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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八點檔
鏡新聞《調查報告》

前言

多數的有線電視新聞台，在每天晚上8點這個黃金時段，都會推

出政論型的談話性節目。這個源自30年前TVBS《2100全民開講》

而來的節目類型，多年來主宰電視台的言論市場。更因為市場區隔

或電視台老闆的政治傾向，不同的電視台，也逐漸地為各自不同光

譜的政治勢力發聲。

作為一個新成立的新聞台，鏡新聞的八點檔節目《調查報

告》，一開始就希望有所區隔。我們著重同時段比較罕見的調查

性深度報導及關鍵訪談，透過資深節目主持人的詮釋及專訪，盡

可能去整理或深入每日最重要的焦點新聞。

在週一至週五的8點，我們刻意減少新聞則數，主動針對重大議

題，配合專家分析解說，從不同角度挖掘新聞背後的意義及脈絡。

至於週末假日，則選擇一個重要議題，以多角度的長篇報導進行全

文∕ 張玄會 （《調查報告》督導採訪中心總監）

 林上筠 （《調查報告》製作人採訪中心副總監）

 邱銘輝（鏡新聞資深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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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探討，並盡可能提出解方，期盼改變現狀。

目前各電視台的晚間新聞，比較像是把大家白天已經從網路上

知道的訊息，加上影像及旁白，做成新聞影片播出。但這些新聞，

是否為觀眾真正關心的事？抑或只是新聞部記者依照採訪路線，每

天「被動」得到的新聞內容？

2017年，成功把韓國JTBC電視台改造成收視率及信賴度第一的

知名主播孫石熙，曾批評韓國的電視新聞是「有故事沒歷史、有文

字沒脈絡，所以觀眾沒有辦法得知新聞背後的脈絡，也無法理解新

聞內容的意義。」他也認為電視新聞的編排方式，就像百貨公司陳

列商品一樣，多則單條新聞排列對觀眾是不具吸引力的。

他於是提出「脈絡新聞學」的理論：電視白天出現的一條一

條1分30秒影片，即是客觀新聞；而所謂「脈絡新聞學」就是以客

觀新聞為本，但在他晚間新聞節目《新聞室》中，將重點放在檢驗

事實、賦予新聞意義。這樣的作法，加上各種內容改革及創新，讓

JTBC在短短4年間從一個三流電視台變成一個讓公眾信賴、收視率

成長10倍的電視台，最後還揭發南韓總統朴槿惠的閨密干政事件，

導致朴槿惠下台。

孫石熙的「脈絡新聞學」，帶給南韓電視新聞生態很大的變

化，也給了《調查報告》的製作單位每天準備內容上不小的啟發。

Ⅰ、專注美中台關係　只談重大議題

《調查報告》的誕生，是鏡電視這家電視台經營者給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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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標準。製作團隊中，有努力鑽研、調查的專題記者，在設下的播

出期限裡，努力端出能達到這個節目名稱標準的作品；此外，節目

製作群中也有兩岸、政治新聞資歷豐富的記者，從每天的新聞時事

中，為觀眾篩選出重要美中台、國際、國內政經議題，透過主持人

的解說，輔以該議題專精的專家學者、關鍵人物訪談，來為每天零

碎的新聞報導增加厚度及深度。

特別強調的是，製作團隊所訪問的專家及關鍵人物，均以專精

該議題為優先，避免新聞內容淪為口水、特定立場或是虛談。就以

國造潛艦海鯤號下水的新聞為例，除了事先蒐集資料製作的專題，

團隊私下也力邀國安會諮詢委員黃曙光受訪，他是潛艦國造的靈魂

人物，但礙於黃曙光個人考量及身分，以及現階段暫時還不便公開

接受專訪的狀況下，團隊率先邀請到黃曙光曾公開感謝、另一位

協助潛艦國造的關鍵人物―前海軍顧問郭璽上節目接受主持人訪

問，談自製潛艦從無到有的困難、紅區裝備如何取得等不為人知的

幕後。

專訪重要專業人士　直入問題核心

此外，美中台議題近年來成為影響台灣、甚至選戰的重要關

鍵，這也是週一至週五的節目中，在國內其他重大新聞事件外，固

定會呈現的內容。過去在美中台重要議題上，曾邀請過陸委會主委

邱太三、參與馬習會的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等政學

界重要人士，以專訪形式在節目中深入剖析。除此之外，國內重大

議題上，例如基泰大樓發生下陷危機，當天節目內容除現場連線，

主持人也透過視訊訪問受災戶呈現災難現場，同時也請銘傳大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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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系教授王价巨，解析當地地質、提供救災及預防的專業資訊，讓

災難不僅僅是呈現災民的悲痛，而是包含究責、挖掘原因，同時也

提供可能答案及解方的內容。

在關鍵時刻專訪關鍵人物，是《調查報告》追求目標；如在雞

蛋進口爭議爆發時專訪時任農業部長陳吉仲；在總統候選人爭論核

能及重啟服貿問題時，專訪主管的經濟部長王美花；或是率先在兩

岸議題上，專訪有獨特見解的前聯電董事長曹興誠……等。

鍥而不捨調查　追求深度紮實多元內容

調查報導，不僅僅是記者自我挑戰，也是閱聽人檢驗記者功

力、評價媒體最直接的成品。相較於每日新聞（Daily News），調

查報導需要時間、記者鍥而不捨的耐心，也需要所屬媒體的支持。

而製作調查報導的記者功力養成，除了個人企圖心外，還有新聞資

歷所養成的視野及知識，僅跑新聞一、兩年的記者，要他們做出調

查報導實屬不易，新聞資歷超過10年的資深記者，還願意堅守新聞

崗位、有能力製作調查報導者真的不多，從每年各大獎項入圍的名

單不斷出現熟悉面孔，多少可以看出端倪。

《調查報告》製作團隊從專題記者、製作人再到節目的督導主

管，都期待這是一個報導當天重要國內外事件，最深度、紮實、多

元的節目外，另藉由專題記者的挖掘調查，不時可端出精彩、重量

級的作品，讓節目更有知識性及影響力。

從事調查報導的電視台記者，除了功力、努力，也需要新聞台

經營者、主管的支持，畢竟厲害的調查報導，需要投入時間、精力

來完成，所幸鏡電視新聞台提供了空間，讓願意做調查報導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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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揮空間。

本文三位作者之一經歷鏡電視從申照到上架的艱辛過程，新

聞團隊中有許多對製作深度節目充滿熱忱的夥伴，每位新聞工作者

從前一個工作離開的理由雖有不同，但鏡電視相較於電視同業，更

願意對深度、調查報導做投資，相信是不少人願意來這家公司的原

因。本文作者也都是抱持相同的期待，選擇離開熟悉的新聞工作環

境，投入另一個迥異於以往的戰場，我們期許、也努力讓《調查報

告》成為業界標竿，進而吸引更多對新聞充滿熱忱、願意投入深度

報導的夥伴，讓節目內容更有影響力。

Ⅱ、不只揭露問題　盡力提出解方

周末假日晚間8點，《調查報告》節目是以1小時深度專題報

導，探討各式議題，並尋求建設性解方。拋出問題、點出不足其實

誰都會，但在僵局困頓中要提供政府參考的可行性解方，或是提出

能改善現況的建言，就需要更全面、透徹周延地看問題，並從學者

研究探討建議中反思。

但要怎麼讓觀眾咀嚼得下呢？

過去各台的每日新聞有三種題材避之唯恐不及，「流浪狗、廢

土、老人」，因為在畫面上不討喜，議題受眾也不夠廣；因此往往

被編輯台笑稱為每日新聞收視冷門排行，能避則避。不過《調查報

告》的長版專題，並沒有自我設限哪些議題不能討論。

這並不是說我們不重視收視率，而是我們希望以更深刻入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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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走入情境娓娓道來，帶出人味，讓觀眾能感同身受；也期許

專題團隊更重視說故事的技巧，追查更多隱藏幕後的玄機，帶出解

方，繼而擴大影響力。

調查報導的魔力　媒體需要道德勇氣

一個好的深度專題、好的調查報導，其實要能做到改變僵局、

改善政策。對記者而言，製作調查報導其實會上癮的。即便過程屢

遭拒訪，也有屢屢受挫的難熬撞牆期，但風越大越要行、越困難越

要突破，若是能改善現狀，相對就會有成就感。

以規劃製作「『藥』命的缺憾―體檢失衡健保」專題來說，

此調查緣起於今年3、4月間，某醫生憂心地私下向我感嘆：「我們

快撐不下去了，葉克膜管子叫不到貨，再一個沒心跳就無法救了，

崩潰邊緣了！」我們循線一家家醫院查證，發覺事態嚴重。但各院

醫師們紛紛婉拒受訪：「我不能受訪，講了在醫院會黑掉，政府叫

我們自己調貨，正值醫療評鑑期不能得罪」、「有醫院偷偷消毒

長期接觸血液不能再重複利用的耗材，你們要有道德勇氣揭露，

讓政府知道有多危急」、「中國出三倍價搶貨，原廠當然先供貨

他國」。

就是某大醫院心臟外科主任這一句：「你們要有道德勇氣，揭

露危機才能讓政府警覺」，讓我們即使在挫折中，再難也要拚著查

下去。

但事涉敏感，各醫院拒絕拍攝，縱有醫師願意發聲講真話，也

被要求不得掛名所屬醫院，影像卡關一度中斷，最後克服萬難，獨

家進入台大加護病房手術室，直擊醫師克難DIY醫材疾呼示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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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葉克膜權威、台大醫院心臟外科醫師陳益祥感嘆：「現在緊繃到

能不用葉克膜就不用，或省著用。但若病情垮了、病患死了，我會

自責一輩子，後悔沒早些給他最好的。」

獨家揭露急重症醫材短缺風暴帶來改變

此專題也追查台北五大醫學中心，心肺衰竭必用主動脈氣球幫

浦IABP缺貨沒替代品，心肌灌注針缺到小醫院違法重新消毒，民眾

不知不覺用了二手貨。專題直指政府只設缺藥平台，沒設線上醫材

缺乏通報機制，導致醫院只能自己喬、自己吞；更建議加速盤點戰

備藥材庫，自製高階醫材治本。

節目播出後促進改善了嗎？食藥署先坦承部分醫院葉克膜套

管缺貨，公布醫材短缺通報新平台，協調替代用品，政府發文各醫

學會，依報導建議列出缺了會出人命的必需品，確保急重症維生無

虞。健保署也提高葉克膜價錢專案進口，台大醫師肯定媒體力量幫

助了很多人，尤其是命懸一線的患者。

再如今年7月製作的「血色霸凌風暴」調查報導，探討校園霸

凌―死了一個高中生之後的內幕。過去在國家通訊委員會（後稱

NCC）以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嚴格要求下，18歲以下

受害者包含同學家長的影像訪談，任何足以辨識身分的特徵全得避

開或馬賽克；在畫面內容極度受限下，各電視台為免麻煩，鮮少製

作霸凌專題。

但鏡新聞仍期盼討論此重要議題，儘管不能露臉、畫面受限，

還是從事發面、制度面、旁觀者角色，以及校園體制內權力不對等

關係下師師可能相護的現象中，到霸凌吹哨者制度，建議引進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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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評鑑成案與否等多元面向深入剖析，並進一步討論：事後修復式

正義能弭平傷痕嗎？希望透過報導減少霸凌傷害，停止惡性循環。

甫獲得2023年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首獎的「真假ESG揭祕―你

是真綠還是漂綠」專題，探討了過去大家不敢說的、囿於業務壓力

不能說的敏感議題。從追查企業因深陷「碳焦慮」而遊走在漂綠界

線開場，探討在全球重視ESG永續抬頭之際，如何辨識真假？檢視

大廠一面高唱環保、一面放任下游供應鏈濫排污水，再看政府要求

企業公開永續報告書，若寫得華麗、說做兩套，也無實質罰則的漏

洞……報導全面檢視了各企業必修的ESG各種推行難處和綠色商機。

新聞獎評審直言，這題目追查漂綠深具難度與挑戰性，有別於

其他媒體朝正向論述，專題剖析企業推動「永續」的真面目，多元

訪問、交叉詰問，兼顧ESG現狀批判，但也完整呈現未來綠色商機

走向和前瞻解方。

檢視政府重大政策　從人味個案帶出困境求改變

我們也嘗試各種不同類型的專題及調查報導。例如，「刀光劍

影光電夢」討論2025年再生能源支票即將到期，各地光電遍地開花

對環境生態的衝擊？也揭發光電煉金術黑白兩道夾擊內幕，最後討

論廢棄光電板回收解方。

「大缺工時代」專題則探討「如何找回勞動力？」的問題，並

直擊多家企業每天派車到監獄門口，申請表現良好的受刑人上工。

報導不單只是看各產業缺工的「慌」，而是檢視政府的「開放移工

政策」：相關單位以轉台灣籍為誘因留下的人才，其實並非雇主真

正亟缺的基層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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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幼教『孩』有希望」則以吹哨者視角揭露全台充斥違規

十多次準公幼兒園仍未退場，促使地方政府事後首次開罰6萬；也揭

幼教老師一打十二的困境，深談幼兒教育。

另外，也有專題全面檢視長照2.0政策有無被善用，調查巷弄長

照站布建，追資源浪費；「消失的生活權」專題探討台灣目前有超

過30萬名重度身心障礙者，他們很難自理生活，渴望最基本的人權

卻被漠視，從協助的個人助理缺乏到身障修法不公，再看身障家庭

中被遺忘的健康手足。

「你的學歷、查無此校」，探討私立大學退場亂象，並討論如

何避免弱勢學生犧牲；「餐桌上的危機」調查民眾最關心的食安議

題――一個麵包竟然能合法開放170種化學人工添加物，同時也揭

露哪些歐盟列為禁用的添加物、在台灣卻毫無管制，還大啖不知風

險？

辛苦製作調查專題的背後，則是播出前屢遭施壓、想「搓掉」

報導，甚至記者接到頻繁無聲電話，難免有隱然層疊的恐懼感，但

為了追查真相、做該做的事，我們仍會堅守下去。

《調查報告》的長專題，這兩年獲得各大獎項如曾虛白新聞獎

媒體素養獎、華文永續報導獎首獎、消費者權益報導獎首獎等等，

今年更以6項專題入圍卓越新聞獎長短版深度報導，亦入圍兩項曾虛

白先生新聞獎等。我們更希望的是能透過報導幫助更多亟待救援的

人，或是被忽略的各種重要的社會議題和角落。

做觀眾應該看的　而非迎合收視率及點閱數

「做觀眾應該看的、『必須知道』、『必須看』的，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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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的。」在一片追求收視率、分秒精算的各台戰區，這幾句話

其實很難實現。身為記者應該不被收視偏好綑綁、做觀眾應該看的

深度探討，而非大部分人想看的的浮面淺碟，或迎合收視點閱的題

材。

最近網路掀波，在一片撻伐斷章取義的小編和污名化記者的

聲浪中，撇開「為點閱率收視率之蠱而活」的少數人，其實還有很

多新聞人默默在為守護「公共利益」奮戰，在鏡電視、在《調查報

告》節目，仍有一群夥伴們，正默默不懈地努力著。

結語

每天晚上8點，在一片藍綠交鋒的新聞頻道中，《調查報告》選

擇一條人煙較稀少的路，不過，鏡電視終究是一家商業電視台，不

可能完全不顧收視率。如何在兼顧收視率的情況下，仍維持初衷、

走一條正確的路，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讓新聞解析更權威、更快

速、製作更多獨家調查專題，是製作單位持續努力的方向。當然，

在主、客觀環境侷限下，每天的節目內容未必都能盡如人意，但透

過不斷修正檢討，期待未來可以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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