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特 首 選 舉 報 章 報 道 ： 總 結 與

特首選舉過程令香港人大開眼界，對選舉報

道有更深刻的認識。在去年底傳出唐英年的

「感情缺失」，到了今年二月爆出梁振英的

「西九事件」，接著還有「僭建風波」和「江

湖飯局」，兩人在電視辯論中又涉及「行會洩

密」、「商台續牌」和「出動防暴隊」等言論

爭議。三月底投票結束，梁振英在首輪選委投

票中勝出，但一些事件爭端仍有後續，現時只

是暫告一段落。

在這些事件發生後，新聞傳媒自然爭相報

道，其中報紙因為有較多篇幅及對事件各有立

場看法，所以呈現出來的現象更令人感興趣。

而且隨著涉及兩位候選人的負面新聞不斷，他

們的民望如坐過山車，這些都反映在一些傳媒

贊助的民意調查結果之中。

本文的目的是展現過去三個月有關特首選

舉的報章報道，特別是著眼於三位候選人的正

面、中立和負面報道取向及走勢。此外，我們

將十九份香港報紙分為四個類別，看看不同類

別報紙的報道偏向有何異同。

筆者在上期的《傳媒透視》及3月21日的

《明報》寫過較早前的特首選舉報章報道。本

文則包括過去三個月的報道情況，並探討報章

報道和民意調查結果的關係，最後總結在這次

選戰報道中報紙的表現和不足之處。

本文的資料來自十九份報紙，日期由1月1

日至3月31日共十三星期，包括新聞版面中的

特首選舉新聞、評論及專欄，但不包括副刊、

娛樂等版面的相關內容。我們要特別感謝中文

大學修讀「新聞剖析」科目的六十五位同學，沒

有他們付出那麼多時間收集資料，我們不可能

有機會分析過萬條有關特首選舉的新聞標題。

三位候選人的報道偏向

在一月，唐英年的負面報道比梁振英多 (見

表一)。但在梁涉嫌在西九設計比賽漏報利益首

先在2月1日被報刊披露後，梁的負面報道連續

兩個星期反超前，直至唐英年的僭建事件在2月

13日曝光。僭建事件影響唐的報道取向極大，

成為個別候選人有最多負面報道的兩星期。

梁營涉及介入黑金政治於3月7日在雜誌曝

光，梁振英及唐英年均對有關報道作出回應澄

清。在事件曝光的星期，梁及唐的正面、中立

及負面報道數目相若，可見事件對候選人的影

響有限。但接下來的一星期，即3月16日傳媒

舉辦的特首選舉辯論時，梁的負面報道明顯比

唐的為多。唐英年在辯論中指控梁振英曾說使

用防暴隊對付廿三條示威者及縮短商台續牌，

對梁的報道取向於投票前一星期有些微負面影

響，同樣對唐也有些負面效果。到了投票後，

報紙對兩人的報道仍是以負面為主，但對梁則

在最後兩星期有點改善，而且有關報道較多。

泛民的何俊仁沒有捲入甚麼爭議事件或醜

聞，他所得的報道數量很少，而且持續是非常

負面的，相信與親中報章和其他一些報紙的取

態有關。

四種報紙的報道偏向

整體而言，大眾報、中產報、免費報、和

親中報的報道取態頗不相同。從表二可見，大

眾報和免費報都傾向負面。中產報以中立的報

道居多，但其負面標題比正面的多出超過一

倍。雖然選舉期間出現大量醜聞，但親中報對

梁和唐的報道仍然以中立和正面為主，但對何

就非常負面。

由於有農曆新年，在一月底各類報章的報

道都頗正面，但之後大量醜聞的出現，令四類

報章的負面新聞數目都攀升至高點。之後三類

報紙的負面報道雖然回落，但一直徘徊在四成

左右。親中報的負面報道最少，而且它們在選

舉後的一個星期，負面報道馬上暴跌，正面報

道上升。可能因為勝負已定，親中報要為候任

特首造勢和穩定建制局面。

從報紙標題可見，選舉前三個月的議題有

頗大分別。在一月和二月，香港政治和政策議

題佔了很多新聞篇幅。但關於政府和政黨的報

道在三月都比較少，而有關中聯辦、泛民和工

商界的報道明顯增多。對中聯辦和泛民的報道

變得更負面，可能是因為中聯辦被指干預特首

選情，而泛民則被指批評選舉制度和鼓吹流

選。報紙對商界的報道增加了，相信是因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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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討

媒關心親唐營的商界會否轉軚。

報道和民意的關係

 在過去三個月，有關候選人的報章報道和

他們的民望升跌，存在明顯的關係。圖一顯示

三位候選人每月的平均報道偏向 (正面報道和

負面報道百分比之差)。圖二是他們「出任特首

適合程度」的分數，資料來自中大傳播研究中

心所做的特首選舉追踨民意調查。

我們可見對梁振英的報道偏向從一月到三

月下跌了很多，他的民望評分也相應降低了。

唐英年的走勢呈V型，其報道偏向先暴跌後回

升；而其民望也同樣先降後稍回升。換言之，

梁、唐二人的報道偏向和民意走向相一致，雖

然兩者的相應幅度不同。何俊仁的報道偏向一

直向下，但其民望分數卻稍微向上，兩者的走

向相反。原因是儘管何俊仁沒有涉及醜聞，而

且他在兩次辯論中有不錯表現，有部分報章仍

不斷對他作負面報道，可以說這些報道是「對

人不對事」。何俊仁的良好辯論表現，為他贏

得一些口碑，所以其民意分數有些增長。

表一：香港報紙對三位候選人的報道傾向 (%)

1月 
1-7日

1月
8-14日

1月
15-21日

1月 
22-28日

1月29
日- 2月

4日

2月
5-11日

2月 
12-18日

2月 
19-25日

2月26
日-3月
3日

3月
4-10日

3月 
11-17日

3月 
18-24日

3月 
25-31日

總和

梁
振
英

正面 15 38 22 46 19 26 21 21 22 12 23 19 26 22

中立 42 39 62 39 49 29 44 31 26 43 24 38 32 37

負面 43 23 17 16 32 45 34 48 52 46 53 43 42 41

總數 (209) (142) (227) (83) (183) (249) (261) (228) (248) (371) (343) (501) (817) (3862)

唐
英
年

正面 18 30 19 40 23 26 10 13 21 12 24 15 15 17

中立 34 42 59 37 47 32 24 21 26 42 33 40 36 35

負面 48 27 22 23 31 42 66 66 53 46 43 45 49 48

總數 (178) (161) (275) (84) (154) (216) (565) (405) (186) (429) (232) (341) (184) (3410)

何
俊
仁

正面 22 13 0 25 9 16 16 20 14 9 13 8 15 15

中立 31 52 70 54 36 26 42 20 32 53 27 42 26 38

負面 47 35 30 21 55 58 42 60 54 38 60 50 59 47

總數 (68) (54) (10) (24) (22) (31) (50) (40) (28) (34) (30) (24) (27) (442)

所
有
新
聞

正面 19 22 22 25 19 25 13 15 17 12 19 18 22 18

中立 39 52 57 62 54 34 34 31 33 44 38 43 41 41

負面 42 26 20 13 27 41 53 54 50 44 44 40 37 41

總數 (375) (515) (477) (232) (431) (531) (1143) (1181) (853) (882) (1050) (1065) (1457) (10192)

表二：香港報紙對三位候選人的報道傾向 (%)

1月 
1-7日

1月 
8-14日

1月 
15-21日

1月 
22-28日

1月29
日- 2月

4日

2月
5-11日

2月
12-18日

2月
19-25日

2月26
日-3月
3日

3月
4-10日

3月
11-17日

3月
18-24日

3月
25-31日

總和

大
眾
報 

正面 19 10 16 20 11 20 8 12 13 9 19 18 19 15

中立 32 40 53 62 53 31 26 22 29 36 34 42 43 36

負面 49 51 32 17 36 49 67 66 58 56 48 40 38 50

總數 (124) (144) (154) (98) (154) (193) (431) (459) (328) (351) (311) (446) (534) (3727)

中
產
報

正面 17 21 23 19 21 25 12 14 15 11 14 14 14 16

中立 41 67 59 68 60 41 40 34 38 50 41 45 41 45

負面 42 12 18 14 20 33 48 53 47 38 44 41 45 39

總數 (144) (211) (158) (74) (126) (162) (339) (301) (209) (230) (350) (265) (412) (2981)

免
費
報

正面 18 17 25 33 17 20 11 12 17 17 16 14 13 15

中立 45 52 57 58 52 28 33 32 31 41 37 39 41 39

負面 37 32 18 8 31 53 56 56 52 42 48 47 46 46

總數 (38) (79) (77) (24) (71) (76) (180) (238) (186) (167) (225) (216) (292) (1869)

親
中
報

正面 24 49 32 42 34 40 26 28 32 16 31 30 56 34

中立 43 36 63 53 49 34 46 48 39 58 40 46 38 45

負面 34 15 6 6 16 26 28 24 29 26 29 23 6 22

總數 (68) (81) (88) (36) (80) (100) (190) (183) (130) (134) (164) (138) (219)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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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特首選舉中，候選人的言行動向被

傳媒廣泛報道評論，市民得到相關資訊並形成

意見，透過民意調查結果反映出來。候選人、

傳媒和民意之間有個互動過程，傳媒的報道有

凝聚和反映民意的功能，可能某程度上影響了

選情甚至選舉結果。有了這個互動機制，候選

人有壓力要回應民意走勢，做些相應的調整來

增加自己的當選機會。多個民意調查機構一同

參與，令大家做得更小心謹慎，使調查更公開

和結果更準確，也讓市民間接參與了這個選

舉，補充了小圈子投票制度的不足。

檢討報紙的報道表現

從上述的資料數據分析近月報章的特首選

舉報道表現，令大家都擔心它們是否真正做到

傳媒應有的角色。無疑各大報章用了很多人力

和資源來報道及評論這次選舉，但它們的表現

能否令人滿意？是否符合專業要求？有否改進

空間？

首先，報章的負面選舉新聞太多，政綱及

持平的評論不足。當然報道的偏向和發生事件

的性質有關，醜聞不斷就自然帶來負面報道。

但記者編輯們有否主動發掘一些對選委和市民

「有用」的候選人資訊 (如政綱)？比例上夠不

夠多？還是只是爭相追逐醜聞，單看材料的爆

炸性？

其次是事實與意見的混合。新聞界的傳統

智慧要求報道和評論分開，新聞要真實、客觀

和持平，評論可以有立場但要講理據。我們看

到這次選戰的一些新聞，報道和評論不分，不

少 新 聞 標 題 充 滿 傾 向 性 ， 尤 其 在 「 西 九 事

件」、「僭建風波」等事上，事實與意見互相

滲透，大家似乎看到的newspape r變成了

viewspaper。

第三，小部分報紙不單跟進醜聞事件，還

主動炒作甚至製造 (manufacture) 新聞，「揭

黑」變成「抹黑」。實際效果是有少數報章系

統地攻擊某候選人，或間接協助另一參選者。

有編輯在處理內容時抽起不合意的稿件，「潤

飾」人家的文章，編輯變成了「偏輯」。也有

報紙將醜聞主角美化，壞事當成好事來報道。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譚麗珊、鄧皓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這些傾斜式的新聞和作假的意見，在這次選舉

報道中屢見不鮮。

第四，香港新聞界強調編輯自主，由記者

和編輯作專業判斷去處理新聞。但在這次選舉

報道中，個別傳媒老闆的身影或明或暗，對所

屬報紙的報道和言論似乎有相當影響。現時的

傳媒都是由財團企業經營，老闆有不少其他生

意和政經利益考慮，編輯部的獨立自主並非必

然。

第五，不同類型的報紙向來表現有別，因

為它們要面對自己的目標讀者，因而各有風格

和立場取向。一些大眾化報紙走主觀煽情路

線，這不是為奇，但今次選舉中一些精英中產

報也不遑多讓，其立場偏向更甚於大眾報紙。

親中報紙在過程中對唐、梁兩人採取機械式的

中立平衡報道取向 (但對何則不同)，令大家印

象深刻。到了投票前一星期，它們的微妙立場

轉向，更成為了大家了解中央意旨的風向標，

也值得一記。

最後，上述這些報道特徵會引起甚麽反

應？其中一個不良後果是令市民不信任傳媒。

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在三月進行的調查，三分

二的市民認為選舉的負面新聞太多，六成人認

為候選人的政綱資訊太少。只有一成人覺得傳

媒的報道是客觀中肯，三分一市民表示傳媒報

道屬過分渲染。更嚴重的是，三成半的人覺得

沒有一份報紙值得信任。

這些數字值得業界檢討反省。期望新聞界

在下次選舉報道中，能有所警惕及加以改進，

不要辜負市民所託。大家也要對各傳媒有更多

了解和作出比較，監察它們的表現，令其成為

促進公民社會發展的健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