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傳媒記事簿  

 

 有線寬頻股權變動方案正式揭盅宣布新投資者  

 商經局四月底批准再次延期回覆 

一直尋求買家的有線寬頻終於找到白武士襄助，四月下旬有線宣布新投資者為永升

（亞洲），由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直接及間接持股逾四成半，

令鄭成為有線新大股東，原大股東九倉將淡出。 有線透過供股及

將債務資本化等一系列交易，將會取得逾七億元新資金，以及削

減了三億元債務，等同財務狀況改善了十億元。 有線同時在港交

所網站公布其股權重組計劃。有線將會進行大比例供股，每三股

供五股，集資七億零四百萬元。供股價為兩毫一仙，較有線收市

價六毫一仙，大幅折讓近六成六。連串交易安排下，永升最多將會取得有線近五成八股權，

視乎幾多有線股東願意供股，債務資本化以及股份分派的具體安排而定。股權易手的交易

能否落實，還有待有線獨立股東批准。有線表示，將會在五月底之前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議

決上述交易。但整項供股注資計劃需時，永升指最快要在九 月才告完成，同時其會暫緩

處理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直至注資有線有結果為止。 

由於股權重組需時，有線隨即向政府申請，將回覆收費電視牌照的續期限期，延長

至五月三十一日。行政會議去年批准有線收費電視牌照續期十二年，有線原需於三月中回

覆是否續牌，但獲批准延後至四月底，政府在四月底再次批准其延遲回覆期限，至現有牌

照到期日，以便其於五月尾召開股東大會。 政府表示，考慮到若有線注資方案獲股東通

過，對其續牌起關鍵作用，認為有線今次的情況特殊，延後回覆期限合理可取，但亦強調

有線須盡快公布應變方案，以釋除公眾疑慮。 

永升入股有線前股權結構亦有變。中資背景的聯想控股旗下弘毅資本董事長趙令歡

及富力地產董事長李思廉則分別持股 14%及 16%，即「紅色資本」佔有線實際股權為

16.2%。令人擔心有線新聞的自由度會否受壓， 邱達昌在記者會中表示會尊重新聞自由及

編輯自主， 但表示希望有線未來能重點發展財經新聞。 

 

 端傳媒爆裁員顯網媒困境   

 通訊局換屆前主席有話說 

網上新聞媒體「端傳媒」四月初表示，因未能找到新投資者及現有資金不足，決定

大幅裁員，據報道，有員工已收到一 個月離職通知。 「端傳媒」早前傳出會把 90 名員工



裁減至 20 人，每個部門會剩下一至兩名員工繼續運作。有員工感到可惜，認為「端傳媒」

給予他們廣闊的寫作空間，過去兩年的工作可探索不同有趣題材，但員工對裁員一事已有

心理準備。 「端傳媒」在兩年前創立，當時在業內惹起關注，

主要是創辦者有別於一般初創媒體營運方式，聘用條件較高，

而且租用市值不菲的寫字樓。而網站啟動後口碑不俗，認為版

面設計清新，內容具備水平。 在媒體間形象偏向高端，相對不

夠大眾化， 令其內容難以在社交網絡「瘋傳」。 有評論認為

網媒競爭激烈， 單靠廣告市場支持不足夠， 而選擇太多讀者

亦未能消化得到， 但有評論認為「端傳媒」欠缺有效的商業模式。 像「傳真社」亦不是

社交網絡的寵兒，讀者群亦相對狹窄，但它能夠藉口碑，打動有心人捐獻營運資金。而

「端傳媒」僅靠注資來維持，廣告和商業合作極少。可能這是它專注做好內容的選擇；但

若忽略建立有效的商業模式，便容易陷入經營危機。 

 政府三月底公布行政長官委任王桂壎為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接替先後服務

前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和通訊局行將卸任的何沛謙。王桂壎的任期由 2017 年

4 月 1 日起為期兩年。同時又宣布委任五位通訊局新成員，分別是熊運信、羅盛慕嫻、

盧瑞盛、鄧國斌和徐岩教授，同樣為期二年, 四位現任成員，分別為雷紹麟、伍清華、

司徒耀煒博士和黃冠文，亦再被委任，為期一年。 

已卸任的通訊事務管理局前主席何沛謙月初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中，重提行

政會議於 2013 年拒絕批准向香港電視網絡發出免費電視牌照，指當年對發牌「三揀二」

的決定感到驚奇，他明白對於牌照申請的評估，各方或有不同結論，令他失望的不止於政

府沒採納通訊局的建議，更在於政府發牌決定的解釋不足。政府當時面對社會很多疑問，

但除了提出循序漸進、已考慮顧問分析等等說法較可取外，根本看不到實質理據何在，其

解釋無法讓市民滿意。 

 

 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創新低   

 本地新聞自由指數卻回升 

無國界記者月底公布 2017 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在全球 180 個國家地區當中，香

港排名至第 73 位，較上一年下跌四位，創下至 2002 年有紀錄以來的新低。報告在有關

香港的章節，以《一國兩制步入完結？》為題，指出香港媒體的獨立性正被削弱，傳媒愈

來愈難以報道有關港府或大陸的敏感新聞，媒體需要抵抗的北京壓力亦日益增加。無國界

記者的報告點名指出，中資企業如阿里巴巴收購《南華早報》，情況令人不安。而最為敢

言的傳媒如《蘋果日報》等，旗下記者卻遭到內地黨員暴力對待。 

此外，亦因香港的新聞自由惡化，無國界記者月初決定將亞洲的辦事處設於台北。

總部位於巴黎的無國界記者原先希望將其亞洲辦事處設在香港，最後沒有選擇香港，是因

為此地「對他們的實體和活動缺乏法律上的確定性」，擔心在那裡的工作人員有可能受到

監視。而台灣相對是兩岸三地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地方。 

香港記者協會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 1 月 11 至 17 日電話訪問 1010 名市民，

並於 1 月 14 日至 2 月 10 日，向傳媒從業員派發問卷並收回 465 份，四月初公布這項名為



2016 年「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公眾及業界評分分別錄

得 48 及 39.4 分，較前年分別微升了 0.6 及 1.2 分，均是自

2013 年統計指數以來首次回升，有學者認為或與行政長官梁

振英不連任有關；記協主席岑倚蘭認為，指數回升或與網媒

增加令言論多元化有關，但指數仍處於不合格水平，難以令

人放心。岑又提醒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已簽署《新聞自由約章》，促請對方於任內落實《資

訊自由法》及《檔案法》承諾，以及開放網媒採取政府活動。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有驚喜   

 港視網購定單增長理想 

第 36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在四月上旬舉行， 今年的典禮一洗過去頹風， 令

人眼前一亮， 難怪輿論好評如潮。 鄭中基開場歌舞充滿大騷格局， 又唱又跳， 串燒港

產片經典場面， 以多個電視屏幕作背景亦顯得高端前衛， 無論是司儀講稿、嘉賓表現、

得獎感言等，都恰如其份，有體面有格調，熱熱閙閙的，令人

刮目相看。有評論指這個頒獎禮結合老中青三代的威力，在獎

項的候選名單和得獎者中更加明顯。今年新導演之多前所未見，

較優異之作也多出現在候選名單中，如《樹大招風》、《一念

無明》、《幸運是我》和《點五步》等，在社會上獲得認同之

餘，更成功登上金像獎的頒獎台。更可喜的，是這班亮麗的電

影新人，作品取得口碑的背後，是獲得一班早已「上岸」的資

深電影人大力扶持。雖然港產片市道低迷，但前景仍未至悲觀。 

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表示, HKTVmall 定單增長理想，現時每日接獲約 3000 張定單，

按年升 3 倍。每張定單平均消費 630 元，升 20%。海怡半島的實體店營業額 2 個月以來卻

由剛開店的 30 萬急升至 130 萬。目標是將每月營業額提升至 300 萬元，並以實體店作宣

傳效用，刺激網上購物平台的交易量。此外，還會在青衣及將軍澳興建自動化物流設備，

預計最快今年七或八月落成。 

電視廣播副主席黎瑞剛旗下華人文化四月中宣布，入股全球最大經理人公司美國

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黎瑞剛更將出任董事。CAA 及華人文化還將建立合資公

司 CAA 中國，擬在現時業務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中美跨境藝人經理人業務，拓展在電影、

電視、現場娛樂、體育、活動行銷等業務布局。該公司更將於中國娛樂業尋求收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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