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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傳媒記事簿

黎智英巨額政治獻金文件曝光

傳媒「第四權」的角色受衝擊

傳媒在月中經Foxy軟件取得五份壹傳媒集

團主席黎智英的捐款數簿內的文件，揭發他早

於○五年起，向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及陳

日君樞機主教等泛民政黨及宗教界人士捐款逾

約六千萬元。事件引起輿論沸沸騰騰，親中媒

介懷疑背後另有外國勢力操縱，要求黎智英和

收授獻金的當事

人都必須向公眾

交代，又批評黎

智英一直操控著

傳媒、政黨及宗

教這三大勢力。

但另有反駁意見

認為，這次事件

更 鞏 固 黎 作 為

「民主大亨」和壹傳媒作為「民主大報」的形

象，而民主派人士更指出，資料外洩只是再次

引證跟中央意見相左的政黨難獲商界捐款，而

他們所獲得的都是無條件的捐款，即使捐款者

亦不能干預黨務。

有傳播學者指傳媒向政黨捐款，在美國等

地亦盛行，問題是會否令傳媒報道時有偏頗，

不夠客觀。而政黨和傳媒若「走得太近」，令

傳媒身為「第四權」的角色受到衝擊，令市民

覺得某些政黨和傳媒已經歸邊，傳媒的監察角

色亦會被質疑。另有學者則指出事件反映香港

的政治困境：黎的個人捐款可以佔民主黨及公

民黨收入的大部份，顯示出政治現實的悲涼。

在美國流行的個人對政黨的小額捐款，在香港

難以普及，令泛民在開拓資源上存在一定的困

難。

發佈突發新聞警方過猶不及

記協投訴新大樓保安阻採訪

將軍澳區十月初在十二小時內連環發生四

宗途人被斬案，案中疑患精神病的神秘人一直

在逃，威脅區內居民安全。但警方在案發後一

周都沒公佈事件，至有傳媒在月初報道後才證

實正通緝疑兇，但當記者多次追問警方為何沒

主動公佈事件，發言人均沒正面回應，記者協

會對警隊延遲公佈案情感到失望及遺憾。可能

輿論對此事反應太強烈，故此警察公共關係科

在其後兩周，開始不斷發放突發消息，由每日

的三兩宗消息，上升到平均每日達八十多宗，

高峰期更多達百多宗消息，令採訪部的突發組

忙個不停，記者不再是被動等新聞，更可以主

動加入追查。

立法會新大樓十月初正式投入運作，但在

設施或安排上不僅未能便利傳媒，反而妨礙採

訪，導致保安人員與記者關係愈趨緊張。香港

記者協會及攝影記者協會月中向立法會秘書長

吳文華遞信，表達他們的不滿，尤其抗議保安

人 員 阻 撓 記 者

採 訪 。 例 如 他

們 以 人 鏈 擋 著

記 者 與 官 員 或

議 員 ， 令 記 者

難 以 發 問 ； 又

禁 止 攝 影 記 者

自 由 走 動 拍

攝，甚至以武力拉扯攝影記者。了解事實後，

吳文華對事件感到震驚及失望，表示會與全體

九十名保安員會面，確保他們能協助傳媒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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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評論員

蔡衍明向法院申請亞視清盤

港台公投九成反對政務官空降

立法會在十月下旬否決民主黨議員劉慧卿

動議，要求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亞視

誤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死訊的事件。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示，基於公眾關注及投

訴，廣管局會介入調查，包括王征在亞視管理

層擔當的角色，研究有否違反法例規定、業務

守則及牌照條款，因此立法會無必要成立委員

會調查，以免影響廣管局的工作。此外，亞視

因未能如期償還2300 萬元貸款，十月中被台灣

股東蔡衍明向法院申請清盤。月底亞視執行董

事盛品儒表示已清還該款項給蔡氏，希望可盡

快撤銷清盤申請。至於有周刊報道亞視因財困

曾申請7億元貸款，盛未有證實或否認，但亞視

投資者王征則指有關報道屬炒作。此外，有報

道指亞視在未申報下任命高級副總裁鄺凱迎為

「代總裁」，廣管就此報道向亞視查詢，對方

否認，後者已提醒亞視有任何董事及主要管理

人員變動時，須通報局方。

立法會資訊科技事務委員會十月下旬召開

特別會議討論鄧忍光當廣播處長安排。港台節

目製作人員工會在月中採「公投」形式，了解

五百名員工對政務官出任廣播處長兼總編輯看

法，結果在收回的309個回覆中，88%反對這次

任命，僅8%支持。另有22%建議採工業行動、

示威抗議。工會主席麥麗貞認為，結果反映政

府空降政務官當港台總編輯，已觸及員工底

線，工會要求政府當局交代鄧忍光任期，並即

重新啟動晉升程序，任命另一名擁有公共廣播

經驗的人出任廣播處長。而多名議員及港台員

工在會上重申鄧忍光缺乏廣播經驗，要求港府

撤回任命；鄧忍光則表示，了解員工對他的任

命有憂慮，強調自己作為港台總編輯，會堅守

港台約章，維持編輯自主。

香港數碼廣播更換主席

港台藝人內地演出限制

本港的數碼聲音廣播年底起至明年初已陸

續啟播，會提供十八條廿四小時廣播的數碼頻

道。四間負責的廣播機構十月中簽署數碼聲音

廣播系統網絡共用協議，共同營運和分攤使用

發射站的成本。而籌辦數載的「香港數碼廣

播」在即將正式開台之際，其主席位置卻幾度

換人，原先主席位置是持有24.77%股權的鄭經

翰，但其他股東擔心大班挖角及言論過激，於

是兩個月前由第二大股東東海聯合主席黃楚標

接任公司主席。但黃也不過是過渡性質，原來

各股東同意最後由李國章做公司主席，以淡化

商人管理的印象，不過因為李國章是李國寶胞

弟，而後者是電盈董事，此血緣關係觸及廣播

條例中有關跨媒體控制權的限制，所以電台先

要向廣管局申請豁免。

近年不少香港藝人北上掘金，但今年六月

起，各地衛視申請港、台藝人上綜藝節目的報

批非常困難，有傳聞是國家廣電總局欲限制

港、台藝人演出頻率。十月初，廣電總局發出

「限娛令」，內容卻未有提及限制外地藝人演

出，令港、台娛樂

界鬆一口氣，但有

業界指，限制台灣

藝人上內地衛視數

量現正在研究中，

明 年 仍 可 能 會 執

行。面對政策隨時

可能出現的改變，

港、台藝人亦要作

出部署，內地近年

網 絡 視 頻 平 台 興

起，限娛令有可能

成為新晉港台藝人

的發掘另一淘金出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