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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民主價值守護台灣： 
九一反旺中事件的探討 
 
●葉柏祥／資深媒體人，現就讀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新聞媒體被財團壟斷的現象，極為明顯，旺中案就是一個極為

典型的例子。賣旺旺仙貝起家的蔡衍明，在取得中國時報以及中天電視台等媒體後，還

想繼續收購中嘉網路與雙子星合計共十一家的第四台業者，交易金額高達七百六十二億

元，將擁第四台一百一十八萬收視戶，市佔率高達23.6％，並握有第四台頻道上下架的

生殺大權，成為台灣最大的跨媒體集團。旺中集團的崛起，引發社會各界對於新聞媒體

壟斷與新聞自由的討論，這個媒體議題甚至躍上枱面，成為公民運動遊行的焦點。9月1

日在台北市舉行反媒體壟斷大遊行，有近萬名民眾參與，是台灣有史以來針對新聞媒體

所發動的最大一次遊行活動，有七百多名學生參與此次遊行，是繼野百合運動之後，台

灣最大型的學生運動。 

  蔡衍明入主中國時報以及中天電視台，財大氣粗的生意人氣息，讓中國時報的員工

「耳目一新」，感受很深，因為在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的時代，帶有一定程度之自由

派色彩，在蔣家戒嚴的年代，余紀忠出任國民黨中常委，被批評是「報人中常委」、

「黨報不分」，導致一些黨政人士常把中國時報社論作為政治氣候的風向標，可是在當

時媒體環境中，中國時報擁有自由主義的色彩，同情民主運動，在新聞報導和評論上的

尺度較寬，也保留較多多元聲音存在的空間，也因為中時自由主義的氣息，培養了包括

江春男、王杏慶、金恆煒等具有自由批判色彩的新聞工作者。 

  中國時報的黃金時代，卻在2002年余紀忠逝世，報社交由次子余建新接管後，逐步

地沒落。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中，受到次級房貸風暴連鎖效應波及，雷曼兄弟公司申請

破產保護，負債達六千一百三十億美元，台灣有許多名人遭受衝擊，余建新就是其中的

一位。為了財務上的脫困，媒體界傳出消息，余建新有意將中國時報、中天電視等媒

體，售予壹傳媒集團。不料後來出現峰迴路轉變化，原本有意購買卻因故放棄的旺旺集

團回頭和中時談判，提出較高的金額，以二百零四億元新臺幣的金額，取得中時集團所

有媒體的經營權。 

  蔡衍明取得中時集團媒體的經營權後，以經營仙貝企業的精神，來經營中時集團，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9期／2012.09.30   81 

旺旺高層與中時員工開會時，時常講的一句話是——中時是要倒掉的企業，如果不是蔡董

肯花錢，也不會有中時員工存在的空間。言下之意，是要員工感謝蔡董的賞識，才有一

口飯可吃，員工當下體認到，在余紀忠經營的年代，他們以知議份子自許，以言論與報

導，發揮影響力，報効國家與社會，如今那個時代已經消失，他們只是旺旺集團旗下的

員工，每天打卡上班，與一般的上班族沒有兩樣，不必再談社會的責任感與遠大志業

了。 

  蔡衍明對待中時幹部的方式，與他對待旺旺幹部，沒有兩樣，招之即來，呼之即

去，中時高層雖然遭到與余紀忠全然不同的對待方式，也只能逆來順受，而蔡衍明請幹

部吃飯，桌上會擺上土龍酒一罐，員工都知道這是他的「最愛」，時常聽他談起其功

效，妙用無窮，其中的風花雪月，不足為外人道也，可是幹部並非外人，也都知道其癖

好與喜愛。 

  蔡衍明個性豪放，使他在與員工聚會時，口無遮攔，同時也表現在他在接受外面的

訪談時，口不擇言，如他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表示：「關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屠殺報

導不是真的」，他甚至稱天安門事件沒有死人，引發學界強烈的反彈，質疑蔡立場親

中，連史實都可以扭曲，學界並連署發起拒絕投書中時運動。 

  蔡衍明對天安門事件的說法，其實只是冰山之一角，可是卻是他買下中時集團後，

公開犯下的重大錯誤，此後旺中集團的爭議事件，就如骨牌效應的出現，層出不窮，蔡

衍明面對外界的質疑與批評，不但沒有虛心檢討，減少犯錯的機會，反而是變本加厲，

我行我素，甚至擴大打擊面，以手上的媒體為武器，討伐異議人士，充分顯露媒體霸權

的本色與特質，種下了外界群起反對旺中的原因。 

  事件的導火線是今年4月，立院交通委員會邀NCC及蔡衍明針對收購中嘉網路與雙子

星進行專案報告，但蔡未出席，由旺中寬頻董事長特助趙育培出席。民進黨立委葉宜津

表明趙未受邀，蔡也未表態由趙代理報告，因此請趙列席旁聽。隨後中視、中天的新聞

及政論性節目連續四天大篇幅修理葉宜津。國民黨立委羅淑蕾痛批「恐怖到極點」，隨

後中視、中天將砲火轉向羅淑蕾繼續修理。 

  旺中因為被批評，沒有虛心受教，反而是以惱羞成怒的方式，痛批葉宜津、羅淑

蕾，旺中因為自己的私利，而將媒體公器作為批鬥工具，粗暴蠻橫的方式，簡直是第四

權的暴力，在自由民主的國家，甚為少見，過去曾發生過高雄王家的台灣時報，發行人

王玉發以報導修理其兄王玉雲長子王志雄的事件，涉及家族利益分配問題，就讓台灣時

報報格向下沈淪，成了媒體界的大笑話，旺中這次的口誅筆伐，更加惡質與嚴重，更是

讓社會普遍見識到媒體暴力的可怕與恐怖。 

  台灣在威權統治時代，國民黨一黨獨大，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完全操控主要媒

體，為了維護「黨國的利益」，大肆攻擊黨外人士，媒體暴力與國家暴力二合一，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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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被抺黑為暴力份子、恐怖份子，很難洗刷清白，在美麗島事件中，美麗島政團人士

面對國民黨舖天蓋地而來的抺黑，形同媒體審判，旺中以媒體對付異議人士的做法，等

於也是媒體審判，肅殺氣氛與國民黨的威權作風無異，旺中的媒體霸權如果成形，威權

時代的媒體暴力借屍還魂，可能會對民主法治造成嚴重的傷害。看一看旺中黨同伐異的

做法，外界的擔心絕對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而九一反旺中大遊行，展現強大的民意，就是人民擔心縱容旺中坐大，成為媒體

怪獸，會產生媒體的寒蟬效應，傷害台灣的民主與法治，看一看由這一陣子旺中集團的

表現，可以說是亂象頻生，問題嚴重，旺中怪獸正在成形，民意的當頭棒喝是否發生成

效，仍然有待觀察，可是至少讓許多人站出來，提醒大家注意媒體財閥對台灣的傷害，

因而有必要把這些日子以來出現的旺中亂象，列舉並說明，讓人們加深印象，小心防範

媒體怪獸的發生。 

  一、今年5月7日旺中案公聽會上，壹電視CEO指控蔡衍明以一人之力擋下壹電視的

上架，質疑不合旺中集團親中口味的頻道都會受到如此對待，也會引發現有頻道寒蟬效

應。而名主持人汪笨湖經營的台灣蕃薯台，曾邀請金恆煒當節目來賓，批判旺中，汪後

來在節目中表示，感受很大的壓力，股東叫他不要再做批評了，以免電台做不下去。  

  二、旺中案走路工事件，又稱黃國昌事件，充分凸顯旺中集團的胡作非為，違背新

聞專業與新聞倫理，以惡質的新聞操作手法抹黑學者，為了鬥臭一個人，可以不擇手

段，媒體為害之惡，這個事件就是最好的說明。旺中集團旗下的媒體以大篇幅報導7月25

日當天約有百來位學生到NCC抗議購併案，現場有白衣女子發錢給參與學生之「走路

工」情事，質疑與當天號召發動到NCC抗議的黃國昌有關，連續數日批判，卻引發相關

學者反彈，認為旺中集團在缺乏證據的狀況下，以影射性報導攻擊反旺中學者，是惡質

媒體操作。 

  三、清華大學學生陳為廷在臉書上轉載網路圖片（有此一說，圖片來自中天播放的

錄影，有中天員工不認同主管的做法，才出此策略），指控《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林朝

鑫涉嫌涉及此事件，認為該「走路工」為旺中集團自導自演的情事。中天電視台於新聞

中公布他為該網路圖片於Facebook臉書上的轉載與散布者，並公布他臉書上的個資，以

及曾為民進黨籍議員助選。旺中公開對上學生的做法，引起多位文化界人士的不滿，紛

紛對陳為廷進行聲援。 

  陳為廷只是轉貼網友所拍的照片，對林朝鑫在場也是合理的質疑，卻遭致旺中集團

的追殺，說明旺中還未購併，已經如此可惡，一旦購併案完成，對言論自由的殘害，更

難想像。 

  四、旺中集團對此新聞事件的處理方式已經失控，濫用報導與言論，與反對的學者

為敵，全面追殺，部分記者在內部提出反對意見，但蔡衍明反而認為內部不夠團結，報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9期／2012.09.30   83 

導力量也不足，態度仍然強硬，導致副總編輯何榮幸辭職，總主筆倪炎元、副總主筆莊

佩璋申請退休獲准。記者游婉琪表示，報社主管要求她撰寫報導此事件特稿之後，遭報

社改寫，由三段加成六段，方向改為大罵學者黃國昌，再以她的名義刊出，因此請辭。

旺中案的報導，方向經常都是公司高層設定好，之後要記者執行，進行相關報導，這種

違反專業倫理的做法，余紀忠地下有知的話，也會感到不安。 

  五、在引發社會嚴重不滿，記協發起九一大遊行的當天，9月1日，中國時報「以誰

好大？誰可怕？」為題全版廣告刊登五點聲明，到底是誰在公器私用？誰才是媒體怪

獸？希望台灣各界用公平的標準檢視壹傳媒集團與中時媒體集團，過去、現在及未來，

到底誰對不起台灣？誰真愛台灣？這則廣告旺中集團在經過假造新聞、內部員工辭職等

風暴後，並沒有虛心檢討，反而把責任推給別人，惡質的作風沒有絲毫改變。 

  六、台灣的其他媒體，除旺中集團與壹傳媒外，對於此事件的報導很少，也未進行

深入追蹤，而對九一遊行活動也没著墨，說明旺中併購案引發了寒蟬效應，因為旺中集

團掌握中嘉有線電視系統所有的頻道生殺大權，影響全台約一百一十五萬用戶數，其他

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唯恐頻道遭到下架，因此對此事件進行冷處理，減少該新聞播放頻

率，旗下的政論節目也選擇性略過此議題，連一向被視為泛綠的三立電視與民視也是如

此，說明旺中購併案對媒體發生的寒蟬效應，任何媒體都不能例外。 

  自從蔡衍明入主後，中時集團水平每下愈況，報導失實不當，沒有過去的大報報

格，而公器私用、惡意抹黑等嚴重違反聞專業倫理行為，不但危害新聞專業，也嚴重傷

害台灣社會，蔡衍明經營中時已經失格，還想要購併中嘉有線電視系統，成就媒體霸

業，真是痴人說夢話，台灣應該早日制定跨媒體壟斷法，也應建立媒體集中度指標，維

護言論多元，反媒體壟斷活動，在反旺中事件後更顯得是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