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傳媒記事簿 

           

採訪佔中及學運 站在新聞最前線的記者中伏 

海外傳媒高調報道香港公民抗命集會 

 

醞釀超過二年的佔中運動跟隨學界的罷課在九月底展開，示威人士佔據金鐘

政府總部外集會，警察在九月廿八日嘗試以武力清場，施放胡椒噴霧及催淚彈，

以驅散示威者，但站在新聞最前線的記者亦受混亂情況所波及。當晚有集會人士

衝入政總公民廣場，一名手持亞視「咪牌」的記者衝前採訪期間，遭警員推撞及

叉頸，雙方情緒激動。又有警員刻意推撞記者、阻鏡頭等；另一名《獨立媒體》

記者也在繫上記者證及表明身份的情況下亦被警員拉扯。亞視新聞部其後發表聲

明，對記者在採訪時受到警員粗暴對待，表示極度遺憾，要求警方切實保障記者

自由採訪的權利及安全。記協其後發表聲明，譴責警方向現場採訪的記者使用武

力，並且對此表示遺憾。 

 

除了本地媒體，現場亦有不少外國傳媒雲集，像美國有線新聞網的記者亦吃

了一記催淚彈，因此這次警方使用武力清場行動立即成為國際媒體報道焦點，歐

美多國、甚至東南亞國家亦關注事態發展，《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 、《英

國廣播公司》（BBC）、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等外國媒體及通訊社，將香港的

佔領行動稱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突顯示威者僅手持雨傘，

力抗警方胡椒噴霧及催淚氣體。日本

放送協會（NHK）則指，港人為尋求

民主選舉而發動大規模抗議活動，但

擔心抗議長期化將難免影響香港經

濟及市民生活；菲律賓《馬尼拉公報》

則以「社會人士展開不合作運動」為

題，在頭版刊載了佔中消息。 

 

《信報》財經專欄被指河蟹   

壹傳媒高層廉署助查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錢志健在《信報》撰寫了九年的專欄被叫停，他在九月初

召開記者會，質疑是出於政治打壓，與自己參與佔中及作為金融組負責人有關。



他表示在八月底才獲發電郵通知停止專欄，事前並無先兆。錢曾向總編輯郭艷明

及負責改版的編輯施純港查詢，但未獲回覆。他考慮稍後找《信報》創辦人林行

止夫婦商談另籌組一份新報紙。《信報》發聲明稱改版籌劃了兩個月，尊重作者

言論自由，傳媒也有編輯自主空間。此外，《信報》網

站月初亦證實，創辦人林行止夫婦悉數出售《信報》

股權予電盈主席李澤楷為委託人的離岸信託公司

Clermont Media Ltd，又指林會如常在《信報》撰寫專

欄。該報轉手已經八年，林氏夫婦見業務發展及運作

良好，決定把餘下股權一併轉讓，未有公佈售價。該

報總編輯表示易手後編輯方針保持不變。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二年間向多個泛民政團及議員秘密捐款，涉嫌

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一案。廉署在九月中旬要求黎智英其總部接受調查，而黎

智英的左右手，壹傳媒動畫商務總監 Mark Simon，以及工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

李卓人等，亦已先後受查。廉署指主要就早前取得的資料，向三人作進一步查問，

並要求對方提供更多資料，暫未正式拘捕三人，但不排除稍後會有進一步行動。

黎智英在廉署逗留超過兩小時，離開時遭大批記者包圍，但並無回應傳媒提問，

只表明會堅持爭取香港普選，以及繼續支持爭取普選的人。 

 

TVB 裁員五十人工會黑衫抗議  

廣播處長招聘程序正式展開 

 

電視廣播月中忽然宣佈裁員五十人，其中兒童組是重災區，裁撤了十名員工。

該公司聲明指今年首三季零售業銷售額下跌，影響廣告收入；盜版影響本地及海

外收費電視業務，以及新免費電視持牌人加入市場，令競爭加劇，故須藉裁員提

升效率，重整運作模式及節目資源。TVB 職員協會表示會在九月廿五日發起黑衣

行動，呼籲員工當日穿上黑衣，「哀悼」被炒

同事，同時向公司表達不滿，要求停止進一步

裁員行動。未幾，TVB 宣佈與微軟合作，將

MyTV 移植至後者新推出的 Xbox One 新機，提

供一體式家庭娛樂平台，滿足一家大小看電視、

看電影、聽歌、打機等需求。TVB 發言人指

MyTV 首次移植到電視遊戲機平台，Xbox 用家可利用 MyTV

目，及觀看高清翡翠台、J2 及互動新聞台 3 條免費電視直播頻道，希望藉此增加

收入來源。 

 

現任廣播處長鄧忍光任期將屆滿，副廣播處長戴健文無緣被升正，特區政府

在九月底刊登廣告公開招聘廣播處長，列明只需有十五年任高層經驗，或曾涉足

廣播傳媒業十五年等即可申請。港台工會批評不明白為何不循港台內部擢升，擔

心編輯自主會受壓。此外，由鄭經翰創立的網上電台 D100，因擅自轉播香港電



台的新聞簡報、經濟行情報道、交通消息及《晨早新聞天地》節目，早前被港台

入稟高院控告侵犯版權。案件月中在高院提訊時，與訟雙方律師向法庭表示達成

和解協議，D100 一方承認侵權，並答應向港台賠償六十萬元、在廿八日內

涉侵權的聲帶，以及支付港台的訟費。 

 

有線因合約問題引發暴力事件  

亞視續牌承諾投資 27 億 

 

一個青年因不滿終止有線寬頻服務後仍被追收六百元費用，經多番商討仍不

得要領，九月中持刀闖入有線電視大廈，要求見吳天海不

果，其後更斬傷保安等三人。警方落案控以一項傷人罪，

在荃灣法院提堂。事件觸動很多曾經有同樣遭遇的人，一

時成為全城熱話，有線亦立即作出回應，在網上服務中心

新增了一個網上終止服務的系統，讓同戶只需要在網上填

寫表格，辦理終止服務手續，按鍵後可三天內處理申請，

七日內會寄出確認信。 

 

亞視免費電視牌照將於明年十一月底屆滿，通訊事務管理局快完成審批亞視

的續牌申請，亞視被通訊局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提交補充資料，加上傳出可能

不獲續牌的消息，九月初亞視終向通訊局遞交 2016 至 2021 年，投資廿七億元資

金的承諾證明。亞視在其新聞報道及節目《ATV 焦點》中，強調對續牌充滿信心。

此外，香港足球總會舉辦的首屆港超聯將於九月中開鑼，但聯賽電視轉播權一直

未能落實。足總連同九間超聯球會代表，與兩免費電視台代表開會後，投票表決

將播映權交給亞視。據悉，亞視對此播映權志在必得，以收取約三百萬元及與球

會對分廣告費，獲大多數球會投票勝出，有關結果令亞視既有錢收，又可令其一

直被人詬病的本地製作有所增加。亞視又向足總和球會承諾，將會播放最少二十

場賽事，每隊最少直播一場，亦可按照球會要求，額外收費增加直播場次；賽事

主要安排在本港台及國際台播映，亦會在網上直播，其餘賽事亦會錄播。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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