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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傳媒記事簿

特首選戰記者與公關角力

傳媒揭發曾特首醜聞不絕

特首選舉提名期在二月底結束，香港特首

選戰亦正式進入直路，一齣「香港選戰風雲」

隨著政府披露候選人梁振英涉嫌出任西九概念

規劃比賽評審團時漏報利益而展開序幕，其後

又有報章揭發另一候選人唐英年僭建地窖事

件，因證據確鑿引發全港媒體蜂擁跟進，令二

位未來領導人的誠信都陷入了空前危機。在這

混亂時期，部分新聞媒體紛紛歸邊，支持心儀

的候選人；而候選人背後的公關與前線傳媒記

者亦展開埋身肉搏。兩大陣營的公關以前都是

記者出身，對各大媒體的政治取向瞭如指掌，

每當有負面消息傳出時，便盡量聯絡另一方

「放料」，企圖淡化衝擊，亦會私下致電記者

「解畫」，甚至以前輩身份「教導」記者報道的

方向，或致電跟傳媒高層談判等，忘了公關和

記者的界線。而行家之間以「打手」互相稱

呼，亦是對行內新聞專業的貶抑及自我分化的

行動。

除了候選人的醜聞風波，二月中以後，輿

論的矛頭另指向現任特首曾蔭權，其中涉及的

涉嫌收受利益亦與傳媒有關，先後有媒體揭發

他接受富豪款待，包括涉及星島新聞集團主席

曾用遊艇接載特首夫婦由澳門返港，而特首在

批出數碼廣播電台牌照後，即向香港數碼廣播

大股東黃楚標租用深圳豪宅複式單位及獲送數

百萬元裝修，被質疑涉及利益輸送。後來政府

宣佈成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職能只重新審視

高官的申報機制，不包括調查曾蔭權近期被指

收受利益事件。三個政黨二月底分別發起遊

行，廉政公署

亦決定破天荒

對行政長官立

案展開調查，

由此引發的民

憤延至三月仍

未平息。

中港矛盾在網絡世界不斷升溫　

港台進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諮詢

因大陸小孩在港鐵車廂內進食，引發一場

中港罵戰，一群香港網民月初在《蘋果日報》

頭版刊登廣告，以「香港人，忍夠了」為題，

用一隻巨大蝗蟲俯瞰維港作背景，諷刺內地的

孕婦和遊客是蝗

蟲。有內地網民

隨即反擊，在微

博製作海報，題

為「大陸人，接

受了」，用小孩

「騎膊馬」作背

景，寓意香港是兒子，大陸是爸爸，要求「不

能再讓不懂事的兒子騎在脖子上了！給兒子暫

時斷水斷電斷糧」。兩地網民針鋒相對，把中

港兩地人矛盾推向高峰。連平機會也因此發出

聲明，呼籲港人討論涉及內地人的議題時，要

保持寬容和理性。有網民以不同形式發起抗議

行動，亦有港人不認同反蝗言論，像一批嶺南

學生在校內示威，抗議反蝗廣告歧視內地人，

又批評《蘋果》容許廣告刊登。

香港電台正進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計

劃」的諮詢。一向要求開放大氣電波的「民間

電台」表示已準備寫計劃書申請。其他社運團

體亦大有機會步其後塵，搶佔社區電台空間；

這個名為「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早

在一月底舉行首場諮詢會，主要收集公眾對社

區華語節目廣播的建議，而二月中的諮詢會是

收集公眾對非華語節目服務的期望。公眾諮詢

期至三月二十九日。社區廣播未來會安排在港

台的數碼電台頻道中播放，而營運資金是來自

由港台管理、庫房撥資的「社區參與廣播基

金」，政府最初期的撥備已有 4500 萬元，開放

予社區團體申請。不少社運組織都有興趣申請，

但對肩負把關審批的港台而言，如何篩選將是

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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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新聞開始趨向式微　

記協轟消防處剝削知情權

本地新聞界普遍認為二月一日是香港突發

新聞開始步向萎縮的日子，原因是繼警方採用

第三代通訊系統後，消防處亦在當日起全面轉

用數碼系統。傳媒機構此後再無法靠截聽兩部

門的通話追蹤突發新聞，採訪突發新聞顯得困

難重重。轉換通訊系統後，突發新聞的線索主

要來自民間和官方兩方面，就是讀者報料或由

政府新聞處提供。前者對暢銷報紙有利，因為

它們早已投放許多金錢宣傳其報料渠道，中小

型傳媒公司難以匹敵，新聞來源恐更貧乏。至

於官方方面，通訊數碼化後均採用政府新聞處

系統發放訊息，提供事件種類，例如車禍、非

禮、謀殺、有人從高處墮下等，並列明發生的

時間地點；但事件往往非「即時發放」，亦不

說明其嚴重性，甚至有新發展也不會即時通

知。

消防處二月開始全面數碼化通訊後，根據

香港記者協會的數據顯示，消防處「扣起」約

九成的求助個案，通知傳媒的個案只有一成，

涉及市民安全的「個人救護服務召援」則全面

封鎖，即使高官健康狀況亦毋須交代，質疑做

法罔顧公眾安全。記協代表更與消防處會面，

但對方仍堅拒「實時發放」有關訊息，但願意

在記協提供進一步資料後，再考慮一般個人救

護召喚的發佈安排，記協對未能與消防處達成

共識表示遺憾，表示會繼續商討，亦就此尋求

法律意見。另一方面，近期由政府餵飼傳媒的

新聞增加，令新聞自由和採訪主動權受到威

脅，其中像牌照事務處本月初兩度突擊巡查多

間懷疑向雙非孕婦提供住宿的「月子公寓」的

事件，事前沒通知傳媒採訪，到行動結束後整

理好資料，才透過政府新聞處發放文稿和相

片，都令人擔心這種單向餵飼影響媒介的求生

能力。

亞視司法覆核阻免費電視發牌

無綫改朝換代管理層重組

市場預期三個新免費電視牌照有望於上半

年內發出。亞視率先以司法覆核形式試圖阻止

發牌，亞視在申請書中指出，指廣管局在其牌

照未屆滿前建議增發牌照，有欠公允，公司已

承諾再投資逾二十三億元，政府對新持牌人卻

只要求投資十一億元，認為對亞視造成不公平

競爭。此外，廣管局在二月初核准兩個免費電

視台未來三年期投資計劃。廣管局要求亞視交

代二十三億三千二百萬元的投資承諾，及後亞

視擬加碼至廿三億五千一百萬元，而無綫電視

獲核准的投資總額為六十三億三千六百萬元。

另一邊廂，城電的將軍澳製作中心二月下旬在

一片風雨中

舉行動土儀

式，期望若

上半年發牌

後能在十月

後開台。

電視廣播股權轉移後，無綫管理層亦慢慢

重組，月初宣布利孝和夫人正式退任非執行董

事及董事局行政委員會成員。同時亦公布陳慧

慧因業務日益繁重，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

事局薪酬委員會成員。另外，王雪紅丈夫陳文

琦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並辭任王雪紅之替任

董事，而張孝威將出任王雪紅之替任董事。新

老闆上場，員工自然有期望，希望可改善待

遇，但內有三家新競爭者加入市場，外有國家

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日前突然宣布，禁止境外影

視劇在內地各大電視頻道的黃金時段播放。內

地市場近年已成為 TVB 的重要盈利來源之一，

佔去年整體中期盈利近四成，這次中央政策改

變亦令人擔心無綫盈利會受到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