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二零一二年底，隨著免費電視牌照爭議升

溫，亞洲電視的一舉一動成為眾人焦點，當中

所謂「亞視與無綫兩台收視成四六開」，以及

「亞視零收視」的說法亦一度引起關注。作為

亞洲電視有關收視研究項目的設計及執行者，

我們希望藉此與公眾討論有關「四六開」和

「零收視」說法的道理和缺失。

二零一零年底，本著推動優質製作和建構

優質社會的共同信念，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與亞洲電視達成協議，開始建構一個可以覆蓋

所有觀賞渠道，包括新興網上媒體及流動電子

裝置，同步反映節目質素和受眾人數的「優眾

指數」（QMI，Quality-Mass Index），以顯示

個別或類別節目的「叫好」和「叫座」能力。由

二零一一年一月開始，民研計劃就為亞洲電視

每星期進行樣本不少於650個香港市民的電話

隨機調查，提供有關電視台整體收視推算，以

及個別節目的收視推算及欣賞指數等數據，直

至二零一三年底為止。

先看亞洲電視如何解釋「收視四六開」：-

「2011 年全年，兩台的平均收看人數分

別為：亞視 388 萬 3500 人，無綫 574 萬 667

人，對比是 40.3 對59.7，故稱收視人口比例

是四、六之分。」（節錄自 22/11/2012 的

《ATV 焦點》）

要全面了解是次「調查數據爭議」，先要

了解有關數據來源之始末。是次調查數據源自

上述提及之民研計劃與亞洲電視合作進行的電

視節目調查。有關調查設定每八星期為一個週

期，包括每週一次的小型調查，和連續一星期

的基準調查，會進行比較深入的收視分析。

基準調查其中問及合資格樣本在過去 24

小時收看電視的情況，具體提問如下，「請問

你由尋日朝早 6 點鐘到今早 5 點 59 分期間有

冇收睇過 [某某電視台] 既節目？」如有，「請

問係由幾點鐘開始睇呢個台既節目呢？咁睇到

幾點呢？仲有邊段時間呢？同埋係透過乜野媒

體收看呢？仲有呢？」。在研究中，民研計劃

主要提問的電視台包括亞洲電視本港台以及無

綫電視翡翠台。這個研究方法除了知道某一被

訪樣本有否收看個別電視頻道之外，也能記錄

他們有否收看個別節目，以及收看的途徑。

所謂「收看比率」，是一個介乎 0-100 的

比率，以顯示有關節目的收看人數佔全港 9 歲

以上總樣本人數的百分比。按照這個研究及計

算方法，我們可以計算出亞洲電視本港台以及

無綫電視翡翠台各自的收看比率。數據顯示，

自二零一一年有關電視節目調查開展以來，無

綫電視翡翠台的一週收看比率一直維持在九成

左右。換言之，在各次基準調查期間，約九成

的本港 9 歲以上人口都曾於過去一星期收看無

綫電視翡翠台的電視節目。同理，亞洲電視本

港台的數字為四成多至七成多。

在處理及表達這些數字時，我們應該留

意，這些收看比率數字之中，存在著一群電視

觀眾，同時曾經收看亞洲電視本港台以及無綫

電視翡翠台。所以，我們應該這樣理解：亞洲

電視本港台的收視比率，來自一群只收看本港

台的人口以及一些同時收看本港台和翡翠台的

「四六開」 與 「零收視」

調查數據爭議與混淆

關於早前「收視人口四六開」的說法源於

二零一一年十月，亞洲電視當時播出一系列電

視宣傳片，當中引用有關電視節目調查內的部

分數據，表示「亞洲電視（本港台）與無綫電

視（翡翠台）的收視人口成四六開」，並提到其

最終目標為「五五開」云云。或許當時沒有太

多巿民留意這些短片，「四六開」並沒有成為

話題。直到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亞洲電視在免

費電視牌照爭議中，在不同情況下主動提出

「收視四六開」，才令大家關注這個說法的合

理性，甚至對民研計劃的計算方法有所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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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翡翠台的收視比率，同樣來自一群只收看

翡翠台的人口以及一些同時收看翡翠台和本港

台的人口。

以下是各次基準調查的實際數字：

2011 年度調查

收看
比率

16/2-
22/2

15/4-
21/4

14/6-
20/6

9/8-
15/8

4/10-
10/10

29/11-
5/12

亞洲
電視

本港台
63% 72% 60% 62% 57% 54%

無綫
電視

翡翠台
91% 93% 90% 92% 90% 88%

2012年度調查

收看
比率

12/1-
18/1

20/3-
26/3

15/5-
21/5

10/7-
16/7

11/9-
17/9

亞洲
電視

本港台
52% 52% 49% 54% 48%

無綫
電視

翡翠台
89% 91% 87% 91% 90%

亞洲電視宣傳的「四六開」，應該是基於

亞視本港台和無綫翡翠台的收視比率，簡化比

較，以本港台代表亞視，翡翠台代表無綫。此

外，亞視可能刻意淡化部分觀眾同時收看無綫

和亞視的問題，混淆「相對收看人數」與「絕

對收看時間」的分別。

不過，話須說回來。早前有人嘲笑亞視

「零收視」，其實亦有混淆「收看人數」與「收

看時間」之嫌。簡單來說，某某節目在某一分

鐘可能差不多完全沒有人收看，但在整個節目

播放期間，又或重播期間，可能會有不少觀眾

「曾經收看」。在這些情況下，把某某分鐘

「接近零」的記錄，說成是某某節目甚或某某

電視台錄得「零收視」，即連一個觀眾都沒

有，亦是一種浮誇的說法。

推動「優眾指數」

作為中立的研究機構，我們無意猜測任何

人仕提出「四六開」和「零收視」的動機，我們

只想說出事實，然後由讀者自行判斷。無論如

何，民研計劃有以下兩點澄清：

1. 民研計劃從來沒有建議、接受或同意亞洲電

視「收視人口四六開」的說法。由始至終，

我們都鼓勵亞視全面發放調查所得的數據，

包括節目收視推算、欣賞指數及優眾指數等

資料，讓公眾參考。

2. 二零一一年十月，當亞洲電視首次推出「收

視人口四六開」電視宣傳片後，亞視已經應

我們的要求，在片段中加上備註，內容為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只提供原始數據，

而亞洲電視負責整合及分析，一切爭議與港

大民研無關」。此外，我們曾經建議亞視以

「收看比率比例」一詞，取代「收視人口比

例」，由亞視決定。

民研計劃在二零一一年三月《傳媒透視》

出版的文章中提到：「優眾指數是新興事物，

巿民大眾未盡了解是意料中事。民研計劃推動

優眾指數，與多年前推動欣賞指數完全一樣，

都是希望透過業界和學界的共同努力，推動優

質社會的優質事業。優眾指數內含『優』與

『眾』的概念，在十多年來的欣賞指數調查中

經已存在，只是應用是比重不同。優眾指數把

『質』與『量』以同等比重結合，是希望增加

電 視 和 廣 告 業 界 可 以 使 用 的 指 標 ， 與 時 並

進。」

「四六開」和「零收視」的說法，可能因

為電視牌照爭議而受到廣泛注意。爭議過後，

新興媒體在新興數碼廣播年代仍然要面對「叫

好」與「叫座」的問題。一台獨大也好、百花

齊放也好，「優眾指數」將有更高的參考價值。

至於「四六開」與「零收視」的爭議，最好適可

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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