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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055/09-10
號文件  

⎯⎯ 2009 年 12 月 14 日

會議的紀要 ) 
 
  2009年12月 14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975/09-10(01)
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一 名 市 民 就 本 地

免 費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牌 照 的 中 期 檢

討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982/09-10(01)
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一 名 市 民 就 流 動

寬 頻 服 務 的 公 平

使 用 政 策 提 交 的

意見書  
 

立法會CB(1)995/09-10(01)
及 (0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就

香 港 警 務 處 涉 及

多 宗 個 人 資 料 外

洩 事 故 帶 出 的 資

訊 保 安 問 題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及 政 府

當局的回應  
 

立法會CB(1)1070/09-10(01)
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一 名 市 民 就 流 動

電 話 服 務 合 約 糾

紛提交的意見書 )
 

2.  委員察悉，上述文件已發給事務委員會參閱。 
 
 

III. 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1057/09-10(01)
號文件  
 

⎯⎯ 待議事項一覽表  

立法會CB(1)1057/09-10(02)
號文件 

⎯⎯ 跟進行動一覽表 )

 

3.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0年3月 8日舉

行下次例會，討論政府當局提出的下列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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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數碼聲音廣播的發展；及 

 
(b) 頻譜使用費。  

 
(會後補註：應政府當局要求並經主席同意，

項目 (b)已由 "海底電纜著陸事宜 "取代。 ) 
 
 

IV. 電話號碼查詢服務的檢討  
(立法會CB(1)1057/09-10(03)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有 關 電

話 號 碼 查 詢 服 務

的檢討的文件  
 

立法會CB(1)1057/09-10(04)
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相關剪報  

立 法 會 CB(1)1080/09-10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
於 2010年 2月 8日以電郵
發出 ) 

⎯⎯ 政 府 當 局 有 關 電

話 號 碼 查 詢 服 務

的檢討的文件 (電
腦 投 影 片 簡 介 資

料 ))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4.  應主席邀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簡介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
現正就電話號碼查詢服務進行的檢討。然後，電訊管

理局規管科主管 1利用電腦投影片講解提供電話號碼

查詢服務的背景、電訊管理局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進行的消費者調查的主要結果，以及於

2009年 11月 6日至 2010年 1月 19日進行公眾諮詢期間

收到的意見的摘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補充，電訊局長會審慎考慮事務委員會

委員的意見，以及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才決

定未來路向。  
 
討論  
 
收回電話號碼查詢服務的成本  
 
5.  李永達議員反對就現時免費的 "1081/1083"
電話號碼查詢服務 (下稱 "電話查號服務 ")徵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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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察悉，雖然一少撮用戶用量大，致電查號的次數多

得不成比例，但大部分人偶然才使用，一個月只致電

查號幾次。他認為，政府當局和電訊營辦商應探討其

他措施，獨立地應付某些用戶和商業機構用量大的問

題，而不應向所有使用者徵收費用。李議員談及其個

人經驗，他表示，現有電話查號服務的等候時間長達

10分鐘，尤以繁忙時間為甚，此情況難孚眾望，需要

改善。在緊急情況下欲查詢政府部門電話號碼的人士

須等候這麼久，而且要支付查詢費用，是不可接受的。 
 
6.  陳鑑林議員表示，總的來說，現有電話查號

服務一直運作暢順。鑒於電話查號服務需求殷切，他

認為服務供應商應繼續提供免費電話查號服務，以履

行牌照義務。除基本免費電話查號服務外，還應拓展

更多類別，以加強電話號碼查詢服務。  
 
7.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回應時告知與會者，市民可免費致電 1823，取得有關

政府服務的電話號碼資料。他表示，新科技面世，加

上互聯網和流動電話服務日趨普及，令使用者在路途

上也可接達電話查號服務。鑒於電訊業發展迅速，政

府當局察覺有需要檢討電話號碼查詢服務，與時並

進，制訂就目前而言認為最合適的措施。政府當局認

同電話查號服務的重要性，並會繼續促請服務供應商

致力改善該等服務的質素。  
 
8.  何秀蘭議員表示，電話查號服務是重要的營

商基礎設施，有利於促進經濟活動，尤其就飲食、娛

樂及旅遊行業而言。因此，不宜推行逐次致電收費，

以免令市民不願使用電話查號服務；反而應繼續免費

提供該等服務，並進一步予以加強，使資料查詢更便

捷。由於營業單位受惠於電話查號服務，他們應承擔

維持電話查號中心運作所需的部分成本，不應要求查

詢者付費。  
 
9.  主席同意何秀蘭議員所言，電話查號服務是

重要的營商基礎設施。他關注到，逐次致電收費計劃

會令收費機制變得複雜，可能令消費者感到困惑，而

且削弱社會上的互助精神。  
 
10.  葉國謙議員表示，他反對就電話查號服務徵

收費用，預料市民亦不會接受。他提到收回成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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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詢問，要求查詢者在獲得答覆前先收聽廣告，是否

可行，政府會否進而採用此方案。主席亦詢問，就超

出免費電話查號次數上限的查詢徵收費用，以及要求

用量大的用戶在查詢獲得答覆前先收聽廣告，兩個方

案相比之下，調查回應者的取向如何。  
 
11.  陳 鑑 林 議 員 認 為 兩 個 方 案 都 未 必 值 得 採

用。他表示，廣告簡短可能達不到廣告效果，廣告過

長又會拖長查詢時間，削弱電話查號服務的質素。他

表示，雖然商業機構和營業單位可能較多利用電話查

號服務或從中受惠 (尤以服務業為然 )，但他們的電話

費已計算額外成本在內，一般比住宅電話線用戶的為

高。  
 
12.  電訊管理局總監提到有關收回成本計劃的

統計調查結果時表示，63%的回應者不同意以收聽廣

告的方式收回電話查號的成本，而約 35%的回應者則

認為可接受。約 58%的回應者不同意就額外的電話查

號收費，而 40%的回應者則同意。她強調，電訊局長

仍在檢討電話號碼查詢服務，並會審慎考慮公眾諮詢

結果及委員的意見，然後才決定未來路向。她向委員

保證，政府當局在執行任何決定後，會持續注視情況。 
 
撤銷對提供白頁的規定及發展其他電話號碼查詢
服務  
 
13.  葉國謙議員查詢白頁電話簿出版和免費派

發的數量。他亦問及每本白頁和黃頁印行本的成本，

以及答覆每個電話查號的成本。他察悉市民對白頁的

需求相對較低，而且上網和致電查詢更方便就手，所

以支持建議撤銷強制固定網絡營辦商 (下稱 "固網營

辦商 ")提供該等電話簿的規定。他表示，資源可以更

好地用於其他方面，例如用於改善現有的電話查號和

網上電話號碼查詢服務，讓市民更加受惠。陳鑑林議

員贊同葉議員的意見，認為因此騰出的資源應重新調

配到消費者需求更大的範疇，進一步加強現有的電話

查號服務。  
 

 

 

 

 

1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提到市民趨向更多使用流動電話服務和互聯網，他表

示隨着新科技面世，市民使用電話號碼查詢服務的習

慣已起了變化。經過多年，昔日某些被視為必不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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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的服務，今日可能已變得可有可無。舉例來說，市民

可上網取得電話號碼資料，無須翻閱黃頁電話簿。電

訊管理局總監進一步解釋，在現行的發牌制度下，固

網營辦商須出版白頁，免費派發給用戶。黃頁和網上

電話號碼查詢服務則並非強制須提供的，純屬業界的

商業行為。調查結果顯示，回應者使用白頁的次數及

其心目中白頁的重要性，一般都非常低。電訊局長因

而初步認為，應撤銷強制提供白頁的規定。不同的服

務供應商提供電話號碼查詢服務涉及的營運成本各

有差異，取決於其運作模式、資本支出和人力資源調

配。每年出版的白頁電話簿超過 10萬本。主席要求政

府當局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提供每本白頁印行本及

答覆每個電話號碼查詢的估計平均成本。  
 
15.  何秀蘭議員表示，既然建議撤銷對提供電話

簿印行本的規定，當局應探索其他途徑 (例如透過短

訊 )提供電話查號服務，以方便查詢者。陳鑑林議員

表示，他歡迎使用短訊服務作為取得電話號碼資料的

途徑，但短訊服務只應屬輔助性質，不應取代基本免

費電話查號服務，因為某類市民 (例如長者 )未必熟悉

短訊服務的用法。關於應否把提供電話號碼查詢服務

的規定擴展至收錄流動電話號碼，陳議員表示，應由

流動電話用戶在考慮私隱及引來非應邀促銷電話的

可能性後，自行決定是否把流動電話號碼納入電話號

碼查詢資料庫。   
 
16.  電訊管理局總監回應時強調，撤銷對提供電

話簿印行本的規定後，市民仍可透過多種途徑查詢電

話號碼，包括透過固網或在路途上透過流動電話，接

達現有的電話查號服務，或透過網上黃頁入門網站及

網上白頁接達該服務。鑒於短訊服務日趨普及，她相

信電訊營辦商會因應市場需求，積極考慮抓住商機，

提供該服務。  
 
17.  葉國謙議員和主席詢問當局會否考慮規定

服務供應商須提供類似全球定位的服務，讓查詢者只

要輸入某餐館或戲院的電話號碼或名稱，便取得對應

所搜尋號碼的地址及位置圖。電訊管理局總監和電訊

管理局規管科主管 1回應時表示，現時並無規定固網

營辦商須提供該類服務。該類服務提供與否，將會取

決於個別服務供應商的商業考慮及市場需求。現時，

使用者在網上輸入要搜尋的某些營業單位 (例如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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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戲院 )的名稱，便可取得完整的公司查詢資料，

包括公司名稱、電話號碼、地址及位置圖。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補充，服務應用方

面的新科技發展將會帶來新的商機。當局固然鼓勵服

務供應商為市民提供最先進的服務，但勾畫未來路向

時，必須考慮對傳統服務可能造成的影響。  
 
設立單一電話查號中心  
 
18.  陳鑑林議員認為，為了更有效地利用資源，

政府當局應擔當更積極的角色，統籌設立單一電話查

號中心，附設一個共用的電話號碼查詢資料庫，以便

所有服務營辦商提供電話查號服務及分擔營運成

本。何秀蘭議員贊成匯集所有固網營辦商的資源，以

營運單一電話查號中心，並根據各自的營業額分擔營

運成本。主席持相若意見，他籲請政府積極考慮設立

單一電話查號中心的方案，以便所有固網營辦商提供

電話查號服務，更有效地利用資源。  
 
19.  電訊管理局總監察悉有關單一電話查號中

心的建議。她強調，電訊局長擔當監察角色，有責任

確保服務供應商已履行其牌照義務，達到令電訊局長

滿意的程度。她表示，現行的發牌制度強制規定所有

固網營辦商須向用戶提供電話號碼查詢服務。固網營

辦商可自行、聯同其他固網營辦商，或透過商業安排

利用另一家固網營辦商的服務，提供電話查號服務。

有關的牌照條件亦規定固網營辦商須定期更新電話

號碼原始數據，並互相交換有關資料，以維持一個綜

合電話號碼資料庫，內載所有固網電話服務用戶的電

話號碼資料。在現行發牌制度下，流動網絡營辦商只

在電訊局長指示他們提供電話號碼查詢服務的情況

下，才須遵照指示提供該服務。雖然電訊局長尚未就

電話查號服務作出指示，但流動網絡營辦商都已按照

本身的商業決定，與固網營辦商訂立商業安排或設立

本身的系統，藉以向客戶提供電話查號服務。  
 
總結  
 
20.  主席籲請政府當局察悉委員表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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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數碼港周年報告  
(立法會CB(1)1057/09-10(05)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有 關 數

碼港報告的文件  
 

立法會CB(1)1057/09-10(06)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數 碼 港 計 劃 擬 備

的文件 (最新背景

資料簡介 ))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21.  應主席邀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向委員匯報數碼港計劃的進展，詳情載

於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CB(1)1057/09-10(05)號文件 )。 
 
討論  
 
數碼港計劃的公眾使命   
 
22.  陳鑑林議員表示，不應把數碼港計劃視作物

業發展項目，以寫字樓及商場的租用率，以及租金收

益和從物業銷售所得的利潤，來衡量其成敗。他希望

數碼港計劃能牽頭吸引資訊及通訊科技服務公司匯

聚香港，帶領本港創新及創意產業發展，以配合行政

長官在 2009-2010年度施政報告中所宣布的對經濟發

展起關鍵作用的 6項優勢產業的發展。他查詢數碼港

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並籲請數碼港管理層把幫助

香港發展為區內卓越的資訊科技及數碼媒體培訓中

心，作為公司的政策目標。  
 
23.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回應時表示，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下稱 "數碼港

管理公司 ")已透過其業界服務支援中心、數碼娛樂培

育暨培訓中心 (下稱 "培育中心 ")、數碼媒體中心及香

港無線發展中心，推行各種計劃及有助履行公眾使命

的活動。除向學生和青年人推廣最新的資訊科技和數

碼媒體技術，提高他們對這方面的興趣外，數碼港亦

參與地區數碼中心聯網，致力消除本港的數碼鴻溝。 
 

 

 

 

 

24.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補充，數碼港管理公司已

實現高租用率和財政穩健的目標，現在是適當時候，

檢討其在協助政府達到 "數碼 21"資訊科技策略下各項

目標方面所擔當的角色，並開展更廣泛的計劃，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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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有助履行公眾使命的活動。為此，在數碼港管理公司

的組織章程大綱中將會加入具體條文，闡述公司的宗

旨，為董事局和管理層實現公眾使命提供明確的指

引，並使推行公眾使命活動所帶來的效益得以持續下

去。這些宗旨包括：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和服務方

面，推動香港發展為國際和區域貿易合作中心；促進

本港製造業、服務業和創意產業應用資訊及通訊科

技；推動香港發展為數碼經濟體系和包容的知識型社

會；以及推廣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鼓勵按環保原

則進行可持續發展。在通過採納這些宗旨後，數碼港

管 理 公 司 的 管 理 層 會 提 交 有 關 履 行 公 眾 使 命 的 計

劃，供董事局批准，並會諮詢政府，確保這計劃能配

合 "數碼 21"資訊科技策略下所制訂的最新行動計劃。

至於數碼港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表示，進駐數碼港的私人公司並無向政府當局披露

其收益及收入。然而他承諾在會議後，就資訊及通訊

科技業界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提供資料。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資 料 ， 已 於

2010 年 3 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363 
/09-1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25.  主席提到數碼港計劃的公眾使命，他希望該

計劃能為資訊科技界、相關行業及數碼媒體行業的中

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提供培育及協助其發展，吸

引具創意的海外人才及專業人員來港，以及吸引優質

資訊科技及相關的公司匯聚香港，以推動香港發展成

為區內領先的數碼城市。他詢問數碼港計劃為本地經

濟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以及有何措施吸引例如

Google、Yahoo及Ebay等資訊科技龍頭跨國公司在本港

開展業務。  
 
26.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答稱，截至 2009年 12月底，在 50個寫字樓商業租戶

中， 20個 (即 40%)屬於中小企。數碼港培育中心透過

培育計劃，培育新成立的公司，並協助他們加快業務

的前期發展。培育計劃為培育企業提供科技知識和技

術、全面的業務支援服務，以及先進的基礎設施。事

實上，部分年青企業其後更被跨國公司收購。他強

調，政府當局和數碼港管理公司的管理層一直致力於

先進基礎設施的建設，藉以吸引歐美等地的海外公司

及中國內地的公司來港或在香港擴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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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補充，數碼港商業租戶

中，外國公司佔 48%，而首次來港發展業務的公司則

佔 38%。這些公司為本地經濟創造新的商機和就業機

會。在 2009年11月進行的一項統計調查顯示，數碼港

寫字樓租戶聘用了約 3 900名員工。  
 
數碼港商場的使用情況  
 
28.  何秀蘭議員察悉並關注到，數碼港商場的使

用率偏低，人流少，在那裏舉辦的活動往往乏人問

津。她籲請政府當局和數碼港管理公司的管理層思考

如何充分利用空置的場地，把數碼港發展成為數碼娛

樂及電影中心。她查詢租用場地的收費，並促請數碼

港管理公司的管理層更靈活地出租場地，以供舉辦藝

術及文化活動。  
 
29.  數碼港管理公司營運總監麥傑夫先生回應

時表示，商場的租用率在上一個報告期內持續上升。

雖然商場設計獨特，但管理層在場地用途上作過多種

嘗試，特別是舉辦社區活動。租用場地的收費是合理

和靈活的，尤其就社區活動或與數碼港的公眾使命一

致的主題而言。他向委員保證，數碼港管理公司的管

理層在徵詢董事局意見後，會不斷檢討商場用途的未

來方向，並探討可拓展和擴大其用途的機會。  
 
總結  
 
30.  主席察悉數碼港計劃的進展，並促請政府當

局和數碼港管理公司的管理層繼續致力實現數碼港

計劃的公眾使命。  
 
 
VI. 其他事項  
 
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4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