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月傳媒記事簿  

      

 馬凱遊客身份訪港再次被拒入境  

 作家馬建大館講座進退失據疑似自我審查 

 

被入境處拒續簽證的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十一月中以旅客身份

抵港，遭入境處問話數小時後拒絕入境。正在香港訪問的英國外交部亞太事務國務大

臣Mark Field指，此事削弱了《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論和新聞自

由。香港外國記者會亦發表聲明表達「震驚和困惑」，要求特區政府解釋。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拒絕評論個案，僅重申入境處會考慮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並根據香港法律和

政策決定，外國記者會 17名前主席聯署去信特首林鄭月娥，嚴肅關注馬凱簽證被拒，

會否意味香港不再是傳媒能夠自由運作的國際城市。聯署信稱，今次事件讓人關注表

達及新聞自由受損，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的承諾亦受質疑。聯署信敦促特區就今

次馬凱被「變相驅逐（de facto expulsion）」提供全面解釋。香港大律師公會亦發表聲

明促政府解釋，以便公眾評估有關決定是否建基於充分、有力的理據。公會強調，特

區政府無解釋，公眾無法釋除疑慮，香港聲譽會因而受損。民主派 24名立法會議員亦

發表聯合聲明，抨擊特區政府拒絕馬凱入境，是進一步箝制新聞及言論自由。 

 

當馬凱被拒入境事件仍在發酵之際，又爆出另一宗疑似文學上的政治審查事件，

流亡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原應邀出席兩個國際文學節講座，並發表新書《中國夢》

分享會，但演講場地大館在講座舉行前兩天卻表明「不願

見到大館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突

然拒絕借場，被指是第二場地的南豐集團亦指，旗下的

The Annex 並非講座場地，令該兩個國際文學節講座不知

如何是好。事情在馬建獲准入境後有轉機，大館總監簡寧

天其後發聲明致歉，稱由於馬建公開稱是以小說家身份出

席活動，「無意借大館作為促進個人政治利益的平台」，故

重新允許提供場地，讓活動如期舉行。但這進退失據的動

作，教公眾對大館大失所望，令全城嘩然，文化界大為憤怒，到底是誰人施壓？還是

自我審查？總之它繼新聞記者馬凱被禁入境後，成為另一單引起國際關注的藝術醜聞。 

 

  最後一宗是「巴丟草展覽事件」。澳洲的華裔政治漫畫家巴丟草應邀在港展出他

的畫作，原定於 11月 3 日舉行，但因為畫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無法來港，三個主辦

的國際組織亦因受到「中國當局的威脅」而臨時取消，連畫展及視像分享環節都要腰

斬。本地的文化藝術工作者組成「文化同行」，發起聯署，反對因政治目的壓榨表達和

言論自由。自我審查似有漫延之勢，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月中在外國記者會（FCC）

以「香港是否處於彌留狀態」為名搞研討會，請時事評論員程翔、香港人權監察總幹

事羅沃啟等五人做講者。同樣一波三折，FCC 經理就要經董事會通過才可以開論壇，

令卿姐擔心成為「馬建第二」，不過最後都可以舉行。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 Florence 

De Changy、美國、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的駐港領事館均有派代表旁聽，多名與會者認

為，自馬凱事件，香港最大問題是無人再知政府「紅線」範圍，若以新聞和言論自由

作指標，香港其實正在死亡。 



 

 從記者到議員陳凱欣成功當選   

 文化影視界多位知名人士離世 

 

立法會九龍西地區議席在十一月下旬舉行補選，由記者出身的陳凱欣，在一眾建

制派元老加持下，勝出對手李卓人一萬三千多票。陳凱欣畢業於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中

文新聞系，其後在無綫電視任職記者，採訪醫療新聞。之後轉投 Now寬頻電視，在

2012年獲委任為食衛局政治助理，直至上屆政府任期屆滿後離任。之後出任慈善機構

好聲服務公司行政總裁，並曾獲九龍社團聯會委任為健康大使，陳過去並無地區服務

的經驗，首次參選即成功當選議員。選舉當日有疑似媒介介入的爭議，中聯辦間接持

有的《大公報》當天派員在九龍西多區免費派發《大公報》「精華版」，頭版以「欣欣

向榮，靠你一票」為題為陳凱欣催票，大篇幅宣傳其

政綱。有律師認為有關報章有宣傳成份，需列入選舉

經費，相反若有人未經授權進行選舉宣傳，或涉違反

相關選舉條例。法例列明，任何人若促使他人當選或

不當選的開支都屬選舉開支，均需申報。立法會前議

員何俊仁指，若有助選團派發拉票刊物，包括報章，

應屬於選舉活動及計入選舉經費，但若無法確定派發

者身分，則舉證上有困難。 

 

十一月分內有多名政治文化及影視界知名人士相繼離世，月初先有《明報》創辦

人查良鏞去世。《蘋果》前社長董橋形容金庸是「當代中國文化界獨一無二的風雲人物，

也許也是中國歷史上靠一枝筆成功影響幾代人的稀有傳媒人物。他創辦的報刊一紙風

行，統領 1949年之後兩岸三地憂國憂民的思想潮流，朝野注目。」查的喪禮擺滿國家

領導人、高官、富商及名人致輓的花牌，盡顯這位香港文豪的生死哀榮。月中，香港

電影大亨鄒文懷逝世，享年 91 歲。鄒 1970 年代創立嘉禾電影公司，與邵氏的角力更

成為家喻戶曉的影壇風雲。鄒文懷先後發掘了多位超級巨星，更把香港電影帶到荷李

活，成為華語影片「走出去」的先鋒，而且取得了亮麗成就。月底，政壇元老鍾士元

以 101歲高齡去世，政界齊表惋惜，稱「一個時代的終結」。當年中英談判，鍾士元率

團上京和鄧小平見面，而鍾士元稱自己是「代表兩局議員、代表香港民意」。他那個年

代，代表香港人面對中國仍然有發言權的時代。最後一個令人懷念的是命途多輾的藝

人藍潔英，十一月下旬被揭發猝逝家中，令公眾黯然神傷。 

 

 審計署批港台節目收視率低     

 消防處代言人「任何仁」城中熱話 

 

香港電台現有五條數碼地面及模擬電視頻道，其中兩條頻道「港台電視 31A」及

「港台電視 33A」，為兩年前接收亞視頻道所得。審計署審查今年首半年港台電視 31

及 31A的收視率報告，發現兩條頻道的平均收視率偏低，為 0.1點，即約六千四百名

觀眾。報告又指，即使在黃金時段，收視率仍屬偏低，今年六月的黃金時段平均收視

率為 0.2點，即一萬二千八百名觀眾。報告又指，兩個電視頻道的重播時數多，又經

常播放不受歡迎的「雜項內容」，如只不斷播放城市日常畫面片段的《漫電視》，削弱

頻道對觀眾的吸引力。報告又批評教育電視製作成本，十年間倍增至每小時一百五十

八萬元，但學校觀看時數持續減少，要求教育局及港台檢討教育電視製作路向。  

 

審計署提出五點建議，包括增加電視節目的製作時數、增加首播節目時數、制訂

重播節目策略、減少 31台非運作時數，以及豐富兩個頻道的雜項內容。廣播處長同意

建議，表示下年會增加首播節目時數，而 31台明年四月起將改為二十四小時運作，將



不再播放雜項內容。但 32台主要播放立法會會議和重要本地記者會，難以控制播放時

數和時間，在直播節目之間播放雜項內容在所難免。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趙善

恩表示，節目製作時數「翻一倍」，但製作人手沒有相應的加幅，即使政府增撥資源，

大部分資源亦撥至基建。對於收視率偏低，趙善恩表示，現時不少人收看節目的方式

有變，如使用流動應用程式、網上影片網站等，形容港台節目的網上點擊率「幾可觀」，

但審計報告沒有涵括相關數字。 

 

香港消防處宣傳其面書專頁，以穿藍衣角色的新代言人

「任何仁」為賣點，外形奇特，引起網民熱話，在搞笑之餘，

亦有效向市民傳達重要應急資訊。如其中一條由影星羅蘭主

演的網絡短片，片中一名外賣仔以為見到鬼受嚇暈倒，面書

教路任何人都可以用 CPR同 AED救外賣仔一命。透過短片

形式，教市民基本應急知識例如怎使用滅火筒外，又大唱教

曉心肺復甦法及自動心臟去顫法的「洗腦歌」。 研究指出人

們傾向接受幽默表達方式，以增加共鳴。幽默固有吸睛作用，

但更有助受眾記住背後帶出的信息。例如後來浸會大學學生

宿舍出現塵爆新聞，消防處亦立刻在面書圖文並茂的教育公眾如何處理類似危險。 

 

 有線寬頻又宣布供股    

 壹傳媒 4.6億售台蘋兩大樓  

 

十一月上旬，有線寬頻公布以公開發售形式供股，發行最多 63.45 億股，這是

易手僅一年多的有線第二度供股，比例為股東每持 1 股供 1 股，集資最多近 6.8 億元。

集團解釋，由於近年一直虧損，去年集資籌得的近 7 億元已消耗近七成。因此有需要

透過供股重整營運資金維持正常運作，爭取時間重組；並透露正評估成立伙伴企業或

出售虧損業務，以減少業務之現金流失。以新世界主席鄭家純及遠東發展主席邱達昌

為首的有線大股東永升亞洲，將出任這次供股包銷商，包銷最多 36.63 億股，假設其

他股東全部放棄供股，永升持股量將由目前約 43.2%，增至最多 72.1%。有線表示，

供股所得資金中，約 1.4 億元將用作資本支出、約 3.5 億元用作向獨立第三方外購節目

及製作節目，其餘約 1.71 億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在十一月上旬短暫停牌，涉及出售在台灣的物業資

產。壹傳媒其後發公布，與中國信託金融旗下台灣人壽保險訂立協議，出售台北兩幢

辦公大樓及 120個車位予後者，作價約 17.93億元新台幣（約 4.55億港元），交易後壹

傳媒將租回部分物業。公告指出，壹傳媒已把該物業為抵押，從王道商業銀行取得 10

億元新台幣（約 2.53億港元）的貸款融資。壹傳媒表示，將從出售事項收取約 4.43億

港元淨額，擬把約 2.53 億港元用於償付王道商業銀行的銀行貸款及塗銷該物業的押記；

約 1.01億港元用於償付一筆銀行貸款；及其餘約 8900萬港元用於一般營運資金。壹

傳媒十一月中公布截至 9月底止中期業績，期內收益為 6.6億元，按年下跌約 15%，

股東應佔虧損為 2.87億元，較去年同期 1.71億元擴大。每股基本虧損 11.3仙，不派中

期息。虧損主要由於市場情緒低迷及香港和台灣經濟增長疲弱導致廣告費用下跌，以

及對程序化網上廣告的全球趨勢快速增長。此外，客戶興趣由印刷刊物轉移至數碼媒

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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