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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時代下，我們打開電腦、滑開手機進入社
群平台，所見所聞正在形塑著我們的世界觀，但你看
到的媒介真實真的等於社會事實嗎 ? 根據2019年跨國學
術調查 V-Dem 計劃顯示，台灣遭外國假資訊攻擊程度
是世界第一。

一冷靜二查證
莫讓假消息滲透你

資料提供／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預見 
基隆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胡
元輝教授在11月16日媒

體素養工作坊課程中指出「人
的耳根很軟」，真正讓假訊息
傳播更快的是人。

5招辨假
忍想查問戳

根據美國《科學》期刊研究
指出，假新聞被轉發的機率比
真實訊息高出7成，且傳播速度
快上6倍。

假新聞比真實新聞更為新
奇，更容易激起人的恐懼、厭
惡與驚奇的情緒反應，因此批
判性思考的訓練，成為提升媒

體素養的主要能力。
胡教授提醒，人人都應審

慎面對訊息、理性分析事理、
勇於追根究底，並敢於否定自
我 能 力， 看 到 訊 息 時 先 忍 一
下，不要急著轉發；想一下有
沒有不合常理的地方；查一下
有沒有相關的證據；問一下身
邊的專家；最後才可以轉發真
訊息，揭發假訊息。

客製訊息　
操弄你的信任

《報導者》調查報導記者孔
德廉表示，其實台灣人對廣告
的敏感度非常高，行銷公司在
網路投放的廣告點擊率僅2%，
也就是100則標有「廣告」2個字
的內容，只有2則會被點開。

為 了 解 決「 廣 告 」讓 社 群
使用者產生反感的問題，行銷
公司轉向利用網紅、部落客等
KOL（Key opinion leader， 意
見領袖）置入產品，運用公眾對
KOL的信賴去創造並宣傳商品
的價值。當產品成功被炒高熱

度後，行銷公司再將與KOL合
作的內容，利用新聞廣編、論
壇操作和素人臉書分享，達到
二次擴散。

為了讓「信任」發揮更大的
價值，行銷公司逐漸將KOL戰
場轉向素人網軍，以「保證發文
全數完成」向客戶提案，並讓素
人以自己習慣的口吻於媒體發
文，利用素人舊有的社群網絡
做產品推廣，並於留言串顧樓
發布對產品有關的消息。

透過大數據蒐集，行銷公
司很容易就可以分析出我們的
興趣、愛好、個人資料等，孔

德廉以自身為例，三十幾歲養
了柴犬的他，可能就因為社群
的瀏覽習慣，被貼上了：30到
35歲之間、男性、愛狗人士的
標籤，因此行銷公司就能利用
這3個標籤找到他，並對他投放
與狗有關的產品廣告及內容。

查證為先　
不受情緒挑撥

面對政治議題操作，行銷
公司會先做輿情分析，幫你貼
上標籤，投放廣告試驗你真正
的喜好，再把政策投放給你，
然後利用假訊息去提高聲量。

參與學員分享說，面對不
實訊息，情緒容易受到挑撥，
孔 德 廉 也 回 應， 在 現 實 生 活
中，我們很難注意到自己也在
參與假資訊的製造，因此面對
資訊要先冷靜下來，每個人要
有意識到自己的資訊正在被蒐
集，當每個人都意
識到數據權，才能
慢慢減少輿論對社
會帶來的傷害。 台灣事實

查核中心

↑	 	基隆市舉辦媒體素養工作坊會後全體合照。

↑	 	觀銷處處長曾姿雯上課時認真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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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向防假消息危害
識假

提升公民識讀素養，養成獨立判斷能
力，培養社會大眾對假訊息危害的抵
抗力。

抑假

為防止假訊息持續擴散，由法院即時裁定
選舉不實訊息之暫時狀態處分，以避免選
舉期間假訊息猖獗，干擾選舉結果。

破假

行政院持續精進即時新聞澄清機制，
即時、主動向民眾說明政策、澄清
不實資訊。同時，與社群媒體平台
合 作， 推 出 官 方 帳 號「Line 訊 息 查
證」、「Line Today 謠言破解」專區，
公私協力推廣事實查核與即時澄清。

懲假

修訂相關假訊息罪責，已三讀通過。也
有部分修正草案如《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法》、《中華民國刑法》、《陸海空軍刑法》
仍在審議中。加強平台責任部分，修正

《廣播電視法》，落實製播新聞不得違反
「事實查證原則」，也在審議中。

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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