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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鏡新聞《調查報告》，是這個頻道還只能夠在網際網路

上看到的時候；主持人是廖芳潔―從她在TVBS新聞台的時候，

就注意到這位主播，台風穩健，經常是主要時段的值班主播。咬

字清晰、表情自然，不慍不火的播報功力，可以說是專業主播的

典範，光看到主持人，就足以讓我繼續固定地看下去。

這篇文章將就9月對鏡新聞《調查報告》這個節目進行觀看

後一些心得與建議。在晚間8點到9點半的1個半小時裡，《調查

報告》節目除專題之外，也要試圖融合當天的重點新聞在其中呈

現，所以我們也會看到一些與外場記者或受訪對象連線的段落。

即時新聞的壓力甚大，若有事先錄影以求連線品質的情形也無可

厚非，但最好要有稍早錄影的字樣提醒觀眾，這段連線不是即時

當下正在進行的，以免會產生時間序列的錯覺。

例如台北市長蔣萬安參與雙城論壇的最後一天，如果午後

就從上海返程（報導中提及返程出發前2小時赴某處午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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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記者應該已經回到台北市了，該採訪團也應該任務完成回到各

電視台，建議對談的記者可以直接至棚內接受現場訪問或預錄訪

問，而不是用SNG連線的方式，勞師動眾營造現場感。個人一直

認為，訪談、論壇的來賓，應不只是學者專家民意代表，各台各

報的資深記者、在現場的記者也是很好的分享者。更何況，專家

學者民意代表本就有其發聲管道，媒體再予以邀訪，已屬多餘。

當然，觀察該節目，資深記者作為論壇來賓的比率已經不少，算

是可貴。

另外，製作單位非常用心地進行了許多座談或專題報導的規

劃，例如氫能車國家隊、雪隧血淚史、師不復得、餐桌上的真相

等等。這類專題進行時，不但專題報導SOT非常用心，包括主持

人的稿頭也看得出來花費了相當的內部成本進行製作，提詞、串

場時的視覺化圖表數據與動畫效果都十分精緻。

以「餐桌上的真相」專題為例，具體示範了媒體作為社會第

四權，為民眾把關的角色。製作單位特地將各家麵包店的吐司送

標準檢驗公司進行檢驗，發現每天吃超過三到四片吐司，就超過

兒童一天糖攝取量的標準。這樣使人震撼的實際調查結果，就是

媒體第四權最好的示範。猶記得台灣的紅樹林保育、對岸的三聚

氰胺事件，都是媒體主動研究調查、喚醒了社會良知，捍衛了生

態環境、食品安全，這些關乎民眾權益的生活大小事，就是要靠

媒體在不疑處有疑，才有可能捍衛。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雖然

記者有時現場提問的問題水準令人噗哧，但我們永遠要讓記者保

持這樣亂問的勇氣與空間，因為還真的有不少關鍵的答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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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怎相關的提問之後所講出來的。

其他，包括「雪隧血淚史」專題，取得非常多雪隧隧道工程

挖掘時發生災變的第一手現場畫面，除了呈現工程的艱難與偉大

之外，也帶出現場作業的勞動人權、移工議題，令人留下深刻印

象。

專題報導之外，由於本屆總統大選亦正在進行中，政治類

議題也格外引人關注。《調查報告》特別在自家民調發布時，

同時邀請資深媒體人或三黨發言人座談以進行解讀。印象中，8

月時還搭配了《鏡週刊》邀請三黨總統參選人撰寫「給年輕人

的一封信」，並邀集媒體人黃暐瀚及立委參選人，也是現任市

議員苗博雅進行對談。對談的內容當然有抑有揚、各有見地，

但個人認為，擬參選這次選舉的來賓，都應該在人名小標上揭

露他的黨籍與代表政黨，讓觀眾能夠在判斷這個言論的客觀性

時，有所參考。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國艦國造相關議題的討論上，《調查報

告》節目進行了所謂黃曙光最感謝的郭璽博士這樣一則專訪。當

然，國艦國造對於我國國防、國土與領海安全方面非常重要，但

國艦國造的政策方向與部分非機密的執行細節是否也還是公民要

能夠檢驗與關心的？不是說郭璽不能作為座談的座上賓，而是一

個議題的討論，除了郭璽之外，能不能再增加一兩位資深記者或

國防專家進行討論？更何況，郭璽本人其實也是這屆立法委員選

舉參選人，在職稱小標上一樣有揭露的必要才是。

鏡新聞《調查報告》這種將專題深度報導與每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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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News）結合在一起的節目，其企圖是在每日新聞報導

的同時，導入相關新聞的議題縱深。但操作過純專題和每日新聞

的從業者也可以感受到，這對製作團隊而言其實是一種相當吃力

的節目操作方式，因為每日新聞一直在走，每天都會有不同的變

化，專題廚房能夠端出甚麼菜色，也考驗著整個新聞台團隊的議

題敏銳度與深入挖掘的功力。要能夠在前期就嗅到新聞走向，拿

捏製作相對應的專題，並且比重恰到好處，相信是這個節目製作

團隊的日常討論重點，但無論如何，鏡電視新聞台開始做，也確

實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