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公众咨询文件  

「香港电台：履行公共广播机构的新使命」  

的讨论纪要  
 

 

 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就上述公众咨询文件作出讨论，顾问的意见如下。  
 

香港电台 (港台 )应达到的公共目的  

 

2. 港台的角色应是双向性的，一方面应监察政府，另一

方面亦要协助政府向公众解释政策。  
 

3. 港台必须继续提供真确公正的信息和分析，以保持其

公信力和在广播业的竞争力。而港台的中立地位亦可在不同

媒体之间发挥统筹角色，加强协作。  
 

4. 港台应走教育与娱乐并重的路线，以改善香港市民的

视野和批判思维。港台将来可制作有助学习内地概况的课程，

以提高年青人在国内发展的能力及机会。此外，港台应制作

为青少年提供资源及信息的节目，亦应让青少年参与节目的

制作，好让发挥其创意。  
 

5. 港台应加强制作人材培训，并为人员提供长期及稳定

的工作发展机会，培养作出客观分析的能力，以提升港台的

制作水平和节目质素。此外，为提高节目主持人的质素，港

台亦应加强其专业发展培训，并设立评估其工作表现的机制。 
 

6. 港台可为本地大学传理系和专业训练学院的学生提

供实习机会，鼓励参与其「实验性」的制作，协助培养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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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入创意行业。另一方面，可就不同节目所传播的讯息和

效果，作出客观评估，增强港台「科研性」的功能。  
 

港台的机构管冶以及公众问责  
 

7. 由政府委任顾问委员会，令人担心日后政策局难以对

港台进行监察，和委员会未能有效监察港台。  
 

8. 就顾问委员会和港台的权力及责任方面，有需要取得

平衡，政府和委员会亦不应以收视率或点击数字来衡工量值。

另外，政府应考虑设立机制，让广播处长的权责和港台节目

主持的言论自由得以互相制衡。  
 

9. 为释除公众人士对顾问委员会可能干预港台运作的

顾虑，政府必须明确订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吸纳合适人

才，委员会的成员应加入由相关机构、功能团体、监察公共

广播发展的非政府机构等提名的代表。委员会内应加入青少

年成员。  
 

10. 由政务主任担任港台管理层，未能掌握港台情况和传

谋人的思维。此外，管理层人员应避免经常调动，以保持其

工作延续性和与员工建立的关系。  
 

约章的订立和所涵盖的课题  
 

11. 约章内容应为槪念性，令日后实践时更具弹性，但约

章内容应订明相关机制，包括如何解决日后委员会与港台之

间可能出现的争议，避免引起公众疑虑。  
 

12. 政府如能委任不同意见的人士加入顾问委员会，更能

得到公众信任，相比由政务司司长签订约章的建议更能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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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约章的公信力。   
 

港台扩展其提供服务的模式和日后的节目方向  
 

13. 就政府建议新的港台营运最少一条属于该台的高清

电视频道，建议港台应增加提供电视广播节目，并相应地调

拨财政和人力资源配合发展。但港台与商营广播机构之间的

直接竞争，令人担心私营电视台经营环境受损。由于港台得

到政府补贴，所以港台应该重点制作政府节目，以免与民争

利，将来的节目发展方针及定位，应避免与私营的电台及电

视台重复。  
 

14. 支持港台制作较小众的节目，以配合其促进多元性及

社会共融的使命，亦可以积极考虑与国内电视台合作，有助

强化其社会功能。  
 

15. 港台应拨出广播资源，提供平台供市民大众和小区团

体制作节目的新建议，让小区团体表达和交流意见，此举有

助加强小区和谐。而政府应为小区广播订立规管细则和审查

标准，避免公共广播资源被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