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0 月 29 日  
討論文件  

 
《2024 年施政報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電訊及廣播事務方面的政策措施  
 
 本文件旨在介紹《2024 年施政報告》中與電訊及廣

播事務相關的政策項目和進展。  
 
2. 在「一國兩制」的施政方針下，政府會發揮香港作

為區域通訊樞紐的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積極發展電訊

和廣播服務，透過科技推動經濟活動轉型及創新，更好把握機

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電訊  
 
3. 香港的電訊服務發展迅速。現時第五代流動通訊

（5G）網絡覆蓋已逾香港九成人口，包括市區主要地點及港鐵

全線共 98 個站，幾近完全覆蓋核心商業區。香港的 5G 用戶

約 720 萬，而流動通訊服務用戶數目已超過 2 500 萬，按人口

計算的流動通訊服務用戶滲透率達 323%，屬全球最高比率之

一。高滲透率加上通訊科技的發展，不但支援多元化的創新應

用，亦為各行各業帶來新商機。  
 
4. 為鞏固香港作為區域通訊樞紐的地位，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來年會落實一系列推動通訊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

《2024 年施政報告》宣布的措施，以促進通訊業的持續發展。 
 
推動低軌衛星發展  
 
5. 低軌衛星是全球衛星發展的新趨勢。相對傳統衛

星，低軌衛星成本較低，擁有低時延和高傳輸速率的特性，能

廣泛應用於通訊、遙測、導航、追蹤、衛星互聯網等領域，為

交通物流、智慧城市、環境保護等範疇提供服務。在現行法例

要求下，衛星營辦商需要取得由行政長官根據《外層空間條例》

（第 523 章）發出的外層空間牌照及由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

局）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發出的空間站傳送者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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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發射及操作衛星。由於低軌衛星以一個星座運作，可涵蓋

數以十計或百計的低軌衛星，按現時的牌照制度，營辦商須按

衛星數目申請相等數量的外層空間牌照及空間站傳送者牌照。

為增加香港在發展低軌衛星方面的吸引力及競爭力，政府會在

2025 年展開研究工作，以簡化申請營辦低軌衛星牌照的審批

流程。  
 
確保頻譜供應  
 
6. 為了支援流動通訊服務和其他創新服務在香港的

持續發展，政府一直致力確保頻譜的供應充足。在 2019 至 2024
年 9 月，通訊局參考了內地以及世界各地有關 5G 技術的發展

趨勢，按市場機制指配了能應用於發展 5G 通訊服務的不同頻

帶（包括 700 兆赫、3.3 吉赫、3.5 吉赫、4.9 吉赫和 26／28 吉

赫頻帶）合共超過 3 330 兆赫的頻譜。現時市場上各大流動網

絡營辦商（流動網絡商）已獲充足的頻譜供應，並相繼推出了

各種的 5G 流動通訊服務，以滿足不同用戶及經濟活動的需求。 
 
7. 為進一步提升香港 5G 網絡傳輸速度，政府將於今

年 11 月分別為 850／900 兆赫、2.3 吉赫及首次推出的 6／7 吉

赫頻帶頻譜進行拍賣，以提供合共 510 兆赫頻譜作公共流動通

訊服務之用。其中，6／7 吉赫頻帶內的頻譜可支援 6G 發展。

香港是國際間首批拍賣此頻譜的地區，此舉有助催化市場發

展，提前為 6G 發展做好準備。此外，政府將於 2025 年進行

一次 2.5／2.6 吉赫頻帶內 50 兆赫的頻譜拍賣，以支持更廣泛

及更先進的通訊科技（包括 6G）的應用。  
 
改善偏遠及鄉郊地區的網絡覆蓋  
 
8. 為了進一步加強鄉郊及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基建，

政府在《2023 年施政報告》提出，將研究透過資助加快擴展鄉

郊及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基建設施，以提升這些地區的流動通

訊網絡覆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已於今年 7 月

至 8 月就「擴展 5G 網絡至鄉郊及偏遠地區資助計劃」諮詢業

界。在考慮相關因素包括不同地區如郊野公園、離島及其他偏

遠鄉郊地區的流動網絡、設置無線電基站（基站）的技術問題

（如地理環境、技術可行性、配套設施等）後，通訊辦已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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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計劃的建議框架，包括基站的地點、數量及應涵蓋的範圍、

執行時間表及資助金額等。另外，通訊辦亦會要求流動網絡商

在可行的情況下以「共用原則」於各選址建設及運作基站，以

確保各基站為市民提供最大效益的服務。政府現正研究所收到

的意見，以敲定計劃的詳情。我們期望資助計劃可於 2025 年

分階段開展，而新的基站可於計劃推出後的四年內完成建設並

投入服務，以提升當區市民的生活質素和保障鄉郊活動的安全

性。  
 

9. 此外，政府會繼續推展「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

鄉村資助計劃」，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固定網絡營辦商擴展光纖

網絡。資助計劃自 2018 年推出以來，已有超過 200 條鄉村獲

鋪設光纖網絡，可提供速度達 200Mbps 至 2Gbps 的寬頻服務。

資助計劃下其餘的鋪設工程將於 2026 年年底前完成，預計整

個計劃會涵蓋合共 235 條鄉村，惠及約 11 萬名村民。  
 
加強大型公眾活動場地的 5G 網絡容量  
 
10. 通訊辦一直積極協調流動網絡商、相關場地負責人

和政府部門，理順審批及設置程序，使流動網絡商能迅速為大

型公眾活動場地設置 5G 基站，以提升其 5G 網絡容量。相關

工作至今進展良好。目前，四家流動網絡商已完成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亞洲國際博覽館及維多利亞公園附近設置並啓動

5G 基站，上述場地的 5G 網絡容量亦大幅提升。此外，在中環

海濱活動空間、香港體育館及啟德體育園設置 5G 基站的工程

均已陸續展開，並會分階段啓用。通訊辦將繼續與相關機構緊

密合作，透過增設流動通訊設施，提升更多大型活動場地的 5G
網絡容量，為流動用戶提供無縫、安全及高效的通訊服務。  
 
增加流動通訊基建設施  
 
11. 經修訂的《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14 條已於今

年 10 月 1 日生效，獲通訊局授權的流動網絡商可進入於明年

4 月 1 日或以後獲批准建築圖則的指明建築物的預留空間裝設

和維持流動通訊設施，而無須向該土地擁有人繳付費用。條例

下的指明建築物涵蓋商業、工業、住宅和旅館樓宇。新建的政

府建築物及公營房屋亦會跟隨有關安排以裝設流動通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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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有助於指明建築物內裝設流動通訊設施的安排制度

化，理順審批程序，以進一步擴展本地 5G 的網絡覆蓋。  
 
12. 另外，政府會繼續積極推展先導計劃以便利流動網

絡商在政府場地建設基站。政府現時已開放位於香港不同地區

約 1 500 個由不同政府部門管理的政府場所，讓流動網絡商透

過簡化的申請流程和象徵式租金（每年一元）於有關場所安裝

基站。自 2019 年 3 月推出先導計劃至今有超過 130 個申請獲

批。此外，政府會於不同地區設置的多功能智慧燈柱預留空間

及承載能力供流動網絡商安裝基站，以更廣泛地擴大 5G 網絡

覆蓋。  
 
確保電話卡實名登記制有效運作  
 
13. 在發展通訊科技及服務的同時，政府亦高度重視香

港通訊系統的有效運作。電話卡實名登記制（實名登記制）已

於 2023 年 2 月 24 日全面實施，規定所有在本地發出及使用

的電話智能卡（包括上台月費服務和電話儲值卡）均須於啓動

服務前完成實名登記。實名登記制有助堵塞過去以電話儲值卡

匿名性質進行不法行為的漏洞，協助執法機關偵查涉及使用這

些電話卡的罪案。通訊辦已要求電訊商根據實名登記制的實施

經驗優化登記平台，由今年 10 月 1 日起，以香港身份證於電

訊商的網上登記平台為電話儲值卡進行實名登記的用戶，可透

過流動應用程式「智方便」作為預設方式進行實名登記以及核

實身分，以即時完成實名登記程序。優化措施旨在進一步確保

實名登記制有效實施，亦讓市民能更便捷地啓動電話儲值卡。 
 
14. 我們理解公眾十分關注電話及短訊騙案。通訊辦一

直與警方緊密合作，並持續從電訊服務角度與電訊業界研究及

推出不同措施，打擊此類非法行為。為進一步完善實名登記制，

政府會在 2025 年向立法會提交禁止轉售已實名登記的電話智

能卡的法例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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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  
 
15. 政府一直致力透過促進發展和鼓勵競爭的政策方

針，提供與時並進的規管環境，以協助業界推出創新的廣播服

務。現時廣播市場發展穩健，市民能按需要選擇及享受多元化

且種類繁多的電視及電台節目。  
 
修訂廣播業務守則  
 
16. 通訊局會不時檢討及修訂其電視及電台業務守則

（業務守則）中的規管條文，務求能與時並進，促進廣播業的

蓬勃發展。通訊局在考慮了公眾和業界的意見後，已於 2023 年
年底完成了有關業務守則的檢討工作，而經修訂的業務守則已

於 2023 年 12 月生效。是次修訂適時放寬業務守則中對廣播

業的規管，包括電視和電台有關贊助節目和間接宣傳的規定。

放寬相關規管措施有助持牌機構增加收入來源，從而增強其財

政實力，讓廣播業能在更靈活和更便利的營運環境下持續發

展。  
 
香港電台  
 
17. 一如以往，香港電台（港台）會貫徹落實《香港電

台約章》下的公共目的及使命，提升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其

在香港實施情況的認識，加深市民對社會和國家的了解，並積

極協助強化政府訊息發放，以及推廣體育文化和社會共融。  
 
合拍及播放培養家國情懷的電視節目  
 
18. 為培養公民及國民身分認同感，港台致力加強與內

地不同廣播媒體的夥伴關係，合作拍攝培養家國情懷的電視節

目。2024 年奧運期間，港台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北京廣播電

視台及廣東廣播電視台合作，聯動報道賽事及互換各自製作的

奧運會影視素材。2024 年，港台推出「上海電視周」和「北京

電視周」，亦播出五項與內地的合拍項目，包括與雲南廣播電

視台及北京廣播電視台合作的《龍躍千里  — 甲辰年新春音樂

派對》、與上海廣播電視台合作的《相會雙城》、與雲南廣播電

視台及上海廣播電視台合作的《廣東話去旅行》、與中央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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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總台合作的《香港之味》及《閃亮的館藏》。  
 
19. 港台亦推出了不少與內地廣播媒體合作的新電台

節目及專題環節 1，內容涵蓋美食、文化、旅遊、音樂、藝術

等領域，讓香港市民更了解內地現今的社會與生活面貌，加深

對國家的認識之餘，也透過有趣或涉及日常生活的話題，推動

兩地人文互動交流。港台會在 2024 年年底前將其轉播的總台

粵港澳大灣區之聲 FM 頻道的覆蓋率由現時的 75%擴大至

99%。  
 
20. 港台會繼續與內地廣播媒體合作，聯合製作節目和

播映內地節目 2，以推廣中華文化，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讓國

家觀念進一步植根香港。2025 年，港台亦會全力宣傳及轉播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宣揚國家高水平競體運動，並製作更多

主題節目 3，以提高市民的愛國意識及國民身分認同。  
 
強化跨媒體多語廣播及繼續說好國家和香港故事  
 
21. 港台會繼續強化跨媒體多語廣播，向居港外籍人士

以至內地及海外人士積極展現香港的最新發展和獨特優勢。就

探索不同文化方面，因應在港印尼社羣的需要，今年初港台與

印尼國家廣播電台簽署合作備忘錄，聯合製作印尼語電台節目

《Ha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在香港與印尼當地播放，

不但發放兩地的最新資訊，同時加強香港與印尼的聯繫，促進

香港與印尼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民心相通。另外，港台

亦已製作深入研究東南亞國家聯盟國家發展的英語節目《A 
New Look into ASEAN》、由多國駐港領事介紹香港文化，由他

們口中說好香港故事的《領遊香港 2》；及《香港故事—情繫香

                                                      
1  包括與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合作的《上 ‧港上線啦》和北京廣播電視台合作的《京港話

你知》，還有與粵港澳大灣區之聲聯合製作專題探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及「聚焦兩會」主題，及播放上海《辰山草地廣播音樂節》精選音樂會等。  
2  港台會在 2025 年內在兩地播出不少於三項合拍項目，並安排更多內地節目在港台

播放。  
3  港台亦會在 2025 年製作一系列內容，包括不少於兩個專題節目，以提高市民愛國意

識。另外，港台會繼續透過電視、電台及網絡媒體跨平台協作，製作不同的主題節

目，涵蓋《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粵港澳大灣區（大灣

區）等重要議題，進一步加強市民正確認識國家，培養公民及國民身分認同感。港

台亦已製作和引入一系列節目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周年，並介紹開放改

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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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系列節目探索印度、中東以至世界各地居港少數族裔的生

活及他們與香港的深厚情誼，提升香港在「一帶一路」地區、

東南亞及國際間的文化地位。  
 

製作多元化的節目內容及加強應用新科技  

 
22. 除了繼續在協助強化政府訊息發放 4方面的工作，

港台亦會繼續製作包括體育、年青人、健康、藝術等多元化的

節目內容，推動社會共融和文化發展。為與時並進，港台亦會

加強應用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和媒體雲端技術以及擴大應用

5G 流動通訊技術，為觀眾增加視覺及聽覺的享受。  
 
23. 請各委員備悉上述內容。  
 
24. 《2024 年施政報告》亦詳列關於工商、貿易發展的

多項其他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在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

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上匯報，我們在此不予重

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24 年 10 月  

                                                      
4  港台資訊雜誌式節目《凝聚香港》以輕鬆易明的手法介紹政府的新政策和措施，為

市民提供最全面及最準確的政府及社區資訊。港台亦有與不同決策局及部門合作，

製作及播放專題節目介紹政府政策及協助推廣政府工作，議題包括一國兩制及愛國

主義教育、二十三條立法、完善地區行政措施、經濟發展及投資推廣、高才通，以

及於港台電視 31 及 32 播放警務處公共關係部節目《警聲 36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