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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檢討工作 
 

背景 
 
1.1 根據政府在 2010 年 8 月公布的《香港電台約章》（《約章》） 
（附錄 1.1），香港電台（港台）是公共廣播機構，但維持政府部門的身分，

其政策及內務事宜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監察。《約章》列明港台

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公共目的及使命，亦指明港台與商經局和顧問委員會

的關係，以及通訊事務管理局1（通訊局）在規管港台節目內容方面的角色。 
 
1.2 廣播處長是港台的總編輯，同時亦肩負部門首長及《總目 160—港

台》的管制人員的職責。《約章》反映該等職責，要求廣播處長確立具成本

效益的組織架構，以具效率的方式達到港台的公共目的及履行有關使命，

以及改善內部制度及架構，務求以所獲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並符合所有適

用的政府規則及規例。 
 
1.3 在 2018 年 3 月，審計署就港台運作進行衡工量值審計。審計署於

2018 年 10 月向立法會提交了《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第七十

一號審計報告》），其中第 5 章闡述了審計署的審計結果及建議，範圍涵

蓋港台的收視率及公眾認知度偏低、節目表現的評估、為調查採購服務，

以及聘用合約員工／服務提供者。港台接納了審計報告中的所有建議。港

台在商經局的督導下持續採取跟進行動，並按照既定機制一直向立法會政

府帳目委員會報告落實進度。 
 
1.4 在 2020 年 5 月，商經局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提交討

論文件「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提出港台已就審計報告的多項建議完

成跟進工作，但有關電視節目外判計劃的檢討、「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

及「電台收聽調查」的採購工作，以及電視節目的評估的各項行動則仍在

進行中。 
 
1.5 該文件亦提到港台的節目內容引起不少社會關注及討論，包括公眾

向通訊局投訴指一些港台節目立場偏頗、以及内容欠準確和缺乏持平。通

訊局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布決定，就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播出的電視節

目《左右紅藍綠》向港台發出嚴重警告，並敦促港台嚴格遵守《電視通用業

務守則－節目標準》中的相關條文。此外，通訊局於 2020 年 5 月 19 日就

                                                 
1 通訊事務管理局在 2012 年 4 月 1 日成立，接管廣播事務管理局的職權及功能，因此在本報

告提及的《約章》中所述的「廣播事務管理局」已改為「通訊事務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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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播出的另一節目《頭條新聞》發出警告。 
 
1.6 鑑於社會廣泛關注港台節目、近期有大量針對該部門的投訴，以及

多次違反有關業務守則，商經局負責監察港台的內務事宜，認為有需要就

港台的管治及管理進行更深入的檢討。商經局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宣布會

成立專責小組，就港台的管治及管理進行內部檢討，目標是確保該部門完

全符合《約章》列明的規定、其他適用的規則及規例，以及有關業務守則。

專責小組由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1 月進行檢討。 
 
檢討範圍 
 
1.7 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有以下方面： 
 

(a) 檢視港台的行政管理，包括財務管制、人力資源管理和採購事宜，

以確保其人力和資源調配能夠符合所有適用的政府規則和規例，並

有效地按照《約章》第 17 至 20 段所列的工作範疇提供服務，並按

需要提出改善； 
 
(b) 檢視港台執行《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各項建議的進度，包括設立

一個公開和客觀的機制訂定表現指標和基準，並藉此評定成效；及 
 
(c) 檢討港台的整體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執行方式，並參考其他公共

廣播機構的最佳做法，以確保港台全面遵守《約章》和通訊局發布

的節目標準業務守則。 
 
檢討方式 
 
1.8 檢討集中港台的管治及管理，以反映港台根據《約章》作為公共廣

播機構以及政府部門的雙重角色。良好管治、符合規定及風險管理是本檢

討的指導原則。 
 
1.9 管治是指港台接受指示、管制及問責的程序。良好的機構管治的意

思是港台的持份者（包括商經局、顧問委員會、通訊局、市民大眾、港台員

工及其業務伙伴）可以信賴該廣播機構，以具誠信、透明度及問責的方式

專業地履行其公共目的及使命。這點對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及政府部門

的公信力、成功與否及可持續性至為關鍵。 
 
1.10 符合規定是指遵循適用的法律、政策、規則、規例及部門指令。在

部門內培養符合規定及問責的文化，以及確保能夠迅速糾正不足之處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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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1.11 有效的風險管理應有助港台的策略規劃及日常運作。透過把所面對

的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港台便能夠更有把握地達到其策略及運作目

標。 
 
1.12 專責小組已根據《約章》訂下的要求，以及良好管治、符合規定及

風檢管理三個原則，檢視了港台的實際表現。本報告闡述主要結果及提出

改善的範疇。 
 
1.13 在進行檢討時，專責小組透過審視部門記錄、部門就專責小組要求

索取資料的回覆、與部門各單位進行討論，以及抽查有關程序及交易記錄，

仔細審核了港台有關發揮核心業務功能及部門管理的現行組織安排、系統、

機制、工作流程及資源分配。此外，專責小組亦參考近年由有關政府當局2

及港台制度審核組進行的多項調查及審計得出的結果及建議。考慮到港台

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獨特之處，專責小組亦就一些其他地方的公共廣播機

構及其規管機構／監察單位採用／公布的做法進行了案頭研究。 
 
港台落實《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提出的建議的進度 
 
1.14 關於上文第 1.7 段闡述的檢討範圍（b），附錄 1.2 摘錄政府在政府

帳目委員會提交的定期匯報，當中報告了有關港台落實《第七十一號審計

報告》提出的建議的進度。至於在檢討過程中作進一步審視的範疇／事宜，

可參見本報告的有關章節。 
 
  

                                                 
2 該等政府當局包括審計署、庫務署、政府物流服務署（物流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廉政公署等。檢討小組亦已向有關當局查詢在其職權內的範疇適用的規則及規

例，以及良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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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電台概覽 
 

2.1 政府在 1928 年開展電台廣播服務。在 1948 年，電台命名為「香港

廣播電台」，其後在 1954 年成為政府部門。在 1976 年，部門改名為「香

港電台」（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以反映參與電視節目製作的新角

色。 
 
《香港電台約章》 
 
2.2 在 2010 年 8 月公布的《約章》訂明港台是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並

維持政府部門的身分。港台是本港唯一一家提供電台、電視及新媒體服務

的廣播機構。 
 
2.3 作為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港台須達到《約章》下的公共目的： 

 
(a) 讓市民認同公民身分及促進公民社會發展，方法包括：（i）提供準確

而持平的新聞報道、資訊、觀點及分析，以加強市民對社會、國家

和世界的認識；（ii）增加市民對「一國兩制」及其在香港實施情況

的認識；以及（iii）提供讓市民了解社會和國家的節目，培養市民對

公民及國民身分的認同感； 
 
(b) 提供開放平台，讓公眾暢所欲言，以不畏懼和不偏私的方式交流意

見 1； 
 
(c) 鼓勵社會共融及多元化 1； 
 
(d) 推動教育和鼓勵學習 1；以及 
 
(e) 激發市民創意，推動追求卓越成就的風氣，豐富港人的多元文化生

活 1。 
 

2.4 《約章》訂明港台的使命是： 
 

(a) 製作多媒體節目，為市民提供資訊、教育及娛樂； 
 
(b) 適時與持平地報道本地、國家及國際大事與議題； 
 

                                                 
1 詳情請參閱《約章》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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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能推動香港多元開放文化的節目； 
 
(d) 提供可讓政府及社會各界討論公共政策、以不畏懼和不偏私的方式

表達意見的平台；以及 
 
(e) 服務普羅大眾，同時照顧小眾的需要。 

 
2.5 《約章》訂明港台編輯自主，並臚列港台須恪守的編輯方針。《約

章》載述港台的主要工作範疇、提供服務的模式，以及為進行服務表現評

估和提升運作透明度而作出的安排。此外，《約章》亦訂明港台與商經局和

顧問委員會之間的關係，以及通訊局透過投訴處理機制規管港台節目內容

方面的角色。 
 
2.6 《約章》訂明港台的管治架構包括： 
 

(a) 商經局局長為港台提供政策指引及支援； 
 
(b) 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的總編輯，負責部門的有效運作及管理；以及 
 
(c) 顧問委員會就港台的服務，特別是港台節目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

質素的事宜，向廣播處長提供意見。 
 

《約章》的相關條文載於附錄2.1。 
 
2.7 港台屬政府部門，其政策及內務事宜由商經局監察。港台及其員工

須遵守適用於政府部門的所有規則和規例，包括有關財務管制、人力資源

管理及採購事宜上的規則和規例。 
 
港台自簽署《約章》後的發展 
 
2.8 在 2010 年 8 月公布《約章》後，港台專門負責設立特定的數碼電台

和電視頻道，以提供平台鼓勵更多本地原創節目、利用獲分配的頻譜轉播

國家的電台和電視節目以增加對內地發展的了解，以及提供平台推動社區

參與廣播。港台自 2010 年 8 月起的發展里程載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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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服務 
 
2.9 港台的電台服務以其 FM 及 AM 頻道為市民大眾提供各式各樣的節

目。港台計劃在 2020-21 年度提供 61 320 小時的電台節目播放。 
 
2.10 隨着港台獲分配所需的頻譜，港台在 2012 年 9 月中至 2017 年 9 月

初期間合共提供五條數碼聲音廣播頻道。經政府檢討有關服務的發展、未

來需求和前景後，數碼聲音廣播服務已經終止。 
 
2.11 在 2012 年 12 月，根據《約章》訂明的公共目的，港台推出社區參

與廣播服務，以提供平台鼓勵社區和少數族裔團體或人士參與電台廣播，

並向成功申請者分配廣播時段和提供資助。 
 
2.12 自 2016 年起，為鞏固港台的電視與電台服務之間的協作關係，特定

的電台節目以電視節目形式2在港台的指定電台頻道、港台電視 31 及港台

電視 32 同步直播。 
 
2.13 目前，港台提供三條 FM 頻道（即第一台、第二台和第四台），以

及四條 AM 頻道（即第三台、第五台、第六台和第七台）如下： 
 

(a) 第一台（粵語）－ 新聞、資訊及綜合節目； 
 
(b) 第二台（粵語）－ 娛樂及流行音樂節目，推廣青年、家庭及社區活

動； 
 
(c) 第三台（英語）－ 新聞、資訊及綜合節目； 
 
(d) 第四台（英粵雙語）－ 古典音樂及藝術節目； 
 
(e) 第五台（粵語）－ 長者、文化及教育節目； 
 
(f) 第六台（普粵雙語）－ 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以及 
 
(g) 第七台（普通話及其他語言）－ 綜合節目、新聞及財經，以及社區

參與廣播服務。 
 

                                                 
2 例如《千禧年代》、《精靈一點》、《星期六問責》及《投資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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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節目製作的模式包括自製、社區參與（通過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外購及轉播節目（包括其他廣播機構的節目、足球賽事、演唱會、特選立法

會會議等）。 
 
電視服務 
 
2.15 自《約章》簽署以來，港台已由製作各類型節目（包括公共事務節

目、教育節目、資訊娛樂節目等）以供在持牌商營電視台3播放的製作部門，

逐步演變成為一家更全面的電視廣播機構。在港台電視服務播放的首播節

目總時數由 2009-10 年度的 577.3 小時增至 2019-20 年度的 1 775.6 小時。

港台計劃在 2020-21 年度提供 26 280 小時電視節目播放時數。 
 
2.16 在 2014 年 1 月，港台開始提供三條數碼地面電視頻道，並逐漸將其

廣播時間延長至全日 24 小時廣播。在 2014 年 7 月，港台獲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批准進行一項技術工程項目，預計費用為 6,420 萬元，以興建 22 個新

發射站，擴展數碼地面電視的覆蓋範圍，由當時香港人口的 75%提升至 99%。

2016 年 4 月 2 日，港台接手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在終止其免費電視服務後騰

出的模擬電視頻道，並着手安排在兩條模擬電視頻道（港台電視 31A 及港

台電視 33A）同步播放節目。截至 2019 年 4 月，港台的數碼地面電視頻道

的整體覆蓋率已佔香港人口的 99%，與其他商營廣播機構看齊。隨着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全面數碼電視廣播，港台的兩條模擬電視頻道已停止運

作。 
 
2.17 目前，港台營運以下三條數碼地面電視頻道： 
 

(a) 港台電視 31－提供綜合節目，涵蓋時事、教育、文化藝術及小眾興

趣，當中包括自製節目、外判節目、外購節目及教育節目； 
 
(b) 港台電視 32－直播立法會會議、本地、內地及國際新聞、記者會、

世界體育活動精華、本地運動賽事、直播關乎公眾利益的活動，並

提供最新交通消息、天氣預報、新聞資訊及短片；以及 
 
(c) 港台電視 33－轉播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綜合頻道的節目。 

                                                 
3 有關的廣播安排最初是根據港台與其他商營廣播機構在 1970 年代相互自願簽訂的協議作出

的。自 1990 年起，免費電視持牌機構須按規定播放港台節目，作為其牌照的責任之一，主

要因為港台當時並無營運本身的電視頻道。在 2020 年 3 月，通訊局取消免費電視持牌機構

須播放港台節目的硬性規定，因為市民可通過港台本身的電視頻道及網上平台繼續收看該等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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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所廣播的節目包括自製節目、外購節目、外判節目及聯合製作節目。 
 
新媒體服務 
 
2.19 港台利用新媒體的各個平台拓展其聽眾和觀眾羣。其官方網站（即

「rthk.hk」）會同步播放 AM 及 FM 電台頻道及中英文電視節目。其他網

上服務包括可在網上節目庫隨時重溫過去 12 個月大部分電台、電視和新聞

節目，以及原創網上內容。「rthk.hk」的每日到訪次數由 2009-10 年的 230 000
增加至 2019-20 年度的 670 000。此外，港台亦營運七個流動應用程式（即

「RTHK On The Go」、「RTHK Screen」、「RTHK Mine」、「RTHK News」、

「RTHK Vox」、「歲月·港台」及「中華五千年盛世版」）及使用社交平台

（例如 YouTube、Facebook 及 Twitter）。 
 
聽眾和觀眾行為的轉變 
 
2.20 在互聯網為基礎的資訊娛樂媒體興起前，免費電台及電視服務多年

來一直是香港市民資訊娛樂的主要來源。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降低了

進入媒體市場的門檻，令不同平台上的內容變得更豐富，為聽眾和觀眾帶

來愈來愈多的選擇。 
 
開支與收入 
 
2.21 港台的總開支由 2010-11 年度的 4.699 億元增加至 2020-21 年度的預

算開支 10.463 億元，增幅為 122.7%。截至 2020-21 年度的三年內的實際／

預算開支在表 2.1 中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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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在 2018-19 至 2020-21 年度港台的實際／預算總開支 

綱領 
2018-19 年度 

（實際） 
（百萬元） 

2019-20 年度 
（實際）4 

（百萬元） 

2020-21 年度 
（原來預算） 
（百萬元） 

(1) 電台 402.2 412.4 420.3 

(2) 公共事務及綜合電

視節目 
563.9 556.1 581.2 

(3) 學校教育電視節目 5 27.4 28.0 — 

(4) 新媒體 44.1 45.2 44.8 

總計： 1,037.6 1,041.7 1,046.3 
來源：2020-21 年度管制人員報告《總目 160－港台》以及港台財政及資源組 

 
2.22 港台的收入包括贊助、就節目內容發出使用許可的收入及其他雜項

收入。在 2018-19 及 2019-20 年度分別錄得 2,520 萬元及 1,250 萬元。    
2020-21 年度的預算收入為 1,150 萬元。 
 
組織架構 
 
2.23 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港台的人手編制有 735 個公務員職位，包括

8 個首長級及 727 個非首長級職位。除公務員外，港台亦聘用非公務員人員

（包括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僱員及退休後服務合約僱員）、特約服

務提供者，以及通過採購服務合約聘請的臨時人手，以應付其運作需要。 
 
2.24 港台的公眾服務主要由電台及節目策劃部、電視及機構業務部，以

及製作事務部提供。港台的架構圖載於附錄 2.2. 
 
 
 
 
  

                                                 
4 按港台財政及資源組所提供的資料，並有待敲定。 
 
5 根據《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就全面檢討港台製作的學校教育電視節目事宜所作的建議，向

港台提供的年度財政撥款以製作教育電視節目及綱領（3），已由 2020-21 年度起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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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編輯管理及投訴處理機制 
 

要點 
 
H.1 專責小組注意到，其他地方的一些公共廣播機構會就編輯流程及

投訴處理的管理建立穩健的制度及機制，以強調良好管治及風險管理。公

共廣播機構通常由約章／法例管治，輔以政策指引或指南。該等指引或指

南詳列在公共廣播機構節目製作過程中每個人應達到的標準，包括清楚

界定各類製作中每個層級的編輯及節目製作員工的義務及責任。為確保

符合編輯方針、政策及標準，公共廣播機構會設立及清楚表述他們的編輯

管理機制，包括既定編輯的程序、書面記錄規定，以讓總編輯及高層員工

提供督導、指引及意見程序。製作小組亦須遵守就棘手／有爭議／敏感的

內容必須上報的機制，以徵求管理層的督導／專家意見。專責小組亦注意

到，該等公共廣播機構均以認真及具透明度的方式處理有關編輯事宜的

公眾投訴，並用心設計架構、保障措施及程序，以確保個案獲客觀及持平

的處理。編輯及投訴處理機制對於公共廣播機構是重要工具，以控制風險

並確保編輯決定符合規定及內容質素。 
 
H.2 專責小組發現在港台而言： 

 
(a) 沒有清楚界定及妥為記錄的編輯流程，欠缺清晰的編輯問責制度，

編輯決定主要由個別製作人員／節目單位主管（職級通常為高級

節目主任）按個人的判斷作出，而總編輯及高層管理人員在節目

製作過程中一直處於被動位置； 
 
(b) 處理棘手／有爭議／敏感編輯事宜的「上報」及「必須上報」機制

主要透過口頭溝道方式運作，亦沒有訂立在製作前、製作期間、製

作後或廣播前向高層管理人員徵詢意見或徵求法律意見的書面記

錄規定； 
 

(c) 《約章》、《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通訊局有關節目標準的業務守

則為港台的編輯決策提供主要準則。然而，港台沒有通過任何全

面的政策文件，有效地載述或解釋應如何理解和實際運用該等重

要規定及編輯標準； 
 
(d) 有關編輯的投訴的處理機制欠缺透明度及客觀性。由於主管級人

員／高級管理層欠缺有效監察及參與，因此未能保證港台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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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投訴均已得到妥善調查並得到持平處理，沒有充份向顧問委

員會和商經局匯報投訴的處理；以及 
 
(e) 港台一直沒有按《約章》規定，就關乎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素

的事宜，主動向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 
 

H.3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按《約章》規定，加強其編輯管理制度及投

訴處理機制。具體而言，港台應： 
 

(a) 建立穩健和透明的編輯流程（包括處理棘手／有爭議／敏感編輯

事宜時必須上報的機制），清楚界定各類製作中各層級編輯人員

的編輯責任，並強調總編輯及其首長級人員的決策角色，以保持

《約章》規定的高專業水平； 
 

(b) 向其他公共廣播機構借鏡，直接參考《約章》、《節目製作人員守

則》及通訊局發出的有關業務守則，以制定一套全面編輯政策及

指引，讓全體員工及合約／外判服務提供者遵守，而該等政策及

文件應定期檢討和公開，以增加透明度； 
 
(c) 通過聘用內部或外間獨立評審員，推行編輯檢討機制，以定期評

估港台的節目標準及質素，提高編輯問責度和推動持續改善； 
 
(d) 加強對全體節目監製的編輯培訓，包括內部員工及合約／外判服

務提供者； 
 
(e) 改善其投訴處理機制，以確保客觀及持平，特別注意有關編輯的

投訴，回應重大個案時請高層介入。為提高透明度，市民應可輕易

查閱投訴程序、統計數字及結果； 
 
(f) 與顧問委員會建立更積極及合作的伙伴關係，使委員會能履行《約

章》所指明的角色，即就關乎港台節目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素

的事宜，以及有關該等事項的公眾投訴，向廣播處長提供意見；以

及 
 
(g) 在編輯流程加入風險管理，並向所有涉及內容製作的人灌輸對風

險管理的認知，使港台更能履行在《約章》中有關公共廣播機構的

責任。 

  



12 

 
《約章》中的有關條文 
 
3.1 《約章》規定港台為香港市民提供編輯自主、專業和高質素的電台、

電視及新媒體服務，並恪守以下編輯方針： 
 

(a) 發放準確並具權威性的資訊； 
 

(b) 持平地反映意見，並公平地對待有意在公共廣播平台上發表意見的

所有人士； 
 

(c) 不受商業、政治及／或其他方面的影響；以及 
 

(d) 秉持最高的新聞專業標準。 
 

3.2 廣播處長負責制訂符合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的編審制度，以

準確、持平及客觀的新聞、公共事務及一般節目，為巿民提供資訊、教育及

娛樂，亦負責制訂有效機制，務求節目標準符合通訊局發出的相關業務守

則。廣播處長是港台的總編輯，為港台作最終編輯決定，並就港台節目監

製所作的編輯決定負責。 
 
3.3 此外，廣播處長負責制訂有效的公眾投訴處理機制，並設立聽取公

眾意見的適當渠道。同時，通訊局調查所收到有關在港台平台上播放或港

台提供予本港持牌廣播機構播放的節目的投訴，包括來自市民及通訊局辦

公室收到的投訴。如投訴成立，通訊局可對港台施加適當懲處。港台須在

其周年報告詳列投訴的處理情況。 
 
3.4 顧問委員會就關乎港台節目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素的事宜向廣

播處長提供意見，並聽取有關港台節目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素的投訴

報告。廣播處長可就該等事宜徵求顧問委員會的意見，並須重視和考慮顧

問委員會提出的所有意見。如廣播處長不採納顧問委員會的意見，須向其

匯報和解釋原因。 
 
3.5 附錄 3.1 摘錄在《約章》的條文中，廣播處長、顧問委員會及通訊局

在編輯管理及合規要求，以及投訴處理情況方面各自的角色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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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的《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通訊局的業務守則 
 
3.6 《節目製作人員守則》把多年來港台節目製作人員的編輯經驗及判

斷編成書面指引，建基於「奉行編輯自主時，須履行編輯責任。行使自由

時，須受制約」的信念，是體現港台信念及編輯方針的公開宣言，亦是對各

級節目製作人員的期許。《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在 1998 年頒布，最近一次

經檢討後在 2015 年更新。 
 
3.7 港台依靠不同層級的編輯人員作編輯判斷承擔編輯責任，展現了港

台的編輯責任。《節目製作人員守則》載述一套商議和上報制度（稱為「上

報」），協助節目製作人員就棘手的編輯事項作出決定。即使有關人員並未

有為節目尋求具體的編輯指示，但如題材具有爭議，或可能對社會造成不

尋常的衝擊，也必須即時知會所屬單位的上級，而該上級人員亦須上報更

高級的人員。這套機制的要求，是事態越嚴重，爭議性越高，便須上報更高

的管理層。《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列出有七種特定情況1必須上報（稱為「必

須上報」）特級節目主任（如總採訪主任）或以上職級人員，或提請電台編

輯會議或高級職員會議討論。 
 
3.8 《節目製作人員守則》2列出港台的編審原則，亦就節目製作的各種

事項3給予指引。現行適用於港台傳統媒體的編輯標準，應同樣適用於新媒

體的製作。節目製作人員負責確保他們在網站上發布的資料詳實準確、內

容恰當，港台網站內建立的所有連結不會令港台的聲譽受損。 
 
3.9 除《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外，港台亦須遵守通訊局發出的《電視通

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及《電台業務守則—節目標準》。該等守則載述電

視及電台節目製作的一般節目標準，持牌廣播機構及港台均須遵守。港台

亦遵從其他適用於廣播機構的廣告及技術標準業務守則。 

                                                 
1 七種情況為：（a）播放罪犯和遭警方通緝人士的訪問；（b）企圖逃避法律制裁人士隱藏身

分的；（c）支付任何費用給予罪犯或曾犯罪人士；（d）播放暗中錄得，原應作記錄用途的

所有音像；（e）披露暗中取得或循非官式途徑取得的綁票或嚴重罪行的細節；（f）就外界

要求查看或取得未經播放的攝錄音像；以及（g）委託外間機構就任何政治事態進行的意見

調查。 
 
2 涵蓋的課題包括「真確準繩」、「不偏不倚」、「節目品味」、「暴力」、「利益衝突」、

「公平對待受訪者」及「尊重私隱」。 
 
3 涵蓋的課題包括「新聞、時事及資訊節目」、「訪問」、「剪輯」、「報道罪案」、「示威

和公眾騷動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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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港台的節目／內容製作 
 
電台節目 
 
3.10 港台的電台節目主要屬內部製作，輔以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外

購節目及轉播節目4。表 3.1 顯示 2019-20 年度按來源劃分的節目時數。 
 
表 3.1 港台電台節目按來源劃分的節目時數（2019-20 年度） 

來源 節目時數（%）* 

內部製作 47 712 （77.8%） 
外購節目 776 （1.3%）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 844 （1.4%） 
轉播節目 11 988 （19.5%） 

總計： 61 320 （100%） 
來源：港台 

 
內部製作 
 
3.11 在 2019-20 年度，港台製作了 9 900 小時新聞節目，其新聞組 24 小

時運作。編輯每天開會兩次，一次在早上，另一次在下午，討論採訪、編輯

事宜及新聞報告中各則新聞的先後次序。 
 
3.12 在 2019-20 年度，電台節目中資訊、藝術、文教、音樂、娛樂等的節

目時數總計有 47 712 小時。專責小組得悉，港台沒有書面記錄不同電台節

目類型的通用節目製作流程（包括編輯監督）。港台提供的製作流程簡述

載於附錄 3.2。 
 
3.13 電台高級職員會議每兩星期召開一次，討論和協調電台及節目策劃

部的行政、技術、節目及項目事宜。該等會議由助理廣播處長（電台及節目

策劃）主持，各電台頻道及小組主管5，以及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組、新媒

體組及技術支援小組的代表均有出席。廣播處長主持每星期召開一次的節

目會議6，以便各節目小組簡報新節目、項目及措施，亦主持每星期召開一

                                                 
4 包括轉播其他廣播機構的節目，以及轉播足球比賽、音樂會、宗教儀式及立法會的選定會議。 
 
5 職級為特級節目主任或以上。 
 
6 各節目製作分部／小組的首長級人員及代表出席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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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編輯會議7，以便新聞及節目小組報告和討論下一個星期的節目及編輯

事宜。 
 
外購節目及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 
 
3.14 這兩種節目在 2019-20 年度佔港台總電台節目時數的 2.7%。對於外

購節目，內部的外購節目委員會的個別委員會從不同來源找出有潛質的節

目，供該委員會根據符合港台編輯標準、技術規格要求、概念、主題、及表

達技巧等因素評審。在 2019-20 年度，節目時數為 776 小時。 
 
3.15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提供平台予社區、非政府機構及弱勢社羣參與廣

播。個別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促導員由港台委派，

在廣播前檢視節目內容，以確保內容符合有關節目標準的規定。在 2019-20
年度，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時數總計為 844 小時。 
 
轉播節目 
 
3.16 港台第六台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在 2019-20 年度，轉

播的總節目時數為 11 988 小時。 
 
電視節目 
 
3.17 港台的電視節目主要屬內部製作，輔以外購節目、外判節目、轉播

節目及合製節目。表 3.2 顯示 2019-20 年度按來源劃分的首播節目時數。 
 
表 3.2 港台電視節目按來源劃分的首播節目時數（2019-20 年度） 

來源* 首播節目時數（%） 

內部製作 1 357.3（76%） 
外購節目 348.6（20%） 
外判節目 45.7（3%） 
合製節目 24（1%） 

總計： 1 775.6（100%） 
* 與電台服務的計算方法不同，港台並不把電視服務的轉播時數分類為節目時數。 

來源：港台 

 
  

                                                 
7 各新聞及節目製作組的首長級人員及主管／代表出席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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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製作 
 
3.18 不同題材（如時事、內地事務、公民教育、藝術及文化）及針對不同

觀眾（如青少年、兒童及小眾）的多種電視節目由公共事務組、資訊及綜藝

組及文教及康體組製作。在 2019-20 年度，節目時數總計為 1 357.3 小時。

一如電台節目，專責小組得悉，港台沒有書面記錄不同電視節目類型的通

用節目製作流程（包括編輯監督）。港台在附錄 3.2 提供的通用製作流程普

遍適用於不同電視節目題材。 
 
3.19 專責小組得悉，日常運作中有多個會議舉行，以確保節目質素及編

輯質素。電視高級職員會議每兩星期召開一次，以便管理層討論節目、技

術及行政事宜。該等會議由助理廣播處長（電視及機構業務）主持，電視節

目員工（職級為特級節目主任或以上）及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組員工均有

出席。廣播處長主持每星期召開一次的節目會議及編輯會議，以便討論有

關電視節目的事宜。 
 
外購節目 
 
3.20 外購節目涵蓋多個主題（例如國際時事、社會趨勢、歷史、文化、旅

遊、科學、音樂、表演藝術及動畫），在 2019-20 年度提供 348.6 電視節目

時數。外購節目及機構發展組挑選節目供外購節目委員會評審，考慮的因

素包括必須符合港台編輯標準、技術規格要求、概念、主題、表達技巧、含

豐富資訊、及教育意義等。 
 
外判節目 
 
3.21 港台通過接受申請，外判電視節目予私營製作公司製作。該計劃為

獨立監製提供公開平台，以展現其創意，從而幫助培養香港的獨立電視製

作產業。港台外判的電視節目種類為戲劇、紀錄片及新電視形式。 
 
3.22 在 2019-20 年度，港台外判 31 個項目，提供 45.7 節目時數8。根據

與港台簽訂的外判協議，承辦商須確保電視節目達到香港的編輯及道德標

準。《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通訊局發出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

準》均適用於外判節目。外判編輯通過五個製作里程碑9監察項目進度，並

                                                 
8 該等數字分別反映 2019-20 年度外判節目的數目及時數，而該等節目未必在同一年度播完。 
 
9 五個製作里程碑為簽訂合約、完成分場及拍攝劇本、完成細剪、交付物料，以及提交經審計

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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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播前確保編輯符合規定。 
 
網上內容 
 
3.23 為善用新聞材料，影像新聞小組製作新聞節目及現場新聞報道（包

括特別活動及記者招待會），在港台電視 31、電視 32 及各網上平台發放／

廣播。港台的節目／內容監製在編輯方面對在港台網上平台（如 rthk.hk 網

站、港台的流動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廣播／提供的材料負責，與電台及

電視節目的做法一致，而該等材料亦須符合《節目製作人員守則》規定的

其他安排。 
 
檢討結果 
 
3.24 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公信力，取決於能否達到《約章》訂明的

公共目的及使命，同時恪守準確、持平、不受外間影響及秉持最高的新聞

專業標準這四項編輯方針。港台能否獲得可信賴及有價值廣播機構的信譽

直接取決於節目及內容製作質素。 
 
3.25 根據《約章》，廣播處長是港台的總編輯，負責為港台作最終編輯

決定，並就港台節目監製所作的編輯決定負責。港台須建立穩健的制度，

為廣播處長及其高層首長級／編輯人員提供機制、流程及程序，以管理編

輯的問責精神及合規要求。然而，專責小組獲得的資料未能證明該關鍵制

度存在，以確保港台符合《約章》訂明的規定，即「以準確、持平及客觀的

新聞、公共事務及一般節目，為巿民提供資訊、教育及娛樂。」10，並完全

符合有關編輯原則11、《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通訊局發出的業務守則12。

具體而言： 
 

(a) 沒有清楚界定及妥為記錄的編輯流程，以供不同種類內容的製作，

亦未有清楚劃分涉及內容製作過程中不同階段的人（不論內部員工

抑或外判／合約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及責任（亦即問責精神）。上級

人員大多在工作期間以口頭方式給予指示及指引。編輯決定主要由

個別製作人員／單位主管（職級通常為高級節目主任）按個人的判

                                                 
10 見《約章》第 8 段。 
 
11 見《約章》第 7 段。 
 
12 在針對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播放的港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的公眾投訴所作決定中，

通訊局亦認為港台沒有在陳述中說明本身已採取的具體行動或有何措施確保節目符合有關

規定或確保節目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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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作出。總編輯及高層管理人員在節目製作過程中一直處於被動位

置； 
 

(b) 雖然有「上報」及「必須上報」機制處理棘手／有爭議／敏感的編

輯事宜，但大多以口頭溝道方式運作。目前沒有規定在製作前、製

作期間、製作後或廣播前徵詢高層管理人員意見或徵求法律意見時

要有書面記錄。雖然有不同層級的定期會議，助理廣播處長或更高

級的首長級人員有參與（參閱上文第 3.13 及 3.19 段），但重要編輯

決定似乎未有書面記載； 
 

(c) 港台未有設立合規機制，在播放前後保證質素，以盡量降低編輯風

險（如處理利益衝突及有關準確性或持平的事宜）。港台與第 II 類服

務提供者、電視節目的外判承辦商及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監製所作的

各種合約安排亦帶來同一風險； 
 

(d) 《約章》、《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通訊局有關節目標準的業務守則

為港台的編輯決策提供主要準則。然而，港台沒有通過任何全面的

政策文件，有效地載述或解釋應如何理解和實際運用該等重要規定

及編輯標準； 
 

(e) 對編輯培訓不夠重視。在港台內聯網有關編輯議題的參考材料既不

更新，又沒有以方便用戶的方式分析和組織，以協助理解； 
 

(f) 未有匯集被裁定成立的投訴，以及嚴重違反編輯標準及政策的個案，

將已汲取的教訓，在涉及編輯監督、節目製作及內容創作的人員間

廣為傳閱，亦並未見已著力作系統性改善；以及 
 

(g) 根據近年的顧問委員會會議記錄，廣播處長似乎沒有一如《約章》

要求，就有關港台節目編輯原則、節目標準及質素的事宜，積極向

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與顧問委員會加強溝通及伙伴關係這方面有

改善空間，讓委員可適時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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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港台的投訴處理 
 
公眾向港台提出的投訴 
 
3.26 公眾可通過不同渠道（包括查詢、讚賞、意見／提議及投訴13）直接

向港台作回應。港台把有關任何港台電台、電視或新媒體節目／服務的投

訴列為「節目相關」投訴，在 2019-20 年度14收到約 29 000 宗節目相關投

訴。 
 
3.27 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組總監身兼機構投訴聯絡主任，集中分配所收

到的有關節目公眾投訴、監察進度和在高級管理層會議作定期報告。所有

由港台集中收取的投訴均由公眾回應電子登記冊收集。回覆投訴的時限跟

隨整個政府的標準。 
 
3.28 每個組別／小組指派一名職級為特級節目主任的人員擔任投訴處理

主任，按個案的性質及嚴重程度，就個別個案採取行動。根據部門程序，如

原本的投訴處理主任本身是監製，投訴處理主任或須就節目相關投訴請示

較高級人員，以決定是否需要指派另一組或高級人員處理該投訴，以確保

處理過程公平透明。過去兩年沒有個案按這程序處理。 
 
3.29 投訴人的覆核／上訴要求一般先向有關投訴處理主任的直屬上司提

交，如有需要或會再提升至由副廣播處長主持的投訴覆核委員會。由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10 月，十宗覆核／上訴個案及一宗重覆投訴由這機制處

理。 
 
向通訊局提出的公眾投訴 
 
3.30 根據《約章》，公眾可就在港台平台上播放或港台提供予本港持牌

廣播機構播放的節目向通訊局提出投訴。通訊局根據既定規則及做法處理

                                                 
13 港台跟隨政府總務通告第 24/2016 號中「投訴」的定義，即「市民對公共政策或服務、執行

政策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包括員工態度）表示不滿，不論以何種途徑提出」。按部門程序，

若難以分辨投訴及改善服務意見／提議，個案負責人員可嘗試徵求有關人士澄清其意圖，或

如沒有回應則可視該表達為投訴。如該人想其表達被視為投訴，則應照辦。港台的電台主任

秘書是部門投訴聯絡主任。 
 
14 港台在 2018-19 及 2020-21 年度（截至 2021 年 1 月）分別收到約 150 宗及 1 370 宗節目相關

投訴，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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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投訴，並可在投訴成立的情況下對港台施加適當懲處15。在 2019-20 及

2020-21 年度（截至 2021 年 1 月），通訊局收到總計 1 137 宗針對港台節

目的投訴個案（涉及 12 352 宗投訴）。同一時期，有 7 宗投訴個案（涉及

3 699 宗投訴）被通訊局裁定成立16。通訊局分別在 2020 年 4 月及 9 月向港

台發出「嚴重警告」及「警告」，涉及節目《左右紅藍綠》其中五集，並在

2020 年 5 月及 2021 年 1 月分別向港台發出「警告」及「強烈勸諭」，涉及

節目《頭條新聞》其中四集。兩個節目均由公共事務組製作。 
 
向顧問委員會報告 
 
3.31 顧問委員會會議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港台在會上匯報有關由通訊局

及通訊事務總監處理的投訴的資訊。匯報簡報通訊局及通訊事務總監裁定

成立的個案的資訊，樣本載於附錄 3.3。 
 
檢討結果 
 
3.32 考慮到《約章》訂明的規定，並且與政府內部投訴處理的良好做法

比較後，專責小組在港台現行處理節目相關投訴的機制發現下列缺陷： 
 

(a) 港台的投訴渠道透明度不足。港台沒有解釋如何處理投訴（如服務

承諾及上訴機制），亦沒有提到公眾也可向通訊局提出投訴； 

 
(b) 「節目相關」的投訴分類太廣泛和太寬鬆，未能分辨哪些與編輯有

關（是否準確、持平或編輯政策等編輯原則／標準有關）； 
 

(c) 現行機制不論投訴性質或嚴重程度，容許投訴由被投訴節目的同一

個負責製作人員或單位進行調查和通過調查結果。當中亦沒有監察

機制確保已頒布的上報安排得以嚴格遵守，因此未能保證港台收到

的公眾投訴均全部已得到妥善調查並得到公正處理； 
 

(d) 公眾回應電子登記冊功能有限，在行政方面的操作程序繁瑣。該系

統只能產生基本統計數字的摘要，而該等摘要未能讓高級管理層作

有意義的討論。該系統沒有收集向通訊局提出的投訴； 
 

                                                 
15 包括命令港台公開道歉及／或作出適當修正。 
 
16 當中不包括被通訊事務總監行使通訊局授予的權力及仍在處理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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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組總監向高級管理層簡報港台收到的公眾回應

的每月摘要，當中只有按回應種類及回應渠道劃分的統計數字，沒

有任何有關投訴成立個案的跟進行動的資料17。既沒有管理重點，又

沒有任何需要注意的趨勢或範疇18。港台沒有就收到的公眾投訴向商

經局提交定期報告，亦沒有持續通報商經局涉及需要跟進更改政策

或制定新政策的個案； 
 

(f) 向顧問委員會提交的書面投訴匯報不包括所有針對港台節目編輯原

則、節目標準及質素的投訴。這些匯報只提到通訊局及通訊事務總

監曾考慮的個案，並只提供有限資訊（例如就通訊事務總監曾考慮

的個案，只提供按懲處種類劃分的分項數字）。沒有向顧問委員會報

告由港台收到和直接處理的個案。《約章》指明顧問委員會在投訴處

理方面擔當諮詢角色，但在欠缺港台有質素的投訴報告及分析的情

況下，該角色一直被削弱； 
 

(g) 港台的周年報告只提供表面的數字及數據，公眾及持份者未能獲得

足夠資料以清楚明白港台如何處理投訴。例如 2019-20 年度的周年

報告只載述公眾意見／提議、收到的投訴及查詢，以及通訊局裁定

成立的公眾投訴數目的個案總數，但沒有個案的詳情。公眾不易取

得就個別投訴成立個案採取跟進行動的資料（例如澄清及更正）19；

以及 
 

(h) 欠缺嚴格程序處理由通訊局轉介的公眾投訴。該等個案的調查工作

（包括預備對通訊局的回應和徵求法律意見）沒有妥善記錄。 
 

  

                                                 
17 港台通知，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組總監口頭提供個案摘要。 
 
18 總務通告第 24/2016 號規定局／部門分析投訴統計數字，找出可辨識系統性弱點和提示有改

變需要的趨勢。 
 

19 在針對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播放的港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的公眾投訴所作決定中，

通訊局認為「港台應可於事後作正式澄清、更正及提供補充資料／詳情，以修正節目中出現

的與資料原文意思不符、互相矛盾或令人混淆之處，然而港台並沒有作出任何以上行動」。 
 



22 

（C） 其他公共廣播機構採取的做法 
 
3.33 專責小組亦就其他地方的公共廣播機構（即澳洲廣播公司20、英國廣

播公司21及加拿大廣播公司22）管理其編輯流程和處理編輯投訴的做法進行

了案頭研究。附錄 3.4 摘錄主要結果。 
 
3.34 概括來說，專責小組研究的所有公共廣播機構都備有一套詳細的文

字說明，解述應如何闡釋和執行其編輯政策和指引。文字說明包括政策聲

明以訂明原則和標準，並輔以工作指南就執行、關於行為守則、新聞標準

和做法、節目編排等機構政策提供進一步資料。他們明確要求編輯過程的

合規責任，包括必須上報、廣播前覆核、委派內部和外部審查人員作節目

覆核、內容覆核、為直播員工進行「即場檢查」、或透過獨立的監察員系統

評估合規程度。公共廣播機構通常會將投訴分為涉及編輯和非編輯兩大類，

前者會公開透明處理，定期在其網站及／或年度報告中發布投訴的詳情，

包括調查結果和採取的措施。他們也有一個專用作更正／澄清的網頁。 
 
（D） 建議 
 
3.35 港台的現行編輯流程有嚴重不足，未能確保其節目及內容符合《約

章》、《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通訊局發出的業務守則的規定。下文第 3.36
至第 3.41 段載述專責小組有關改善措施的建議。 
 
3.36 為加強編輯管治，港台應緊急制定穩健和透明的編輯流程及必須上

報制度，在每個編輯層級有清楚界定的編輯責任及問責性，並強調總編輯

在制度中的決策角色，以便在履行在《約章》下公共廣播機構的責任方面

維持高度專業水平。確保在節目製作中，特別是新聞及時事節目中的敏感

／具爭議性事宜得到洽當處理尤其重要。為此，港台應把其系統及機制與

附錄 3.4 載述的其他公共廣播機構所採納的做法比較。 
 

                                                 
20 澳洲廣播公司在 1929 年成立，是澳洲的全國公共廣播機構。《澳洲廣播公司法令》闡述的

《澳洲廣播公司憲章》規定該公司提供反映澳洲幅員的資訊、娛樂及教育服務。澳洲廣播公

司營運四條電視頻道、十條電台頻道，以及多種網上及流動服務。 
 
21 英國的英國廣播公司在 1922 年成立，是世上最古老的公共廣播機構。英國廣播公司根據皇

家特許狀運作，提供組合廣泛的電台、電視及數碼服務。 
 
22 加拿大廣播公司在 1936 年成立，其基礎及管治架構由《廣播法令》列明，按牌照制度營運。

在本報告中，「加拿大廣播公司」指該公司製作英語內容的單位，營運五條電視頻道、四個

電台網及一系列數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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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應直接參考《約章》、《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通訊局發出的業務守

則，制定一套全面的編輯政策及指引，以協助港台全體僱員及其服務提供

者全面和一致理解港台的編輯政策、標準及規定。應定期檢討該等政策及

指引，以緊貼不斷轉變的媒體環境及社會期望。為提高透明度，港台的編

輯政策及指引、行為守則等應讓公眾查閱，編輯培訓應予加強。應採取步

驟，以確保從被裁定成立的投訴（尤其是嚴重違反編輯準則及政策的個案）

汲取的教訓，成為港台的經驗和機構知識。 
 
3.38 為提高問責度和推動持續改善，港台應考慮通過聘用內部或外間獨

立評審員，引進編輯檢討機制，以定期評估其節目標準及質素。 
 
3.39 此外，廣播處長應與顧問委員會建立更積極及合作伙伴的關係，一

如《約章》對後者訂明的角色，即就關乎港台節目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

素的事宜，以及有關該等事項的公眾投訴提供意見。 
 
3.40 公眾投訴（特別是有關編輯事項的投訴）的處理應予加強，原因是

公眾投訴是關乎編輯是否符合規定及內容質素有用指標。在妥為記錄、處

理個案的客觀程度、高層在重要個案的參與程度，以及因應調查結果尋求

系統性改善方面均有許多改善空間。投訴程序及個案調查結果應在港台網

站及其他平台的當眼位置刊載。應提供電子表格23，以方便公眾投訴和跟進

個案。 
 
3.41 為控制編輯風險，港台應在編輯流程加入風險管理，並培養所有員

工的風險管理文化。應推行和定期更新風險緩解措施。應發出風險管理指

引以涵蓋避免利益衝突、從事外間工作、行為守則、使用社交媒體、參與政

治活動等。指引應同時適用於港台僱員及合約／外判服務提供者。 

                                                 
23 使用電子表格會同時方便投訴人及處理人員處理投訴，對喜歡書面形式的投訴人更方便。處

理人員亦能迅速收到投訴，因投訴可自動分類和指派，可以提高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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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 
 

要點 
 
H.1 衡量／評估服務表現是良好管治的重要工具，有助評估所提供的服

務的效率和成效，以及向公眾展示港台運用公共資源所提供的服務。服務

表現衡量／評估亦可幫助管理人員作出明智決定，以符合港台的公共目

的、使命及主要政策／業務目標。向政府內部和公眾匯報服務表現成果能

提升透明度和問責性。 
 
H.2 專責小組所研究的全部公共廣播機構𣅜定期進行衡量／評估服務

表現的工作，在其周年報告中發布衡量結果詳情。三家公共廣播機構所採

用的衡量標準，皆直接與他們在各自的約章／法例中列載的每個公共目的

和使命或其機構策略／計劃中概述的主要業務目標相關，而其周年報告亦

載述公眾對相關公共廣播機構能否履行其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責任／恪

守其策略性目標的觀感／滿意程度。亦會匯報營運表現結果（例如觀眾收

視率及接觸觀眾人數）。 
 
H.3 港台既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也是政府部門之一。作為政府部門的

管制人員，廣播處長須就分配予港台的公帑負責，並須在管制人員報告中

按服務表現目標／指標匯報部門的服務表現。此外，根據《約章》，港台亦

須擬備和發布周年報告，臚列在服務表現評估中所取得的成績。港台亦須

每季和每年與商經局檢討是否達到所商定的服務表現目標。 
 
H.4 根據《約章》，港台須就其定期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以監察其節目能

否達到觀眾期望，向顧問委員會提交報告，並須就其服務表現評估及部門

是否符合服務表現指標提交報告。 
 
H.5 參照其他公共廣播機構所訂立的基準並考慮到《約章》所載的規定，

專責小組留意到，港台的衡量／評估服務表現機制及服務表現匯報安排存

在基本的不足之處： 
 

(a) 與其他公共廣播機構不同，港台用以衡量服務表現的準則並沒有直

接與《約章》所載每個公共目的及使命掛鉤。公眾因此無法判斷港

台是否已遵從《約章》的規定，以及公帑在這方面是否用得其所； 
 

(b) 港台在管制人員報告及周年報告中提供的服務表現評估結果，以及

其向顧問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大多只是數量及製作及播出節目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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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製作時數和接觸觀眾人數百分比），或列舉已製作／擬播放

的節目／內容。儘管顧問委員會自 2012 年起一直委託進行公眾意

見調查，以蒐集公眾對有關港台在達到其公共目的及履行使命方面

的表現的意見，港台並無採用該等數據或將之發布作為關鍵績效指

標，以評估其是否符合《約章》的規定； 
 

(c) 在收集觀眾反應有關數據以及衡量服務表現方面，港台各分部／組

別欠缺專業知識和協調（例如跨媒體收視數據、問卷設計、觀眾調

查等）； 
 

(d) 港台的周年報告只包含非常有限的衡量服務表現資料，並不符合

《約章》的匯報規定。此外，港台的周年計劃也沒有包含須在年底

於周年報告中匯報的範疇；以及 
 

(e) 港台至今並無提供任何附連管理分析的詳細報告，因此顧問委員會

未能夠就港台提供服務的相關方面向廣播處長提出具意義的意見。

每季和每年向商經局提交的檢討資料亦非常有限和欠缺焦點。 
 

H.6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有需要從速處理上述不足之處，包括訂定更具意

義的服務表現目標／指標，以便評估其能否達到《約章》所訂明的公共目

的和履行使命。專責小組進一步建議一個擬議的服務表現衡量／評估框

架，使港台在衡量／評估服務表現時，能更配合《約章》的規定。服務表

現結果應全面向商經局和顧問委員會以至公眾（以適時發布周年報告的方

式）匯報。 
 
H.7 專責小組亦建議港台製備更詳細的周年計劃，概述其達到《約章》

所訂明的公共目的和履行使命的策略，當中包括清楚界定周年服務表現目

標／指標，以便評估其所取得的成績，在周年報告中匯報。 
 
H.8 根據上述建議，港台及更多公眾便能參照在港台周年報告中發布的

結果，客觀地評估港台的服務表現。相關持份者（包括商經局和顧問委員

會）可給予部門適切的政策指引和支援，並向廣播處長提供意見，令港台

的服務表現更臻完善。 
 
H.9 專責小組亦在計劃／活動層面上（即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及外判電視

節目）檢視了港台的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機制，並已確定一些須予改善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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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的需要 
 

 有效的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制度1有助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及政

府部門的良好管治和管理。該制度能加強透明度和問責性、以便評估效率

和成效，以及向公眾展示港台運用公共資源所提供的公共服務。衡量及評

估服務表現制度亦支持港台作出明智決定、協助港台評估其能否達到其主

要政策／業務目標，讓港台能學習如何優化其提供的服務，務求精益求精。 
 

 「服務表現目標」指預期達到而又可衡量的服務表現水平，而「服

務表現指標」則用作監察某項服務表現但沒有訂立量化目標。訂定與港台

在《約章》中的責任和其業務目標有關連的適當和具挑戰性的服務表現目

標，可優化部門的服務表現和問責性。 
 

 衡量服務表現準則本質上可予定量2或定性3。這些準則可能與投入成

本（例如員工費用和節目成本）、通量（例如處理申請／投訴的時間）、製

作及播出節目（例如製作節目的時數）或成果（例如電台、電視和網上內容

的接觸觀眾人數）有關連。除衡量所提供服務的效率和成效外，服務表現

也可根據顧客觀感／滿意程度衡量。該等公眾意見可通過調查、網上問卷

和關注小組討論收集。 
 
（A） 港台的服務表現衡量及評估 
 

 《約章》規定須訂定服務表現目標，以確定在各工作範疇下為達到

《約章》所述的公共目的和履行使命而運用資源的效率和成效，並評估資

源是否用得其所4。《約章》又規定「有關港台履行公共廣播使命有多大成

效和公帑是否用得其所等事宜，為了讓公眾在檢視時有所依據，港台須訂

定清晰目標，擬備可量度的服務表現評估指標，以及定期進行評估。」5。

                                                 
1 效率促進辦公室已參照一系列包括內部流程、財政管理、顧客角度、機構能力等措施，推出

一套平衡計分卡模式，以供各局／部門衡量服務表現。 
 
2 就公共廣播機構而言，能以定量方式衡量的服務表現範圍包括總播放時數，相對總節目時數

的自製節目、外判及外購節目時數以及每條頻道的接觸觀眾人數。 
 
3 定性評估（但以百分比表達）的例子計有：（a）認為公共廣播機構已提供持平／準確的新聞

報道和資訊的觀眾；（b）同意公共廣播機構已培養市民對公民及國民身分的認同感的觀眾；

以及（c）同意公共廣播機構已鼓勵社會共融及多元化的觀眾。 
 
4 見《約章》第 11（d）段。 
 
5 見《約章》第 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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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運作具透明度，《約章》訂明「港台須提交周年報告，供公眾檢視。」

及「周年報告須詳列港台過去一年的運作詳情、其服務承諾、達到其公共

目的和履行其使命的程度、節目目標……在機構管治和問責方面是否符合

規定……」6。 
 

 廣播處長須每季和每年與商經局檢討港台的服務表現。向顧問委員

會、商經局及公眾匯報服務表現的規定，亦在《約章》中訂明。《約章》的

相關條文載於附錄 4.1。 
 

 在公帑方面，廣播處長須就《總目 160港台》的開支擔任管制人員。

管制人員報告臚列宗旨、相關綱領的主要工作範疇及服務表現目標和指標，

以及港台在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下的開支資料。各個服務表現目標和指標在

管制人員報告中發布。 
 
港台現行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概覽 
 

 港台每年在四份文件中發布其主要服務表現資料，這些文件分別是

（a）《總目 160—港台》管制人員報告；（b）港台服務承諾；（c）港台

周年計劃；以及（d）港台周年報告。在 2020-21 年度《總目 160港台》管

制人員報告7、「2020-21 年度港台服務承諾」、「2020-21 年度港台周年計

劃」及「2019-20 年度港台周年報告」發布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主要在表 4.1
中概述。 
 
  

                                                 
6 見《約章》第 35 及 36 段。 
 
7 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中就服務表現評估作出的建議，港台已檢視其服務表現目標和

指標以納入管制人員報告內，並在 2020-21 年度管制人員報告中作出以下更改： 

- 綱領（1）：電台  將服務表現目標由「在 8 個工作天（%）內提供接收電台廣播訊號的

諮詢服務」修訂為「總播放時數」，並加入「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製作時數」的新指標；

以及 

- 綱領（2）：公共事務及綜合電視節目  將服務表現目標由「電視節目總製作時數」修訂

為「總播放時數」、將指標由「電視節目總製作時數」改寫為「首播節目總製作時數」，

以及加入「以每名製作人員計的數碼地面電視頻道節目播放時數」、「接觸觀眾人數」、

「平均電視收視」、「最高電視收視」等數個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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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港台的主要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目標／ 
指標 

（按港台 
所界定） 

總目 160 
2020-21
年度管

制人員

報告 

2020-21
年度服

務承諾 

2020-21
年度周

年計劃 

2019-20
年度周

年報告 

電台服務 

1. 節目總播放時數／製作時數 目標 ✔ ✔ ✔ ✔ 

2. 各頻道節目播放時數 指標 ✔    

3. 新聞節目製作時數 目標  ✔   

指標 ✔    

4.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製作

時數 
指標 ✔   ✔ 

5. 除新聞部及社區參與廣播服

務外，各頻道以每小時計的

成本（元） 

指標 ✔    

6. 聽眾人數 指標 ✔    

7. 以每位聽眾計的製作成本

（元） 
指標 ✔    

8. 各頻道聽眾人數（%／人

數） 
指標 ✔    

9. 電台節目總收聽率（過去七

天） 
指標 ✔    

10. 小眾聽眾佔聽眾總數的百分

率（%） 
指標 ✔    

11. 裁定成立的投訴數目 指標 ✔   ✔# 

12. 以每名製作人員計的節目播

放時數 
目標  ✔   

指標 ✔    

13. 舉辦社區／教育活動次數 目標  ✔  ✔^ 

指標 ✔    

14. 聽眾來電討論公共事務的電

台節目時數 
指標 ✔    

15. 按頻道劃分的節目主要類型

百分率 
指標   ✔  

16. 按節目性質劃分的節目製作

時數百分率 
指標   ✔  

小計： 14 4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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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目標／ 
指標 

（按港台 
所界定） 

總目 160 
2020-21
年度管

制人員

報告 

2020-21
年度服

務承諾 

2020-21
年度周

年計劃 

2019-20
年度周

年報告 

電視服務 

1. 節目總播放時數 目標 ✔  ✔ ✔ 

2. 首播節目製作時數 目標  ✔  ✔ 

指標 ✔    

3. 節目播放時數－數碼地面電

視頻道 
指標 ✔    

4. 以每名製作人員計的數碼地

面電視頻道節目播放時數 
目標  ✔   

指標 ✔    

5. 數碼地面電視頻道播放節目

以每小時計的成本（元） 
指標 ✔    

6. 主要官方公眾活動—活動數

目 
指標 ✔   ✔ 

7. 主要官方公眾活動—活動時

數 
指標 ✔    

8. 主要官方公眾活動—提供予

媒體的廣播訊號時數 
指標 ✔   ✔ 

9. 不同類型節目的分布（%） 指標 ✔  ✔  

10. 各頻道接觸觀眾人數 指標 ✔    

11. 各頻道平均電視收視 指標 ✔    

12. 各頻道最高電視收視 指標 ✔    

13. 裁定成立的投訴數目 指標 ✔   ✔# 

14. 舉辦社區／教育活動次數 目標  ✔  ✔^ 

指標 ✔    

15.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香

港電台節目平均得分 
指標 ✔    

16.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排

名首 20 位節目中香港電台

製作所佔的數目 

指標 ✔    

小計： 16 3 2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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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目標／ 
指標 

（按港台 
所界定） 

總目 160 
2020-21
年度管

制人員

報告 

2020-21
年度服

務承諾 

2020-21
年度周

年計劃 

2019-20
年度周

年報告 

新媒體服務 

1. rthk.hk：提供 2 4 小時無間

斷串流服務（%） 
目標 ✔    

2. rthk.hk—每日實時串流數目

（電台和電視） 
目標  ✔  ✔ 

指標 ✔    

3. rthk.hk—每日重溫數目 指標 ✔   ✔ 

4. rthk.hk—每日到訪次數 目標  ✔  ✔ 

指標 ✔    

5. 提供播客數目 指標 ✔    

6. - 聲音節目（%） 指標 ✔    

7. - 視像節目（%） 指標 ✔    

8. 每日瀏覽新聞版面次數 指標 ✔    

9. 網上媒體平台分佈（%） 指標   ✔  

10. RTHK On The Go： 
下載數目 

指標    ✔ 

11. RTHK Screen： 
下載數目 

指標    ✔ 

12. RTHK Mine： 
下載數目 

指標    ✔ 

13. RTHK News： 
下載數目 

指標    ✔ 

14. RTHK YouTube 頻道：訂閱

數目 
指標    ✔ 

15. RTHK Facebook：追蹤人數 指標    ✔ 

16. RTHK VNEWS Facebook：

追蹤人數 
指標    ✔ 

小計： 8 2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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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服務表現準則 

目標／ 
指標 

（按港台 
所界定） 

總目 160 
2020-21
年度管

制人員

報告 

2020-21
年度服

務承諾 

2020-21
年度周

年計劃 

2019-20
年度周

年報告 

其他 

1. 由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組

處理的公眾意見、投訴及

查詢數目  

指標    ✔ 

2. 到訪電台數目 指標    ✔ 

3. 獎項和嘉許數目 指標    ✔ 

小計： 0 0 0 3 

總計： 
目標 3 9 2 6 

指標 35 - 4 15 

# 本指標只涵蓋由通訊局裁定成立的個案。裁定成立的電台服務投訴個案數目及裁定

成立的電視服務投訴個案數目在周年報告中顯示為電台及電視服務的合併指標。為

方便計算表 4.1 中的小計和總計，合併指標歸入「電台服務」部分。 

^ 周年報告顯示由港台舉辦的社區／教育活動總數作為整體目標。為方便計算表 4.1 中

的小計和總計，此整體目標歸入「電台服務」部分。 

來源：港台紀錄分析 

 
收集衡量服務表現數據的方法 
 

 港台舉辦各樣的觀眾收視及持份者參與活動8，以收集觀眾及公眾對

其服務表現的意見。此外，相關組別／小組亦會編製內部服務表現資料9。

港台就其節目製作收集服務表現資料的方法，載於下文第 4.9 至 4.17 段。 
 
電台服務 
 

 電台收聽調查：調查旨在收集有關港台電台節目的聽眾人數、欣賞

指數、認知率和形象觀感的數據。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就電台收聽

調查採購所作出的建議，在 2020 年電台收聽調查中採用了與 2018 年電台

收聽調查不同的新調查方法。關於兩個新服務表現指標（即每條頻道總收

聽時間份額及個別電台頻道的欣賞指數）的𢿙據已在調查中收集，並會由

2021-22 年度起，在管制人員報告中匯報。 

                                                 
8 這些活動包括觀眾調查、意見調查、關注小組討論及服務表現評估問卷。 
 
9 該等資料包括財政及人力資訊、節目製作時數及投訴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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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關注小組調查：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

建議，港台計劃每兩年就社區參與廣播服務進行關注小組調查，以收集社

區參與廣播服務申請團體／申請人及收看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的觀眾的

意見，並分析所收集的意見，以助日後制訂規劃。在 2019 年年底，港台委

託進行關注小組調查，涵蓋第 13 至 24 季10的節目。 
 

 其他公眾意見渠道：電台及節目策劃部亦舉辦關注小組討論、網上

問卷調查、《美樂集》及開放台長熱線的離線問卷，蒐集聽眾對第三台、第

四台、第五台及普通話頻道的意見。 
 
電視服務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及觀眾意見調查：由 2020 年電視節目欣賞指

數調查及觀眾意見調查11開始，港台已改善調查設計，按年為港台及其他本

地電視頻道收集各選定平台（例如電視機、電腦及手提電話／平板電腦）

的觀眾人數。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建議，調查亦會收集公眾對港

台廣播的選定電視節目的欣賞程度、港台外判及外購電視節目的觀眾人數、

觀眾對港台的文化及教育節目的意見，以及公眾對港台電視外判計劃的認

知程度。2020 年調查的最終報告預期在 2021 年初發布。 
 

 數碼地面電視滲透率調查：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建議，

港台於 2019 年 11 月委託進行一次過的數碼地面電視調查，以收集有關觀

眾收看港台電視節目的習慣及喜好、他們對港台電視節目的期望及評估、

收看港台電視節目的方法、港台的電視觀眾人數等。預期調查結果會有助

港台確定其節目收視偏低的原因，並量度可接達港台頻道但沒有收看其電

視節目的住戶數目。該等資料可讓港台就其電視服務進行更具意義的服務

表現評估。最終調查報告預期在 2021 年初發布。 
 

 電視觀眾收視調查：由業界資助的調查提供有關電視頻道／節目的

                                                 
10 涵蓋第 1 至第 12 季節目的關注小組調查在 2014 年進行。根據 2019 年關注小組調查的結果，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可提供獨特和有效的平台，讓參與者參與廣播服務，並接觸社會。因應調

查報告的建議，港台已精簡申請程序，修訂遴選準則、簡化就港台收到的申請進行公眾投票

的程序，以及加強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宣傳。 
 
11 在 2020 年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及觀眾意見調查之前，港台曾進行季度電視節目欣賞指

數調查，主要收集公眾對選定的本地電視節目（包括港台自行製作的節目）的認知程度和欣

賞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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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觀眾人數數據，方法是量度在特定時間內實時觀看最少一分鐘電視頻

道或節目的人數。港台為其每刻鐘的所有節目採購每日電視接觸觀眾人數

的資料。 
 

 外判電視節目關注小組調查：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建議，

港台已就其外判電視節目展開關注小組調查。首次關注小組調查已於 2019
年進行。 
 
新媒體服務 
 

 網站分析及社交媒體分析：新媒體拓展組會擬備每月媒體瀏覽報告，

內容包含按月比較和分析在港台本身的網站（rthk.hk）及流動應用程式上提

供的港台節目的瀏覽率，以供高層管理人員及分部／組別主管參考。港台

亦正在探討可否使用社交媒體分析工具去量度港台製作在數碼新聞平台及

社交媒體上的曝光率。 
 
顧問委員會委託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 
 

 自 2012 年起，顧問委員會一直委託定期進行「港台公眾形象調查」，

以收集公眾對港台在《約章》下的公共目的和使命的意見和期望。調查亦

監察和衡量港台電台、電視和新媒體服務的公眾形象。上次的調查在 2018
年進行。調查結果在顧問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並在其網站發布。 
 
監察及評估服務表現 
 

 在機構層面，港台會在各個高層管理人員會議上進行年內監察及評

估服務表現。此外，《約章》規定廣播處長須與商經局每季和每年檢視港台

達到所商定服務表現目標的進度／已達到所商定的服務表現目標。 
 

 在節目層面，電台及節目策劃部和電視及機構業務部會分別舉行服

務表現評估會議和節目評估會議，作為周年規劃過程的一部分，以因應通

過不同渠道收集的各個觀眾調查和公眾意見調查所得的結果，檢視個別電

台和電視節目的表現。節目表現亦會在年內在部門內部討論。 
 

 目前，觀眾收視由電台及節目策劃部、電視及機構業務部和新媒體

協作及支援組各自進行調查，範圍包括各自製作的節目內容及所負責的服

務平台。相關活動（例如採購調查服務、設立熱線以直接收集觀眾意見和

進行數據詮釋）由各自的組別／小組處理，當中數據質量及收視結果與日

後規劃的相關程度會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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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服務表現 
 
《約章》的匯報規定 
 

 根據《約章》，港台須聽取顧問委員會及商經局的意見，以制訂周

年計劃12。此外，港台亦須製備周年報告，供公眾檢視。周年報告須於年結

後六個月內提交13。 
 

 港台亦須向顧問委員會提供定期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報告，以及服

務表現評估報告和符合服務表現評估指標報告。顧問委員會會就採用適當

的服務表現評估指標和改善服務的方法等事宜，向廣播處長提供意見14。 
 

 顧問委員會每兩個月舉行會議一次。「節目匯報」（見附錄 4.2 的樣

本）是其中一個向顧問委員會定期匯報的項目，內容涵蓋港台的電台、電

視及新媒體服務所製作／進行的最新節目和計劃。其他事宜（包括港台進

行的公眾意見調查結果及港台的周年報告）亦會在年內向顧問委員會匯報。 
 
在管制人員報告中匯報 
 

 作為管制人員，廣播處長須每年在《總目 160—港台》管制人員報告

中匯報港台的財政表現、載述港台達到其服務表現目標的程度，以及監察

港台的服務表現。 
 
服務表現承諾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7／2009 號》，各局／部門須匯報過去

服務表現與既定目標的比較，以及計劃推行的改善措施。港台至今還未發

布相關評估結果。雖然服務表現成果會在港台的周年報告中發布，但並無

按港台的服務表現承諾標明為成果，也沒有配合在港台服務表現承諾中發

布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舉例來說，港台在服務表現承諾中有關「新聞節

目製作時數」及「以每名製作人員計的節目播放時數」的成果，並未有在周

年報告中反映。 

                                                 
12 見《約章》第 31 段。 
 
13 見《約章》第 35 段。 
 
14 見《約章》第 13（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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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結果及建議 
 

 港台在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匯報服務表現及透明度方面，有多個

須予改善之處。專責小組的主要結果及建議載於下文第 4.27 至 4.35 段。 
 

 專責小組認為港台應更善用觀眾研究及觀眾收視工具以協助有關業

務的決定，以期精益求精。舉例來說，港台一直使用從選定電視節目的電

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中收集的欣賞指數來衡量其節目質量。不過，港台並

無設立一套全面的衡量服務表現制度，以反映在 2010 年簽署的《約章》的

第 4、5 及 18 至 20 段所載有關港台責任的服務表現水平。雖然港台自 2012
年起已進行有關港台能否達到其公共目的及履行使命的公眾意見調查，但

港台並無善用這些數據或將之發布作為關鍵績效指標以評估其服務表現。 
 

 專責小組留意到，大部分港台現有用以衡量服務表現的準則，皆屬

於以製作時數為本的服務表現指標。在《總目 160—港台》2020-21 年度管

制人員報告中發表的三個服務表現目標（即綱領（1）電台：「節目總播放

時數」（61 320 小時）、綱領（2）公共事務及綜合電視節目：「節目總播

放時數」（26 280 小時），以及綱領（4）新媒體：提供 24 小時無間斷串

流服務（100%））只反映港台媒體服務 24 小時全日不停提供的性質。這些

服務表現目標並無就港台能否達到其在《約章》中的公共目的和履行使命

提供任何更具意義的意見，也沒有衡量港台使用公共資源提供服務的效率

和成效。此外，在港台的管制人員報告及港台的服務表現承諾中有關「目

標」及「指標」的定義，並不一致。 
 

 專責小組留意到，由於技術所限，港台現時無法取得有關同時在傳

統頻道和新媒體平台15上提供的節目的跨媒體觀眾收視數據。 
 

 觀眾研究及分析已成為日趨精密的工具，以量度轉變中的觀眾消費

及行為16。專責小組觀察到，港台各分部／組別在觀眾研究及服務表現衡量

方面（例如制訂機構觀眾研究及衡量計劃、理順研究／調查目標、因應經

                                                 
15 其他公共廣播機構在跨媒體觀眾收視上正取得進展。舉例來說，英國廣播公司使用名為「指

南針」的工具去衡量在各個與觀眾互動的平台上英國廣播公司服務的表現。至於澳洲廣播公

司，則使用各樣數據來源（包括以傳統觀眾收視工具取得的數據及數碼分析數據）來衡量跨

媒體觀眾收視。 
 
16 以英國廣播公司的經驗作為參考，其專責觀眾研究及觀眾收視的小組會負責就英國廣播公司

的電視、電台及網上媒體服務，設計調查、收集觀眾數據和監察觀眾表現。該小組提供觀眾

數據和意見，為機構內的服務表現衡量／評估及決策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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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改善衡量方法及問卷設計、採用新的衡量技術、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表現

監察及評估，以及對港台員工的培訓），一般缺乏專業知識和協調。 
 

 專責小組又觀察到，雖然港台有關選定服務表現目標／指標（例如

每條電台頻道的製作時數、電台新聞節目製作時數、社區參與廣播事務節

目製作時數、電視首播節目時數、以港台內每組計的電視製作時𢿙，以及

rthk.hk 每日到訪次數和瀏覽人次）的季度表現，會在定期向商經局提交的

報告中發布，該等資料對評估服務表現並無效用。此外，亦無表達任何管

理上的重點可讓商經局掌握港台達到關鍵績效目標的進度。 
 

 專責小組又留意到，港台的周年報告現時並無完全涵蓋《約章》第

36 段所指明的全部範疇。雖然周年報告載述經港台的電台、電視及新媒體

服務提供的各項製作內容，但並無解釋該等內容製作是否已符合港台的公

共目的、使命和節目編排目標，亦無評估港台有否達到其服務表現目標或

解釋擬採取的行動去處理需予改善之處。在部門符合機構管治與問責性和

處理公眾投訴方面，也缺乏足夠資料。 
 

 此外，港台的周年計劃現時並無包含那些將在港台的周年報告中匯

報的範疇。兩份文件在內容上出現差異之處，導致公眾難以客觀地評估港

台的服務表現。 
 

 專責小組又留意到，港台定期向顧問委員會提交的「節目匯報」只

列出其電台、電視及新媒體服務製作／進行的新節目和計劃。這些匯報無

助顧問委員會進行具意義的討論。至於向顧問委員會匯報的其他事宜，也

同樣欠缺足夠資料、分析和管理重點，以協助顧問委員會審議及向港台提

供意見。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須： 
 

(a) 製訂一套全面的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制度，輔以適當的服務表現目

標／指標，以反映有關港台在《約章》下的公共目的和使命以及節

目編排目標的服務表現水平； 
 
(b) 改善觀眾研究和觀眾收視工具的使用，以期作出明智的決策，務求

精益求精； 
 
(c) 理順在管制人員報告、港台服務表現承諾、港台周年計劃及港台周

年報告中發布的服務表現目標／指標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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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加強其數碼分析能力，以衡量和評估其跨媒體服務表現； 
 
(e) 革新向商經局提交的季度和周年檢討報告的格式和內容；以及 
 
(f) 加強按《約章》規定向顧問委員會匯報港台定期進行的公眾意見調

查及衡量港台的服務表現的工作。 
 

（B） 其他公共廣播機構採用的方法 
 

 專責小組已就其他地方的公共廣播機構（即澳洲廣播公司、英國廣

播公司17和加拿大廣播公司）所採用的方法進行案頭研究。主要結果概述於

附錄 4.3。 
 

 專責小組留意到，三家公共廣播機構皆採用一個全面的服務表現衡

量及評估框架。該框架包括一系列服務表現措施以衡量成效、效率、生產

力、質量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家公共廣播機構所使用的衡量服務表

現準則，均與他們的特定使命和公共目的及／或策略性業務重點掛鉤。 
 
（C） 擬議的港台服務表現衡量框架 
 
在機構層面的服務表現衡量及評估 
 

 其他公共廣播機構所採用的方法為專責小組提供參考方向，以評估

港台就其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所作的最新進展。 
 

 港台已採用以管制人員報告為依據的服務表現衡量及評估框架，輔

以各主要工作範疇的表現數據（例如所投入資源成本、成果和觀眾評估數

據）。然而，自 2010 年《約章》簽署以來，港台並無就其服務表現衡量及

評估框架作出調整，使之與《約章》下的公共目的、使命及綱領目標掛鉤，

結果無法客觀地評估港台履行《約章》所訂明的責任的程度，因為有關的

服務表現目標／指標不足以作出該等評估。此外，亦缺乏指標衡量使用分

配予港台核心業務活動的資源時的效率及成效，或觀眾對港台是否有履行

《約章》所訂明的責任的意見。如果沒有該等資料，便無法評估港台的公

共資源是否用得其所。 
 

 專責小組建議採用圖 4.1 所述的全新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框架。該

                                                 
17 關於英國廣播公司，檢討小組亦已就 Ofcom 在評估英國廣播公司服務表現時所採用的方法

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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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由下列三個部分組成： 
 

(a) 目標：港台的目標是要達到《約章》下的公共目的、使命及編排節目

的目標18； 
 

(b) 服務表現範圍：為了符合《約章》第 11（d）段的規定（述明須訂定

服務表現目標，確定在各工作範疇下為達到相關公共目的和履行有

關使命而運用資源的效率與成效，並評估資源是否用得其所），我們

建議訂明下列三個服務表現範圍，為港台在其主要業務中的服務表

現提供一個持平的整體情況： 
 
(i) 數量：評估港台服務的可用和使用情況； 

 
(ii) 質量：評估港台節目的質量和觀眾對節目的意見；以及 

 
(iii) 成本效益：評估有關調配資源予港台核心業務範圍和活動的成

本效益；以及 
 

(c) 服務表現目標／指標：須訂立港台擬達到的服務表現定量水平的目

標，並須使用可監察不同服務表現進度的指標。 
 
圖 4.1 港台的擬議服務表現衡量及評估框架 

 
 

 圖 4.2 及 4.3 說明如何利用擬議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框架評估港台

                                                 
18 一如《約章》在第 4、5 及 18 至 20 段中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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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表現（服務表現目標及指標的例子只作說明用途）。 
 
圖 4.2 使用擬議框架評估港台在達到《約章》第 4（a）（i）段訂明的公

共目的方面的服務表現：說明 

 
 
圖 4.3 使用擬議框架評估港台在達到《約章》第 18（b）（vi）段訂明的

節目編排方面的服務表現：說明 

 



40 

 
 擬議的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框架，以整個港台的製作及所取得成績

為導向，便利管理人員。該框架會改善監察和評估港台服務表現的工作，

務求精益求精。框架使對內向商經局及顧問委員會匯報的規定，與對外向

市民匯報的規定相配合，從而針對《約章》的規定提升港台服務表現成績

及評估過程。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須： 
 

(a) 參考其他公共廣播機構的做法，檢視其現有服務表現衡量標準； 
 

(b) 考慮採用擬議的服務表現衡量及評估框架，使其衡量及匯報服務表

現的工作配合《約章》的規定； 
 

(c) 製備更詳細的周年計劃，以概述如何能夠達到《約章》訂明每個公

共目的和使命的策略，輔以為每個工作範疇制訂的資源調配計劃及

就效率、成效、社會觀感及衡工量值方面，界定明確的周年目標及

指標以供衡量服務表現；以及 
 

(d) 根據《約章》的特定規定製備一個更詳細的周年報告。 
 
衡量及評估計劃／活動層面上的服務表現 
 

 衡量及評估服務表現不僅在機構而且在計劃／活動層面上，都是十

分有用的管理工具。專責小組已檢視有關港台衡量及評估社區參與廣播服

務和外判電視節目的服務表現的機制。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旨在鼓勵社區和少數族裔的團體或人士參與廣播，

以帶來社會增益。在 2020-21 年度，港台獲撥 1,000 萬元經常開支，為獲資

助申請團體／申請人提供資助，以製作預算 884 小時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19節目。 
  

                                                 
19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在 2012 年設立時，獲社區參與廣播基金提供支援，獲撥 4,500 萬元經費。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已動用大約 4,050 萬元。基金由 2020-21 年度起轉撥至《總目 160—
港台》經常開支分目 000 運作開支項下。2020-21 年度的撥款為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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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運作上，港台會在每年 5 月及 11 月接受並無廣播經驗的機構及個

人提出申請，而每輪申請涵蓋特定主題（例如教育、藝術與文化、社會服務

與創新、政治與經濟、產業與創意、健康、環境、宗教與哲學、科學及科技、

體育與康樂以及地區事務）、少數族裔主題和「自由題目」。港台已成立由

七名非官方委員20組成的社區參與廣播服務評審委員會，負責挑選獲資助申

請。由 2012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港台在 16 輪申請中，共接獲 2 169
宗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32 個季度節目申請，當中有 565 宗申請獲得資助，整

體成功率為 26%。港台為每名成功申請團體／申請人指派一名節目主任21

（稱為「社區參與廣播促導員」），以監察節目的完成。 
 

 專責小組已檢視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實施情況，以評估是否已有效

率及有效地達到計劃的目標。在各項結果中，專責小組留意到，舉例來說，

重複獲選的申請團體／申請人的比率相對較高。這情況似乎與計劃的目標

不符。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檢討遴選準則，優先考慮從未獲選的申請團體／

申請人，使社區能更廣泛參與計劃，從而帶來更多社會增益。 
 

 此外，專責小組建議港台監察在這方面有否作出改善，例如監察社

區參與廣播服務計劃首次申請團體／申請人的數目，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計

劃首次製作人的數目、首次參與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計劃（包括製作團隊及

嘉賓）的人數，以及首次參與電台廣播的人數。 
 

 在填寫申請表格時，申請團體／申請人現時須就兩個預期效果（即

「社區參與」22及「人才培育」23）提供資料及他們認為合適24的額外資料。

專責小組留意到，就質量而言，這些預期效果並不完全符合《第七十一號

審計報告》所提出的建議的目標（即「要求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申請人訂

立可衡量的預期效果，並評估預期效果的成效」。專責小組建議須要求申

請人提供可衡量又具意義的預期效果以及為建議書就兩個主要評估準則

                                                 
20 社區參與廣播服務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包括括傳播或廣播方面的學者、港台節目顧問團中不同

界別的專家，以及一名熟悉少數族裔議題的人士。視乎每輪申請的指定節目主題，廣播處長

會從港台節目顧問團中㨂選一些具備有關所涉評審知識的委員擔任評審。 
 
21 助理節目主任或以上職級。 
 
22 「社區參與」指參與人數，包括製作團隊及嘉賓。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建議，港

台要求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申請人提供這些資料。 
 
23 「人才培育」指首次參與聲音廣播的人數。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建議，港台要求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申請人提供這些資料。 
 
24 大部分申請人沒有在申請表格中提供額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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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增益」25和「可行性」26提供資料。此舉有助評估申請和評估項目表

現。 
 

 專責小組又留意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製作人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促導人須在項目完成後，各自填寫一份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評核報告。評核

報告包括「整體表現」分數，但表格並無闡釋在決定分數時所考慮的準則

或者所給予分數的理據。這情況會使所應用的評核標準不一致，而由於詳

細的評語欠奉，也會窒礙作出有效的評核。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檢討社區參

與廣播服務項目評核表格，並就評核準則給予清晰指引。  
 

 現時，港台會邀請聽眾通過填寫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網站27上的問卷，

就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發表意見。專責小組建議港台考慮追蹤聽眾對所

取得的社會增益的意見及對個別節目的滿意程度，以作評核表現用途，並

考慮安排每次聽眾在網上收聽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後，會在畫面自動

顯示意見問卷，從而收集更多觀眾意見。 
 
外判電視節目 
 

 電視節目外判的目標，是為獨立的製作人提供開放平台以展示他們

的創意，並協助建立香港的獨立電視製作產業。專責小組已檢視港台衡量

及評估外判電視節目的服務表現的機制。 
 

 在 2019-20 年度，外判電視節目的製作時數為 45.7 小時。在 2020-21
及 2021-22 年度的預定製作時數分別為 49 小時及 51 小時。在 2019-20 年

度，電視外判的合約金額約為 1,000 萬元。作為政府部門，衡量及評估服務

表現至關重要，以評定資源否用得其所。 
 
計劃設計 
 

 專責小組認為須訂立清晰的外判策略，並不時作出檢討。舉例來說，

專責小組留意到，港台在 2019 年最後一季推出了「新電視形式」作為計劃

                                                 
25 例如多元意見、多樣文化、社會共融及彼此尊重。 
 
26 例如就可用的資源、預期問題和風險而言，申請人的組織能力和項目可行性。 
 
27 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報告》第 2.54（d）段的建議，港台在 2019 年 3 月於社區參與

廣播服務網站推出網上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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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題材。每個項目一連六集，題目由申請人28㨂選。雖然這屬於自由題目

的形式，「與主題的關連性」是評核申請的準則之一。由於港台沒有就這項

準則再作闡釋，申請人不清楚港台預期想得到的結果，這可能會令評核小

組在評核申請時各有不同的詮釋。根據港台表示，至今並無任何這類題材

的申請獲批。 
 
節目執行 
 

 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建議，港台推出了改善措施，以更

密切監察外判電視節目的製作進度。儘管如此，專責小組留意到選定項目

持續延誤29，導致節目製作的完成日期和項目帳目結算有所延誤。 
 
節目評估 
 

 現時，外判編輯須在收到全部項目成果後，填妥一份計劃評核表格。

個別表現範疇（例如「符合原來節目構思」、「製作質量」及「與外判編輯

溝通」）會獲評分。整體合格分數是 40 分（100 分滿分），但作為表現令

人滿意的門檻似乎較低。不過，在 11 項於 2017-2020 年度完成的「新導演

放映室」計劃所作的評核中，一項計劃即使未能取得最低 40 分的合格分數，

外判編輯也沒有在計劃評核表格中提供任何評語。 
 

 現時，外判編輯只須就表現欠佳的計劃（即整體分數 40 分或以下）

提供更詳細的評語。因此，評核同一個承辦商在日後的申請時，已完成計

劃的資料不足夠作參考用途。對外判安排進行更具意義的檢討，以期精益

求精，達到電視外判的目標，但欠缺有用的計劃資料，會令這項工作受到

窒礙。 
 

 在 2019 年港台電視節目外判關注小組調查30中，合約調查機構招募

了港台外判電視節目 26 名觀眾和 27 名非觀眾參與關注小組討論，其間參

加者被要求就「港台電視節目外判的目標有否達到」評分。這似乎牴觸了

                                                 
28 作為參考例子來說，在澳洲廣播公司的個案中，澳洲廣播公司已設立內容構思實驗室，以試

行新內容形式、分配方法和工作日。這模式會確保屬試驗性質的新內容形式配合外判策略、

接觸觀眾人數和趨勢。 
 

29 共有七個外判計劃在 2019-20 年度完成。在這些計劃中，有三個在一個階段延誤，另有一個

在三個階段延誤。 
 
30 因應《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建議進行關注小組調查，以蒐集觀眾對港台外判電視節目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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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的建議的目的（即「就外判節目的滿意率和有待

改善之處收集觀眾意見」）。專責小組對調查的參與者是否已獲得足夠資

料，令他們可評估港台電視節目外判的目標有否達到一事有所保留。 
 

 2019 年關注小組調查確定了兩個關鍵改善之處，即公眾對外判節目

的認知甚少及節目質量。專責小組留意到，港台已在 2020 年 3 月加強宣傳

推廣外判工作，成效令人滿意。與此同時，港台正探討措施去處理節目質

量31的問題。 
 

 專責小組又觀察到，現時並無就外判節目的製作成本訂立服務表現

指標，以衡量外判計劃或個別外判計劃的成本效益。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須： 
 

(a) 制訂清晰的電視外判策略及適當的服務表現目標和指標，並因應業

界反應定期作出檢討，以達到計劃的目標及在節目質量方面持續作

出改善； 
 
(b) 密切監察外判節目的製作進度，以避免在提交所有成果時出現延誤； 
 
(c) 檢視和改善有關已完成外判節目的服務表現評估機制；以及 
 
(d) 檢視關注小組調查的設計，以聚焦於蒐集觀眾對外判節目滿意率的

意見。 
 

                                                 
31 舉例來說，港台已推出新的外判題材，例如「新導演放映室」戲劇和「新電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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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港電台工作人員管理 
 

要點 
 
H.1  人力資源是公共廣播機構（如港台）的寶貴核心資產，因為他們

製作的內容讓港台能執行《約章》中訂定的公共目的和使命，而幕前人員

更是代表這些機構的公眾面孔和聲音。《約章》亦要求廣播處長確立具成

本效益和擁有適當人手及其他所需資源的組織架構、符合適用的政府規

則及規例，以履行《約章》的責任。 
 
H.2  港台有不同種類人員為其工作，以提供服務，包括公務員、非公

務員合約僱員、特約服務提供者（通常稱為「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以及

外判合約／定期合約下的人員。專責小組對港台的人力資源管理有四方

面的主要意見。 
 
缺乏整體的部門人力資源策略 
 
H.3 策略性人力資源規劃要求根據部門目標作出針對性的評估方案，

例如根據質素、工作量變化和財務影響評估不同種類人力資源的相對優

勢；在定期和長期的服務需求中，識別最合適的公務員職系／職級；在維

持穩定工作人員與吸引新人之間，確定適當的聘用條件以取得平衡；為滿

足營運和繼任需求，提供員工培訓和發展機會以培養人才。 
 
H.4 儘管港台的業務運作需要密集的人力資源，但港台未有在其業務

目標和運作優先次序上作出兼顧整體人力資源的策略，同時實現成本效

益，把服務價值發揮至最大效益。港台也沒有定期根據外部／內部環境的

變化來評估其人力資源部署，以確保遵守相關規則並持續改善部門表現。 
 
節目主任職系 
 
H.5 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港台的 735 個公務員職位中，有 546 個

（74.3%）屬於核心職系，即節目主任職系。在初級和中級階層一直至到

高級節目主任職級，節目主任分為兩個組別，即「節目及媒體管理」組別，

以及「製作及支援」組別，這兩個組別進一步分為 14 個不同的工種。多

年來部門間產生各自為政，阻礙了內部的協同作用和跨組別協作。這種分

隔的管理方法使各分部／組別只專注短期運作需求，多於考慮整個機構

較廣闊和長遠的利益，例如節目主任職系同事的事業發展和港台的繼任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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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招聘以 14 種個獨立工種為基礎。招聘分部／組別尋找適合填補特

定工種的人員填補空缺，以滿足即時需求，而沒有在不同媒體融

合的環境下吸引有潛力的人才加入港台作較長遠的事業發展； 
 

(b) 確認聘任員工為常額編制人員主要是基於狹窄工作範疇的表現，

而沒有充分考慮該員工的長期晉升潛力； 
 
(c) 晉升至高級節目主任職級也是基於單一工種，並且不允許跨組別

晉升。晉升委員會主要參考有關組別／小組的空缺來確定晉升人

選； 
 
(d) 直至到特級節目主任職級的晉升，均缺乏以能力為本的方法來評

估工作表現 1，導致未能迅速回應被評核者的培訓和發展需求，以

支持專業工作人員的培養；  
 
(e) 沒有進行有組織的培訓，令節目主任職系對港台作為《約章》中的

公共廣播機構和政府部門的要求有充分的了解，或者發展他們的

專業和領導才能；以及 
 
(f) 沒有就個別員工作出事業發展規劃，以通過各種不同的職位來培

養其能力，並確定其領導潛力。 
 

H.6 儘管如上，即使員工在各自工種範疇以外的接觸面非常有限，所

有工種人員都可以自動獲考慮晉升為特級節目主任及更高職級的職位。

在沒有為特級節目主任及更高級的人員進行悉心的培訓和事業發展，以

為他們承擔更高責任作出準備，港台的繼任安排便出了問題。 
 
H.7 此外，節目主任職系的組別制度需要進行頻繁的招聘／晉升。例

如，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港台共進行了 15 次節目主任職系的招聘和 86
次晉升工作。這涉及大量的行政工作，對有效的職系管理或履行《約章》

的責任沒有多大幫助。 
 

                                                 
1 「才能」指員工有效履行某項職責須具備的知識、技能和特質，可大致分為「關鍵才能」（例

如擔任管理職位的受評人須具備的管理才能）和「專責才能」（即指有效履行某類職責所需

的特有才能）。採用以才能為本的評核模式評核工作表現有助督導人員利用一套有系統的共

同語言界定受評人應有的工作表現，釐定受評人在現時職級的工作能力，評估其潛質和晉升

能力，以及確定受評人的培訓和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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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合約和特約員工 
 
H.8 除屬節目主任職系的公務員外，港台還分別在節目製作的不同工

作範疇聘用了相當多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包括超過 1 800 名第 II 類服

務提供者和約 400 名全職／兼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H.9 港台除了由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外，還另外設有一個非公

務員合約（節目）計劃用作增加全職和兼職工作人員，以滿足節目製作需

求。有關計劃的行政和管理下放到各分部，但卻沒有從整個機構層面作出

足夠的監察，以確保行政效率和成本效益。在 2019-20 年度，整個部門用

了約 7,200 萬元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H.10 聘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始於 1980 年代之前，目的是使港台能夠靈

活地滿足短期節目需求，以填補由於其服務的獨特性而其他方式無法滿

足的需求。最初核准的服務範疇涵蓋五個類別（即臨時藝人、唱片騎師、

編劇、撰稿員和資料搜集員），這些年來已經擴展到目前涵蓋的 76 個不同

工種。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大約有 3 000 份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合約。

在 2019-20 年度，約 7,100 萬元用於第 II 類服務。 
 

H.11 港台的電台和電視服務都嚴重依賴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和第 II 類服

務提供者為製作節目／內容。專責小組注意到，這些非公務員人員（例如

製片、節目導演、資料搜集、撰稿，以及新聞報導）的大部分節目／內容

製作工作與節目主任的核心職責相類似。這引出了一個問題，即節目主任

職系的技能和聘用形式（例如靈活性），以及港台目前節目／內容製作在

跨媒體的趨勢下只能組織有限度協作，是否有足夠能力應付其業務及運

作需求，使港台能夠作為同時提供電台、電視及新媒體服務的全面公共廣

播機構。 
 

第 II 類服務計劃的行政管理 
 
H.12 在了解港台需要特約員工來支援其運作的同時，第 II 類服務計劃

的行政管理鬆散引起關注： 
 

(a) 在每個直接聘用第 II 類服務的個案中，所提供有關服務／服務提

供者獨特性的理據，均未能完全合理證明有需要運用此彈性安排

的原因，或沒有適當地記錄。最初的五個服務類別已泛濫為大量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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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聘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決定主要依靠各個分部／組別工作單位

的中層職級人員，而沒有從整體機構層面作出總體監察； 
 
(c) 服務合約中沒有明確規定預期的質素和表現水平； 
 
(d) 雖然有規定要求負責港台人員在處理個案時須要申報是否有任何

利益衝突，但這些申報卻沒有適當地記錄；以及 
 
(e) 沒有部門指引說明作為港台公共廣播機構的員工、第 II 類服務提

供者及其他合約服務提供者，在什麼情況會構成利益衝突，例如

外間工作、活動和操守上可能引起公眾負面的看法，從而損害港

台作為可信賴的公共廣播機構在公正性及可信性方面的聲譽。 
 

H.13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 
 

(a) 制定部門整體人力資源策略，支持以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高質素

的服務，以履行《約章》訂定的責任，並對有關策略定期進行檢視，

以期持續提高及推動改善整體機構表現，為社會帶來最大程度的

價值； 
 
(b) 嚴格審視和理順節目主任職系的角色和核心職能、技能要求和工

種安排，以期提高專業水平並促進內部協同作用，更佳地滿足港

台的運作和繼任需要，以及維持部門的長遠發展。職系管理層應

在培育節目主任職系以符合其核心職責方面展現領導作用；以及 
 
(c) 檢視及改善港台非公務員人力資源計劃（包括第 II 類服務的機制）

的行政，以確保港台能夠一直遵守《約章》和其他相關要求。 
 

H.14 專責小組在本章中提出了其他詳細建議，以改善港台各方面的工

作人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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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的工作人員管理：概覽 
 
5.1 人力資源是港台的核心資產，因為他們製作的內容能讓港台履行《約

章》中訂定的公共目的和使命。《約章》第 12(d)及 12(h)段訂明，廣播處長

須就下列事項向商經局局長負責： 
 

(a) 確立具成本效益和擁有適當人手及其他所需資源的組織架構，以具

效率的方式達到《約章》第 4 及 5 段所述的公共目的及履行有關使

命；以及 
 

(b) 改善內部制度及架構，務求以所獲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並符合所有

適用的政府規則及規例。 
 

5.2 為支援公共服務的提供，各局／部門通過多種方式應付其人力需要，

例如聘任公務員及合約僱員、聘用中介公司僱員和採購服務（例如按定期

合約及外判工作聘用服務提供者）。以上每種方式皆滿足不同的人力／服

務需要2，並受有關當局頒布的規則及規例監管3。港台獲額外彈性聘用特約

員工（即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應付其作為廣播機構的特殊需要。 
 
5.3 部門工作人員是需要管理和培育，才能讓他們竭盡所能，為達到部

門目標提供支援。港台的部門管理層（尤其是身為部門首長及管制人員的

廣播處長）有責任在考慮到港台根據《約章》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公共目

的及使命，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滿足部門的人力需要、其業務優次及較長

遠的繼任需要。這涉及制定部門人力策略，有關策略須完全配合港台的業

務及運作需要，亦須充分考慮是否具成本效益。 
 
港台現行的人力資源分配 
 
5.4 港台員工由公務員、合約僱員（包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退休後服

務合約僱員及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4）、中介公司僱員（例如 T-合約僱員）

                                                 
2 舉例來說，視乎服務需要屬長期抑或短期、性質為全職／兼職、常備人手是否具備所需技能

及行政效率而定。 
 
3 舉例來說，公務員事務局就公務員聘任及管理頒布的規則及規例，以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

物流署就服務合約採購頒布的規則及規例。 
 
4 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是由港台僱用的全職部門合約僱員，執行一般由節目主任職系人員履行

的職責。職位任職者自然流失後，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會被逐步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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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組成。該等主要員工類別在港台的分項數字載於表

5.15。 
 
表 5.1  港台的主要員工類別（截 2020 年 8 月 1 日） 

員工類別 設定職位數目／ 
人數／ 

合約數目 

開支 
(2019-20 年度實際) 

(百萬元) 

(a) 公務員 編制：735 
實際人數：691 

475.9 

(b) 合約僱員 

(i)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 全職 
 - 兼職 

 
144 
15 

72.2 (ii)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

目） 
 - 全職 
 - 兼職 

 
 

15 
282* 

(iii) 退休後服務合約僱員 12 6.2 

(iv) 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 3 2.4 

(c) T-合約僱員 11 8.2 

(d) 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 1 826# 70.9 

總計： 635.8 
* 該數字指合約總數，個別人士可同時按超過一份合約受僱。 

# 該數字指服務提供者總數，同一服務提供者可同時按多份獨立合約受聘。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共有 3 037 份第 II 類合約。 

來源：港台 
 

（A） 公務員 
 
5.5 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港台設有 735 個公務員職位，當中 546 個

（74.3%）屬節目主任職系，是發揮港台核心職能的主要部門職系。另外 189
個（25.7%）屬一般職系、電訊工程師職系、技術主任職系及其他共通職系。 
 

                                                 
5 此外，港台根據廣播服務合約調配多類常備技術員工，以及根據多份服務定期合約僱用具備

訂明技能的臨時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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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任職系 
 
(a) 職系結構及組別 
 
5.6 節目主任職系由四個首長級職級及六個非首長級職級組成（見表

5.2）。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該職系有七個首長級職位及 539 個非首長級

職位。節目主任職系屬於倒置形結構，原因是入職職級節目助理與高一職

級助理節目主任的職位數目有頗大差距。 
 
表 5.2 節目主任職系的職系結構 

職級 薪級 
首長級 
廣播處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5 點 
副廣播處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 
助理廣播處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點 
總監（廣播事務）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非首長級 
總節目主任 總薪級表第 45 – 49 點 
特級節目主任 總薪級表第 40 – 44 點 
高級節目主任 總薪級表第 34 – 39 點 
節目主任 總薪級表第 28 – 33 點 
助理節目主任 總薪級表第 14 – 27 點 
節目助理 總薪級表第 3 – 13 點 

來源：港台 

 
5.7 在節目主任職系中，高級節目主任或以下職級有兩個主要組別，即

「節目及媒體管理」組別及「製作及支援」組別，而兩個組別再分為總計 14
個工種，其中六個屬「節目及媒體管理」組別，另外八個屬「製作及支援」

組別，一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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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按工種劃分的節目主任職系分組 

節目及媒體管理組別 製作及支援組別 

1. 中文新聞 
2. 英文新聞 
3. 英文電台節目 
4. 中文電台節目 
5. 電視及新媒體節目 
6. 媒體管理 

1. 錄影剪接 
2. 電子外景製作及攝影 
3. 錄播及外勤廣播服務 
4. 製作資源及置景 
5. 形象設計 
6. 平面設計及動畫 
7. 布景設計 
8. 資料室／資料庫藏 

來源：港台 

 
5.8 大部分工種的設定職位在助理節目主任職級或在節目主任職級，而

並非設在較次一職級的節目助理，導致有關工種出現倒置形結構。高級節

目主任或以下職級人員的招聘及晉升工作是按工種進行的。高級節目主任

或以下職級人員均不容許跨組別晉升，但晉升至特級節目主任或以上職級

則不分組別。 
 
節目及媒體管理組別的工種 
 
5.9 四個工種（即「中文新聞」、「英文新聞」、「中文電台節目」及「英

文電台節目」）獲調派到電台及節目策劃部，以製作電台節目。「電視及新

媒體節目」工種獲調派到電視及機構業務部，以製作電視節目。該等工種

在職能上與港台有關節目方面的組織結構一致。「媒體管理」工種6包括不

同組別／單位性質多樣化的多種職務，大部分屬行政性質，但亦包括開發

和管理港台的新媒體服務。 
 
製作及支援組別的工種 
 
5.10 「製作及支援」組別的工種處理技術及資料庫藏事務，除「資料室

／資料庫藏」工種獲調派到電台及節目策劃部外，全部皆獲調派到製作事

務部。在該組別的人員需要具備特定範疇（例如拍攝、攝影、錄影剪接，以

及動畫及平面設計）的知識、技能及經驗。根據港台的意見，與「節目及媒

體管理」組別的技能組合比較，該組別不同工種的技能組合較難互換。 
 

                                                 
6 港台進行內部檢討後，確認有關的行政職務需要不同的工作焦點及性向，與節目監製的要求

不同，因此在 2010 年推出「媒體管理」工種，以提供「媒體行政人員」組別。 
 



53 

 
檢討結果 
 
工種的倒置形結構 
 
5.11 有關工種的倒置形結構不但需直接招聘節目助理以上職級人員，而

且影響接任安排。 
 
分組安排帶來的影響 
 
5.12 專責小組觀察到，節目主任職系的分流安排只考慮其組別狹隘的思

維方式，令個別功能分部／組別／小組的短期運作需要往往凌駕較廣闊的

機構利益。因為節目主任職系的招聘及高級節目主任或以下職級的晉升均

分工種進行7，加上高級節目主任或以下職級人員一般留在同一組別／小

組，培訓和發展機會不足（見下文第 5.33 至 5.41 段），所以經常在加入港

台後多年均沒有接觸節目主任職級的典型核心職務。節目主任職系管理層

沒有就人力發展制定策略性模式，以支援港台履行《約章》所述的責任及

回應相關挑戰及媒體匯流帶來的機會，港台的機構表現因而受到影響。 
 
5.13 專責小組又觀察到，部分工種的職責（尤其是「媒體管理」及「資料

室／資料庫藏」）與節目主任職系的核心節目製作職責無關，由其他公務

員職系接替可能更為合適。至於「媒體管理」工種，專責小組注意到，申請

人的職業期望與加入港台後只能停留在狹窄範疇的並缺乏事業發展往往錯

配。 
 
5.14 電台行政部及獲派有關工種的分部／組別就不同工種的不同職級進

行招聘／晉升工作，為節目主任職系的分組安排全年帶來大量行政工作。

不過，該等工作大多由分部／組別短期考慮的事項所帶動，對有效職系管

理或港台履行《約章》所述的責任沒有多大幫助。 
 
5.15 「節目及媒體管理」組別的工種有整合的空間，以因應港台的業務

／運作優次更靈活調配人手。在得到職位調派及培訓支援的情況下，職系

成員在瞬息萬變的媒體及廣播產業中，會有更多機會獲得全面體驗，並提

升其工種的才能及專業水平。這樣不但令他們為事業發展作好準備，而且

亦有助培育一批既能幹又盡責的員工，以滿足部門的繼任需要。 
 
 

                                                 
7 有關招聘安排，見第 5.17 至 5.18 段。至於節目主任職系的晉升安排，見第 5.24 至 5.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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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16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 
 

(a) 檢討節目主任職系的角色及核心職能，以及相關技能組合的要求，

而非核心職能則由其他公務員職系處理或由其他適當人手安排處

理；以及 
 

(b) 檢討節目主任職系現行分流安排（尤其是兩個主要組別及 14 個工種

的分類），以更配合港台的運作及繼任需要。 
 

(b) 招聘 
 
5.17 在港台，招聘工作是按工種進行的。由 2017-18 至 2019-20 年度的三

個年度，就節目助理、助理節目主任及節目主任職級進行了總共 15 次招聘

工作。節目主任職系的倒置形結構令直接招聘晉升職級的情況十分普遍，

新招聘人員大多屬助理節目主任職級。在該 15 次招聘中，十次是直接招聘

助理節目主任職級，一次是直接招聘節目主任職級。 
 
檢討結果 
 
5.18 節目主任職系的招聘工作大多由有空缺的分部／組別主導，但並未

有足夠來自職系管理層的策略性意見。申請人的遴選準則主要以有關空缺

的技能要求為本。根據專責小組對節目主任職系近年進行的招聘工作的抽

查結果，招聘人手的分部／組別提出的招聘建議通常獲聘任當局批准。每

次招聘工作均獨立進行，並無參照範圍較廣的職系管理須注意因素。港台

沒有有關招聘工作各方面的詳細要求及程序的內部指引，故專責小組觀察

到各分部／組別的招聘做法存在差異。專責小組認為，職系管理層有需要

在節目主任職系招聘事宜上，由規劃至執行的整個過程中有更大的主導權。 
 
(c) 獲取錄人員的管理及確實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 
 
5.19 節目主任職系的獲取錄人員一般按新試用條款（適用於節目助理）

或新合約條款（適用於助理節目主任或以上職級）聘任三年，然後才獲考

慮按新常額條款聘任。根據港台的部門程序，一般會召開評核委員會，以

評核節目主任職系人員是否適合按新常額條款受聘。廣播處長身為職系首

長，是決定節目主任職系人員能否確實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的批核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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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結果 
 
5.20 有關新招聘人員的培訓，專責小組留意到，目前沒有有系統的培訓

計劃，使節目主任職系的獲取錄人員全面理解在《約章》下港台作為公共

廣播機構的公共目的及使命、須履行的責任，以及作為政府部門的角色及

職責。在確實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前，該等獲取錄人員通常在某一特定工

種的同一職位工作，很少接觸節目主任職系執行的廣泛職務，使評核他們

是否長遠適合該職系的工作難以進行。港台必須按節目主任職系的要求為

獲取錄人員設計有系統的調派及培訓計劃，以便恰當評估他們是否適合按

常額條款聘任。 
 
5.21 由 2020 年 9 月起，節目主任職系的評核委員會改由首長級薪級表第

一點的人員主持。較高級的人員參與評核委員會是一項改進，有助考慮有

關人員是否適合獲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鑑於節目主任職系中高級節目主

任或以下職級有分流安排，加上特級節目主任或以上職級人員應有能力及

資質可以執行性質更多樣化的職務，從職系管理角度來看，清楚闡釋節目

主任職系的確實聘任準則對職系成員及評核委員會十分重要。 
 
5.22 專責小組進一步認為，在提供給評核委員會有關候選人表現的資料

方面，質量仍有改進的空間，以便委員會考慮候選人是否適合確實聘任為

常額編制人員。 
 
建議 
 
5.23 在不預先限定港台就節目主任職系日後安排作出決定的前提下，專

責小組建議港台應： 
  

招聘 
 

(a) 確保節目主任職系管理層更密切參與有關節目主任職系的招聘事

宜； 
 

(b) 制定有關節目主任職系招聘工作的清晰部門指引，以確保執行一致

及提升行政效率； 
 

 獲取錄人員的管理 
 

(c) 在三年的新試用條款／新合約條款期內，為獲取錄人員提供有系統

的培訓，使他們全面理解《約章》的規定（包括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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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及政府部門的角色及職責），並發展作為節目主任職系人員所需的

才能； 
 

(d) 在確實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前，安排獲取錄人員調派到核心功能範

疇，以接觸港台各項運作，並確保管理層更準確評核他們是否適合

長期聘任； 
 

 確實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 
 

(e) 向獲取錄人員及評核委員會清楚闡釋確實聘任的準則，以增加確實

聘任過程的透明度及客觀性；以及 
 

(f) 向評核委員會提供有關人員的表現資料詳情，以方便該委員會考慮

該等人員是否適合確實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 
 

(d) 晉升 
 
5.24 晉升至助理節目主任、節目主任及高級節目主任職級是按各自組別

的工種8進行。高級節目主任或以下職級均不容許跨組別晉升，晉升至特級

節目主任或以上職級則不分組別（即次一職級的所有人員均有資格獲考慮

晉升）。由 2017-18 至 2019-20 年度，節目主任職系不同職級／工種總計進

行了 86 次晉升工作。 
 
檢討結果 
 
策略性人力規劃不足 
 
5.25 節目主任職系的職系管理層沒有進行策略性人力規劃，晉升選拔委

員會在近期有高一職級空缺時召開。由於港台工種零碎，加上運作模式各

自為政，助理節目主任、節目主任及高級節目主任職級的晉升選拔委員會

會集中考慮有關組別現有空缺的技能要求。換言之，晉升不是建基於晉升

人員是否具備全面才能，這不利於在港台培育領導人才，而且對部門的繼

任工作構成重大影響。 
 
 
 

                                                 
8 當召開晉升選拔委員會時，屬於同一工種次一職級的所有人員均會自動被納入成為可獲考慮

晉升的候選人，而屬於同一組別其他工種次一職級的人員會被邀表示是否有意被考慮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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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選拔委員會 
 
5.26 節目主任職系的晉升選拔委員會現行成員組織，符合公務員事務局

發出的《聘任指南》所規定的最低要求，但有需要檢討擔任特級節目主任

職級的晉升選拔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人選。由於晉升至特級節目主任或以

上職級不分組別，在物色具潛質應付港台較長遠的繼任需要的合適人選方

面，特級節目主任職級的晉升選拔委員會擔當關鍵角色。確保適當高級人

員的意見能在這些委員會上討論，至關重要9。此外，應向各級晉升選拔委

員會提供人選的表現資料詳情，以方便委員會考慮該等人選長遠來說是否

適合。 
 
建議 
 
5.27 在不影響港台就節目主任職系的日後安排作出決定的前提下，專責

小組建議港台應： 
 

(a) 加強職系管理層在監督進行晉升工作方面的角色，以確保在各方面

合適的人員可透過公平客觀的過程獲甄選； 
 

(b) 檢討擔任特級節目主任職級晉升選拔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人選，以

確保高級管理層適當參與這些委員會的討論；以及 
 

(c) 向各級晉升選拔委員會提供人選的表現資料詳情，以協助評估所有

人選長遠來說是否適合。 
 

(e) 表現管理 
 
5.28 公務員事務局鼓勵部門首長／職系首長推行才能為本的模式評核員

工表現。這模式在評核員工表現和確定員工發展需要方面能增加客觀性及

透明度，令表現管理更為有效。港台正預備為節目主任職系中，由節目助

理至特級節目主任職級10引進才能為本評核報告。 
 

5.29 公務員事務局亦鼓勵各局／部門成立評核委員會，以確保某一職級

內的評核評級（包括表現、才能及是否適合晉升的評級）的評核標準及公

                                                 
9 目前，特級節目主任職級的晉升選拔委員會由總監（廣播事務）擔任主席，而總節目主任職

級的晉升選拔委員會則由廣播處長擔任主席。 
 

10 總節目主任職級及以上已應用才能為本的表現評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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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程度一致。 
 
檢討結果 
 
覆核人員11 
 
5.30 節目主任職系的工作表現評核制度下很大部分是基於港台個別分

部，評核人員、加簽人員，以及覆核人員大多來自同一分部。加上節目主任

職系的按職責分流安排，以及節目主任職系員工很少跨工種的職位調動，

導致現行的工作表現評核安排側重於分部考量，沒有充分重視工作人員的

發展，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潛力以支持實現機構目標。 
 
評核委員會 
 
5.31 鑑於每個工種涉及的人員數目較少，港台認為無需要為節目主任職

系成立評核委員會。然而，專責小組認為，節目主任職系的按職責分流安

排可能會導致不同工種的工作表現評核標準有所差異。設立評核委員會有

助從較廣闊和較客觀的角度覆核表現評核，應該能夠解決這些限制。這樣

可確保適用於同一職級人員的表現評核標準一致。 
 
建議 
 
5.32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 
 

(a) 優先為節目主任職系引進才能為本的表現評核制度； 
 

(b) 檢討節目主任職系的覆核人員的安排，以提高工作表現管理的一致

性和客觀性，以及為鑑定接受評核人員的培訓和發展需要提供更好

的支援；以及 
 

(c) 考慮成立評核委員會，以確保適用於同一職級的所有人員的評核標

準公平一致。 
 

  

                                                 
11  在公務員工作表現評核制度下，覆核人員的工作是審核接受評核人員迄今為止的工作表現，

以及評估其進一步發展的潛能和發展需求。要擔當這個角色，覆核人員須要對接受評核人員

同一級別的其他人員有一個總體了解。他們還應該意識到下一個更高職級所要求的能力和素

質，以及評核人員和加簽人員所採用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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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培訓及發展 
 
5.33 港台培訓通告第 1/2012 號述明，能幹和有抱負的員工能確保港台建

立其信念、履行其使命和達成其抱負。港台的培訓政策是為員工提供培訓

機會，以磨練其技能、提高其專業水平和提升其核心才能，使員工在港台

服務和發展事業期間，有能力履行其現行職務及應付不斷轉變的服務需求。 
 
5.34 港台尚未為節目主任職系人員編排任何必修培訓課程。專業及技術

培訓大多為在指定分部／小組工作的人員而設。適合的人員會獲提名修讀

管理培訓及國家事務培訓。 
 
5.35 根據港台行政通告第 1/2011 號，節目主任職系人員有三類職位調派

安排： 
 

(a) 對於助理節目主任職級「節目及媒體管理」組別的獲取錄人員，在

受聘後首五年內調派到同一組別的跨工種職位，每個職位出任五至

九個月； 
 

(b) 若人員已完成試用期或新合約條款首個任期並提出要求，便安排跨

工種職位調派；以及 
 

(c) 管理層提出主要為特級節目主任及總節目主任的職位調派，以擴闊

其視野，並培養人員的晉升潛力。 
 

5.36 職位調派委員會須考慮特級節目主任或以上職級，以及跨工種的職

位調派安排。至於在特級節目主任以下同一工種的職位調派安排，則由有

關分部主管擔任批核當局。 
 
檢討結果 
 
機構培訓及發展架構 
 
5.37 港台至今仍未發展機構培訓及發展架構，以便有系統地評估部門的

培訓及發展需要、制定培訓及發展計劃，以及管理和評估培訓及發展活動，

以協助達到機構目標。 
 
入職培訓 
 
5.38 入職培訓是經規劃的過程，旨在協助獲取錄人員順利融入機構。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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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所有獲取錄人員均須接受港台的半日入職培訓，但港台自 2018 年 11 月

起從未舉辦任何入職培訓。專責小組從 2018 年 11 月舉行的入職課程的內

容觀察到，該課程由職級較低的人員教授，並無為學員的職級或工種度身

安排。舉例來說，課程只簡介港台的抱負、使命及信念（見附錄 5.1），並

無深入解釋《約章》。 
 
節目主任職系需要更有系統的培訓 
 
5.39 節目主任職系的培訓欠缺系統，通常由節目主任職系人員獲調派到

相關分部自行負責。所觀察到的不足之處載於下文： 
 

(a) 除半日入職培訓外，節目主任職系人員在確實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

前後均沒有必須接受的培訓，故有需要有系統的培訓及發展模式； 
 

(b) 目前，儘管《約章》十分重要，卻沒有為節目主任職系人員提供專門

培訓。職系成員全面了解《約章》的要求、管治安排，以及港台作為

公共廣播機構及政府部門的角色及職責，至為關鍵； 
 

(c) 大部分節目主任職系人員從事節目製作／內容創作，但有關《節目

製作人員守則》的正式培訓很少舉行，有關通訊局發出的節目標準

業務守則及其他新聞／編輯課題的培訓環節亦只曾舉辦數次； 
 

(d) 跨工種培訓課程不但令節目主任職系員工更了解該職系多元化的職

能及職責，而且促進跨組織界限合作，然而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

曾舉辦的培訓課程數目及學員出席率與該職系的規模比較十分有

限； 
 

(e) 對執行行政職務的節目主任職系人員來說，並沒有有系統或專門的

培訓課程，使他們具備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採購、合約管理等

範疇的必要技能及知識；以及 
 

(f) 依賴在職指示及指導而並非正規培訓，加上有關部門規則、程序及

指引的書面記錄不足夠，在個人及機構層面均對港台的服務表現造

成影響。 
 
職位調派及事業發展 
 
5.40 要令節目主任職系人員為發展事業作好準備，以有組織的方式接觸

不同範疇的工作會為他們帶來裨益。此舉會有助培育一批準備承擔較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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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的能幹人員。然而，新聘任的節目主任職系人員目前沒有獲安排在試用

期或新合約條款首個任期內調職。獲取錄人員沒有資格要求跨工種調職，

除非他們已獲確實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根據港台所述，節目主任職系人

員是按工種招聘的，因此通常屬意在各自的工種發展其事業。直屬上司通

常對其下屬的職位調派建議並不熱心，因為這樣意味捨棄經驗豐富的員工，

但換來缺乏經驗的屬下。 
 
建議 
 
5.41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 
 

(a) 制定部門培訓和發展策略，以培育一支專業的部門員工隊伍，他們

應精通港台的公共目的及使命，並具備必要的技能來滿足港台的管

理和運營需求、監督和評估策略的實施情況、並根據不斷變化的技

術和服務需求對策略進行必要的調整； 
 

(b) 加強入職培訓課程，以確保所有新招聘人員（包括公務員及非公務

員人員）全面了解《約章》，包括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及政府部門

的責任； 
 

(c) 在考慮不同職級的才能綱要、節目主任職系有關其角色及核心職能，

以及部門較長遠繼任需要的日後安排後，為節目主任職系人員制訂

有系統的培訓計劃；以及 
 

(d) 為節目主任職系檢討和制定職位調派安排，以期培育員工的潛能，

並考慮該職系日後的安排及部門的繼任需要。 
 

電訊工程師職系及技術主任職系 
 
5.42 電訊工程師職系及技術主任職系在港台是共通職系12。廣播處長同時

是電訊工程師職系及技術主任職系的職系首長，在職系的日常管理方面由

電台行政部協助。 
 
檢討結果 
 
5.43 儘管電訊工程師職系（九個職位）及技術主任職系（六個職位）編制

細小，職系管理層對管理及培育職系成員仍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
                                                 
12 共通職系是調派到幾個部門但由個別部門首長管理的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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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系成員卻沒有職位調派安排。技術主任職系人員只獲提供有限度培訓，

反而電訊工程師職系人員則獲提名修讀多種培訓課程，以幫助他們發展專

業。 
 
5.44 至於表現管理，則使用與節目主任職系同等職級的同一評核報告，

這表示該兩個職系的才能為本評核報告尚未制定。 
 
建議 
 
5.45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 
 

(a) 加強電訊工程師職系及技術主任職系的職系管理職能；以及 
 

(b) 考慮為電訊工程師職系及技術主任職系引進才能為本評核報告，以

便在評核表現和促進員工發展方面增加客觀性及透明度。 
 

（B） 合約員工 
 
5.46 港台聘請各類非公務員員工以滿足其服務需要，本節檢視港台聘用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並找出需改善之處。 
 
在港台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5.47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為部門首長／職系首長提供靈活方式，以聘

用屬非首長級同等職級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部門首長／職系首長獲授權

力及酌情權決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及有關事宜，並負責確保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計劃不被濫用。 
 
5.48 在政府於 1999 年引進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後，港台開始聘用非公

務員合約僱員以應付其運作需要。為回應《審計署署長第 46 號報告書》

（2006 年 3 月）提出的建議，港台以稱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的另

一種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取代第 III 類部門合約僱員13，以便與部門僱用的普

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下稱「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分開。表 5.4 概述

兩類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港台的主要特點。 
 
  

                                                 
13 第 III 類部門合約僱員由各節目分部招聘，以應付特別及短期的節目製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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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在港台的主要

特點 
特點 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 

聘用目的  應付運作需要 
 

 應付短期及特別的節目製作需

要，為期少於 12 個月。 
 根據 22 種獲批工種，大部分等

同助理節目主任職級或節目助

理職級。 

計劃管理  由電台行政部集中處理  由個別分部的中央行政組處理。 

薪 酬 福 利

條 件 及 約

滿酬金 

 沒有預先批准的架構。電台行政

部在諮詢用戶組別和參考舊個

案後制定薪酬福利條件。每宗個

案均須副廣播處長批准。 
 大部分全職員工的約滿酬金一

般定於 10%至 15%。 

 每個工種均有預先批准的薪酬

福利條件。 
 選定全職工種的約滿酬金定於

15%。 

招聘安排  通過公開招聘並按用人唯才的

原則選拔申請人。 
 

 根據備選名單機制選拔和聘任

申請人： 
(a) 通過公開招聘選拔新申請

人；以及 
(b) 現職及曾任職的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節目）可轉移到

新備選名單，無須通過公開

招聘。 
 來自(a)項的獲選申請人及按(b)

項轉移過來的僱員集合成一張

綜合備選名單，作指派工作用

途。 

招 聘 工 作

的次數 
 按需要。  至少每兩年一次，特別招聘工作

可在兩次定期招聘工作之間進

行。 

合約期限  通常為全職員工 12 個月、兼職

員工六個月，並可續約，但視乎

服務需要及表現是否令人滿意

而定。 

 最長 364 天，但可按批准延長。 
 至於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

目），兩份合約之間須中斷服務

至少七天。 
 總聘用期不設上限。 

來源：對港台記錄的分析 

 
5.49 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在港台的管理

方式並不相同。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按公務員事務局頒布的現行規則及

規例管理，其招聘及其他聘任相關事宜則由電台行政部處理。至於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節目），其招聘及聘任安排由港台制定，而計劃管理責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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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為備選名單上的個人指派日常工作）則由個別製作單位的中央行政組承

擔。 
 
5.50 完成全職及兼職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表現評核，屬必要規定。

至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全職者需要完成表現評核，而兼職者則無

此要求14。 
 
5.51 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港台有 144 名全職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15，

15 名兼職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15 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及

282 名兼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16。其中 49 名由港台僱用的全職一

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長期服務港台（即連續受聘五年或以上），當中 17 名

已受聘十年或以上。表 5.5 顯示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按分部劃分的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的分布。 
 
表 5.5 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港台的分布 

分部 
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節目） 

全職 兼職 全職 兼職 16 

電台及節目策劃部 43 10 1 246 

電視及機構業務部 45 4 14 27 

製作事務部 49 - - 9 

其他 7 1 - - 

總計： 
144 15 15 282 

159 297 
來源：港台 
 
檢討結果 
 
計劃的設計 
 
5.52 實施另一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計劃，並按另一套規則招聘、

聘任及調派，會令計劃的管理更為複雜。專責小組的觀察結果載列如下： 

                                                 
14 如果兼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沒有完成工作表現評核報告，則應在工作完成表中記錄

為不滿意工作表現。 
 
15 該等全職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大多涉及節目製作相關職務，少數則提供工程相關及其他技

術支援，或行政支援。 
 
16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在本報告中的兼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數目指兼職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節目）合約數目。個別人士可同時按超過一份合約受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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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專責小組留意到在工作性質及工作期限方面，廣播機構的日常運作

帶來多樣化的運作需要，但在港台實行劃一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

劃以應付部門的非公務員人力需要仍有好處； 
 

(b)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新約／續約的「少於 12 個月」合約期，

流於表面化，因為該等合約獲指定人員批准便可續期，而個別非公

務員合約僱員（節目）的總僱傭期不設上限； 
 

(c)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的「轉移」安排與通常適用於招聘政府職

位的用人唯才方式存在差異，容許即使表現令人滿意的清晰書面記

錄欠奉，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仍可留在連續多份備用名單內；

以及 
 

(d)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節目）計劃的管理採用權力下放模式，因而欠

缺效率，而各分部／組別／小組則各師各法。 
 

員工管理 
 
5.53 港台缺乏有系統性為一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節目）而安排的入職簡介／培訓，令人質疑這些僱員對《約章》規定及適

用的政府規則及規例是否熟悉。 
 
5.54 專責小組察覺不到部門內所有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有劃一的表現管理

安排。個別人士可按同時或在不同時間與港台簽訂的不同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合約受僱，因此每個分部的表現評核（如有）可能各有不同而並非一致。 
 
建議 
 
5.55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 
 

(a) 在考慮部門人力策略，相關的政府規則和成本效益的基礎上，制定

有關僱用合約僱員的部門策略；根據預期結果監察策略的實施情況，

以及隨著部門人力需求的發展確定需要改善的地方（例如通過其他

方式滿足服務需求）； 
 

(b) 認真檢討部門兩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同時運作（尤其是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節目）計劃的設計是否恰當）的效率及成本效益，並改

善計劃管理（包括避免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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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考慮部門人力策略後，繼續把有長期需要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職

位轉為公務員職位；以及 
 

(d) 為部門全體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引進劃一的表現管理安排。 
 

（C） 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 
 
5.56 港台聘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安排歷史悠久，可追溯至上世紀八十

年代前。根據 1982 年的有關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文件，聘用的第 II 類服

務提供者應只限五個類別，即臨時演員、唱片騎師17、編劇、撰稿人及研究

員。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是自由工作者，可以是獨立承辦商或自僱人士，他

們因某些節目製作過程中的特定目的而獲短期聘用。他們按服務收費，而

非收取薪酬，亦不是港台員工或僱員。 
 
5.57 第 II 類機制給予港台彈性以應付短期節目需要，原因是提供的服務

獨特，公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均未能提供，亦不能通過公開競爭或其

他方式應付相應需要。港台行政通告第 4/2015 號指出，原則上，只有財委

會批准的五類服務在不能通過公開報價獲得的情況下，方可通過第 II 類機

制獲得。是否聘用上文界定的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由廣播處長酌情決定。 
 
5.58 表 5.6 顯示按分部劃分的職銜分布。 
 
表 5.6 港台按分部劃分的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職銜分布（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 

類別 

職銜數目 
電台及節目策劃部 

電視及機構

業務部 
製作事務部 總計 中文新聞及

時事 
英文新聞及

時事 
演員 4 1 4 - 9 
節目主持 5 4 4 - 13 
編劇 3 1 3 - 7 
研究員 1 1 2 - 4 
撰稿人 12 5 25 1 43 

總計： 25 12 38 1 76 
來源：港台 

 

                                                 
17 港台後來已把「唱片騎師」改為「節目主持」，但未能從部門記錄中追溯到更改的理據及批

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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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表 5.7 顯示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港台按服務類別劃分的第 II 類服

務提供者及簽訂合約的分項數字。 
 
表 5.7 港台按服務類別劃分的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及簽訂合約的分項數字

（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 

類別 

服務提供者數目* 合約數目 
電台及

節目策

劃部 

電視及

機構業

務部 

製作事

務部 
總計 

電台及

節目策

劃部 

電視及

機構業

務部 

製作事

務部 
總計 

演員 117 187 0 304 200 212 0 412 
節目主持 593 216 0 809 998 219 0 1 217 
編劇 44 11 0 55 55 11 0 66 
研究員 153 35 0 188 282 43 0 325 
撰稿人 333 134 3 470 792 222 3 1 017 

總計： 1 240 583 3 1 826 2 327 707 3 3 037 
* 同一服務提供者可同時按不同合約受僱。 

來源：港台 

 
檢討結果 
 
計劃的設計 
 
5.60 廣播業是一個充滿動態和變化的產業，專責小組了解港台有需要聘

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以應付短期服務需要。然而，這彈性必須恰當地使

用，並須受適當內部管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宗個案均必須有充分理

據，證明服務性質獨特，而提出要求一方必須能夠證明為何所需服務不能

由內部員工或通過以市場公開競爭為基礎的其他方式提供，亦必須確保公

共資源用得其所、有效率和具成本效益。 
 
5.61 因應計劃設計的固有規定，專責小組對港台現行聘用第 II 類服務提

供者的安排的觀察載列如下： 
 

(a) 目前，五個服務類別的定義包含服務需要的獨特之處，例如「節目

主持」界定為「受聘在節目或活動中擔任主持、作陳述、講話、宣布

或即興表達的人，但因進行相關簡報需具備一定水平的專門知識／
經驗，令節目主任難以勝任」（重點為本文所加），而提出要求一方

無須在合約申請表格中就每宗個案提供詳細理據（例如節目主持工

作的特定性質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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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於「撰稿人」18的定義廣闊，這服務類別已激增至目前的 43 個工

種。部分工種與節目主任職系的典型職務重複，而其他則鑑於酬金

過低或可以通過公開招聘或以報價／招標採購的其他方式獲取服

務，所以或未能完全符合「獨特性」這個準則； 
 

(c) 至於個別個案的服務提供者的選擇，在合約申請表格中的「聘用理

由」部分容許提出要求一方在數個預設選項中作出選擇，而該等原

因的字眼流於空泛，不足以證明有關服務提供者獨一無二； 
 

(d) 港台從未為整個部門或個別分部／組別可聘用的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

的總數設定上限，亦沒有任何開支上限。港台亦沒有就第 II 類服務

提供者可與部門同時簽訂的合約數目或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總聘用

期作出管制。港台沒有對涉及長期聘用、頻繁簽訂／簽訂多份合約、

或超過某個總收費水平的個案作出覆核，或完全證明該等個案有理

據。在沒有該等管制的情況下，或令第 II 類服務被大量使用（即截

至 2000 年 8 月 1 日，約 3 000 份合約有逾 1 800 名服務提供者）；以

及 
 

(e) 第 II 類服務機制令人產生貪方便的印象，而不是有充分理據支持的

必需措施。 
 

事後批准 
 

5.62 儘管《第七十一號審計報告》提出了關注聘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

事後批准的個案，以及港台隨後向政府帳目委員會報告自 2019 年 3 月初以

來已經再沒有涉及事後批准的案件，專責小組卻發現仍然有違反現行指令

的事後批准個案。港台沒有針對這些個案採取必要的跟進行動，也沒有採

取措施避免以後再次發生類似事件。 
 

表現管理 
 
5.63 專責小組觀察到服務提供者的合約都沒有清楚列出對他們的預期服

務質素及表現水平，亦沒有設立表現評核及保存記錄的恰當制度。 
 
  

                                                 
18 撰稿人的定義為「受聘以便在各方面支援製作工作的人，或提供必需製作材料的人，而節目

主任不能輕易預備該等材料，原因是需具備一定水平的專門知識／經驗／罕有技能／地理位

置鄰近方可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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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及紀律 
 
5.64 一如標準合約所載述，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預期在考勤、努力工作、

對市民及同事有禮、誠實處理所有公事、避免和申報利益衝突、適當處理

保密資訊、服從港台員工，以及在適用情況下遵守現行政府規例及部門訓

令方面，與全職公務員一致」。他們需要「在製作節目時遵守港台的製作守

則、指引及標準（不論明文規定與否）」，並可因行為不檢或被裁定觸犯刑

事罪行而受到紀律處分。 
 
5.65 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行為及紀律事宜由組別參考部門指引處理。然

而，在決定就個別個案採取紀律處分時，港台從未就擬採用的標準或擬考

慮的因素發出進一步訓令，導致個案的處理方式並不一致。在機構層面欠

缺協調、監察及監督，會為港台的機構形象、聲譽及利益帶來巨大風險。 
 
利益衝突 
 
5.66 目前，港台有關人員須申報與處理中的個案的任何利益衝突，但該

等申報沒有妥善記錄在案。另一方面，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受合約約束，須

申報任何利益衝突，並盡量緩解或消除該等衝突。不過，港台從未提供進

一步指引，說明在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前提下，會構成或被視為「利

益衝突」的情況。以其他公共廣播機構作為參考，從事外間活動和聘用僱

員／服務提供者、以個人或官方身分使用社交媒體（尤其是在對有關公共

政策或有爭議事宜發表意見時）、在為有關組織工作期間披露機構政策或

取得的資訊等，可能與機構的核心價值（例如「持平」）有衝突，並可能影

響公眾對機構作為有公信力、客觀及持平的廣播機構的印象，即導致利益

衝突。 
 
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管理 
 
5.67 專責小組觀察到第 II 類機制的管理有不少缺陷，下文解釋該等缺陷

如何增加港台所承受的風險： 
 

(a) 部門指引及訓令，以及有關第 II 類機制各方面的指引均難以遵從，

原因是文件相互參照，並且以追蹤修訂方式加入新訓令及多項更新； 
 

(b) 第 II 類機制的運作為港台不同層面帶來大量行政工作。現有資料系

統基本上只處理合約付款事宜，不足以為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管理

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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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68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 
 

(a) 制定有關聘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部門政策和運作機制，以確保遵

守最初計劃的原意以及計劃的誠信、效率和成效，以及監督上述政

策和運作機制的實施，以確保嚴格遵守服務獨特性的原則； 
 
(b) 認真檢討第 II 類計劃的現行設計是否符合財委會批准的原意及範

圍，尤其是五類服務的定義及範圍、有關工種，並在適當地糾正； 
 
(c) 認真檢討第 II 類計劃的現行用途是否符合計劃原意，並在適當地糾

正；以及 
 
(d) 加強計劃管理（包括表現管理），並引進穩健措施以防行為不檢或

及涉及個案處理的港台人員及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出現任何利益衝

突，以保障港台持平的聲譽及作為可信賴公共廣播機構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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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財務管理 
 

要點 
 
H.1 廣播處長作為《總目160—港台》的管制人員，須對該開支總目下

的所有開支，以及所有與港台有關的公帑和政府財產負責。根據《約章》，

廣播處長須以所獲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並確保符合所有適用的政府規則

及規例。在2019-20年度，總目160的實際開支為10.417億元。 
 
H.2 財務管理涵蓋廣泛的活動和概念。最簡單的層次是行使管制權，

確保付款是在獲得適當的授權和以受規範的方式進行，而收入則在到期

時獲取。在這基本層次以外，財務管理還涉及發揮效率、成效和經濟效

益，以致用得其所。這包括在考慮業務目標後作出及時的財務規劃、評估

各資源分配選擇的相對優勢、監察和評估在業務目標下的財務表現，並

將評估所得的啟示引入下一個財政計劃週期，以期推動機構表現得以持

續改善。 
 
H.3 專責小組留意到數項港台在財務管理方面有待改善的範疇，要點

載於下文。 
 
H.4 目前，港台的財政預算規劃流程與其業務規劃週期並非完全一致。

財政預算規劃經常集中在短期的運作和反映各分部／組別項目以及持續

的優先事項。為展現出作為政府全額資助的公共廣播機構的財務責任，

港台應該整合其財務和業務規劃的週期，推動一個整體而涵蓋短期和中

期的機構策略，以履行《約章》所列明部門的公共目的和使命。節目新措

施和資源建議應基於對風險和機遇的知情評估，並以機構層面的措施為

先，各分部的意向則為次。機構層面的措施能令各分部受惠，不應被忽

視。為了發揮最大效益，港台須在每年結束之後檢討其財務表現，以評估

在運用部門資源方面的成本效益。檢討所得的結果能為下一財政年度的

財政預算規劃及撥款分配帶來啟示。 
 
H.5 港台共有22個撥款管制人員（包括總目160的管制人員），每人均

須就妥善使用其所獲的撥款負責。部門應加強財政預算的管制和監察，

並應提供及改善財政資訊作管理用途。此外，港台應將風險管理納入其

職能和流程的各個方面。 
 
H.6 港台的領導層須向員工解釋具意義的財務和業務規劃的價值，加

強培訓以加深他們理解有關財務管制和表現衡量的概念，並在部門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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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循規的文化。 
 
H.7 專責小組亦檢討了港台財政及資源組和制度審核組各自的角色和

職能，港台管理層應善用財政及資源組，就部門在財務管理方面的策略

性職能及系統性事宜提供專業意見。此外，港台的管理層應請制度審核

組積極參與，當中包括加強循規審查並進行更多衡工量值審計，以審視

港台的運作和活動，從而確保資源運用具效率、成效和符合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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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財務管理 
 
6.1 廣播處長作為《總目 160—港台》的管制人員，須對該開支總目下的

所有開支，以及所有與港台有關的公帑和政府財產負責及問責。他須遵守

財政司司長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 條）訂立的規例及發出的指示或

指令。廣播處長及港台所有參與財務管理的員工，均須遵守有關當局頒布

的規則及規例。根據《約章》，廣播處長須以所獲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並確

保符合所有適用的政府規則及規例。 
 
6.2 財務管理包含廣泛的概念和活動1。庫務署發布了《財務管理指引》，

以加強管制人員認識良好財務管理的特質和好處，並鼓勵他們將這些特質

應用於機構規劃，訂立業務目標和分配優次，以及監察和評估表現，盡力

達到其機構的業務目標。 
 
港台的財務管理 
 
6.3 《總目160—港台》在2019-20年度的實際開支為10.417億元，而2020-
21年度的原來預算開支則為10.463億元。2019-20年度的主要經常開支項目

載於附錄6.1。港台在2020-21年的預算收入為1,150萬元，主要收入來源為贊

助和節目內容使用許可2。 
 
6.4 財政及資源組負責處理港台的財務管理及會計事宜。財政及資源組

由一名高級庫務會計師（財政及資源）帶領，並由一名庫務會計師（管理會

計組的主管）和一名高級會計主任（會計組及物料供應組的主管）支援。 
 
檢討結果及建議 
 
財政預算的流程 
 
6.5 港台沒有一個在部門層面而又涵蓋機構各方面業務和活動的機構規

劃流程或連貫的機構策略。電台及節目策劃部與電視及機構業務部分別進

                                                 
1 包括在部門層面以及財政預算負責人的層面行使財務和財政預算管制、內部監控、運用成本

計算資訊作管理用途，比較各方案和計劃的評價，以及表現衡量（將成本與產量和成果連結）

用作評估成本效益，以達至用得其所。 
  
2 節目內容使用許可是指對外部使用者播放港台節目發出使用許可。港台與政府庫房分享有關

使用許可所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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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年度節目規劃工作3，與製作事務部的規劃工作分開。製作事務部的規

劃重點在於港台技術發展需要的相關事宜。港台規劃年度財政預算週期的

時間表與其年度業務規劃週期並不完全一致。港台的財政預算規劃經常集

中在短期的運作和反映各分部／組別項目以及持續的優先事項，並未有重

視港台在《約章》中須履行的責任。此外，專責小組未有收到證據顯示港台

有進行任何在每年結束之後的檢討4，以協助規劃下一個財政預算週期和新

財政年度的撥款分配。 
 
6.6 專責小組建議，為了展現作為由政府全額資助的公共廣播機構的財

務責任，港台應引入一個整體的財政預算規劃機制，並涵蓋以下各個有待

改善的範疇： 
 

(a) 在高級管理層的督導下，制定一個涵蓋短期和中期的財務及業務規

劃的整體機構策略，以履行《約章》所載部門的公共目的和使命。港

台的領導層應向員工解釋具意義的財務和業務規劃的價值。節目新

措施和資源建議應基於對風險和機遇的知情評估，並以機構層面的

措施為先，各分部的意向則為次。機構層面的措施能令各分部受惠，

不應被忽視； 
 

(b) 整合財政預算和業務規劃的週期，使財政預算規劃週期可以考慮到

年度規劃流程中有關新措施的資源影響，以及任何已知的節省款項

／重新調配的機會；  
 

(c) 加強檢討在運用部門資源方面的成本效益，以確保能達到用得其所； 
 

(d) 在每年結束之後進行檢討，並將檢討所得的啟示引入新財政年度的

財政預算規劃及撥款分配； 
 

(e) 財政及資源組應加強參與資源分配的工作流程，以支援港台作出更

具成效的財務規劃和管理；以及 
 

                                                 
3  根據現行的年度節目規劃流程，在本曆年的第一季至第三季會進行數項聽眾和觀眾意見調 
 查。在本曆年的最後一季和下曆年的第一季，會整合聽眾和觀眾意見調查的結果，經內部討

論後，電台和電視服務會分別制定其年度節目計劃。經整合的年度計劃將提交策略小組會議

通過。 
 
4 在每年結束之後的檢討涵蓋：評估各財政預算負責人的財務表現、比較上一個財政年度的實

際開支與原來預算和修訂預算、評估已計劃的服務和活動有否完成以及達到指標，如沒有，

確定出現差異的原因，找出待改善的範疇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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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高級管理層應與財政及資源組協力合作，在收到港台於新財政年度

的年度撥款通知後，敲定內部撥款的詳情並提交撥款管制人員，使

他們在新財政年度開始時已知悉有關撥款情況。 
 

財政預算的管制 
 
6.7 現時，港台有 22 名撥款管制人員。除廣播處長及副廣播處長外，其

他撥款管制人員為各分部／組別的首長或輔助職能的主管。專責小組留意

到港台的財政預算管制仍有進步空間，以預防超支和確保內部妥善重新分

配撥款。 
 
6.8 專責小組還注意到，港台並沒有記錄經招標方式採購以及經接納書

確認的採購項目的承擔額。因此，港台在政府財務管理資料系統內有關承

擔額的記錄並不完整，撥款管制人員需要依靠其他方法（例如人手記錄），

才能全面了解以進行財政預算的監察及管制工作。 
 
6.9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引入更完善的財政預算管制及監察機制。所有

撥款管制人員都應被充分通知，在履行其財務責任時遵守相關政府規則及

規例的重要性。應根據服務的要求，盡可能記錄有關採購貨物和服務的承

擔額，不得因為避免超出核准撥款的原因而把付款遞延至下一個財政年度。 
 
財務資訊 
 
6.10 在管理層和撥款管制人員進行財務規劃及監察、表現評估及決策時，

提供準確、相關和及時的財務資訊予以輔助，尤為重要。 
 
6.11 專責小組注意到，提交予廣播處長和副廣播處長的每月財務報告載

有大量的財務資料，並包含詳細的開支細目。專責小組建議，提供予高級

管理層的財務資訊應簡明扼要，並集中於高層須知悉的重要資訊。 
 
6.12 專責小組進一步留意到，雖然撥款管制人員可透過港台本身的資訊

系統，在線上查詢其撥款項目的使用情況。然而，有關系統並不便利使用，

亦不能支援有效的財務監察。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徵詢庫務署有關替代安

排，以提供便利使用、更新及足夠的財務資料予撥款管制人員，促進財政

預算管制。 
 
6.13 對於從財務角度去評估一項活動的表現和價值，以及在各項互相競

爭部門資源之間的活動中作出選擇，成本計算資訊至關重要。該些分析將

協助港台找出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以履行其在《約章》中的責任，從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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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的部門資源發揮最大效益。為支援港台的管理層進行資源規劃和監察，

以及表現評估和決策，專責小組建議財政及資源組與管理層及各節目部合

作，列出各種用途所需的各項成本計算資訊。 
 
會計運作 
 
6.14 專責小組在檢討港台的會計運作時，注意到一些過期付款的情況。

為了改善財務及會計的運作，港台應遵守所有會計規則及規例。專責小組

建議財政及資源組應定期檢討及識別任何異常個案和特殊情況，並尋求系

統性改進，以處理一些經常不合規的範疇。 
 
6.15 專責小組進一步注意到，某些部門的會計程序仍然是使用人手及並

非電腦化。專責小組建議財政及資源組檢視和簡化這些人手程序，以提高

效率和成效。 
 
資產管理 
 
6.16 妥善的資產管理可促進部門有效地規劃其資產，以及有系統地組織

並使用這些資產去拓展部門的業務目標。現時，港台並沒有中央系統管理

其資產，亦沒有標準的工作流程去管理資產的動向。 
 
6.17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徵詢效率促進辦公室的意見，就業務流程再造進

行研究，以改良部門現行的安排。 
 
內部監控 
 
6.18 內部監控5是良好機構管治的基礎，亦是機構業務流程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它旨在應對風險，並在追求機構的使命時，提供合理的保證使其達

到以下的基本目標：  
 

(a) 業務運作的效率和成效； 
 

(b) 財政報告的可靠性；以及 
 

                                                 
5 內部監控涵蓋的原則和做法，例如： 

(a) 盡可能劃分職責，以盡量減低詐騙和錯誤的風險； 
(b) 經常進行監督檢查，以緩解因無法安排職責劃分的風險； 
(c) 訂立適當的權限級別或授權限額；以及 
(d) 在所有會計程序和財務資訊系統中體現監察與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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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符合適用的法律、規則、規例和管理政策及指令。 
 

6.19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採納庫務署發出的《內部監控指引》中的良好

做法，並定期進行內部監控問卷調查以評估部門的內部監控，特別是有關

新活動和較高風險的範疇。制度審核組可協助審核已完成的問卷調查，以

提供獨立的意見，並就需要加強管制的範疇提供建議。 
 
財政及資源組的角色  
 
6.20 經考慮檢討的結果，專責小組建議港台管理層應充分運用財政及資

源組，同時檢討及改善以下有關財政及資源組的角色及職能，以改善港台

的財務管理：  
 

(a) 財政及資源組在執行其主要職能時仍有需要改善的範疇，例如監察

財政預算管制、確保符合有關的規則及規例、擬備及向管理層和撥

款管制人員提供相關的財務資訊及分析、就有關範疇向管理層和使

用者提供專業意見，以及實施妥善的內部監控。除此之外，財政及

資源組可就財務管理中的策略職能和系統性事宜提供更多專業意見
6。就此，港台的管理層應加強財政及資源組參與資源分配的工作流

程； 
 

(b) 應向管理層提供更多的管理資訊（如成本計算資訊、財務分析和特

殊情況的報告），以改善財政預算的監察，識別改善的空間，提供成

本比較和支援表現衡量／評估。提供予高級管理層的財務資訊應簡

明扼要，並集中於高層須知悉的重要資訊； 
 

(c) 財務管理中的人手工作流程應盡可能自動化／簡化，以提升效率和

成效； 
 

(d) 應更好地規劃財政及資源組的工作及為相關工作分配優次（例如：

應設立時程表、指標及服務承諾7；應定期檢討及監察進展情況；和

應根據指標及服務承諾去衡量結果）；以及 
 

                                                 
6 例如識別並向管理層建議更有效及具成本效益地運用港台的資源，以達至用得其所，並支援

管理層在機構的策略性規劃和達成業務目標。 
 
7 例如在收到使用者的要求後，發出繳款通知書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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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庫務署及公務員培訓處的支援下，應舉辦專為港台員工而設，而

且又方便使用的培訓和交流會，以加深他們對財務管制及表現衡量

概念的理解，以培養部門的循規文化。  
 

內部審計 
 
6.21 制度審核組參考由庫務署發出的《內部審計指南》去履行內部審計

的職能。它檢討港台的運作與活動，並就內部監控是否充足與有效、財務

和運作資訊是否可靠與具誠信，以及有否符合適用的法例、政策、規例及

程序等，提供獨立的評估和客觀的建議。專責小組注意到，儘管制度審核

組聲稱在制定內部審計的年度計劃時，已採用風險為本的方式，但有關風

險範疇8的分類過於籠統，無法支援有意義的風險管理。 
 
6.22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制定風險管理策略，以識別風險9，並根據《約

章》評估和檢視風險，就已識別的風險訂定應對措施，監察風險，並且定期

滙報和向管理層上報。此外，港台應對全體員工培養風險管理文化，以及

將風險管理納入其職能和流程的各個方面。 
 
6.23 專責小組就制度審核組的角色和職能提出了額外的觀察及建議，載

列如下： 
 

(a) 制度審核組在進行系統性檢討時，應進行更深入的調查，確認已識

別的問題之根源，以期持續改善港台的管治、循規及服務提供； 
 

(b) 制度審核組應加強循規審查，並進行更多衡工量值審計，以審視港

台的運作和活動，從而確保資源運用具效率、成效和符合經濟效益；

以及 
 

(c) 制度審核組應協助監察港台就各監察機構（例如審計署、廉政公署

及庫務署）所提出的建議和意見的落實情況。  

                                                 
8 風險範疇分為公營機構的通用風險和特定業務風險。公營機構的通用風險包括：第 I 類部門

合約僱員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管理；採購貨物和服務；收取收入（不包就括就節目內容發

出使用許可），薪金／款項的支付；預墊備用金管理以及酬酢開支。特定業務風險包括：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管理，就節目發出使用許可；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外判計劃；外判活

動的管理；以及贊助的管理。 
 
9 例如特定在廣播方面、循規、財務、編輯、聲譽、技術、保安及私隱方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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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物料供應及採購 
 

要點 
 
H.1 政府的採購政策是以公開負責的方式獲得最物有所值的物料和服

務，以支持政府的各項工作和活動。這是按照公開和公平競爭，透明和具

誠信的原則為基礎。管制人員必須維護遵守所有相關政府採購規則及規

例的文化。《約章》也訂定了用得其所和確保合規的要求。 
 
H.2 港台採購的貨品和服務種類繁多，以支持其作為廣播機構的運作

及部門的日常行政工作。於 2019 年，港台的採購總值達 3.823 億元，其

中 7,840 萬元用於物料，3.039 億元（約 80%）用於服務。超過 99%的訂

單價值低於 140 萬元，由港台直接購買。至於價值超過 50,000 元至 140
萬元上限的採購項目，港台全部以報價方式進行而沒有公開招標。 
 
H.3 專責小組發現港台的採購工作有多方面不足。部門須就這些根本

的弱點對症下藥，否則將繼續影響港台完全遵守相關採購規則以達至用

得其所的能力，需改進的主要範圍如下： 
 

(a) 為確保港台在實行部分權力下放的採購方式之下能有效運作，高

級管理層應展開策略性檢討，以評估港台的採購系統成效，適時

徵詢物流署的意見。港台也須加強在物料供應事務方面的專業支

援。在未有檢討結果之前，財務和資源組應加強監督部門的採購

活動，並提供策略意見（例如：選取適當的採購方法，監察採購表

現，引用良好做法和經驗以作改善，識別特殊情況和不循規的個

案以減低風險，和協調跨分部／組別的採購需求以達至經濟效

益）； 
 

(b) 雖然急切的公務／運作需要可能是一個原因，但過分依賴以報價

方式採購而不進行公開招標，以及規劃不周（例如：較短的報價邀

請期），部門供應商名冊的不足，以及缺乏部門中央管制機制等，

均不利於達至公開和公平競爭。港台應在這方面加緊努力；以及 
 

(c) 制度審核組應繼續擔當把關的角色，為港台的採購工作進行循規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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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採購工作 
 
7.1 政府採購的政策是以公開負責的方式獲得最物有所值1的物料和服

務，以支持政府的各項工作和活動。相關規則和規例載列於《物料供應及

採購規例》中，並輔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物流署發出的其他指引。 
 
7.2 管制人員負責在《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價格範圍內採購物料和

服務以及收入合約。他們還須負責管理所採購的物料和服務以及批出的合

約。 
 
港台的採購工作 
 
7.3 港台採購的貨品和服務種類繁多，以支持其作為廣播機構的運作及

部門的日常行政工作。於 2019 年，港台的採購總值達 3.823 億元，其中

7,840 萬元（佔總數的 20.5%，涉及 585 個採購訂單）用於物料，3.039 億

元（佔總數的 79.5%，涉及 1,853 個採購訂單）用於服務。超過 99%的訂單

價值低於 140 萬元，由港台直接購買。至於價值超過 50,000 元至 140 萬元

上限的採購，港台全部以報價方式進行。在港台採購超過 140 萬元至 1,000
萬元上限的物料和服務，須經部門招標委員會批准，該委員會由副廣播處

長擔任主席。 
 
7.4 由於港台須大量採購服務以及提高營運效率，港台採用了部分權力

下放的採購方式，已獲授權採購的分部／組別／小組安排直接採購不超過

50,000 元的物料，及不超過 140 萬元的服務。對於價值超過 50,000 元的物

料和所有以招標方式的採購，財務和資源組會參與整個採購過程，直至批

出合約。 
 
檢討結果及建議 
 
（A） 採購 
 
整體採購模式 
 
7.5 港台共有 22 個物料組別處理物料供應事務。為了讓港台在現行採用

                                                 
1 用得其所是根據經濟效益，成效和效率進行評估，當中須考慮到所涉及的總成本（以整個成

本計算週期為基礎來衡量）以及由採購工作創造或帶來的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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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權力下放的採購方法下能確保達到用得其所，專責小組建議財務和資

源組應加強有效監督部門的採購工作，並提供策略意見，以助確保更佳採

購效果。 
 
採購規劃 
 
7.6 專責小組注意到，港台經常把採購工作視為因應短期運作需要的日

常行政程序，一般只參考過去採購類似物料和服務時部門／分部／組別的

經驗。採購工作只集中在運作方面，而甚少注意部門整體策略事項。雖然

急切的公務／運作需要可能是一個原因，專責小組仍然關注部門廣泛使用

報價方式，而缺乏有效監督，亦沒有考慮其他採購方法2。專責小組建議，

港台管理層應開展策略檢討，評估其採購系統（包括跨部協作）的成效，及

適時徵詢物流署的意見。 
 
7.7 專責小組透過抽樣檢查，發現港台在採購過程出現規劃不周的情況。 
 
7.8 透過合併採購3可能有助一些項目達至經濟效益和行政效率。因應專

責小組的意見，港台解釋要協調不同的製作部，及事先計劃採購通用的物

料和服務並不可行，因此必須保持彈性安排。專責小組認為港台應在運作

方便和成本效益之間取得平衡。 
 
7.9 一般而言，《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財務上限是指在單一採購或合

約中獲取性質相似的物料或服務的總價值。專責小組認為部門的採購小組

應根據服務要求嚴格遵守這些財務上限，而不應籍分拆採購要求或縮短一

般合約期以迴避這些限制。 
 
7.10 在一宗採購電腦相關用品／服務的個案中，採購小組認為該服務涉

及需要特定技能的專有技術並按此發出報價邀請。事實上，資科辦已經根

據其常備承辦協議聘用了多間供應商，可以提供所需的專業服務，而港台

也可籍此取得有關服務。 
 
7.11 專責小組建議： 

 
(a) 一些對部門業務運作為之重要的物料／服務，港台應評估和考慮哪

                                                 
2 例如，通過安排定期合約，委任多個承辦商，或細化所需的物料／服務項目讓投標者競投一

個或多個項目。 
 
3 例如，採購報紙和雜誌，節目的紀念品，和配備特定設備的攝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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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採購安排更為合適，以促進競爭、效率、成效和經濟效益； 
 

(b) 鑑於部門需要進行大量採購工作，為了更好地計劃和精簡所涉的行

政工序和資源，港台應定期檢討及與各分部協商，以識別可以合併

／整合採購的通用物料／服務項目，以減少採購工作； 
 

(c) 港台應嚴格遵守《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財務上限；以及 
 

(d) 港台應適時諮詢有關的專家部門（例如物流署，資科辦和律政司），

以尋求有關採購事宜的專家意見。 
 
部門供應商名冊 
 
7.12 物流署已為各局／部門提供有關妥善備存和使用供應商名冊以發出

報價邀請提供指引。在港台，財務和資源組會按物料／服務的類別為供應

商／服務提供者註冊，以供限額不超過 140 萬元的採購之用。應鼓勵潛在

供應商／服務提供者申請加入港台的供應商名冊。 
 
7.13 專責小組注意到，在 2019 年發出的 548 份報價邀請中，有 82 份是

單一報價（佔總數的 15%）；在其餘的 466 份中，有 243 份（佔總數的 44%）

只收到一個報價；而有 106 份（佔總數的 19%）收到兩個報價。報價的回

覆率偏低基於各種原因，例如被邀請報價的供應商未有提供所需的物料／

服務、有關供應商資料已過時，以及現有部門供應商名冊（包括供應商的

分類）不足。 
 
7.14 港台在採購工作中只收到一份或極少報價的情況，與促進公平和公

開競爭採購的基本原則不一致。專責小組建議部門應特意全面地檢視供應

商名冊，並適時尋求其他政府部門的專業支援和意見，以改良現有的供應

商名冊（包括當中有關物料和服務的分類）。 
 
報價邀請 
 
7.15 由於報價邀請文件是構成合約的一部分，因此應明確列出需要採購

的物料／服務的規格、交貨時間表、付款條件和其他合約條款，免生誤會

及增加報價過程中的成本。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對於準備投標規

格的精神，報價規格應備有充足資料以便競投者準備符合要求的和具競爭

力的報價。專責小組建議港台的報價文件應清晰列明所有相關要求（包括

付款條件和交付時間表）。評核標準和評分制度也應列明在報價規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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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港台會計通函第 1/2014 號建議，一般應預留至少兩週的時間，讓準

競投者考慮並準備其報價文件。專責小組注意到，在 2019 年的 466 次報價

中（即不包括單一報價的個案），有 243 次只收到一個報價。在該 466 次

報價中，有 132 次是要求供應商在少於兩週內提交報價，其中 77 次只給予

7 天或更少時間。專責小組建議應讓供應商有充足和合理的時間準備和提

交報價，目的是促進準供應商之間的競爭，使港台的採購工作能達至用得

其所。 
 
報價評核 
 
7.17 在只收到一個或有限數量報價的個案當中，收到的報價往往是由使

用的分部／組別／小組提名的供應商、從部門供應商名冊中手動選擇的供

應商、或在上一次類似採購中獲批合約的供應商提交。在專責小組抽樣發

現的一個個案中，其中一名競投者提出要求修改採購合約中的「一般合約

條款」，而港台在進行協商期間並沒有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專責小組

建議港台人員在日後的採購工作中，在對外展開協商之前，應留意徵詢法

律意見的重要性。 
 
7.18 專責小組抽樣發現，港台在數個報價中，按供應商的創新建議，在評

分準則中加入技術方面的權重。由於應用支持創新的採購政策4相對較新，

專責小組注意到，港台人員對此新方法的認識有限。因此，專責小組建議

港台應徵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物流署的意見，為有關同事安排簡介／交

流會。 
 
合約管理 
 
7.19 專責小組注意到在一些個案中，港台欠缺妥善跟進承辦商的表現。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密切監察承辦商的表現，以確保所採購的物料／服務

能按合約條款及滿意地交付。 
 
監察採購的表現 
 
7.20 港台普遍缺乏足夠管理資料來協助規劃採購所需的支出，監察在各

項主要範疇中的採購表現，識別過度集中的供應商，以及評估成本效益等。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制定一套檢討及監察機制，透過分析已發出的報價邀

                                                 
4 根據政府由 2019 年 4 月 1 日實行的支持創新的政府採購政策，鼓勵局／部門採用成果為本

的要求，並接受供應商／服務提供商的創新建議，以達至更物有所值的採購。財務和資源組

根據相關的財務通告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布的補充指南發布了部門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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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書、特殊情況報告、港台承辦商的表現紀錄及其他管理資訊，以訂立表

現指標及進行定期檢討，及支援監察及評估採購表現。 
 
（B） 物料供應及存貨管理 
 
劃分職責 
 
7.21 繼物流署在 2018 年進行的內部核查中指出某些港台人員在報價工

作中身兼不同職責，專責小組也有類似的發現。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確保

委派不同的人員執行不同的主要職責，以確保在採購過程中得到合理的制

衡；如果出現由於資源所限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劃分職責的情況，也應推出

緩解措施。 
 
存貨管理 
 
7.22 目前，港台把不同性質的存貨資料保存在不同的電腦系統或試算表

中，這種安排造成行政繁瑣和欠缺效率。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理順和更新

其資產和存貨管理系統，以妥善地記錄其所有資產和存貨，包括庫貨的動

向和處置。 
 
（C） 內部管制及內部評估 
 
7.23 為了提高員工關注和重視遵守《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中的要求，以

確保局／部門的採購和存貨管理運作完全符合《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物流署要求局／部門每兩年對其物料供應事宜進行自我評估。專責小組建

議，參與自我評估工作的各方應盡力協助找出港台在物料供應過程中有待

改善之處。專責小組進一步建議制度審核組應繼續在定期的循規審核中檢

視港台的物料供應事宜，並協助檢視港台已完成的自我評估清單，以確定

其符合《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D） 專業資源分配及能力建設 
 
7.24 根據物流署發布的採購手冊，採購是一項獨特的職能，應由較高級

人員領導，及清晰訂明其角色、統屬關係及職責。策略採購事務涵蓋局／

部門的主要支出項目，負責領導採購工作的人員應專注於此，並就提高採

購職能的效率和成本效益提供專業建議，尤其在局／部門內不同分部出現

各種需求並需要協調的時候。局／部門應定期檢視物料供應主任職系人員

的現有編制及人手是否能應付現行／可預見的工作量和採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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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專責小組建議，為提高港台的物料供應的效率和成效，港台應徵詢

物流署，根據當前／可預見的工作量及採購性質和價值，檢視部門內物料

供應相關的架構和人手安排。 
 
7.26 由於港台大量員工也有參與採購流程和存貨管理，有必要確保他們

清楚地了解採購工作的原則和要求，以及明白遵守相關政府規則和規例的

重要性。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在物流署的支援下，以更有系統的方式為員

工提供有關採購的培訓，使港台可以在採購工作方面達到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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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資訊科技管理 
 

要點 
 
H.1 政府各局及部門均應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1提高運作效率、以及提

供服務的質素和成本效益。 
 
H.2 港台所屬的行業正面臨不同媒體的融合。面對更高服務質素和資

源用得其所的需求，有需要增加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投放。然而，港台未

能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潛力提高其機構表現。為更好支援港台以具成

本效益的方式運作，以及履行《約章》中持續發展的責任，專責小組建議

港台： 
 

(a) 強化在資訊科技管理方面的領導，部門資訊科技督導委員會和電

子事務統籌員應擔當更重要的角色，發揮資訊及通訊科技在實現

部門業務目標的最大價值； 
 

(b) 制訂全面的資訊科技策略計劃，了解部門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整

體需要、因應與科技日益連繫的環境所帶來的風險和威脅，以及

新科技帶來的新機遇； 
 

(c) 改善推行資訊及通訊科技計劃的項目管理； 
 

(d) 與資科辦合作進行架構檢討，以建立一個有合適架構和資源的資

訊科技管理組，並改善現時部門內零散的資訊科技管理模式；以

及 
 

(e) 尋求資科辦的支持，強化能力建設，提高資訊科技人員的專業技

術，以及部門人員對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和能力。 

 
  

                                                 
1 本報告會相互使用「資訊科技」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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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資訊科技管理 
 
8.1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肩負督導政府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政策責任。

資科辦為政府各局／部門提供一系列資訊科技相關的中央服務，例如政府

雲端設施服務、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服務和資訊科技設備及服務的常備承辦

協議。資科辦通告第 4/2010 號為各局／部門就資訊科技專業資源的管理提

供框架和指引，包括在各局／部門設立資訊科技管理組。 
 
8.2 各局／部門應制訂各自的資訊科技計劃，並透過定期檢討進行更新。

根據部門資訊科技計劃或資訊系統策略研究所設計和規劃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項目，應與該局／部門的政策目標、業務方向和抱負有清晰關連。在規

劃資訊及通訊科技項目時，各局／部門須考慮如何辨識和量化預期的效益。 
 
8.3 為有效辨識、實施和完成管理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項目，受資助的局

／部門高層的密切參與至關重要。電子事務統籌員負責監督其局／部門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電子政府發展。此外，應成立部門資訊科技督導委員會2，

督導和監察落實局／部門資訊系統和部門資訊科技計劃／資訊系統策略研

究的進展，並監督相關事宜（如撥款及人力資源）。 
 
港台的資訊科技管理 
 
8.4 港台的資訊科技規劃及項目執行由各資訊科技組按使用者的運作需

要和要求進行。推行行政電腦項目時，設立了部門資訊科技督導委員會，

由總監（製作事務）擔任主席，成員包括製作事務部的資訊科技組及電視

及機構業務部的新媒體協作及支援組。總監（製作事務）是港台的電子事

務統籌員。 
 
8.5 港台的資訊科技相關職能分散於製作事務部的資訊科技組、電視及

機構業務部的新媒體協作及支援組，以及製作事務部的工程部。 
 
8.6 資訊科技組負責港台的行政電腦服務，管理約 30 個港台的資訊科技

系統3，統籌港台有關行政電腦系統和顧問研究的撥款建議，並擔任與資科

辦的聯絡窗口。 
 

                                                 
2 部門資訊科技督導委員會由電子事務統籌員擔任主席，成員應包括所有業務和資訊科技職能

的主管，使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投放的決定可充分考慮業務要求和優次。 
 
3 這些系統分為業務應用系統，行政支援系統和網絡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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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新媒體協作及支援組的新媒體小組負責支援與公眾有接觸的資訊科

技系統（例如編排電視節目廣播的自動出版系統），以及港台的新媒體服務

（例如 rthk.hk 網站和港台應用程式）。新媒體協作及支援組的技術小組會

處理所有與港台新媒體服務相關的技術事宜（例如維持和支援網頁項目和

應用程式，以及準備網頁分析報告）。 
 
8.8 製作事務部的工程部負責維持港台的廣播製作電腦系統，例如新聞

系統4。 
 
檢討結果及建議 
 
部門資訊科技規劃 
 
資訊科技領導薄弱 
 
8.9 港台的部門資訊科技督導委員會未有完全發揮應有的職能。該委員

會的主要活動僅為每年舉行一次會議，檢視和批核資訊科技項目的撥款建

議文件，以呈交資科辦的行政工作電腦化計劃委員會。港台的電子事務統

籌員主要依靠資訊科技組所提供並不足夠的資料，因此在監督港台的資訊

及通訊科技／電子政府發展，以及與資科辦合作發展資訊及通訊科技事宜

方面，角色較為被動。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強化資訊科技領導，部門資訊

科技督導委員會和電子事務統籌員應擔當更重要的角色，以發揮資訊及通

訊科技在達到部門業務目標的最大價值。 
 
零散的資訊科技計劃 
 
8.10 港台現行的資訊科技管理安排零散，缺乏在機構層面的資訊科技策

略性規劃，以全面了解部門因業務發展而產生的資訊及通訊科技需求、因

應與科技日益連繫的環境所帶來的風險和威脅（例如資訊科技保安風險），

以及新科技帶來的新機遇。 
 
8.11 正如 2020 年 1 月有關港台部門資訊科技計劃的顧問報告指出，港台

資訊科技現時的不足之處包括： 
 

(a) 各分部自行管理其所屬業務範疇的重要資料。儘管使用了資訊系統，

但日常運作仍繼續產生大量的紙張檔案； 

                                                 
4 新聞系統為電台新聞製作人提供平台，以準備每日新聞報導，及從新聞機構收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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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資訊科技程式的界面和功能未必完全符合使用者的要求，導致

運作缺乏效率。互相關連的系統之間沒有資料互換界面／整合的功

能，亦缺乏管理人力資源數據的綜合方法、中央資源管理系統和電

子紀錄管理系統；以及 
 

(c) 使用者難以在資訊科技網絡中共享容量大的電子檔案／文件，並缺

乏分享檔案的協作工具。 
 

8.12 根據對部分港台行政電腦系統的檢視，專責小組有以下額外觀察，

反映部門缺乏全面的資訊科技規劃： 
 

(a) 資源及成本管理系統：該系統包括多個不同性質的子系統5，並有各

自的系統擁有者。部分子系統之間並無關連，或超出該系統的主要

目標；以及 
 

(b) 小額現款資訊系統：系統主要用作營運預墊備用金賬戶、預支款項

明細、酬酢開支申請及實際報銷，但有一個無關的功能，可從庫務

署的政府財務管理資料系統下載付款詳情和總分類帳目結餘，以匯

報撥款管制人員的開支情況。 
 

8.13 港台自我的評估提到部門沒有任何關鍵的資訊科技系統，因此沒有

就這些系統進行循規審查，以識別資訊科技保安風險，這反映出港台對資

訊科技安全的意識薄弱。 
 
港台部門資訊科技計劃的不足之處 
 
8.14 港台沒有一套針對部門內各種資訊科技需要的機構整體資訊科技策

略或計劃，以發揮利用資訊科技支援部門業務發展的潛力。現時的部門資

訊科技計劃僅包括資訊科技組管理的行政電腦系統。 
 
8.15 專責小組注意到部門資訊科技計劃建議的成本效益分析並未考慮所

                                                 
5 這些子系統包括： 

(a) 中央預約系統，供預約內部資源作節目製作及日常資源分配的管理； 
(b) 成本計算系統，供進行成本分配時獲得成本資料。系統有「政府財務管理資料系統」的

子系統，讓撥款管制人員閱覽其撥款的開支情況； 
(c) 廣播服務合約系統，供管理預約、工作通知單及外判服務承辦商的工作分配表格； 
(d) 節目要約系統，供電視節目製作進行財政預算規劃及管制製作事務部的資源； 
(e) 道具倉存貨系統，供管理道具存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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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因素，例如已知的節省款項和長遠的無形得益（例如提高運作效率、

一站式數據輸入、提高數據準確度／一致性，以及更合理的工作流程）。部

門資訊科技計劃在考慮不同項目的執行優次時，也沒有充分顧及個別項目

的迫切性和業務需要。專責小組亦注意到港台現時的部門資訊科技計劃並

非由商經局批核。 
 
8.16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為部門建立全面和整體的資訊科技策略計劃

（建議透過資訊系統策略研究進行）。在可行情況，應讓不同系統共享共用

數據、資訊科技組件和標準；業務流程亦應簡化和自動化，以提高效率和

準確度。在過程中，港台應考慮進行業務流程再造，並在需要時徵詢效率

促進辦公室的意見。資訊科技策略計劃亦應定期檢討，以切合港台業務需

要的改變。 
 
項目執行及管理 
 
8.17 資科辦在 2018 年就執行部門成本計算及電視財政預算管制制度後，

進行了計劃推行後的快速覆檢，並提出了下列改善措施，以減低項目的風

險： 
 

(a) 及早確定使用者需求及項目落實方法； 
 

(b) 要作全面項目規劃，包括項目改變的全面影響分析，確定和管理可

用資源，以及將已識別的風險包括在項目計劃內； 
 

(c) 探討在部門設立業務分析師的角色；以及 
 

(d) 謹慎完成執行後的部門檢討。 
 

8.18 在 2020 年有關港台部分外判資訊科技系統文件紀錄的研究中，制度

審核組亦作出與資科辦類似的觀察，並發現下列額外的不足之處： 
 

(a) 計劃督導委員會和計劃保證小組監督不足，沒有或只舉行了少量會

議； 
 

(b) 計劃督導委員會和計劃保證小組並無給予所須的批准； 
 

(c) 文件紀錄不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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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項目進行期間資訊科技人員與使用者就項目內容的合作和溝通不

足。 
 

8.19 專責小組對港台其他資訊科技項目的抽樣檢查中，亦同樣發現上述

不足之處。 
 
8.20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改善推行資訊及通訊科技項目的項目管治（例

如要有一個有效的項目隊伍，成員包括熟悉使用者業務需要的資訊科技專

家及業務分析師、及早認清和確定使用者的要求、有全面的項目規劃，以

及遵從資科辦發出的資訊科技項目管理執行指引的要求）。此外，部門資訊

科技督導委員會應作出更有效的監督，而電子事務統籌員在相關資訊科技

小組的支援下，應更密切參與督導資訊及通訊科技／電子事務的發展。 
 
專業資源調配 
 
8.21 作為港台的核心資訊科技管理組，資訊科技組缺乏系統分析／程序

編製主任職系人員，主要由 T-合約僱員6組成，導致港台對政府內部資訊科

技政策、做法和程序認識不足。與資科辦的溝通和互動，包括使用資科辦

提供的一般服務，亦相當有限。有見廣播業的科技發展，以及資訊科技對

提高服務效率、質素和成本效益的潛力，港台應借助資科辦專業人員的專

業知識和經驗，以滿足其資訊及通訊科技需要。  
 
8.22 專責小組進一步觀察到，由於資訊科技組、新媒體協作及支援組的

技術小組和工程部之間的職能劃分，港台內部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

在新媒體環境中把握機會。在現行安排下，資訊科技組無法履行一個正常

資訊科技管理組的職能，按其責任監督和協調部門的所有資訊科技活動。 
 
8.23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應徵詢資科辦的意見，進行架構檢討，以建立一

個有合適架構和資源的資訊科技管理組，以支援港台的業務運作及未來發

展，並改善現時部門內零散的資訊科技管理模式。 
 
能力建設 
 
8.24 要支援一個有適當資源的資訊科技管理組，就須要提高港台資訊科

                                                 
6 資訊科技組 19 名員工中有 11 名為 T-合約僱員。根據現行政府政策，此類員工應主要應付臨

時、短期或個別項目的服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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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員的專業能力7。港台亦有需要提高部門使用者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意

識和能力，以鼓勵更廣泛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在不斷急速變化的傳媒環

境中達到港台的業務目標（例如對新資訊及通訊科技能力的理解及有關科

技與港台業務的關連、有關資訊科技項目管理的基本知識，以協助闡明用

戶需求、資訊科技相關的保安事宜及負責任地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建

議港台尋求資科辦的支援，強化能力建設，提高其資訊科技人員的專業技

術，以及部門人員對使用資訊科技的意識和能力。 

 

                                                 
7 例如有關政府資訊科技的政策、程序和要求，資訊科技保安，以及項目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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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A.31 
 

Governance Structure under the Charter of RTHK: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Charter 

 

Paragraph Provision 

(a) RTHK’s public purposes and mission 

4. RTHK’s public purposes 

5. RTHK’s mission 

(b) Editorial principles 

7. RTHK’s editorial principles 

(c) RTHK 

10. “RTHK is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under the policy purview and 
housekeeping oversight of the CEBD.  The department and its staff are 
subject to all applicable governm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on financial control,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1 and  
procurement matters. RTHK is also subject to monitoring mechanisms 
applicable to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ose 
relating to the Ombudsman, the Audit Commission and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d)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1. “The Secretary will provide the Director with policy guidance and 
support as follows – 

(a) defining the programme areas and agreeing the underlying 
activities; 

(b) reviewing policy aspects of each programme areas: the policy 
aim, description, operational objectives, matters requiring special 
attention over the next 12-month period, performance targets and 
financial data; 

(c) securing resources for the programme areas; 

(d) setting performance target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Director, 
which will identify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s 
deployed to the programme areas for achieving the public 
purposes and mission set out in paragraphs 4 and 5 above and 
assess whether value for money is achieved; 

 

                                                            
1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cludes appointment, termination of service, conduct and disciplin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other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civil servants and 
other staff of 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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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Provision 

(e) reviewing quarterly with the Direct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targets and any resulting actions required; 

(f) reviewing annually, at a set time, the achievement of targets, using 
this as a basis for developing objectives and targets for the next 
12 months and for establis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priorities set 
out in sub-paragraph (g) below; 

(g) establishing prioriti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t an annual 
review of each programme area and the aspects set out in sub-
paragraph (b) above; and 

(h) speaking for the Government on policy matters about RTHK. 

(e)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12. “The Director will be responsible to the Secretary for –  

(a) managing the activities in each programme area on a day-to-day 
basis; 

(b) establishing for each programme area all of the aspects set out in 
paragraph 11 (b) above; 

(c) reviewing all of the aspects set out in paragraph 11 (b) above and 
proposing changes 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blic 
purposes and mission set out in paragraphs 4 and 5 above; 

(d) ensuring the provis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a cost-effective 
organisation with appropriate staffing and other necessary 
resources allocated for the efficient delivery of the public 
purposes and mission set out in paragraphs 4 and 5 above; 

(e) ensuring the delivery of the performance targets as agreed with 
the Secretary for each programme area or activity through 
appropriate delegation as necessary; 

(f) reviewing quarterly with the Secretary progress in achieving these 
targets and implementing any resulting actions required; 

(g) reviewing annually, at a set time, with the Secretary the 
achievement of targets, and using this as a basis for developing 
objectives and targets for the next 12 months; 

(h) improving in-house systems and structures that will maximise 
value and effectiveness of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governm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i) putting in place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codes of practice on programming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j) putting in place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deal with public 
complaints and setting up appropriate channels to receive public 
views and comm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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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Provision 

(k) accounting for all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THK.” 

16. “The Director, as the head of RTHK and the ex-officio member of the 
Board, may seek advice of the Board on matters pertaining to editorial 
principles, programming standards, quality of RTHK programming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broadcasting, and should – 

(a) give due weight and consideration to all advice provided by the 
Board.  The Director shall report and explain to the Board the 
reasons for not following the advice of the Board;  

(b) submi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ports to the Board and seek its 
advice on related matters; and 

(c) provide secretarial and other necessary support to the Board in 
carrying out its functions set out in paragraph 13 above.” 

(f) Board of Advisors 

13. “There shall be a broad-based Board of Advisors (the Board)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o advise the Director on the services 
of RTHK.  The Board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a) advising the Director on all matters pertaining to editorial 
principles, programming standards and quality of RTHK 
programming; 

(b) receiving reports on complaints against editorial principles, 
programming standards and quality of RTHK programming; 

(c) receiving reports of public opinion surveys regularly conducted 
by RTHK to track how well RTHK programming meets up to 
audience expectations; 

(d) receiving reports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THK and the 
department's compliance wit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advising the Director on the adoption of appropria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ways to improve service 
delivery; 

(e) advising the Director on matters relating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broadcasting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channels, 
including advising on the rules for disbursement of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Involvement Fund; and 

(f) initiating studies and research on issues pertaining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ublic purposes and mission of RTHK. 

 
The Board will uphold the editorial principles set out in paragraph 7 
above in exercising the above functions.” 

14. Composition of the Board of 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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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Provision 

15. “The Board shall maintain regula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THK 
management, but it will not be involved in the day-to-day operation or 
staffing matters of RTHK, which are to be dealt with by the Director and 
the RTHK management.  The Board is advisory in nature.  It has no 
executive power.  The ultimate editorial responsibility for RTHK rests 
with th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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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Editorial Control and Compliance and Complaints Handling: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Charter of RTHK 

 

Paragraph  Provision  

(a) Editorial control and compliance 

5. “RTHK will provide to Hong Kong people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and high-quality radio,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services. …” 

6. “RTHK is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7. “RTHK will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editorial principles – 

(a) be accurate and authoritative in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disseminates; 

(b) be impartial in the views it reflects, and even-handed with all those 
who seek to express their views via the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latform; 

(c) be immune from commercial, political and/or other influences; and 

(d) uphold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journalism.” 

8. “The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the Director) as the Editor-in-chief is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a system of editorial control in accordance 
with RTHK’s Producers’ Guidelines is in place to provide accurate, 
impartial and objective news, public affairs and general programming 
that inform, educate and entertain the public.” 

9. “As the Editor-in-chief, the Director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final 
editorial decisions in RTHK and is accountable for editorial decisions 
taken by RTHK programme producers.” 

12. “The Director will be responsible to the Secretary for – 

… 

(i) putting in place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codes of practice on programming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CA); 

…” 

13. “There shall be a broad-based Board of Advisors (the Board)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o advise the Director on the services 
of RTHK.  The Board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a) advising the Director on all matters pertaining to editorial principles, 
programming standards and quality of RTHK program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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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Provision  

The Board will uphold the editorial principles set out in paragraph 7 
above in exercising the above functions.” 

15. “The Board ... will not be involved in the day-to-day operation or staffing 
matters of RTHK, which are to be dealt with by the Director and the 
RTHK management.  The Board is advisory in nature. It has no executive 
power. The ultimate editorial responsibility for RTHK rests with the 
Director.” 

16. “The Director, as the head of RTHK and the ex-officio member of the 
Board, may seek advice of the Board on matters pertaining to editorial 
principles, programming standards, quality of RTHK programming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broadcasting, and should – 

(a)    give due weight and consideration to all advice provided by the 
Board. The Director shall report and explain to the Board the reasons 
for not following the advice of the Board; 

… 

(c)  provide secretarial and other necessary support to the Board in 
carrying out its functions set out in paragraph 13 above.” 

18. (a) programming objectives in relation to radio services 

(b) programming objectives in relation to television services 

(b) programming objectives in relation to new media services 

22. “RTHK should ensure that unless otherwise approved by the CA, all 
television and radio programmes broadcast on its platform or supplied for 
broadcasting by licensed broadcasters in Hong Kong should comply 
with: – 

(a) the relevant codes of practices issued by the CA to regulate the 
standards of programmes broadcast by broadcasters holding licences 
issued under the Broadcasting Ordinance or the 
Telecommunications Ordinance; and 

(b) any amendments to the codes of practice issued by the CA from time 
to time.” 

(b) Complaints handling 

12. “The Director will be responsible to the Secretary for –  

… 

(j) putting in place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deal with public 
complaints and setting up appropriate channels to receive public 
views and comments;  

…” 



 

A.38 
 

Paragraph  Provision  

13. “… The Board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 

(b) receiving reports on complaints against editorial principles, 
programming standards and quality of RTHK programming; 

…” 

23. “The CA should investigate all complaints received by it, including 
complaints lodged by the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TELA), against any programme broadcast on RTHK's 
platform or supplied by RTHK for broadcasting by licensed broadcasters 
in Hong Kong. ” 

24. “For the purpose of such investigation, the CA may require RTHK to 
provide, free of charge, a true and authentic copy of the programme under 
complaint. RTHK should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unless the notice 
of the requirement reaches RTHK more than 90 days after the broadcast 
of the programme. Where a programme has been broadcast more than 
once, the 90 days will run from the date of the last broadcast.” 

25. “The CA may classify a complaint as trivial, frivolous, unjustified, 
partially justified or justified provided that the two last mentioned 
classifications may be made only – 

(a) by the CA itself; and 

(b) after the procedures in paragraphs 26 and 27 below have been 
followed.” 

26. and 27. Procedures followed by the CA in processing complaints against any 
programme broadcast on RTHK’s platform or supplied by RTHK for 
broadcasting by licensed broadcasters in Hong Kong 

28. “The CA will decid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mplaint (namely, 
whether it is unjustified, partially justified or justified), and may impose 
appropriate sanctions on RTHK including an order to issue a public 
apology and/or to make appropriate corrections.” 

29. “The CA and RTHK may individually release to the public, after a 
complaint has been classified, the details of the complaint received by the 
CA, the decision of the CA and RTHK'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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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Provision   

30. “Except where the contrary is stated expressly or by necessary 
implication in this Charter, the CA may discharge any of its functions 
stated in paragraphs 22 to 29 above through the Commissioner for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or his/her representative and 
RTHK may do so through the Director or his/her representative.” 

32. “RTHK should devise, and regularly review, internal procedures to 
handle public complaints against its operations and programming.” 

36. “The annual report should set out details on RTHK’s operation in the past 
year, … complaints handling, as well as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follow-
up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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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escription Provided by RTHK on  
Radio and TV Programme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RTHK 

 

(a) Generic production workflow for radio programmes (except public and current 
affairs programmes  
 

年度計劃的製訂 

以中文台（一般）節目為例，每年各台會按年度計劃所訂定的方向，調整原有節目的編

排及內容。而年度計劃，兩個主流台（一台及二台)主要參考最近期的聽眾調查數據，其

他（五台及普通話台) 則參考最新聚焦小組的建議，配合該年度的公眾關注盛事和社會需

要來設計及擬定。 

除根據年度計劃外，亦會因應節目主持人的檔期、社會關注面的改變、年度計劃內不可

預知的情況等，增加、減少或改變現有節目的內容。 

由各台的台長（特級節目主任）聯同副台長（高級節目主任）及相關節目監製、編導

（節目主任及助理節目主任）按各台服務聽眾的對象及範圍（如五台的長者群組），依

據公開的聽眾調查或聚焦小組的建議（如上）、配合年度盛事（例：奧運年....）及政府

大型推廣活動（健康香港 2025、大灣區經濟.....）的需要，提出年度計劃的內容，經中文

台台長（總節目主任）提交予電台節目總監及助理廣播處長（電台），隨後召開年度計

劃會議（助理廣播處長（電台）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節目總監（電台）、中文台台長

（總節目主任）、電台行政及發展組節目總監（總節目主任）、公共事務節目總監（總

節目主任）及相關的各台代表（特級節目主任及高級節目主任）。通過後的方案，再在

管理層會議上向管理層介紹、討論及通過。最後提交年度計劃予局方及顧問委員，徵求

他們的意見及落實方案。 

 

新節目的製訂、推出及運作 

 

由各台的台長聯同副台長及相關節目監製、編導討論新節目的内容及安排，包括節目預

算、主持人選等，再提交予中文台台長通過，繼而徵詢電台節目總監及助理廣播處長

（電台）意見後，最後落實方案。 

  

於新節目推出前，台長或副台長會在電台部的會議中報告及記錄。有需要時，亦會在管

理層的節目會議上，向他們介紹節目。 

中文台的節目，均按既定的節目製作方向，由節目製作團隊包括助導、編導、監製（職

級由節目助理、助理節目主任、節目主任至高級節目主任）負責日常節目的運作。 

每日的節目內容，包括清談節目的主題、雜誌式節目的製作程序、音樂節目所播的歌，

訪問節目的嘉賓等等....都會經製作團隊討論及參與其中，而有關節目的要點，亦會在各

級的會議上匯報，按需要列於會議紀錄上，受各台長及副台長以至管理層的監督。 

 

「 

」 



 

A.41 
 

(b) Generic production workflow for TV and radio public and current affairs 
programmes1  

 

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節目製作流程 

I ) 選材 

一般來說，節目的創建與港台年度計劃一致。年度計劃未包括的新節目，通常因

應以下情況產生： 

1. 社會關注面的改變 

2. 在年度計劃裡不可預見的變化 

此類節目改變會於電台／電視高級人員會議上作出討論及記錄。 

至於已設立的恆常節目，製作團隊透過編輯會議，按新聞性、公眾關注及可行性

等，建議個別集數的題目。 

 

II) 一般製作流程 

節目製作團隊包括編導／記者／資料搜集員（一般職級為助理節目主任至節目主

任）及監製（高級節目主任），以後者為節目主導，就擬定題目進行討論、作資

料搜集、準備節目材料、商議節目流程、草擬嘉賓名單及邀約嘉賓。 

－ 電台節目製作：節目開始前，編導與監製再確定嘉賓名單及節目程序，同時傳

給上級同事。如有聲帶需要播放，編導會在播放前再作檢視。 

如屬直播節目，直播期間編導會於直播室當值，監製亦會監察節目進行，因應突

發情況而隨時作出調整。 

如屬錄音節目，編導與監製商討後會邀約嘉賓，落實錄音安排，並向監製報告進

度。編導完成錄音及混音工作後，監製再完件審閱。 

－ 電視節目製作：如屬直播節目，在可行情況下會由監製(高級節目主任) 及高級

監製(特級節目主任)預先審稿，而在直播期間，監製或高級監製會監察節目進行，

遇有突發事情會即時應變調整。 

如屬錄製節目，節目團隊在節目會議中先由監製領導討論本輯節目內容，然後成

員(助理節目主任或節目主任)分工安排採訪，拍攝及後期攝輯製作，期間一直會

與監製溝通內容進展，如有問題即時與監製或高級監製或總監商議改動。團隊成

員完成製作片段或全集節目後，會先呈交監製審視及修改，修改後再呈交高級監

製或總監(總節目主任)審視後才播出。 

                                                            
1  According to RTHK, the workflow for other TV genres is similar to that for public and 

current affairs program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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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節目修正及檢討 

按《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守則》，遇有爭議事項，節目製作團隊會上報予高級

節目主任及/或特級節目主任，甚或總節目主任(即組別主管) ; 特別重大重議更可

上報至廣播處長。 

在《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第四段內，清楚陳述「上報」機制 －「我們有

一套確立的層級制度，由節目小組組長起，至當值編輯，以至單位／頻道／組別

／部門主管，去處理一般的節目策劃、內容編排審閱，此制度亦可處理敏感、有

爭議和牽涉法律的事項。節目製作人員要同時負責節目製作及作出編輯判斷。如

在編輯或內容上有疑問，或牽涉法律問題，必須立即與上一級的人員商議。」 

節目製作團隊(包括主持、編導、監製等)會不時在節目或組別會議中，就節目安

排作出事後意見交流及回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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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Adopted by Other PSBs 
 

ABC 
 
Editorial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1. The ABC’s content creation is guided by a range of editorial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including: 
 

(a) Editorial Policies: They outline the principles and set the standards that govern 
programme content.  They include policies on “Independence, integ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ccuracy”, “Correc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Impartiality and 
diversity of perspectives”, etc.  The policies apply to all content produced, 
commissioned, acquired or otherwise obtained by the ABC for broadcast or 
publication by the ABC on various platforms; 
 

(b) Editorial Guidance: These documents provide staff with practical advice on how 
to meet the editorial standards.  Subjects covered include, for example, “External 
work and editorial conflicts”1, “Guidelines for personal use of social media”, 
“Operating official ABC social media accounts”, and “Complaints handling”; 
and 
 

(c) Code of Practice: The ABC has developed a formal code of practice on editorial 
standards relating to its TV and radio programming for submission 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2. The Editorial Policies, the Editorial Guidance documents and the Code of 
Practice are reviewed and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The Editorial Director notifies all 
ABC staff of any changes made, and all related editorial training materials are updated to 
reflect such changes.  These documents are also available on the ABC’s website for public 
information. 
 

3. For commissioned producers of TV programmes, a handbook is available to 
provide further guidance from commissioning the project and understanding the editorial 
standards, through to contracting, content delivery and marketing. 
 

Editorial Process and Compliance 
 
4. Mandatory referrals are required for specified situations, such as any proposals 
that involve the use of secret recording, broadcasting material by deception or without 
attribution information. 
 

5. While ABC content makers regularly review their own work, the ABC also 
                                                            
1 In view of the editorial risk associated with any external work carried out by anyone editorially involved 

in creating content for the ABC, detailed guidance is provided in this Guidance document on how to 
assess the risk level arising from different situations to assist decision-making on whether such external 
work is a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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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s reviews that are independent of the content makers to assess programme 
quality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ABC’s editorial standards.  These reviews are carried 
out by a rang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viewers, and may take the form of programme 
reviews, content reviews, “air checks” of on-air staff and broader editorial discussions 
about significant issues. 
 

Handling of Editorial Complaints 
 
6. The ABC has published its Complaint Handling Procedures on its website.  A 
distinction is drawn between editorial complaints and non-editorial complaints.  An 
editorial complaint is a written complaint about one or more specific items of ABC 
content, alleging a breach of the ABC’s editorial standards and expressing dissatisfaction 
about the programme content or service.  In 2018, the ABC restructured the remit of the 
Audi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 team to focus on editorial complaints.  Non-editorial 
complaints are now handled by the Audience Planning team. 
 

7. On complaints reporting, the ABC publishes on its website a quarterly summary 
of editorial complaints finalised by the Audi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 team.  The report 
outlines how complaints were handled, the timeliness of responses, the subject matter of 
complaints,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upheld and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solved.  In 
addition, summaries of the complaints upheld and summaries of those finalised as 
resolved are also published.  The ABC also reports on its complaints handling in its annual 
report.  
 

8. There is a Correc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webpage on the ABC website, which 
brings together the correc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made to ABC content across its radio, 
TV and digital platforms, whether as a result of complaints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Where 
possible, links to the original content are provided. 
 

Editorial Training and Support 
 
9. The ABC’s editorial training starts with an introductory online course, 
supplemented by targeted face-to-face and virtual sessions, which enable staff to explore 
how editorial standards apply to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contexts at the ABC.  Online 
training is also provided to independent producers that work with the ABC. 
 

BBC 
 
Editorial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10. The BBC’s Editorial Guidelines, which apply to all content broadcast or 
published by the BBC, set out the standards expected of everyone making or presenting 
their content or output2.  The Guidelines contain chapters which specify situations where 
mandatory referral is required to ensure editorial compliance.  The Editorial Guidelines 
are supplemented by Guidance documents, which contai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how 

                                                            
2 The BBC’s Editorial Guidelines and Guidance notes are available on the BBC website. 



 

A.49 
 

the Guidelines can be applied and interpreted.  
 

11. In addition to mandatory referrals, the Editorial Guidelines have stipulated 
specific requirements: “… presenters, reporters and correspondents are the public face 
and voice of the BBC…  The audiences should not be able to tell from BBC output the 
personal opinions of their journalists or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presenters on matters 
of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or industrial controversy, or on controversial subjects in any 
other area…  may not express personal views on such matters publicly, including in any 
BBC-branded output or on personal blogs and social media”  
 

Editorial Process and Compliance 
 
12. For BBC, the Director-General is the BBC’s Editor-in-chief.  The BBC has an 
Editorial Policy team, led by a Director, to give advice on how to work within the Editorial 
Guidelines.  The BBC’s Editorial Guidelines highlight that mandatory referral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editorial management process to ensure compliance and must be 
observed.  It also has a Programme Legal Advice Department that gives pre-transmission 
advice on the main content-related issues.  Individual content producers may refer issues 
to more senior editorial figures, the Editorial Policy team or specialists such as lawyers 
or safety experts for advic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13. The BBC’s compliance obligations require that all content that is not live is 
reviewed by two people before broadcast or publication, and the result of that review 
recorded and kept.  Legal advice may be sought as necessary.  A Guidance document on 
live output is available to assist the production team.  All programmes commissioned by 
the BBC (including online and interactive elements) from independent producers are 
contractually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BBC guidelines and published 
compliance procedures.  
 

Handling of Editorial Complaints 
 
14. The BBC has published its approach and procedures for process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mplaints3.  Editorial complaints (i.e. complaints which suggest that a particular 
item broadcast or published on the BBC’s services has fallen below the standards 
expressed in the BBC’s Editorial Guidelines) are handled separately from the other types 
of complaints.  
 

15. The BBC publishes on its website a fortnightly report on upheld, partly upheld 
and resolved findings, including the action taken on upheld and partially upheld findings.  
The BBC also publishes responses to significant complaint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dedicated webpage on apologies, significant corrections, statements and responses.  The 
BBC also reports on its performance in complaints handling in its annual report.  
 

 

                                                            
3 See “BBC Complaints Framework and Procedures” at the BBC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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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Training and Support 
 
16. The BBC Academy provides training courses on editorial and journalistic 
subjects to ensure that all those who work for the BBC are familiar with the Editorial 
Guidelines and aware of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applying them.  Freelancers, independent 
workers/producers, on-air talent, artists, contributors, etc.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mandatory training and other training required for their roles.  Consultation support is 
available from the Editorial Policy team, in-house lawyers and compliance managers.  
 

CBC 
 
Editorial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17. The CBC has issued the following policies and documents to ensure that the 
contents it creates uphold a high professional standard: 
 

 Corporate Policies: They include the CBC’s Code of Conduct and a number of 
policies which outline the values, ethical principles and expected behaviours for 
all CBC employees, individuals or companies who have contracted with the 
CBC (such as the policy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Journalistic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JSP): They apply to all information 
programming of the CBC.  All CBC employees involved in the creation of such 
content as well as non-CBC staff hired or contracted to help in the production of 
such content are obliged to abide by these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and 
 

 Programming Policies: These polices seek to ensure that the CBC’s general-
interest programming meets recognised standards.  They cover topics such as 
“Good Taste”, “Violence in Programming”, “Opinions on Controversial Matters 
Expressed on Entertainment Programs”, and “Program Research”. 
 

18. For commissioned programmes, the CBC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handbooks 
to provide guidance to independent producers on various aspects of programme 
production, including editorial standards, applicable code of conduct, social media 
activity guidelines, etc.  
 

19. The CBC’s Values and Ethics Commissioner is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CBC 
employees’ compliance with the code of conduct and related policies, such as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outside activities.  The Commissioner is the point of contact for employees 
to seek advice on compliance with the code of conduct or to file a complaint.  
 

Editorial Process and Compliance 
 
20. CBC employees and managers making editorial decisions are accountable for 
their decisions.  Senior editorial management should be consulted if there is any doubt or 
if the decision could affect the CBC’s credibility, independence or reputation as a 
provider of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The JSP set out occasions when specified matters 
must be referred to a specific level of management.  Questions of a legal nature may be 



 

A.51 
 

referred to the CBC’s Law Department for advice.  
 

21. There is a dedicated section on live reporting in the JSP.  The CBC undertakes 
to act responsibly to give people information that has reasonably been verified, and to 
stay away from rumour and speculation.  
 

22. The CBC Ombudsman, who reports directly to the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CBC, is responsible for evaluating compliance with the JSP for all radio, TV and digital 
content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nd may be assisted by independent advice panels in this 
regard.  The evaluation assesses content over a period of time or the overall coverage of 
a particular issue by many programmes.  The CBC Ombudsman advises the CBC 
management and relevant production teams of the findings.  
 

Handling of Editorial Complaints 
 
23. The CBC Ombudsman, who is independent of programming staff and 
programming management, handles appeals if complainant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sponses from the information or program management.  The CBC Ombudsman 
determines whether the journalistic process or the broadcast involved in the complaint 
violated the JSP and publishes the findings.  In addition, the CBC Ombudsman advises 
the CBC management and journalists of major public concerns as gleaned from 
complaints received.  The CBC Ombudsman may also,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CBC 
management, carry out periodic studies on the overall coverage of specific issues. 
 

24. Complaints that do not engage the JSP are forwarded to the relevant 
programming departments or the Audience Relations team for processing.  
 

25. When significant errors occurred, the CBC will correct/clarify them.  The form 
and timing of a correction or clarification will be decided by a senior newsroom or 
program manager.  Complaints handling is reported in the CBC Ombudsman’s annual 
report.  
 

Editorial Training and Support 
 
26. The CBC identified “Reputation and brand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key risk 
areas in its 2019-20 Annual Report as negative public perceptions, if unaddressed, could 
undermine its credibility and public support.  Actions taken to mitigate the risks include 
seeking always to act in a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manner, mandatory training for 
staff on topics such as ethics and unconscious bia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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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Charter of RTHK 

 

Paragraph Provision 

(a) Objectives 

4. RTHK’s public purposes 

5. RTHK’s mission 

17. – 20. RTHK’s programming objectives 

(b)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11. “The Secretary will provide the Director with policy guidance and 
support as follows – 
… 

(b) reviewing policy aspects of each programme areas: the policy 
aim, description, operational objectives, matters requiring special 
attention over the next 12-month period, performance targets and 
financial data; 

… 
(d) setting performance target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Director, 

which will identify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s 
deployed to the programme areas for achieving the public 
purposes and mission set out in paragraphs 4 and 5 above and 
assess whether value for money is achieved;  

(e) reviewing quarterly with the Direct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targets and any resulting actions required;   

(f) reviewing annually, at a set time, the achievement of targets, 
using this as a basis for developing objectives and targets for the 
next 12 months and for establis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priorities 
set out in sub-paragraph (g) below; 

…” 

12. “The Director will be responsible to the Secretary for – 

… 

(b) establishing for each programme area all of the aspects set out in 
paragraph 11(b) above; 

(c) reviewing all of the aspects set out in paragraph 11(b) above and 
proposing changes 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blic 
purposes and mission set out in paragraphs 4 and 5 above;  

… 

(e) ensuring the delivery of the performance targets as agreed with 
the Secretary for each programme area or activity through 
appropriate delegation as necessary; 

(f) reviewing quarterly with the Secretary progress in achieving these 
targets and implementing any resulting action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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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Provision 

(g) reviewing annually, at a set time, with the Secretary the 
achievement of targets, and using this as a basis for developing 
objectives and targets for the next 12 months; 

…” 

33.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ublic scrutiny of the extent to which 
RTHK delivers its public service mission and returns value for the public 
money it expends, RTHK should set clear targets, develop measurab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onduct regular assessments.” 

(c) Performance reporting 

13. “The Board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 

(c) receiving reports of public opinion surveys regularly conducted 
by RTHK to track how well RTHK programming meets up to 
audience expectations; 

(d)  receiving reports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THK and the 
department’s compliance wit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advising the Director on the adoption of appropria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ways to improve service 
delivery;  

…” 

16. “The Director … should – 
… 
(b) submi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ports to the Board and seek its 

advice on related matters;  
…” 

31. “RTHK should prepare an annual plan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Board and 
the Secretary.  The annual planning process will include a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 to solicit views from the community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34. “RTHK should issue performance pledges and compi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ports on a regular basis.” 

35. “For the sake of transparency, RTHK should produce an annual report 
for public inspection no later than six month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year reported on.” 

36. “The annual report should set out details on RTHK’s operation in the past 
year, its performance pledges, the extent to which it has met its public 
purposes and mission, programming objectives, developments in its 
modes of service delivery and programming directions, achievements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mpliance in the area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complaints handling, as well as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follow-up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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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Adopted by Other PSBs 
 
ABC 
 

 The ABC formulates corporate plans to articulate its strategy for delivering its 
purpose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ABC Charter.  The published strategy provides a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based on key pillars of business objectives to channel the 
corporation’s efforts.  For example, the ABC’s corporate plan for 2019-20 covering the 
period up to 2022-23 identifies four pillars (namely, Pillar 1: distinctive content for all 
Australians; Pillar 2: outstanding audience experiences; Pillar 3: reaching and 
engaging more people; and Pillar 4: building a great place to work)1.  Performance 
targets/indicators are set for each pillar.  The performance results for the subject year, as 
well as tracked performance over time, are presented in the ABC’s Annual Performance 
Statement2 submitted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Pillar 1 and the relevant performance 
measures are shown in Exhibit 1 for illustration. The Annual Performance Statement is 
also published in the ABC’s annual report. 
 
Exhibit 1 The ABC: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or pillar one under the 2019-20 
corporate plan 

Pillar 1: Distinctive Content for All Australians 
 
Performance targets/indicators:  
1. Distinctiveness of ABC’s programmes – unique market position: target set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audience recognition (target for 2019-20: 82%; result: 84%) 
 

2. Quality of ABC’s programmes – unique market position: target set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audience recognition (target for 2019-20: 80%; result: 88%) 
 

3. Supporting Australian music: target set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audience recognition 
(target for 2019-20: 72%; result: 70%) 
 

4. Editorial quality: (target for 2019-20: “reviews undertaken and reports considered”; 
result: set out the reviews commissioned/conducted by the ABC and the reports 
considered) 
 

5. Editorial complaints management: (target for 2019-20: “complaints investigated and 
outcome reported”; result: set out the outcome of investigated complaint issues in terms 
of number and % of complaint issues “upheld”/ “resolved”/ “not upheld”) 

Source: ABC Annual Report 2020 
 

 Apart from the Annual Performance Statement, the ABC Annual Report 2020 

                                                            
1 In June 2020, the ABC announced a new five-year plan covering the period up to 2025 with five pillars, 

namely, Pillar 1: reflect contemporary Australia; Pillar 2: build a lifelong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ns; 
Pillar 3: continue to earn the trust that audiences place in the ABC, safeguarding ABC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Pillar 4: provide entertaining, culturally significant, and on-demand content; and Pillar 5: 
make sustainable choices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The ABC’s performance against the five-year plan 
will be tracked using several KPIs to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derlying strategy over time. 

 
2 As required under paragraph 39(1)(a) of the Public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Ac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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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presents the following performance results: 
 

(a) the level of community satisfaction regarding the ABC’s fulfilment of its Charter 
obligations based on data obtained from the ABC Corporate Tracking 
programme3 (see Exhibit 2); and 
 

(b) audience reach results for ABC content delivered on different 
channels/platforms (such as radio services, TV services,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services, international services and digital services), based on a variety of data 
sources (e.g. surveys conducted/commissioned by the ABC, analytics data 
obtained from search engines and third party social media platforms). 
 

Exhibit 2 Meeting the ABC’s Charter obligations 
1. % of people who regard the ABC to be Australian and contributing to Australia’s 

national identity 
 

2. % of people who believe the ABC reflects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3. % of people who consider the ABC: 
• encourages and promotes Australian performing arts such as music and drama 
• provides programs of an educational nature 
• achieves a good balance between programs of wide appeal and specialised interest 
 

4. % of people who perceive the ABC to be innovative 
Source: ABC Annual Report 2020 
 
BBC 
 

 The BBC presents in the annual report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various aspects 
of its performance, including performance in respect of each of the five public purposes 
stipulated in the Royal Charter.  Broadly speak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by description in narrative form of how the BBC’s programmes have met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Royal Charter, supported b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erformance results obtained from a variety of in-house/external audience surveys and 
other analytics reports;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in terms of compliance with the 
regulatory conditions, annual plan commitments and the BBC’s general duties 
under the Royal Charter4, etc. 
 

 Th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 in the UK, the regulator of the BBC, 
has also developed a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BBC’s 
performance in fulfilling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Royal Charter and delivering its 
strategies and creative remit. 
 

                                                            
3 The ABC Corporate Tracking programme comprises surveys that are conducted nationally three times 

a year among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people aged 18-75, via an online methodology. 
 
4  The Royal Charter stipulates a number of general duties that apply to the BBC, such as act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engagement with the public, market impact,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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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llustr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dimensions used by Ofcom for monitoring the 
BBC’s achievement of one of its public purposes is shown in Exhibit 3. 
 
Exhibit 3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ramework used by Ofcom for evaluating the 
BBC’s performance 
In assessing achievement of public purpose 1: “to provide impartial news and information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and engage with the world around them”, Ofcom uses the 
following framework to monitor the BBC’s performance progress: 

Performance 
dimensions 

Measures 

Availability Hours of programming available on the BBC.  
• Covers all BBC TV and radio services and BBC Three.  
• Focus on first-run UK originated content.  

 Spend on output across BBC TV, radio and online services 

Consumption Reach of, and time spent on,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output across the 
BBC. 

Impact 
 

Audience attitudes to the BBC’s delivery of news,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impartial news and information.  

Audience attitudes to BBC delivery within the wider market context of 
news consumption.  

 
 

Source: Ofcom (2017), Holding the BBC to account for Delivering for Audiences: Performance 
Measures 
 

 Exhibits 4 illustrates how the BBC designs survey questions to gauge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from survey participants. 
 
Exhibit 4 Design of survey questions 

Questions to gauge audience’s views on the BBC’s delivery of its public purposes: 
 
Of all the media providers (including BBC, ITV, Sky, Google, YouTube, etc.), which one 
does the most to/has the most: 
 
1. Help people in the UK understand and engage with the world around them 
2. Help people in the UK learn new things 
3. High quality content and services for people in the UK 
4. Creative content and services for people in the UK 
5. Distinctive content and services for people in the UK 
6. Content and services relevant to people in the UK 
7. Reflect lif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UK 
8. Reflect the UK around the world 

Source: BBC Group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9/20 
 
CBC 
 

 In its corporate plan for the period from 2019 to 2024, the CBC identifies five 
strategic priorities, the achievement of which is measured by a set of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KPIs (see Exhib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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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5 The CBC/Radio-Canada’s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KPIs 
Strategic KPIs for the CBC/Radio-Canada 

Indicator Measurement Target 

Strategic priority 1: Customised digital services 

1. Digital reach of CBC/Radio-
Canada 

Monthly average unique visitors 20.4 million 

2. Digital engagement with 
CBC/Radio-Canada 

Monthly average minutes per 
visitor 

45 min/visitor 

Strategic priority 2: Engaging with young audience 

3. Digital visits to CBC/Radio-
Canada kids content 

Monthly average visits 1.4 million 

Strategic priority 3: Prioritising our local connections 

4. Digital engagement with CBC 
news/regions 

Monthly average minutes per 
visitor 

27 min/visitor 

Indicator Measurement Target 

5. Digital engagement with 
Radio-Canada info/regions 

Monthly average minutes per 
visitor 

12 min/visitor 

Strategic priority 4: Reflecting contemporary Canada 

6. Employment equity 
representation 

% of CBC/Radio-Canada new 
hires 

30.2% 

Strategic priority 5: Taking Canada to the world 

(to be measured via internal KPIs)   
 
Operational KPIs for the CBC 

Indicator Measurement Target 

Strategic priority 1: Customised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reach of CBC Monthly average unique visitors 17.4 million 

Digital engagement Monthly average minutes per 
visitor 

37 min/visitor 

Strategic priority 2: Engaging with young audience 

Digital visits to kids content Monthly average visits 1.2 million 

Strategic priority 3: Prioritising our local connections 

Digital engagement with CBC 
news/regions 

Monthly average minutes per 
visitor 

27 min/visitor 

Strategic priority 4: Reflecting contemporary Canada 

Employment equity representation % of CBC/Radio-Canada new 
hires 

39.2% 

Television and Radio 

CBC Television Prime-time audience share 5.3% 

CBC News Network All-day audience sha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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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 Radio One and CBC Music All-day audience share in the 5-
PPM markets 

13.1% 

CBC Radio One and CBC Music Monthly average national reach 12.3 million 

Revenue 

Total revenue Conventional, discretionary, 
online 

C$210 million 

 

  
 

Source: CBC/Radio-Canada Corporate Plan Summary – 2019-2020 to 2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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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HK: Vision, Mission and Values Statement 
 
 

Vision 

 To be a leading public broadcaste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ission 

 To inform, educate and entertain our audiences through multi-media programming 
 To provide timely, impartial coverage of local and global events and issues 
 To deliver programming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opennes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free and unfettered expression of views 
 To serve a broad spectrum of audiences and cater to the needs of minority interest 

groups 

 

Values 

 Editorial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Serving the Public 
 Competitiveness 
 Quality Production 
 Development of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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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Recurrent Expenditure Items under Head 160 – RTHK in 2019-20 
 

Description ($ million)  

Workforce-related costs [including civil servants, contract 
staff (viz. NCSC staff, NCSC staff (Programme) and PRSC 
staff), T-contract staff, Cat. II service providers and hire of 
temporary manpower under various service contracts] 

644.8 

Service provision under the Broadcast Services Contracts1  95.9 

Transmission facilities2  48.8 

Hire of support services for programme production 20.7 

Commissioning of TV programmes 10.9 

Royalties 12.4 

Note: The above ha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the expenditure under the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CIBS).  Until 2019-20, such expenses were charged to 
Subhead 700 General non-recurrent account, which is subsumed under Subhead 000 
Operational expenses with effect from 2020-21.  The provision for CIBS in 2020-21 is $10 
million.  

Source: RTHK 
 

                                                            
1  Services under the Broadcast Services Contracts consist of transmission networks, technical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production operations and outside broadcast video production operations. 

2  These include: Analogue TV Transmission Services, accommodation services for RTHK’s DTT and 
FM broadcasting equipment at hilltop sites, e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