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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58點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簡稱兩公約施行法）。 

（二）客家基本法第1條「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傳承與

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第12條「政府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

媒體近用權，依法扶助規劃設立全國性之客家廣播及電視專

屬頻道；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得

予獎勵或補助」。 

（三）客家基本法第12條明定政府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

權，蔡總統提出「應合理規劃廣播頻譜，建立全國頻道的客

家廣播電臺」之客家政見，規劃運用中國廣播公司準備交回

的音樂網和寶島網，將其中一個頻道設為全國頻道之客家廣

播電臺，以回應客家族群對語言、文化認同的需要以及近用

傳播媒體的要求，促進客語的傳承與族群間的交流。 

（四）本會組織法第2條第6款，本會掌理客家傳播媒體發展、語言

文化行銷之規劃、協調及推動等事項。 

 

二、未來環境預測 

（一）因應數位匯流趨勢，開啟客家傳播新契機 

數位匯流時代來臨，傳播環境變遷，廣電已非唯一平臺，且

媒體為客家文化傳播重要之載具，善用各種新興媒體通路，

將有助於彌補過去客家文化及母語傳承的失調，因此，發展

數位化之客家傳播方式與內容，勢在必行。 

透過網路、數位匯流媒體及國際媒體等不受時間地域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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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管道，建立資源整合機制，不僅能將臺灣各地客家文化

的美與客家的新意象無遠弗屆地傳播至國內外，對內凝聚共

識、對外促進交流，更能打造臺灣成為世界客家文化中心之

形象，提高臺灣客家之國際能見度。 

（二）尊重文化多樣性，客家傳播需有跨族群視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公元2000年起，將每年2月21日訂為「世

界母語日」，隔年發表「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呼籲各國要

保護和發展多元族群語言，臺灣更被列為母語滅絕的危險地

區之一。我國文化部也將積極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藉由

法制化、法律的規範，推展多元語言。為落實政府對多元文

化發展的重視，本會除已完成推動客家基本法正式立法之階

段性任務，未來更需因勢利導，積極開發以客家、非客家及

年輕族群為受眾之多元傳播服務，促進客家文化之傳揚，及

多元文化的平權及彼此欣賞，強化民眾之客家參與度與認同

感，達成族群間相互瞭解尊重、共存共榮之目的。 

 

三、問題評析 

（一）客家傳播的市場化利基應獲得重視 

客家族群過去在臺灣獨特的時空、政經背景下，致語言權及

文化發聲權受到壓抑，解嚴後，本土文化意識抬頭，廣電法

亦於民國82年首次修法，大幅鬆綁。然而，符合廣電業者商

業利益的經營方式及節目內容，卻往往忽略了弱勢族群的近

用權及公民傳播權。客家傳播因缺乏在傳播媒體上的發展基

礎，且初期以服務特定族群為主，其他族群在語言文化隔閡

的預期心理下，難以親近，相對缺乏立即的經濟效益，在廣

電媒體使用上成了弱勢族群。 



 4 

語言使用能力是文化認同的展現，依據「民國 99～100年全

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結果，臺灣 4大族群中，客

家人就占了 18.1％，推估人口數達 419.7萬人（依客家基

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僅次於福老人，為臺灣第 2大族群。

其中能聽懂客語者占 62.8%，會說客語的客家人占 50.1%。

在此為數不小的文化認同基礎上，廣電媒體生態對臺灣第 2

大的客家族群之服務，卻明顯不足，客語收視（聽）的潛在

市場被漠視，地區性中小功率客語廣播電臺「聽眾高齡化」

的現象，亦為客家文化的傳承與推廣帶來危機，其為鞏固基

本聽眾群，節目設計就往往以年長聽眾的需求為主，促使客

語能力相對較差，族群意識也較不強烈的客家新生代，對收

聽客語廣播卻步，進而轉向其他主流語言的廣播媒體，客語

能力與客家認同感亦逐步流失，更加深新生代對客家的陌

生，客家語言也因此一直處於傳播領域的邊陲，無法參與國

家總體文化之創新與發展。是以，使傳播產業正視客家文化

的市場性與重要性，使客家傳播進入主流媒體，成為本會責

無旁貸的責任與義務。 

 （二）客家傳播人才之培養需系統性長期養成    

人才是產業的根本，客家傳播所需之專業人才，除了專業技

術與學養，更需對客家語言及文化具備認同與瞭解，並能掌

握客家人文、歷史及文化議題，才能由不同的觀察面向角度

切入，完成具有客家關懷之創作。 

然在長期強勢主流文化影響下，寄望商業電視臺主動培養客

家傳播人才成了緣木求魚。客家傳播人才培養非速成且無法

仰賴他人，因此，為客家傳播產業培訓人才，提供實務操作

機會，促進人力資源積累與利用，是客家傳播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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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 

（三）相對客家人口，節目語言失衡，收聽範圍及對象侷限 

在臺灣，客家語言與文化長期處於弱勢，在廣電媒體上亦不

受重視。依據 103 年 3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之「我國

廣播電臺之發展可行性研究」資料，臺灣廣播電視節目播音

語言以華語和河洛語為主，其中使用客語廣播比例約占

4.2%，與客家實際人口所占的比例（約 18%）相去甚遠。而

客語指定用途電臺目前僅有「寶島客家」、「大漢之音」、「全

球」、「高屏溪」、「花蓮之聲」等 5家電臺，且這 5家電臺均

為中、小功率電臺，僅能分別提供北部、竹苗、中部、南部

及東部之有限地區收聽，部分客家地區由於位於收聽死角尚

難以收聽（例：客家人口密度極高之高雄市美濃區，卻無法

收聽到高屏溪電臺），其他非客家地區的鄉親則更沒有機會

聽到客家節目了。以全臺灣將近五分之一人口為客家族群，

目前的客語廣播頻道及涵蓋範圍，實顯弱勢、失衡與不足。 

 

  四、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由於過去的廣電及語言政策，客語廣電的起步較慢，不論在經營

策略或多元化事業上，自然無法像其他主流語言媒體迅速發展，

形成目前客家廣電觀（聽）眾層面較為侷限、經營困頓之窘境。

即便近年各界客家先進自覺自救，本會投入資源扶持，並透過補

助及合作方式積極製播客語廣電節目，然節目、時段分散，不利

收視（聽），且以部分時段方式合作或公開採購方式進行，節目

播出之時段須配合廣電業者依其當年度節目策略提供，無法進行

長期時段經營、節目擘劃與人才培育，亦無從系統性累積節目文

化資源，難以建立客家廣播品牌形象，不利客家族群意識之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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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彰顯。各國政府為落實媒介多元近用的理念，多從政策規範面

著手，以「公平」、「平等」的概念出發，制訂相關規範以協助媒

體多元化展現。未來，本會仍將積極推動成立全國頻道的客家廣

播電臺，以及將客家電視法制化，促使客家傳播在族群平等、多

元的基礎上發展競爭力。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一）建立永續發展之客家傳播體系，維護客家傳播權益。 

（二） 打造多元參與之客家傳播夥伴關係，表現臺灣文化多樣性。 

（三）培訓客家傳播專業人才，建構客家知識傳播體系。 

（四）傳播臺灣客家在地之美，打造客庄嶄新意象。 

（五）促進客家與國內不同族群間彼此認識與文化交流。 

（六）行銷臺灣客家之國際能見度。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本計畫旨在推動客家語言及文化之傳承與創新，強化民眾的參與

及認同感，並期接軌國際。其所著力之重點在於客家認同及共識

建立、態度轉化、傳播影響力等效益及多元族群議題，多屬無形

且非短期一蹴可幾者，且需龐大經費與人力挹注，及對多元文化

有足夠理解與接受度之成熟社會環境，始能順利推展。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一）質化績效指標 

1.輔導客家傳播產業發展與創新，精進客家廣播電視節目 

製播品質，擴大客家傳播效益，並進而形塑多元文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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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氛圍與印象。 

2.建立客家情感品牌新形象，提高民眾對客家之認同感。 

3.考量性別參與及製播性平相關議題內容，藉由塑造及行銷

客家語言及文化，加強破除客家族群性別文化之負面刻板

印象，建立友善社會生活環境。 

（二）量化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說明 
評估基準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客家電視

節目觸達提

升率 

配合計畫推動，透過電視節目收

視率調查方式，計算其觸達率。 

 

1% 

 

 

1% 

 

1% 

 

- 

 

- 

 

- 

2.客家廣電

及平面媒體

製作件數 

於平面、廣播、電視等各類媒

體，製作、刊播客家相關節目及

廣告之件數 

    

- - 

 

- 165 170 170 

3.製播客家

廣電節目案

件數 

配合計畫，精進客家議題電視及

廣播品質，本會委託、補助及合

作之客家廣電節目案件數。 

    

- 

 

- 

 

- 40 43 43 

4.客家影音

數位典藏時

數 

持續將客家影像及音樂數位化

之數位典藏時數。 150 150 150 - - - 

5.客家影音
節目之傳播
效益 

當年度委託製播之客家節目及
宣傳影片接觸人次 - - - 

900

萬人

次 

- - 

客家廣電媒體傳播效益之成長
率 - - - - 2.5% 3% 

6.客家影音
於數位平臺
多元應用推
廣時數 

當年度數位平臺多元應用推廣
之客家影音時數 

- - - 
290

小時 
- - 

7.客庄文化
資源調查及
更新筆數 

當年度調查及更新客庄文化資
源調查之筆數 - - - 

1,100

筆 
- - 

配合業務移撥及本會中程(106-109年度)施政計畫調整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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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 

一、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 

（一）內容概述： 

本會前期「客家傳播發展計畫」之傳播重點，係著重強化

客家傳播媒體內容及露出平臺之多元性、創意性，除穩固

年齡較長的客家族群為主要閱聽眾外，並以增進非客家、

客家年輕族群及國際瞭解、認同客家語言文化，進而彼此

尊重為目標。 

  （二）相關法令規定：客家基本法、本會「補助優良客語廣播節目

作業要點」、「補助製作客家議題電視節目作業要點」、「補助

製作客家意象電影作業要點」。 

 

二、計畫執行評估 

（一）執行績效 

1.客家電視自民國 96年依「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規

定，交由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後，在公共

化、非營利及與公廣集團成員協同支援下，客家電視節目品

質逐年提升，於國內外入圍及獲獎紀錄豐碩。 

另依據客家電視委託「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之

「收視質調查研究結果及新平臺點閱觸達人次」結果計算，截

至 105年第 3季止，105年第 1-3季臺灣地區民眾有接觸客家

電視的每季平均人數為 506 萬 5,967 人，相較於 104 年度第

1-3季平均人數 488萬 1,068人，客家電視節目之觸達提升率

為 3.79％。 

2.廣播方面，積極籌設全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並輔以串聯方

式，與中、小功率客語指定用途電臺合作製播客家節目，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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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地觀點，並服務其他縣市之客家鄉親，106 年計聯播 5 個

節目，每日 4小時。 

3.透過委託、獎補助及與民間合作之方式，鼓勵媒體製播具客家

元素之廣電節目及電影，並於商業平臺及重要時段播出(上

映)，促進客家傳播進入主流媒體。 

4.以委託、補助及合作等輔導方式，鼓勵媒體透過不同載具發展

客家數位多元媒體傳播，藉由數位科技匯流，更快速多元地傳

遞客家語言及文化，並吸引年輕世代的接受認同，促進客家傳

播現代化發展。 

5.結合客家電視辦理客家後生傳播人才培訓，鼓勵年輕後生接觸

客家，提供演藝、配音及製播實務練習機會；未來並將透過全

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之設立，整合廣播優勢與相關資源、培育

客家廣播人才，吸引年輕人才投入，以提升客家產業動能。 

6.建置維運本會「好客 ING—影音網路平臺」、客家電視「影音

中心」、全球客語廣播網路平臺等，並逐步進行影音數位典藏

工程及對外宣傳，提供民眾 24小時、無遠弗屆之閱聽服務，

提高影音資料分享與再利用之效能。 

7.為提升客家文化在各大傳播領域的能見度，將以「全民講客

話」、「臺三線浪漫大道」以及「客家產業及文化振興」為三大

主軸，規劃不同子題，如「客語認證」、「臺三線藝文活動」、「客

家產業博覽會」、「客家新製歌舞劇」、「六堆嘉年華」等廣電及

平面宣傳廣告，讓民眾更親近並瞭解臺灣客家；而在國際客家

行銷方面，則規劃以東南亞國家為主，進行臺灣客家形象宣

傳，期透過不同客家文化間的對話，打造臺灣成為亞洲客家文

化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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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檢討 

1.在全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尚未成立前，為彌補全國客家廣播節

目服務之不足，本會採委製及補助聯播方式提供全國客家廣播

節目服務，透過大功率電臺或中小功率電臺策略聯盟，提供客

家鄉親全國性之廣播服務，106年計聯播 5個節目，每日 4小

時。 

囿於節目、時段分散於各公營電臺及民營中小功率電臺，不利

聽眾收聽，且以部分時段方式合作或公開採購方式進行，節目

播出之時段須配合電臺依其當年度節目策略提供，另每年度亦

應依相關程序與公營電臺協調或辦理公開招標，無法進行長期

時段經營、節目擘劃與人才培育，亦無從系統性累積節目文化

資源，難以建立客家廣播品牌形象，不利客家族群意識之凝聚

與彰顯。 

2.客家電視身為全球唯一的客語電視臺，然其運作目前係依法以

委辦方式辦理，有關客家電視在公廣集團中的組織、定位為

何，並無任何規範，相關預算亦欠缺法定明文保障，未來之經

營與存續仍具極大不確定性。 

3.客家電視之觸達人口雖有所成長，但根據調查，客家電視的收

視群仍以桃竹苗地區之高齡族群居多，而客家意識、對客家電

視挽救文化的期望及客語能力等，則是吸引收視客家電視之主

要動機。未來，隨著中高年齡觀眾日益凋零，及客家意識漸形

薄弱，如無法及時培養新一代客家及非客家閱聽眾，收視族群

之世代斷層將成為客家語言文化傳承的一大危機。 

4.傳播管道日益多元化、分眾化及專業化，傳播方式及傳播內容

亦應隨民眾閱聽習慣與獲取資訊管道有所轉型，方能因應數位

匯流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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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進方向 

1.本會將加速協調推動客家電視及全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法制

化作業，建立客家廣播及電視得以永續發展的運作機制，以維

護與扶植客家族群之媒體近用權與文化發聲權，凝聚客家族群

共識、呈現臺灣多元文化樣貌，增進族群相互理解與尊重。 

2.客家電視相關節目內容，除穩固基本觀眾，應強化客家語言文

化之深度與廣度，系統性開發更多客家文化素材及傳播方式，

並開發海外播映管道，以吸引年輕、非客家及國際閱聽眾，落

實該頻道傳承、發揚客家文化及促進族群共榮之社教功能。 

3.為儲備客家傳播永續發展之能量，深化客家族群自信，並促進

族群間的交流與和諧，本會將持續鼓勵傳播業者共同參與客家

文化多元表現，增進跨區域、跨族群之合作關係，以活絡客家

傳播環境，吸引專業人才投入。 

4.人才培育方面，將結合在地客家學院、系所之學術資源，及客

家電視提供實務職訓機會，持續辦理客家傳播人才培訓，促進

客家傳播資源積累，提升產業競爭力。 

5.傳播行銷之內容將由前期著重之概念形塑，進一步深化、解

構，結合客家文化、情感經驗加以創意包裝，並藉由多元媒體

通路、故事行銷、議題設定等方式，提高客家認同感，及客家

與不同族群間之和諧交流、多元對話關係。 

6.精進產製內容，並以更宏觀視角呈現客家元素，透過多元傳播

通路（如數位互動電視、行動電視、數位匯流媒體、微電影、

手機等），開展族群間交流與對話，逐步提升客家傳播能量，

吸納更多閱聽眾，以使客家融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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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一)傳播媒體部分 

1.健全客家傳播體系 

持續協調推動客家電視法制化，建立客家媒體發展環境；並設

立全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厚植客家傳播發展的價值與利基。 

2.促進客家傳播現代化及年輕化 

精進客家節目品質，建立評估指標，並逐步吸納年輕族群及 

非客家族群之閱聽眾。同時因應趨勢，委託、輔助並與民間合

作發展客家數位傳播，促使客家傳播的現代化發展。 

3.開拓客家傳播市場 

持續透過獎勵、補助、以及合作等輔導方式，鼓勵媒體製播具

客家元素之廣電節目、電影及卡通等，並開發海外播映管道，

促使客家進入國內外主流媒體及時段，活絡客家傳播市場。 

4.培育客家傳播人才 

針對客家傳播產業發展之所需，結合產、官、學，培訓客家傳

播人才。 

（二）整合行銷部分 

1.傳播題材蒐集及製作 

本計畫重點為傳播「客家」屬於全民的歷史記憶，推動多元族

群的友善互動交流，並建立「多元而對話」、「多樣而交流」的

族群語言、文化和歷史記憶，貢獻全球文化多樣性。傳播內容

將著重在挖掘客家豐富臺灣多元文化之具體事例、與不同族群

間之和諧交流關係，以及常民生活經驗範疇與客語友善環境等

議題，作為製作素材之來源。 

2.符號轉化與創意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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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蒐集所得之題材，加上創意包裝之手法，轉化客家文化、

情感經驗成為動人故事，再透過整合各類媒體通路、事件行銷

及議題設定等方式加強宣傳。 

整合行銷宣傳將積極運用故事行銷及創意行銷，吸引多元族群

興趣並展開對話。本計畫重點在強調臺灣多元族群文化之理

念，強化客家族群之歸屬與認同感，並催化其他族群對客家文

化之認識瞭解，透過持續接觸、體驗客家文化之美，進而愛好

客家文化。 

3.以分區行銷鞏固客家意象 

為吸引民眾親近在地客家文化，擬運用區域特色概念，進行客

家文化行銷宣傳。計畫前期規劃以「臺三線」為主要區域，透

過各式文宣素材，以兼具現代創意與傳統文化之概念，透過多

元媒體通路廣泛露出，引領大眾感受臺三線客庄多層次自然風

土、人文風貌之美，同時促進臺灣社會族群文化的多樣性。計

畫後期並將參採「浪漫客庄大道臺三線」行銷模式，延伸至臺

灣其他區域，包括南部六堆地區、東部、中部大埔及詔安聚居

地，逐步行銷全臺客庄。 

4.國際宣傳形塑客家樞紐 

以國際宣傳強化臺灣與鄰近國家間的客家文化交流，透過相互

接觸，瞭解彼此異同，打造臺灣成為亞洲地區客家語言文化中

心。初期擬以客僑眾多之東南亞各國為主，逐步放射至亞洲其

他國家，進而擴及全球。 

5.持續溝通打造情感氛圍 

本計畫面臨的是「以情緒感官為主導的時代」，如何營造可以

接觸到大眾內心情感為目標的傳播內容，是本計畫能否成功之

重點；透過傳播行為的持續溝通，打造出正確的情感氛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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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分眾的傳播行銷，逐步建立客家在地認同。後續則應

持續加強國際行銷與宣傳，讓臺灣逐步建構之完整客家政策經

驗，成為與各國交流的基礎，創造下一個客家美好年代。 

6.傳播效果評估及檢討 

於宣傳執行後，以年度檢討方式設計宣傳之效果檢測及意見回

饋機制，並逐年瞭解整體宣傳效果，掌握傳播對象的回應及意

見，檢討成果與目標間落差的原因，將改進方案納入後續年度

計畫宣傳規劃及整體行銷計畫。 

 

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一）傳播媒體部分 

1.第 1階段(103.01-104.12) 

(1)與具代表性之媒體合作，開發適合不同受眾之影視創作及

傳播平臺(例：電影、卡通)，儲備多元產製能力。 

(2)開發潛在海外播映管道，提高客家之國外能見度。 

(3)培育客家傳播人才及相關影音資源。 

2.第 2階段(105.01-106.12)： 

(1)由第 1階段之經驗累積、業界及民眾意見回饋，逐步調整

獎補助、合作輔導及人才培育等辦理方向及做法，並辦理

「客家公共廣播電視集團」之前期規劃作業。 

(2)按本會 105年研擬之成立全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修正方

案，106年度以「公營廣播電臺」申設，由本會營運管理，

屬於「族群媒體」，不同於「主流媒體」以迎合大眾喜好為

目標，同時具有特殊的語言文化訴求與使命，亦負擔族群

交流互動平臺的親善任務，相較於依自由市場邏輯運作的

商業電臺，公營電臺為非營利經營提供普及服務，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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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層公共利益為目標，關切文化、認同及語言議題，能

為特定族群提供服務的媒體類型。 

3.第 3階段(107.01-108.12)：配合產業及科技發展趨勢，加強

運用獎補助、合作等策略，建立客家傳播產業輔導及發展機

制，並推動客家公共廣播電視法制化相關作業，納入全國性客

家電臺統籌辦理客家傳播事務。 

（二）整合行銷部分 

1.第 1階段(103.01-104.12)  

本階段計畫重點為重塑及傳播「客家新印象」，前期計畫已有

效扭轉大眾對客家刻板印象，本期將持續改變大眾對客家族

群、文化之刻板印象。 

執行策略方面，將自客家文化的深層結構開始，並從常民生活

經驗中尋找、挖掘具體可供宣傳操作的精神或內容。透過重塑

及傳播客家新印象之認知改變過程，同步提升客家族群整體形

象與認同感。 

2.第 2階段(105.01-106.12)  

(1)運用各式新傳播媒介，如手機、網路等，交叉搭配平面、

電視及廣播等傳統媒體，融合客家節慶及文化活動，整合

行銷臺灣新客家之文化形象，同時強調族群交流與文化欣

賞，以潛移默化之方式，促使客家文化涵化進入常民生活

中，藉由即時的感官感受與生活經驗、分眾的行銷策略及

多元的通路，傳播客家語言、文化，並融入臺灣多元文化

中，建立臺灣客家與多元族群交流對話之關係。 

(2)打造「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規劃拍攝「臺三線」主題形

象短片及各式媒宣素材等，運用多元媒體通路廣泛露出，

協助民眾感受臺三線客庄多層次的自然風土、人文風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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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透過媒體勾勒臺三線的具體意象，並進而對國內、外

行銷宣傳臺三線的客家之美。  

3.第 3階段(107.01-108.12) 

(1)建立優質臺灣新客家情感品牌形象，並針對年輕族群，開

發新「講客族群」，同時透過境外衛星頻道無國界之特性，

建立海外客家族群之歸屬感。後續則利用軟性之客家藝

術、節慶活動，或文化、語言等層面，藉由故事、影像、

圖片等媒介在不同國際媒體之串連，建立臺灣客家作為亞

洲樞紐之地位；並加強運用各項國際傳播媒體與整合行銷

策略，將臺灣新客家文化、節慶及政策經驗推廣到全世界。 

(2)除了延續行銷「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外，亦將參採前開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行銷客庄區域特色的模式及成

果，延伸至其他臺灣區域，以花東「縱谷慢遊廊帶」、南部

「水水六堆」等不同區域主題，賡續傳播並行銷其他客家

區域的在地客家文化特色，帶動客家文化產業、觀光熱潮。 

三、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傳播媒體部分 

1.協調推動客家廣播電視法制化 

持續推動客家電視法制化，並透過「客家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之建構，打造公平合理的傳播環境，協助媒體多元化之展現，

以回應客家族群對語言、文化認同的需要以及近用傳播媒體的

需求，促進客語的傳承與族群間的交流。 

2.提升客家電視節目之質與量 

(1)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規定，賡續委託財團

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客家電視頻道、建置頻

道專屬網站、觀眾服務及收視調查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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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進客家電視節目品質，建立評估指標。 

3.開發多元創作形式與傳播平臺 

以公開徵選、委託、補助或合作等方式，與具代表性之媒體合

作，開發不同受眾之影視音創作及傳播平臺(例如：電影、卡

通、海外播映頻道)。 

4.開拓客家影音電子媒體市場 

以現有客家廣電節目補助政策為基礎，將輔導範圍擴及電影之

拍攝，鼓勵並輔助以客家為題材之電影創作及映演，並藉由優

秀作品參加國際影展的機會，讓客家走出臺灣、走向世界。透

過廣播、電視、電影三大電子媒介，不僅能以更多元的方式呈

現客家語言文化，亦能更完整觸及不同面向的客層。 

5.培訓客家傳播人才，厚植客家傳播軟性實力 

結合各界資源，持續培訓客家傳播人才，並由客家電視提供培

訓及實務職訓機會，提升客家傳播產業競爭力。 

6.分期建置全國性客家廣播電臺 

  電臺之申請、籌設與開播，依廣電相關法規規定時程辦理，規

劃營運時程分為三期建置。第一期規劃設置臺北竹子山、高雄

中寮轉播站，並依規定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籌設、架

許、電臺執照、廣播執照，並籌劃製播節目內容；第二期評估

規劃增設龍潭、三義、宜蘭、鯉魚山、臺東等轉播站，租借現

有無線電視臺或廣播電臺轉播站、機房鐵塔，並依程序向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出申請，擴展講客廣播電臺收聽範圍；第三

期進行實地場域勘測與電波輻射區域實測，視需要增補錄製中

心或轉播站，以增進全國想了解客家文化民眾之媒體近用。 

（二）整合行銷部分 

1.尋找多元族群互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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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事件行銷、形象活動或舉辦記者會、蒐集輿情等方式，

尋找並推廣客家語言文化深度，同時挖掘豐富臺灣多元文化之

具體事例、多元族群間之互動經驗等，作為傳播客家新印象素

材之來源。 

2.傳播客家新印象 

(1)配合文化活動之舉辦，運用整合行銷方式加強推廣，以邀

請各族群共同參與，透過互動與接觸，增進客家族群認同

與跨族群相互理解，推動客家文化融入多元文化之中。 

(2)透過活潑之事件行銷、運用創意媒宣及製播/刊登廣告等方

式，鼓勵民眾及地方政府加入，並以年輕族群為主，努力

開發新「講客族群」，共同凝聚客家新意象與情感經驗，推

動多元族群的友善互動交流。 

(3)配合新傳播科技發展（如數位互動電視、數位匯流媒體

等），運用更多元、更具創意之媒體通路，客製化適當的客

家語言、文化媒材傳播。  

3.形象系列短片製播 

運用傳播分眾行銷之概念，規劃製播常民生活中，文化接觸與

互動經驗之宣傳影片、微電影等，透過如高接觸率特性之電視

媒體、年輕化且無國界之網路媒體與匯流平台、即時特性之多

元通路播放，透過強調族群互動之情感體驗，加強傳播客家語

言文化，並透過共同意識經驗的交流，促進多元族群認識與認

同，建立「多元而對話」、「多樣而交流」的族群語言、文化和

歷史記憶。 

4.「浪漫臺三線」及其他區域客家意象行銷 

(1)辦理「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傳播計畫，透過臺三線主題

短片之攝製，及系列叢書出版、作家駐村創作文學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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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多元媒體通路廣泛露出，協助民眾感受臺三線客庄多

層次的自然風土、人文風貌之美，期藉由媒體文本勾勒「浪

漫大道臺三線」客家具體意象，以提高其知名度、認同度、

好感度，同時強化臺灣社會族群文化的多樣性。 

(2)後期將參採「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傳播模式，規劃花東

地區「縱谷慢遊廊帶」主題、南部高屏地區「水水六堆」

主題傳播計畫，運用多元媒體素材進行宣傳。 

5.海外行銷，點亮客家 

(1)初期以結合「客家桐花祭」及「客庄 12大節慶」等具國際

觀光潛力之客庄文化活動，向海外推廣行銷，並配合政府

開放大陸觀光客自由行政策，由亞洲地區開始，安排境外

媒體廣告露出，逐步加強國際宣傳，吸引國際觀光客及背

包客來臺體驗客家文化之美。 

(2)以國際宣傳強化臺灣與鄰近國家間的客家文化交流，並以

海外客家族群為主要傳播對象，透過文化間的相互碰撞，

瞭解彼此異同，打造臺灣成為亞洲地區客家語言文化中

心。初期擬以客僑眾多之東南亞各國為主，逐步放射至亞

洲其他國家，進而擴及全球。 

(3)鑑於前期計畫執行之國際行銷，本會較少運用跨部會資

源，本期將擴大協請各部會現有管道及資源協助。初期部

分宣傳資源預計協請外交部（如 Taiwan Review、光華雜誌

等）、交通部觀光局（Travel in Taiwan、國外旅展展場等）

及僑務委員會（如宏觀電視），運用現有管道加強宣傳。 

爰海外客家人口高達數千萬人，同時遍布世界各主要國

家，國際行銷之宣傳主軸應從客家文化內涵著手，其相關

內容、題材、訴求、策略方法與目標，雖與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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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交部之國際行銷內容略有差異，惟在吸引海外客家鄉

親回臺參訪旅遊之目的性上，仍可加以整合，俾擴大宣傳

效益。本期計畫除主動與相關部會聯繫並配合辦理相關活

動外（如觀光局國際記者會、國際踩線團、觀光小鎮票選

等），並將優先擇具重點特色且值得發展國際觀光之亮點活

動，主動邀集前開部會參與，整合相關宣傳及觀光資源共

同行銷，以收綜效。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本計畫係 6年期（103 年~108年）中長程個案計畫，並將分 3階

段執行，以完成計畫目標。 

 

二、所需資源說明 

充分運用本會預算及員額，另擬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以委辦

或委託方式進行，並協請相關單位、電視暨廣播相關業者等共同

合作辦理。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總經費需求： 

本計畫之實施，牽涉範圍很廣，總經費共需新臺幣(以下幣別

同) 43億 4,200萬元整(含行政院預備金)。 

 

（二）每年經費計算基準 

103至 108年度每年經費編列原則係依行政院核定 103年度預

算額度為基準，並逐年滾動檢討調整；另本次修正主要為新

增客家廣播電臺有關之建置費用及年營運費用，因本會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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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編列相關預算支應，將申請動支 106年度行政院預備金，

107年度起之後續維運經費則由本會編列年度預算或由電臺

轉型後承接電臺業務者支應，並配合滾動調整。 

1.推展客家傳播法制及推展客家電視媒體 

(1)推展客家傳播法制先期規劃相關事宜 

A. 委託辦理政策方案評估與規劃（含文獻與案例搜集）：約

需 1,000 千元。 

B. 以客家傳播業者、專家學者及民眾為對象，進行大規模意

見調查與深度訪談，瞭解其對本政策之需求及期待：約需

800千元。 

C. 召開相關諮詢、座談、研討或協調會議，凝聚社會共識，

並研提先期具體可行之規劃：至少 3場，約需 800 千元。 

(2)推展客家電視頻道 

依現行「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規定，持續委託財團

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客家電視頻道提供暨節

目製播」案，委辦事務包括相關頻道提供、24小時節目傳輸、

製播中心設備提供、各類節目製播及觀眾服務、收視調查、

頻道效益評估等軟硬體業務及其他相關必要之專業服務，項

目龐雜，且尚須因應觀眾反應或現實需要，調整新（重）製

之節目類型與時數；另因應高畫質數位時代來臨，需投入之

製播設備及人力成本勢必提高。基於拓展客家電視之服務群

體，提升節目製作規格及視野，本計畫自 105年度起估列每

年用於客家電視之主要項目經費如下： 

A. 客家電視頻道作業環境、頻道提供、播控作業、衛星租用

及製播相關硬體設備及技術，及 HD 節目製播設備（與公

視共享）：每月約 2,788 千元，全年共計 33,4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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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辦公、片庫空間及設備：每月 130千元。 

(b)攝影棚空間及其他必要之製播設備：每月 1,100 千元。 

(c)播控中心設備、衛星租用及傳輸作業：每月 725 千元。 

(d)HD 攝影棚製播（包括 HD 視訊系統設備、動態圖文製播

系統、安裝工程、監看、審帶檔案工作站等）：每月約

833千元，全年約 10,000千元。 

B. 節目及新聞製作（約 1,196小時新製節目、300小時配音

節目、1,095小時新聞）：308,200 千元。 

(a)以每日 3-4 小時新製節目及 3 小時新聞節目，及每日

0.5-1 小時配音節目計算，整年度約新製 1,196 小時節

目、購置及後製 300小時配音節目、1,095 小時新聞。 

(b)每小時節目平均製作經費估列 210千元，新聞製作每小

時估列 32千元，配音節目每小時估列 70千元（購片加

上配音），另加上音樂版權費 1,000 千元；共計約需節目

製作費 308,200千元。 

     210千元×1,196小時＝251,160 千元。 

     32千元×1,095 小時＝35,040 千元。 

     70千元×300 小時＝21,000千元。 

     音樂使用版權費 1,000千元。 

C. 網站維護管理（包括維運、直播隨選服務寬頻等）：1,200

千元。（100千元/月）。 

D. 整合行銷宣傳（活動舉辦、事件行銷、觀眾服務、社群活

動等）：20,000千元。（5,000 千元/季） 

E. 識別系統設計製作（含頻道 CI及短片及文化短片）：2,200

千元。（550千元/季） 

F. 客家電視頻道收視調查研究：1,740 千元。（收視率資料



 23 

540千/年、收視調查及焦點座談 1,200千元/年） 

G. 客家電視頻道之人事及事務（含稅）：45,900千元。（3,825

千元/月，45千元×85人） 

(3)委託製播推廣客家電視節目 

持續結合商業電視臺資源，以兒童及非客家族群為對象，製

播適度呈現客家語言、文化、旅遊、產業、音樂等元素之推

廣客家電視節目，並加製教材出版，以寓教於樂方式，推廣

客語向下扎根及增進不同族群對客家之認識。相關經費估列

如下，並將視各年度經費額度及推廣需求，調整製播節目類

型或內容： 

A. 客家兒童節目（含卡通）及教材：平均每年製播 100~200

集，每集 100千元，約需 10,000~20,000千元。 

B. 客語教學及客家文化電視節目：平均每年製播 200~300集

（含多腔調），每集 100千元，約需 20,000~30,000 千元。 

    (4)獎勵補助製播客家議題電視節目 

補助金額依節目播出頻道或製作規格分級，預計每年補助 10

案，第 1級每年補助總額 7,000～9,000千元，第 2級每年

補助總額 4,000～6,000千元，每年補助經費約 11,000 千

元，惟補助件數及金額將視每年申請遞件企劃內容調整。 

2.推展客家電影--獎勵補助製作客家電影 

預計每年補助 1至 2部客家主題之電影，每部上限為 10,000 千

元(含行銷宣傳費)，且以不超過該電影總製作經費之 50％為原

則；每年補助經費至少 5,000 千元，惟補助件數及金額將視每

年申請遞件企劃內容調整，並檢視評估辦理成效。 

3.設立及推展客家廣播媒體 

(1)設立及維運客家廣播電臺 



 24 

A.建置費用（含軟硬體）：分 3期建置，說明如下：  

(a)第 1期(106年至 107年)約需 6,500萬元：於本會會址（行

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北棟 18樓）設立總臺，置多功能

自控錄音室及周邊相關資訊設備、網路與鏈路，並於竹子

山與中寮轉播站共站，收聽範圍為北部及高屏地區。 

(b)第 2期(107年至 108年)約需 9,731 萬 9,000 元：於竹苗

及六堆地區設立錄製中心，並增補三義、宜蘭、鯉魚山與

臺東等轉播站，將收聽範圍擴大至桃竹苗、宜蘭、花蓮及

臺東等主要客家族群分布地區。 

(c)第 3期(108年~)約需 7,493萬 9,000 元：針對客家庄所

處區域、進行實地場域勘測與電波輻射區域實測，依實際

需要增補錄製中心、轉播站或補隙發射站，以維護客家族

群集中之地區收聽品質，及彌補地形死角，以加強全臺播

出之長效。 

B.年營運費用： 

為於資源有效運用下維持電臺基本運作，規劃全國客家廣

播電臺員額 40人，其中籌備處階段人力需求為 20人，以

聘用及臨時人力為主，初期並將結合民間資源，部分節目

採委製方式，俟人員陸續補足後，逐漸提高電臺節目自製

比例，未來並朝行政法人、客家基金會等方向規劃。開播

後～108年每年所需人事費、一般事務費、節目製作費、

機電設備養護費(含電費)……等，預估第 1期約需 1億 570

萬 3,000 元（實際經費配合開播時程調整所占比例），隨

後續站臺及自製節目數量增加，第 2期及第 3期預算分別

約需 1 億 5,763萬 6,300 元、1億 9,540 萬 3,000 元。 

 (2)委託製播客家廣播節目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x_Oqqm_POAhWFHJQKHS7VBgoQFgggMAA&url=http%3A%2F%2Feyxjot.nat.gov.tw%2F&usg=AFQjCNHHJ_uPXcQ4Rfn5EpkPY8QRAWt5bg&sig2=g5KHQVXFNimLzIs70z5jI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x_Oqqm_POAhWFHJQKHS7VBgoQFgggMAA&url=http%3A%2F%2Feyxjot.nat.gov.tw%2F&usg=AFQjCNHHJ_uPXcQ4Rfn5EpkPY8QRAWt5bg&sig2=g5KHQVXFNimLzIs70z5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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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預計製播 1,000 集節目，每集以 20千元計（含製作、時

段費），約需 20,000 千元。 

 (3)與公民營電臺合作製播客家廣播節目，形成全國聯播網 

在全國性客家電臺成立前之替代方案，106年預計製播 10案

節目，每節目以 2,000千元計，約需 20,000千元，並將視各

年經費額度及需要，調整聯播涵蓋範圍及合作對象。 

 (4)獎勵補助製播客語廣播節目 

預計每年補助 10案節目（每節目以 800千元計，800 千元×10

案=8,000千元），惟須視每年申請遞件企劃內容調整補助金

額。 

4.推展客家數位多元媒體 

以網路及多元媒體傳播推廣客家語言及文化於網路、手機、行動

電視等多元化媒介，播送含客家議題及元素之影視音內容，103

年至 108 年每年約需 5,000~10,000 千元，並將配合媒體趨勢，調

整做法與經費。 

5.尋找多元族群互動議題 

(1)辦理事件行銷、形象塑造等宣傳活動 

配合尋找感人、多元文化互動等故事題材或配合新聞議題，以

塑造客家新印象及行銷區域客家特色(如浪漫臺三線)為主題，

辦理公關、事件行銷宣傳等活動，有效開發新「講客族群」，103

年至 108 年每年各辦理 1次，約需 2,000~3,000千元。 

(2)舉辦記者會及國內新聞媒體聯繫 

尋找並推廣客家語言文化深度，透過與新聞媒體加強互動溝通

及舉辦記者會等方式，增加客家多元族群互動經驗、浪漫臺三

線及其他區域客家主題於新聞媒體之能見度，強化國人客家新

印象。103 年至 108 年每年各辦理 1場國內記者會，約需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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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平時配合議題發生不定期舉辦相關記者會，預估每年辦

理 3次，每次 150千元，約需 450千元（150千元×3 次）；配合

於記者節、全國客家日、全國客家會議、客家桐花祭等重要節

日時，協助記者採訪並安排公關聯繫相關支出，每年預估 3次，

約需 630 千元（210 千元×3次）。 

6.傳播客家語言文化意象 

(1)相關刊播媒體素材企劃、製作 

A.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產業、活動等主題式宣傳短片：103 

        年至 104年每年製作 5支需 5,000千元。105年至 108年每 

        年製作 6支需 5,900千元。 

B.企劃及製作客家語言、文化、產業、活動等主題式平面設 

計及主視覺設計：103年至 108年每年製作 15案需 1,350 

千元（每案企劃及設計製作費 90千元×15案）。 

 C.轉製影片及數位電影包等規格供電影廳院公益播映：103 年 

   至 104年每年製作 3次需 900千元（每次轉製影片及數位電 

   影包約 300千元）。 

(2)辦理電子媒體通路整合行銷宣傳 

103年至 104年每年辦理電視媒體廣告託播 5次，約需 21,215

千元（每次 4,243 千元×5次）；辦理廣播媒體廣告託播 17次，

約需 5,049千元（每次 297 千元×17次）；辦理電影廳院公益播

映發行費 3次，約需 600 千元（200 千元×3次）。 

105年至 108年每年辦理電視媒體廣告託播 5次，約需 21,815

千元（每次 4,363 千元×5次）；辦理廣播媒體廣告託播 17次，

約需 5,049千元（每次 297千元×17次）。 

(3)辦理平面媒體通路整合行銷宣傳 

103年至 108年每年辦理報紙平面媒體廣告刊登 28 則，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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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千元（600千元×28則）；辦理雜誌等其他平面媒體廣告

刊登 20次，約需 3,200千元（每次 160千元×20次）。 

(4)辦理新傳播科技媒體通路整合行銷宣傳 

103年至 108年每年辦理手機等行動媒體廣告刊播 6 案，約需

1,800千元（每案 300千元×6案）；辦理網路、戶外 LED、捷運

PDP等媒體廣告刊播 7案，約需 7,000千元（每案 1,000 千元×

7案）；辦理手機 APP、AR擴增實境等新媒體廣告製作及刊播 2

次，約需 1,200千元（每次 600千元×2次）。 

7.客家意象系列短片製播 

(1)系列短片製作費 

103年至 106年以長秒數宣傳短片形式製作形象短片 1支，約

需 2,221 千元。 

107年、108 年以 4K等級製作客家主題意象系列短片或動畫影

片 1支，約需 2,221 千元。 

(2)形象系列短片託播費 

103年至 108年每年託播形象系列短片 1支，約需 2,000 千元。 

8.海外整合行銷宣傳 

(1)國外新聞媒體聯繫 

103年至 108年每年配合海外客家社團負責人諮詢會議或全球

客家懇親大會舉辦時機，於國內辦理國際記者會，約需 400 千

元。 

另配合具國際觀光發展潛力之重要活動舉辦時機，邀請國際新

聞媒體記者組團蒞臺採訪並安排公關聯繫相關支出，103年至

108年預估每年 1團，約需 600千元。 

 (2)客家海外行銷 

A.辦理相關具新聞曝光效益活動、事件、邀請代言人等行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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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客家文學翻譯出版及相關行銷推廣計畫，每年約需 5,000

千元。 

B.運用具視覺性、創意性、形象式之廣告行銷宣傳，辦理海外整

合行銷宣傳通路購買，促進與鄰近國家客家文化相互瞭解；或

透過境外衛星頻道或與國際知名頻道合作製播節目等方式進

行整合行銷宣傳。初期為創造客家品牌形象為主，103 年至 104

每年約需 8,000千元；105 至 108 年則兼顧行銷廣度及內容深

度，每年約需 18,000千元。 

 

  四、經費需求明細表(含分年經費)  
                                                                        單位：千元 

計畫 
執行事項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小計 

項目 

推展客

家傳播

法制化

及客家

電視媒

體 

推展客家傳播

法制化 
- - - 2,600 - - 2,600 

推展客家電視

頻道 
402,700 402,700 412,700 412,700 412,700 412,700 2,456,200 

委託製播推廣 

客家電視節目 
30,000 25,000 26,000 26,000 50,000 41,400 198,400 

獎勵補助製播

客家議題電視

節目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66,000 

推展客

家電影 

獎勵補助製作

客家電影 
10,000 5,000 10,000 10,000 6,294 0 4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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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執行事項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小計 

項目 

設立及

推展客

家廣播

媒體 

設立及維運客

家廣播電臺 
- - - 

65,000 

(註 1) 
140,000 491,000 696,000 

委託製播客家

廣播節目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20,000 

與公民營電臺

合作製播客家

廣播節目，形

成全國聯播網 

27,000 27,000 27,000 28,823 20,529 10,648 141,000 

獎勵補助製播

客語廣播節目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48,000 

推展客

家數位

多元媒

體 

以網路及多元

媒體傳播推廣

客家語言及文

化 

5,111 3,298 4,489 6,753 10,079 7,286 37,016 

尋找多

元族群

互動議

題 

辦 理 事 件 行

銷、形象塑造

等宣傳活動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3,000 13,000 

舉辦記者會及

國內新聞媒體

聯繫 

1,580 1,580 1,580 1,580 1,280 1,580 9,180 

傳播客

家語言

文化意

象 

相關刊播媒體

素材企劃、製

作 

7,250 7,250 7,250 7,250 6,750 7,250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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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執行事項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小計 

項目 

辦理電子媒體

通路整合行銷

宣傳 

26,864 26,864 26,864 26,864 22,864 26,864 157,184 

辦理平面媒體

通路整合行銷

宣傳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5,000 15,000 110,000 

辦理新傳播科

技媒體通路整

合行銷宣傳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6,000 66,000 

客家意

象系列

短片製

播 

形象系列短片

製作費 
2,221 2,221 2,221 2,221 2,221 3,221 14,326 

形象系列短片

託播費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4,000 14,000 

海外客

家整合

行銷宣

傳 

國外新聞媒體

聯繫 
1,000 1,000 1,000 1,000 800 1,000 5,800 

客家海外行銷 13,000 13,000 18,000 18,000 18,000 23,000 103,000 

總計 

(修正後，含預備金) 
599,726 587,913 610,104 

 

681,791 

(註 2) 

759,517 1,102,949 

 

4,342,000 

(註 3) 

註 1：按本會 105年 12月 15 日成立全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修正方案(草案)，設立及維運客家廣播電臺所需之 106～

108年經費中，因本會 106年未編列相關預算支應建置費用及年營運費用，將申請動支行政院 106 年度預備金，

107年度起之後續維運經費則由本會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註 2：含行政院 106 年度預備金 65,000 千元。 

註 3：含行政院 106 年度預備金 65,0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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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強化客家傳播媒體之競爭力，促進客家傳播之永續發展。 

二、提升客家語言文化於各類媒體傳播內容之質與量，帶動客家傳播

精緻化。  

三、傳播臺灣新客家文化形象，共同凝聚客家新意象與情感經驗，塑

造臺灣新客家品牌形象。 

四、將客家文化推展至國際，讓臺灣成為亞洲客家語言文化樞紐，進

而擴展至全球。 

 

柒、附則 

一、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本計畫規劃嚴謹周詳，充分考量傳播發展趨勢，並通盤檢討前期

計畫辦理至今之成效與經驗，尚無替選方案供評估。 

二、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一)文化部、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協助本計畫客

家電視及全國性客家廣播電臺法制化及節目製播等相關事

宜。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助本計畫「全國性客家廣播電臺」

頻率取得事宜。 

三、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詳如附表 1。 

四、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詳如附表 2 

五、其他有關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