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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主导传媒现象 

作者： 杨区丽洁  

关键词： 公关┊阅读：429次┊ 

香港的传媒生态，恐怕世上独一无二。从商业层面看，本地媒体市场可以说是世界各地其中最自由开放的一个，也最具

竞争性；生意上创意无穷，亦是全彩色报刊的先驱者。但是，商业上的自由，并未带来真正的新闻自由。极度的商业化

导致读者和观众缺乏真正的选择，内容缺乏多元化，小众口味利益不被关注。正如李欧梵教授所言，本地媒介为“最低

贱的共通点”服务，缺乏公共性（见《传媒透视》二零零二年二月刊）。采访报导新闻道德每况愈下，部份大报甚至催

生黄色、赌波风气，渲染自杀、暴力，令人痛心。  

在这个扭曲的传媒生态下，近年兴起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公关主导的新闻。  

公关和传媒从来是互动的，两者在社会上各自发挥重要沟通功能，只要取得平衡，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本地媒体

的剧烈商业竞争，加上一些值得商榷的公关手法，似乎已令媒体生态失却平衡。  

公关与传媒应有的平衡  

公共关系有其重要社会功能。美国公关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对此作以下的定义：“公共关系一种独特的管理功能，可协助

建立及维持一个机构与其大众间的相互传播、了解、接受，与合作的管道……并以研究工作，及健全与合乎道德的传播

技能作为其主要工具。” 

政府、营利或非营利机构、政治或公众人物运用公关策略，可以更有效地向公众传递讯息，既能增加透明度和公众知情

权，又有利与公众建立长远和谐关系。透过媒体向公众“销售”正面讯息和形象，当然是其中主要策略。  

公关人想“Sell”的，新闻媒体不一定要“Buy”，更不一定要被利用。拥有第四权的新闻从业员，在报导或评论时候，

绝对有权以新闻专业角度和新闻道德价值判断应否报导、如何报导。理论上，公关和传媒良性的互动，两者的平衡能促

进整个社会的沟通和谐，以及增强监察当权者和大机构的表现。  

相反，公关和传媒互动恶性的另一极端，就是贪污，以贿赂传媒手段制造新闻舆论，这种情况今天在内地颇为常见；又

或用其它手段公器私用，令新闻传媒变成某人某机构的宣传机器，有目的地引导民意。  

公关手法层出不穷  

今天的香港传媒生态，贪污情况相信不严重，却距离良性互动越来越远。  

近年，由娱乐、财经，以至政治新闻编采方面的公关和传媒互动，都有点过头。  

娱乐界一向有制造新闻的传统，可以说是运用公关技巧的先行者，娱乐记者也乐于奉陪。最近更有娱乐集团进军畅销周

刊，关系千丝万缕。然而，娱乐新闻的编采，主要涉及个别业界利益，公关和传媒互动失去平衡，所牵涉的公共利益层

面也是局限的。商界和政界新闻的公共性就重要多了。  

一方面，政府、政党和大机构眼中的本地传媒非常可怕，一则负面的头条足以鼓动全港民意去批评反对某人某事。因

此，政府和大机构越来越注重公关，花更多的资源和精神，公关手段更层出不穷。  

约近十年，公关专业在香港发展很快，不单成为很多年轻人希望投身的行业，更是许多记者传媒人转职的热门之选。无

论机构内的幕后公关大员或是公关顾问，甚至一些高官和和大机构掌舵人本身就是公关圣手。他们都充份掌握香港传媒

的运作，了解本地记者写故事的“交货”压力，知道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标题去吸引读者。财团更充份利用他们作为广告

商的优势。  

现在，大财团大机构向个别传媒高层吹风的风气越来越盛，饭局也多；以独家消息诱之，不能说是贿赂吧，但界限变得

模糊了。为了维持关系，为了广告不受影响，传媒写故事时总以较正面友善的角度出发。这种独家“放料”手法比新闻

发布会或公告所有传媒的演示文稿会，更加能先发制人，更加有效影响财经新闻报导的角度。而投资者，尤其是小投资

者，往往就是只靠分析报纸传媒消息决定投资。  

政府运用民意策略  

向个别传媒独家“放料”或独家访问这招数，政府已用了很久。回归前后，最大的改变是“放风”的传媒对象不同，从

亲殖民地政府报纸转到亲中央亲特区政府传媒。  

五年来，特区政府的政治公关发展非常迅速。在资源方面，特首和高官的新闻秘书，人数增加，级别升格。从前港督的

新闻统筹秘书是Ｄ４Ｄ５，现在是Ｄ８。从前一位Ｄ２新闻秘书协助两位司长，现在是两位新闻秘书。高官问责制后，

每一位局长都有自己的新闻秘书。不单是专责公关的官员多了，其实，每一个政策局工作的公务员都在响应传媒上花很

多时间。继立法局之后，传媒已经成为特区官员最花资源精神应付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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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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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实践接轨，提出很多中国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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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的公关手法也层出不穷。  

首先，政府比以往更多以不透露名字方式向传媒吹风，有时候放料的官员甚至是最高层决策人。这很可能是放气球刺探

民意的手法。本地传媒一般都应其要求，以“接近政府高层消息”方式报导。这种不透露名字处理手法，在美国等地，

传媒只会在特殊情况，尤其是需要保护消息来源才会用。但香港的前线记者，却感到是没有选择之下协助放气球。  

传媒爱震撼性消息和煽动性言论。争取民意支持人大释法时候，便拋出“一百六十八万”人合资格拥有居港权，这个不

能证实的数字，提出针对新移民言论。这种近乎制造公敌以争取民意支持政策的手法，反复用于控制综援支出和最近公

务员薪酬等问题；可见这民意策略并不是个别官员喜好。  

传媒爱名人感性花边新闻。个人感性专访，甚至爱情公关也都出笼了。  

如何互动应反思  

既然认清一些带有目的的公关手法，传媒报导时，应该照单全收，一窝蜂追捧，还是以更多角度、更立体方式说故事？  

在未来的日子，政府和大机构一定在公关上采取更大的主动，有些手法光明正大，有些可能是别有用心。新闻工作者，

宜清醒和反思自己在公关传媒互动上，决定以何种态度、何种立场处理。  

香港的传媒教育，尤其伦理道德方面，固然必须加强，但身处这样的传媒环境，大部份前线的记者骨头再硬，也硬不过

生活担子。一位报纸的记者朋友说：老编要你写得“小心”一点，难道你不听吗？那么，传媒管理人，可否多走一步。  

■杨区丽洁  

「新力量网络」理事  

（文章来源：传媒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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