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傳媒記事簿         

 

 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傳媒採訪危機四伏 

 新聞自由公眾評分創六年新低 

 

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傳媒日後在內地採訪或會地雷處處，香港記者

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等十三個傳媒工會、組織及機構四月初發表聯署聲明，

反對當局修例，擔心帶來寒蟬效

應，威脅記者人身安全，形容新

例有如高懸於記者頭上的利刃。

參與聯署包括獨立評論人協會、

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以及

明報與壹傳媒工會等。聲明舉出

多個例子，包括 now新聞台記者

黃嘉瑜到四川欲採訪維權人士譚

作人案時，曾被當局以藏毒罪名

上門搜查四小時；香港政論雜誌

創辦人兼香港公民王健民被控行

賄判刑，拘禁期間被迫交代雜誌

撰稿人身份及報道消息來源等。記協主席楊健興強調，記者在修例後到內地採訪

的風險大增，心理壓力也會加劇，認為特區政府不應該將新聞工作者暴露於危險

下。 

 

香港記者協會四月中發表 2018年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以 100分滿分，

受訪市民對新聞自由評分為 45分，較 2017年下跌 2.1分，為指數設立六年以來

的新低；至於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的評分為 40.9分，與 2017年相若。是次民

調由記協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於今年一月分別以電話訪問 1003名

市民，及以問卷訪問 535名不同傳媒機構的新聞從業員。香港外國記者會前副主

席馬凱去年遭政府拒絕工作簽證續期，近七成受訪市民認為事件損害新聞自由，

新聞從業員認為事件有損新聞自由的比例更達 97%。記協認為公眾對新聞自由評

分倒退，是因中央的「紅線」已不再抽象，並反映在具體事件中，認為現時情況

已非「溫水煮蛙」，傳媒和公眾意識到事態並發聲反對，政府卻不作回應，令傳

媒和公眾都有無力感，擔心言論和新聞自由進一步惡化。 

 



「無國界記者」四月下旬公布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在全球 180個地

區中排行 73，較去年下跌 3位，並特別針對港府正計劃修訂《逃犯條例》表示

憂慮。該機構指出，由於有銅鑼灣書店事件先例，日後若中國政府可正式向香港

提出引渡要求，對記者構成直接威脅，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預計會進一步下跌。 

 

 壹傳媒業績惡化轉型收費模式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與港大脫鉤 

 

壹傳媒被廣告商封殺令廣告收益逐年下跌，但除了政治因素，網絡版本的市

場份額亦大量被 Google和 facebook等跨國企業所佔據。該集團雖多次摺書、裁

員、搞外判，甚至曾試圖將《壹週刊》賣盤，嘗試節流，卻墮入愈慳錢質量就越

差的惡性循環下。壹傳媒近月決定大膽直接將內容變成「會員限定」。並着手投

放資源於加強編採工作，例如調查報道，以及多做人物故事等。《蘋果日報》實

行會員制兩周，免費訂閱人數已突破 260萬人，但對比原先香港、美加每月合共

700萬的獨立非重返用戶人數，已大減超過一半，將來正式收費之時，很可能大

大削弱《蘋果》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蘋果》傾向以劃一價收費，但會考慮讓非

付費會員每月免費試讀一定數量文章，《壹週刊》和《飲食男女》則會另收訂閱

費，期望創造各自的生存空間。他稱《蘋果》對於付費會員數目沒有設定目標，

若然有 70至 80萬人願意留低，會是很好的開始。 

 

《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等媒體成功改行訂閱制，訂閱似是世界趨勢，

但轉型勢必有陣痛，包括訂戶數字較預期少而影響營運，香港傳統媒體中，《信

報》和《明報》雖有不同形式的網上訂閱，但依賴訂戶帶來收入始終不容易。訂

閱制度暫時仍未算成功。其實《蘋果日報》有其獨特位置，四月上旬更與前特首

開玩笑，事緣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近日每天在社交網站統計《蘋果日

報》的全版廣告，引來社民連主席吳文遠發起眾籌，在少於一天以內籌得十多萬，

在該報刊登全版廣告「問候梁振英」。廣告以簡體字寫上「支持梁振英擔任國家

主席」字句，又配上梁振英戴上紅星帽的改圖，立即令當天報紙賣個滿堂紅，臉

書洗版式評論，可以說令沉鬱的香港增加一些黑色幽默。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將與香港大學分道揚鑣，會脫離大學成為一所獨立新

機構，名為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五月初正式

營運。新的研究所將會由現任民意調查計劃

總監鍾庭耀帶領。鍾表示新機構會保留與現

時的研究方式，繼續秉持誠信與質素。過去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長期涉獵政治敏感議題，

包括 2013年接受「和平佔中」委託協辦商

討日，並為 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做民調。

但佔中後港大民研受政府機構委託的工作

量大減。學術界憂慮，鍾庭耀失去港大「招牌」，生意會更難，而部分對各政治



人物評分及香港人身份認同等調查，會否因欠缺資金而未能延續亦成為關注重

點。 

 

 「安心偷食」事件涉私隱問題 

 業界未達共識如何統計電視外收視 

 

《蘋果日報》月中獨家爆出「安心出軌」的車廂影片令全城哄動，有說《蘋

果》或成最大贏家。報道出街後，動新聞累積登記會員數目衝破 200萬，壹傳媒

股價更一度上升超過兩成，甚至觸動全港市民抽水大行動，小市民不斷改圖二次

創作，連政府部門及各大品牌都不甘後人。但坊間流傳傳媒用過百萬高價向的士

司機購買「出軌」片段，其社長張劍虹回指「絕無此事」。但有傳媒學者認為，

任何媒體不應用錢買料，即使法律上沒有限

制，亦違反傳媒操守及道德。有大律師指出，

由於司機拍攝的影片不是用作保安用途，已

有機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亦可

能觸犯有違公德罪，認為不能鼓勵人為了錢

和利益，而做出賣片這種行為。 

 

節目播放平台愈來愈多，有說法認為觀眾較少看傳統免費電視，但自去年起

負責收視調查工作的 CSM（中國廣視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最新數據顯示，在

平日及周末晚上的黃金時段，收看電視節目觀眾人數仍逾 352萬。隨着更多 OTT

（Over-the-Top）平台湧現，香港廣告商會（HK4As）媒體事務委員會主席盧嘉

慧表示，當電視業界與 CSM研究如何統計傳統電視以外收視時，已見更多廣告

商戶在 OTT平台投放廣告。這三個機構正就統計傳統電視以外的裝置及平台之

統計方法尋求共識。CSM香港董事總經理 Rolf Thomsen及香港廣告商會媒體事

務委員會主席盧嘉慧均表示，業界需要時間建立傳統電視之外的統計收視方式。

而在三家免費電視台之中，電視廣播的龍頭地位未有改變。 

 

 五項措施便利港片進入內地市場 

 有線寬頻集資方案獲通過 

 

香港影視界二十五人訪京團四月中分別與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中宣部、國家

電影局以及廣電總局等官員會面，

討論中央政府便利香港電影進入內

地市場的措施。中央相關部委較早

前同意推行五項便利香港電影業界

進入內地市場的措施，業界表示歡

迎，包括放寬審批香港藝人到內地

商業演出、加快影視作品審核以及

釐清稅務安排等，以及香港人參與內地電影業製作不作數量限制，以及對內地與



香港合拍片在演員比例及內地元素上不作限制等，而業界又建議只於粵港澳大灣

區上映的廣東話電影，只於大灣區內審批，以加快審批進度，廣電總局表示會考

慮；而中宣部和廣電總局又鼓勵香港演藝界多拍攝具「香港味道」的電影，讓中

國電影和港產片最終可以攜手衝出國際。 

 

有線寬頻去年曾提供股方案但遭否決，該公司今年初再推「四供三」供股集

資新計畫，四月底舉行股東大會，獲得百分之九十七獨立股東投票支持通過。有

線寬頻運營總監梁淑儀於股東會後見傳媒時坦言，公司已考慮過其他集資方案，

惟供股是最好的選擇。對於未來會否再有供股安排，梁淑儀表示不予置評，僅稱

冀公司可盡快扭虧。另外，有線寬頻此前宣布裁員一百零二人，梁淑儀回應，當

一家公司處於虧損階段，「裁員永遠是一個選項」，不過公司暫未有新一輪裁員計

畫。有線主席邱達昌在一個專訪後表示，有線未來會通過電訊方面發展 5G，智

能家居及進軍大灣三方面開拓業務。 

 

此外，now TV四月中推出全新 STEM學習組合，加強現有兒童內容，now TV

定位是家庭娛樂，新計畫主要針對 6至 12歲小朋友，提供娛樂及教育兼備的內

容，而市場上較少同類型產品。電訊盈科媒體集團董事總經理李凱怡表示，冀新

計畫有助吸納新客，同時吸引現有客戶升級計畫，從而拉高每月每戶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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