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 原教界2015年12月號66期

Aboriginal Education Conferences原教會議 原教会議

今年
7月1日是原視邁入10年的新旅程，

是面臨新挑戰的階段，為迎接大時

代的來臨，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

會（以下簡稱原文會），於9月3日舉辦了

「104年原視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特

邀紐西蘭毛利電視台Paora Maxwell台長，以

及具有原住民族事務、傳播學等專業領域的

官學產界專家一同共襄盛舉，主要目的為針

對原視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具體的建言及擘

劃進行交流，以促進此次精彩且豐富的國際

研討會饗宴。

重要議題探討

此次國際研討會主要有四場重要的專題

研討：一、問責機制的落實與需求；二、民

族語言與文化傳承；三、新媒體與原住民族

傳播；四、營造原住民族傳播環境圓桌對

話。此外，還設有十週年回顧特展，除靜態

展示過去1年自主營運成果及10年來的歷史軌

跡外，另有主播體驗等互動區的設計，活動

非常豐富、亟具意義。

會議中，王亞維助理教授提到原視自開

播以來的沉痾――來自政治力量的干涉與控

制。2014年，原文會正式接手原視的經營

權，完成了原住民族媒體的自主營運，但並

無相關明文法令制度的規範與保障，仍難以

避免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甚至政治勢力的

干預凌駕於媒體的專業。2014年12月，原文

會第2屆董事會因此成立「原住民族傳播法制

（草案）推動工作小組」，集結各界傳播

學、法學專家及會內同仁之意見，進行原住

民族廣播電視法的研擬，希冀推出切實且符

合原住民族社會所期待的專法，透過傳播法

的確立，實踐問責精神與相關制度。

另一場次則提及今年6月通過了原文會設

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變更重點

為：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的「經

營」及「製播」之文字明列於第四條；原住

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所需之電波頻率，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規劃

分配之。經過10年來的努力爭取，終究得以

使原視進入數位無線頻道的成員之一。本法

修改內容之所以重要，乃是必須因應未來數

位媒體科技與匯流的發展，未來電信、網路

和廣播電視必定會相互融合，通訊、傳播及

資訊之數位匯流，便包含法令、營運平台、

傳輸平台、多元內容、數位終端以及應用服

務之匯流。

原視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文‧圖︱李凱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會務祕書、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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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營一個數位基礎建設，原視將面臨

下列幾個問題：預算來源為何？如何取得土

地自建發射站基地台？環島訊號傳輸技術的

問題？這些都是接下來原視無法逃避的問

題。再者，對於數位素養能力，族人是否能

夠適切並有效地運用數位科技於學習、工作

與生活的能力與態度以及善用數位工具進行

蒐集、評估及應用資訊來研究並解決問題

等，也都是重要關鍵。

當新興媒體處在時代的浪潮侵襲之下，

若將腳步稍微放慢，進而思考並釐清族群的

「主體性」，可發現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

就是「是否有真正思考到最適切原住民族生

活型態的媒體為何」？或許，在原住民族的

生活習慣中，最不可或缺的乃是廣播電台，

而應做為未來發展的方向。

展望：突破主流與框架、創造優質內容型態

在紐西蘭毛利電視台Paora Maxwell台長的

分享中，強調節目製作內容必須跳脫主流意

識。然而，筆者也認為原視應更加反向思考何

謂族群之主體性？如何真正瞭解並發現族群的

主體性與主流社會既定的思維差異？進而擊垮

主流媒體所搭建的社會框架，建立起屬於自己

族群媒體的主體性觀點節目內容。

未來將有更多新興媒體崛起環伺，任何

媒體唯一永續生存之道，乃是提供受眾優質

的「內容」，透過具有創意且獨特性的節目

內容，建立起自我品牌，向外拓展交流，帶

來更多元且寬廣的價值利益。

扎根‧跨越‧大躍進

原視屬於文化傳播的公共媒體，其主要

核心精神乃為族群文化。10年來，「扎根」

的工作從未停歇，不斷地從部落出發，關懷

原鄉、記錄真實、文化重現，進而放眼全

球，向世界攜手。

第一個10年的積累，是原住民族傳播發

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值得紀念的里程碑；下

一個10年，則背負著更大的挑戰與責任，所

面臨的衝擊不再是單一媒體的挑戰，而是真

正的「跨越」到電信、網路和廣播電視數位

媒體匯流之中。如何凸顯原視媒體發聲權及

議題詮釋權、族群文化之價值與認同等挑

戰。

原視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第3場「新媒體與原住民族傳播」的主持人及與談人，由左至右依序為：原文會
製作工程與資訊部張益山經理、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世新大學關尚仁副教

授、UDN TV方仰忠營運長。紐西蘭毛利電視台台長Paora Maxwell專題演講「以毛利電視台
為例：族群頻道的公共價值及未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