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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候转变下的香港传媒 

作者： 杨健兴  

关键词： 香港传媒┊阅读：293次┊ 

刚结束的香港报业公会一年一度最佳新闻颁奖礼，带出香港传媒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两大挑战。行政长官董建华在颁奖礼

上重申，政府将改变施政作风，加强与市民沟通。他指出新闻界是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向市民传达政府的讯

息，解释政府的施政理念，又能向政府反映市民的需要，政府会与传媒加强沟通，也希望傅媒可促进社会的凝聚力。在

政府推出新问责制下，政府与传媒间将出现新的互动关系，传媒如何响应新政治运作、文化所带来的微妙变化？ 

另方面，今年的全年大奖由《明报》的「走近沙尘暴」系列报导夺得，也颇具象征意义，正如报业公会主席李祖泽所

言，香港传媒视野已跨出香港。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香港与广东一体化加速进行，

港府与中央研究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安排，北上寻找商机工作成为社会潮流，香港与内地关系也势将出现重大及深远

的变化，香港传媒如何定位，如何报导大陆新闻，也将成为传媒的新课题。 

传媒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在任何自由社会，政府与传媒关系往往既有合作，也有对立分歧。政府希望透过传媒，争取民意支持政策，减低社会对

政府的批评。传媒作为监察政府的「第四权」，有责任揭示政府失误、政策混乱和领导无方。在香港，行政主导政府缺

乏民众授权，立法机关非全部由普选产生，加上民众的社会意识提高，政治诉求更强烈，传媒工作者有强烈意识发挥监

督政府角色。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施政上连番失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传媒工作者更意识到监察政府角色的重

要性。 

特首及不少高官与行政会议成员则认为传媒未能将政府讯息全面正确地告诉市民，个别传媒更被认为是与政府对着干。

过去几年，政府主动提出成立法定机构，处理市民对新闻机构侵犯私隐投诉，其后又建议加强规管报章色情不雅内容，

引起报章强烈反对，部份人士深信董建华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千方百计打击传媒，加上悬在头上一把刀——基本法二十

三条，政府与传媒关系充斥着互相猜疑和不信任。 

对比九九年四月时出席另一个报业公会场合的发言，董特首在今年新闻奖致辞时，不再谈传媒的市场取向、社会责任，

只强调与新闻界加强沟通。法律改革委员会对侵犯私隐的咨询报告一再拖延，针对色情不雅内容的建议也似是无疾而

终，都反映到虽然社会上对传媒操守、煽情及不雅内容仍有强烈不满，政府却不愿意再挑起争端，令传媒关系再次出现

紧张。 

董特首领导下的新铁三角中，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和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均锐意加强与传媒沟通。出身银行家的梁锦松主动

证实传媒报导有关他与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正在「拍拖」的做法，以及在港大校园镜头前面大展歌喉，唱出在预算案内

引述的《狮子山下》电视节目主题歌曲部份，与传统不强调个人色彩的公务员文化可谓大相径庭。 

问责制下的部长毫无疑问也需各施各法，利用各自公关队伍，主动争取曝光，加强与传媒沟通；从正面看，高官主动透

过传媒，解释政策，响应社会批评，有助政策顺利推行。从负面看，解释政策争取舆论支持，与选择性地发放讯息和操

控民意只是一线之隔；强调以成绩为本的管治文化下，对反对意见的容忍将会减少，在强势主动的高官问责制下，反对

者要争取舆论、媒介报导势将更困难。面对政治生态、文化和游戏规则的大转变下，媒介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既要

维持与权力核心的良好工作关系，更重要是坚持传媒独立客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对传媒将是一重大挑战。 

中港一体化下的香港传媒 

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二零零一年向新闻从业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对比一九九六年的同类调查，本地报章的政治

倾向趋向模糊。以十分最高计，《苹果日报》被视为最「亲港」，得分6.51，亚洲电视被视为最「亲中」，得分为

4.54，最「亲港」与最「亲中」之间，相差是1.97分；九六年调查的同类数字是4.65分。中大学者结论为「亲港」与

「亲中」之间差别愈来愈小，两种概念不一定互相排斥。 

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急速下滑，整个大陆经济却持续发展。二零零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北京成功夺得二零零八年

奥运主办权、中国足球队取得六月世界杯决赛资格，都改变社会对大陆的整体观感。不少人主观和客观上都认同总理朱

镕基所说的「中国经济好，香港经济坏不了」的说法，社会上对大陆观感的渐趋正面，这种转变充份反映在传媒的报导

上。 

过去一两年间本地传媒一窝蜂地报导上海的飞跃发展、内地企业与香港争人才、港人北上创业、西部大开发，以至赞赏

澳门清晰的经济发展定位，每每突显香港的沉沦不振，整体来说，是对大陆发展过分乐观，对香港发展过分悲观。 

其实大陆七九年实施政革开放至今只是廿多年，整体政治社会制度透明度仍然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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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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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和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组建、成立（已

成立的子公司有“东方明珠出租汽车公

司”，即将成立的子公司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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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上，角色逐渐重要。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估计大陆要五十年才能赶上香港的经济水平，

但近一、两年间，不少分析估计部份城市，例如上海，大概不用二三十年，已能赶上香港。较为肯定的是，由于双方政

府政策倾斜，中港两地经济上的融合交往将全面加快。去年中央政府也正式批准本地传媒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可预见中

央对本地传媒在内地采访活动的各种限制，将逐步有限度放松。 

从总理朱镕基对香港传媒形容他为「赤字总理」的耿耿于怀，也看到香港传媒在大陆与世界接轨过程中，仍具有的独特

作用。内地不但能透过本地传媒了解外间对大陆发展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从香港的独特角度，看内地的各方面发展。

要保持这种独特的角色，本地传媒在加强报导内地发展、中港融合、两地社会文化生活时，需要保留有香港特色、香港

角度的优势，既要跳出西方的意识形态枷锁和傲慢偏见，摒除文化差异与地域距离；亦要超越民族感情，放下百多年分

治的历史包袱，消除长久以来对内地社会、大陆人民的歧视态度，从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角度出发，客观如实，不偏不

倚地报导内地消息和转变中的两地关系。这些对长期将眼光只放在香港的本地传媒工作者，将是另一项巨大的挑战。 

充份发挥「第四权」角色 

回归前，本地和海外社会对香港九七后能否享有新闻自由持有不同看法，其中以悲观为多。九七后，社会普遍认为本地

传媒仍相当自由，甚至有人觉得是过分自由。香港过去成功之道与新闻自由有莫大关系，社会各界维持对新闻自由的高

度关注，是确保新闻自由的重要因素。 

自由空间为传媒充份发挥监察政府功能创造优良客观环境，同样重要的是，新闻界不甘于只要求自己满足片面狭义的

「读者口味」，而是认真思考在大气候、小气候转变中的香港，如何真正扮演「第四权」的角色？ 

■杨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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