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平台對出版業
新聞媒體之影響

劉昌德洪貞玲蔡蕙如張春炎
周宇修馮建三張時健

文化部補助，雜誌公會委託 (初稿) 2023.01.13



調查方法與成果 2022.03-11

次級資料: 文化部、財政部、勞動部、主計處、
台經院、MAA等

問卷調查: 14 (39媒體) 
報業3 (4報紙) 雜誌8 (23雜誌)  網路3 (12網站)

媒體訪談: 13 (34媒體，41人)
報業3 (4報紙)  雜誌6 (12雜誌) 網路4 (18網站)

平台訪談: 搜尋1社群1 (3平台，4人)
+ 通訊1 (座談) 新聞聚合1 (僅內參)

媒體與廣告相關公會訪談: 3 (5人)
焦點座談: 7場 (36人，學者、媒體、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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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下的新聞消費

紙本大衰退
流通靠平台





台灣新聞管道:線上社群+電視 2021





台灣新聞流通:社群+通訊2021



大綱

破壞：平台對媒體營收的破壞
依賴：媒體對平台的流通依賴
擺脫依賴與破壞的媒體政策
平等協商，合理分潤，公平分配



平台對媒體營收的破壞

紙本發行與銷售大幅衰退
廣告營收遭網路大舉襲奪
數位相關營收的有限增長



1-1消費市場萎縮

官方調查：每百戶份數 2011-20
報紙減少約五成，雜誌減少約六成

問卷調查：紙本發行 2012-21 
報紙 -60% 雜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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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每百戶報紙		每百戶雜誌

		2011		20.01		8.99

		2012		18.58		7.89

		2013		16.44		6.95

		2014		15.15		6.98

		2015		14.07		5.75

		2016		13.54		5.6

		2017		11.12		4.72

		2018		10.1		4.15

		2019		9.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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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10.1		4.15

		2019		9.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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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廣告營收襲奪

產業調查
台灣媒體總廣告量成長幅度超過1/4
網路從約兩成，大幅提高到2/3 主導地位
報紙雜誌佔比從合計30%降至約3.5%
報紙廣告量減少80%，雜誌減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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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出版業整體虧損嚴重

官方調查
報業營收-30%，連年虧損(僅2年有盈餘)
雜誌營收-30%，2016後虧損惡化

問卷調查
報業營收一路下滑，十年間近腰斬，營業獲利率
從原10%，下降到5%以下、甚至虧損
雜誌營收緩步衰退，十年間約衰退15%，營業獲
利率從30%降到低於20%

15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0%

2.0%

4.0%

6.0%

-5,000,000

0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新聞出版(報業)營業收入與盈虧

營業收入淨額 營業利益 營業利潤率



-8.0%

-6.0%

-4.0%

-2.0%

0.0%

2.0%

4.0%

-5,000,000

0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雜誌期刊營業收入與盈虧

營業收入淨額 營業利益 營業利潤率



2家報業營收(2012基期)與毛利率

-20.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營收變化 營業利益率



2家雜誌營收(2012基期)與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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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數位營收有限

報業
平台分潤與數位訂閱極少
數位廣告增加，仍少於紙本、更遠低於顛峰期
整體營收於十年間「腰斬」

雜誌
平台分潤與數位訂閱增長，佔比仍都低於5%
數位廣告凌駕紙本，但仍無法補足流失
課程活動多元收入補充，整體營收衰退一成

數位廣告市場：G+F: 60-80%，L: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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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對平台的流通依賴

流量遭到跨國平台宰制
新聞產製受到平台制約
平台掌控演算的不平等



2-1 平台流量的宰制

導流
2021：Google 50%, Facebook 20%
Google：2012: 9%; 2018: 30% 躍居首位
Facebook：2012-2017 首位; 2015: 53%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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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欄1		Google		Facebook		Yahoo		Youtube		Line		Microsoft

		2012		9		32		6		0		0		0.1

		2013		20		28.5		8.5		0		0		0.2

		2014		13		40		4.5		0		0		0.1

		2015		15		53		1		0		0.1		0.1

		2016		22		52		1.4		0		0.3		0.1

		2017		25		35		2		0		1		0.2

		2018		33		21		2.7		0		3		0.2

		2019		44.4		21.5		1.9		0		1.9		0.2

		2020		43		19.6		3		0		1.4		0.3

		2021		50		20		0		0		3		0.4







2-2 內容受平台制約

• Facebook演算法或Google關鍵字排序影響媒體內容
產製，包括標題聳動或者題材選擇

•與媒體品牌價值衝突，違背傳統專業新聞價值
•以平台數據作為記者編輯KPI的核心
•對第四權角色產生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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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內容受平台制約訪談結果

要在Google有能見度的話，就是必須把SEO規則做好。所
以我們跟一個外部的團隊合作，然後他們是專門就是攻
SEO，因為SEO其實要從很多面向… 那下的關鍵字，因為
Google都是AI，都是爬蟲去爬，所以你要符合爬蟲的需求
。然後再來是你的機制要符合SEO規則 (雜誌6)
演算法它的投其所好。它的目的不是維持言論市場的平衡
或者多元性，他並不負有這樣的責任或任務。所以他的那
個機制就會驅使他去找另外一個要走的路徑，就是怎麼樣
去獲得平台的最大利益。那所以剛剛我們講的民主參與的
這些東西，可能會因為平台他的利益的追求，使那些東西
受到一些減損。（報業3）



2-3平台掌控演算法

•投入額外數位行銷成本
•不透明的演算法，造成流通障礙與營運困擾
•不透明的分潤計算方式
•單方面的決定權

受訪者陳述：
換來換去、黑盒子、不透明、不知道、沒有答案、
申訴無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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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平台掌控演算法訪談結果

以2021年……數位做3.2億，報紙商業廣告3.5，分類
廣告我不曉得多少，所有廣告收入應該還不到10億
，跟1996年差了5倍。我們只有被臉書賺錢的份，跟
Google之間是我們賣剩餘流量給他 (報業2)
粉絲團經營在Facebook上，然後它的演算法一直在
改變，Google的SEO標準，衡量你是不是好的SEO的
這些關鍵指標也隨時在調整，這對我們當然很不利
，對。那因為大家的argue是它不透明嘛，但是這就
是它的缺點啦，沒有錯，就是缺點(雜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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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破壞擺脫依賴

平等協商集體與政府
合理分潤課稅健康捐
公平分配第三方基金



4 健全媒體問責平台的模式

市場力與
議價模式

著作鄰接
權模式

特種基金
模式

營業課稅
模式



探討：本地可行三種模式與混合

•市場議價：需要競爭法主管機關介入，不利小規
模業者或獨立媒體，議價過程以及媒體所分得利
益需透明公開，使其有助優質新聞與工作權益

•基金模式：歐盟加拿大等由相關產業回饋營收比
例成立基金分配，得以健全媒體生態。財源仍須
討論，若業者自願提撥則金額多少堪稱合理尚待
釐清。基金分配應以第三方公正機構，成員包括
公民社會與業界代表

•課稅模式：北歐歐盟對廣告收入課稅，也可對廣
告另收特別捐。目前並未強制數位平台落地，因
此需立法介入。歐洲對OTT平台課予特別稅成為
影視基金補助本地電影跟電視即為著例



研議方案

•短期：平等協商
立法前由政府會同媒體公會跟跨國平台協商
分潤透明化、演算法及內容審查機制透明化
•中期：合理分潤 公平分配
向平台課稅(媒體健康捐，技術可參考印花稅或交
易稅)，設立「培育第四權韌性」特別基金
納入業者、工作者、公民團體、專家學者的第三
方分配機制，補助台灣優質媒體。
若經費充足，可另考量媒體消費券之政策措施



Concerned about the financial 
state of news organizations



Thinks the government should 
help news organizations



線上平台作為地主與收租

•平台地租：作為壟斷的基礎設施，進而圈地收租
•平台不直接生產
數位空間(農地)分租給媒體(佃農)

•媒體(佃農)生產內容(農作)
平台(地主)從廣告 (收成)中收取租金



數位平台下的媒體治理

數位平台作為地租：台灣農業土地改革啟示

•平等協商：集體而非個別，大小佃農政府合作
•合理分潤：議價透明課稅，三七五減租
•公平分配：數位公有地制，耕者有其田



新聞內容有價
民主文化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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