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傳媒記事簿  

 

 政府花數百萬海外報章賣廣告宣傳香港       

 反修例公眾投訴 1.5萬宗無綫佔九成 

 

特首林鄭月娥九月初雖宣佈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但示威

未有平息，政商界的廣告文宣戰未有停止，港府花費數百萬元公帑於海

外登廣告宣傳香港。在九月中分別於澳洲《澳洲金融評論報》及日本

《日本經濟新聞》刊登全版廣告，指大眾看到關於香港的事件，只是

「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拼圖中的其中一塊」，稱特區政府決

心達致和平、理性及合理的解決方法，希望和平理性討論。政府又於廣

告內重申，會堅決支持「一國兩制」，港人將繼續享有和平示威權利，

但表明不容許以暴力手段解決目前挑戰。 

 

通訊事務管理局月底發布新聞公報，透露自 6月中至今因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示

威或事件，收到 1.5 萬宗公眾投訴，涉及不同廣播機構的多個節目。投訴中九成涉及電視廣播，

其次為商台（佔 5%）以及香港電台（約佔 2%）。主要認為節目內容偏頗、失實或有誤導之

嫌。另外，通訊局裁定「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 Auspicious Colour Limited在未經通

訊局批准下，由 2015年 6月 29日至 2019年 5月 26日及由 2016年 3月 18日至 2019年 5

月 26日兩次改動股權及擁有權結構，違反非本地電視牌照條件第 10.1條的規定。通訊局決定

向 AC發出強烈勸喻，促其嚴格遵守相關牌照條件。 

 

記協月底發聲明指，在本月 21日晚元朗示威期間，一名男子在現場進行拍攝，經記者多

番查詢，該男子展示了一份聲稱由政府發出的記者證，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徽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字樣，記協對此表示關注，促請政府新聞處從速澄

清；又提到警方近期多次提及有疑似假記者，要求警方嚴肅處理這事件，以保障前線記者與警

員安全。政府發言人稱，本港沒有官方機構統一發放記者證，所有獲邀出席政府公開採訪的傳

媒代表，均須出示由所屬機構發出的記者證；政府官員也會直接致電機構以核實記者身份。 

       

 兩記者協會促警停言語肢體暴力  

 《蘋果》懸紅 50萬元輯襲記者兇徒     

 

連串示威行動對記者的暴力情況持續，國慶前灣仔示威活動中有印尼籍女記者右眼受 

 

 



 

 

 

傷，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九月初一個周六晚上，警方在旺角始創中心外拘捕示威者，記者

配合警員指示退到十米外，並走上行人路；突然有兩名「速龍小隊」警員向在場記者施放胡椒

噴劑，至少 9 名記者被直接射中。香港記協聲明指出，在場警員沒有展示委任證或編號，令受

傷記者投訴無門；而警方傳媒聯絡隊態度惡劣，未有做好協調工作。 

 

綜合多宗警方的暴力行為， 香港記者協會及攝影記者協會曾在九月中召開聯合記招，

呼籲政府責成警隊，停止對記者的肢體和言語暴力。記協指出，由六月至今共接獲 42 宗投訴，

涉及採訪反修例示威時，記者遭警方不禮貌對待及阻撓攝

影等，其中 27宗已轉交監警會。記協主席楊健興表示，

自六月初前線警員多次以強光射向記者，妨礙拍攝；後來

更出現直接向記者發射胡椒噴霧，用「黑記」等字眼辱罵

記者，以及懷疑記者身份等。他又提到，8．31港鐵太子

站事件、有臥底警員拘捕示威者及 7．21元朗站襲擊等，

若無記者在場，這些事件可能不會曝光。警察公共關係科

總警司謝振中回應，警方不會亦無意抹黑記協或任何記者，

亦不會作出無根據的指控，強調從來沒有指摘真正專業的

記者違法或「搶犯」。 

 

據《蘋果日報》報道，該報一名女記者九月廿五日晚上下班後，與一名親友在秀茂坪

食肆用膳時，被 4名戴黃色頭盔及口罩的黑衣大漢拳打腳踢，二人全身多處受傷。施襲者後

來逃去，臨走前提到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名字。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強烈譴責兇徒暴行，

促警方嚴正追查，將兇徒繩之於法。黎智英事後強調《蘋果》會堅守立場，繼續與全港市民一

條心。該報後來懸紅 50 萬元，呼籲巿民提供線索。記協憂慮事件是對新聞及言論自由的挑釁，

圖令記者噤聲，對此表示憤怒。 

 

 網民發起撐港台反港台運動   

 港台中彈司機向盧偉聰索償 

 

香港電台在這場運動中成為政治角力的磨心，九月中 HKG報與幫港出聲攜手發起十萬簽

名檢舉港台，撥亂反正，改邪歸正，希望取回香港人的

話語權，差不多同一時間，來自黃絲群組又發起：「全

力支持香港電台，一直秉持編輯自主，新聞節目不偏不

倚，不為政府喉舌，不受商業影響，但為市民發聲。」

呼籲港台之友簽名撐港台，目標十五萬人。一場香港市

民簽名戰，撐港台還是反港台，從中可見民意。香港電

台新聞被視為專業，不會弄虛作假，純屬以事論事，但

建制派中人對港台一直有不少意見，認為香港電台未有為政府服務，而歷任特首亦抑制港台發

展，僅提供有限的資源。一場反送中運動，香港電台充分發揮作為公共廣播的角色，贏得市民

的信任。 

 



 

 

警方九月下旬在旺角清場時，多次阻撓傳媒拍攝，其中香港電台攝影師被一名防暴警員

粗暴推撞，後者用強光照射攝影師，又拍打攝影機鏡頭及推攝影師頭部。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

員工會強烈譴責警方行為，並促請警方停止侵害新聞自由。而 6.12金鐘衝突中，一名受聘香

港電台的外判司機在協助採訪工作期間，遭催淚彈射中頭，身體嚴重受傷。他在九月中入稟區

域法院向警務處索償。原告在金鐘中信大廈對出龍匯道北行線協助採訪工作，其間頭部遭警方

發射的催淚彈襲中，即時失去知覺倒地。及後送往瑪麗醫院急救，身體受嚴重傷害。他當時已

經穿上反光衣表明記者身份，認為事故是由於涉案警員疏忽職責、或執勤時未有履行其謹慎責

任所致；而涉案警員隸屬警隊，由盧偉聰負責管理和指示，故此向盧索償。 

除了港台以外，商台亦收到支持建制者投訴，批評商台主持潘小濤，在電台節目中叫人

破壞港鐵同跳閘，商台聲明指網上流傳潘小濤在十號的《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節目內，提到

「我哋有畀錢坐地鐵，點解唔可以破壞」，又呼籲市民「坐地鐵可以跳閘，免費搭地鐵」，有

不少人留言攻擊潘小濤，批評他濫用大氣電波，用誇張失實歪理誤導市民，荼毒年輕人。但當

日潘在節目中完全沒有這樣說，後來商台嚴正聲明否認，有關指摘完全沒有事實基礎，對有人

惡意中傷深表遺憾，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收費新聞網站為行業帶來機會    

 黎瑞剛入股 TVB重審獲批 

 

一百多天的社會運動對本地傳媒生態造成很大衝擊，傳統媒介形容為傳媒寒冬，但亦

有網絡媒體冒起。在網絡發達下，現場直播不再是電視專利，新聞同時也可以用文字及直播方

式進行。由於市況混亂，廣告投放大跌，對傳統媒體影響極大。但有新聞網媒在這個時候推出

收費計畫，九月份開始推出月費五十元。業界對這個計劃相

當關注。《蘋果》剛開始收費的網站，客戶有八十萬以上，

每月收入可觀。但近月新聞吸引力大，未來客戶數目會是上

升抑或下跌，還需時間觀察。不過，至少令到收費模式燃點

起希望。新聞是高質素資訊，採集的成本也昂貴。新聞媒體

改為走回收費模式，媒體本身的內容質素非常重要，在免費

報紙大行其道下，收費報紙必須有清晰定位和獨特內容。收

費新聞網站為行業帶來機會，但要成功前路仍然是漫長。 

 

電視廣播捲入反修例示威浪潮，有網民杯葛在 TVB賣廣告的商戶，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

九月下旬在個人 Facebook貼文表示，完成今年 TVB的廣告合約後，明年廣告策略會更謹慎，

似乎暗示考慮停止在 TVB落廣告。王在帖文說：「傲慢的性格和離地的無知，令香港人經歷

前所未有的痛苦、把香港由『購物天堂』打壓成『血浴戰場』，很多朋友 3個月沒有一晚睡

好。」他續稱：「公司不可以因政見不同，而解僱員合約」、「商業夥伴不可以因政見不同，

而毀掉合約合同。」他透露與 TVB已簽訂今年廣告合約，訂下最少支付的廣告費水平，下半

年餘額為數百萬元，明言不能毀約，更預告 10月起將在 TVB播放新一輪 HKTV mall的廣告，

但明年廣告策略會更小心決定。 

 

 



 

 

 

電視廣播前年遭證監會質疑「中國梅鐸」黎瑞剛為實質大股東，通訊局審視 TVB股權架 

構後表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 TVB違反《廣播條例》，並重新批准 TVB兩宗股權變動申請。

TVB於 2015年、2016年分別向通訊局提出兩宗股權變動申請，涉及股東 Young Lion 

Holdings的股權變動，交易完成後，黎瑞剛控制的華人文化持有 YLH 32%有表決權股份及

84.6%無表決權股份。當時通訊局基於陳國強控制 YLH 超過 50%有表決權股份，通過了申請。

TVB於前年提出回購計劃，卻遭證監會質疑其股權架構並轉介通訊局，通訊局其後重新檢視兩

宗申請是否違反《廣播條例》有關「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或「受限制表決控制人」的條文。

通訊局最新在審視結果文件中指，根據 YLH董事之間的「理解及常規」，是由陳國強領導董

事局決定 YLH所持 TVB股份行使表決權；同時，雖然黎瑞剛合共持有 YLH 79%股份，可就提

名董事等決定行使否決權，但不構成《廣播條例》所界定的其對 TVB行使控制權。由於有關

人士已落實執行所需的措施，通訊局決定撤銷當初給予的批准，但同時批准 TVB就 2015年及

2016年股權變動重新提交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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