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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港台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  

 

有80年的歷史的香港電台，是市民的集體回憶，但關於其角色定位的爭

拗，亦持續了超過20年，港府終於當機立斷，把港台前途明朗化。為了

公共廣播事業的繼往開來，香港電台有必要擔任一個新的角色，走上新

里程，令市民有更多元化的選擇，逹致市民、港台及員工三贏。本人同

意，由港台肩負香港公共廣播機構的使命，是最合適的安排。 

 

有人質疑「香港電台：履行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的公眾諮詢期只得

兩個月是太短，其實有關的討論已糾纏多時，再拖無益，當局既然決定

保留港台作為政府部門的身份服務市民，就有必要盡快開展實質工作，

議而不決造成的惡果，在過去的日子屢見不鮮，實在沒有必要再拖長諮

詢期。 

 

有人認為成立「節目發展諮詢委員會」對香港電台如施緊箍咒，干預港

台編輯自主，最終將港台「喉舌化」云云。事實上，政府官員一再重申

港台的編輯自主不會被動搖，甚至可以繼續批評政府，而該個跨界別的

顧問委員會只是向港台提供意見，既不會有行政實權，亦不會干涉港台

運作，所謂施緊箍咒的說法，想得太政治化，實在是杞人憂天。 

 

過去的歲月，香港電台不只是以批評政府為己任，而是合作地宣揚和支

持政府政策，港英時代更鮮有批評政府，可是特區政府成立以來，香港

電台以「編輯自主」為尚方寶劍，論政節目盡情揶揄嘲諷政府的人和事，

試問天下間哪有打工仔可以這樣對待老闆的？雖然不同人士對近年港台

內部管治有不同意見，難得特區政府笑駡由人，仍然堅持不干預港台的

編輯自主，還努力維護。 

 

根據諮詢文件，當局建議成立的顧問委員會將會就港台編輯方針、節目

標準、公眾標準檢討等，向廣播處長提供意見。廣播處長將出任當然成

員，其餘成員來自不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委員會主席將由非官方人員出

任。這個諮詢性質的顧問委員會，就港台未來發展與運營作出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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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為提升港台的機構管治水平，增加透明度及問責，這反而有助港台今

後的長遠發展，日後不偏不倚地就政府的施政問題提出批評。有理有據

的批評反而增加了政府的公信力和官員的責任心，有利社會和諧，各界

喜聞樂見。 

 

另外，政務司司長將與港台簽訂約章，每五年更新一次。約章會列出港

台與政府在制度上的關係，確保編輯自主。約章適時更新，有利港台與

時並進，因應新情況而作出調整，不用墨守成規。 

 

本人同意，港台為履行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將獲分配額外財政、人

手和頻譜資源，包括專設的數碼電台和電視頻道，以提供平台讓非政府

機構參與廣播，港台亦會設立和管理一個「社區廣播參與基金」，為社

區團體提供財政資助，讓他們積極參與廣播活動和內容製作，鼓勵更多

本地原創節目。另外，港台會加強與海外廣播機構合作、以提供多元化

的國際電台電視節目，又會利用新增的頻譜轉播國家電台電視節目。本

人建議，港台日後引進或轉播中外電台電視節目，除了自行挑選外，還

可利用網上投票，更能迎合觀眾的口味。本人認為，港台引進轉播更多

中外好節目，將有利擴闊港人的國際視野，讓港人加深了解及認識國家

的發展，更多中西文化匯聚，有助孕育本地創意人才。 

 

本人期待，香港電台以全新風貎出現，員工勿作無謂爭拗，努力工作，

充分利用政府的資源，擴展服務範疇，更好服務港人，為港人帶來更多

的選擇，更高水準的視聽之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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