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公眾諮詢文件 

「香港電台：履行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 

的討論紀要 

 

 

 中 央 政 策 組 非 全 職 顧 問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就上述公眾諮詢文件作出討論，顧問的意見如下。 

 

香港電台(港台)應達到的公共目的 

 

2. 港台的角色應是雙向性的，一方面應監察政府，另一

方面亦要協助政府向公眾解釋政策。 

 

3. 港台必須繼續提供真確公正的資訊和分析，以保持其

公信力和在廣播業的競爭力。而港台的中立 地位亦可在不同

媒體之間發揮統籌角色，加強協作。 

 

4. 港台應走教育與娛樂並重的路線，以改善香港市民的

視 野 和 批 判 思 維 。 港 台 將 來 可 製 作 有 助 學 習 內 地 概 況 的 課

程，以提高年青人在國內發展的能力及機會。此外，港台應

製作為青少年提供資源及資訊的節目，亦應 讓青少年參與節

目的製作，好讓發揮其創意。 

 

5. 港台應加強製作人材培訓，並為人員提供長期及穩定

的工作發展機會，培養作出客觀分析的能力，以提升港台的

製作水平和節目質素。此外，為提高節目主持人的質素，港

台亦應加強其專業發展培訓，並設立評估其工作表現的機制。 

 

6. 港 台 可 為 本 地 大 學 傳 理 系 和 專 業 訓 練 學 院 的 學 生 提

供實習機會，鼓勵參與其「實驗性」的製作，協助培養青年

人加入創意行業。另一方面，可就不同節目所傳播的訊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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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作出客觀評估，增強港台「科研性」的功能。  

 

港台的機構管冶以及公眾問責  

 

7. 由政府委任顧問委員會，令人擔心日後政策局難以對

港台進行監察，和委員會未能有效監察港台。 

 

8. 就顧問委員會和港台的權力及責任方面，有需要取得

平 衡 ， 政 府 和 委 員 會 亦 不 應 以 收 視 率 或 點 擊 數 字 來 衡 工 量

值。另外，政府應考慮設立機制，讓廣播處 長的權責和港台

節目主持的言論自由得以互相制衡。 

 

9. 為 釋 除 公 眾 人 士 對 顧 問 委 員 會 可 能 干 預 港 台 運 作 的

顧慮，政府必須明確訂定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和吸納合適人

才，委員會的成員應加入由相關機構、功能團體、監察公共

廣播發展的非政府機構等提名的代表。委員會內應加入青少

年成員。 

 

10. 由政務主任擔任港台管理層，未能掌握港台情況和傳

謀人的思維。此外，管理層人員應避免經常調動，以保持其

工作延續性和與員工建立的關係。 

 

約章的訂立和所涵蓋的課題 

 

11. 約章內容應為槪念性，令日後實踐時更具彈性，但約

章內容應訂明相關機制，包括如何解決日後委員會與港台之

間可能出現的爭議，避免引起公眾疑慮。 

 

12. 政府如能委任不同意見的人士加入顧問委員會，更能

得到公眾信任，相比由政務司司長簽訂約章 的建議更能夠增

加約章的公信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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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擴展其提供服務的模式和日後的節目方向 

 

13. 就 政 府 建 議 新 的 港 台 營 運 最 少 一 條 屬 於 該 台 的 高 清

電視頻道，建議港台應增加提供電視廣播節目，並相應地調

撥財政和人力資源配合發展。但港台與商營廣播機構之間的

直接競爭，令人擔心私營電視台經營環境受損。由於港台得

到政府補貼，所以港台應該重點製作政府節目，以免與民爭

利，將來的節目發展方針及定位，應避免與 私營的電台及電

視台重複。 

 

14. 支持港台製作較小眾的節目，以配合其促進多元性及

社會共融的使命，亦可以積極考慮與國內電視台合作，有助

強化其社會功能。 

 

15. 港台應撥出廣播資源，提供平台供市民大眾和社區團

體製作節目的新建議，讓社區團體表達和交流意見， 此 舉有

助加強社區和諧。而政府應為社區廣播訂立規管細則和審查

標準，避免公共廣播資源被濫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