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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電視訊號入屋問題成焦點  

法例滯後通訊辦被斥雙重標準 

 

香港電視網絡自去年底向中移動子公司收購流動電視牌照後，重新聘用員工，

已超過四百人，原定於今年七月啟播，但港視三月上旬收到通訊局提示，指港視

計劃使用的 DTMB 制式傳送流動電視，如不能保證少於五千個固定住戶收看，

便違反《廣播條例》，須申領免費電視牌照。王維基因此宣佈七月無法開台，並

暫緩拍攝工作，但沒有裁員計劃，但狠批政府「搬龍門」令港視走投無路，將提

司法覆核以釐清法例。事後，王維基與通訊局雙方展開隔空罵戰，就傳送制式及

訊號入屋問題多次針鋒相對。 

 

通訊辦以港視的流動電視訊號能入屋，超出牌照規定而要求港視改變制式或

作加密安排。但王維基卻反擊，指無綫及亞視的牌照規定兩台只可定點「入屋」

播放，但市民卻可在街上以流動裝置接收兩台訊號，王更率領記者作現場測試，

他質疑通訊辦向兩台行使酌情權，對港視則要求較緊，似乎持雙重標準。其後，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流動電視牌照爭議。重申

流動電視牌只可透過移動裝置接收，如用兩台兼融的 DTMB 制式，若「入屋」

在電視觀看，超過 5,000 個指定處所接收便觸犯廣播條例。對於這次通訊局與王

維基的爭議，業界普遍認為《廣播條例》已經太落後，未符合現時社會環境，才

會出現這些灰色地帶。認為檢討修例需時頗長，不可再拖延，否則追不上時代。 

 

 



新聞界反暴力遊行萬人支持  

傳媒人又遇襲《晨報》兩高層受傷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二月底遇襲後，五個新聞團體組成了「新聞界反暴

力聯席」，並在三月初舉行反暴力撐新聞自由遊行，主辦單位稱有 1.3 萬人參與，

除了新聞工作者，還有大批市民、不同黨派與政見的議員。而《明報》管理層包

括新上任的首席執行總編輯鍾天祥亦率領員工參與遊行。遊行後聯席代表向警方

遞交請願信及連日來收集的 3 萬市民簽名，寄望警方能盡快緝拿真兇歸案，為新

聞從業員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連串威脅香港新聞自由事件，已引起海外各

地關注，多個國家地區的網民響應號召，甚至有自拍短片聲援香港；而香港司法

界的重量級人物，如李國能及黃仁龍等，都先後在公開場合呼籲市民維護香港新

聞自由。另一方面，涉嫌襲擊劉的二名刀手亦於廣東落網，事後移交香港警方，

希望早日找到幕後黑手。 

 

三月下旬又再有傳媒人遇襲，籌辦中的《香港晨報》兩名高層，在尖沙咀鬧

市遭四人用鐵枝打傷，兇徒主要襲擊該報執行副總裁利婉嫻。兩人受傷送院治理

後已出院，並向警方錄取口供，該報籌備委員會指無跡象顯示與新聞自由有關，

但不猜測原因。《晨報》及多個新聞團體同聲譴責暴力，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

警方一定嚴肅處理，將兇徒繩之於法。《晨報》其後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事件，

稱絕不容忍、亦不畏懼暴徒的粗暴，以及幕後主使者的不法行為，深信警方會嚴

肅處理事件，查找真相，拘捕真兇。而記者團體亦同聲譴責。 

 

 

 

 



 

 

通訊局通過規管社論式節目   

申訴專員促政府制訂《資訊自由法》 

 

針對電視及電台社論式及個人意見節目，通訊局廣播業務守則委員會完成為

期兩個月諮詢，共收到一百五十份公眾意見，委員會三月初舉行公開會議，一致

通過多項建議，包括將社論形式節目納入個人意見節目規管，將「服務提供者」

即持牌機構及對其高層人士的言論，會被視為機構本身的意見，並在節目播出前

事先申報；以及容許持相反意見人士在「同一平台」上及「合理時間」內回應。

藉此避免公器私用之嫌。 

 

目前政府內部雖然有《公開資料守則》指引，但政府部門並非經常跟隨。前

年十月至去年九月，共有 80 宗政府部門拒絕提供資料個案。申訴專員公署去年

接獲 80 宗相關投訴，比過去兩年增加近一倍，以涉「第三者資料」及「私隱」

為由拒絕最常見。有見及此，申訴專員黎年在三月下旬公佈任內最後一份《主動

調查報告》，他批評政府欠透明度，《公開資料守則》沒法律約束力，且不規管大

部份公營機構。個別政府部門錯誤解讀豁免規定，甚至以此作擋箭牌，促請政府

制訂《資訊自由法》，保障公眾知情權。 

 

一台獨大的無綫電視公佈全年業績，去年純利只有百分之零點三增長。該公

司同時披露翡翠台在平日黃金時段，平均收視跌至 23 點，創四年新低，按年流

失約 12.5 萬名觀眾。面對未來趨激烈的競爭，集團表示會評估未來的營運需要，

並會加強投資，相應調整在將軍澳工業城總部附近興建錄影廠及相關設施的計

劃。 

 

 

 

 



 

《新晚報》復刊兩年再停刊  

港人台灣報紙登廣告聲援反服貿 

 

《新晚報》原屬《大公報》子報章，二零一二年六月由領袖傳播集團收購，

並於八月二十日以免費報方式復刊，至去年 12 月 8 日起改為於便利店發售，每

份五元。但該報宣佈三月上旬起停刊，社長夏萍向員工表示至今已虧蝕數千萬元，

須重整業務，記者將調往同系旗下雜誌《領袖》，或繼續上班一個月，找到新工

作後可免通知期即時離職。約三十名員工受影響，包括編採、排版、市場部等。

有員工不滿公司安排，到勞工處尋求助。 

 

因為印刷傳媒業績欠佳，壹傳媒集團在三月中宣佈即時縮減開支百分之五，

包括港、台兩地的《蘋果日報》、《壹週刊》等所有報紙、雜誌和網上媒體，縮減

方法包括刪減版面及裁減人手。而為壹傳媒動新聞提供動畫服務的壹傳媒動畫公

司，亦因架構重組裁減 89 名員工，二十天內分兩批解僱。壹傳媒動畫公司共聘

用約 670 名員工，這次被裁人數佔員工總數 13%。該公司發言人指為專注未來發

展自家動畫市場，必須加強效率，裁員實屬迫不得已，又稱未有下一輪裁員計劃。 

 

台灣月中出現太陽花學生運動，香港人亦十分關注，甚至登廣告聲援。有政

黨人士及網民集資買下的反服貿廣告，三月底在親綠媒體《自由時報》A5 下半

版刊登。以「反對服貿協議 拒絕中國化」為標語，內容陳述香港自主權移交以

來，與大陸簽訂多份緊密經貿協定，如何受大陸資金影響，導致香港的新聞自由

遭到干預。呼籲台灣引以為鑑，「勿墮香港衰落的軌跡」。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