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記者協會就「香港電台編輯自主」提交意見書 

1. 香港電台有八十多年歷史，為大眾提供多元化資訊，亦為少眾製作適合的節

目，為確保港台不會變為政府的傳聲筒，本會一貫主張，港府應該將港台脫

離政府，獨立運作，不過 07 年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報告，建議成立新

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但同時否定港台可轉型為這間新的廣播公司，港府其

後設立顧問委員會及公布港台《約章》，甚至空降政務官領導港台，在在顯

示港府逐步收窄港台的編輯自主。 

2. 香港記者協會支持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履行公共廣播的使命，不受任何政治

干預，不會淪為政府喉舌，本會認為唯一的出路，是港府必須重新啟動「公

共廣播諮詢」，解決港台的制肘。 

政治打壓港台 干預編輯自主 

 

3. 港台作為傳媒，發揮第四權的監察政府角色實屬正常，既符合新聞基本原則，

亦涉及公眾利益，不過有部分人士認為，港台以公帑營運，每年開支以億元

計，港台製作的節目，理應協助政府，傳達正面訊息及聲音，不能夠批評官

員，因此《頭條新聞》等諷刺時弊、挖苦官員的節目，往往成為親政府陣營

的抨擊對象，外界亦一直盛傳港府其中一項任務是要整治港台。 

4. 多年來，有關傳聞沒有確實證據，不過自從港府空降政務官鄧忍光出任廣播

處長後，港台員工被要求思想交代節目內容的構思以至要承擔政治任務的事

件相繼被揭發，整頓港台，絕非空穴來風。 

5. 今年 3 月初，有報道指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被終止署任安排，原因是他

未有依從鄧忍光的指令，施永遠接受電台訪問時透露，他感覺到廣播處長希

望他「孭」政治任務，亦有同事跟他說感受到政治壓力，施永遠又指，入職

30 多年，目前是受到最大壓力的時候，他不肯詳細交代他如何受壓，但若果

立法會根據《權力及特權法》成立委員會調查，他願意出席作供。 

6. 鄧忍光其後表示，身為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在現時的問責制度下，沒有人要

執行任何的政治任務，而他身為公務員沒有政治任務，亦談不上將政治任務

交給任何人，他又說假如任何員工感受到要進行違反公務員守則的所謂政治

任務，有關人士應馬上向公務員事務局投訴。 

7. 作為員工，盡忠職守，克盡己任，是應有的態度，但當一名員工，決定要公

開透露自己感受到上司給予的政治任務，我們不難想象當中涉及的壓力是何

等具大，當中有多少的難言之隱，更何況，從來都沒有港台員工公開表明受

到政治壓力，我們有理由相信，施永遠是因為拒絕履行政治任務，最終換來

仕途受阻，能夠升遷的顯然都是聽話的「自己人」，港台是否仍能堅守編輯

自主，毫無政治審查？港台的金漆招牌是否能夠保著，令人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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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此之外，連串事件顯示港府踐踏港台的獨立編採，鄧忍光作為港台最高領

導，沒有保護機構和員工，反而公開抨擊員工，令雙方關係勢成水火。 

9. 《城市論壇》擺空櫈事件：去年 9 月，港台電視節目《城市論壇》邀請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及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討論國民教育的

議題，兩人缺席，節目監製決定在節目擺空櫈，以示獲邀人士缺席，鄧忍光

事後發電郵，提醒管理層不應令缺席者尷尬，本會認為，擺空櫈是要向公眾

傳達訊息，顧及公眾利益，鄧忍光對缺席者的關心是不必要，而且只會予人

「官官相衞」的感覺，沒有站在公眾立場考慮。 

10. 《頭條新聞》擬用納粹德軍諷刺政府事件：今年 3 月，諷刺時弊節目《頭條

新聞》監製在管理層會議交代新的節目構思內容，建議以「納粹希特勒」取

代其中一個環節「太后與小豪子」，當時會上沒有人反對，不過鄧忍光其後發

電郵提出關注，又指由其領導的節目委員會得知後感憂慮，因為外國節目的

納粹角色曾受非議，要求製作人員反思，同時要以文字交代構思過程。正如

外界所指，本會認為有關做法有如員工作出「思想交代」，其背後目的是政治

考量，為保存港府顏面，因而打壓創作自由，限制言論。 

11. 本會認為，連串事件反映的是政治干預港台的編輯自主，不容許批評港府的

聲音，壓制多元化意見的表達，淪為政府的喉舌，影響公眾利益，本會促請

港府不要企圖整治港台，不應試圖安插「自己人」，否則只會一石激起千重

浪，令員工反抗，市民抵制。  

重新啟動公共廣播諮詢  

12. 本會一向贊成將港台公司化， 脫離政府架構，成為一個符合聯合國定義的公

共廣播機構，方可徹底解決港台目前的矛盾及制肘，令類似的政治施壓事件

不再在港台發生。 

13. 政府於 2006 年，成立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檢討香港公共廣播的方針及

架構，一年後，委員會發表報告，建議成立全新的公共廣播服務公司，認為

不適宜考慮將香港電台全面過渡成新公司。 

14. 新一屆特區政府推行「家是香港」運動，讓市民融入香港這個大家庭，行政

長官梁振英亦成立多個委員會跟進及討論多項社會關注的議題，本會認為，

港府應該以民為本，再次成立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重新啟動公共廣播

諮詢，讓港台員工及大眾發表他們對香港公共廣播的意見，同時讓港台有轉

型的希望與出路。  

香港記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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