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費電視廣告的數量及形式｣ 

專題小組討論會 

 

意見摘要 

 

(出席者為公眾人士及電視及電台廣播諮詢計劃 1成員) 

 

 

1.  廣告數量 

 

1.1 與會者普遍認為，現時免費電視台在廣告時段播放的

廣告數量適中。 

1.2 也有意見認為，廣告的數量太多，而在個別電視頻道以

及黃金時段播放的廣告數量亦偏多。 

1.3 不少意見指出，在廣告時段時，觀眾可稍事休息，處理

其他事務。 

 

 

2.  電視節目中廣告/宣傳成分的形式 

 

2.1 與會者普遍表示，曾收看過電視節目中不同形式有廣

告/宣傳成分的內容，形式包括植入式廣告、冠名贊助、

片尾贊助聲明、熒幕邊沿位置的文字資訊附加贊助商

的名稱、畫面框邊播放的廣告。部分與會者能舉出不同

形式的例子。 

 

 

3.  植入式廣告的形式 

 

3.1 大部分與會者都知道植入式廣告有不同的表現方式，

例如－ 

‧ 商品在節目內用作道具 

                                                           
1 電視及電台廣播諮詢計劃由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負責管理，目的是收集市民對廣播事宜的

意見，以協助通訊事務管理局制訂能反映社會尺度的規管制度。諮詢計劃的成員均為志願人

士。諮詢計劃現由 540 名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人士組成，有關組合與香港人口結構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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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中介紹或示範產品/服務 

‧ 節目背景出現商品/服務的名稱、品牌、商標等  

‧ 劇情或節目內有突出有關商品 /服務的內容 

‧ 節目中出現讚許某些商品/服務的內容 

 

 

4.  不同類型節目中的植入式廣告 

 

4.1 與會者大多認為，若植入式廣告在內容較嚴肅的節目

(例如新聞、時事節目)中出現，令人不太接受。此類節

目若含有植入式廣告，會令人覺得節目的立場偏頗不

公、不專業，失去可信性。  

4.2 大部分與會者均表示，兒童節目內不宜有植入式廣告，

因兒童心智未成熟，未有足夠判斷力去分辨節目內容

與廣告宣傳材料。 

4.3 與會者普遍認為，可以接受植入式廣告在內容較輕鬆、

較生活化和較富娛樂性的節目 (例如遊戲節目、烹飪 /

飲食節目、音樂節目、處境劇 )，以及體育節目出現。 

4.4 有意見認為，如果植入式廣告能夠配合劇情，在劇集和

電影中出現會令人較易接受。不過，亦有意見指出，劇

集不宜有植入式廣告，因會有刻意製造橋段以配合商

品的情況出現。 

4.5 也有意見認為，在歷史、文化和藝術節目中出現植入式

廣告也可以接受，但有關內容要與節目主題相關。 

 

 

5.  影響對植入式廣告的接受程度的因素 

 

5.1 與會者普遍覺得，植入式廣告的表達手法是否自然和

有否影響觀賞趣味，是影響他們對植入式廣告的接受

程度的最主要因素。 

5.2 植入式廣告的置入要合乎常理，配合主題，符合現實生

活情況，不牽強或突兀。反之，刻意突出商品或故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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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加入額外情節，甚至「硬銷」，便會令觀眾反感，影

響觀賞趣味。 

5.3 有意見認為，若連續劇或飲食節目的每一集都出現同

一產品，令人感覺不自然；但亦有意見指出，即使每集

都出現同一商品，只要符合劇情需要，也不至於令人反

感。  

5.4 有意見指出，商品/服務的出現是否與節目內容有關，

會影響觀眾對植入式廣告的接受程度。若有關商品能

配合節目性質 /內容，便會令人覺得自然和較易令人接

受。 

5.5 此外，有意見認為，植入式廣告出現的時間長短和頻密

程度，也會影響觀眾的接受程度。雖然商品出現的時間

長短及頻密程度難有客觀的標準，不過植入式廣告出

現過多/過於頻密會令觀眾感到煩厭。 

5.6 另一方面，有意見則表示，只要表達手法自然，假若不

過分聚焦商品或定鏡在商品太久，並且配合節目主題/

類型，即使植入式廣告出現時間較長或較頻密亦可以

接受。 

5.7 有意見認為，若植入式廣告處理得宜，可增加觀賞趣

味。  

 

 

6.  對不同形式的植入式廣告的接受程度 

 

6.1 討論會上播放了在節目中出現不同形式的植入式廣告

的例子，包括－ 

‧ 商品因應節目的劇情/內容用作道具 

‧ 主持人以某些商品作示範或介紹 /試用有關商品 /

服務 

‧ 商品/服務在節目的背景出現 

‧ 劇情或節目內容有突出有關商品 /服務的效果 

‧ 主持人/節目中的角色在節目中讚許或建議觀眾使

用某些商品/服務，或節目內的對白/情節等有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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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商品/服務的效果 

6.2 與會者普遍認為，最不能接受「主持人 /節目中的角色

在節目中讚許或建議觀眾使用某些商品/服務，或節目

內的對白 /情節等有促銷有關的商品 /服務的效果」的

表達方式，因為若植入式廣告中的情節或對白明顯有

讚許、推銷商品的內容，會令節目的商業元素過重，效

果等同賣廣告。這種表達手法不自然，也會破壞節目的

完整性，令人反感。 

6.3 對於「商品 /服務在節目的背景出現」的表達方式，與

會者普遍認為，若拍攝的重點沒有偏離節目主題，而有

關情景為真實情況 (例如在商品發佈會的佈景版顯示

品牌名稱或商標 )，便屬自然合理，不會因商品/服務的

出現而影響觀賞趣味。反之，電視台若刻意模糊背景的

品牌名稱或遮蓋商標，反而會影響觀賞趣味。另外，亦

有意見表示，商品於背景出現的方式亦需要符合現實

生活及故事情節，否則便會給人突兀的感覺。 

6.4 至於「劇情或節目內容有突出有關商品 /服務的效果」

的表達方式，有意見認為，若手法自然，並能配合劇情

的發展，即使有突出商品 /服務的效果也可以接受。不

過，亦有意見指出，此種表達方式刻意強調品牌，會給

人「硬銷」的感覺。 

6.5 有不少意見認為，「商品因應節目的劇情/內容用作道具」

的表達方式可以接受，但亦有個別意見認為，這種表達

方式不能接受，因為會影響觀眾的注意力。假若故意加插

情節，或採用特寫鏡頭顯示有關的道具，更會令觀眾覺

得突兀和不自然。不過，與會者普遍覺得，若用作道具的

商品展示時間不太長，而且使用方式貼近現實生活的話，

並不會影響觀眾欣賞節目。 

6.6 對於「主持人以某些商品作示範或介紹 /試用有關商品

/服務」的表達方式，有意見認為可以接受，但亦有意

見表示不能接受，因為節目往往會過分刻意描述有關

產品，並牽強地在每一集重複使用有關產品，給人與生

活脫節和「硬銷」的感覺。不過，亦有不少意見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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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產品若只是在個別集數出現，會較自然和較易令

人接受。另外，對此種表達方式的接受程度亦取決於節

目性質，若是專門介紹某類別的產品/服務的節目，觀

眾會預期節目帶有宣傳成分，不會覺得反感。 

 

 

7.  對免費電視台增加植入式廣告的意見  

 

7.1 與會者大多認為，在免費電視台面對的競爭越來越大

的情況下，只要植入式廣告的表達手法自然、有創意、

不突兀，不影響觀賞趣味，可以接受免費電視台增加節

目內的植入式廣告以增加收入，從而提升節目質素。 

7.2 不過，有個別意見表示，不接受電視台增加植入式廣告

以增加收入，因此舉會令節目內容更加遷就廣告素材，

影響節目的完整性，是本末倒置的做法。電視台若要增

加收入，應提高節目質素，而不是增加植入式廣告。 

7.3 也有意見指出，如果容許電視台增加節目內的植入式

廣告，便應縮短廣告時段以平衡觀眾的利益。 

 
 
8.  容許電視台增加收入的廣告宣傳模式  

 

8.1 有意見表示，為了讓免費電視台增加收入而酌量增加

每小時的廣告時段 (例如一至兩分鐘 )，是可以接受的

建議，因為此舉對觀眾影響不大。不過，也有意見指有

關建議不能接受，因現時的廣告數量已經太多，增加廣

告時間變相減少節目內容，影響節目質素。 

8.2 有較多意見表示，可以接受電視台於某些種類的節目

中更廣泛地出現植入式廣告的建議。在性質較生活化

和輕鬆的節目 (例如旅遊節目、烹飪節目、劇集)，節目

主題及內容一般與商品的關聯性較大，只要植入式廣

告的拍攝手法自然和合乎情理便會使人接受。 

8.3 與會者普遍認為，讓節目一氣呵成播放，中間不播放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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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但容許電視台可以更廣泛地在節目中出現植入式

廣告的建議不可接受。在缺少廣告時段的情況下，電視

台可能會在節目中加插更多的植入式廣告以彌補收

入，最終會令節目質素下降。況且，觀眾早已習慣藉廣

告時段稍事休息或處理其他事情。不過，也有意見覺得

此建議可以接受，因為節目若能一氣呵成地播放，會增

加觀賞樂趣。直播的體育節目、劇集、音樂特輯及電影

等節目尤其適合採用此模式。 

 

 

9.  是否有需要規管植入式廣告 

 

9.1 與會者普遍認為，有需要規管在免費電視節目中出現

的植入式廣告，以免植入式廣告氾濫。有意見則指，贊

同植入式廣告需要規管，但規管的程度可予以放寬。 

9.2 不過，亦有意見認為，沒有需要規管免費電視節目的植

入式廣告。應以市場主導為原則，如果植入式廣告氾濫

或處理失當，會令觀眾流失，電視台也會因應情況作出

改善。 

 

 

10.  植入式廣告的規管要求 

 

10.1 與會者普遍認為，以下四項有關植入式廣告的規管要

求都是必須的－ 

‧ 確保節目與廣告 /宣傳內容分開 

‧ 避免節目明顯有促銷商品 /服務的效果 

‧ 讓觀眾清晰知道節目內含有廣告 /宣傳成分 

‧ 避免影響節目的完整性和可觀性  

10.2 有不少意見表示，「避免影響節目的完整性和可觀性」

的規管要求，能保障觀眾欣賞節目的樂趣。不過，亦有

意見認為，有關的規管要求缺乏客觀標準，難以執行。 

10.3 有意見表示，「讓觀眾清晰知道節目內含有廣告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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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要求可確保觀眾能知道節目中有宣傳的成分，

避免受到誤導，但亦有意見認為，香港觀眾一般都有能

力分辨節目內容與廣告 /宣傳材料，無必要就此作出規

管。 

10.4 有意見表示，「避免節目明顯有促銷商品 /服務的效果」

的規管要求可確保節目中不會出現宣傳 /推廣商品的

手法，避免節目變成廣告，能保障觀眾的利益。 

10.5 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確保節目與廣告 /宣傳內容

分開」的規管要求難以執行，也會限制電視台的創作空

間。 

 

 

11.  規管植入式廣告的方式 

 

11.1 有意見認為，就規管植入式廣告的方式而言，訂定原則

性的基本規管要求，較訂立仔細的規條 /指引 (例如規

定商品 /商標在節目中出現的時間、佔用畫面大小等 )

可取。只訂明規管植入式廣告的基本準則及要求，彈性

較大，規管較靈活，讓電視台有較大自由度和創作空

間，亦可靈活地緊隨大眾的喜好和期望作出調整。反

之，較仔細的規條 /指引會局限電視台的創作空間，影

響節目質素。而且，在製作和執行規管方面都會涉及大

量資源，影響經濟效益。 

11.2 有意見則認為，原則性的基本規管要求較為抽象，存在

灰色地帶，不易執行。仔細的規條 /指引較原則性的基

本規管要求可取，無論節目製作或執行規管時都有明

確清晰的標準可依。 

11.3 另外，亦有意見指出，原則性的基本規管要求和仔細的

規條/指引兩者都有需要，而且可互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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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播放植入式廣告的提示 

 

12.1 有較多意見認為，電視台有需要在有關節目開始時，清

楚向觀眾說明節目含有植入式廣告，協助觀眾分辨節

目中的廣告/宣傳內容，也可以方便家長對兒童觀眾作

出適當指導。 

12.2 不過，有意見則認為，有關措施並無必要，因為現時的

觀眾大都知道節目中會含有植入式廣告，故無必要在

節目播放前作出說明。 

12.3 有意見則認為，若節目內含有很多植入式廣告，才有需

要在節目開始前提示觀眾，否則並無此需要。 

12.4 至於提示的方式，有意見表示，只需要在節目開始時作

出提示已經足夠，以免影響觀賞趣味。也有意見認為，

有關提示應在每一節廣告時段後，節目重新繼續播放

時出現，以照顧並非由節目開始時收看的觀眾。 

 

 

13.  對自製節目和外購節目的規管  

 

13.1 與會者普遍認為，就規管植入式廣告而言，電視台會否

因播放植入式廣告而獲得報酬，不應是重要的考慮因

素。觀眾只會重視植入式廣告的表達手法是否自然，會

否影響節目的完整性和流暢性，電視台有否獲得報酬

並不重要。 

13.2 不過，有個別意見表示，就外購節目而言，電視台不一

定會因其中的植入式廣告而收取到廣告商的報酬。再

者，香港觀眾未必認識外地製作內植入式廣告的品牌，

對觀眾影響較小。因此，若電視台沒有因植入式廣告而

獲得報酬，規管可以較寬鬆。 

13.3 有意見指出，對外購節目中植入式廣告的規管可較為

寬鬆。外地的規管要求與香港的未必一致，而電視台亦

較難控制外購節目中出現的植入式廣告，強行剪輯或

刪除有關內容會影響節目的完整性及觀賞趣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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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避免違反香港的規管要求，而令高質素的外購節

目未能在香港播放，對香港觀眾來說是一種損失。 

13.4 不過，也有意見認為，應對外購節目和自製節目中的植

入式廣告實施一致的規管。外購節目中的植入式廣告

亦有可能以接收地區的觀眾為目標，為有關商品作宣

傳。為免出現規管漏洞，應一視同仁。再者，如果外購

節目可受到較寬鬆的規管，電視台會傾向播放更多外

購節目，不利本地創意產業的發展。 

13.5  也有意見指出，外購節目中有些屬本地製作，有些則屬

外地製作，但對植入式廣告的規管應一視同仁。不論本

地或外地製作的外購節目中若出現植入式廣告，同樣

具有宣傳效果。如果兩者的規管不一致，電視台之間可

以互相購買各自製作的節目播放，以逃避規管。 

13.6 不過，也有意見指出，對於外地製作的外購節目的規管

應較本地製作寬鬆，因為香港的電視台不大可能影響

外地製作的節目。 

 

 

14.  免費電視與收費電視節目中的植入式廣告 

 

14.1 有意見認為，與免費電視比較，觀眾對收費電視播放的

節目中出現植入式廣告的接受程度較低。由於收費電

視可收取訂戶費用，訂戶自然期望節目的質素會較高，

不應包含太多廣告內容 (包括植入式廣告 )。相反，免費

電視只能依賴廣告收入，所以其節目內有植入式廣告

令人較易接受。故此，對收費電視植入式廣告的規管，

應比免費電視嚴格。 

14.2 也有意見認為，觀眾對於免費電視和收費電視播放的

植入式廣告的接受程度並無不同。免費和收費電視台

均需要賺取收入，節目中有植入式廣告無可厚非。對觀

眾而言，對節目中植入式廣告的接受程度，主要視乎其

表達手法是否自然，在免費或收費平台上觀看並無分

別。況且現時很多節目都同時在免費電視及收費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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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播放，規管標準不一會令觀眾感到混亂，電視台也會

無所適從。 

14.3 亦有個別意見認為，與免費電視比較，觀眾對收費電視

播放的節目中出現植入式廣告的接受程度較高。收費

電視不像免費電視般使用大氣電波等公共資源，觀眾

數目較少，更有需要依賴廣告收入。況且，訂戶如果對

節目質素或當中的植入式廣告不滿，可選擇終止訂購。

故此，對收費電視的植入式廣告的規管應比免費電視

寬鬆。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