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將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
事件，渲染為「政治事件」，但特
區政府基於遵守行政會議保密制，
有關資料涉及敏感商業秘密等原
因而未能公開解釋。不過，香港
多份傳媒在發牌爭議的過程中，
都斷續透露了港視的「真正死
因」。

星島：或致電視台倒閉

《星島日報》於10月16日刊出報
道，其中引述消息指，負責廣播政
策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原向行政
會議建議發出3個牌照，但根據局

方的分析，以目前的電視行業情況來看，多發2個牌
照，已經會令市場飽和，倘增發3個牌照，則極可能
有電視台會倒閉。行會最後決定，為免佳視倒閉事件
重演，對巿場造成太大的衝擊及破壞，最終決定發2

個牌照。
報道續指，在考慮顧問公司提出包括申請者的財

務能力、節目質素、技術可行性及投資策略後，有
線旗下的奇妙電視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
都是現有經營者，較為穩健，財力也足夠，相信不
會變成「佳視」翻版，而香港電視網絡非但這方面
不及現有經營者，且王維基提交打算開數十條頻道
的計劃「野心太大」，一旦獲得發牌，會對巿場造成
極大的衝擊。

明報：頻道多衝擊市場

《明報》在10月16日刊出的報道，引述「接近行
會消息人士」透露，王維基的「死因」是因為他的
計劃太過進取、太有野心、想開的頻道太多，令行
會擔心一旦香港電視獲發牌照，會對免費電視市場
造成損害。另一消息則指，行會討論了一段時間才
定出只發2個免費牌照，在評分中，香港電視網絡
最低。

10月21日，《星島日報》刊出題為《失牌解謎》的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分析，王維基最終失落牌
照，與他賣掉香港寬頻，今後要租用網絡傳送免費電
視，令成本大增有關，加上王維基的營運計劃是每年
斥6億巨額拍劇，及投放8億興建廠房等，首兩、三年
開支已高近20億元，恐難持續營運，使其優勢落後於
有線及電盈。

經濟：母公司財力輸蝕

同日，香港《經濟日報》也刊發題為《拆解3大謎
團 王維基為何出局？》的報道，引述「接近港府消
息人士」透露，在決定發出牌照前，行會詳細討論
了3家申請者的財政能力、節目策略和投資計劃、
製作能力和技術水平等，最終港視因背後母公司財
力較弱，欠電視製作經驗，其節目策略，包括在開
設頻道上太過進取，被質疑可
否持續，最終也因而「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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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視網絡的第一個「死因」，是當局委託的專家報
告，發現香港免費電視只能再增加2個經營者。消息

人士說，顧問報告指出，倘再加1個免費電視牌照，市場
尚能容納，倘加2個，經營者還可以在邊緣求存，一旦加
至3個，一定會有電視台倒閉，而在倒閉前更可能會出現
惡性競爭，尤其是王維基早前已經以狂擲銀彈的方式向現
有的免費牌照經營者挖角，市場秩序勢被擾亂，最終令

「佳視事件」重演，受害的不但是市民，還有因電視台倒
閉而受影響的演藝人員。

資源平攤30頻道失分

二，根據顧問報告的結論，在3個申請者中，王維基要
在啟播6年內提供30個頻道，並把資源平攤在該30個頻道，
故在3個申請者中，港視節目策略及編排得分最低的。

三，電視台每年支出以億計，「不是拍一個電視劇搞
宣傳就行的」。行會在審批時，除了審視專業部署外，還
會考慮財力、廣告收益及投資計劃，及電視產業的持續
發展。有消息說，港視要投8億元建廠房，每年投6億元
拍攝劇集，兩年就耗資20億元，令人質疑港視能否持續
運作。

四，港視要在啟播的6年內提供30個頻道，在財力成疑
的情況下，實令人擔心無法負荷，政府曾建議港視減少頻
道，但對方回應說不予採納，令人擔憂王維基最終會以此
為由，將節目「外判」，這與當局發牌的原意不符。

五，港視計劃提供30條頻道，但並無英語台，不符免費
電視發牌的最基本要求。

六，王維基賣掉香港寬頻，因此他即令取到免費電視牌
照，電視傳送就需要租用別人網路，這必然令成本大增，
比起有自己網絡頻道的now TV和有線來說，顯然沒有人
家的優勢。儘管王維基聲稱，在出售香港寬頻時，已列明
港視有權免費使用香港寬頻的網路20年，所以「不涉及租
金與成本等網路傳送成本問題」，但始終充滿了不確定
性。

七，在申請牌照過程中，王維基一直在洽購亞視。事實
上，市場上早前已經流傳王維基曾透過亞視前股東查懋聲
搭路，開價6億港元購亞視。儘管王一度否認，而收購問
題至今未有結果，但已引起當局憂慮，一旦特首會同行政
會議發牌予王的港視，而王又收購亞視成功，則屆時王一
人就會擁有兩個電視牌照，將會顯失公平。屆時更難保王
維基不去倒賣牌照，掏一桶金就甩手，令市場混亂，不利
免費電視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有違發牌的原意。

八，港視的2名
「對手」，其中奇
妙電視由有線寬
頻通訊有限公司
全資擁有，有線
寬頻通訊有限公
司則是九龍倉集
團有限公司旗下
的媒體公司，香
港電視娛樂有限
公司由電訊盈科
擁有。在比較，
無論從寬頻的覆
蓋率還是財政支
援等方面，港視
均難望其項背。

行會23：3壓倒性通過

因此，在審視各相關問題後，出席「發牌會議」的26名
行政會議成員中，有23人壓倒性地贊成不發牌給港視，最
終由梁振英「拍板」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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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
死因

市場難增三牌 策略得分最低 後續資源成疑 30頻道分攤大

無開設英語台 賣固網須租用 一人或擁兩牌 財務穩健輸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於10月中決定發出2個免費電視牌照，其

中由「魔童」王維基任主席的香港電視網絡未獲

發牌，引發爭議，有人更質疑背後涉及「政治考

慮」。有消息人士向香港文匯報透露，港視網絡不

獲發牌，與政治無關：王維基「出局」涉及「八

大死因」，包括其節目策略及編排得分最低，財力

成疑，賣掉固網，在申請過程中又洽購亞洲電視

台，可能會出現「一人擁兩牌」情況等。一言以

敝之，港視「失牌」，與王維基沒有根據「遊戲規

則」，經營策略失敗有關。

多報刊紛爆料 證實港視「死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澳發展戰略研究
中心主任、時事評論員蒯轍元，及《信報》一篇分
析文章中，不約而同指出，王維基一度「聘任」前
特首曾蔭權的「智囊」何安達，及「佔中」發起人
陳健民等敏感人物，難免令人懷疑港視一旦獲發
牌，將會被有關的政治人物利用。

信報：陳健民獲聘非執董

《信報》於10月26日及27日，在《香港脈搏》專欄
刊登題為「CY「過骨」王維基漸居下風」的文章，
指「發牌風波鬧大之後，王維基三番四次表明並非與
中央對抗，也相信不是北京針對他，此番言論，顯然
是不想風波捲入北京因素，自絕後路。不過，北京可
能不是針對王維基，但王的軍師何安達是前朝心戰室

要員，香港電視其中一個非執董是『佔中』主角陳健
民，這些都是北京『高度關注』的敏感人物」。

蒯轍元：憂變另一「主場新聞」

蒯轍元在最新一期《亞洲週刊》的「名家博客」
專欄中，也提到王維基用何安達及陳健民一事。他
在文中提出質疑，指何安達是前特首曾蔭權的「愛
將」，如果政府發給王維基牌照，「社會上是否會認
為存在利益輸送問題？」而曾蔭權原來班底中的劉
細良，離開政府之後就倒向反政府的「泛民」立
場，「如果王維基拿到牌照，港視會不會成為類似
劉細良的另一個『主場新聞』？」

他續指，王維基跟陳健民早有淵源，王維基在
1997年更找陳健民加入自己的電訊公司當獨立非執

行董事，至今年7月才終止。這段關係不可能不令
「有關方面」起戒心，尤其是陳健民在民主黨「佔中」
商討日上聲稱，最近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令社會覺
醒，對「佔中」的支持度都有所提升，更令人起
疑。「自上屆政府啟動增發牌照程序後，競標者被

『查身家』，資金來歷、個人作風、與反對派傳媒關
係等等，一一打上問號，發牌於是按㠥不放。直到
今年初，陳健民成了「佔領中環」三大搞手之一，
政治立場表露無遺。陳健民是『佔中』搞手，急需
要媒體為其宣傳，以陳和王的深厚關係，王若拿到
牌照，會否為陳利用？」

上屆政府把問題留後任

另外，蒯轍元在文中又提到，處理有關問題的上
任特首曾蔭權，「大概由於想拉攏商家等原因」，傾
向增發3個免費電視牌照，但諮詢報告指香港最多只
可增發2張免費牌照，為免在接近任期結束時挑起爭
端，故他直至離任都沒有作出任何正式決定，而是
將有關問題留待今屆政府解決。

王與敏感人物過從密惹質疑

特

港視失牌八大「死因」
1、市場難容 顧問報告指出，

市場最多只能容納增發2個牌照

2、得分最低 在3個申請者中，

港視節目策略及編排得分最低

3、後勁成疑 2年須耗資20億，

目前雖可應付，持續運作成疑

4、攤子太大 啟播6年內即設30

條頻道，當局要求減頻道遭拒絕

5、無英語台 計劃提供30條頻

道，但無英語台，不符基本要求

6、須租網絡 賣香港寬頻，須

租網絡增成本，另兩家自擁網絡

7、一人兩牌 申請牌照又洽購

亞視，或出現「一人擁兩牌」情況

8、財務欠穩 無論覆蓋率及財

務穩健度，港視難與另兩家相比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電視網絡主席

王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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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在
經濟發展委員會會
後指出，政府重視

創意產業發展，目前已與
深圳簽署協定，未來河套
區內1平方公里土地其中
一個主要用途，就是用於
發展包括文化產業在內的
創意產業。 詳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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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儲備局前
日議息後，沒就何
時退市提出明確指

引，分析認為局方最快
到3月才開始收水。有
專家警告，美延後退市
可能增加金融失衡，帶
來的負面溢出效應將衝
擊新興市場。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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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強烈譴責天安門

「10．28」恐怖襲
擊事件是反人類、反社
會行徑。國防部發言人
楊宇軍重申，中國軍隊
在必要時，將根據國家
統一部署，打擊各種暴
力恐怖活動。 詳刊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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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學文憑試
報告出爐，考生語
文水平參差。有考

生「拋錯書包」，把周
星馳（星爺）電影金句

「沒有夢想和一鹹魚沒
有分別」當成古語；有
考生則把少年人形容為

「鶴髮童顏」。 詳刊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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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笛又奏追魂
曲，摩根士丹利出
口唱淡12隻港股，

全部予「減持」評級，
指這些股份平均有21%的
潛在跌幅，呼籲股民避
開。被唱淡股份昨日6升6
跌，金屬股中鋁跌3.3%，
跌幅最大。 詳刊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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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導讀

下次攪珠日期：11月2日

10月31日(第13/127期) 攪珠結果

頭獎：無人中

二獎：無人中

三獎：$136,880 (44.5注中)

多寶：$25,139,304

2 9 29 43 46 47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