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份「理想」壓倒一切的藍圖：評＜＜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報告＞＞ 
 
張楚勇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 
 
張炳良教授在上一期的＜＜傳媒透視＞＞中，形容＜＜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報

告＞＞(以下簡稱報告書)關於香港未來的公共廣播服務的構思是「十分正面進

取」。我想這是一個正確的判斷。如果我們把報告書中的「十分正面進取」的構

想，連同它對香港電台的分析結合一起來看的話，我相信說報告書為了要盡快實

現它對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的鴻圖大業，不惜把它認為是「不夠格」的現有的公共

廣播服務基本上掃平，似乎也並不為過。 
 
我並不認為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要替特區政府或一些政治力

量去「整治」香港電台。也許委員會不是每一位委員都十分欣賞香港電台對香港

公共廣播服務的貢獻；但從報告書中，我看不到委員會背後有甚麽隱藏的政治目

的，要跟香港電台過不去。相反，和香港電台管理階層一樣，報告書是大力擁抱

公共廣播服務的價值和重視言論自由的原則，只是委員會很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

心態，認為香港目前包括香港電台在內的公共廣播節目，遠遠未能達到公共廣播

服務要面向全民、節目多元獨創、組織和編輯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之上這

些理想；因此，與其修修補補做一些半湯不水的改善，倒不如來一個徹底的解決，

堅持盡快成立一個全新全面又高度獨立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至於目前那些未能

符合理想的公共廣播，在這個前提下便只好讓路和退位讓賢了。 
 
大家如果看看報告書關於新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在其管治、問責、財務、以及節

目安排各方面的建議，我想是不能不承認，這些建議起碼在理念上大多是能比美

國際間的最高標準，以確保公共廣播服務在各方面的理想都能在香港得到最大的

體現。例如為了保持公共廣播服務機構的獨立性，報告書建議差不多所有從政的

人士都不能成機構的董事局成員；而為了盡量減低商業的影響，報告書建議保

證該機構在頭十年內 80%至 100%的經常性開支均由公帑支付等。 

 

報告書中關於管治、問責、財務、以及節目安排各方面的建議，大部分都是值得

支持或可以認真考慮的。但是，為了一個仍未實現的「理想」，為了要創立一家

未受考驗的全方位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便得要把原有在公共廣播服務上有所建

樹的安排徹底推翻，其理據是否充份、對香港電台又是否公平呢？ 
 
儘管報告書承認香港電台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廣播機構，並指出過去香港電台不

斷製作大量的公共廣播類別的節目(尤其是在電台方面)，但報告書認為，香港電

台還未夠資格成為一個真正的公共廣播機構(見報告書第 66 段)。報告書就此提

出的理由，是香港電台說到底是政府的一個行政部門，在制度上和在公眾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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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可能真的做到公共廣播機構在編輯上自主持平，不用服從或執行政府政策的

要求；加上香港電台沒有擁有自己的電視頻道，其電視節目在商營電視台播出時

在時段上既受限制，又容易使觀眾混淆，以為有關節目是商營電視台制作。 

 

雖然上述的理由並非毫無根據，但卻是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制度上的局限，並非

是香港電台咎由自取的錯失。儘管有這些不足，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2006 年

5 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大眾在八項公營廣播服務的角色當中，除了在「提

供娛樂性節目」一項之外，香港電台在其他七項的表現，均被認為是比本地其他

商營電子媒體做得出色。例如在「監察政府」、「反映民意」、「提供客觀資訊」這

些直接牽涉編輯自主和持平的項目上，香港電台比起商營電子媒體被認為是做得

好/非常好這方面，分別領先 17.2%至 6.3%不等。1類似反映香港市民對香港電台

在公營廣播服務方面感到滿意的調查結果，經常可以在研究傳媒的學者的研究中

找得到。 

 

儘管不是一個全方位的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能夠通過其公共廣播類別的節目

取得這樣的成績，我想還是值得稱許的。不過，報告書對此似乎是不甚了了，反

而建議香港電台未來應該將它目前製作公共廣播類別節目的責任，轉移到報告書

建議的新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身上，並在市民適應了數碼廣播之前，要香港電台

交出有關的電台 FM 廣播頻道，讓這個新的公共廣播機構經營(見報告書第 230(b)
段)，甚至還得取消或縮減香港電台目前通過商營電視台播出其制作的電視節目

時段(見報告書第 252 段)，以及要求在這個新的公共廣播機構正式運作的初期，

不能有其他公共廣播機構與之競爭(見報告書第 86 段)。 
 
按常理而論，香港電台在種種局限之下，在公共廣播服務上的表現就是不算優

異，起碼還算得上是良好或是稱職吧。
2
但對報告書而言，不能全方位達致公共

廣播服務的最佳理想，便活該只能接受不應再經營公共廣播類別節目這命運，因

為創立這個新的公共廣播機構這一鴻圖大業，是不應受到目前不合規格的架構所

左右(見報告書第 94 段)，加上要將香港電台轉變成一個全方位的理想公共廣播

機構，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這將會遇到種種體制上、結構上、文化上、

財務上、員工待遇上各種「實際而又不能克服的困難」(見報告書第 96 段)，因

此，儘管香港電台在公共廣播服務上的表現是良好稱職，並且擁有幾十年的經驗

和傳統，在報告書那全方位的鴻圖理想面前，便得在公共廣播服務的道路上，被

擯出局。 

 

寫到這裏，我不禁要問，報告書憑著甚麼可以這樣自信的以為，它這個目前還是

                                                 
1 請參看王家英和蘇鑰機編的＜＜香港公營廣播的未來走向＞＞這本小冊子的 31 頁。這冊子由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 2007 年出版。 
2 至於近年香港電台在財務管理上的不善，自然是不可接受和需要進行改革的，但這並不影響其

整體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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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談兵的建議，肯定會比經營了公共廣播多年的香港電台的表現更出色呢？如

果特區政府接受了報告書的建議，便勢得要把失去了制作公共廣播節目的香港電

台改組，這對香港電台而言，難道就不是「翻天覆地」的變革，不會出現類似報

告書所提及的「實際而又不能克服的困難」了嗎？也許，對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

員會來說，這些質詢和疑惑，只反映了那些缺乏勇氣和信心的人的多餘的顧慮。

為了要實現那全方位的理想，我們便得信心十足，並將一切目前未達最高規格的

公共廣播服務的架構和傳统掃除，以免它們成為香港邁向這個理想的攔路的絆腳

石。 

 

2007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