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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傳媒記事簿

香港言論自由名揚天下　

南方傳媒楊健空降任中聯辦副主任

六月中，香港再次成為全球焦點，美前中

情局職員斯諾登，在香港揭露美國政府秘密監

控民眾和全球多個國家地區通訊情況，令美國

政府和情報部門十分狼狽，港美關係空前緊

張。但此場外交風波卻令香港曝光率大增，斯

諾登解釋選擇香港作為「爆料」地點，是因為

「香港是出名自由的地方，有很強的言論自由

傳統。」而他選擇英國《衞報》和香港的《南華

早報》揭發美國的罪行，也揭發了美國連新聞

自由也失守，因為不會有媒體敢揭發事件，甚

至認為媒體早已給國安局和中情局滲透。而這

次事件更凸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無論在言論自

由及司法獨立上的獨特性。

國務院在六月下旬公布一系列人事任命，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健，一如

早前預測，出任中聯辦副主任，主管宣傳工

作。曾任港澳辦副主任的徐澤，在澳門中聯辦

擔任了九年副主任後，亦獲再次任命為港澳辦

副主任。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分析指，徐澤以往

調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是平調，今次調回也只

是平調安排，他重任此位可謂駕輕就熟。而楊

主要負責宣傳工作，是接任以往負責宣傳和政

制工作、現已升任澳門中聯辦主任的李剛之

位。港府其中一項的重點工作是政改諮詢，但

楊健作為副主任的角色只是執行附和性的作

用，不會就政改的決定有任何影響。

月內多宗傳媒遇襲事件	

港傳媒內地受壓個案增加

六月份先後出現幾宗暴力威脅傳媒的事

件 ， 先 是《 陽 光 時 務 週 刊 》董 事 長 陳 平 在

「六四」前夕，下班時遇到兩名男子襲擊，陳

相信與敏感的「六四」事件有關，他發表聲明

譴責暴力流氓行為，要求警方盡快緝拿兇徒。

另幾宗暴力事件與壹傳媒有關：月中，壹傳媒

主席黎智英大宅遭汽車撞閘，以及一輛運送

《蘋果日報》的貨車遭縱火燒毀報紙，月底一

輛的士經過將軍澳壹傳媒大樓時，又拋出一把

菜刀，十日內接連三宗針對壹傳媒的暴力事

件，警方將合併調查。黎智英相信，事件與

七一遊行有關。另一方面，《爽報》早前揭發有

商人從垃圾箱執拾廢棄膠樽，再注入果汁轉售

予中環高級餐廳，刊出後食環署已向有關人士

檢控。不過，揭發事件的記者再到中環採訪期

間，竟被人報復襲擊，造成多處受傷。《爽

報》對打人行為強烈譴責。

除本地以外，香港傳媒亦面對國內採訪的

壓力，六四前夕，傳出中共向香港傳媒施壓事

件。無綫電視六月三日晚間新聞報道，兩名北

京公安人員突然到訪該台新聞部駐北京辦事

處，邀請該台記者「談話」，更將記者帶到居住

小區的管理處，「提醒」他們拍攝及採訪前，要

向相關單位申請。now 及有線電視的駐京辦公

室也有公安上門，但未有帶走記者。而多名駐

京記者前往天安門廣場採訪升旗禮時，亦遭公

安聲稱例行抽查，扣起眾人回鄉證，不讓各人

進入廣場或離開，又要記者刪去手機內的影片

和相片。香港記者協會批評公安做法明顯希望

限制採訪。此外，香港電台《鏗鏘集》的記者

及攝影師，六月下旬於江西採訪期間，一度被

當地公安帶返派出所扣留約四小時及一小時後

安全獲釋，可見港傳媒在內地工作的限制逐步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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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干預影響編輯自主爭議

記者淪為檢控工具無綫被狠批

六月有另外兩宗在行內引起爭議的事件，

先是 now 財經台鬧出干預編輯自主醜聞，該台

利用互動民調的內容砌成「毋忘六四」四字。

其管理層對事

件勃然大怒，

now TV 其後

發出聲明，表

明 會 處 分「 錯

失 」職 員 。 多

名立法會議員

認為，有關職

員只是表達港人對「六四」的關注，斥責 now

高層粗暴干預編輯自主。另一方面，香港電台

亦公布最新的人事變動，現任電台總監周偉材

接替退休的張文新，獲升為電台部的助理處

長，立即「坐正」，相反電視部的施永遠至今仍

是署任，儼被雪藏；而周的電台總監位置則由

以往並無電台經驗的廖麗怡接任，這些安排都

難免引起揣測，令港台員工及行內議論紛紛。

社運人士古思堯及社民連成員馬雲祺於去

年四月初涉嫌企圖焚燒區旗，案件六月初開

審。警方罕有向無綫索取新聞錄影帶副本，更

要求記者出庭作供，現職無綫新聞部助理採訪

主任的何永康，於宣誓作供前指出，他以無綫

新聞首席記者身份採訪該次遊行活動，事後獲

警方要求協助調查，及後他收到法庭傳票，要

他到庭作供。他擔心其作供會對現職新聞機構

和新聞界的專業操守造成負面影響，以及新聞

從業員的角色，由公正獨立採訪的記者，變相

成參與案件，令業界的專業獨立性會受質疑，

故要求豁免作供，惟法官拒絕其要求。其後記

協發聲明，批評警方對新聞自由尊重不足、亦

對無綫要求記者向警方作供表示遺憾。記協

指，一九八九年警方曾要求無綫和亞視就一宗

警民衝突交出影帶，卻被新聞部堅拒。廿三年

後警方做法變本加厲，無綫亦今不如昔，擔心

記者會淪為檢控工具。

免費電視發牌申請者齊表態　

逾半市民認為傳媒批評中央有顧忌

免費電視牌照爭奪戰變化複雜，繼九倉有

線電視及無綫上月表示支持新牌照延至二○

一五年與兩家現有免費電視台的續牌一併處理

後，now 母公司電盈電視及新媒體業務董事總

經理李凱怡在六月中亦表明，支持新牌照延至

二○一五年才處理，換言之，只有表現進取的

香港電視一家，希望盡快取得免費電視牌照播

放節目，形成三對一的格局。為了加強宣傳，

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更於早前在網絡率先播放

劇集《警界線》足本第一集，網上反應熱烈，

他希望打出民意牌，催促

政府早日發牌。其後王維

基又對傳媒表示，該公司

資金充裕，有信心足夠營

運至少十年。

香港大學民意調查在今年五月底，以隨機

抽樣電話訪問約千人，六月初公布「市民對香

港新聞傳媒的評價」報告，市民對新聞自由的

滿意率，維持在 53%，與去年十月的調查相

若；但發現傳媒整體公信力的評分，較半年前

下跌 0.15 分至 6.01 分，是 2007 年 10 月以後

的新低，另有逾五成人認為傳媒批評中央時有

顧忌，較半年前高四個百分點。有學者認為公

信力評分下降，或與個別電子傳媒在報道反 

國教科、「六四」事件出現偏頗，引起市民不滿 

有關。

月初，市場傳出擁有本港鐵路獨家派報權

的免費報紙《都市日報》準備賣盤，多間傳媒

集團都有問津，其中以《南華早報》出價較進

取，另一個競爭者為由利福集團董事總經理劉

鑾鴻、以及《星島》主席何柱國及行政總裁盧

永雄組成的財團。此外，六月底亦是多間傳媒

公布業績時間，《成報》、壹傳媒均錄得虧蝕，

而《經濟日報》亦盈利倒退，唯《晴報》廣告收

入增加，可見報紙面對的經營壓力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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