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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出紙六叠十七張
零售每份六元戊子年十一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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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魔童」王維基八十年代畢業於中文大學，
三十歲時由加拿大回流香港創辦城市電訊，二千年拓
展寬頻網絡服務，成立香港寬頻。十六年的電訊事業
當中，他經常以 「出位」的廣告宣傳，以及層出不窮
的 「劈價」市場策略，多次挑戰本港的 「電訊龍頭大
哥」電盈，去年更惹上官非，電
盈入稟高院指其誹謗，索償逾一
百萬元。

計仔多多的王維基當年策劃
的 「光纖入屋」廣告，以一批造
型 「騎呢」的人物，如 「魔盜王
」、 「五星戰隊」等辛苦爬入屋
，揶揄電盈的上網設施落後。他
於○五年，親自北上邀請 「欄王
」劉翔為代言人，宣傳最新的光
纖寬頻服務。

王維基一手推動電訊界 「劈
價戰」，○五年的固網電話平均
月費低至三十九元，長途電話則低至三十六元。當年
，電訊盈科獲電訊管理局 「鬆綁」後，調低住宅電話
基本月費至每月六十六元，減幅達四成；香港寬頻隨
即加入戰團，將固網電話平均月費減至三十九元。王
維基曾揚言，不排除出現另一輪減價戰，月費價格更
下調到三十元左右。

當年的 「劈價戰」由本地固網市場延伸至長途電
話市場，和記環訊推出低至三十八元的月費，二十多
個國家及地區的 「無限任打」；香港寬頻即時還擊，
推低至三十五元的優惠。

【本報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
，亞洲電視已向廣管局提交了管理層變
動的資料，而廣管局將會考慮當中有沒
有牽涉跨媒體擁有權。由於城市電訊旗
下的香港寬頻，不是本地免費或收費電
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所以不受跨媒體
擁有權條文的規管。

【本報訊】亞洲電視自五七年開台以來
，經歷多次股權變動，商人邱德根、鄭裕彤
、林百欣和陳永棋等先後入主。至去年六月
，查懋聲家族投資十億元成為亞視新主人，
並先後向無線電視高薪挖角，可惜依然未能
扭轉弱勢，金融海嘯下，亞視更裁減六十多
名員工，昨日宣布由張永霖任執行主席，王
維基任行政總裁。

前身是 「麗的呼聲」的亞視在一九五七
年開台，八二年被商人邱德根收購 「麗的」

五成股份，並易名為

「亞洲電視」，八八年被林百欣和鄭裕彤以
四億元收購，六年後林百欣成為亞視最大股
東。林百欣為人節儉，他領導的亞視曾一度
扭轉逆勢，播出叫好叫座的外購劇，一度轉
虧為盈，大幅減低亞視負債。隨着九八年林
百欣在台灣牽涉一宗賄賂案被扣留後，亞視
便步入股權屢次轉手的階段。

去年四月，亞視又宣布查氏兄弟查懋聲
與查懋德加入收購，並成為最大的股東。查
家投資十億元入主後，高薪挖走無線多名重
臣，包括費道宜與何定鈞等，並換上橙紅色

全新台徽和作出全新節目編排，意圖扭轉亞
視逆勢；不過，費道宜在今年十月已辭去行
政總裁一職，並由營運總裁何定鈞接替。金
融海嘯下，亞視先後裁減六十多名員工。

香港只有兩間電視台獲政府發牌經營本
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分別是亞洲電視和無
線電視。由於近年亞視主攻內地市場，不斷
外購大量內地連續劇集，加上長期積弱，造
成 「慣性收視」，亞視的收視長期處於個位
數字，以致亞視亦經常被稱作 「二奶台」，
而無線則為 「大婆台」。

曾自嘲 「青樓名妓」的張永霖一生只
做過兩份工作，他於一九七一年香港大學

畢業後，隨即加入國泰航空公司工作二十三
年，曾任國泰航空副董事總經理。一九九四年，他

轉職至香港電訊，擔任行政總裁，遇上金融風暴；二千
年，盈科數碼動力與香港電訊合併為電訊盈科，他出任
電盈的副主席至○四年二月。離開 「煙花地」後，他轉
行做唱片騎士，在香港電台主持節目《張永霖的世界》
，表明只談風花雪月，不談商業；並擔任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

人稱 「打工皇帝」的張永霖，事業並非一帆風順，
曾遇上兩次嚴重的工潮，包括台北國泰工潮和香港電訊
工潮。他接受傳媒專訪時說︰ 「裁員會分化員工，減薪
則令他們團結起來鬥你。」他最後成功擺平兩次工潮。

【本報訊】對於前電訊盈科副主席張永霖
和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分別擔任亞視執行主席
及行政總裁一職，因兩人曾在電訊公司做媒體
工作，無線總經理陳志雲說，表面上是沒有問
題，但其實是有灰色地帶。

陳志雲被問及覺得亞視是絕地反擊嗎？他
說： 「絕地？這個未必是好恰當的形容詞，作

為媒體行業，是希望所有行業有番作為，進步
空間可以越多越好，TVB和ATV不是要你死我
活，大家可以共存共業，對香港整個地區都好
。其實對香港而言，韓國、內地等地方才是對
手，亞視吸納人才，對全個行業也是好事，如
果絕地是ATV，TVB會一齊絕地，因為香港先
天比人哋差，市場細，只有七百萬人。」

【本報訊】亞視昨日宣布委任張永
霖和王維基擔任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
揚言未來數個月將會有大改革，並稱亞
視將提供多一個非劇集類的選擇予觀眾
。多位藝員均表示有新衝擊是好事，同
時有感亞視常有人事變動，曾希望過又
失望過，今次亦沒有太大期望，只求公
司不再裁員。

陳啟泰認為管理層變動是好事，他
說： 「很多員工都預算做完亞姐就會被
裁，所以士氣好低，因為無得再差，今
次有新老闆最少感到有新注資。我對新
老闆有信心。」至於張文慈坦言未知公
司大方向，但作為藝人會抱平常心去面
對。談到王維基拒保證以後不再裁員，
張文慈說： 「其實對我影響不大，一年
後我便約滿，暫時未想太多，加上自己
月薪出糧無乜大影響。」至於王氏在記
者會上透露亞視在兩、三個月內會大改
革，對此她說： 「睇吓佢點做，咁多年
來經歷多個老闆我希望過又失望過，都
要睇定啲先！」

林韋辰亦抱樂觀態度，他說： 「通
常改革是好方面，自己對改革好歡迎，
最重要做到收益出來。」對於管理層拒
保證不再裁員，他說： 「穩定軍心最緊
要，最好唔好裁員，因為公司變動員工
會好徬徨，新政策又未出。」

【本報訊】記者陳耀強報道：王維基在擔任城市
電訊主席同時出任亞視行政總裁，令不少人擔心他會
否無暇分身，有香港寬頻記者為前途着想，問及放棄
發展收視偏低的香港寬頻，引來一陣笑聲。新人事新
作風，王維基和張永霖接任亞視行政總裁及執行主席
，兩人將會着意為亞視注入創意，但這些創意現時需
要保密。張永霖透露，兩人到亞視不是為賺錢，王維
基現時的薪金肯定比擔任城市電訊主席為低。

王維基說，將與張用兩至三個月時間，印證一些
想法，為公司加入創意，但創意必須保密，因此不會
透露具體內容。時間分布方面，王維基笑稱，可能是
醒來時回亞視上班，睡覺時回香港寬頻上班，但會將
時間主要放於亞視。

張永霖說，自己的身家已經可以衣食無憂。王維
基表示，自己在電訊業工作十多年，所能繼續作出的
貢獻已經差不多，現時的夢想是將香港媒體在全球華
人當中公信力的優勢，不斷推向全世界，亦實踐電訊
與電視業融合的概念。王維基還透露，女兒對其入亞
視表示驚訝，詢問為何會進入亞視，他表示因為對亞
視寄予很大的希望，認為在現時嚴峻的情況下，他們
樂於改變，沒有成功的包袱，希望取得成功。

王維基說，並沒有討論日後會否將亞視新聞及香
港寬頻合併，以及節目在雙方的平台播出，但他表示
每個台的新聞都需要獨立性。他強調，自己並無中方
背景，即使有亦不會運用，亦不熟悉內地人的口味，
自己的成功是典型香港人的奮鬥故事。

亞洲電視昨日宣布
高層人士變動，委任前
電訊盈科副主席張永霖

為執行主席，而城市電訊
主席王維基則成為亞視新

任行政總裁。原行政總裁何定鈞已即時離職
。亞視強調，今次事件並不涉及股權變動、
跨媒體擁有權，以及排除亞視會 「借殼上市
」的可能性，而兩名新管理人員亦暫時沒有
打算購入亞視股份。

何定鈞已即時離職
張永霖在記者會上說，亞視長期的嚴重

虧損，已經超過五十億元，必須進行改革，首
要目標是達致收支平衡，長遠而言是上市。
王維基表示，過去亞視虧損嚴重，可用「天
文數字」來形容，但一個成功的機構要有遠景

、健康和不斷成長，而不能只着眼收支平衡
。他着眼的是亞視未來三至五年的發展。

在職務分布上，王維基將主內，負責公
司的營運；張永霖則主責公司策略性發展。
王維基同時兼任城市電訊的主席職務，他表
示，今後只會擔當策略性的角色。

傳媒界近期經常傳出裁員新聞，但王維
基則不作不裁員的承諾。他表示，裁員並非
重點。他打趣說，亞視可能會再虧損多一點
，但重要的是重塑亞視為香港及亞洲區有影
響力的媒體。

提高節目質素活力
兩名新人期望為亞視訂定新路線，將會

向中產和高檔客戶發展，提供非劇集類選擇
，王維基寄望實現電訊及電視業融為一體的
概念，他表示，現時暫無國家或地區能具體

實現這個目標。
對於注資方面，張永霖說，需要繼續注

資不可避免，長遠的目標是要令公司有盈利
。王維基表示，自己是 「巧婦」，不寄望用
很多錢做很多事情，而是會注入創意及計劃
，改革亞視及公司文化。張永霖補充說，需
要推翻一些之前的運作模式，期望將過往多
年在不同企業歷任管理層的經驗，配合王維
基在電訊業的豐富經驗，令亞視節目更具活
力和質素，但不會以無線作為假想敵。

在開源的招數方面，王維基說，明白在
金融海嘯下，廣告商會縮減開支，但有危必
有機，會嘗試推出為客人拍攝廣告加上播放
的 「一條龍」服務，期望可增加廣告收入。
同時，他不排除計劃日後聘請前無線電視員
工加盟。

擁有逾四十年歷史的亞洲電視，其管理層出現重大變化。執行主席及行
政總裁分別由張永霖及王維基出任。亞視聲稱，這次調動並不涉及股權變動
，日後將會走中產和高檔路線，並以 「創意」 手法實踐電訊與電視融合。但
對員工關心的裁員問題，新管理層未作任何承諾。

本報記者 陳耀強

數度易主 查家接手仍勢弱 回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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