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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工作報告  

2025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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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議案經過漫長溝通，雖然不是立竿見影，

但產業的集體對外、以及與政府的政策對話，

均為公會價值所在。

推動產業發展、促進集體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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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媒體業參與政策建議、發揮媒體公會影響力

◼ 於本次大會召開百家會員媒體攜手保護著作權記者會

◼ 整合會員意見，回覆文化部轉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反歧視法草案」

◼ 參與智慧財產局針對109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著作權法修法議題意見交流會」

◼ 參加「兒少隱私權與媒體揭弊界線問題」公聽會、衛福部「媒體報導兒少及性暴力事

件原則(草案)」

◼ NCC「網路新聞媒體自律溝通交流座談會」、台北市電腦公會「 113年建構公私協

力網際網路傳播防護機制計畫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 與廣告公會等相關公協會共同發起永續行銷聯盟，提升行銷產業話語權，並爭取在永

續議題上的商機。

◼ 拜會文化部李遠部長、本會積極爭取「文化券」擴大適用範圍，除圖書、出版、雜誌

等，應開放擴大含數位媒體原創內容之數位訂閱，此亦獲文化部支持，部內正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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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與大型數位平台協商三輪無果，本會依產業調查報告後，提出【數位新聞發展與

民主韌性法草案】，朝議價與基金法雙軌並行，兼顧營業規模大小不同的媒體，嘉惠

會員同業。

◼ 歷經與媒體產業其他三大公會溝通、並多次拜會立法院三黨相關委員，目前綜觀三黨

提出版本，

民進黨—基金與議價雙軌，基金來源是平台。

民眾黨—基金與議價雙軌，基金來源是平台及政府預算捐助或補助(較與本會相同)

國民黨—議價法

◼ 為加速達成本會目標，本會將再拜會數發部、文化部、及媒體產業其他三大公會，希

在行政院版本尚未提出前，朝最大共識決進行。

◼ 本會主張的【數位新聞發展與民主韌性法草案】請見QR code

推動平台協商後【數位新聞發展與民主韌性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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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調查委由台大新聞研究所蔡蕙如副教授組成的專業團隊 (即今日演講嘉賓之

一)，並即將展開，屆時商請會員們多多支持!

上屆報告
相關資料
請見

◼ 上屆啟動媒體產業界首見十年的調查研究報告，跨出艱難的第一步，提出與平台協商

的政策建議，並獲文化部、數發部等主管機關支持。

◼ 本屆將延續並針對數位平台以及AI對媒體產業的影響，提出近四年的相應數據，發表

2025年產業白皮書。

延續產業調查報告、發表2025年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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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擴大台灣於國際發聲的力量

• 提升台灣雜誌業在國際能見度、以及促進兩岸交流，

是創會至今近29年來不斷努力的領域。

• 即使兩岸交流停滯，國際友好同業熱心提供趨勢觀察，

並同時朝「新聞內容有價」的世界共同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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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理事長帶團參加葡萄牙「第46屆 FIPP 世界媒體大會」. 並參加

FIPP國家公協會委員會議，以「新聞有價」為題發表演講，強
調新聞的價值和付費支持的重要性，亦分享台灣經驗。

◼ 英國、葡萄牙、芬蘭、瑞典等地的雜誌出版相關公協會領導人
支持台灣的倡議，並舉牌「Pay For News」表達支持。

◼ 成功爭取國際媒體支持台灣 • FIPP新任執行長Alastair Lewis, FIPP主席  Yulia
Boyle, FIPP前執行長James Hewes、美國Condé
Nast等國際媒體領袖表示全力支持新聞和內容付費。

• 日本Mediagene Inc.執行長暨創辦人今田素子和日
本世界文化控股公司執行官大村牧也以拍攝短影音
形式表達支持。

以會員身分積極參與FIPP國際期刊聯盟

擴大台灣於國際發聲的力量 



8

◼  台灣媒體於FIPP世界年會發聲

• FIPP執行長Alastair Lewis在大會首日提及台灣
《天下雜誌》為代表案例，展示AI技術在新聞編
輯中的成功應用。

• 《康健雜誌》執行長蕭富元代表台灣 以「超高
齡社會的媒體轉型、創新AI服務發展」為題進行
專題演講，展示台灣在媒體領域的創新成就。

◼ 舉辦國際媒體數位轉型論壇

• 主題演講邀請英國《金融時報》、國際媒體
Almost、「nDX台灣新聞數位創新計畫」年度
報告，並共同與DTA協會、康健雜誌等講師舉
辦座談研討。

◼ FIPP第46屆世界媒體大會會後分享會

• 邀請理事長與講師分享此次於FIPP年會上所觀察到的媒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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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 跨界合作、提倡閱讀、培訓人才

台北雜誌公會自1996年12月18日成立至今即將邁入第29年，目前擁
有160家台灣最大、最優質的專業媒體組合。

歷屆理事長從簡志信、金惟純、詹宏志、王榮文、俞國定、洪善群、
王文靜、劉震紳、吳迎春及現任龔汝沁，都是台灣媒體專業的經典。

媒體產業被數位科技徹底顛覆，但找到社會共感、說個好故事、下個
好標題的專業，仍是台灣向世界行銷自己的核心能力。因此如何借鏡
跨界經驗、提升閱讀價值、以及培育多元的產業人才，是本會責無旁
貸的重要任務。



2024年舉辦6堂專業課程 共計培訓362人

4/30(五)生成式AI應用實務 7/19(五)、7/26(五)
數位媒體編輯必修課

9/11(三)短影音大師班 

9/25(三)數據分析與視覺化溝通術 10/25(五)Podcast內容實戰班 11/21(四)圖文生成媒體內容工作坊



舉辦3場會員知識分享講座，共計157人參與

內容

5/30(四) 聯合線上、科學人，及vocus方格子分享跨界觀點

7/31(三) 數位時代下的資安、著作權與性平問題

10/17(四) 利用HR系統X圖庫X政府資源 節省成本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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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榮獲台北市政府評鑑優等團體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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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每三年舉辦一

次人民團體評鑑

每組最高獎項:優等

本會已蟬聯五次獲得優等

榮譽，感謝所有會員及理

監事支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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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第一案】112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1-12月)追認案

【第二案】113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使用(1-10月)追認案 

【第三案】114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審核案



提案討論
【第一案】112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1-12月)追認案     (請詳見手冊第6-8頁)

提案人：理監事會
說 明：

1. 112年工作及經費於上次第10-1次會員大會報告至

11月，本次報告全年度決算，並於113年3月15日

第10-2次理監事會中審核通過。經由會計師決算，

總收入$8,643,373元，總支出$6,581,737元，餘絀

$2,061,636元，經理監事會議決議:退撫準備基金提

撥$399,000元、會務發展基金提撥$1,436,030元，

以因應本會針對大型數位平台對產業影響，規劃相

關研究調查及政策倡議之彈性運用。以上基金提撥

後，112年總收入$8,643,373元，總支出含二項提

撥基金$8,416,767元，餘絀為226,606元。

2. 檢附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

提請會員大會審核後送主管機關台北市社會局核備

常年會費

15%
利息收入

1%補助收入…
人才培訓等專案收入

40%

2023第九屆IMCT國際論壇

23%

112年收入合計$8,643,373

人事費

40%

繳納其他團體

會費1%
辦公費

利息.折舊.稅等雜支

6%

人才培訓等

專案

10%

2023第九屆IMCT國際

論壇

21%

會務發展準備基金提撥

17%

退撫準備基金提撥

5%

112年支出合計$8,416,767







【第二案】113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使用(1-10月)追認案 

  (請詳見手冊第9-12頁)

提案人：理監事會

說 明：

1. 113年工作報告如大會簡報，經費使用依會計師作帳結算1/1至10/31，累計收入為

$4,531,189元、累計支出為$5,196,621元，餘絀為負$665,432元，係因大部分收入

於12月入帳，預估今年餘絀為正數，決算將於115年理監事會報告後，於下次會員大

會追認。

2. 本經費使用業經113年12月24日第10-5次理監事會議審核通過，檢附1-10月收支決

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現金出納表、財產目錄，提請於會員大會追認後送

主管機關核備。











案由(三)： 114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審核案 (請詳見手冊第13-15頁) 

提案人:理監事會

說明：114度工作計畫及預算需經(本次)113年12月24日第10-5次理監事會議審核通

過後，提請會員大會追認後送主管機關核備。 
一、促進產業發展及會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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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劃 項 目 說 明 

〈一〉 謀求有

利產業發展的

環境，謀媒體

的正向發展 

本會已於110年重新定義雜誌產業範疇，更改英文名稱為Media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Taipei

⚫ 打破過去認知的框框，既符合產業的發展生態，與國際接軌，也可支持配合政府的數

位發展策略，在現行法令規範下納入數位媒體，集結集體的智慧與力量為其發聲，研

擬有利的相關法令與訴求，致力於產業升級與轉型，謀媒體的正向發展。 

⚫ 期以連結上中下游媒體生態圈，以期為台灣創造優質內容、傳承社會價值、創造新鮮

話題，並跨界連結新聞、藝術、影音、活動、通路、及政府學界等平台，向世界展現

台灣社會鮮活、多元、豐富的文化與創意。 

〈二〉 雜誌產

業調查及政策

白皮書發表

⚫ 延續111年調查近十年間的產業報告，預計114年持續發表專屬雜誌媒體產業的分析影

響力及發展策略報告（白皮書）。

⚫ 針對數位平台以及AI對媒體產業的影響，提出相應數據，做出有公信力的產業影響報

告及產業發展方向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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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推動

「數位新聞發展

與民主韌性法草

案」

⚫ 經111年11月起至112年，由數發部與文化部共同主持與跨國平台業者進行協

商共三輪，在尚無進一步結果後，本會提出「數位新聞發展與民主韌性法草

案」， 希促使數位平台、新聞媒體業平等對話，並得維持長期共榮互利關係。

⚫ 113年與其他三大媒體公會包括:中華民國電視學會、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等建立共識，並拜會各黨團立委尋

求支持，已獲民進黨、民眾黨、國民黨分別提出立法版本。

⚫ 114年將由本會積極尋求業界最大共識決，朝立法方向持續努力推動。

〈四〉持續扮演

監督文化部輔導

「中華出版倫理

自律協會」 

由文化部輔導設立「中華出版倫理自律協會」，以維護出版倫理、出版業者自

律為前提，接受出版相關業者及政府單位申請，就存有分級疑義之出版品進行

評議及宣導，本會為其會員並擔任監督角色。 

計 劃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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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劃 項 目 說 明 

〈一〉人才培訓

品牌計畫 

內容綜括AI、數位策略經營、大數據、網站SEO、數位技術等各類媒體人

才的培育訓練，推動產業常態性學習、經驗交流，提昇業界專業技能。 

〈二〉提供會員

及跨界聯誼交流

平台 

透過各式主辦與協辦會員交流聯誼及研討活動，邀請國內外雜誌業者或

專家分享成功經營模式與產業價值鏈關係，促進同業與跨業間的交流，

維繫會員關係並加強會員加入利基。 

二、舉辦人才培訓計畫及會員聯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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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課程方向  (11/18 專業技能會議結論)

課程主題 堂數 說明 

專
業

課

程

實體

1. 影音 1堂
媒體對長短影音行銷經營仍有需求，課程除分享長短影音
製作、行銷外，再加入AI協作教學。

2. 數位編輯技能 2堂
文字能力編輯工作最基本與核心的技能，課程將包含編輯
文字技能與數位必修能力。

3. 會員經營 1堂
會員是媒體最重要的經營對象，課程將規劃如何透過良好
包裝與宣傳來推廣付費訂閱、社群經營、讀者互動、品牌
經營、內容變現。

4. AI應用 2堂
一、組織效率提升，幫助企業內部職員提升效能。
二、用AI協助數位編輯提升工作效率。

5.財務 1堂
邀請龔理事長開課，規劃半天專業課程
建議方向：財務數位化思維、AI協作財務處理

直播
線上直播課程

一、文案
二、編輯寫作
(邀請理監事共同合作，提供直播場地與擔任授課講師)
直播影片將放於公會網站上販售

未來

人才

以往未來人才培訓對象是大學生，這次將以高中生為對象，將規劃和有舉辦寒暑期營隊的

大學傳播相關系所合作，安排一兩位業師於營隊中分享，藉以提升報考傳播系所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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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劃 項 目 說 明 

〈一〉積極參與國際

期刊聯盟FIPP之國際

事務，為台灣發聲

本會為FIPP國際期刊聯盟會員，每年代表台灣參加公協會理事長會議，113

年發表「新聞有價」的台灣經驗，與國際組織交流分享，展現台灣雜誌媒體

的優秀實力。114年(2025年)目前FIPP規劃在西班牙舉辦實體活動，細節尚

未出爐，本會將積極爭取代表台灣演講發表權，提昇台灣國際影響力。 

〈二〉與亞洲地區同

業交流、借鏡學習 

拓展亞洲其他地區的國際事務交流，繼與世界報業協會亞洲分會(WAN-

IFRA Asia, 位於新加坡) 跨域合作後，將持續增進雙方交流機會，經驗分享。 

〈三〉啟動2026年

(115年)第十屆台北國

際媒體論壇工作小組

本會每三年主辦一次的重要國際論壇，115年(2026年)為第十屆，將於114

年啟動工作小組，討論相關國際論壇事項。

三、積極推動國際交流 



四、辦理綜合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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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劃 項 目 說 明 

〈一〉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依規定辦理，每年召開一次。 

〈二〉召開各種會議 理、監事會議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各委員會議視業務需要召開。 

〈三〉徵集新會員 依法令與本會章程規定，凡具入會資格者，均積極邀約入會。 

〈四〉每週二、四固定露出

MBAT電子報 

每週二、四固定露出MBAT電子報，提供產業國內外最新信息、產業徵才、

及名家媒體觀察報告。 

〈五〉編定下年度工作計劃與

預算書、本年度結算書 

依本會章程規定，理事會應於每年度前擬定下一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書，監

事會則應審核本年度結算書，並一併送會員大會通過後推動執行。 

〈六〉建立「顧問群」諮詢管

道協助產業發展 

邀請對雜誌產業可協助的顧問群，協助推動產業與政府、產業與產業、產業

與異業的對話、溝通，合作與結盟。 

〈七〉提供公益廣告宣傳平台 協助弱勢團體結合會員媒體公益廣告宣傳，推廣閱讀相關議題，發揮產業公

會的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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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及利息費收入

25%

補助含產業調查

收入

45%

人才培訓.國際交流等

專案收入30%

114年預算_收入

114年預算經113年12月24日第10-5次理監事會通
過，以平衡預算編列$6,046,000，提撥需待決算通
過後，再確認最後餘絀。

人事費

53%

辦公費

8%

繳納其他團

體會費

2%

產業調查

30%

人才培訓.國際交流等專案

7%

114年預算_支出



動腦雜誌 動腦俱樂部 傳播人新春團拜 請會員們踴躍參加

眾多重量級贊助商加入，包括：

廣告主：杏輝、信義房屋、台灣大哥大、Foodpanda、BenQ、唯樂生物科技、第一名店、

CSD中衛、葡萄王生技。

代理商：貝立德、Isobar、凱絡媒體、宏將廣告、VML、電通mb、摩奇創意、橘子磨坊、

域動行銷、艾迪英特、戰國策、聯旭廣告、博思益行銷、格帝集團、快易通、鼎鼎行銷、

博上廣告、東方線上、聖洋科技、春樹科技、典匠資訊、前線媒體、互為主體、兩打半互

動、超人氣新媒體等知名品牌！

以及緯來電視、天下雜誌、精立數位、恩克斯網路科技、忠欣公司、Yahoo！  

時間：2025年02月12日（三）18:30 - 21:00  

報名即將截止，有興趣的會員與本會秘書處聯絡
29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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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會員權益及可運用的資源

(大會手冊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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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運用的公會資源

◼ 台北雜誌公會官方網站https://www.magazine.org.tw/

◼ MBAT E-NEWS公會電子報週二、四發送
https://www.magazine.org.tw/news/newsletter

◼ 公會Facebook粉絲團露出

https://www.facebook.com/mbatnews/

⚫ 廣告刊登 請提供「活動宣傳或新聞稿」網址連結及標題

◼ 免費露出會員公司 雜誌\產品 logo及官網連結，供使用者搜尋

◼ 官網首頁腰帶位置與電子報Banner免費露出

◼ 新聞稿、研究報告、專題文章、排行榜等:依來稿需求分類置放於「業界大耳朵」或
「數位新趨勢」等

◼ 活動宣傳:置放於活動專區「產業活動」，請提供連結與標題

◼ 人才情報:可提供「正職」與「工讀實習」徵才網址連結

https://www.magazine.org.tw/
https://www.magazine.org.tw/news/newsletter
https://www.facebook.com/mbat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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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活動刊登

徵才、工讀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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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gazine.org.tw/

公會官網及電子報

歡迎會員多多利用!

會員活動Banner露出



35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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