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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言論自由才是對付假訊息的武器捍衛言論自由才是對付假訊息的武器 
 

近來行政院有意調整《數位通訊傳播法》內容，要求平台業者在短時間內（例如24小

時內）移除假訊息的新聞，引發社會高度爭議。儘管行政院已於2018年12月11日及12

月13日接連召開記者會對外澄清，指出行政院會「堅守言論自由的紅線，對言論自由

一吋不讓」，且亦「不會對還沒通過立法院三讀的《數位通訊傳播法》提修正案」，

但本會認為相關的爭議及風險並未悉數消失。 

 

因此本會在此針對政府將來可能的假訊息處理方式，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未來立法院若有相關審議與諮詢，行政院應嚴守自身對言論自由一吋一、未來立法院若有相關審議與諮詢，行政院應嚴守自身對言論自由一吋

不讓的立場不讓的立場 

 
行政院近日曾多次提及「馬尼拉中介者責任原則」（下稱「原則」），並表示行政院

目前所提，在立法院待審之《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符合原則揭示的精神。本會作

為原則的連署者之一，肯認行政院在立法草案及多次公開場合中，願意援引來自公民

社會意見的正面態度。 

 

但本會亦認為，若要確保《數位通訊傳播法》或有關假訊息的修法，最終是在符合原

則的精神中完成，則行政院更應在未來立法院進行相關審議時，積極向人民「證明」

其捍衛原則的立場。行政院近來曾屢次公開宣示，將會「尊重」立法院對法案的審議

結果，但我們仍必須提醒行政院，尊重審議結果，並不會讓行政院在立法過程中，失

去公開為自身價值辯護的可能。 

 

因此本會呼籲，行政院未來在有關假訊息的立法或修法過程中，應秉持過去數日對人

民的承諾，以積極、公開的態度，展現行政院自身堅守「馬尼拉中介者責任原則」的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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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應先與外界進行公開、充分的溝通，避免造成寒蟬效應二、行政院應先與外界進行公開、充分的溝通，避免造成寒蟬效應 
 

儘管行政院在2018年12月13日所公布的各假訊息修法草案中，並未包含原先飽受爭議

的《數位通訊傳播法》，但所公布的七項修正法案，也悉數未曾對外徵詢意見。言論

自由雖非絕不能限制，但是否會因重罰入法而導致寒蟬效應，從而不僅無法遏止假訊

息，更反而抑制了可平衡假訊息的聲量的傳播。凡此種種，不經公民社會的充分討論

，又如何能得知。 

 

行政院在這段時間內屢次宣稱，即使是修法後，言論的違法與否，最終仍是由法院裁

決，但這樣的說法，並不能免除行政院在本次提案過程中欠缺溝通的疏失。本次行政

院的修法提案並未對外徵詢意見，僅憑行政機關的意志，即陷人民於相關的訴訟風險

中，自然也導致新聞曝光後，公民社會對自身言論自由惴惴不安的結果。 

 

假新聞是複雜、重要、涉及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議題，而網路又是人民如今接受資訊與

發表言論最重要的工具，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員，本會所期待的，是政府與企業皆能在

尊重、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前提上，納入更多方的意見一起討論，並各自承擔起相對

的義務。 

 

 

三、合理制定企業在假訊息中應擔負的責任，但應避免企業為履行責任，三、合理制定企業在假訊息中應擔負的責任，但應避免企業為履行責任，

而損害使用者言論自由的可能。而損害使用者言論自由的可能。 
 

儘管行政院有前述顯見的缺失，但我們亦肯認行政院12月13日所説，業者須在假訊息

的議題中，承擔相關責任的說法。 

 

在過去幾年，各類型的網路平台業者提供了全世界網路使用者極為便利的資訊流通服

務，但企業所提供的服務，如今卻也成為散佈假訊息最方便的工具。假訊息的問題固

然不只是企業所造成，但企業的盈利模式會影響使用者接觸各式訊息的可能，從而干

預使用者對眼前資訊的判斷，也是當前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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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平台業者因而也應在假訊息的議題上，擔負起一定的責任。例如企業有責任讓使

用者了解自己為何會接觸到眼前的資訊、有責任證明企業已努力辨識網路機器人與真

人的差別、有責任證明企業會審查可能是假訊息的廣告、有責任揭露企業管理言論的

情形、有責任強化蒐集使用者個人資料時告知同意的清晰度、也有責任培力使用者運

用相關工具，以抵禦假訊息的傳遞等。 

 

有關企業責任範圍的劃定，稍有不慎，即可能侵害人民的言論自由。台灣這部分正式

的討論雖不多，但現在開啟亦猶時未晚。本會因此呼籲行政院，應在保障言論自由的

前提下，開啟社會對企業責任的討論，合理制訂企業責任，以避免企業為履行責任而

傷害使用者言論自由的憾事發生。作為人民，這是本會最誠摯的聲音。 

 

 

 

最後，有關政府、企業、人民在處理假訊息時的責任，近兩年來無論是在聯合國、歐

盟、或國際的公民社會中，皆已發展出立基於人權保障上的處理框架可供參考。本會

也呼籲行政院，我國雖置身特殊的外交處境，但更須堅持對人民言論自由的保障，如

此，方能確保自身在抵抗諸多困境上的正當性。 

 

 

台灣人權促進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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