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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主席黃應士  
二零零六年一月二十五日  

在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的發言  
 
 
主席、各位議員：  
 
 自從上星期二公布以來，即將進行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引起了

傳媒和公眾廣泛的關注。檢討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定於明天舉行，所以

今天的會議來得比我們預期為早。雖然如此，我歡迎有今天的機會，

重申委員會的使命和將會採用的工作方式，同時聽取各位議員的意

見。  
 

 言論和新聞自由是香港市民其中兩項基本權利，並且受到《基

本法》的保障。由於公眾只需付出合理的費用，就能通過多種平台取

得各式各樣的視聽內容，社會人士既有需要也有理由考慮以下的問

題：  
  

(1) 香港為何需要公共廣播服務？公共廣播服務應扮演甚麼

角色？  
 
(2) 公共廣播服務的資源應從何來？應由誰支付？應付出多

少？  
 

(3) 應如何監管公共廣播服務及評定其表現？以甚麼標準評

定？監管的角色應交付誰來扮演？如何讓公眾參與其

中？  
 

(4) 最後，應如何落實最適切香港需要的公共廣播服務系統？  
 
 這些正是檢討委員會要研究的課題。我相信檢討的結果，會對

香港廣播業 (包括公共廣播服務 )未來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檢討委員會的工作是重要而富挑戰性的。我謹代表檢討委員會

保證，我們會以專業而公正的態度進行檢討。我們會認真審慎地探討

所有相關的課題，並以開放的態度，廣泛諮詢，細心聆聽。  
 
 最重要的是，檢討委員會向你們及香港市民承諾：我們會以開

明而具透明度的方式進行檢討。我們必將保持獨立，對各種不當的壓

力與影響，不論是源自任何政治和商業利益，或是委員會成員及其他

人士的個人偏見，我們都會摒絕於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確保檢討

工作專業誠信，檢討結果具有公信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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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檢討的內涵，請容我再次重申，這是一項「宏觀」的檢討。
這並不表示檢討委員會將埋首鑽研理論，然後提出不盡不實或脫離現

實的建議。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香港目前已有公共廣播服務，並由公

帑支付。檢討委員會亦明白，有不少人從事公共廣播服務，並視之為

一種事業。我們會盡可能確保最終提出的建議不會使這些人士陷於困

境。  
 

 我稱之為「宏觀」的檢討，是因為其中所涉的課題很多，利益

也很紛紜。檢討委員會將努力了解公眾對公共廣播服務的所需和所

想，同時向業內利益不同甚或對立的各方徵詢意見。我們會研究和借

鑑海外的經驗，向外國專家取經，並分析該些經驗和意見是否適用於

香港。  
 
 檢討結束時，我們會切實反映社會的期望，並考慮資源的限制，

提出實際而且持續可行的建議。縱使香港特區人口結構不斷變化，廣

播科技日新月異，我們希望委員會所提的建議仍會適用。  
 
 要完成這種性質的宏觀檢討，絕不能閉門造車。檢討委員會必

須主動接觸市民，加深他們對公共廣播服務角色與功能的認識，了解

他們的需要和期望，並鼓勵各界人士表達心中所想。我們也必須向廣

播業內的參與者及個別從業人士徵求意見。有需要時，檢討委員會也

會就特定的課題向海外的專家徵求意見。  
 
 推動公眾和業界的參與，是檢討委員會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我

們希望社會各界、香港電台和商營廣播機構、工會及其他受影響人

士，以及立法會和區議會議員都踴躍提供意見。  
 

 上星期，部份本地報紙充斥各種關於香港電台的揣測和流

言。在此，我向各位議員和市民保證，如有任何跡象藉此檢討「整治」

港台，我就絕不會接受委任。我深信委員會其他同僚的想法也一樣。

不論是泛指整個檢討委員會，或是針對我個人的流言蜚語和無理指

責，都不會影響我們的工作。我們會堅守承諾，勇往直前，以開放和

鼓勵參與的方式，獨立地完成檢討。  
 

 正如我剛才所說，檢討委員會將於明天舉行首次會議，所以目
前我能說的不多。  
  

 有個別檢討委員會的成員因不在港，未能出席今天的會議，但
與會的成員很樂意聽取大家的寶貴意見。我們也希望在極富挑戰性的

檢討過程中，能繼續得到各位和其他議員的支持。  
 
 我再次感謝事務委員會邀請我們出席今天的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