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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是香港的核心工業之一，去年創意

產業約佔香港整體 GDP 的 4.5%，政府亦愈來

愈發現它的重要性。除了電視發牌聯繫到創意

產業，最近由行政長官主持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亦提出具體建議，有感鄰近地方在這方面發展

一日千里，香港要急起直追，必須要規劃未來

十年的發展，包括在現有大學及院校加設培訓

渠道。

培訓人才增撥資源，這個做法看似理所當

然，但是它漠視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人

才須經過市場的洗禮，並從市場吸收經驗，才

有一個良性循環。但政府一方面大量開設培訓

課程，另一方面又限制電視發牌數目，令有心

實踐創作的人缺乏出路。香港政府對文化創意

產業的所謂支持是否口惠而實不至呢？

政府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取態

創意文化要持續發展，必須要在培訓及實

踐兩方面相互結合。當然創意產業不局限於影

視行業，但影視業一向是創意產業的火車頭；

像一齣電影受歡迎，便會衍生不少相關的產

品，如電腦遊戲、文化旅遊等。培訓人才只依

賴學術機構有不足。

以影視產業為例，學院資源有限，只能讓

學生製作微電影，但短片規模無法與大型製作

相題並論。要體驗如何拍動輒數百萬以上的電

影，又怎能單依賴學院？像香港電視拍一套劇

集，製作費也要上一百萬元，新人若沒有機會

接觸這些規模的創作，

其創意又如何得到磨

練？面對一個封閉的電

視製作環境以及一個夕

陽西下的電影界，單靠

院校培訓，又如何與其

他地方競爭呢？

雖然政府一再強調發牌數目是百分之一百

的增長，但香港電視與其他不同是它真是一間

大量招聘創作人才及製造就業機會的公司， 

以戲劇作為主打劇種，亦可以與電影業有良性 

互動。

持續發展需要制訂長遠文化創意
政策

除了培訓人才，還要全面的部署及推動。

香港影視行業的困局有結構性，亦有文化性。

香港先天市場狹小，本土市場發展空間有限，

而產品類型亦欠多元化。電視業長期一台獨大

及缺乏外判機制，令行業缺乏開放性及包容不

同形式的創意。本地電影業的問題，則是在中

國強勢崛起之下將出色的電影人及演員淘空，

令中小型電影公司難有作為，工業環境早已不

成氣候。另一方面，國內的龐大市場亦令製作

成本上升，影響低成本製作的香港電影的競爭

力。以往港產片的出路是合拍片，但現在國內

連合拍的機會亦愈來愈少，整體從業員不少面

對開工不足的問題。如何在市場結構上找到突

破，這是政府在較高層面可以為行業做的事情。

另一個問題是觀眾層面的。全球化的香

港，接收來自四方八面的潮流文化及資訊，新

生一代都習慣接收優質的全球文化，例如追捧

日韓地區的電視劇、流行音樂等，因它們已超

越較香港不少同類製作。香港要急起直追，除

了在製作上要增加創意及多元化及本土特色以

外，還要有懂得欣賞及支持本地創作的本土觀

眾。香港文化界不單要做好作品，亦要培養本

地觀眾口味，令香港人支持香港的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才有有利的發展。固然香港已有

既定的電影節，但政府可否增撥資源讓香港觀

眾認識更多香港本土的創作？增加觀眾對港產

作品的支持？

七 、 八 十 年 代 ，

香港曾經有光輝燦爛

的影視行業，但當時

缺乏經濟規模及可以

持 續 發 展 模 式 ， 自

九 十 年 代 製 作 量 下

滑，港產電影已持續

不振接近二十年。雖

然不少有在香港有知

名度的藝人及有能力

的製作者仍有機會受

國內片商青睞，但香

從發牌風波看香港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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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影視業過去的成功的方程式不能複製，未來

需要更多的有創意的經營模式，但不能單靠在

行內打拼者自生自滅。在全球化的年代，地域

之間的比拼不能只依賴人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亦有舉足輕重的角色。目前在亞洲流行文化上

獨領風騷的韓國，在九十年代以後政府已經開

始扶植本土的電影業，例如成立電影學院、加

強韓國片在海外的宣傳等。香港在此的力度仍

然不夠，需要與業界互相配合，問題是政府是

否願意負起推動的角色。

免費電視業與數碼政策不能分割

有關免費電視市場的爭議，主要集中討論

在發牌與否及其理據的問題上，事實上目前即

使多發一個牌給香港電視，免費電視市場的競

爭亦非在同一個技術層面，因為新拿到牌照的

經營者只能以光纖網絡傳送，有別於目前兩間

免費台以大氣電波傳輸的模式。雖然現時投得

牌照的兩個經營者都已經擁有覆蓋全港的電話

網絡，但對觀眾來說，要多節目選擇卻要面對

使用多個遙控器的煩惱，特別對年長一輩來

說，可能更難操作。而對經營者來說，若以 

光纖網絡傳送，尚要解決機頂盒成本誰付的 

問題，以及網絡入屋的問題，解決兩個問題 

都需要時間，期間亦影響觀眾收看的熱情及收 

看率。

事實上，無論發多少個牌，現時的所謂市

場開放只是局部性的，至少在技術而言，距離

真正的公平競爭日子尚遠。真的要做到公平，

幾個持牌者必須要在同一個技術平台上，要達

到此必須要在傳送技術全面數碼化後，才有可

能出現。因此電視產業的全面開放及公平競

爭，與數碼化的進程關係非常密切。

特區政府在 2007 年底正式推出數碼地面

電視廣播。當時目標是在 2012 年年終前中止

模擬地面電視服務。經過數年努力，數碼地面

電視網絡的覆蓋範圍已佔全港超過九成人口，

滲透率為大約為 72%，至 2011 年中，仍有四

成觀眾收看模擬電視。因此在 2011 年中的行

政會議上，政府將中止日期由 2012 年年底延

遲至 2015 年底。若政府切實執行模擬制式電

視頻道的轉移，則免費電視傳送可望全面數碼

化，市場亦可以容許更多不同參與者一起競

爭。換言之，香港免費電視業的另一關鍵發展

時機是在兩年之後，到時無論在傳送技術及頻

道數目，以至市場結構各方面，都可能出現大

變。而似乎局長亦反覆強調的「循序漸進」模

式，是預示未來在此方面的變化。

香港電台率先推出免費公共廣播
電視頻道

因此，未來幾年可以說是香港電視業的變

動期，除了商營廣播業外，政府亦已確立香港

電台的公共廣播角色，以及增撥資源助其發

展，除了興建大樓，亦撥備協助其發展數碼地

面電視。過去幾年，港台已建立了發射網絡，

如向兩家免費電視台商討租用合適的山頭發射

站、訂購儀器及設備，進行技術測試等。港台

並增加製作高清電視節目的時數，由每年約

50 小時增至不少於 200 小時。

當兩間獲新發牌的電視台密鑼緊鼓籌備開

台事宜，香港電台的電視頻道將悄悄投入服

務，成為本地第三間免費台。明年一月中，香

港電台的數碼地面電視會進行頻道試播，屆時

本地觀眾可通過大廈的公共天線系統接收觀看

本港首家公共廣播電視台的免費節目。港台電

視頻道除有自家製的港台王牌節目外，亦有外

購製作，類型可以更多元，這對投訴節目缺乏

選擇的觀眾來說，不啻是一個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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