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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視換傳送制式「入屋」須規管
通訊辦：上手CMMB屬「移動地點」 現DTMB可「入住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周紹基）香港電視
（1137）昨早突然停牌，並宣布推遲7月1日流動電視
開台及暫停拍攝新節目。王維基（魔童）昨午召開記者
會交代詳情表示，上月10日已遞交首份天台發射站申
請，至今仍未獲批，昨午更收到通訊局的律師信，指流
動電視廣播若超過了「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接
收」，就需要持有免費或收費電視牌照，否則可能牴觸
《廣播條例》。王維基形容通訊局的決定是「極之可笑，
極之粗暴」的行為，因為這是技術層面上不可能的任務。
他又指，上手中移動香港的覆蓋率亦達90%香港人口，
卻沒有被起訴，直斥政府「法律政策因人而異」故決定
尋求司法覆核，相信法庭會有公義審判。

通訊局指牴觸《廣播條例》
他說，港視在過去一周，曾多次去信通訊局，查詢
到底可以使用那一制式才能合法地執行牌照賦予的權
力，但通訊局只是在會議上曾提及可用DVB制式，
到後來又不敢以白紙黑字作保證。
王維基又說， 去年競投流動電視牌照時，已經看

得好仔細，亦諮詢過法律意見；上手中移動香港的覆
蓋率亦達90%香港人口，政府都沒有質疑過不合法，
但一到他接手就由「合法變成不合法」，直斥政府忽
然「唔管又管，法律政策因人而異，你玩晒啦！」王
維基形容，港視的電視業務已經「走投無路」。
雖然港視7月開台無望，但王維基強調，港視「會
繼續做，不會放棄」，至今已投資逾10億元，資金
仍然非常充裕，暫時沒有裁員計劃，不過早前的增聘
人手以及興建新電視大樓等計劃都要擱置。他希望政
府不要再改變遊戲規則，港視將來會集中發展互聯網
多媒體內容。
王維基續稱從來沒有與亞視商討收購事宜，亦擔心
即使收購亞視，到2015年底都未必獲續牌。

開台無期 今復牌料捱沽
港視(1137)股份今日將會復牌，耀才證券研究部經
理植耀輝表示，港視的股價或會下跌超過一成。港視
昨停牌，停牌前報3元。

昨停牌前報3元料跌逾一成
事實上，去年10月中的時候，港視曾經不獲發免費電視牌，
當時港視的股價曾一度由3元，跌至1.8元左右，其後股價雖然
回升，但始終保持在2.2元左右。至去年底，港視的廣播有了突
破，買入了中移動旗下的流動電視及推出OTT，港視一度急升
至4.46元。目前港視回軟至3元水平，一旦今日復牌，港視定
會捱沽。
植耀輝相信，該股應跌逾一成，回落至2.5元左右。但他指，

截至去年8月，港視的資產淨值為每股4.02元，公司現金加金
融資產值約26.5億元，大過現市值24.27億元，扣除5.3億元貸
款，每股約值2.6元，相信今次港視可於此水平企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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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

13/3(星期四)
氣溫：17℃-21℃

濕度：70%-95%

大致多雲能見度
頗低早上有幾陣雨

14/3(星期五)
氣溫：15℃-19℃

濕度：70%-90%

大致多雲

15/3(星期六)
氣溫：16℃-19℃

濕度：70%-90%

大致多雲
短暫時間有陽光

16/3(星期日)
氣溫：16℃-20℃

濕度：75%-95%

部分時間有陽光
早晚有薄霧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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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元朗、屯門、
塔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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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沿岸有霧及有幾陣雨
氣溫：

潮漲：

潮退：

日出：

16℃-22℃

18:06(1.9m)

00:43(0.8m)

06:36

濕度：

--

--

日落：

75%-95%

18:31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 洲

澳 洲

歐 洲

美 洲

檀 香 山
洛 杉 磯
紐 約
三 藩 市
多 倫 多
溫 哥 華
華 盛 頓

19℃
13℃
7℃
10℃
2℃
5℃
9℃

26℃
24℃
9℃
22℃
8℃
10℃
18℃

驟雨
天晴
有雨
天晴
多雲
天晴
驟雨

曼 谷
河 內
雅 加 達
吉 隆 坡

25℃
19℃
24℃
25℃

33℃
22℃
29℃
35℃

雷暴
毛毛雨
多雲
天晴

悉 尼

阿姆斯特丹
雅 典
法蘭克福
日 內 瓦
里 斯 本

19℃

6℃
6℃
4℃
2℃
11℃

28℃

14℃
11℃
18℃
15℃
22℃

天晴

天晴
有雨
天晴
天晴
天晴

馬 尼 拉
新 德 里
首 爾
新 加 坡
東 京

墨 爾 本

21℃
14℃
4℃
24℃
3℃

16℃

32℃
25℃
10℃
34℃
16℃

21℃

多雲
天晴
多雲
天晴
天晴

驟雨

倫 敦
馬 德 里
莫 斯 科
巴 黎
羅 馬

芝 加 哥

6℃
4℃
2℃
7℃
2℃

-4℃

11℃
18℃
7℃
18℃
13℃

-4℃

多雲
天晴
有雨
多雲
多雲

有雪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長 春
長 沙
成 都
重 慶

3℃
-5℃
9℃
8℃
14℃

10℃
3℃
13℃
19℃
18℃

天晴
多雲
有雨
多雲
有雨

大 連
廣 州
貴 陽
海 口
杭 州
哈 爾 濱
合 肥

2℃
14℃
7℃
21℃
11℃
-6℃
9℃

7℃
20℃
10℃
28℃
17℃
2℃
15℃

天晴
有雨
密雲
多雲
有雨
有雪
有雨

呼和浩特
濟 南
昆 明
蘭 州
拉 薩
南 昌
南 京

-8℃
4℃
9℃
0℃
-1℃
11℃
7℃

2℃
15℃
23℃
11℃
13℃
15℃
14℃

天晴
多雲
天晴
多雲
多雲
有雨
有雨

南 寧
上 海
瀋 陽
石 家 莊
台 北
太 原
天 津

14℃
10℃
-2℃
4℃
17℃
2℃
2℃

19℃
16℃
5℃
11℃
26℃
8℃
9℃

密雲
有雨
天晴
多雲
有雨
密雲
天晴

烏魯木齊
武 漢
西 安
廈 門
西 寧
銀 川
鄭 州

-9℃
9℃
6℃
14℃
-6℃
-3℃
6℃

1℃
14℃
16℃
19℃
6℃
5℃
9℃

天晴
有雨
天晴
有雨
多雲
天晴
多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就港視涉牴觸《廣播條
例》一事發表聲明澄清，指中國移動香港是採用多媒體廣播標準（CMMB），適用於「移動地
點」，而並非《廣播條例》所指的「住宅或指明處所」，而港視採用的數碼地面多媒體廣播
（DTMB）則適用於「住宅或指明處所」，故轉換會令本港逾5,000個「住宅或指明處所」的觀眾
接收到其流動電視服務，因此會受《廣播條例》規管；提出港視應受《廣播條例》規管的立法會
議員謝偉俊亦表示，流動電視是否牴觸《廣播條例》應視乎電視有沒有「入屋」。

■謝偉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前威普管理
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珮瑩昨日舉行記招，澄
清去年接受傳媒訪問，只是澄清背景資料，過
程中絕無洩漏任何顧問報告研究內容。她又
指，為的只是維護作為顧問的專業及尊嚴，不
認為自己違反專業守則，只是按專業協助公眾
理解事件，包括研究時沒有被要求就三揀二牌

照問題提供意見。
伍珮瑩又指，當日在批評港府對免費電視發牌顧問報告

斷章取義後，行政長官梁振英公開表示會跟進她的說話，
但翌日就首次收到奇怪的投訴信件。她指，有關投訴者
「Kenneth Hung」聲稱自己曾「介紹生意」予伍的顧問
公司，但伍從不認識有關投訴人，亦沒有接獲其介紹的生
意。其後，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公開批評伍違
反顧問角色後，翌日再收到另一封由「Alex T Pugh」發
出的投訴信，傳遍伍所屬顧問公司的每一個分部，投訴她
批評港府。
伍珮瑩表示，有理由相信有關信件經過部署，並非單一

事件，目的只為挑釁及離間她與公司的關係，其後公司與

她產生有爭拗，而她亦於今年1月22日向總公司書
面請辭，兩日後獲總公司接納。
不過，伍珮瑩指總公司代表於同月27日到港開

會，其間未有知會她，到傍晚時通知伍珮瑩要即時
離職，既不讓她收拾所有私人物品，亦不容許她與
共事9年的同事道別。加上辭職後，她的個人電郵亦
遭入侵，令她感到很驚訝，已報警處理。
伍珮瑩稱，遭解僱的一個月內，在「痛哭、失眠、
抑鬱中度過」，事後共事多年的同事又不聽電話，加
上投入9年的事業頓失，令她感情上受到很大傷害及背
叛。伍又指，威普無按合約要求，發放拖欠她的兩個
月代通知金、有薪假期及花紅共500萬元，另外早前應
公司要求認購的500萬元公司股份，在「被解僱」後公
司拒絕放發，故現已透過律師在港入稟追討，合共1,000
萬元的欠款，稍後向勞工處投訴。

伍珮瑩不認違專業守則

「通訊辦」發言人在昨晚發表聲
明，指港視向通訊辦提出擬

轉換其傳送標準，由一向採用CMMB
轉換至DTMB，流動電視因此可以
「入屋」，令本港逾5,000個「住宅或
指明處所」的觀眾會接收到其流動電
視服務，因此需要根據《廣播條例》
的規定，領有本地免費或收費電視服
務牌照。
發言人解釋，由於港視現時並未持

有本地免費或收費電視服務牌照，所
以才向港視作出提醒，除非港視能確
保其電視服務不會被超過5,000個「住
宅或指明處所」的觀眾接收，否則必
須根據 《廣播條例》取得所需的牌
照。

不應比較提供不同服務
發言人續稱，港視持有的綜合傳送

者牌照屬《電訊條例》管轄，而《電
訊條例》與《廣播條例》為兩條不同
的法例，其規管範疇亦不同，並已實
施多年；若任何公司擬提供的服務需
領有《廣播條例》牌照，則縱使該公
司已持有綜合傳送者牌照，亦不會因
而獲豁免申領《廣播條例》下的牌
照，「通訊辦」正與港視透過律師處
理此事。
對於有指流動電視牌照條款要求覆

蓋最少50%住戶，但同時限制要少於
5,000住戶接收到，認為這是技術層面
上不可能的任務，發言人澄清，按廣
播類流動電視服務營辦商的傳送者牌
照施加的不少於50%人口的覆蓋要
求，只適用於「移動地點」，而並非
《廣播條例》所指的「住宅或指明處
所」。發言人強調，由於中國移動香
港與港視所採用的傳送標準不同，因

此不應把先前所提供的服務與港視擬
提供的服務作比較。

澄清未批准「城市」採DTMB
至於有指前電訊管理局局長已批准城

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可按其建議採用
DTMB標準以提供流動電視服務，發言
人回應指，「通訊辦」相信，港視指的
是由當時的電訊管理局局長於2010年2
月因應拍賣用以提供流動電視服務的無
線電頻譜所進行的資格審查。
發言人說，該資格審查的目的是確定

最終可參與頻譜拍賣的合資格競投人，
強調前電訊管理局局長並沒有就參與競
投申請人所建議的服務或傳送標準作任
何審核，更遑論作出批准。
發言人補充，事實上，由前電訊管理
局局長於2010年2月26日發出的合資格
競投人公告中清楚指出，頻譜競投及將

發給成功競投人的牌照不應被理解為授
權該成功競投人可提供任何受其他條例
（包括但不限於《廣播條例》）規管的
服務。

謝偉俊：條例一直存在
事實上，通訊局通訊事務總監利敏貞
日前已曾提醒港視，若打算改變廣播制
式，向全港超過 5,000個接收點發放訊
號，或會變相需要領有免費電視牌照；
謝偉俊亦表示，有關條例一直存在，只
是過往的營運公司只保留「流動電視」
的做法，以流動電話和電腦收看；但今
次王維基卻表明將服務帶入屋，並提供
設施方便住戶收看。他又表明，是自己
在閱讀文件時發現，之前並無人提醒他。

人權公約和國際標準是目前香港社會討論得比較熱
的一個話題，但對饒教授而言，這絕不是什麼新問
題。饒教授早在2008年就發表了一篇題為《人權公約
不構成香港普選的法律依據》的學術論文，就此進行
了系統論述。當年在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下稱「公約」）擴展適用於香港時，英國特別
針對「公約」第二十五條b項作了保留。

直到香港回歸前，儘管人權事務委員會已經對英國的

保留提出異議，但英國政府並未撤回，保留一直有效。中
英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時，中國還不是「公約」的參加國，
為了不使香港居民的權益因回歸受到減損，中國政府首先
在中英聯合聲明表達了「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將繼續
有效的立場，隨後又在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中進一步
規定了「公約」在香港繼續適用的辦法。回顧了這段歷史
之後，饒教授特別寫道：儘管中國承諾在香港回歸後繼續
有效的公約條款不包括第二十五條b項，但這並不表明中

國政府反對公約第二十五條b項的內容以及有意維持英國
保留效力的態度，而僅僅是出於對回歸前公約在香港適用
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尊重，屬於一種實事求是的法律技術
性安排。未免讓人以為這只是技術性地否定了國際標準。

我們再來看看到底甚麼是國際標準。關於這個問
題，國際民主和選舉協助研究所編寫的《選舉制度設
計手冊》講了兩點意見：

第一，沒有一套關於選舉的單一普適的國際標準，
不能說一種選舉制度必定優於另一種選舉制度；

第二，國際社會的確也形成了一些原則性共識，包
括通過舉行自由、平等且定期的選舉來保證成人的普
選權，不記名投票且免於脅迫的原則、一人一票的原
則等等，並在「公約」中得到確認。

具體到香港的普選，中國政府已經通過基本法，對因
英國保留而無法在香港適用的第二十五條b項的實質內容
作出了明確的承諾並予以法律保障。這也就是說，只要按
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香港就能夠實現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就符合了國際標準，再去討論第二十五條b項是否適用於
香港的問題已經沒有太多實際意義了。

事實上，國際條約只有經過本地立法將條約內容轉
化為國內法之後才具有法律效力，這是普通法的一條
常識性原則，從事法學研究和教育多年的戴教授不可
能不知道。既然如此，為什麼以戴教授為代表的一些
人在普選問題上總要強調「國際標準」呢？

在那篇論文的末尾，饒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
做法的實際效果就是要在基本法和人權公約之間製造
矛盾和衝突，把原本已由基本法明確規定實施的普選
同履行公約的國際義務對立起來，是想把普選的法律
根據由國內法改換成國際公約，形成國內法與國際法
的衝突，形成以國際法來抗衡、壓制基本法甚至凌駕
於基本法之上的局面，進而在實際上對抗和削弱基本
法授予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導權。這恐怕也
正是饒教授要在戴教授等人鼓吹的「國際標準」之前
加上「所謂」二字的原因所在了。

鍾 誠

國際標準和所謂「國際標準」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饒戈平教授日前撰文指出，香港普選無法套用所謂「國

際標準」。「佔領中環」發起人、港大副教授戴耀廷在一篇回應文章中表示，實難看到為何

行政長官選舉就不需要符合「國際標準」。乍一看，在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的今天，饒教

授竟然還認為香港的普選可以躲進小樓自成一統，以為行政長官普選不需要符合「國際標

準」，實在是不值一駁。但再一細看，原來饒教授在「國際標準」前加了「所謂」二字。這

兩個字意味深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