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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聯合國在新世紀伊始就舉辦了兩階段的「資訊社會的世界高峰

會」（UN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這兩場

高峰會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資訊社會的傳播權」（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RIS）。關於傳播與權利，目前人類

在傳播方面的主要權利可以說是言論自由，這也是普世認同的人權之

一。然而，人類在傳播方面的權利僅止於言論自由嗎？會不會不限於

言論自由而已？聯合國目前關切的傳播權又具有什麼內涵？到底什

麼是傳播權？本文嘗試針對資訊社會的傳播權進行探討，分析傳播權

在國外與國內的相關論述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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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2004/11/11;  [初審]2005/04/29; [接受刊登]2005/06/27 



186  資訊社會研究(9) 

 

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聯合國目前正大力推動「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UN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兩場高峰會的重要議題之

一，就是「資訊社會的傳播權」（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RIS）。關於傳播與權利（rights），目前人類在

傳播方面的主要權利可以說是「言論自由」(the freedom of speech)，
這也是普世認同的人權之一，不僅載入了聯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

言》，也被明文寫入了世界各國的憲法之中。然而，身處此一大眾傳

播媒體所有權漸趨集中的資訊爆炸時代，名義上的言論自由究竟還有

多少實際意義，委實令人質疑。聯合國在此時舉辦這兩場「資訊社會

世界高峰會」並且關切「資訊社會的傳播權」，到底有著什麼背景？

目的何在？除此之外，人類在傳播方面的權利僅僅止於言論自由嗎？

究竟什麼是傳播權？本文嘗試針對資訊社會的傳播權進行探討，並且

檢視傳播權在國際與國內的相關論述。 

（二）、研究途徑與全文架構 

  本文在研究途徑上，採取文獻分析法，針對傳播權的相關文獻資

料進行整理與分析。全文共分四個部分：首先說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

的，並交代研究途徑與全文架構；其次說明聯合國提倡傳播權的背景

與目的；再其次檢視國際社會對於傳播權的主張；接著探討國內關於

傳播權的既有論述；最後總結全文。 

 

二、聯合國提倡傳播權的背景與目的 
（一）、資訊社會高峰會的背景與目的 

    聯合國目前正大力推動的「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WSIS），

乃是由聯合國以大會決議的方式，分兩階段在二○○三年與二○○五年

舉行，希望能為資訊社會的內涵提出願景。此一高峰會是以數位革命

（digital revolution）以來，社會結構的轉變為討論大綱，由於當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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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正經歷由二十世紀「工業化社會」快速邁向二十一世紀「資訊化社

會」，因此高峰會的討論主軸是「如何使資訊社會惠及全人類，消除

「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希望能夠邀集全世界一起討論並

尋求良方，使全人類都能自由接收、分享運用資訊與知識，建立公開

包容的資訊社會（O'Siochru & Girard, 2003）。如同聯合國秘書長安

南（Kofí Annan）在第一階段高峰會的開幕式所說：「我們必須要以

自主方式決定自己命運。科技帶來了資訊時代，未來取決於我們怎麼

建造資訊社會。」 

    由於此一背景，資訊社會高峰會的討論焦點主要在於弭平資訊落

差。關於資訊落差，其實在聯合國的資訊社會高峰會前就頗受關注。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提出一份名為《瞭解數位落差》

（Understanding Digital Divide）的報告指出，資訊近用（access）程

度落差主要受到收入及教育程度等社會經濟結構因素的影響，因此不

僅需要普及資訊基礎建設，更應該從長期性的教育政策著手（OECD
，2001）。國內對於數位落差也相當關心，例如資訊工業策進會提出

研究報告（資策會，2002），行政院研考會也舉辦了多場研討會，包

括與中央研究院合作舉辦研討會後集結出書（中央研究院編，2001
），並且委託學者進行台灣地區數位落差問題的研究，發現長期以來

的資訊政策的重心都是科技，目前更以創新與應用為主，欠缺前瞻性

的長期願景，未曾深入思考數位落差問題（曾淑芬，2002）。 

    由前可知，資訊社會高峰會希望弭平資訊社會中不公平的近用問

題，對於傳播權的關切也以此為主。然而，這樣的關切其實頗有不足

，特別針對資訊社會的傳播權而言更是如此。傳播權所關切的不應該

只是彼此之間在「量」的公平，卻忽略了整體「質」的優劣。 

    其實從上個世紀以來，全球原存的大眾傳媒體系，已經分別因為

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現了所有權高度集中與市場掛帥等現象（王怡紅譯

，1996）、至於在共產主義國家又有著受到政治力控制與淪為宣傳機

器等問題（賴祥蔚，2002）而受到各界的批評。不論是前者或後者，

閱聽眾所接收到的資訊品質都難以令人滿意。如今在數位革命出現之

後，世人在資訊接收上所產生的落差進一步擴大，而且所接觸到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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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品質更加受到質疑。中國時報系總經理黃肇松就指出，網際網路等

傳播媒體常因講求迅速而犧牲查證的守門過程，出現了躁進文化，搶

先重於查證，往往讓社會大眾得到的資訊粗糙不堪（中國時報，2004
年 6 月 4 日）。 

    雖然聯合國將傳播權列為資訊社會高峰會的重要討論議題之一

，在第一階段的日內瓦會議之後也已達成八大原則，包括了強調科技

與文化多元性、國家扮演角色、資訊共享原則、個人使用資訊的能力、

技術安全性等各個面向，但是迄今為止，相關討論在哲學層次的反思

卻往往受到忽略。身處資訊社會之中，人類到底需要什麼樣的傳播權

，本文將回顧相關論述，並從人權觀的回顧著手，企盼能從人本主義

的角度來深入思考。 

（二）、聯合國的人權觀 

    聯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所確認的當今盛行的人權觀念，最早是出自於洛克（John Locke）
等人的提倡。這些人權概念，原本是為了防禦性目的，藉此賜予個人

一個他人無權涉入的空間，後來為了確保此一空間，乃要求政府積極

提供協助，權利遂從消極轉向積極，從單純的期望政府不干涉，變成

希望參與政府的運作，甚至要求政府提供協助。 

    從大歷史的角度來回顧，權利概念並不是一成不變，而是可以劃

分成幾個不同階段。在希臘時代，柏拉圖、亞里斯多德等人所強調的

乃是「德性政治」，優先強調城邦的正義原則，由此決定個人之所應

為，這是立基於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江宜樺，1998）。 

    希臘城邦時期結束後，西方經歷封建時期，長久籠罩在君權與神

權之下，直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才對權利提出了革命性定義

：視權利為個人為求保全天性而自行運用理性來判斷及選擇做任何事

的自由（Hobbes, 1991; 江宜樺，1998）。前述論述到了洛克演變為

「天賦人權」（Endowed Human Right），強調人民權利之至尊，政

府不得反過頭來侵害人民的天賦人權（Locke, 1937; 陳思賢，1994）
。在二十世紀，權利從消極的不受干涉轉趨積極的要求福利。一九四

二年英國學者 William 著手建構福利國家的藍圖，並提出「社會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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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主張人民有權免於匱乏、失業、疾病等威脅，使得積極人權的

內涵大大擴展（陳秀容，1997）。幾經發展，一九四八年十二月十日

聯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繼而又在一九六六年分別提出《公民

和政治權公約》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公約》並於一九七六年生效。 

    一九七七年，任職聯合國的法國學者 Karel Vasak 提出所謂的「第

三代人權」。因為相對於第一代自由權與第二代社會權主要都是立基

於個人人權，Vasak 的論述普遍被認為是「集體人權」，因而自成新

的一代。Vasak 強調權利具有演化的（evolutionary）與動態的（dynamic
）特質，並列舉出發展權、和平權、環境權、人類共同遺產受益權、

傳播權（the right to communicate）等五類新的權利內涵（Vasak, 1977; 
陳秀容，1997）。 

    所謂第三代人權其實不只限於集體人權，此外，前述五類權利之

間的內在相關性，尤其是發展權與傳播權，也值得進一步探究。就發

展權而論，許多論述都以為這是一種專屬於國家的權利，因而是集體

人權。事實上卻不是如此。一九七九年聯合國通過《關於發展權的決

議》，強調平等的發展和機會既是各個國家特權也是個人特權；一九

八六年通過《發展權利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to 
Development），在前言中再一次確認了發展機會均等是國家和個人

的權利，並在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發展權利是不可剝奪的人權，人

人有權參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United Nations, 
1986）。由此可見，發展權既是集體權利也是個人權利。 

    回顧來看，權利的立論基礎從古至今迭有變遷，目前已進展到將

發展也納入人權範疇。既然如此，目前的人權體系也未必不能被取代

。權利學者 Freeden 強調，從權利的規範意義來看，其目的不只是主

張權利可以根據道德原理進行邏輯的推演，而是主張人類的最大目的

，乃是一種實在的共識，希望人們不只可以生存，而且還要生存得好

一些（Freeden, 1991；孫嘉明、袁建華譯，1998：16）。如此一來，

權利的立論基礎大可跳脫自然權利或十八世紀思想家 Edmund Burke
所說的「約定俗成的產物」（Burke, 1987: 51-54）。權利不必來自天

賦，不必有其俗成的傳統，只要有益於人們的生存，自然就具有了存



190  資訊社會研究(9) 

 

在的合法性。 

    當前的權利理論早在十八、十九世紀就受到許多的批評，尤其二

十世紀以來新馬克思主義和法蘭克福學派更先後對民主權利理論提

出批判，認為人權的提出有利於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與法治制度（陳

弘毅，1993）。 

    從社群主義來看，人是群居動物，群居生活必然會有傳播行為，

因此可以說人在本質上也是傳播動物。傳播除了涉及個體的人格發展

（賴祥蔚，2004b）與自我發現（賴祥蔚，2004a），更涉及了群體的

權力分配、文化內涵與歷史傳承等。這樣的論述涉及個人主義與社群

主義之間的對立。社群主義者 MacIntyre 認為，個人主義者的權利推

論全無依據，近乎信仰，完全禁不起歷史或社會哲學檢驗（MacIntyre, 
1984: 67-70; 江宜樺，1998）；另一位社群主義者 Taylor 批評個人主

義是原子主義（atomism），他認為個人是社會產物，自我價值非先

天存在，而是由社群的歷史文化所形成，因此不能假定人能獨立於社

會之外而且完全自足，個人主義的立論會造成人與人之間感情淡漠、

公民欠缺責任與義務意識等令人擔憂的現象，結果就是社會「碎片化

」（fragmentation）（Taylor, 1992; 應奇，1999: 157-161）。 

    傳播一方面能讓人從既有的社會、心理以及政治經濟結構中解放

出來，另一方面，個人及社會也是在此一解放中而逐漸構成，因此傳

播權應該是最基本的公民權之一（Thomas,1994）。如同前面所述，

只要能使人們生存得更好，這就是權利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就此而論

，立基於個人主義的言論自由實有不足，必須從社群主義出發來思考

各種傳播學與術的實踐（賴祥蔚，2004a），並且依此提出傳播權的

主張。 

 

三、國際社會的傳播權論述 
    早在聯合國發起資訊社會高峰會關切傳播權之前，傳播權的議題

其實已經在聯合國出現過。在上個世紀七十年代出現並廣受矚目的

「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WICO）運動（許志嘉、賴祥蔚，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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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以「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議」（McBride Roundtable）為集結

，其揭櫫的目標之一也是將傳播權（the right to communication）納為

聯合國等國際組織所能接受的基本人權之一（Mosco, 1996; 馮建三、

程宗明譯，1998：354-355）。可惜在國際現實的侷限之下，NWICO
運動終究難以為繼。1  

    除了聯合國發起資訊社會高峰會關切傳播權等議題，世界各地的

許多非官方組織也早已積極加入了傳播權的推動，並且相互串聯。例

如成立於二○○一年十一月，成員跨越亞、非、拉、美等洲的非政府

組織「傳播權平台」（the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rights），就是

為了共同合作推動「資訊社會的傳播權」，因為該組織認為資訊社會

的願景根基深植於傳播權，因此傳播權既是目的，也是一個手段，必

須以此來提升諸人權。該組織選定的焦點包括支持以人民及其社區為

中心的傳播媒體，希望藉由喚起意識與論辯、動員市民社會、推動落

實等基柱來達成，並且舉辦「世界傳播權論壇」（World Forum on 
Communication Rights）（馮建三，2003a；2003b）。 

    跨國媒體改革組織「二十一世紀全球民眾於傳播媒體發聲運動」

（A Global Movement for People's Voic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於一九九九年三月成立，簡稱「二十一世紀之聲

」（Voice 21），該組織希望結合各地區非政府組織的力量，並將傳

播權列為該組織的五項主要訴求之一（Voice 21, 1999）。 

    除了前面兩個大舉串聯的組織，還有總部位於羅馬的非官方組織

「傳播權論壇」（DAC forum），此一組織更早就成立，一九九四年

已經提出了《全球傳播權憲章》（The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rights 
charter），在該憲章中即以傳播權來取代資訊自由權（freedom of 
information），後者一度被用以取代由來已久的言論自由，但是旋即

因為資訊自由權被某些國家認為是美國等強權在殖民其他國家時的

用語，因而又遭替換。該組織提出憲章，目的是讓憲章本身即可作為

                                                 
1 「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運動致力於扭轉國際資訊流通的不平等，不過後來

英、美兩國高舉「資訊自由」不容干涉的旗幟進行強烈抵制，該運動終於無疾

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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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權平台（communication rights platform），希望藉此公開探討傳

播在現代社會中的應有價值與角色、傳播權以及相關法規等議題，憲

章在導言之中明白揭櫫：傳播乃是個體的基礎構成之一，但是當前的

傳播系統卻傾向於輕視人類的角色與比重，因此被認為是謀求私利的

工具而不是以公共服務為優先考慮（DAC forum, 1994）。憲章更進

一步指出，新聞等資訊必須可信、真實與完整，媒體節目與服務必須

在閱聽質定義的基礎上進行評估，而且強調各人種與社群均有權保有

其文化、社會、語言、知識、傳統、乃至於人際關係（DAC forum, 1994
）。 

    荷蘭的多位學者也在《世界人權宣言》屆滿五十週年之時，因為

有感於公民在型塑文化環境上採取主動角色的時機已到，故鎖定資訊

與文化的生產及分佈進行關切，共同發起「人民傳播憲章」（People’s 
Communication Chapter, PCC）組織，並且提出與組織同名的《人民

傳播憲章》（People’s Communication Chapter）草案（PCC Network, 
1998）。PCC 認為，資訊流通的品質太過重要，因而應該是公民的責

任（responsibility），而不該全然聽由政府與市場決定，這份憲章草

案指出：傳播是所有個體及其社群的生活的根本，因此必須針對傳播

的權利與義務重型思考並加以定義，因此除了批判媒體的商業化及媒

體所有權的集中化侵害了公共領域，且無法滿足文化與資訊的需求，

而這些都是民主所必須；此外也強調為了實現人民有權參與、貢獻並

能從中獲益的傳播結構，應有國際援助。由於兒童最需要保護，因此

《人民傳播憲章》草案第十一條，特別針對兒童加以保障，條文指出

：「兒童有權獲得根據其需要與利益而設計的大眾媒體產品，這些產

品應有利其身心與情緒之發展，並免於受到媒體傷害、商業或任何剝

削。各國應該廣為製造並且傳布為了兒童製作的高品質文化及娛樂產

品」（PCC Network, 1999）。 

    傳播權受到國際關注，雖然可以追溯至上個世紀七十年代，不過

直到最近這十年以來，才出現了較為具體且多元的論述，例如傳播權

平台關注的是社區與市民社會的建構，傳播權論壇重視傳播對人類的

影響與社會多元面貌的呈現，人民傳播憲章則強調社群角度與公共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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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這些論述各有異同，對於傳播權也未必都有清楚定義，儘管如此

，其一致立場則是拒絕接受當前的傳播體制，並且加以批判，尤其是

過度商業化的部份。 

 

四、 國內的傳播權論述 
    相較於國際社會對傳播權的蓬勃宣導，國內的關注顯然頗有不及

，目前曾經針對此一主題進行論述的學者可說屈指可數，政府部門雖

曾在若干文件中稍有提及，但是仍不夠完整。 

    在政府部門方面，教育部在二○○二年所發表的《媒體素養教育

政策白皮書》中已經提到：「具體而言，公民有六種基本的傳播權利

：知的權利、傳布消息的權利、討論時政的權利、保護個人隱私的權

利、個人積極地接近與使用媒體的社會權利，以及接受媒體素養教育

的權利」（教育部，2002）。2這些內容雖有傳播權利之名，但基本

上仍不脫傳統的言論自由範疇。 

    儘管如此，《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仍有突破之處，尤其是

從健康概念出發而指出：「現代的『健康社區』強調個人所組成的社

區文化、社區環境、社區結構，需要共同為個人的健康負責。當代人

的健康素養問題與傳播媒介息息相關。所以，促進健康素養的理論基

礎，也可以用在促進媒體素養上。簡單地說，個人的媒體素養問題，

主要是社區和社會文化造成的，所以媒體素養教育的重點，是在建設

『健康媒體社區』，此為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價值所在。」白皮書提

出四點主張：一，「健康媒體社區的主體，是公民（人），不是傳播

體系（組織）。」二，「公民個人的文化健康與否，不全然是個人的

因素，更重要的是整體社區的社會文化、社區環境、社區居民的社會

關係等所共同促成。」三，「有文化健康的社區，才有文化健康的公

民。」四，「有傳達健康主張的行動能力，才能在社區形成風潮，創

造社區新氣候，影響他人，善用行動知識來達到『健康媒體社區』的

最高目標。」結論認為必須施行媒體素養教育（教育部，2002）。從

                                                 
2 針對「媒體素養」的用語，傳播學者徐佳士曾在該白皮書草案的公聽會上發言

指出其不夠白話，因此將難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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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概念出發確實有其必要，不過媒體素養教育是否為打造健康媒體

社區的有效方法，或許還有待商榷；此外，健康的媒體社區也不該是

目的，健康的人類才該是目的。 

    除了教育部，文建會提出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中也提

到：「國民有使用其本族語言進行文字出版、影音傳播、網路傳輸、

或是其他各種形式媒體的權利」（文建會，2003）。在文建會的草案

說明文字中將此一條文視為傳播權的實踐。這些實踐固然因重視多元

呈現而值得肯定，但欠缺完整的配套論述。 

    在學界方面，馮建三教授指出：「傳播權是普世人權，為所有其

他人權奠定基礎也為其提供服務。資訊社會的浮現必須確保權利的延

伸，也必須強化這個權利以謀求所有人的福祉」（馮建三，2003a）
，其所謂的傳播權至少包括了三類權利：第一是言論自由權，這是基

本人權；第二是新聞自由權，這是制度性權利；第三是國際傳播權，

是一種可以跨國界行使的自由採訪、傳遞與接收消息及思想的權利

（馮建三，2003b）。前述這些主張反映出馮教授所關切的乃是重建

媒體秩序。 

    吳翠珍教授指出：「現代大眾媒體影響民主社會極深，身為現代

公民就必須瞭解媒體、並且近用媒體，才能彰顯媒體服務社會公共事

務的角色。公民的傳播權乃是基本人權的一部份」（吳翠珍，2003
）。顯而易見，其關切的傳播權也偏重於公民社會。 

    由於兒童最容易受到傳播的影響，因此其相關權利最值得省思。

吳翠珍教授針對兒童傳播權列舉五個面向：（一）兒童免受不當內容

影響、免被政治與商業剝削的權利。（二）兒童接收優質兒童媒介文

本的權利。（三）兒童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利。（四）兒童近用

媒體的權利。（五）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利（吳翠珍，2002 年 12
月 25 日）。 

    吳翠珍教授在前述五個面向之下又詳細整理出了以下項目：（一

）兒童免受不當內容影響、免被政治與商業剝削的權利：1.避免兒童

接觸不當媒體內容（暴力、色情、驚悚、刻板印象、價值偏差等）。

2.鼓勵媒體（包括網路媒體）自律，減少播放有害兒童身心發展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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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內容。3.保護兒童免受商業意識形態的剝削。4.媒體內容基於保障

兒童、青少年必須優先於言論與表達自由的考量。5.在保護兒童與媒

體正確反應真實世界中必須取得平衡。（二）兒童接收優質兒童媒介

文本的權利：1.優質兒童節目必須傳遞人類正面基本價值，以協助兒

童身心健全與社會的發展。2.兒童節目須鼓勵創意思考、自由意志與

選擇，培養出兒童自我個性與創造未來。3.優質兒童節目必須具備且

強調世界與在地各種族不同的文化價值。兒童節目必須傳遞依各國與

在地傳統、社會文化背景而異的基本價值，並跨越地理疆界，為兒童

描繪出明日大同世界的藍圖。4.媒介內容必須多元化，且優質的兒童

節目應具有娛樂性，鼓勵兒童由自我背景出發，了解並欣賞其他種族

文化。5.兒童節目於產製過程中應充分尊重兒童意見。6.以充分的資

源投入於兒童節目的製作，以保障兒童節目的高品質。但必須確保兒

童於產製過程中不被商業剝削、利用。7.滿足最多數兒童的收視權益

。在兒童能收看／聽到的時間固定播送，並儘可能利用的媒體與科技

以滿足最多數兒童的收視。8.進行兒童與媒體相關研究。透過兒童（尤

其是少數、弱勢族群）使用媒介的需求等相關兒童與媒體的研究，掌

握與了解兒童與媒體的關係。（三）兒童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利

：1.兒童隱私權的保障：媒體內容應保障被迫出現於媒體（尤其犯罪

新聞、家庭暴力、性侵害）中的兒童隱私。2.兒童形象的完整呈現：

媒體所呈現的的兒童形象多具偏差與刻板印象（如不良青少年），而

這些形象將影響社會大眾對兒童族群的正確認識。（四）兒童近用媒

體的權利：1.兒童近用媒體獲得自由表意權益的保障：實踐兒童自由

表意權，確保兒童能公平、合理地近用媒體，更進一步直接參與媒體

文本的產製。2.鼓勵兒童藉由近用媒體表現自我生活經驗、語言、文

化。3.家長與媒體應協助兒童習得近用媒體所需之知識與技能。（五

）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利：1、瞭解媒體訊息內容：（1）瞭解不同

媒體的表徵系統（媒體語言與成規）。（2）瞭解媒體類型與敘事如

何產製意義。（3）瞭解並能應用媒體製作技巧與技術。（4）瞭解科

技與媒體訊息文本的聯動關係。2、思辨媒體再現：（1）辨識媒介內

容中年齡、性別、種族、職業、階級、性傾向等各種面向的刻板印象

和權力階級間的關係。（2）比較媒介內涵與實際生活中的情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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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事件等媒介與社會真實的關係。（3）解讀媒介再現所潛藏的價

值意涵與意識型態。3、反思閱聽人的意義：（1）反思個人的媒體行

為。（2）瞭解個人與媒體訊息文本的意義協商本質。（3）瞭解媒體

訊息文本的商業意涵中「閱聽人」的概念。（4）認識廣告工業的主

要概念：收聽／收視率、廣告的社會與文化意涵。4、分析媒體組織

：（1）瞭解媒體組織的守門過程如何影響訊息文本產製。（2）檢視

媒體組織的所有權如何影響訊息文本選擇與組合。（3）瞭解公共媒

體與商業媒體的區別。（4）檢視資訊私有化的影響。5、影響和近用

媒體：（1）瞭解媒體公民權的意義。（2）實踐媒體近用。（3）區

辨被動媒體消費者與主動媒體閱聽人。（4）主張個人肖像權、隱私

權（吳翠珍，2002 年 12 月 25 日）。 

    吳翠珍教授列舉的這些項目相當詳盡，不過並非全然從兒童的立

場出發，論述的哲學基礎與各個項目之間的內在關聯似乎也未能清楚

說明。尤其將媒體素養教育列為兒童傳播權是否適當，不宜疑問。舉

例而論，當菜市場內除了有健康食物也有黑心食物，治本之道應該是

重建秩序，而非過度強調消費者應該接受食品素養教育以分辨優劣。

未來如何建構出一套可廣獲接受的傳播權內涵，特別是兒童傳播權內

涵，以作為立法基礎，無疑有待各界繼續努力。 

    除了政府與學界之外，民間組織「台灣媒體觀察基金會」所發行

的的電子報經常討論傳播權，二○○四年一月十三日並發行了《原住

民傳播權特輯》，呼籲讓原住民取回應有之傳播權，以求正確傳播原

住民的形象，避免繼續遭到誤解與扭曲（台灣媒體觀察基金會，2004
年 1 月 13 日）。 

    簡而言之，國內對於傳播權的論述還相當欠缺，不僅沒有對於傳

播權加以定義，而且未能與前述的國際論述充分對話，在哲學層次上

也罕有觸及。學者賴祥蔚（2003）指出，人是社群性的動物，必須透

過與他人互動，乃能認識受到社會所型塑的自我；在此同時，社會的

組成同樣受到人與人藉由傳播來討論的影響，前一面向涉及了自我人

格的完善，後一面向則涉及社會的完善，想要避免傳播過程受到扭曲

，進而尋求自我人格與社會的完善，唯有人人都享有傳播權，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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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權的核心價值之所在。 

    就此而論，對於傳播權的強調應該改從人本主義出發，由此超越

消極、市場導向的言論自由論述，邁向積極、人本導向的傳播權建構

，亦即：傳播權為基本人權，因此必須從人類發展的需要出發，重新

建構健康的傳播環境，甚至由此改革媒體的結構與內容，其目的是讓

任何個人有權依照該國生活水平享受合宜的健康傳播環境，因此國家

與社會有責採取立法等必要措施對此加以保障；反之，任何不利於人

類（尤其是兒童）發展的傳播影響，包括貧乏的傳播內容與劣質的影

視節目，以及隱藏其後的政治經濟結構等等，都可以視為對人權（傳

播權）的侵害，受害者可依循法律途徑進行侵權求償（賴祥蔚，2005
）。如此一來，只求政治或經濟利益、罔顧閱聽眾權利的亂象才能獲

得抑制，從而傳播權也才能獲得保障。 

 

五、結語 
（一）、研究發現 

    聯合國發起的資訊社會高峰會雖然將傳播權列為重要的議題之

一，希望建立人人享有「公平近用」的資訊社會，不過對傳播權的實

際討論與著墨都略嫌不足，而且偏重資訊「量」的公平，在哲學層次

的探討也相對有限。 

    回顧近年來的國內外論述，傳播權雖然日漸受到各界的關注，其

具體內涵也不斷獲得豐富充實，但是相關論述還沒能完全跳脫言論自

由的既有範疇，而且很少針對傳播權的哲學基礎進行討論。 

    回歸人本主義與社群主義來看，傳播對於人性的發展至關重要。

相關心理研究顯示，嬰兒還在母體之時就從母親聲音得到安全感，兒

童大腦及其人格之發展更與環境互動的結果，而傳播即為其間之重要

中介，由此可知傳播確實攸關個人的人性發展，而社會又是由個人組

成，因此傳播對個人與社會都有重要影響，絕不只是具有工具價值而

已（賴祥蔚，2004）。更何況，發展權早已是聯合國宣告的基本人權

之一，因此不論從個人角度還是社會角度出發，所謂傳播權指的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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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人都應有權獲得有益其身心發展的傳播環境與傳播內容。這不但

是一項具有普世價值的基本權利，各國政府甚至國際組織也應該一起

協助落實。對於此一國家責無旁貸的責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Brandeis 早在一九二七年闡釋言論自由已提及：「國家的最終目的，

乃是協助個人自由地發揮其天賦才能」（轉引自林子儀，1993：13
）。 

    英國社會學者 Giddens 在所著《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1984）一書中，提出了「結構化理論」（The Structuration 
Theory），針對個體與社會兩者之間的關係，亦即個體主義與集體主

義之間的關係，強調要以個體與社會相互構成的「二重性」概念，取

代以往那種非此即彼、相互對立的「二元性」概念（李康、李猛譯，

2002）。關於個人與社會的相互權利義務，Berlin 認為，參與爭辯的

各方都接受如下的觀念：人或多或少都與兩種理想類型相似，其一是

人類天性善良，但卻被邪惡的制度所阻窒，另一是人類乃有限的存有

，永不可能完全自由，因此必須在一些偉大的架構之內，如國家等，

尋求自己的救贖（陳曉林譯，1986：78）。因此國際組織與國家必須

協助落實個人與社群的傳播權，使其免於惡質傳播的侵害，而其結果

，將是整個社會因此受益。 

    傳播是人類社會賴以構成的中介，無傳播即無社會；在此同時，

個人又是社會的產物，所有社會成員的人格都深受社會的型塑。在資

訊社會之中，人人都置身於各種大眾傳播媒體所傳布的資訊中，這些

資訊內容對於社群與個人都將造成長遠的影響，因此不可不慎，必須

及早重新思考人類在傳播方面的應有權利。 

    傳統的言論自由雖然仍具價值，相關內涵也持續成長，但是因為

受限於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權利立論基礎，已不足以應付資訊社會之

所需。本文嘗試從社群主義之立論基礎提出此一主張，亦即針對傳播

權，理想的立論基礎乃是因傳播對於個體自我與社會結構都具有重大

影響，這恰與當前聯合國對於發展權的重視可以相互呼應。人類唯有

透過傳播權的享有，才能獲得良好的發展。Berlin 曾經指出，如果無

法獲得某些事物不是因為沒有能力，而是因為受到了強制，這就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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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他引述盧梭（Rousseau）所說過的一句話：「事物的本性不會

使我們瘋狂，唯有不良的企圖，才會如此（Berlin, 1969；陳曉林譯，

1986：231）」。在當前的資訊社會之中提倡傳播權，正是為了要提

供世人一項得以對抗來自政治經濟力量之不良企圖的有效利器。 

（二）、研究限制 

    本文嘗試對於傳播權進行文獻回顧，並且適時從社群主義出發，提出新的傳

播權立論，希望以此補充聯合國資訊社會高峰會關於傳播權的討論。必須指出的

是，論文雖以「資訊社會的傳播權」為題，但受限於時間與能力，實際上對於聯

合國高峰會的說明與討論相當有限。其次，傳播權為一新興的議題，近年來國內

外的傳播權論述呈現高度多元的發展，在此同時也存在著欠缺對話的問題，值此

之故，本文在文獻回顧上難免多有疏漏，只求能拋磚引玉。最後，由於本文在研

究方法上主要是以文獻分析為主，而且側重於傳播權內涵的論述，對於攸關傳播

權發展的權力（郭冠廷，2002）與法規等議題未能一併探討。事實上，傳播權利

欠缺一些明確的標準，早有學者提出（Hamelink, 2002），這些重要的傳播權議

題，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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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eber Lai 
Dep.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R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 which is held by United Nations. Communication 
Rights is based on the freedom of speech which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human rights. At present days, the freedom of speech is not only accepted 
universally, but also written into every country constitution. When time 
goes by, the meaning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is getting complex and 
deep. However, as far as communication is concerned, is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e only right that human being could enjoy? The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of WSIS and CRIS then review related 
literatures concerning communication rights. 

 

Keywords: information society, communication right,  
the freedom of speech, rights. 



204  資訊社會研究(9)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high 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These settings require font embedding.)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7400e900730020006400270075006e00650020007200e9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e9006c0065007600e90065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7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c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500730020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e0020004c0027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40065007300200070006f006c00690063006500730020006500730074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73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65006e002000420069006c0064006100750066006c00f600730075006e0067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90076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100750073006700610062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76006f007200730074007500660065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0020004200650069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72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2000690073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5300630068007200690066007400650069006e00620065007400740075006e00670020006500720066006f0072006400650072006c006900630068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d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f006200740065007200200075006d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d0065006c0068006f0072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2006500710075006500720065006d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6e00740065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6a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c00650064006f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2d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9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6b007200e6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74006500670072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40079007000650072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5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10066006200650065006c00640069006e00670073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500200076006f006f0072002000610066006400720075006b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b00770061006c0069007400650069007400200069006e002000650065006e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6f006d006700650076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002000420069006a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20006d006f006500740065006e00200066006f006e007400730020007a0069006a006e00200069006e006700650073006c006f007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e00200071007500650020007000650072006d006900740061006e0020006f006200740065006e0065007200200063006f00700069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5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65007200650020006c006100200069006e00630072007500730074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600750065006e0074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6c00610061007400750020006f006e0020006b006f0072006b006500610020006a00610020006b007500760061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b007500750073002000730075007500720069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0020004e00e4006d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500740020006500640065006c006c00790074007400e4007600e4007400200066006f006e0074007400690065006e002000750070006f0074007500730074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75006e00610020007200690073006f006c0075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d0061006700670069006f00720065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640069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d00690067006c0069006f00720065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0020005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2006900630068006900650064006f006e006f0020006c002700750073006f00200064006900200066006f006e0074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79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65006f0070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800f80079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6600f800720020007400720079006b006b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6b00720065007600650072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9006e006e00620079006700670069006e0067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7500700070006c00f6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610076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002000440065007300730061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20006b007200e4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6b006c00750064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760020007400650063006b0065006e0073006e006900740074002e>
    /KOR <FEFFace0d488c9c8c7580020d504b9acd504b808c2a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801c6a9d558b824ba740020ae00af340020d3ecd5680020ae30b2a5c7440020c0acc6a9d574c57c0020d569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62535370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8fd94e9b8bbe7f6e89816c425d4c51655b574f5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2175370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90194e9b8a2d5b9a89816c425d4c51655b57578b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