戲

曲與電視電影的節目以現代偶像劇為大宗，新製及首播節目的數量及

比例稍嫌偏低。 

新聞節目方面，客家電視台製播之每日常態新聞節目的比例為每

周播出之塊狀深度報導節目比例的三倍。每日新聞節目分別是中午

12：00 播出的「當晝新聞」、傍晚 7：00 播出的「暗夜新聞」以及夜

間 11：00 播出的「最夜新聞」等三個現場直播新聞節目。至於每周

五晚上 10：00 首播的「聚焦國際」、每周六晚上 8：00 首播的「客家

新聞雜誌」、每周日傍晚 5：00 或 6：00 首播的「村民大會」則是由

客家電視台製作，每周一次於固定時段播出的國內、外新聞議題深度

報導之塊狀節目。其中，「暗夜新聞」以及「當晝新聞」皆入圍 2014
年的卓越新聞獎；「暗夜新聞」於 2016 年獲得第 15 屆卓越新聞獎之

每日新聞節目獎。2015 年客家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並獲得「消費者權益

報導獎-電視新聞類專題報導獎」佳作、電視新聞類平日報導獎佳作，

整體新聞節目品質獲得多項專業肯定。15此外，「山高自有客行路-
透視六都客家政策」是 2015 年客家電視台製播之新聞論壇特別節目。

該節目於 3 月 7 日首播，邀請政府、學者、媒體人士進行客家政策座

談。該節目自 5 月 7 日開始，於每周四晚間 10：00 播出，是由記者

實地採訪臺灣六個直轄市之客家事務首長所做的專題報導。 

整體而言，客家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呈現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及多樣

性，但新聞論壇類型的節目比例偏低(9.1%)。由內容分析結果可知：

客家電視台的節目製作策略重視兒少節目、重視新聞；並透過製播「教

育文化與生活資訊」之節目類型，強調客家社會成功的故事、強調創

業精神；且透過戲曲戲劇與電視電影節目，提升閱聽眾對客家話、客

家文化的興趣和需求(鍾振昇 2003；援引自陳清河 2011：495-496)。 
                                                       
15 「2015 客家電視台 年度報告，頁 15」，上網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 

hakkatv.org.tw/upload_file/public/79/2015%E5%AE%A2%E5%AE%B6%E9%9B%BB%E8%
A6%96%E5%8F%B0%E5%B9%B4%E5%A0%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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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內容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電視台節目主持人(含主播)的
性別比例以女性較高(58%)。其中，新聞節目主持人及主播的男女比

例為一比二(男性二人：向盛言、廖期錚；女性四人：吳奕蓉、黃小

琪、吳詩禹、陳欣渝)。綜藝節目主持人則以女性比例較高，男女比

例約為一比二(女性主持人包括：郎祖筠、劉惠珍、鍾依芹、張馨月、

謝安綺、蔡琦慧、陳明珠、謝宗蕙、朱海君、陳若萍、琇琇、羅茵茵；

男性主持人包括：羅時豐、巫宗翰、徐哲緯、鍾其翰、黃振蔚、徐淳

耕)。未來客台可考慮提高男性主持人(主播)的比例。 

音樂綜藝節目的對象以針對青壯及中生代、銀髮觀眾的類型為

主，例如：「客家新樂園 Hot Music」、「鬧熱打擂台」、「日頭下‧月光

光」、「山歌唱來鬧連連」、「風神舞台」。未來可考慮製播與其他少數

族群(例如：原住民)互動交流的音樂綜藝節目。至於兒少節目的比例

僅次於文化教育與生活資訊類節目，在類型方面亦頗為多元，包括：

針對小學生的「奧林 P 客」、針對學齡前兒童的「ㄤ牯ㄤ牯咕咕咕」，

以及於 2015 年 3 月 7 日首播的「小 O 事件簿」。其中，「小 O 事件簿」

的對象為國小學童，以孩子自主採訪、報導的方式為客家及客語紮

根。該節目獲得 2016 年電視金鐘獎的兒童少年節目獎，節目品質受

到專業肯定。 

客家電視台自製節目比例達 90%，非自製節目多數為外購之卡通

兒少節目並透過後製以客語配音，包括：「櫻桃小丸子」、「哞哞與喵

喵」、「魔法小仙女」、「多奇探險隊」；由公視提供的戲劇節目「亂世

豪門」亦屬非自製節目。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客台的首播節目比例高

於重播節目比例，但重播節目比例仍偏高，超過四成(41.3%)。客家電

視台以政府標案方式獲得客委會之經費補助，2015 年的經費全數來自

製播經費，總計 3.8 億，16 2016 年的經費總計 4.125 億。17展望未來，

                                                       
16 「2015 客家電視台 年度報告，頁 37」，上網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hakkatv. 

org.tw/upload_file/public/79/2015%E5%AE%A2%E5%AE%B6%E9%9B%BB%E8%A6%96
%E5%8F%B0%E5%B9%B4%E5%A0%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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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台應持續提升節目品質及收視率，除了爭取更多經費挹注於新製節

目產出，並應提高首播節目的數量及比例。 

在節目使用客語腔調方面，客家電視節目使用六種客語腔調，與

客語腔調在臺灣的使用分佈版圖互相對映。根據 2013 年客委會臺灣

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的結果指出(客委會 2013：2)：客家

民眾能與其他人溝通的腔調以四縣腔比例最高(56.1%)，其次為海陸腔

(41.5%)，再者是南四縣腔(4.8%)、大埔腔(4.2%)、饒平腔(1.6%)、以

及詔安腔(1.3%)。本研究內容分析結果顯示：客家電視台使用的客語

腔調以四縣腔(含南四縣腔)為最大宗，其次是海陸腔，第三是大埔；

且也有使用人口比例較低的饒平腔、詔安腔。據此，客家電視在語言

使用方面如實反映了臺灣客家腔調的多元化與多樣性。 

(二)研究結論、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多元文化主義與少數族群媒體為理論基礎，採用文獻分

析法檢視「多元文化主義與媒介多元化」、「各國多元文化傳播政策與

策略」、「族群媒體之定義、功能、類型與研究傳統」、「族群媒體與認

同」、「客家族群之媒體與認同」相關文獻；並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客

家電視台所製播之節目的多元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客家電視台播出

的節目類型包括：教育文化、生活資訊、新聞、戲劇戲曲、音樂綜藝、

兒少節目，其中又以自製教育文化與生活資訊節目以及兒少節目的比

例最高。戲劇節目類型包括現代偶像劇以及歷史時代劇。新聞節目方

面，除了每日帶狀新聞之外，亦製播「客家新聞雜誌」、「聚焦國際」、

「村民大會」等塊狀深度報導以及新聞論壇節目。音樂綜藝節目的訴

求對象包括青壯年與銀髮族。在語言腔調的使用方面，客家電視節目

以四縣腔(含南四縣腔)的使用比例最高，其次是海陸，第三是大埔，

                                                                                                                                      
17 「2016 客家電視台 年度報告，頁 84」，上網日期：2017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hakkatv. 

org.tw/upload_file/public/98/2016%E5%AE%A2%E5%AE%B6%E9%9B%BB%E8%A6%96
%E5%B9%B4%E5%A0%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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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包括使用饒平腔、詔安腔。對於少數族群媒體而言，其與主流傳媒

最大區隔的多元化指標，在於其語言腔調的使用是否具多樣性；亦即

顧及族群語言使用的周延性及完整覆蓋程度。本研究之內容分析結果

顯示：客家電視使用的客語腔調相當周延並具多樣性，完整呈現客語

的「五腔六調」。且在節目內容多元的表現上，除了顧及不同年齡層

觀眾的需求，並特別關照兒少及銀髮族的需求。整體而言，客家電視

台的節目內容多元，符合其族群頻道、少數語言頻道，以及公共服務

媒體的特質與屬性。 

全球客家族群媒體的領頭羊「客家電視台」成立迄今已逾 14 年。

客台於 2007 年加入臺灣公廣集團，迄今已逾 10 年。2014 年政府推動

《公共電視法》修正草案，規範臺灣公廣集團的經營管理主體「公視

基金會」得以經營族群頻道。近來客委會規劃結合客家電視、「講客」

廣播電台及地方客家頻道，推動成立「客家公共廣播電視集團」。18回

顧陳彥龍、劉幼琍(2006)曾根據國外文獻、國內訪談、法律分析等多

方資料，建議將客家電視台與原住民族電視台納入臺灣公廣集團，並

視其為勾勒數位時代的公共廣電集團之最佳藍圖。管中祥(2017)亦指

出：「站在資源整合、媒體綜效、避免疊床架屋、使客家電視台兼負

文化推廣及媒體獨立的功能及立場，政府應考量將客家電視台續留公

廣集團」。19值此全球化與數位匯流時代，客家電視的未來發展應參諸

國外少數族群媒體的管理運作及其所面臨的挑戰以作為他山之石；且

應多方考量國內外多元文化之情境背景、論述模式及法規政策，由產

官學研各界共同討論研議，建立客家電視台之永續經營範式。 

本研究之文獻分析，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的多元

                                                       
18 「客家台 2 個選擇：在公廣集團留下，或跟客委會走」，上網日期：2017 年 4 月 12 日，

取自  http://news.m.pchome.com.tw/politics/upmedia/20170412/index-4919883204097823600 
1.html 及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5186 

19 「客家電視脫離公廣集團會更好嗎？」，上網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 
civilmedia.tw/archives/6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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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傳播政策模式及論述，可提供客家電視台做為頻道定位及未來發展

之參考。其中，「紐西蘭公共電視(TVNZ)因受到外部市場競爭壓力，

以及內部資源不足的影響，兒少、戲劇、紀錄片與毛利節目比例偏低，

共佔約 20%」(林麗雲、王靖婷 2006：174)。與紐西蘭公共電視相同，

有經費不足及外部競爭壓力的客家電視的兒少節目比例為 21.3%，戲

劇戲曲與電視電影的節目比例為 13.3%，兩者加總比例為 34.6%。相

較之下，客家電視台對於兒少節目及戲劇電影類型節目的重視程度相

當高。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量化內容分析的節目樣本側錄時間為

2015 年的五月初的一整個星期，可能會產生系統性偏誤(systematic 
bias)(Wimmer and Dominick 2014：167)。研究者將抽樣周次的節目表

與 2017 年 10 月 30 日到 11 月 5 日的節目表進行比對，20發現後者與

抽樣周次的節目編排策略並無相異。由此可以推論，本研究之內容分

析研究發現應能具備一定程度的概推性。又，由於本研究並未針對側

錄節目進行質性文本分析，未來研究可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探究客台

節目的媒介框架、意識形態以及產製義理。此外，未來研究可針對本

研究力有未逮之處加以探討，包括：從閱聽人的角度探討客家電視節

目的多元表現與節目品質；或探討閱聽人收視客家電視節目對於其客

家認同的影響效果。未來研究亦可深入訪談政府人士、學者專家、以

及客家電視工作人員，以從產官學研的多方視角，進一步探討客家電

視台在節目產製、法規政策以及經營管理的未來走向。再者，未來研

究可針對新興客家媒體，例如：全國性大功率「講客」廣播電台，以

及網路、社群、行動媒體，探討其內容多元表現。 

臺灣自 1988 年解嚴開始，政府逐步釋出廣播與電視頻道資源，

並於 1997 年增修憲法，揭開臺灣多元文化傳播政策的序幕。1990 年

                                                       
20 「客家電視台節目表」，上網日期：2017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hakkatv.org. 

tw/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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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開始，傳播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在多元文化主義以及數位媒體匯

流的潮流趨勢下，臺灣的少數族群媒體(包括：原住民、客家、新住

民族群媒體)也益發茁壯。雖然整體大環境有益於少數族群媒體的發

展建制，但同時卻也有千絲萬縷的問題應運而生，亟待審視及解決。

這些問題可從結構面(例如：媒介所有權)、內容面(例如：產品的多元

化)以及政策法規面仔細觀察，包括：全國客家族群廣播頻道「講客」

廣播電台已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開播，近來引發未來客家電視台是否

續留公廣集團的討論。此為客家電視台即將面臨的重大變革，需要社

會各界共同討論協商，此也是攸關臺灣多元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契

機。 

對於社會中的少數族群及弱勢群體，政府應遵循多元文化傳播政

策，保障其媒體近用權與文化傳播權，提供文化保存及發聲的媒體機

制，以及對內、對外的溝通管道，以促進整體社會的多元、自由與平

等。本研究以國內外多元文化傳播政策與少數族群媒體之研究文獻為

依據，探析臺灣主要的少數族群媒體：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多元表現。

希冀未來客家電視台能有足夠經費，持續產製多元化節目內容與多樣

化節目類型，成功扮演延續客家族群語言、復振族群文化、提升族群

榮譽感及族群認同感的功能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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