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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綜述與香港電台 (下稱 “港台 ”)的廣播服務有關的重要

事項的背景，以及議員在考慮該等事項的過程中所提出的意見和關注。 
 
 
引言  
 
2.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港台的廣播服務。在

2004年 4月 19日、 6月 14日及 2005年 4月 8日舉行的會議席上，資訊科技

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曾研究與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有關的多項

重要事項，特別是其節目政策、資源分配及把港台搬遷至新廣播大樓

的建議。在 2004年 2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就 “廣播政策 ”議案進行辯

論期間，以及在財務委員會為審核周年開支預算而舉行的特別會議席

上，議員對港台的服務亦提出意見。  
 
3.  在 2005年 6月和 7月，政府高層官員包括現時的行政長官曾蔭

權先生、現時的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與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

生，就港台應否繼續直播賽馬的問題，曾對港台的節目製作發表意見。

由於該等言論引起公眾廣泛的關注，在 2005年 7月 11日及 21日的事務委

員會會議席上，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再度討論若干事項，例如

港台的角色和職能、其編輯自主及未來發展等，並與該政策局和港台

的高層人員及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交換意見。 

 
 
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  
 
編輯自主  
 
4.  大致上，議員同意公營廣播機構的使命，是透過均衡而高質

素的節目，為市民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以補商營廣播機構的不足。

部分議員殷切期望港台必須堅守編輯自主，繼續提供自由及不受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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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意見的渠道，而不是擔當政府宣傳政策的喉舌。部分其他議員則

認為，港台一些時事及個人意見節目過分批評政府政策，欠缺均衡的

觀點。  
 
5.  議員曾與政府當局就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與廣播處長之間的

架構協議 ”(下稱 “架構協議 ”)交換意見。該份架構協議列明政策局局長

與廣播處長之間的工作關係和各自的職責，港台負責的主要工作計

劃，以及其目的和使命。與會者對架構協議的條文能否充分保障港台

的編輯自主提出關注。在 2005年 7月 11日的會議席上，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察悉架構協議即將到期並予更新，亦獲悉雙方將於 2005年
8月開始就現行架構協議的檢討進行討論。  
 
6.  議員察悉港台無須一如私營廣播機構般申請牌照續期，他們

對港台的問責性和運作的透明度表示關注。經考慮議員的意見後，港

台於 2005年 10月 29日舉行公眾諮詢會，蒐集社會各界對港台未來發展

的意見和建議。  
 
公司化的建議  
 
7.  港台公司化的建議，是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於 1984年提出的

建議之一，旨在促進港台編輯自主及改善其管理架構，使其營運能夠

更有效率及更具成本效益。在 1990年，政府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

就港台公司化的最理想組織架構提出建議。當局亦必須立法以訂立新

架構。  
 
8.  在 1992年 2月 14日，立法局文康廣播事務委員會聽取有關港台

公司化的建議。事務委員會得悉，港台公司化的臨時目標日期為 1993
年 4月，由於此項建議意味政府的重大改組，故此仍在諮詢中方政府。

事務委員會亦曾聽取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陳述其關注的事宜，當中

包括現職員工的相關過渡安排。在 1992年 12月 3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

議席上，議員獲悉政府當局準備於 1993年年初諮詢行政局。其後在 1993
年 2月 18日的會議席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當局於 1992年
3月就公司化計劃諮詢中方政府，但並無達成任何協議。當時，政府當

局認為從廣播政策的角度而言，公司化對港台無疑是最佳方案，但在

當時的政治形勢下要作出最終決定，卻非最恰當的時機。自此之後，

當局並無公布有關公司化計劃的具體進展。 

 
9.  在 2005年 7月，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討論港台的廣播服

務，跟進社會上關注現時港台為一個政府部門，在運作上能否全面編

輯自主，並再次提出公司化的課題。議員大致上認為應再度討論這課

題。最近，在 2005年 10月 18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重申政府當局的政策立場，表示暫時並無計劃把港

台公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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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政策  
 
10.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港台是本港唯一由公帑資助的廣

播機構，這種優勢或會對私營廣播機構造成不公平競爭，因為私營廣

播機構必須設法賺取收入，方可繼續經營。這些事務委員會委員特別

提到港台製作的大眾化節目，例如直播賽馬、十大中文金曲等。他們

認為港台擔當先鋒角色製作若干類型的節目，以填補市場的空隙，是

可以接受；但港台不應與私營機構競爭，製作已由商營廣播機構大量

提供的節目。反之，港台應加強製作一些富藝術或文化氣息的節目，

以及切合少數社需要的節目。 

 
11.  儘管政府當局解釋，政府高層官員於 2005年 6月／ 7月公開談

論港台直播賽馬，只是有關官員在回應傳媒詢問時發表的個人意見，

部分議員仍認為這類言論等同向港台的節目政策施加政治壓力，故此

深表關注。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認同議員的關注，並憂慮日後仍有

類似的干預。港台向議員保證，停播賽馬的決定是經過內部充分討論

才作出的，但承諾會引入措施，以改善管理階層與負責日常運作的員

工之間的溝通。  
 
12.  港台並告知事務委員會，根據新的節目策略，港台會加強新

聞、時事、資訊節目的數量，同時會繼續製作有關終身學習、公民教

育、國民教育、文化藝術的節目。  
 
資源的需求  
 
13.  雖然政府當局解釋，過去數年因財政赤字，故此需要減少在

服務方面的營運開支，但議員仍然相當關注，港台每年撥款 1 下降對其

節目數量和質素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政府是否意圖透過削資，藉以削

弱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事務委員會殷切期望當局確保各項

新服務的發展，例如 “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 ”，不會因財政撥款減少而

受到影響。事務委員會又察悉，作為一項商品化措施，港台把經挑選

的自行製作的節目，向中標的承辦商發出使用許可，以便製成視像光

碟／數碼視像光碟，在世界各地銷售及發行。  
 
14.  部分議員認為，港台用於節目製作本身的撥款實在太少。此

外，港台現時 7條電台頻道全日 24小時營運，但部分節目在不同頻道同

步廣播，故此港台並無盡用每條頻道可播出不同節目的容量。為此，

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應把港台的剩餘電台頻道提供予社會大眾使用，例

如設立公眾頻道。  
 
15.  在採用新科技方面，例如數碼廣播，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

員會獲悉港台使用了約 200萬元進行數碼聲頻廣播的相關測試。議員亦

認為，當局應向港台提供足夠的資源以開展數碼廣播新措施。  
 

                                                 
1 相關的開支預算顯示，港台的每年財政撥款，由 2001至 02年度的 5億 1,510萬
元逐步減少至 2005至 06年度的 4億 2,8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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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的需要  
 
16.  在 2000至 01年度，政府當局曾建議把港台的設施及辦公地方

搬遷至將軍澳 86區一座特別設計的新建大樓。在 2003年年初，在政府

產業署的協助下，港台經考慮日後人力資源和機構發展的計劃後，把

新大樓的辦公地方需求以淨作業樓面面積計算，由 26 500平方米 (於
2000年在工程計劃可行性研究階段作出的估計 )修訂為大約 18 300平方

米。由於對辦公地方的需求有所改變，提交予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擬議

工程計劃自此被擱置。根據政府當局於 2004年 6月提供的資料，工程計

劃的修訂預算約為 11億元，不過，此數額會按實際工程計劃範圍及落

實工程計劃時的價格水平再作調整。政府當局並於 2005年 4月告知事務

委員會，擬議工程計劃已被列為工務計劃丙級工程項目。  
 
17.  許多議員察悉港台現時的總部內不少設施均已過時，並促請

政府當局加快進行該工程項目，以配合港台的發展需要。部分事務委

員會委員認為，倘若把港台在廣播道現址的貴重地皮出售，所得的收

入足可支付所需的費用。政府當局察悉議員的意見並且表示，工務計

劃擬議工程的級別，須因應政府財政狀況及所有擬議公共工程的相對

優先次序，不時予以檢討。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05年 10月向工

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參考文件 (PWSCI(2005-06)16)，擬建的廣播大樓尚

未被列入 “預計在 2005-06年度立法會會期審議的項目 ”中。  
 
 
未來路向  
 
18.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港

台的廣播服務不同範疇的進展，包括下列重要事項：  
 

(a) 港台公司化 (加入港台先前編撰的意見及研究結果 (如有的

話 ))；  
(b) 數碼廣播的發展；  
(c) 提供公眾使用頻道；  
(d) 會否及如何為港台引進改革或改善措施；及  
(e) 擬建廣播大樓的未來路向。  

 
19.  根據最近的報章報道，政府的高層已決定進行一項公營廣播

服務檢討，為期 6個月。由於缺乏有關上述檢討的官方資料，故事務委

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交代各項細節，以便議員考慮。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1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