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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就「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報告」的回應 
(二零零七年六月廿九日) 

 
1) 本會對於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基於錯誤資料及結論，而認為八十年來一直擔當著公
共廣播角色的香港電台，不適合改組成為建議中的公共廣播機構，表示強烈質疑。我們認

為報告書這樣的立論不合理，亦對每日緊守崗位的香港電台員工不公平。 
 
2) 報告書第 91段指出：「…港台所有員工均屬政府雇員，他們大多數以公務員身份加
入…」，以佐證 「大幅度改變港台的現狀，必將造成許多實在而難以克服的問題，不利於
新的公共廣播機構…」。事實是，現時總數六百多位港台員工中，只有三百三十三位是公務
員，其餘接近一半員工，約二百八十位是以合約形式聘用。實際要處理的公務員數目，遠

比政府當時處理過千公務員過渡至醫院管理局為小，問題絕非不能解決。 
 
3) 報告書第 93段續指：「根據港台製作人員工會 (即本會) 2006年 3月公布的調查報告，
對於現有公務員身分可能有所改變，員工反應不一…」。本會必須澄清，當時以問卷形式徵
詢員工意見時，外界對香港電台如何過渡至公共廣播機構並未有具體建議。在這個前設條

件下，該問卷調查顯示，有四成五(45%)被訪員工表示同意港台應該脫離政府架構，另外有
一成一(11.9%)員工表示「一半一半」，而明確表示不同意的員工有三成二(32.1%)。 
 
4） 在同一問卷中，我們問員工同不同意：「港台應採納類似 BBC的模式，即政府透過某
種形式撥出公帑，由社會人士以公平公開方式推選董事局成員監管，日常運作由行政總裁

（即現在的廣播處長）負責。」（即與現時報告書中建議的運作模式類同）。結果顯示，有

六成一（61.2%)員工表示同意，表示不同意的只有一成四左右(14.5%)。 
 
5) 另外，有七成員工同意，有需要立法以確保港台的公營廣播機構角色。 
 
6) 對於報告書選擇性引用本會問卷結果，並錯誤指港台員工大部份為公務員（與事實不
符），以製造員工不願意轉變的假象，而作出錯誤結論：（96段）「把港台轉變成為公共廣
播機構並非良策，而應組建新的公共廣播機構。」本會對此極度不滿，亦深感遺憾。 
 
7) 報告書選擇性運用數據，以混淆視聽，亦不只一例。報告書第 48段指：「2005年商業
廣播機構所提供類似公共廣播的電視節目超過 11,000小時（當中包括新聞、公共事務、紀
錄片、青年等）…」，而在第 49段指：「港台製作了 557小時電視節目…」。委員會似乎想
顯示：港台的貢獻微不足道，商營電視台也真的貢獻良多。然而實際情況是，港台礙於沒

有自己的電視頻道，只能於指定有限時段播放公共事務、　老人、　兒童、藝術文化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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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節目，這樣的比對並無意義。事實上，在這樣的條件下，港台推出了不少高質數而且

更成為香港人共同記憶的節目，例如，《獅子山下》、《鏗鏘集》、《頭條新聞》、《城市論壇》

等。 
 
8) 報告書在 95段說：「把港台轉變為公共廣播機構的任何建議，也難免會影響政府在這問
題上的決定。所以委員會對此不作討論。」但卻忽然在 96段結論：「大幅度改變港台的現
狀，必將造成許多實在而難以克服的問題，不利於新的公共廣播機構。因此，委員會認為

把港台轉變為公共廣播機構並非良策，而應組建新的公共廣播機構。」對於報告書如此自

我矛盾，如此輕率結論，既對港台員工有失公允，亦難以服眾。 
 
9) 本會認為，委員會以排拒港台過渡為根據，在報告書第十章所描繪的實施計畫，是言之
過早，既無意義亦未必合用。此一章節應留待政府下一輪公眾諮詢，港台前途明朗而有定

論後，重新編寫。 
 
10) 對於報告書就「新的公共廣播機構」的論述，本會有下列意見： 
 
11) 管治方面，本會對第一屆董事局成員的委任過程十分關注。我們認為整個委任過程應
公開及透明，並且要面向公眾。政府應讓市民可以向候任董事局成員直接、平等、公開地

對話，以提高認受性。 
 
12) 財政方面，本會認為應設立中期檢討（例如以五年為限），以檢視市場的接納程度，確
定十年後新的機構徵募其他收入增至「撥款基數」的 20%是否合理，重點是確保公共廣播
機構財政收入穩定及可預見。 
 
13) 關於節目及使命，本會認為除了報告書所述，日後的公共廣播機構，作為香港傳媒一
份子，應加入「監察政府施政」一項，彰顯特區「言論自由」這個重要基石。 
 
14) 結語：香港電台是一棵生長了八十年的大樹，經歷了多年來的風風雨雨，既要做好傳
媒角色，但又要面對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的制肘，不過我們還總算枝葉繁茂，我們仍然「正

在公共廣播」。這棵大樹，是靠一代一代的港台員工辛勤灌溉得來。輕言推倒這棵樹是市民

的損失，亦是香港的損失。我們重申，香港電台應過渡成為真正的公共廣播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