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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香港的廣播業發展蓬勃，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服務。本港觀眾可收看本地和海外逾 700 條以多種語言

廣播的地面和衞星電視節目頻道（不設收費）或收費電視節目頻道。另有商營電台和香港電台（本港

的公營廣播機構）為本地聽眾提供 14 條電台頻道。 

 

政府的政策目標是讓市民有更多節目選擇，鼓勵投資者投資廣播業並推陳出新，促進公平和有效的競

爭，以及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內廣播樞紐的地位。為達到上述目標，政府致力為業界提供自由、寬鬆

和有利競爭的規管環境，讓廣播服務得以蓬勃發展。 

 

通訊事務管理局 
 

 

通訊事務管理局（通訊局）是根據《通訊事務管

理局條例》（第 616 章）於 2012 年 4 月 1 日成

立的獨立法定機構，成員包括十名來自社會各界

的非官方人士和兩名公職人員。通訊局是香港廣

播業和電訊業的單一規管機構，根據《廣播條

例》、《電訊條例》、《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

《廣播(雜項條文)條例》、《商品說明條例》和

《競爭條例》規管廣播業和電訊業。該局也是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的執行機構。 

 

通訊局轄下的兩個委員會，協助該局執行與廣播

事務有關的職能。廣播投訴委員會處理有關廣播

事宜的投訴，廣播業務守則委員會則負責檢討關

於電視和電台的節目、廣告及技術標準的業務守

則。 

 

通訊事務管理局辦公室（通訊辦）是通訊局的執

行部門和秘書處，協助通訊局實施和執行監管廣

播業和電訊業的法例。 

 

 

 

電視廣播  
 

 

規管制度 

政府自 2000 年起採用科技中立的規管制度，

《廣播條例》是按照電視節目服務的特性和普及

程度而非傳送方式作出規管。根據該法例，電視

節目服務分為四類，分別是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

務（免費電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收費

電視）、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主要是以亞太地

區為目標市場的衞星電視服務）和其他須領牌電

視節目服務（主要是為酒店房間提供的電視服

務）。 

 

本港現時有三家免費電視持牌機構，分別是奇妙

電視有限公司、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和電視廣

播有限公司，使用無線電頻譜及/或固定網絡來傳

送十條本地免費電視節目頻道。三家公司須按通

訊局的要求播放指定類別節目（包括新聞報道、

時事節目、兒童節目及年青人節目等），以照顧

香港不同觀眾的需要。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機

構亦提供四條本地免費電視節目頻道。香港已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實施全面數碼電視廣播。



收費電視市場自 2000 年起已全面開放。本港收

費電視持牌機構，即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提

供超過 200 條電視節目頻道，播放各類本地和

非本地製作的節目。收費電視服務在內容上所受

的規管較少，但服務供應商須按法定要求提供鎖

碼裝置，以免未成年觀眾收看專為成人而設的內

容。 

 

香港致力發展為亞太地區的廣播樞紐。由於香港

毗連內地，基礎設施優良，兼且享有言論自由和

擁有大量人才，故此香港擁有優越條件安排衞星

電視服務上傳至亞太地區廣播。現時，本港共有

九家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為亞太地區

提供約 150 條衞星電視節目頻道。 

 

此外，政府採取「開放天空」的政策，香港市

民可透過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系統及單一接收電

視系統，免費接收由香港或其他地區上傳而無

鎖碼的衞星電視節目頻道。香港現時有逾 500

條該類型的免費衞星電視節目頻道，逾 740 000

個多層大廈單位可透過其大廈的衞星電視共用

天線系統接收衞星電視節目頻道。一般而言，這

類單位的住戶通常可觀看約七條衞星電視節目頻

道。 

 

 

 

香港有 14條本地模擬電台頻道，其中八條由公營

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營辦，餘下六條則由兩家商營

廣播機構，即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商業電台）

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新城電台）各分別營辦三

條頻道。 

 

商業電台於 1959 年啟播。另一家商營廣播機構

新城電台，則於 1991 年啟播。這兩家電台各有

三條模擬頻道，須提供均衡的娛樂、資訊及教

育節目。電台頻道的節目包括新聞及天氣報告、

時事節目、藝術文化節目，以及為青少年、長者

和兒童而設的節目。此外，兩家電台亦播放印地

語、菲律賓語及泰語的節目，以照顧香港少數族

裔人士的需要。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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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廣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