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CB(4)122/13-14(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黃毓民議員 

 

黃主席： 

要求政府當局在 11 月 8 日的特別委員會上交代免費電視牌照相關事宜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於 11 月 4 日撰寫一篇文章，就免費電視牌照一事

發表法律上的意見，並表示當局在法律程序上可能出現問題；根據《廣播條例》第

10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後，才去決定牌照誰屬；

通訊管理局前身廣播事務管理局於 2011 年已經就三間免費電視牌照商事宜完成審

議及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提出建議，而當局一向的政策也表示發牌無上限；但到

今年 5 月卻給予三間申請商陳述的機會，明顯就是更改了原本的政策。就此，當局

可否回應以下問題： 

1）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以上的政策更改前，有否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意

見？當局有否要求通訊事務管理局在最新的政策基礎上，重新審議三個申請者的牌

照並再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建議？如否，原因為何？以上程序會否構成法

律上程序違法的問題？ 

 2）鑒於現時只是原則上批准兩間牌照商的申請，即未正式根據《廣播條例》第 8 及

第 10 條正式批出牌照的決定；當局會否因為程序上的出錯，讓通訊事務管理局重新

審議有關三間申請商的申請，以符合《廣播條例》的內容？ 

謝謝  閣下對此事垂注！ 

        順祝 

政祺！ 

   立法會議員單仲偕

 

 2013 年 11 月 5 日 

附件：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於 11 月 4 日的文章 



關於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的法律問題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 10 月 15 日就三個經營免費電視的牌照申請

作出決定，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本文探討作出這個決定的程序的其

中一個法律問題。 

  

  這次關於發牌的決定的法律依據是《廣播條例》（香港法例第 562 章）

第 10 條，該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下簡稱“特首會同行

會”）在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就發牌問題的建議後，可就有關申請

作出決定。法律沒有列出特首會同行會作出決定時需考慮的因素，只是

要求它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由此可見，在《廣播條例》關於電

視發牌的制度設計上，通訊事務管理局享有關鍵的位置。該局的成員包

括熟悉通訊事務的專才，該局的成立和功能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

（香港法例第 616 章）規定；此條例在 2012 年才制定，在此以前，就

電視發牌事務行使有關職權的機構是“廣播事務管理局”，廣播事務管

理局現已解散，其職權由通訊事務管理局繼承。 

 

   根據傳媒報道，就這次三個申請者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廣播事務管

理局在 2011 年已經完成它對申請的審議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建議，

但直至今年 10 月 15 日以前，特首會同行會仍然未對有關申請作出決

定。就有關申請，政府原來的政策似乎是如果申請者能滿足政府和廣播

事務管理局定出的發牌條件和要求，申請便會獲得批准。但是，特首會

同行會後來認為，在處理這次申請時應考慮市場是否能承受五間免費電

視台同時的存在，因此傾向於在三個申請者中作出選擇。就此，政府似

乎也承認這是一個重大的政策改變，因此政府特別就此事去信三個申請

者，並給予它們機會作出陳述。 

 

   從法律觀點來看，這次發牌決定的一個重大程序問題，便是在特首會

同行會作出上述政策改變之後，是否有諮詢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意見，讓



該局就如何在三個申請者中作出挑選以至應該挑選誰，根據《廣播條例》

第 9 條提出它的建議，然後才由特首會同行會根據該條例第 10 條，在

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後作出決定。如果特首會同行會在作出上述

政策改變（及就此給予三個申請人陳述機會）之後，沒有要求通訊事務

管理局在最新的政策的基礎上，重新審議三個申請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

出建議，這很可能涉及程序違法的問題（即沒有完全按照的《廣播條例》

第 9 條和第 10 條的規定及其背後的原則來處理這些申請），導致特首

會同行會這次的決定在司法覆核中被推翻。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特首會同行會在 10 月 15 日的決定只是“原則

上”批准三個申請中的兩個申請，並非正式決定對這兩個申請者發牌，

這兩個申請者最終是否獲發牌，還要視乎日後政府與它們作進一步磋商

時，它們能否滿足政府的要求和條件。由於特首會同行會還沒有正式根

據《廣播條例》第 8 條和第 10 條作出“批給牌照”的決定，在現在重

新啟動《廣播條例》第 9 條規定的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根據最新的發牌

政策）考慮三個申請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建議的程序，可能是處理目

前這個社會和政治重大議題的較可行的辦法。 

  

陳弘毅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2013 年 1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