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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無疑，

言論自由是港人非常珍惜的核心價值，但言論自由並不等同於絕對的言論自由，並非高於一

切，有權利必有義務，也需要同樣顧及整體的社會利益，不能妄顧社會穩定。 
 

大氣電波廣播雖然是量度言論自由的最佳指標，但畢竟屬於寶貴的公共資源，不能任憑

高舉「言論自由」的旗熾，便擅自挪用，不負責任。需知道，大氣電波提供的廣播頻道有限，

除電台之外，還有航空、航海、警察、救護等範圍都需要使用電波通訊，在缺乏監管使用大

氣電波的情況下，隨便使用大氣電波頻道，將可能發生通訊電波大混亂，嚴重危害公共安全

或秩序。 
 
因而，適當的規管是必須的。《電訊條例》設立的目的，既在於平衡大氣電波的言論自由，

也要維護公眾利益。況且，有關的廣播條例並非香港獨有的，不少國家或地區基本上也有相

類似的法例，足見，監管大氣電波的使用在不同地區都有共通性的做法。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必須依法辦事，任何干犯香港的法律，理應受到檢控及判罪，對

於即使以「言論自由」為由而不守法者亦然，這亦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不過，由於《電

訊條例》及《廣播條例》制訂於七十年代，時移世易，法例當然未必完全適應社會的需要，

有需要作適當的修訂。 
 
最近，電視頻道已採用數碼廣播，擴寬廣播頻道，隨著資訊市場及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的

發展，進一步檢討《電訊條例》的適用性，修訂一些不合事宜的條文也是理所當然的，不過，

確保言論自由不受損害以及維護公眾的利益，仍是港人關注的焦點所在，因此，需要作廣泛

諮詢及討論。 
 
此外，現時的發牌制度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最後決定，有指特首權力因而過大，

易於壓制異見言論，這番指責實無根據。現時，香港民間電台包括商業電台及新城電台，不

時製作諷刺時弊、抨擊政府施政的清談節目，廣管局並無作出管制及干預，足見有關指責毫

無根據。然而，現時的發牌及審批制度是否需要引入更多社會參與，提高透明度，如成立獨

立委員會，邀請公眾參與，則可另行討論。 
 
隨著香港社會愈開明，愈開放，大氣電波的頻道將有機會進一步開放。然而，必須要有

嚴謹的守則，不能草率而行。對於違法的行為，更需要給予警誡，不能給憑著捍衛「言論自

由」的幌子，動搖法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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