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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4年 4月 19日、 2004年 6月 14
日及 2005年 4月 8日的會議席上，事務委員會曾討論多項與香港電台 (下
稱 “港台 ”)有關的重要事項，包括擬建的廣播大樓、把港台的節目製作
商品化的可行性等。與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有關的事項亦曾

在 2005年 1月 1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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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稱 “財委會 ”)為審核周年開支預算而舉行的特別會議席上，議員對港台
的服務亦表示關注。  
 
2.  在部分政府高層官員近期公開談論港台的節目政策及其可能

與商營廣播機構出現競爭後，事務委員會決定在 2005年 7月 11日舉行的
會議席上，討論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有關現時的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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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先生曾發表的言論的部分剪報載於附錄。本文件特別載錄議員近期

就港台的編輯自主、節目政策及資源分配事宜進行的討論。  
 
 
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  
 
編輯自主  
 
3.  多年來，議員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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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堅守編輯自主，繼續提供自由及不受約束表

達意見的渠道，而不是擔當政府宣傳政策的喉舌。部分其他議員則關

注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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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港台編輯自主的議題是臨時立法會 1998年 4月 1日會議席上的
一項議案辯論主題。當時議員通過的議案為 “本會贊成香港電台編輯自
主，並製作公正、均衡，及客觀的新聞、公共事務及一般節目。” 在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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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18日進行的議案辯論期間，部分議員建議政府應全面檢討廣播政
策，包括公營廣播服務。  
 
5.  議員知悉政策局長 (即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與廣播處長之間的
工作關係和各自的職責，以及港台的主要工作計劃、目的和使命等。

詳情載於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與廣播處長之間的架構協議 ”。該份協議
最初在 1993年簽訂，有關協議的現行版本隨立法會CB(1)2016/04-05(01)
號文件另行送交委員參閱。  
 
6.  事務委員會察悉，廣播事務管理局就本地收費及免費電視持

牌機構及電台持牌機構的續牌事宜進行公聽會，部分委員對港台沒有

類似規定表示關注。為提高對公眾的問責性，港台答允考慮舉行公開

論壇的建議，讓市民表達對其廣播服務的意見。  
 
節目政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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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賽馬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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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點可以接受；但港台不應與私營廣播機構競爭，製作商營廣播機構亦

有製作的大眾化節目。相反而言，他們建議港台可率先製作富藝術或

文化氣息的節目，以及照顧少數社需要的節目。  
 
8.  就此，港台曾告知事務委員會，根據其最新的節目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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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分配  
 
9.  港台近年的每年財政撥款及其員工編制 1 ，用以支援各主要綱
領範圍，即電台、電視、學校教育電視及新媒體服務 2 的詳情如下：  
 

年度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每年撥款  
(百萬元 ) 

 

515.1 515 496.0 462.7 428.5 

每個財政年度

終結時的編制

632 622 621 579 
(修訂  
預算 ) 

 

560 
(預算 ) 

 

                                                 
1 該等數字摘錄自相關的港台開支預算，而每年的撥款包括用於學校教育電視的
撥款，這項服務隸屬教育統籌局局長的政策職權範圍。   

2 “新媒體服務 ”主要指 “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 ”，它提供多項服務，其中包括 24小
時即時網上新聞，網上直播港台 6條頻道的節目。透過這類服務，使用者亦可收
看／收聽過去 12個月港台的節目製作。自 2003至 04年度起， “新媒體服務 ”已納
入港台的每年開支預算，作為獨立的綱領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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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務委員會察悉，港台在過去數年的每年財政撥款均有所減

少，部分委員極度關注到，港台為應付削資的情況，可能須降低節目

數量和質素。少數委員並質疑政府是否意圖透過削減財政預算，藉以

箝制港台的獨立運作。事務委員會殷切期望當局確保各項新服務的發

展，例如在過去數年不斷發展並頗受歡迎的 “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 ”，
不會因財政撥款減少而受到影響；並應向港台提供所需的財政支援，

以維持其編輯自主及製作高質素節目。  
 
11.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關注時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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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並提供統計數字，闡述工商

及科技局通訊及科技科轄下各部門每年撥款的減幅大致相同。港台的

管理層告知事務委員會，港台得以節省款項，是實施了提高效率措施

的成果，並非因降低服務質素而達致。關於港台獲得的資源撥款額會

否參照其節目的收聽率而釐定，政府當局明確表示，港台節目的收聽

率與其獲得的資源撥款額並無直接聯繫。政府當局並匯報，港台為了

帶來收入，已將經挑選的 60小時港台製作的經典電視節目，向中標的
承辦商發出使用許可，以製成視像光碟／數碼視像光碟，在世界各地

銷售及發行。  
 
 
事務委員會作出跟進  
 
12.  事務委員會先前決定在 2005年 7月再度討論與港台的廣播服
務有關的事項。然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主席建議把議題押後至

2005年 10月／ 11月才討論，待政府當局檢討其公共工程計劃後，或可
令擬建的廣播大樓的未來路向更趨清晰。在 2005年 6月 13日的會議席
上，委員察悉並同意政府當局的建議。  
 
13.  鑒於近期政府高層官員評論港台的角色，而劉慧卿議員亦提

出建議，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7月 11日的會議討論
此事。工商及科技局與港台的高層人員，及港台的職員代表均獲邀出

席會議，與委員交換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7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