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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超貴建樓 立會小組否決撥款
議員批16億升至60.6億離譜 鄧忍光：重新招標價更升

立法會工務小組昨日審議政府申請撥款
60.6億元興建港台新廣播大樓議案，

最終以15票反對、10票贊成，否決撥款。
多名議員群起炮轟新大樓造價離譜，由
2009年預算16億元增至現時60.6億元，其
中7.6億元用以添置先進廣播器材。鄧忍光
承認，當年估算沒有把增設的新服務，包
括設數碼地面電視計算在內，新大樓的選
址亦曾更改。但他否認新大樓設備豪華，
要求的購置器材時，只會列出有關技術要
求，不會指定品牌、型號或供應商。

與無綫比較 田北辰質疑
鄧忍光又把港台新大樓與無綫電視大樓
作比較，舉證港台新大樓造價合理。「無
綫的大樓是在2003年建造，建築造價為16
億元。按照建築工程投標價格指數在10年
間上升2.3倍計算，2013年無綫大樓折合成
港台規模的造價是30億元，同年港台的淨
建築造價為36億。由於無綫的建築物較
矮，故造價較便宜。」
然而新民黨議員田北辰批評局方比較不
合理，「局方根本無論證港台的製作規模
與大樓規模是否合理」。工聯會議員麥美
娟指明白標書有限期，但為了遷就標書限
期而支持撥款，做法不理想。工聯會議員
王國興更直言，「如果一個崩都唔減，我
就不支持」。

樹根抨「僭建」形容是「浪浪費」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批評，現時港台有4個

錄影廠已屬浪費，新大樓再加設1個錄影

廠，是「浪浪費」。他又指，現今是數碼
廣播年代，質疑新大樓何需6個電台模擬廣
播室，形容是「僭建」行為。
部分議員則支持撥款，其中民主黨黃碧

雲認為港台現址的設備不足，並質疑反對
的議員對撥款「捽過龍」，「許多工程在
通過撥款後仍會超支，若以批評港台新大
樓的標準，許多項目都不能通過」。
工黨議員何秀蘭亦表示，現時2間免費電
視台節目欠缺嚴肅政策內容，惟港台會有
多元化的政策討論節目，即使她不滿意港
台的管理層，仍會支持撥款。

蘇錦樑續跟進或硬闖財委會
議案最終被否決，蘇錦樑在會後表示失
望，但認為不存在政治因素。他指，新廣播
大樓是因應2009年政府的決定，將港台作為
公共廣播機構最基本的需要和要求。他指，
計劃是經過嚴謹審核和招標過程，不豪華，
亦是最好方案。被問到會否硬闖財委會，或
就計劃作修改時，他稱將會審視下一步工
作，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並希望港台作為公
共廣播機構不會因結果而受影響。

數碼聲音廣播 需新大樓硬件
鄧忍光相信，香港電台員工會對有關決

定感到失望，指根據約章新服務，需要提
供全面數碼聲音廣播等，如果沒有新大樓
的硬件配合，即使港台員工有心，都沒有
條件提供到服務。他估計，若在標書期3月
20日前仍未通過撥款，工程可能被拖延18
個月至24個月重新招標，造價將飆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立法會工務小組昨日以過半數否決政

府申請撥款60.6億元興建港台新廣播大樓的議案。多名議員炮轟造價太

高，形容是「大白象」工程，但有議員則認為港台本身設施殘舊，有需

要支持興建新大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對撥款被否決感失

望，現時須視乎情況再決定下一步工作。廣播處長鄧忍光稱，撥款不獲

通過，則需2年時間重新招標，造價將繼續飆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於2009
年9月決定香港電台應履行作為香港公共廣播機構
的角色，為此，港台認為需要一座配置先進廣播及
製作設備的新廣播大樓，以規劃並推展各項新服
務。港台建議在將軍澳第八十五區興建新廣播大
樓，地盤面積約為30,600平方米，以遷置港台位於
廣播道、九龍塘創新中心租用辦公地方和分散於多
個政府大樓的貯存庫及臨時工場，並預計如獲立法
會支持工程計劃，可望在2018年正式啟用。

完成標書評審 待撥款批合約
根據香港電台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新大樓將

提供淨作業樓面面積約27,660平方米，當中包括
電台廣播設施、數碼地面電視廣播設施、新聞中
心、工程部及媒體資產管理各工作間、員工辦公
地方，及資訊科技及新媒體技術設施等。整項建
議工程計劃的預算開支，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約
為60.56億元。
港台在2012年10月完成建造工程投標者資格預

審工作，並於去年2月邀請通過預審的投標者遞交
標書，標書評審工作已於去年9月完成。港台預
計，如計劃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會於今
年首季度向中標者批出設計及建造合約，並展開新
廣播大樓的建造工程，並於2018年正式啟用。

增數碼廣播 造價「三級跳」
不過，外界質疑港台申請撥款的新大樓造價，

較4年前估算的逾16億元暴漲近3倍。廣播處處長
鄧忍光去年底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
會上曾解釋，政府兩年前才要求港台增設數碼廣
播及地面電視等服務，故相關設備開支增加。他
又指，新大樓的新聞中心樓面面積將較現有的增
加多達7倍，初步擬定未來港台的電視新聞最少有
中午至晚上3次報道。此外，港台現時每年出產約
780小時的節目，預料未來港台開設3條新電視頻
道，每條每年至少播放4,000小時至5,000小時節
目，因此新大樓所需的製作及錄影設備，均要大
幅提升。

若通過四年後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
會工務小組否決政府建議用60.6億元
興建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投反對票
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否決撥款
是因為60億的金額相當龐大，「大得
相當緊要」，認為議員有責任監督政
府，令建築工程符合衡工量值的原
則，政府應研究壓縮開支。被問到標
書有效期至3月尾，重新招標可能令建
築成本再飆升，他認為這只是假設，
又指政府工程要分輕重緩急，不可因
標書限期而「硬迫我們（民建聯）就

範」，質疑有關說法不合理。他強調
投票前已深入諮詢業界，重申民建聯
非反對興建新大樓，只是質疑大樓規
模過大。
譚耀宗強調，港台的編採問題並非

考慮因素，呼籲外間不要將事件「政
治化」，倘政府日後追加撥款，民建
聯會獨立考慮每件事。對於有反對派
議員聲稱港台現有大樓已「殘破不
堪」，他直斥「誇大其詞」，呼籲相
關部門回去「諗清楚」，減少納稅人
的支出。

譚耀宗：應符「衡工量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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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特區政府
展開政改諮詢至今已一個月，反對派仍糾
纏於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學民
思潮」更逼迫反對派政黨發動「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企圖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在
政改問題上讓步。「政改諮詢專責小組」
成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
表明不認同「辭職公投」的做法，形容政
改就如玻璃器皿，必須小心處理，強調任
何魯莽行動都會打破器皿，激進言行聲音

不能綑綁理性溫和的聲音。

凝聚中間聲音助取普選共識
譚志源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強調，政改方案應排除極端意見，多
凝聚和平理性中間聲音，始有助取得普選共識。他表示，社會應對
兩極、激進立場「說不」，並擴大中間聲音，重申政改須符合基本
法及人大決定，而提委會不能被繞過或削弱，或令其成為「橡皮圖
章」，明言只要確保這兩個底線原則，任何不違憲的方案均可討
論。
他強調落實普選需有政治及法律基礎，照顧不同黨派的立場時，
亦需顧及中央的原則立場和憂慮。他指留意到不少學者提出中間糅
合方案，下星期將約見學者和法律界人士討論，又稱包括反對派在
內，愈來愈多人均認同需回到基本法基礎上討論政改，強調不同方
案能互相協調，市民毋須灰心。

「辭職公投」勞民傷財無意義
對於「學民思潮」要求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發起「五區辭職公

投」，譚志源指出，反對派在2010年已做過一次，當時社會的反彈
和不接受，非常清楚，亦有不少人認為是浪費公帑、勞民傷財，也達
不到任何有意義的結果，表明不認同「辭職公投」。譚志源在節目後
表示，個多星期前在一間賣玻璃用品商店內，看到一個寫着「han-
dle with care」的告示牌，因為那些物件是「fragile（易碎）」，形
容政改也一樣，要達致共識，本身是一個艱難任務，亦很脆弱，任何
魯莽行動都可以打破這個玻璃器皿，所以必須小心處理。

勿讓激進綑綁理性
譚志源稱，社會有評論認為要做好政改，必須有更多溫和理性、
中間的聲音，強調「不同陣營內一些比較激進的言行」均應排除，
不應讓一些激進做法和聲音，綑綁了中間大部分理性溫和的聲音。
他又指，沒有一個黨派可以堅持一己看法，必須向中間靠攏，並聆
聽和吸納對方的元素，方有機會得到共識方案。
此外，譚志源透露，行政長官梁振英正積極籌劃安排全體議
員到內地訪問，但反對派議員連中聯辦飯局都拒絕出席，明白
要等待時機成事，希望議員可以放下「沉重」政見，建立溝通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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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政改「備課足」 林鄭讚「拍得住」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反對派在元旦發
起所謂「公投」，出現未滿18歲人士和非香港
永久性居民亦能投票的情況，各界亦批評「公
投」問題偏頗。策劃有關「公投」的「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昨日直認有關「公投」是要引
導市民認同違法的「公民提名」主張，刻意設
有引導性問題，但仍死撐「公投」結果採自嚴
謹系統，表達了部分人士意見，政府不應「漠
視」。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日與「佔中」發起人戴
耀廷舉行「飯盒會」，進一步就違法「佔中」

交換意見。戴耀廷會後向傳媒表示，「飯盒
會」上只就「佔中」和各反對派政黨作一般交
流，現正計劃有第三階段商討日和「佔中」時
間表。他說，只要參與投票的人數「打個折頭
去『佔中』」，政府也會很難處理，揚言不會
放棄「佔中」。

「未夠秤」可投票 死撐嚴謹
本港合資格選民須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有傳媒日前嘗試輸入未滿18歲人士和非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證號碼，成功以手機投

票，反映系統出現漏洞。
此外，各界認為有關「公投」的問題具主導
性無公信力，林鄭月娥便指有關「公投」是
「『已有一定睇法』的『特別安排』」。戴耀
廷辯稱，今次只是測試投票系統，死撐這是透
過嚴謹投票系統所收集到的意見，又謂他們是
搞「佔中」和「公民提名」，當然要引導市民
去支持行動立場，有關「公投」的問題的確有
引導性。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民協立法會議員
馮檢基稱，反對派希望和戴耀廷商討「佔中」
發展狀況和未來工作，各反對派政黨仍需各自
商討配合，但反對派內部未就「佔中」有具體
分工，有待農曆年後會詳談。

戴耀廷認「公投」設題具引導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前日與工聯
會舉行政改座談會後，「政改三人組」昨日再
到民建聯總部討論政改。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開場發言時表示，十分高興民建聯已為政改做
了大量工作，笑言民建聯自家製作的政改單張
「拍得住」政府，譚耀宗隨即回應「都係因為
有幾個靚仔靚女」，引來台下大笑。民建聯主
席譚耀宗又透露，民建聯全港18個支部已決定
由本月至4月份舉辦多場政改座談會，並在4月
向政府遞交具體方案。

盼民建聯集思廣益交建議
林鄭月娥期望，民建聯未來在18區進行諮詢

和討論工作時，能做到集思廣益，並在諮詢期
內向政府遞交詳細建議。她表示，為使今次政
改諮詢這件「大事」，更能引起社會關注，
「政改三人組」粉墨登場為政改拍攝宣傳片，
自言「深有感受」，「短短30秒的片段，都拍
了一整天」，譚耀宗聞言即插話：「因為你們
唔識做戲。」同樣引來陣陣掌聲和笑聲。林鄭
笑指，宣傳片的幾句說話，例如「時機已經成
熟，目標已經清晰」兩句，都是精雕細琢的。

譚耀宗：全港辦多場座談會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會後表示，昨晚的政改座

談會十分「有用」，政府向他們講解了諮詢文
件，民建聯成員亦提出問題和建議，形容座談
會只是一個開始。他透露，民建聯全港18個支
部已決定由本月至四月份，舉辦多場政改座談
會，並邀請了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委
員譚惠珠擔任主講嘉賓，並在4月向政府遞交
具體方案。

製卡通傳單 助市民了解政改
他又指，為加深市民對政改的認識，民建聯

製造了一份「普選特首知多啲」宣傳單張，以
圖文卡通、淺白文字，將政改問題描繪出來，

加上民建聯對政改的分析評論，並附上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及2007人大決定的擇錄，希望幫助
市民多了解政改的法律依據。
他表示，有與會者要求政府考慮如何增加提

委會的「廣泛代表性」，使更多人認同提委
會，亦有人表示希望2017年能落實普選，認為
應先實行一人一票選特首，提名方式日後可再
優化和完善。他又透露，有成員對政改前景感
到憂慮，批評反對派鼓起違法「佔領中環」影
響香港國際形象，亦嚇走不少海外投資者，
「怕搞得一次，可能有第二次」，與會者均認
同政府需依法行事。

■譚志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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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工務小組昨日以過半數否決政府申請撥款60.6億元興建港台新廣播大樓
的議案。圖為擬興建新大樓地皮（巴士車廠）。 香港電台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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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內地城市

全面實行居民階梯水
價。各地要設不少於三
級階梯水量，但80%以
上居民的水費不會增
加。

詳刊A8

中
國

暴
風
雪
襲
美
國

一
億
人
受
影
響

踏入新一年，美國
中西部及東北部遭
受猛烈暴風雪吹
襲，強風、大雪及

低溫橫掃22個州，1億
人受影響，相當於全美
人口逾1/3，超過 1萬
班航班受阻。

詳刊A11

國
際

美
研
量
子
電
腦

破
全
球
加
密
法

美國國家安全局為
達監控目的，《華
盛頓郵報》前日引
述中情局前職員斯

諾登的密檔指，國安局
斥資近8,000萬美元研
發量子電腦，以破解全
球互聯網各類加密技
術。

詳刊A12

國
際

港
深
合
打
水
貨

拘
64
職
業
水
客

海關料農曆新年臨
近非法出口配方奶
粉活動會激增，前
日開始一連2日聯

同深圳展開特別行動打
擊，拘捕 64名職業水
貨客，共截獲450公斤
配方奶粉，價值近 16
萬元。

詳刊A16

港
聞

資
金
避
險
買
金

金
價
連
升
兩
日

踏入 2014 年各地
股市起步乏力，昨
日外圍及內地股市
明顯下滑，市場避

險情緒升溫，加上黃金
需求可能上升，資金接
連買入黃金，刺激金價
連升兩個交易日共升
54美元。

詳刊B1

財
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