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0523 [新聞新視野 第 21 集]：新唐人中新二號衛星續約 捍衛獨立媒體自由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主持人：那麼繼續要來請教去年在這個反媒體巨獸運動中發起的主要學者，黃國

昌黃老師，我們知道其實中新二號衛星續約，剛剛從這個介紹裡面也知道了，兩

年前其實就發生過一次新唐人和中新二號衛星合約的問題，那麼現在又發生，而

且剛剛張老師其實點到了一個重點是，中新二號衛星是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具有掌

控權的一顆通訊衛星，怎麼看新唐人在臺灣政府具有掌控權的這個通訊衛星上，

卻遇到了不續約的這個風波，您怎麼看？ 

 

事實上，在2011年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個人滿驚訝

的，但是在了解事件的始末以後，我開始注意到一個比較大結構的問題，所謂大

結構的問題也就是剛剛張教授她所點出來的，也就是說，媒體的內容它必須要經

過一個carrier，不管說是在有線電視，它必須要透過有線電視系統或者是說，像

今天新唐人所面臨到的，它必須要透過衛星去發送它的訊號，觀眾才可以收聽到

的時候，你會發現說這些承載著媒體訊息的平台，他們在篩選什麼樣的內容可以

上這個平台，或是這個衛星它要去carry什麼樣的message到中國的時候，事實

上，在外觀上面，你是會看起來是一個形式上所謂商業考量的選擇，但是你如果

仔細地去檢視說過去這幾年臺灣在跟中國，台海兩岸在交往的時候，所面臨到一

個結構性問題是說，兩邊在生活上面，事實上，最大的差異是在於對於自由、民

主、人權的堅持。 

 

就在中共政體它事實上在打壓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同時，對於它境外

管不到的地方，它開始透過經濟利益，透過經濟利益去滲透，所以在過去這幾年，

我們在臺灣的整個媒體界，可以看到非常多這樣子的現象，也就是一些言論不為

中共集權政體所喜的傳播內容，開始慢慢的在臺灣利用各式各樣的所謂的商業考

慮，或者是所謂的，在整個節目調配上面的不明的理由而消失了，不管是去年大

話新聞的停播，還是壹電視它長期以來因為沒有辦法上架，你都可以看到這樣的

影子。 

 

那在這個結構的環境上面，我們的政府就扮演滿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當

你很有意識到說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跟它背後深層結構的原因的時候，我們的政府

要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因為我們政府所擺出來的立場，那個不是說只有把它單純

的看成是一個商業合約的問題，它也對全世界釋放了說，今天臺灣，不管是在華

人世界還是在全世界，它所代表的根本價值是什麼，它是不是還是繼續地堅持我



們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捍衛，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在具體的作為上，你應該消

極的不採取任何的作為，任由中共這樣子透過經濟的手段來滲透，還是你應該透

過更積極的手段來捍衛不僅是臺灣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權，而是臺灣這個地方在華

人世界裡面所代表的價值。 

 

今天台海兩岸如果要維持和平，我會認為最根本的方式是，你要去協助中國

的人民也能夠去享有自由民主這樣子的生活，而新唐人電視台在這件事情上面，

它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好，謝謝黃老師。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那麼繼續請教黃國昌老師，我們知道去年您在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做了短

期的一個學術研究，您的觀察，您覺得美國社會對於臺灣近來這個媒體環境的轉

變，您是怎麼看的？ 

 

我覺得大概去年剛好是中共政體十八大權力交接的一個時候，那事實上，他

們所關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是，沒有辦法瞭解說為什麼那個權力的交替這個過程

會如此的晦暗，就是有很多東西你事實上是沒有辦法看到整個權力交接過程它的

邏輯跟它的權力運作的機制。那當美國的媒體在看它們權力交接過程這樣的晦暗

過程的時候，事實上也點出來了剛剛張老師她所講的問題，在美國人的眼裡或者

是我自己接觸到一些美國的朋友，他們都承認中國已經是現在世界上的一個大國，

但是他們不認為中國有可能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大國跟一個偉大的國家是不

一樣的，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必須要得到別人的尊重，你得到別人尊重的方式並不

是用武力的威嚇，也不是用金錢的購買，而是對於你這一個國家所代表的價值的

認可。 

 

但是我們所接收到的訊息看到的都是中共的極權政體，它怎麼樣透過操控權

力的方式去鞏固它們自己的既有利益，它們自己政權的維繫跟下面的中國人民他

們所理應得到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應該有的自由、應該有的人權、應該有的民

主方式，事實上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當在看中國出現這樣的現象的時候，他

們會很自然而然的去想到說在臺灣所發生的現象，因為臺灣目前存在著一個非常

重要的意義是，它要打破一個迷思，什麼樣的迷思呢？民主的政體在華人世界是



行不通的，民主的制度在華人世界是沒有辦法順利地運作的，臺灣的存在對於這

樣子的迷思提供了一個最大的反差，這也是臺灣目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要

去贏得世界的尊重，最重要的一個根本的價值，他們正在觀察臺灣這樣子根本的

價值會不會因為臺灣希望從中國市場攫取經濟利益而自我放棄，我覺得這個是，

最起碼我自己遇到的朋友，他們對於臺灣的關注是從這個角度切入在思考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在節目最後，我們想請三位來賓各以一分鐘總結，就今天的討論來做一

個結論，我們先請張老師。 

 

張錦華：是，我接著剛才董教授的話，保護中國大陸人民的人權，13億人民的人

權，就是保護我們臺灣的人權，中國13億人口他們需要知道禽流感是不是傳染開

來了，他們需要知道豆腐渣的工程是不是政府施政不利、是不是有很多弊端，他

們需要知道這個人權迫害，他們身邊的人是不是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就遭受到迫害

了。所以他們的人權的保護，那我們臺灣跟大陸其實有這麼多的這些來往，一年

其實上百萬人這樣來往，所以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鄰居如果人權受到迫害，其實

就是我們自己受到迫害，我們真的要有這樣深切的認知。 

 

主持人：好，謝謝張老師，黃老師，一分鐘。 

 

揭露作為一種手段事實上是打破不受控制權力的晦暗最重要可以扮演的角

色跟功能，那在目前中國大陸的內部，在媒體言論一言堂的世界當中，怎麼樣透

過一個獨立新聞媒體支持，能夠達成透過揭露的這個手段，來去促進中國內部人

權的保障，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面，臺灣作為華人世界所謂民主的燈塔，有絕對

不能夠推卸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