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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法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 

2014.09 

 

授課教師：翁曉玲 

 

壹、課程說明 

 

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通訊傳播科技進步的速度前所未見，相關的

裝置、應用與發展，不僅對人們的生活和社會體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亦

衍生許多新興法律議題。然而，我國目前通訊傳播法制仍是舊類比時代下

的產物，面對數位新時代，時常有跟不上腳步、規範落伍之憾。如今通訊

傳播法律正處於轉型與重構的時刻，從立法模式、法律架構、規範內容至

監理實務等諸多面向議題，值得吾人深入思考與探究。 

但無論法律架構如何調整，通訊傳播法制的核心範圍仍不脫於：通傳

市場結構、營運與內容監理、業者權利與責任、和閱聽眾權益保護等四大

區塊。基此，本課程內容重點如下：一將介紹我國通訊傳播法制的架構、

沿革、重要政策內容與監理原則；二是介紹我國通訊傳播監理機關之組織

架構及運作；三是介紹國外與國內通訊傳播政策之趨勢及案例分析，進而

檢討現行我國法規與實務運作之缺失；四是檢討目前我國通訊傳播政策、

資源分配缺失，而凸顯之重要議題。又為使同學能進一步瞭解國外法制與

國內法院裁判實務情況，本課程亦將請同學報告國外重要研究文獻，並且

蒐集與前述議題相關的法院判決（含行政法院判決）進行判決評析，進而

檢討現行法規與實務運作之缺失，培養其深入分析及研擬政策的能力。 

 

貳、課程內容 

本學期規劃講授之單元主題如下： 

1. 通訊傳播市場簡介與匯流法制架構之調整與規劃 

2. 通訊傳播監理機關之組織架構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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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訊事業之營運管理：（電信事業之發照、評鑑與監理） 

4. 頻譜政策與規範 

5. 傳播事業之營運管理：（無線電視、衛星電視、有線電視之發照、評鑑

與監理）─兼談「撤換分流」政策問題 

6. 頻道內容與廣告之規管 

7. 媒體多元化與媒體集中化 

8. 媒體公共化議題─我國公共電視法制 

9. 電信技術與資源管理/網路安全與技術防制 

10. 電信/有線電視普及服務政策與實務 

 

指定報告題目 

1. 行政訴訟及訴願撤銷 NCC處分之案件研析 

2. 國家寬頻政策之比較與分析 

3. 網路媒體服務之類型劃分及管制 

4. 媒體自律組織及運作研析 

5. 閱聽眾與消費者權益保護─例如更正回覆權、資費與服務資訊透明化政

策與規範 

6. 兒少通訊傳播保護 

 

參、專題演講 

本課程將規劃 1～2 次學者專家專題演講。 

 

肆、授課方式 

本課程主要以授課並採自編講義為主。參與本課程同學應作兩份報告，一

為分組報告：就前述指定題目報告，另一為個人報告：每位同學期末時各

交一份個人報告。撰寫報告前應與老師討論確定報告內容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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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績評定 

分組報告（65％）、個人報告（30％）和平時成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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