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傳媒記事簿  

 
 新城電台有員工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特區政府刊登廣告 公開招聘廣播處長職位 

 

新城電台知訊台執行總監程凱欣在七月下旬初步確診新冠肺炎，新城發出內部

通知，表示有員工初步確診，黃埔辦公室需關閉消毒，全台暫停運作，全部新城員工

即時撤離，以自動化電腦運作播歌，直至清潔消毒完成，才決定回復正常廣播。通訊

事務管理局指出，今年三月要求各廣播機

構及主要電訊營辦商，因應疫情制定及實

施應變計劃，會要求新城提交今次事件資

料及應變計劃實施情況，並按機制處理。

疫情問題令傳播機構大為緊張，港台機構

傳訊總監伍曼儀表示，會由七月最後那個

星期開始，一、二、五及普通話台夜晚時

段已進行聯播，亦分 A、B team工作。商

台對外事務部亦表示，七月下旬至八月二

日暫停接待傳媒到電台採訪，所有人必須

量體溫及戴口罩。由於有確診歌手早前進

入確診將軍澳電視廣播城，TVB七月最後一個周日及周一封城消毒，並安排有接觸過

兩人的職藝員到醫院接受檢測。 

 

目前，港台與特區政府之間缺乏互信，警方在七月中宣布，會結束同港台合作

拍攝了 47年的《警訊》，表示要調撥資源、加強資訊發布。而警隊亦感謝港台多年來

的支持同協助，為宣揚防罪信息及促進警民關係作出貢獻。與此同時，為檢討香港電

台的管治及管理而成立的專責小組亦於七月中展開運作，預計需要六個月完成檢討工

作，並指派發展局主任（工務）特別職務丁葉燕薇擔任主任，成員包括港台助理廣播

處長張健華，以及來自行政主任、庫務會計師和管理參議主任等職系的現職公務員，

或退休後服務合約僱員。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關注，丁葉燕薇不具傳媒及新聞

方面經驗，質疑她是否有足夠判斷力及會否作出「客觀」檢視，促請當局讓員方代表

加入小組，以反映製作實況及前線員工聲音。 

 

特區政府在七月底刊登廣告公開招聘廣播處長職位，入職條件與六年前招聘的

條件相若。但在港台面對政府連番整頓下，令人擔心下一任廣播處長會否由有中方背

景的媒介人士出任。而更令港台內部擔心的，是上月忽然以健康理由辭職的副廣播處

長陳敏娟，在八月初便開始離職前休假，但距離陳話別港台尚餘只有約一星期，當局

仍未宣布她的繼任人選，惹來港台內部揣測。港台中人眾說紛紜，估計此二把手之位

由外人空降接掌，抑或由現任員工從內部晉升。 



       
 

 再有外國記者未獲簽證留港    

 中美角力影響香港為亞洲新聞中心    

 

美國《紐約時報》透露，旗下資深中國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於七月中

在工作簽證到期後、被港府拒絕續批許可。52歲的儲百亮是資深駐華記者，關注新疆

人權議題，曾於二月往武漢採訪新冠疫情，在五月被內地拒絕續簽而離京。直至七月

初，香港入境事務處也拒絕他在香港的工作簽證申請。總部在於美國的國際組織「保

護記者委員會」就此事發聲明，促請港府收回決定，批評港府做法破壞香港賴以成功

的資訊自由。 

 

《紐約時報》不久宣佈將數碼新聞業務撤出香港，搬到南韓首爾，因港版國安

法「令新聞機構感不安」，亦製造了不明朗狀況。《紐時》認為，過去數十年來，香港

一直吸引不少英語新聞機構到當地設立亞洲總部，原因是對外國公司保持開放、毗鄰

中國，而且沒有任何特別的審查限制，然而自港版國安法通過落實，自由已不一樣。

如今《紐時》部份員工在香港申請工作許可時卻遇障礙。在轉移數碼新聞業務過程，

香港會裁減約三分一員工。在港版國安法陰霾下，香港作為亞洲新聞中心的地位或受

到動搖。目前除了《紐時》外，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法新社、美國《華爾街

日報》、英國《金融時報》及彭博通訊社都有在港設地區總部並聘用大量員工，消息指

它們暫未有計劃撤出香港。中國外交部拒評《紐時》將數碼新聞業務撤出香港的消息，

只表示在港版國安法下，傳媒只要守法就不用擔心。 

 

 《港區國安法》七月起實施   

 新聞自由到危急存亡之秋 

 

記協七月初公布 2020年度言論自由年

報，主席楊健興指出，過去一年，香港受反修

例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及《港區國安法》三重

衝擊，其中以國安法對傳媒機構和新聞工作者

帶來的挑戰尤甚，形容香港新聞自由已到危急

存亡之秋，他從未遭遇過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

形容種種衝擊令傳媒「透不過氣來」。 隨著國

安法生效，記協擔心新聞工作者自我審查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嚴重，有傳媒反映對新法

的憂慮，例如可否訪問前港督彭定康、偵查警員僭建會否引發市民對警方憎恨，從而

觸犯有關法例，亦擔心條文賦予警方權力秘密截聽記者通訊，影響傳媒保密承諾。 警

方過往要求報館或記者交出新聞資料，須先向法院提出申請，惟按《港區國安法》實

施細則，警方或可直接要求新聞工作者交出資料，有關條文細則不受司法覆核挑戰，

直言情況失去制衡，擔心當局日後會利用維護國家安全之名箝制傳媒，包括推出官方

記者證發牌制度等。 

 

言猶在耳，七月底已有政府官員表示國家有意管理本地傳媒。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成員兼保安局長李家超月底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稱，將參考外國對媒體的管理

制度及懲治方法，不排除立法監管傳媒，特別是「一些公開宣揚『港獨』的媒體，會

搜集證據打擊」。記協發聲明回應，國安法已有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條文，適用所有人，



無必要額外規管媒體，又要求李家超交代何謂宣揚港獨的媒體，避免有媒體誤觸地雷。 

 

此外，警方七月下旬去信香港記者協會，就 6宗涉嫌不實報道或有違記者操守

的事件，向記協的操守委員會投訴。投訴的事件於今年五至七月期間發生，均涉及網

媒記者行為，包括有未成年學生被安排到衝突現場參與採訪、有記者於直播期間涉嫌

對女警作冒犯評論，及記者疑騷擾便衣警員執行職務等。 記協主席楊健興表示，警方

提及的事件缺乏細節及投訴方向，如信中提及有媒體安排學生到混亂現場採訪，涉罔

顧學生記者安全，惟警方未指明是投訴學生行為抑或該傳媒機構。記協已去信警方要

求提供事件詳情及在場警員聯絡方法，望取得第一身資料跟進。 

 

 

 通訊局批准電盈削投資額兩成    

 何柱國減持星島 17% 套現 2.25億  

 

疫情影響本地經濟，通訊局七月下旬宣布，明白廣播機構經營困難，故批准電

訊盈科旗下收費電視 now TV 2015至 2021年的六年投資計劃的總投資額，下調至

181.52億元，較原計劃減少 22.9%即 54億元，當中主要涉及節目投資及營運開支。根

據原有計劃，電盈媒體需要向 now TV在 2015至 2021年 6年內共投資 235.48億元，

當中 11億元為資本投資，用於發展、提升和保養基礎設施和傳送設備，另外 224.48

億元用於節目投資和其他營運開支。與新規劃比較，資本開支僅減少約 1億元，而節

目投資及其他營運開支則削減近 53億元。 

 
此外，通訊局早前亦接獲十六宗投訴，指翡翠台去年九月十四日晚播出的《香

港唱好演唱會》中詳細介紹食肆、酒店等優惠，等同廣告材料及直接推銷或建議使用

該等產品或服務，以及該節目過分展示、強調及∕或不斷稱讚被識別為該節目的產品

贊助商，包括某龜苓膏品牌、某餅家及某網上購物平台，有關表達手法屬直接推銷或

建議使用該等產品或服務。通訊局在七月下旬裁定有關 TVB違反《電視廣告守則》中

「不得直接推銷或建議使用」規定的投訴成立，決定向 TVB發出勸喻，敦促其嚴格遵

守《守則》的相關條文。 

 



星島新聞集團月中公布，於七月十六日由何柱國全資擁有的 Luckman Trading 

Limited已與一家獨立配售代理完成配售協議。前者已同意出售其現有 1.5億股星島股

份予若干獨立投資者，每股配售股份價為 1.5元。配售完成後，何柱國間接持有星島

股權由 4.26億股，減至 2.76億股，由 48.5%減少至 31.43%，仍為星島控股股東。星島

去年底公布，何柱國正與對集團有興趣的潛在買家洽商出售股權事宜。集團七月初表

示，由於疫情導致業務與政府活動受阻，需要比原定預期更多的時間以取得監管機構

批准，預期將於七月底獲告知監管機構的批准結果。 

 

有線寬頻去年虧損 3.97 億元，主席邱達昌月初出席股東會後曾稱，永升入主後，

今年是有線過去七年來首次連續三至四個月錄得正現金流，反映公司已站穩陣腳，一

度刺激該股爆升。雖然有線電視仍在蝕錢，僅藉寬頻等業務每年賺一億多元補貼電視

業務的虧蝕，邱達昌表示電視業務長遠有需要轉型。 

 

 

梁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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