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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報章調高售價報章調高售價報章調高售價報章調高售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應立法會議員的要求，就報章最近調高售

價一事提供有關資料。

調高售價調高售價調高售價調高售價

2 . 由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八日起，共有 12 份中文報章把
售價調高，新售價較原來的增加一元。有關報章事前並

無把調高售價的決定知會任何政府部門，而事實上根據

現行規定，它們毋須作出通知。個別報章在所登載的啟

事內，就調高售價的決定作出如下解釋：

(a) 報章售價已多年未有調整，部分報章更指出，它
們上次調整售價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及

(b ) 調高售價是基於製作成本上漲，部分報章更特別
指明是紙價上漲。

3 . 根據某些報章報道，這次加幅是同業間共同商定的。

部分報章的啟事內提到「經同業公議」的字眼，已足可

印證這點。

4 . 附件載列了調高售價後，現正印行的 17 份主要中、
英文報章的定價。

民政事務局的意見民政事務局的意見民政事務局的意見民政事務局的意見

5 . 現時全港共有 47 份已註冊的報章 (包括上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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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7 份報章 )，業內的競爭非常激烈。有關報章調高定價
固然會令消費者多費金錢，但由於就價格來說，個別報

章的售價仍有差異，更重要的是，就內容來說，不同報

章報道某類新聞的篇幅、編輯風格和所登載的專欄都有

差別，因此，消費者目前仍是有相當的選擇。

6 . 市民對於報章是次調高售價反應不大。不過，早

前部分報章進行減價戰，導致某些報章被迫停刊，卻令

市民擔心消費者的選擇會因而減少。

7 . 報刊是個非常自由的市場，而消費者亦有頗多的

選擇，政府實在沒有理由對售價加以干預。事實上，任

何這類干預都可能會導致社會人士憂慮當局侵犯新聞自

由。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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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下列報章由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八日起調高售價：

報章名稱 英文名稱 新訂售

價

原本售

價

蘋果日報 Apple  Dai ly 6 元 5 元

東方日報 Orienta l  Dai ly News 6 元 5 元

信報 HK Economic  Journal 6 元 5 元

香港經濟日報 HK Economic  Times 6 元 5 元

明報 Ming Pao  Dai ly News 6 元 5 元

星島日報 Sing  Tao Dai ly 6 元 5 元

文匯報 Wen Wei  Po 6 元 5 元

香港商報 HK Commercia l  Dai ly 6 元 5 元

新報 HK Dai ly News 6 元 5 元

大公報 Ta Kung  Pao 6 元 5 元

公正報 HK Globe 6 元 5 元

太陽報 The Sun 5 元 4 元

下列報章並無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八日調高售價：

報章名稱 英文名稱 新訂售

價

原本售

價

成報 Sing  Pao  Dai ly  News 5 元 5 元

中國日報 China  Dai ly 5 元 5 元

A 報 A Dai ly 3 元 3 元

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7 元 7 元

iMai l 6 元 6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