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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促進大眾心理健康教育及預防自殺

關心記者及相關媒體工作者的心理健
康



1.2.1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盡力減少造成傷害（do no harm)

尊重自殺案件中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
增添他們的傷痛

避免向自殺死者或自殺意圖者所屬的群體
（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
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更重心理壓力



1.2.2 舉例

標題：萬華猛鬼公寓

內容：台北市萬華區某巷內有一棟完工已有十
七年的四層樓公寓，這棟公寓在三年前，發生
一件退伍老兵跳樓自殺事件後，整棟大樓在短
短三年內，發生許多不可思議的怪事，使大樓
內住戶在三年來死了廿一個人，不死的也發瘋
或生重病，及時搬離者才勉強逃過一劫，這一
棟全台北市最「凶煞」的大樓，目前幾乎已被
住戶及鄰居確認，是三年前那個死亡老兵的
「報復」所致。



1.2.3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注意受訪者的精神狀態和安全，有需要時
協助轉介
對於身處困境或嚴重抑鬱的人，必須小
心避免給予過於直接的建議（即使是正
面建議），可考慮以關懷態度傾聽，有
需要時協助轉介
顧及死者親友的感受，避免暗訪，避免
過份追訪騷擾，而加重心理傷害。



1.2.4 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舉秋葉原事件為例

2008年6月8日東京都千代區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

加籐智大，25歲，派遣員工

2008年3月起有厭世的想法，網路上留下3000多
則悲觀留言（交不到女友、可能會被解雇、人生無
意義）

犯案手法：貨車衝撞秋葉原步行區、並以刀對路
人亂砍，總共造成7人死亡、17人輕重傷



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



1.2.4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舉秋葉原事件為例

為什麼？



1.2.4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舉秋葉原事件為例

1. 母親充滿強烈罪惡感崩潰住院

2. 父親原本任職銀行，離職隱居

3. 弟弟六年後自殺身亡 ── 事件後記者一直上門，
必須一直不斷搬家換工作，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因
此離開

「加害人的家屬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
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



1.2.4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舉秋葉原事件為例

案件後出現大量模仿的案件預告，一個月
內有17件

預告者從13歲至30歲，其中6人未成年，
男性15人、女性2人，12人被拘捕，其中4

人被起訴，而13歲的被捕者則被警誡



1.2.5 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標題：
為了1台iPhone 6 延平國二生跳27樓亡

國二男輕生為iPhone6跳樓

建議：

遺憾：國二生自殺亡

國二生自殺亡



1.3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促進大眾心理健康教育及預防自殺

關心記者及相關媒體工作者的心理健
康



1.3.1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促進大眾心理健康教育及預防自殺

報導時提及自殺的先兆，讓公眾提高警覺，以
及教導大眾因應自殺風險的技巧，及時對有自
殺傾向的人提供協助

加入心理健康專家、社工、精神科醫師、自殺
防治中心專業人士意見

提供求助熱線1925

列出珍愛生命之類警告字句，提供成功因應困
難的例子以平衡報導。



1.4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保護隱私並顧及高危險族群的反應

促進大眾心理健康教育及預防自殺

關心記者及相關媒體工作者的心理健
康



1.4.1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關心記者及相關媒體工作者的心理健康

媒體工作者通常承受繁重工作壓力，機構可設置心理
健康服務或轉介服務

新聞工作者及工會應促請機構創造有利身心健康的工
作環境與輪班制度，並鼓勵同事求助與互相關懷，避
免過勞

促請機構提供身心健康議題（包括防止自殺）的在職
訓練，提升相關知識與了解，

記者需留意自己在採訪時的情緒反應，有需要時應向
精神健康相關專業人士或團體諮詢求助



1.4.2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關心記者及相關媒體工作者的心理健康

中天主播史哲維頭套袋自殺

人生勝利組，別人眼中１００分，他
給自己不及格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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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2.1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標題選擇與編輯

報導內容

圖片及影像

網路



2.2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標題選擇與編輯

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
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者網站首頁，
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

處理名人自殺應特別小心，避免過份美化、
浪漫化。名人自殺特別容易造成模仿效應



2.3名人自殺
名人自殺後往往吸引媒體大量報導

過度而煽情的報導可能引起自殺效仿

模仿效應在年輕人特別顯著

名人使用的自殺方法也特別容易被複
製



2.4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標題選擇與編輯

避免將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
因放在標題上，尤其是新自殺
方法(§16-2)

避免重刊過往的自殺個案，或
在個案之間建立連結或列表



女插畫家尋短



慟！楊可涵自殺辭世台灣藝人4年來第4位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z8uyu-prNAhViHqYKHXkpC5EQFggcMAA&url=http://star.ettoday.net/news/537142&usg=AFQjCNGIjD00YB8ebvMib1AU7gtoMeCeng&sig2=2vrwC_9v0VFXnOh46Run4A


2.5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標題選擇與編輯

報導內容

圖片及影像

網路



2.5.1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報導內容

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

避免美化、浪漫化、感性化、英雄化自殺行為

避免將自殺描述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避免揣測自殺原因或將自殺原因簡單化

避免誇大、批評、或同情自殺行為

避免刊登遺書

避免以風水、玄學等方式將自殺事件解讀為命中注定或
神秘行為。



2.6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標題選擇與編輯

報導內容

圖片及影像

網路



2.6.1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圖片及影像

能不放就不放

非放不可，打馬賽克

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

不要做示意圖



2.7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標題選擇與編輯

報導內容

圖片及影像

網路



2.7.1具體報導手法之建議
──網路

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

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連結。建議
將自殺新聞連結到相關求助網站

避免自殺相關動新聞

建議對網站的新聞評論加以留意，避免留
言區出現言語暴力、侵犯隱私等現象。

事後若發現網路新聞具有上述需避免的自
殺報導、圖片或影片時，能夠及時移除，



3.媒體合作防治作為

1.擬定媒體不當報導之處理流程

2.建立媒體雙向溝通及即時修正報導內
容之單一窗口



3.1 媒體內容報導不當處理流程(草案)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