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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無理拘捕阻採訪特首論壇		

壹傳媒違例侵私隱公署促糾正

特首選舉論壇在三月中舉行，其間，《經

濟日報》攝影記者在場外遭警方阻撓採訪，當

時有二十多名警員重重包圍候選人梁振英的巴

士，不准記者走近，有記者上前拍攝時，被警

方拍打相機。一名外籍高級督察更向攝影記者

施以箍頸，並將記者粗暴拉走推至對面馬路，

不容許拍攝，後來在警察公共關係科調解下，

指事件是誤會。其後，有關記者在香港攝影記

者協會的代表陪同下，前往灣仔警察總部的警

察投訴課投訴，不滿警方無理拘捕。而攝影記

者協會亦發表聲明，對有關事件表示強烈不

滿 ， 並 稱 對 任

何 人 在 不 合 理

情 況 下 ， 阻 撓

合 法 採 訪 深 表

憤 慨 ， 促 請 警

方調查事件。

私隱專員公署三月底裁定壹傳媒兩本周刊

偷拍3名藝人的家居照片違例，嚴重侵犯個人

私隱。私隱專員蔣任宏批評，藝人生活只屬花

邊新聞、報道僅為滿足公眾好奇心，不涉公眾

利益；並建議政府重推偷拍刑事化討論，以制

定平衡私隱與新聞自由的法規；演藝人協會歡

迎裁決，認為有指引作用。不過，涉及事件的

兩份雜誌已提出上訴；其中《忽然1周》回應

指，會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 FACE 》則未有

回應。私隱專員蔣任宏其後在電台節目中表

示，期望本屆政府完成修訂私隱條例，並賦予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法定權力，懲罰違規者

及為受害人索償。

調查機構蓋洛普去年訪問全球133個國家

及地區的市民，了解他們是否認為自己身處地

區有新聞自由；其中去年6月7日至7月8日在

本港訪問1,028位市民，結果有85%市民認為

本港有新聞自由，14%認為沒有，在全球排名

19，較台灣為低。

3月傳媒記事簿

特首選舉傳媒亦趨政治化

稿件被刪改新聞自由受壓

踏入三月，特首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兩

位建制派候選人的醜聞亦愈揭愈多，而本地傳

媒歸邊的情況亦愈趨嚴重，親梁的陣營傳媒與

親唐的互相傾軋，且大部分是負面報道，雖然

香港中文大學民調顯示市民未必盡信傳媒有關

特首候選人互相抹黑的報道，但傳媒如此爭相

表態都可算是史無前例。選舉工程的高潮可以

說是首場由媒體舉辦的答問大會擦出辯論火

花，而其中一位候選人唐英年更爆料，指梁振

英曾借商台續牌時建議用行政手段打壓商台，

以及廿三條立法時建議陣壓示威者，令媒介擔

心若梁振英當選會同樣用強硬手法對付傳媒。

與此同時，在投票前夕，竟出現報章刪改

作者文章的不恥行為，亦有報社接到從中聯辦

的恐嚇。《成報》未有知會作者的情況下，竄

改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在該報刊登的專欄文章，

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認為有關做

法背離新聞界應有的道德操守，自毀新聞自由

的長城。至於該報總編輯魏繼光以「配合新聞

報道」作開脫，記協認為不能接受。而自由黨

主席劉健儀亦指，選舉前收到《成報》通知因

版面調動關係，其文章臨時被抽起，本屬於其

文章的位置卻被一篇「挺梁貶唐」的文章取

代。此外，記協在同期亦發表聲明，指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致電《信報》老闆李澤

楷，向其秘書留下口訊，批評《信報》對梁振

英負面新聞的報道手法。記協批評中聯辦官員

此舉公然破壞一國兩制，打擊香港的新聞自由。

香港新聞自由在這次選舉中面對的政治威

脅亦引起海外媒體的注意，《紐約時報》刊登文

章批評北京干預選舉，又質疑有新聞界自我審

查。至於香港大學民意研究進行的民間選特首

全民投票網上系統

疑被黑客入侵，亦

引起海外媒體注意

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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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媒體公布全年業績　

傳播機構有喜有憂

三月底又是上市公司公布業績的時間，多

間傳播機構亦同時派成績表，表現理想的，有

星島新聞集團，《頭條日報》未受新加入者影

響，保持免費報紙第一位置，集團綜合收入為

約二十三億九千零九十萬元，股東應佔綜合溢

利為約一億三千八百七十萬元，核心媒體業務

的收入取得百分之五點三的增長；此外，由於

廣告市道暢旺，南華早報

去年純利增長 26%，至

3.7 億元。當中大部分來

自投資物業重估收益，來

自 報 章 的 收 入 增 加

7.4%，至7.8億元；純利

微增1%，至1.2億元。電

視廣播亦受惠於零售廣告

增長，去年純利按年升17%至15.6億元，每股

盈利3.55元，末期息增6%至1.75元。來自星

馬及內地市場的節目發行和分銷業務相對出

色，但均面臨放緩趨勢。

有線寬頻月中亦公布業績，有線寬頻去年

收入升 5.3% 至 21.1億元，其中電視業務新增

客戶有 5000 戶，總體客戶升至 110 萬戶，收

入增加12%至17.4億元。由於收費電視市場飽

和互聯網業務不濟，有線去年虧損按年收窄

33%至1.8億元，但前景艱難及不派末期息，

令股價大跌一成，報0.45元。此外，去年上半

年度錄得巨額中期虧損的壹傳媒，月中再發出

盈利警告，表示下半年度將錄得進一步虧損，

全年業績也會見紅。壹傳媒表示，虧損主要由

於擴展電視及多媒體業務，以及電視頻道延遲

播放所致。壹傳媒發出盈警，但公司股價卻一

度炒上，最多曾升近 6%。主要因有報道指，

香港的中文報章將會一同加價，由每份6元加

至7元。

通訊事務管理局四月初成立

志雲留守商台捍衛核心價值

電訊管理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於四月起合

併為通訊事務管理局，政府三月中公布通訊事

務管理局成員名單，由現任廣管局主席何沛謙

出任通訊局主席，其餘非官方成員包括區文

浩、郭艷明、李李嘉麗、雷紹麟、伍清華、司

徒耀煒、徐尉玲、黃冠文、黃應士。各人任期

三年，而廣管局尚在調查的個案，包括王征在

亞視中的角色和無綫涉濫用支配優勢等，日後

會由通訊局繼續調查。有報章已率先報道，亞

視管理層或因此有變。

亞視為阻止政府批出免費電視牌照，較早

前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惟高院指廣管局建議

僅屬初步階段，非具法律效力的決定，加上行

會尚未作出任何具法律效力的決定，故法庭不

會受理有關司法覆核。此外，亞視節目以滾筒

式重播惹來投訴，有立法會議員直指其營運愚

弄公眾，促政府監管。不過，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回覆，規管免費電視要衡量編輯自主，不可

亂管。

前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三月初到商

業電台擔任行政總裁，當時稱任職至特首選舉

完結。三月底陳志雲趁候任特首梁振英月底接

受訪問期間直踩直播室，宣布自己繼續留任，

由於選舉期間梁振英被指控曾打壓商台續牌，

陳志雲先要求梁振英再一次承諾維護港人言論

自由，及後陳即宣布決定留守商台，要跟商台

員工一起維護港人核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