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於政府服務的頻譜使用效率  

第五次檢討  

 

 

背景  

 

二零零七年四月，前工商及科技局公布《無線電頻譜政策綱

要》（《綱要》），訂出無線電頻譜的管理框架。在確保預留適量頻譜予政

府服務的政策目標下，《綱要》訂明當局會繼續以行政方式而非市場主導

模式來管理由政府使用或代表政府使用的頻譜。《綱要》進一步指明，將

每三年檢討一次政府使用者使用頻譜的效率。根據《綱要》，當局已分別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九年完成四次檢討，

相關報告已在完成該等檢討後上載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

網站，以供公眾參閱。本報告載述二零二二年完成的第五次檢討的結

果。  

 

 

國際做法 

 

2.  在二零一九年的檢討中，通訊辦檢視了多個先進經濟體系政

府為推動善用政府頻譜所採取的措施。我們留意到這些經濟體系所採用

的措施各異，包括：  

 

(a)  使用更具頻譜效益的無線電技術，例如智能無線電、窄頻及

數碼無線電；  

 

(b) 增加與其他非政府使用者共用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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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較不擁擠的頻帶；  

 

(d) 增加使用商業服務  ─ 例如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可用於

非戰略或非敏感的話音或數據通訊，而由公共服務供應商提

供的專用線路則可用於替代固定微波鏈路；  

 

(e)  市場機制  ─ 在可行情況下容許政府使用者將獲指配的頻譜

用作交易，有關使用者可藉商業頻譜活動獲得財務收益；以

及  

 

(f)  經濟誘因  ─ 向政府使用者徵收頻譜使用費，其定價可反映

所用頻譜的經濟價值。  

 

3.  通訊辦一直密切留意這些先進經濟體系的主管機關所採取的

相關措施。通訊辦注意到，自二零一九年進行檢討以來，這些先進經濟

體系除了採取第 2 段所述的措施外，並無引入新措施，以進一步促使政府

服務善用頻譜。  

 

4.  上文第(a)至(d)項所述的首四項促進善用政府頻譜措施，已納

入通訊辦發出的《在香港就指配頻譜供政府使用者設置陸上移動系統和

固定鏈路的指引》（《指引》），而該等措施亦適用於是次檢討。至於上文

第(e)及(f)項所述的其他措施，即頻譜交易和徵收頻譜使用費，則屬市場

機制。由於《綱要》已列明，由政府使用或代表政府使用的頻譜會繼續

以行政方式而非市場主導模式管理，是次檢討不會考慮這兩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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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方法 

 

檢討的考慮因素和準則  

 

5.  檢討的一個主要目的是促進善用頻譜。如發現政府使用者使

用某段頻帶有欠效率，則應實施上文第 2(a)至 2(d)段載列的技術及行政措

施，以糾正有關情況。  

 

6.  雖然採取以上措施或安排或許能有效實現更高頻譜使用效率

的目標，但實施這些措施或安排需要成本。以數碼／窄頻無線電設備為

例，儘管這些設備較相對應的模擬無線電設備更具頻譜效益，但政府亦

須承擔更換設備所涉及的成本，因此，如有關頻帶當前並無競爭性用

途，便無迫切需要採取上述措施以提升效益。同樣，當一些頻帶（如航

空、海事和氣象頻帶）的頻譜即使騰出亦無潛在競爭性用途時，追求善

用該等頻帶的頻譜便無甚意義，因為此舉不會令頻譜增值，而且涉及成

本。為了讓社會獲得最大裨益，應更致力追求善用頻譜，以騰出可用於

其他富成效用途的頻譜。基於上述考慮因素，是次檢討聚焦於該等具潛

在競爭性用途的頻帶上。  

 

7. 為評估個別頻帶是否具潛在的競爭性用途，是次檢討沿用過

往檢討所使用的準則如下：  

 

(a)  現時擁擠的頻帶，門檻為 75%或以上頻帶被佔用；以及  

 

(b) 預期對頻帶的需求，在現有用途上未來三至五年內會有增

長；或預期該頻帶在其他用途上的潛在需求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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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檢討的政府無線電系統類型  

 

8. 政府使用者主要採用以下四類無線電系統，以支援公共服務

的傳送：  

 

(a)  航空、海事及氣象系統  ─  在 90 千赫至 9.2吉赫之間的多個

頻率操作；  

 

(b) 陸地移動系統  ─  通常在 30 兆赫至 1 吉赫之間的頻率操作，

為移動用戶之間提供雙向無線電通訊。按照傳統陸地移動系

統的設計，該類系統可在頻寬為 12.5 千赫或 25 千赫的無線電

頻道操作。雖然在話音通訊方面表現良好，但由於頻道容量

有限，傳統陸地移動系統無法處理高流量的數據通訊，例如

視頻傳送；  

 

(c)  寬頻無線接達系統  ─ 在寬大（以數個兆赫計）的頻道操

作，主要用於監控；以及  

 

(d) 固定鏈路  ─ 乃傳送╱接收兩個固定地點的無線電訊號的無

線通訊系統，通常可在 1 吉赫至 40 吉赫之間的多段頻帶操

作。  

 

9. 航空、海事及氣象系統的頻帶由國際電信聯盟（「國際電

聯」）編配，令這些系統得以在全球網絡通用。由於香港有國際義務維持

全球航空界、海事界和氣象界在使用這些頻帶時的互用性，改變有關頻

譜的管理和用途的空間有限，因此這些頻帶不會包括在是次檢討範圍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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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陸地移動系統可分為地區性系統和廣域系統：  

 

(a)  地區性陸地移動系統通常用以為某一地區提供通訊覆蓋，範

圍由數百米至數公里不等；以及  

 

(b) 廣域陸地移動系統通常用以為較廣闊的地區提供覆蓋，並通

常透過設置多個基站和中繼器提供全港覆蓋。現時只有若干

政府部門使用這類廣域系統以應付運作需要。  

 

11. 由於政府使用者與非政府使用者對編配予陸地移動系統和固

定鏈路的共用頻帶存有潛在競爭性需求，因此這些頻帶須予檢討，而編

配予政府使用者的陸地移動系統和寬頻無線接達系統的預留頻帶（即只

預留作政府用途的頻帶）亦須予檢討。  

 

 

過往檢討所建議措施的實施進度  

 

12. 為促進頻譜使用效率，通訊辦在過往檢討中根據上文第  5 至 

11 段所載的準則檢視了多段頻帶，並在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三年的檢討

建議把一共 16 段當時的預留頻帶開放予非政府使用者共用。這些預留頻

帶其後已開放予政府和私營機構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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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頻譜使用率現況  

 

評估陸地移動系統的頻譜使用率 

 

13. 用量密度是以每條頻道的流動電台數目作計算，通常用作釐

定陸地移動系統的通訊負載量。有關政府用途的用量密度是從個別政府

陸地移動系統用量密度的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而加權因子相等於該系

統使用的頻道在該組系統頻道總數中所佔的數目。同樣地，有關非政府

用途的用量密度為個別非政府陸地移動系統的用量密度的加權平均數。

我們把政府與非政府的陸地移動系統的用量密度作一比較。  

 

14. 通訊辦在是次檢討中發現，政府使用的地區性陸地移動系統

較非政府的地區性陸地移動系統用量密度高 63%，而三年前的相應數字

為 39%。這項轉變主要是由於使用地區性陸地移動系統的新私人公司大

幅增加所致。這些新的非政府地區性陸地移動系統平均服務為數較少的

流動電台，因而減低了非政府地區性陸地移動系統的整體用量密度。  

 

15. 廣域陸地移動系統的相對頻譜效益由二零一九年的-40%上升

至二零二二年的-11%。這是由於政府廣域陸地移動系統的用量密度上

升，加上非政府廣域陸地移動系統的用量密度下跌所產生的綜合效果。

政府廣域陸地移動系統用量密度上升，主要原因是一些新的政府基建項

目可利用相對較少獲指配的頻道支援相對較多的流動電台，而非政府廣

域陸地移動系統的用量密度下跌，則主要是與一些在私人集群無線電

（TETRA）系統中的流動電台已被取消有關。  

 

16. 數碼化和使用較窄頻道有助促進善用頻譜。在本檢討期內，  

有 99%的新政府陸地移動系統基站使用數碼平台，其中部分數碼系統亦

已採用窄頻頻道，令頻譜使用效率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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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預留頻帶的使用率和開放該等頻帶作共用用途  

 

17. 政府的陸地移動系統可使用預留頻帶及共用頻帶。經採納二零

一零年及二零一三年檢討報告的建議，在 33至 382.65兆赫範圍內合共 16

段先前預留給政府使用者的頻帶已開放予非政府使用者共用，由此而獲

發放的頻譜總數量為 45.3 兆赫。然而，私營機構對在這些頻帶使用陸地

移動系統的需求甚低。自該等頻帶開放作共用用途以來，只有一條頻道

獲指配予非政府的陸地移動系統。16 段共用頻帶的整體使用率 1仍然甚

低，只有 5.8%的頻譜已獲指配。  

 

18. 除上述已開放作共用用途的 16 段頻帶外，政府的陸地移動系

統亦使用頻率範圍在 30 兆赫至 1 吉赫之間的其他共用頻帶操作。現時，

政府的陸地移動系統共佔用所有共用頻帶內的 13.2 兆赫頻譜，即佔陸地

移動系統共用頻譜的 8.3%。  

 

19. 如上文所述，開放政府頻譜後，目前仍有 56.35 兆赫頻譜分布

於 460兆赫以下的八段頻帶，該等頻譜將繼續預留給各政府部門的陸地移

動系統使用。預留頻譜的整體使用率為 75%。  

 

20. 我們留意到，所有預留頻帶的使用水平均遠高於二零一零年

檢討所訂的使用不足門檻，即 25%（使用率低於此水平會被視作未盡其

用）。一如上文第 17 段所述，該 16 段先前開放作共用用途的頻帶的整體

使用率仍處於低水平，而且不足 10%。儘管共用頻帶是提高頻譜使用率

的方法之一，但鑑於現有預留頻帶的使用率令人滿意，而非政府使用者

對先前開放的頻帶需求不大，因此沒有充分理據進一步開放現時預留給

政府陸地移動系統使用的頻帶，以供非政府使用者共用。  

                                                 
1  某段頻帶的使用水平，是該段頻帶指定用於有關服務時獲指配的頻譜相對於該段頻帶的頻

譜總數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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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寬頻無線接達系統的頻譜使用率  

 

21. 政府的寬頻無線接達系統主要作監控和監察用途，共有 30 兆

赫頻譜已指配予政府的寬頻無線接達系統，其頻譜效益與一個基本的長

期演進流動系統大概一致。  

 

 

評估固定鏈路的頻譜使用率  

 

22. 除為公共保護和救災2的應用項目預留 4.9吉赫頻帶供便攜式固

定鏈路使用外，政府使用者的固定鏈路一般不會有預留頻帶，原因是固

定鏈路通常只用作轉播兩個固定地點的無線電訊號，而固定鏈路的頻率

可以被重複指配，以供位於另外兩個固定地點的其他固定鏈路使用（惟

須視乎分隔空間是否足夠）。因此，供固定鏈路使用的頻率一般以按地區

劃分及先到先得的方式，指配予政府和非政府使用者共用。香港所有固

定鏈路現時均在 1 至 40吉赫頻帶操作。  

 

23. 在是次檢討中，我們發現 1 至 10 吉赫頻帶現時相當擁擠，使

用率達 83%。相反，高頻帶（即 10至 20吉赫及 20至 40吉赫頻帶）則仍

然遠低於 75%的擁擠門檻。因此，除非因技術所限而無法使用較高頻

帶，否則不應在 10 吉赫以下頻帶指配新頻率予無線電鏈路。至於供政府

使用的固定鏈路頻譜，當中 1 至 10 吉赫頻帶及 10 至 20 吉赫頻帶的使用

率在本檢討期內分別增加了 0.6%及 0.4%，而 20 至 40 吉赫頻帶的使用率

則維持不變。  

 

 

                                                 
2  根據國際電聯的辭彙表，公共保護和救災的範圍概括而言指維持社會治安，以及處理社會
運作受到嚴重破壞而對人命造成威脅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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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頻譜的整體評估  

 

24.  在本檢討期內，通訊辦繼續接獲更多來自不同政府部門就其

新數碼陸地移動系統提出的頻率指配申請。在固定鏈路的指配方面，通

訊辦依循現行的路徑長度政策（即路徑長度愈短，獲指配的頻率便較

高），而政府使用者亦普遍以合理和合作的態度使用通訊辦所定的頻帶。  

 

 

對《指引》的檢討  

 

25.  政府頻譜使用者在本檢討期內普遍遵從《指引》。由於其他先

進經濟體系在本檢討期內並無就政府頻譜的使用事宜引入新措施（見上

文第 3 段），加上政府使用者一般均遵守《指引》，我們應繼續採取《指

引》所載的有關措施，藉以促進善用政府頻譜。在是次檢討完成後，我

們並無任何開放預留頻帶作共用用途的建議。因此，目前無需對《指

引》作任何重大修訂。  

 

 

檢討結果的摘要  

 

26.  是次檢討結果如下：  

 

(a)  通訊辦所採取的各項於二零一九年檢討提出的促進善用政府頻譜

措施，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系採取的措施相若，並繼續與國際間

的最佳做法一致；  

 

(b) 在現時預留予政府使用的頻帶中，並無識別出可開放予政府

與非政府機構共用的頻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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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前無需對《指引》作任何重大修訂。因此，未來三年將繼

續採取《指引》所載的現行措施。  

 

 

未來路向 

 

27.  通訊辦會繼續留意先進經濟體系所採取措施的發展情況，並

沿用下列措施，便利政府使用者將來取用頻譜，務求促進善用頻譜：  

 

(a)  鼓勵各政府部門在適當情況下加入共用通訊平台，從而交回現

有頻率或暫緩申請新的頻率指配；  

 

(b) 鼓勵政府頻譜使用者使用商業網絡，例如專用線路及公共流

動網絡，以應付通訊需要；以及  

 

(c)  鼓勵使用數碼系統，以提升頻譜使用效益。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二零二三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