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盟因應假新聞與網路不實訊息政策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民眾曝露於大規模包括誤導性或完全虛假的不實訊息，對於歐洲

來說是重大挑戰。因此，歐盟執委會與所有利害關係團體合作，去

(2018)年 12 月制定一個明確、全面、永續且大規模的行動計畫，以應

對網路不實訊息之傳播和影響，確保歐洲價值與民主制度。 

不實訊息或假新聞，包括可查證的錯誤或誤導性資訊，其目的或

為取得經濟利益、或為刻意欺騙大眾，結果可能危害公共利益。尤其

利用網際網路發布和分享任何新聞或訊息，其現象之影響將更為嚴重，

社群媒體和網路平臺在快速傳播不實訊息方面推波助瀾，散播者無須

太多努力即可達到全球影響力。 

全面的政策回應必須反映出社群網站、新聞媒體和使用者等不同

參與者的具體角色，並根據一系列指導原則釐清個別職責，包括言論

自由、媒體多元化及公民取得多樣互異且可靠訊息的權利。 

 

歐盟執委會因應作法 

 

歐盟執委會支持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進程，納入各平臺、各新聞

媒體、研究團體和民間組織，以找到符合基本原則的適當解決方法，

並可在全歐盟境內一體適用。 

2017 年 5 月，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在給數位經濟與社會執委弋瑪

麗的任命信中表示，執委會必須檢視網路平臺發展對於民主制度所帶

來的挑戰，以歐盟的高度來思考政府部門應如何因應假訊息的傳播，

以保護人民。同年 4 月，負責推動單一數位市場政策的副主席安德瑞

也提及假新聞為嚴重問題，但他強調保護言論自由和信任人民判斷力

的必要性，他認為提升媒體素養和改善新聞品質是解決網路不實訊息

的重要手段。 

去年 12 月歐盟公布打擊不實訊息之行動計畫，旨在提升歐盟因應

能力並強化會員國間之合作，計畫主軸包括改進歐盟監測機制、加強

會員國間對不實訊息之協調及聯合應對、與網路平臺和相關行業共同



 

合作以及提高公眾之媒體識讀能力。本行動計畫強化先前歐盟『因應

網路不實訊息通報』相關行動方案，提出自我監管工具，以打擊歐洲

境內網路不實訊息之傳播和影響。 

 

歐盟打擊不實訊息因應歷程 

 

2015.03 成立『歐盟對外事務部東鄰戰略溝通工作小組』應對俄羅

斯傳播假新聞。 

2016.05 公布『網路平臺通報』。 

2017.11 開展公眾諮詢及籌組『假新聞高階專家工作小組』。 

2017.11 與會員國合作舉行多方利害關係人一系列對話論壇。 

2018.01 『假新聞高階專家工作小組』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議。 

2018.03 公布公眾諮詢結果及調查報告。 

2018 春  公布『假新聞高階專家工作小組』報告。 

2018.04 公布『因應網路不實訊息通報(Communication on Tackling 

Online Disinformation : A European Approach)』。 

2018.09 公布『因應不實訊息之實踐準則(EU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2018.12 出版歐盟第一份為落實『因應假新聞與網路不實訊息通報』

之執行報告，評估當年 4 月通報中所列出行動方案之執行

進展。 

2018.12 公布歐盟『因應不實訊息之行動計畫(Action Plan against 

Disinformation) 』，強化『因應網路不實訊息通報』相關

行動方案，提出自我監管工具，以打擊歐洲境內網路不實

訊息之傳播和影響，並確保維護歐洲價值和民主制度 

2019.03 規劃啟動快速示警系統，協助歐盟會員國對抗假新聞與不

實訊息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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