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月傳媒記事簿       

 

 有線裁員近百人新聞部大地震   

 管理層承諾未來兩年不裁員減薪編採方針不變 

 

有線寬頻十二月初以控制成本為由裁員近百人， 該公司發聲明指，裁員屬架構

調整，疫情下以「開源節流」、「覓求新機遇」和「控制成本」的方式維持競爭力。其

中新聞部更是重災區，要裁減 40名員工，其中屢獲獎項以偵查報道著稱的專題組《新

聞刺針》甚至整組被裁，包括全組

3名記者、港聞、財經組等記者、

主播，以及攝影師和剪片等不同崗

位員工。管理層缺乏準則的裁員方

式引起員工怒憤，導致有線中國組

10名員工總辭，港聞 16名編採員

工辭職明志，批評高層「一手摧毀

有線新聞部」。財經、體育組及編

輯組主管亦罕有團結遞信離職，令

有線新聞部頓時流失大量人才。 

 

自永升和新世界發展 2017年接手有線後，員工由大約 2,000人減至現時的

1,300人，但鮮見如此規模及爭議手法的裁員，港聞部一下子走了六成員工，試問管理

層如何繼續保持新聞部的製作質素呢？事件導致有線訂戶群情洶湧，網絡上一片

「Cut台」之聲，訂戶指有線電視新聞台服務有重大改變，嚴重影響服務，有線未有

事前書面通知，可能違反合約、《電訊服務合約實務守則》及《商品說明條例》，呼籲

有線客戶不論是否滿約，均致電要求終止合約，或可迫使有線回應。 

 

為安撫公眾不滿情緒，有線新聞管理層兩日後發表聲明，向有線新聞部員工作

出承諾，稱未來兩年新聞部不會再進行裁員計劃，亦不會減薪，並重新檢視各人的職

級及薪酬安排；新聞的編採方針亦維持不變。由於離職人數比預期多，曾掌管亞視新

聞部的陳興昌，十二月下旬宣布找來亞視舊部入有線，包括曾任亞視駐廣州記者、中

央電視台駐港記者的史可為，以及現職鳳凰衛視的陳國揚。其中史可為將會主管有線

中國組。 

 

 黎智英再度還押再訊  辭任壹傳媒董事會主席執董  

 無國界記者頒發特別新聞自由獎表揚黎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欺詐及《港區國安法》中「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一度遭還押，十二月下旬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獲准以非常苛刻的條



件保釋外出，為首宗涉國安法獲

批保釋的案件。國安法指定法官、

高院法官李運騰月底頒下判辭理

由書，認為控方就黎的兩項控罪

證據未見很強，而黎提出的保釋

條件亦足夠令法庭相信，他在保

釋期間不會干犯危害國家安全或

其他罪行及潛逃風險低。至於律

政司就黎智英獲保釋的決定向終

審法院提出上訴，案件訂於大除

夕處理上訴許可申請，要求法庭在上終院頒布上訴裁決前將黎智英再度還押。終審法

院三位法官批出上訴許可，黎智英即時還押至明年 2月 1日再訊。 

 

其後， 壹傳媒公布，黎智英辭任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以便有更多時間處理

個人事務，現任非執行董事葉一堅已獲委任為新一任主席。就終審法院處理律政司就

黎可保釋的上訴，官媒《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在 12月 26日發表題為「批准黎智英

保釋，對香港法治傷害太深」的「人民銳評」，質疑不應讓黎保釋，又稱按港區國安法

第 55條，案件可由駐港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即可把黎送內地審理。 

 

黎智英仍在還押期間，十二月初獲無國界記者頒發特別獎，以表揚他對捍衞新

聞自由的貢獻，適逢他 73歲生日，仍然還押的他無法親身領獎，由兒子黎崇恩代領。

黎智英在預錄的影片中呼籲傳媒關注香港、繼續為香港發聲，指「各位的聲援是我們

的救贖」。無國界記者 12月 8日在台舉辦「2020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獎頒獎典禮」。

在獨立獎、勇氣獎、影響力獎之外，今年設立特別獎。RSF指，香港新聞自由面對的

政治壓力與日俱增，評審團希望向黎智英表達支持，因為黎所創立的媒體，是香港少

數仍然敢於公開批評政府的媒體。 

 

 記協覆核警方妨礙採訪敗訴 

 通訊局裁央視紀錄片投訴不成立  

 

記者協會早前就警方未能配合甚至妨礙傳媒採訪，入稟申請司法覆核。高等法

院法官在十二月下旬頒下判辭裁定記協敗訴。法官稱此案有合理爭議空間，但記協對

警隊提出的指控涉事實裁斷，不宜透過覆核處理，涉事記者應循民事途徑索償，並強

調法庭今次沒裁定警方有否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要判斷警方違法否，須透過

民事訴訟全面調查。記協主席楊健興表示對結果失望和沮喪，需時研究上訴否。對於

法庭建議記者民事索償，楊說每宗個案涉不同記者和媒體，未清楚多少人會提民事索

償。楊認為民事索償有一定困難，以去年「6．12金鐘事件」為例，即使有片段顯示

警方向記者身處的位置發射橡膠子彈，但未知子彈從哪個方向飛來，未必能找到涉事

警員身分。而警方則歡迎裁決，稱一直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採訪權利，亦明白記者要

在現場採訪拍攝；警隊會續在不影響警方行動效率前提下，盡量配合傳媒採訪工作。 

 

今年五月本港三間電視台播出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拍攝的反修例紀錄片《另一

個香港》，節目稱教協支持中學生宣揚港獨，又指教協煽動學界到維園示威。及後教協

向通訊局投訴節目失實，反駁指教協及其副會長葉建源已多次公開表示不贊成港獨；

又指去年八月發起的教師遊行沒直接聯絡學生出席，而遊行地點是遮打花園，並非維



園。 通訊局十二月中回覆

教協，指由於外購或轉播節

目不大可能以香港觀眾為對

象，要求本地廣播機構確保

非本地製作節目內容完全符

合本港規管要求，「並不合

理亦不切實際」。局方又稱，

外購或轉播節目，能讓本地

觀眾知悉世界其他地方的不

同觀點，「對真實題材外購節目內容作出重大的編輯修改，會嚴重削弱節目的完整性」，

而局方認為涉事節目提供內地對本港去年社會事件的普遍看法。 教協認為通訊局錯誤

理解《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對裁決感非常遺憾，又指裁定將嚴重影響外

購節目的質素和通訊局的監管責任，認為局方應覆檢裁定，作具說明力的裁決，免招

雙重標準的批評。 

 

 印刷商追千萬申請《都市日報》清盤    

 HKTVmall廣告疫巿加價最多逾 6倍 

 

媒介市道低迷，不同傳媒都有相應行動，新傳媒集團月底表示，基於業務調整，

《東方新地》、《新假期》及《新Monday》周刊將於 2021年 1月 1日起停止印刷實體

版雜誌及電子版訂閱，集中投放更多資源於網上發展，但未有回應有否就停刊作出裁

員等開源節流的安排。 

 

星島新聞集團十二月下旬向全體員工發通告，表示因疫情重創本港經濟及各行

各業，對媒體行業的打擊極大，管理層估計經濟環境短期內難以改善，為確保集團長

遠穩健，要求員工暫時放無薪假期，措施由 2021年起，為期 3個月，每名員工每月須

放 4天無薪假期。人事部將發函至各受影響員工，一切按勞工條例處理；各主管須知

會同事，敦促他們回覆通函及同意放無薪假期的安排。 

 

電視廣播過往在年底都會有加薪及花紅消息，但今年總裁李寶安向員工發內部

信，指自去年社會運動起，公司面對不少困難，又預期本港明年經濟仍面對很多挑戰，

指「無可避免要凍結薪金和年終花紅」，並致力保障同事毋須下調薪酬或要放無薪假，

呼籲員工共度時艱。此外，陳國強於年初把其持有 TVB大股東 Young Lion Holdings 

Limited（YLH）的股份轉讓予工程師徐敬，隨著通訊事務管理局八月批准股權結構變

動，TVB宣布委任徐敬出任董事局非執行董事，12月 2日起生效，董事袍金每年 26

萬元。 

 

去年因財困賣盤、目前已暫停派發的免費

報章《都市日報》，仍欠債欠薪消息不斷，今年

更先後遭印刷商及港鐵追討欠款，金額近 1,500

萬元。相關印刷商十二月中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將

經營《都市日報》的公司清盤，案件 2021年 3

月 10日聆訊。是次呈請由超企印刷及傳訊有限

公司提出。超企今年三月曾入稟向香港都市出版

有限公司追討 1,188萬元印刷費及利息。此外，



港鐵今年七月亦入稟指控《都市日報》自去年三月起拖欠在港鐵車站派發報紙的授權

費，每月逾 70萬元，扣除 600萬元按金後，尚欠 311萬元未付。 

 

  疫情下廣告市場備受打擊，電視廣播早前低調宣布，明年廣告劈價吸客，但失

落免費電視牌照的王維基旗下港視，明年廣告卻大幅加價。疫情下， HKTVmall平台

使用者數量大增，於十一月手機 App每月活躍用戶已升至近 144 萬人，按年增長約七

成，成為集團吸納廣告的契機，HKTVmall近期加大力度在自家平台吸納廣告，其手

機程式、網頁及電郵廣告價格明年大幅加價，加幅達 16%至 73%不等，其中在只播放

一天、播放 15秒才可關閉的全頁影片廣告，價格更超過 18 萬元，集團已成立一個專

責推廣數碼廣告隊伍，向非現有平台加盟商戶推廣。 

 

網購流行，香港寬頻於十一月中推出自家網購平台 HOME+，當中以不設立上

架費吸引商戶，只收取分成。更推出多項的激賞迎新優惠吸納會員，HOME+執行主席

楊主光強調，無意和 HKTVmall直接競爭，反而期望可擴大香港整體網購市場比例。

HOME+以薄利多銷方針經營，並提到會與小商戶和社企商議分成比例，幫助他們營運，

預期平台一年後能達至盈利。 

 

梁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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