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放眼臺灣運動傳播，由於獨特的黨國資

本主義（陳子軒，民 103），使得臺灣運動

轉播的樣貌，與西方源自市民社會的職業運

動為觸媒的運動媒體複合體模式迥然不同，

早期無線三臺在黨政軍勢力影響之下，運動

成為其召喚的對象。黨國資本主義下的電視

媒體，必須兼具政令教化以及爭取商業利益

的雙重角色，這樣的情形看似衝突，但在運

動轉播上則顯得游刃有餘，由於運動與國族

之間水到渠成的結合，不論是籃球、棒球或

是亞奧運綜合運動會等等賽事轉播，都讓三

臺以國族觀點切入運動賽事毫不費力，特別

是在臺灣退出聯合國之際，以及風雨飄搖的

1970 年代，但這樣的觀點卻主導了臺灣運動

文化，時至今日，仍都難以突破「臺灣之光」

為基調的運動觀賞模式。

綜觀臺灣運動電視傳播這幾年的概況，

老三臺早已淡出，只有在奧運會被半推半就

地重回運動轉播的行列，中視今年投入足球

美洲國家盃的轉播算是驚喜，民視以帶狀的

美國職棒大聯盟、偶有其他賽事轉播勉強守

住了無線電視運動轉播的領土。本土的緯來

與跨國的 FOX 體育家族持續寡佔有線電視運

動轉播市場；另一方面，中華電信 MOD 開臺

十年以來，運動頻道數量逐年上升，目前已

經達到 19 個運動頻道。

這樣看似百花齊放的運動傳播，如今卻

是面臨多元的挑戰，棒球、籃球主導了運動

傳播的資源，其他運動苦無露出機會，另一

方面又要面對來自國外強勢職業運動聯盟的

挑戰，臺灣運動傳播正處於艱困但又充滿希

望的路口。

 

國內運動傳播業現況及發展契機之
探討
文 / 陳子軒

▲ 雅典奧運跆拳道國手陳詩欣獲頒金牌實況轉播，讓國

人振奮不已。( 圖／陳詩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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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運動傳播業現況

首先，要說明的是，所謂的有線 ( 如

凱擘 )、無線 ( 家中直接裝天線 )、衛星 ( 如

DISH) 與 IPTV( 如中華電信 MOD) 的分類，是

定義在「訊號傳輸管道」上，也就是說，無

線電視透過地面放送站傳遞訊號、有線電視

透過同軸電纜或光纖、衛星電視透過衛星發

送、天線 ( 碟盤 ) 接收、IPTV 則透過寬頻網

路 (DSL)。有線電視當中，又可分為類比與數

位，而臺灣目前則處於類比與數位有線電視

共存的過渡狀態，數位化的普及率不過剛超

過五成而已，而 NCC 預計將在 2017 年才能

全面數位化。愛爾達、緯來、FOX、博斯皆屬

「內容供應者」，至於要透過什麼訊號傳輸

管道上架、收多少錢，理論上，就是資本主

義自由市場下與系統業者間依據供需法則的

商業行為，甚至連 MOD 上的愛爾達也可以在

有線電視上架。但實際上，臺灣頻道上架與

否牽扯到複雜的政商關係，即便握有受歡迎

的運動轉播權，也未必就能夠上架，進而進

到每個客廳之中。2014 年，博斯運動網即使

手中握有中華職棒轉播權，但是仍受限於系

統業者而難以進入大部分人的家中，就是最

鮮明的例子。另一方面，也可能受限於整體

媒體集團的戰略考量，像是愛爾達家族頻道

著眼於中華電信 MOD 市占率，便不會在有線

電視上架。

有此基本認識之後，我們可以理解，所

謂的無線電視臺是每人皆可以近用的頻道，

只要安裝天線就能夠免費收視，因此包括英

國、澳洲等國家規定具有顯著意義的運動賽

事必須在無線頻道播出，以保障絕大部分觀

眾的收視權益，然而臺灣的老無線三臺至今

已經沒有任何一臺具備常設的運動新聞與轉

播人力，每四年一次的奧運，在政府直接或

間接授意下，儘管三臺與民視還是擔起了轉

播任務，常常是東拼西湊的急就章，轉播品

質也往往為人所詬病。

黨國資本主義時期，也就是 1949 年至

1987 年戒嚴時期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體制下，

臺視（省政府）、中視（國民黨）、華視（軍

方）的運動轉播是以國家代表隊的國際賽事

為主，一方面臺灣當時沒有任何職業運動存

在，甚至「職業」運動那樣的意識型態，是

不被當時社會價值所鼓勵的，因為運動就該

是強身健國、為國爭光的。一連串外交挫敗

下，全民透過黨國資本體制下的三臺轉播這

▲中華職棒賽事轉播。( 圖／方亦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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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賽事得到了抒發的出口，也就是說，這個

時期的運動轉播，一可鞏固政權統治，二則

從中大量獲利，一箭雙鵰。因此這樣的運

動、媒體、黨國的複合體雖然偶見扞格，但

大體上仍穩定地維繫著臺灣運動所代表的國

族意涵。

然而，當棒球進入商業化的職業運動後，

原先突顯的運動與國族光榮連結已經脫勾，

在商言商，不僅僅是職業棒球，甚至整個運

動轉播在臺灣都是屬於小眾市場，解嚴後，

三臺為黨國機器喉舌的任務淡化，政治上的

強勢地位已經無存，2006 年「無線電視事業

公股處理條例」通過後，黨政軍正式退出三

臺。此時的三臺，雖然仍具有無線電視臺的

優勢，但在有線電視如此普及的臺灣，僅僅

是一百個頻道當中的三臺而已，在電視市場

的市佔率已經從當年的三臺收視率三分天下

的寡佔，進入在乎0.1個百分點的「完全競爭」

的市場，如此一來，三臺影響力消退是全面

性的，運動轉播也是反應的一個面向。

臺灣於 1993 年通過有線電視法，使得有

線電視合法化之後，電視市場原本國內、寡

占的特性遭到嚴厲的挑戰，來自國外的跨國

影視集團挾其豐沛的資金率先進駐臺灣運動

專業頻道的版圖，引進大量國外運動賽事的

轉播，而此趨勢在近年臺灣運動與媒體市場

逐漸整合進入世界體系之後愈加明顯。跨國

及區域性媒體中介商在此環境下扮演極為關

鍵的角色。2014 年初，年營業額超過 5 億美

元的 MP & Silva 以六年超過 20 億臺幣簽下中

華職棒轉播權時，一來價錢十分令人驚喜，

另一方面甚至讓人做起了走出臺灣、進軍亞

洲、放眼世界的願景，但是在經過半個球季

之後，MP&Silva 卻以中華職棒違約為名，嘎

然終止合約，使得國內運動傳播市場陷入一

陣混亂，這個例子也正凸顯外資廠商可隨意

進出我國市場，所帶來運動傳播在全球與在

地之間的可能衝突。

    

參、發展契機

臺灣長期以 550 元收視有線電視一百臺

的吃到飽消費型態，看似「俗擱大碗」，但

正是阻礙臺灣影視產業乃至於運動傳播進步

的幫兇，不論其頻道內容品質為何，只要先

卡位成功，幾乎可以確保其基本收益，新頻

道上架之困難，更無法達到新陳代謝的效果，

看似便宜的月費，其實卻綁架著全民，不論

畫質、節目品質良窳，閱聽人只能被動接收。

更有甚者，一些業者手中空握有節目播送權，

卻苦無頻道露出，只能握在手上乾瞪眼。以

上述的現況而言，似乎難以令人樂觀，然而

在數位匯流與多元平臺的大趨勢之下，臺灣

運動傳播卻似乎可以看到一絲曙光。

除了未來有線頻道採分級付費的銷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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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可逐漸打破此困境之外，網路平臺提

供了更多的運動類型露出的機會，使得閱聽

人得以擺脫傳統單一線性的傳播方式。一方

面在臺灣已經可以合法付費收看外國頂級職

業運動如英超、MLB、NBA、NFL、NHL、日

本職棒太平洋聯盟等等，另一方面我們也看

到也有許多國內業者投身運動傳播，HOP 運

動網、Freedom Sports、麥卡貝網路電視等等，

使得以往國內所謂的冷門賽事得以露出；臺

體大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的師生也積極投入

國內運動傳播的行列，一方面讓同學可以從

做中學，另一方面也讓不獲當前市場青睞的

賽事得以在網路平臺上曝光；除此之外，深

度報導與專題為主的 Vamos Sports 也已建立

其影響力。另外，新傳播科技能提供多元互

動的訊息，包含統計數據在內的即時資訊以

及運動員背景資料等等，更是傳統傳播所望

塵莫及的。提供除了合法授權的運動傳播之

外，新傳播科技下也帶來許多難以規範的灰

色地帶，國外眾多的非法串流網站與溢波的

中國與日本衛星電視，使得運動迷觀賞的選

擇變得多元而且難以捉模。

但在此大媒體潮之下，或許最值得注意

的是閱聽人角色的轉變。除了傳統的接收者

角色之外，現在更可以突破傳統媒體守門人

的限制，輕鬆參與並分享內容而成為製作者，

社群媒體如臉書正提供了這樣的平臺。我們

正處於全球與在地、新與舊媒體之間的關鍵

時期。( 本文作者為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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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媒體的宣傳讓賽況加溫。（圖／李小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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