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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從國民黨遷台後，台灣一黨獨大及戒嚴時期的政治管控長達四十年，國家機

構運用媒體充當政令宣導的工具，來合理化國民黨遷台統治的正當性，並運用媒

體外的黨政軍組織，以政治、文化、意識型態的原因來控制媒體，甚至主導著媒

體內容的政策及媒體的專業規範。 

在世界各地以華語為主的電影獎項中，以台灣的金馬獎創設時間最久，至今

已舉行四十六屆。金馬獎為中華民國政府為促進國內電影事業的發展，對優良國

片及優秀電影工作者所提供的競賽獎勵。金馬獎早期舉辦的目的為「獎勵優良國

片」，主題意識左右一部影片是否可以得獎的決定因素，而黨國意識、政治力與

商業性的考量，也影響它的藝術評價。 

本研究目的如下：本研究將「黨國意識」為主體，以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為對

象，分析兩者之間的關係。以內容分析法兼採用文化鑽石的四個構面：文本、生

產者、閱聽人以及社會分析，對金馬獎創辦迄今徵選最佳劇情片中「黨國意識」

因素之影響。探究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式的歷史轉變與意義，在其控制力逐漸消

弱的情況下，是否仍具有影響／控制媒介，以傳遞其意識形態的作用。 

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主要研究問題如下：一、金馬獎最佳劇情片與黨國意

識形態的關聯性？二、社會變遷下黨國意識對金馬獎所產生的影響？三、電影產

製與所處社會體制的領導主流意識型態的關係？ 

  研究結論：過去從國家政策影響下的黨國意識形態，在控制電影的目的往往

是為了維持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隨著環境的變遷，從早期國家電影政策的發展脈

絡來看，電影被視為是國家機器宣揚意識型態的工具，藉由國家的制度形式與市

民社會的型態介入電影產業的發展。雖然當前的電影已不再是政令宣傳的手段，

而是在國家文化上重新定位，其中具體措施包含了辦理電影製作輔導金、電影產

業人才培訓等，期望能建構完整之電影產業發展環境。顯示市場機能運作無法與

社會需求相配合時，政府的力量就必須介入，以導正市場的正常運作。 

關鍵字：黨國意識、金馬獎、意識形態、政治宣傳電影、健康寫實主義、新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