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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媒體現況

DW歷史進程

定義公共外交

執行與成果

結論：反思臺灣



捍衛新聞媒體自由的重要性：始自納粹政權崛起

柏林圍牆倒塌前的媒體角色

廣播電視費(Rundfundbeitrag)：17.98歐/戶

公共廣播聯盟(ARD)+第二電視台(ZDF):七成民眾



奠基於德國公法
(Gesetz über die Rundfunkanstalt des Bundesrechts Deutsche Welle)

2012年預算：271億歐元

1953年5月3日首次播音
定位： “RELEXATION”

總部：波昂(Bonn)、柏林(Berlin)
今日：員工總數1500,來自60國

數百freelancers



 提供德國&歐洲之觀點以供國外

 傳達自由民主價值、全力提倡人權

 促進文化間的對話及全民的理解、增進彼此寬容

 獨立、廣泛、真實的方式呈現

 提供”未經審查”之資訊，確保接受資源的自由及安全

 文化傳遞者

 提供專業德語教學

 提供專業知識

 經由本身的可信度，提升德國的威望





不再只是官方對官方高高在上的外交形式

透過資訊及文化的交流的外交形式，過程中傳輸本國價值

具體做法：廣播、電影、出版品、會議舉辦等方式。

公共外交的優勢：

人民可及性高，議題較能拉近對民眾的距離

「外交」不再遙不可及

→《德國之聲》體現了公共外交的可行性



1962 17種語言
1963電視開播
1968 28種語言
1973 33種語言
1972慕尼黑奧運+74世界盃

→國家政策支持，設備擴大及提升
1992衛星電視
1994網路提供
2002 進入中非、中東
2004 podcast

2007 youtube

2009 iphone/ android app



多角化經營：結合國內不同媒體組織(ARD)+(ZDF)

當地社團、聯邦政府、民間團體

形式多元：電視、廣播、網路、書籍、論壇、獎項、演講…

國會監督品質，保有新聞自由

與時並進：動態的媒體組織

結合學術：DW Akademie，提供碩士學位，專業媒體人才培養與流通



媒體：新聞自由、降低商業化比例(20mins/a day)

多角化經營:論壇/廣播/新聞..

公共外交推行的可行及必須性：
政治長期遭打壓，必須以文化軟實力(softpower)與他國交流

從《德國之聲》經驗學習：

1.長期投入：加強相關人員訓練(基礎理論及語言)、公共事務處理能力，

與民間團體合作，結合當地僑社

2.方式：海外播映臺灣電影、舉辦臺灣藝術節輸出臺灣文化、提供華語教學、

華文檢定，提升臺灣之能見度



Vielen D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