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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去年中就免費電視間接宣傳和產品

贊助（一般稱為「植入式廣告」）的投訴個案所作的決定，引起廣

泛討論。我留意到坊間存在誤解，以為通訊局對植入式廣告的規管

落後於其他地區，過於嚴緊，並且執法標準不一。容許我引用以下

對海外規管制度的研究結果逐一解說。 

 

規管原則符合國際標準 

 

我們就海外規管免費電視植入式廣告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現時香

港規管植入式廣告的基本原則與海外主要地區大致相若，例如大部

分地方均要求廣告與節目必須明確分開，並對植入式廣告作出規

範，包括規定某類型節目不能植入廣告，也不能在節目中直接推廣

產品和服務，並要避免影響節目的完整性和觀賞樂趣。舉例來說，

英國和韓國明文規定，植入式廣告不可以影響節目的編輯獨立；台

灣規定植入式廣告應按節目內容所需，融入情節，自然表達。 

 

上述規定與現時香港要求植入式廣告須配合節目的編輯需要，不會

干擾觀賞趣味或令人覺得牽強相近。也即是說，香港的規管制度與

國際做法相若，談不上滯後或過嚴。 

 

有意見認為，通訊局應跟隨海外的做法，就播放植入式廣告訂立明

確具體的規例，如規定植入式廣告播放的時數及佔用的畫面。不

過，我們的研究發現，目前只有韓國仍採用這些比較公式化的規管

限制，其他地方大都如香港一樣，傾向採用一些規管原則，讓電視

台有較大創作空間和彈性。 

 

事實上，各地文化、民情和廣播市場發展有所不同，將香港規管制

度的個別元素與其他地方作單一比較並不恰當，而對於規管廣告時

段和植入式廣告也應作整體及全面考慮。例如，有別於香港的做

法，韓國的免費電視不可以在包括劇集的節目中間插播廣告；內地

同樣規定劇集要一氣呵成播放，不可以插播廣告；台灣也規定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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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或以上的節目才可以在中間插播廣告。由於上述限制，這些地方

的免費電視節目出現植入式廣告的情況自然甚為普遍。 

 

處理投訴個案的尺度 

 

亦有意見認為，通訊局處理有關植入式廣告投訴的標準不一、主觀

含糊，甚至有所謂「薄餅得、但食炸雞唔得」、「歧視炸雞」之

說。這些批評是否合理，自有公論。不過，我想強調通訊局一直以

來都按照相關規定和每宗投訴個案的內容，客觀及一致地作出審

議。由於每宗個案的具體情況不同、表達手法各異，故此出現不同

的裁決，實屬正常。此外，通訊局也會考慮違規的性質及嚴重程

度，以及持牌機構的違規記錄等因素，決定應施加的罰則。事實

上，其他地區如韓國及台灣，近年也出現不少有關植入式廣告的違

規個案，而監管機構也對電視台作出包括警告或罰款等懲處，例如

韓劇《那年冬天風在吹》和《太陽的後裔》分別獲發警告和行政指

導，台灣也有電視台因劇集違規而遭罰款。  

 

對檢討持開放態度 

 

通訊局一向尊重和維護持牌機構的創作自由和編輯自主。而近年新

媒體不斷湧現，免費電視台面對日趨激烈的競爭，希望有更大的廣

告收入空間，我們對此十分理解。事實上，通訊局對如何規管植入

式廣告，一直持開放態度。不過，通訊局在履行規管職責時，須在

保障香港觀眾利益及為電視台提供更佳的營商環境之間取得平衡，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公眾對植入式廣告的意見及接受程度。就此，我

們已於上月展開了全港性的問卷調查，期望被抽中的住戶能積極參

與，提供寶貴意見。待調查於本年第三季完成後，我們會審視有關

研究及調查的結果，仔細考慮規管植入式廣告的未來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