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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3 
林映儀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1)6 
梁美琼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488/10-11號
文件  

⎯⎯ 2010 年 10 月 15 日

會議的紀要 ) 
 

 2010年 10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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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0-11(01)
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 廣播事務管理局

對蕭若元先生就

有關免費電視的

不 公 平 競 爭 及

《廣播條例》所

發表的意見作出

的回應  
 

立法會CB(1)452/10-11(01)
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 David WEBB先生

就 有 關 香 港

身 份 證 系 統 及

智能身份證提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503/10-11(01)
號文件 
 

⎯⎯ 電 訊 管 理 局 於

2010 年 11 月 17 日

發出有關推出新

的樓宇登記計劃

以推動在樓宇安

裝光纖寬頻接達

網絡的新聞稿  
 

立法會CB(1)682/10-11(01)
號文件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就

有 關 香 港 電 台

公共廣播新發展

發出的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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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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10-11(01)
號文件 
 

⎯⎯ 待議事項一覽表  
 

立法會 CB(1)657/10-11(02)
號文件 

⎯⎯ 跟進行動一覽表 )

 
 
3.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下次例會將於2011年
1月10日 (星期一 )下午2時30分舉行，以討論下列事項  
⎯⎯  
 

(a) 數碼地面電視的 新進展；  
 
(b) "創意香港 "的工作進展報告；及  
 
(c) 為電子政府服務提供新的系統託管基建

設施。  
 

 
4.  主席請委員參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

關於香港電台 (下稱 "港台 ")公共廣播新發展發出的

函 件 ( 於 2011 年 12 月 6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1)682/10-11(01)號文件 )。何秀蘭議員建議應在

訂於 2011年 2月 14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議程上

加 入 "香 港 電 台 的 新 措 施 "("待 議 事 項 一 覽 表 "第
17項 )這個項目。委員表示同意。委員亦同意邀請港

台代表及港台新成立的顧問委員會代表出席會議。  
 
 
IV. 頻譜使用費  

(立法會CB(1)657/10-11(03)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就 以 行 政 方

法 指 配 的 頻 譜

徵 收 頻 譜 使 用 費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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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722/10-11(01)
號文件  
(在會議席上提交，其後
於 2011 年 12 月 13 日 以
電子郵件發出 )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就 以 行 政

方 法 指 配 的 頻 譜

徵 收 頻 譜 使 用 費

的文件 (投影片簡

報資料 ))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5.  應 主 席 邀 請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向委員簡介就以行政方法指配

予非政府使用者的頻譜徵收頻譜使用費的建議。她

特別指出，政府當局提出徵收頻譜使用費的計劃，

並不是要增加財政收入。建議的主要目的是鼓勵善

用頻譜，鼓勵頻譜使用者以更具經濟、社會及技術

效益的方法使用獲指配的頻譜。  
 
6.  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訊局 ")總電訊工程師

(諮詢及頻譜管理 )使用電腦投影設備向委員簡介

徵收頻譜使用費計劃建議的要點，包括就以行政

方法指配的頻譜釐定頻譜使用費的原則、須繳付

頻譜使用費的擁擠頻帶、實施安排，以及對業界和

消費者的影響。有關建議的詳細內容及諮詢工作

涉及的各項事宜載於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657/10-11(03)號文件 )及投影片資料 (立法會

CB(1)722/10-11(01)號文件 )。委員察悉，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及電訊局於 2010年 11月 26日展開為期 3個月

的諮詢工作，諮詢市民及業界意見。政府當局會

仔細研究及考慮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決定未來

路向。  
 
討論  
 
擬議收費計劃的效用及頻譜使用費的水平  
 
7.  譚偉豪議員原則上支持就以行政方法指配

予非政府使用者的頻譜徵收頻譜使用費的建議。

他表示，使用以行政方法指配的頻譜作商業用途的

人士為佔用頻譜這種有限的資源而繳付費用，是公

平的做法。他提到以 低成本替代方法 (即目前的成

本與 低價格的替代方法兩者之間的差額 )釐定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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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使用費時，對受到頻譜使用費影響的所有現有使

用者會否有其他方法提供服務表示關注。  
 
8.  電訊管理局總監回應時表示，頻譜使用費

所定的收費水平，反映該段頻譜的機會成本。當局

已根據 低成本替代方法，為編配予固定鏈路、電

子新聞採訪／外勤廣播鏈路及衞星鏈路的 8段已擁

擠頻帶，定出建議收取頻譜使用費的數額，並載列

於諮詢文件中，供業界及市民提出意見。  
 
9.  譚偉豪議員察悉，每年收取的頻譜使用費

總額預計為 1,000萬元左右。他關注到，若所有或部

分頻譜在兩年寬限期內交還，實施頻譜使用收費計

劃的行政開支會否甚至高於徵收頻譜使用費所得

的款額。  
 
10.  電訊管理局總監回應時表示，預計在計劃

實施 5年後將會收到全額 1,000萬元的頻譜使用費，

這個數字是假設受影響的頻譜使用者不會轉移使

用 其 他 並 不 擁 擠 的 頻 譜 或 轉 用 其 他 方 法 提 供 服

務，以及不會向政府當局交還頻譜以供重新編配。

她重申，擬議收費計劃並非為增加財政收入，其目

的 是 鼓 勵 頻 譜 使 用 者 善 用 編 配 給 他 們 使 用 的 頻

譜，以及評估本身對頻譜的需求，以便將位於擁擠

頻帶的剩餘頻譜交還電訊局，以供重新編配予其他

準用家。  
 
11.  譚偉豪議員詢問，假如部分使用者交還

騰出的頻譜，因而令頻帶不再擁擠，當局是否仍需

徵收頻譜使用費。電訊管理局總監表示，根據顧問

公司的建議，只會就使用以行政方法指配的頻譜中

已經擁擠 (即 少 75%頻帶已被佔用 )及預期在日後

由於需要增加而會變得更加擁擠的頻帶徵收頻譜

使用費。適用於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及頻譜使用

費水平會每 5年檢討一次，以應對不斷改變的頻譜

使用趨勢，以及配合通訊業日新月異的科技環境。  
 
12.  陳鑑林議員詢問設定兩年寬限期的理據。

他關注到，受影響的頻譜使用者 (特別是新的行業 )
是否會有足夠時間轉用其他方法提供服務。電訊

管理局總監表示，受影響的全屬營運多年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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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電訊傳送者牌照持有機構、電視廣播機

構、公共事業公司及衞星上傳鏈路營辦機構 )。為了

讓頻譜使用者有合理時間調整使用頻譜的情況，建

議給予頻譜使用者兩年寬限期，以便他們評估對頻

譜的需求，並考慮是否接受以建議的頻譜使用費在

兩年後繼續使用頻譜，或在頻譜使用費徵收前交還

所有或部分頻譜。在這兩年寬限期內，當局不會徵

收頻譜使用費。其後會分 3年逐步引入頻譜使用

費，即在第三年年初收取 30%的頻譜使用費，在第

四年年初收取 70%，到第五年及以後便每年收取全

數應繳款額。這項安排會盡量減少對持牌人可能造

成的影響。  
 
13.  陳鑑林議員詢問，假如頻譜使用費的開支

轉嫁到使用者身上，會對消費者造成甚麼影響。電

訊管理局總監回應時表示，24個使用已被認定為擁

擠頻帶的用戶將須按照使用量繳付頻譜使用費。有

關金額只佔有關公司營運開支一小部分。以受到

大財政影響的公司為例，若有關公司將頻譜使用費

的開支全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費用大約是每月

8仙，對消費者的影響應屬微不足道。主席認為，

既然只涉及少量金額，有關公司不應將頻譜使用費

的開支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14.  葉國謙議員詢問，以行政方法指配的擁擠

頻帶有沒有未獲有效善用的例子。他原則上支持以

頻譜使用費作為一種工具，令頻譜得以善用，但他

懷疑頻譜使用費的水平及擬議的經濟誘因是否足

以有效達致鼓勵使用者交還頻譜的原定目標。他表

示，鑒於只涉及少量金額，目前的頻譜使用者或會

屬意繳付頻譜使用費，繼續持有有關頻譜，以阻止

後來者進入市場。他認為豁免高用量使用者繳付頻

譜使用費，同時向低用量的使用者徵收較高的頻譜

使用費，或會是更加有效的方法。  
 
15.  電訊管理局總監表示，當局希望推出機

制，鼓勵獲行政方法分配擁擠頻帶的使用者評估本

身的需求，有關建議是這項工作的第一步。 低成

本替代方法是其他先進的經濟體系 (例如英國及新

西蘭 )常用的方法，已經證實行之有效，能夠令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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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善用。當局會因應市場情況對收費計劃及相關

安排進行檢討。  
 
16.  何秀蘭議員擔心大財團會透過拍賣方式壟

斷頻譜這種有限的公共資源。她表示，頻譜使用費

過低，未必能夠解決囤積頻譜及壟斷頻譜的問題，

但頻譜使用費過高，營辦商或會把開支轉嫁到消費

者身上。她認為政府當局除了徵收費用以外，還應

在使用條款中訂明須顧及公眾利益和社會責任。  
 
17.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通 訊 及

科技 )及電訊管理局總監解釋，根據 2007年發表的

《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頻譜使用費原則上適用

於所有作非政府用途的頻譜。提供公共流動通訊

服務的流動網絡營辦商現須透過競投或其他市場

方法，就所使用的頻帶支付頻譜使用費。然而，頻譜

使 用 費 目 前 並 不 適 用 於 以 行 政 方 法 指 配 予 其 他

非政府使用者的頻譜。目前的諮詢工作旨在對使用

以 行 政 方 法 指 配 的 擁 擠 頻 帶 中 的 頻 譜 徵 收 頻 譜

使用費的原則收集業界、市民及事務委員會委員的

意見。  
 
 
V. 香港電台設置媒體資產管理系統  

(立法會CB(1)657/10-11(04)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香 港 電 台 設

置 媒 體 資 產 管 理

系統的文件  
 

(立法會CB(1)657/10-11(05)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有 關 香 港 電

台 媒 體 資 產 管 理

的文件 (背景資料

簡介 ) 
 

(立法會CB(1)722/10-11(02)
號文件  
(在會議席上提交，其後
於 2011 年 12 月 13 日 以
電子郵件發出 )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香 港 電 台 設

置 媒 體 資 產 管 理

系統的文件 (投影

片簡報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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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18.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首先作出

簡介，其後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 (電台 )使用電腦

投影設備簡介港台為保存該台節目資料庫而設置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計劃。委員察悉，當局會在

港台的預算中預留資源，於 2011-2012年度起推行

媒 體 資 產 管 理 計 劃 ， 以 復 修 有 損 毀 之 虞 的 庫 藏

資 料 、 數 碼 化 港 台 庫 藏 中 具 價 值 的 部 分

( 約 25%) ， 以 及 為 庫 藏 資 料 提 供 專 門 化 的 貯 存

安排，以便存取。  
 
討論  
 
把庫藏資料數碼化和妥為保管  
 
19.  陳鑑林議員詢問重置新廣播大樓的情況，

他 關 注 到 ， 由 現 在 直 至 新 廣 播 大 樓 啟 用 這 段 期

間，當局如何妥善貯存和妥為保管港台藏量豐富的

聲音材料和電視製作。他表示，港台各式各樣的新

舊製作是香港珍貴的社會財產，必須以適當的貯存

設備保護和保存。  
 
20.  廣播處長表示，港台將暫時妥為貯存未進

行數碼化存檔的資料。港台管理層正在積極物色具

備適當溫度、濕度及塵埃管制的貯存設施的合適處

所，妥為保管各類庫藏資料。他表示，政府已敲定

將軍澳 85區為發展新廣播大樓的選址。新選址較原

有選址大，發展規限亦較少，大大減低工程難度。

主席告知與會者，據他所知，政府計劃約在2011年
上半年完成技術可行性研究。  
 
21.  譚偉豪議員促請港台管理層從速把庫藏

資料數碼化。他並促請管理層就資料轉化為數碼

版本後如何妥為保存和銷毀正本的事宜擬訂長遠

政策。他建議與其無限期保存正本，不如將市民

會有興趣的部分藏品捐贈博物館展出，以供市民

欣賞。  
 
22.  香 港 電 台 助 理 廣 播 處 長 ( 電 台 ) 回 應 時

表示，按照業界慣例，為防數碼化版本損毀，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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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於其內容數碼化後仍需妥為保存。部分16米厘

影片將會送交香港電影資料館，而部分選定庫藏

則會移交政府檔案處。港台管理層會擬訂長遠政策

並定期評估庫藏，以決定數碼化的優先次序及進行

數碼化的程度。  
 
23.  譚偉豪議員詢問，港台媒體資產管理系統

曾 否 參 考 例 如 英 國 廣 播 機 構 等 外 國 廣 播 機 構 及

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設計，以及與該等機構的系統

是否兼容。廣播處長及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 (電台 )
回應時表示，負責媒體資產管理的顧問公司曾參考

外國經驗，並與前線製作人員進行討論，透過系統

分析及設計研究，設計可滿足港台不同需要的媒體

資產管理系統。有關顧問研究尚在進行，預期將於

2011年第二季完成。  
 
24.  何秀蘭議員察悉，港台的庫藏中只有約

25%被視為 具價值的部分將會進行數碼化。她詢

問當局是以甚麼準則釐訂 25%作為數碼化的目標，

以及就進行數碼化的工作而言，由甚麼人決定哪些

視聽材料是 具價值的材料。她表示，除了政府當

局文件 (立法會CB(1)657/10-11(04)號文件 )第 6段所

指出值得轉化為數碼格式以作保存的電視劇集、存

檔用片段及學校節目、唱片音樂、廣播劇、國／粵

語流行曲及中國戲曲以外，港台還擁有藏量豐富而

且極具歷史文化價值的照片、錄音及影音片段，例

如自 1984年以來的立法會會議錄像、著名政要人物

及過往香港港督的發言，以及各類極具歷史價值的

事件的圖片及影音片段，包括 1967年暴動、海員大

罷工、超級颱風、重大火災、山泥傾瀉等。她極度

關注這些反映香港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珍貴財產會

在數碼化過程中被選擇性剔走。她認為政府應提供

足夠資源及人手，讓港台從速把港台的庫藏數碼

化，以免由於老化以致紀錄消失。除了港台員工以

外，當局應延攬歷史學家和在保存庫藏方面具有專

業知識的人士，協助決定哪些資料應該數碼化，以

及就如何適當地貯存提供意見。就此而言，她詢問

當 局 是 否 有 計 劃 在 日 後 將 餘 下 的 75% 庫 藏 資 料

數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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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廣播處長回應時表示，有關方面曾就數碼

化的工作諮詢各個不同部門員工的意見，並設立專

責小組負責擬訂準則，選出進行數碼化的資料。他

特別提到，並無進行政治審查以剔除政治敏感的事

項，有關藝術、文化、音樂及重要歷史及社會事件

的影音片段將會予以保存。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

( 電 台 ) 引 述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657/ 
10-11(04)號文件 )第 3段的內容，表示當局會保存重

要歷史事件及人物等未經刪剪的影音片段、照片、

錄音及影片，這些資料是香港文化遺產，亦是市民

集體回憶的重要部分。有關方面曾經參考外國廣播

機構進行數碼化的工作，該等機構所採用的百分比

由 1%至 25%不等。經點算所有庫藏資料後，港台同

事普遍認為把數碼化工作的目標設定在 25%是適當

和合理的做法。他繼而表示，雖然會把庫藏數量約

25%進行數碼化貯存在媒體資產管理系統，但所有

製作、錄音及庫藏資料的正本將會繼續妥為貯存。

他重申，港台將會暫時妥為貯存未進行數碼化存檔

的資料，並定期檢討是否需要將這些資料轉化為數

碼格式以及所需的資源。  
 
26.  主席建議編製一套資料齊備的庫藏索引

／目錄，方便市民、專業傳媒製作人、大學及其他

研究人員查閱及存取。他表示，港台 80多年的聲音

紀錄及 30多年的電視製作藏量豐富，極具歷史文化

價值。他促請港台與傳播媒介及各大學的傳訊中心

(例如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合作，善用這

些庫藏資料於學術研究及歷史研究。  
 
27.  香 港 電 台 助 理 廣 播 處 長 ( 電 台 ) 回 應 時

表示，港台與某些商業製作公司合作，編製了《香港

粵語唱片收藏指南》 ⎯⎯  粵語流行曲、《香港粵語

唱片收藏指南》  ⎯⎯ 粵劇粵曲歌壇及《 後六任

港督的聲音  ⎯⎯  就職、施政、離任》等出品。當局

並計劃與香港大學合作，把港台製作關於香港的

電視節目放上互聯網，以及對已故香港著名作曲家

黃霑先生的音樂和歌曲展開研究。  
 
撥款及人手  
 

 28. 何秀蘭議員查詢有關預留予媒體資產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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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的撥款及人手安排的詳細資料，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回應時表示，由 2011-2012年
度開始，當局會於未來 5年預留款項推行媒體資產管

理系統，以保存香港的公共廣播文化遺產，以及讓市

民和業界取用。當局會在港台的預算中載列有關開支

的詳細資料。何秀蘭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

提供有關港台就設置媒體資產管理計劃的撥款及人

力 要 求 向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的 詳 細

內容。  
 
其他事項  
 
29.  何 秀 蘭 議 員 提 到 廣 受 歡 迎 的 電 視 節 目

"頭條新聞 "停播，並對政治審查表示極為關注。她

質 疑 為 何 該 節 目 的 播 放 集 數 由 每 年 52 集 減 少 至

2010年只得 10集。廣播處長回應時表示，港台管理

層十分珍惜 "頭條新聞 "這個港台唯一一個政治諷刺

節目。一如其他節目的做法一樣，港台會與有關製

作隊伍定期進行檢討，務求精益求精。該節目播出

頭 10集後，節目第二輯將在 2011年 4月起復播。他

補充，一般而言，有關節目的集數及播放安排等事

宜，是由節目監製及港台電視行政部決定，隨後會

按照運作需要告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及亞洲電視

有限公司整體的播放安排。廣播處長否認有關停播

該節目及更換節目主持人的傳言，他強調，他作為

港台的主管，一直堅守不偏不倚及編輯自主的原

則，亦從未就節目內容和製作施加任何不適當影

響。  
 
 
VI.  其他事項  
 
3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3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