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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青年協會於㆒九六零年成立，為本港最具規模的非牟利

青年服務機構之㆒。轄㆘超過 60 個服務單位遍佈港九新界，為青少
年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及活動，使他們在德、智、體、群、美等各方面，

獲得全面及均衡發展，以達到「為青年事事關心、為社會處處著力」

的目標。

1.2 互聯網已成為青年生活文化的重要部份。本會本著與時並進

的服務精神，於㆓零零㆒年㆕月成立網㆖青年服務組，進㆒步為青年

提供網㆖全接觸的多元化服務。因此，本會就有關互聯網電腦服務㆗

心的規管事宜，深感關注，並希望就有關討論文件，表達本會的意見。

1.3 首先，本會贊成對「網吧」的經營，實行適度規管。由於「網

吧」屬於公共場所，規管的目的，是確保青少年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

消閒和娛樂，同時使他們免受不良資訊的傷害。然而本會認為，「網

吧」這㆒類透過互聯網提供服務的新興行業，對於推動資訊科技的發

展，實有其正面作用。因此，有關的規管條例，應該對這個新興行業

給予發展空間，同時亦不應扼殺市民大眾享受使用互聯網的樂趣。

2. 網吧的定義和類型

2.1 互聯網電腦服務㆗心，俗稱「網吧」，是指提供互聯網㆖網服

務，包括網㆖遊戲等為主要業務的場所。

2.2 現時坊間稱為「網吧」的場所，大致包括三種經營方式：（㆒）



提供數十、以至百多部電腦供顧客㆖網；（㆓）設有少量電腦供顧客

㆖網，並提供雜誌、小食及其他消閑玩意。以及（㆔）假借「網吧」

名義，實際卻提供帶有色情成份的服務，並由異性陪同㆖網。

2.3 就第一種經營方式的「網吧」，其顧客大部份的主要活動是玩

電腦遊戲，包括網㆖㆘載及電腦光碟。從服務性質而言，網吧與電子

遊戲機㆗心無大分別。前者提供網㆖㆘載或遊戲光碟的電腦遊戲，而

後者則提供電子視像遊戲。因此，在制訂有關規管經營網吧的條例

時，可以參考《遊戲機中心條例》內的發牌指引。

至於以㆖第二種經營方式，現時有不少商場或餐廳，設置電

腦供顧客使用，由於提供互聯網服務並非這些場所的主要業務，因此

本會認為此等場所無須納入規管。

對於第三種含有色情成份的「網吧」，本會認為警方應該加強

巡查，以打擊這類非法活動。政府亦可考慮撤消此類「網吧」的經營

牌照，禁止其繼續經營，以收阻嚇作用。

3. 規管形式

3.1 訂立申領牌照制度

按現行規定，有意經營「網吧」的㆟士，只需向商業登記署

辦理商業登記，而毋須另行申領牌照。現行制度對「網吧」只進行最

低限度的管制，但要進㆒步規管網吧經營，此制度便顯得十分不足。

本會認為，要有效規管「網吧」經營，第一步必須推行申領牌照制度。

「網吧」必須在㆘述三個基本範圍內，符合有關條件，才可申領經營

牌照。

3.1.1 安全規定

網吧內㆒般設置數十、以至百多部電腦供顧客㆖網，這些電

腦長時間集㆗運作，使網吧的電力負荷極高。若加㆖通道狹窄、面積

少而電腦數目多，以及通風系統差，將對顧客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因

此，本會認為，除了現行的消防安全條例、建築物條例等，政府有需

要為「網吧」訂立一套基本的設施及空間配置規格。例如「網吧」面

積與電腦數目的比例、顧客與顧客座位間面積、走火通路闊度、插蘇



數量、電線鋪設和抽氣系統裝置等。

3.1.2 電腦遊戲軟件審查

互聯網發展㆒日千里，加㆖網絡無邊界，要求網吧將所有網

㆖遊戲預先送交政府審批，實際並不可行。因此本會建議，若電腦遊

戲並非為線上遊戲或由網上下載，而是由網吧經營者提供，則不論是

以影帶、電腦磁碟、電腦光碟或任何其他形式，均需按照現行《遊戲

機中心條例》，將它們送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預先審批。

3.1.3 過濾軟件裝置

「網吧」屬於公共場所，任何㆟士均可以入內光顧。為保障

青少年可以在安全的環境㆗消閒和娛樂，並防止他們免受色情、暴力

和網㆖賭博等資訊的影響，我們建議所有「網吧」的電腦必須安裝過

濾軟件。同時，這些過濾軟件必須定期更新，例如每星期更新㆒次，

以確保青少年在網㆖免受不良資訊影響。

3.2 訂立巡查制度

本會建議政府必須訂立一套巡查制度，並給予有關部門適當

的權力，對「網吧」進行定期檢查，以確保「網吧」遵守以㆖有關規

定。

4. 業界自律

4.1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近年網㆖活動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

㆒部份，「網吧」的開設如雨後春筍。可是，在賺取利潤的同時，業

界亦應考慮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因此，本會促請業界能夠自律，制定

守則，共同遵守，以避免對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

4.2 《香港網絡媒體業協會》共六十多家「網吧」成員，於早前

決定聯手拒絕採用㆒個名為《古惑仔》的遊戲軟件，認為該遊戲有教

唆加入黑社會之嫌，意識不良。本會認為這是業界自律的鮮明例子；

惟該會會員僅佔全港網吧數目的㆕成。



5. 青少年的教育

5.1 雖然「網吧」此種消遣和娛樂埸所，受到不少青少年歡迎，

但青少年實毋須進入「網吧」，亦可在家㆗參與各種網㆖活動。資訊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即使最嚴密的法例亦可能出現漏洞。本會認為最

有效保護青少年網上安全的方法，莫過於教育他們以正確態度使用互

聯網。因此，政府應認真考慮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工作，並投入適當的

資源。

6. 其他

6.1 對於青少年光顧「網吧」的情況，本港現缺乏深入而有系統

的調查研究。因此，本會認為有必要就有關議題進行詳細調查，作為

進一步討論的依據。

7. 總結

7.1 互聯網已成為青少年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而「網吧」這

類正處於萌芽階段的新興行業，對於推動資訊科技發展和各類軟件的

研製，起著重要作用。然而，政府有需要制定法例，監管網吧經營，

確保它們為青少年提供安全的娛樂場㆞，並保障他們在網㆖免受侵

害。同時，我們亦有必要教育青少年善用互聯網、培養他們正確的㆖

網態度和注意網㆖安全，使他們成為精明的互聯網使用者。只有不斷

教育和透過業界自律，才能在蓬勃發展的互聯網世代㆗，保障青少年

能健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