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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資大肆收購港媒 港新聞自由受挫
新報人 (2016年02月)，46(05)，第3、4、5頁。
 記者: 陳正心。 攝影: 陳正心。 編輯: 姚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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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中國大陸資金不斷湧入香港傳媒界，擔心此舉將使港媒於報道有關內地敏感議題時有所避諱，甚至改持親建制的立場。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憂慮前線記者採訪時，會承受更多來自高層管理人員的壓力和制肘，影響客觀報導，最後使傳媒機構的整體公信力下降。
記者、攝影：陳正心 編輯：姚慧儀
除了有「中國梅鐸」稱號的黎瑞剛入股香港無線電視（TVB）、內地商人司榮彬收購亞洲電視（ATV）逾半股權外，中國內地電子商務龍頭阿里巴巴早前亦宣佈收購香港《南華早報》集團，更直言日後報導將更聚焦中國。
治光譜分佈（中立、建制和泛民）差不多，但近年卻漸向親中、親建制方面傾斜，使比重失衡。她認為，以上情況和傳媒老闆有關，因現時超過9成的新聞機構是上市公司的資產，跟大陸有生意上的往來，令其立場比較親中國，岑說「以往的文人辦報已經完全消失。」她續言，一旦新聞機構難以賺錢就容易被收購，但傳媒並不純粹是一盤生意，而是對社會輿論有影響力的機構，「傳媒應是社會的『公器』而非老闆的『私器』。」
傳媒老闆主宰媒體政治取向干涉編採自主
本報於去年12月進行了一項有關中資收購港媒的問卷調查，發現105位受訪者中，有9成人表示會留意新聞機構資金提供者的政治背景；超過8成人亦同意或非常同意傳媒公司股東的政治立場會影響他旗下新聞機構的編採工作（如社論、公司老闆在新聞報導上具舉足輕重的地位。
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主任梁天偉表示，老闆於傳媒機構中的影響力很大。傳媒機構的日常運作中，老闆可以用社論的內容表達或決定傳媒的政治立場，或以人事任命及改動去影響新聞機構的編採工作：「老闆傾向聘請一些立場與自己相近的編採部高層，這種人事任命於新聞界中絕非什麼新鮮事。」
新聞從業員憂新聞自由受損
根據本報問卷調查結果，逾6成受訪者同意中資企業購買本港傳媒機構會使傳媒自我審查的現象增加，顯示受訪者普遍對中資收購港媒的現象持負面的態度。
4有現職前線記者透露，他們的採訪工作雖然不會收到明顯的上級指示，或者出現所寫新聞稿被大幅度修改的情況。一名現於親建制報章就職的陳姓記者表示，盡量避免報道與政府對立的團體之新聞，例如早前區議會選舉中新民主同盟大勝的新聞只會以較小篇幅報道；就職於另一間報社的黃姓記者則指，公司亦有規定某些人在報導的曝光率要特別高或特別低，若這類人物在突發事件出現，前線記者必須優先處理。
曾經擔任編1及記者的岑倚蘭表示，前線新聞工作者面對着來自老闆、資金來源、廣告等方面的經濟壓力，會出現自我審查。她自己亦有親身經歷，如有一次某大型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惹上官非，報道的標題本身提及兩間公司的關係，但出版後沒有出現該上市公司的名稱；亦有總編1表明報導的標題不可出現某上市公司的名稱。岑倚蘭說：「每當社會衝突出現，媒體必定首當其衝，因其發揮影響輿論的力量；而現時新聞界可說是處於生死存亡時刻，各種惡劣情況均有出現。」
劉銳紹：「傳媒一旦成為北京傳聲筒公信力必減」
梁天偉以及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不約而同地認為，若傳媒被新老闆入主後，大幅改變其政治立場及編採方針，將會大大減低其公信力。劉銳紹表示：「公信力是傳媒的生命力，倘若媒體大幅改變編採方針，可能會被視為大陸傳聲筒，讀者亦會察覺其改變，使媒體公信力及市場佔有率減少。」因此，劉認為即使「染紅媒體」存在，其威信及作用亦不大，也難以控制整體社會輿論，「儘管這類較偏頗的媒體可用『量』去影響傳播，如大量報導大陸的獨家或政策新聞，但這些新聞故事的『質』，即新聞價值多數不高，難以持續擁有高市場佔有率。」
傳媒行業百花齊放 仍不敵言論單一化
岑倚蘭和劉銳紹認為現時傳媒的數量比以往多，未來將有更多新方式呈現新聞傳播，如新興網媒或者能夠突破複雜的行政架構和資金的影響，惟當中仍有隱憂。岑倚蘭認為新傳媒發展雖是未來趨勢，但現時於能力及影響力上均難以取代傳統媒體：「現時大部分成功的網絡媒體都是依附於傳統媒體而運作，例如蘋果動新聞、明報網上版等，而端傳媒、852郵報、香港獨立媒體等均難以靠自己去生產和追查新聞，只能聚焦於重要的社會事件。」
岑又憂慮，即使新聞從業員數量有增無減，基於政治光譜及傳媒立場失衡的情況下，言論單一化的情況日趨嚴重。相比以往，受眾要尋找事實的全部及真相，需觀看比以往更多數量的媒體。
劉銳紹建議，前線記者可以透過非公開渠道分享獨家或被阻止出版的新聞，或仿傚外國以獨立採訪記者的形式，把自己採訪的新聞故事分享或賣予敢於報道的新聞機構。
中資老闆與本港傳媒機構關係表
2015年4月
曾任上海文廣集團董事長、上海市委副秘書長的黎瑞剛，以旗下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入股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綫）單一最大股東Young Lion Holdings Limited，間接成為該電視台的投資者。
2015年8月
前《明報》老闆、現為南海控股有限公司及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及最大股東的于品海，斥資籌備網媒《香港01》，並於16年1月11日面世，更預備出版印刷周刊。
2015年9月
亞洲電視宣佈，中國文化傳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與亞視前大股東黃炳均簽訂股權轉讓合約，收購黃持有亞視的52.4%股權。
2015年11月
網上媒體《端傳媒》投資者之一蔡華身分曝光，他是居港海歸律師，亦被指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關係密切。
2015年12月
阿里巴巴宣佈以20億資金正式收購南華早報集團，其副主席蔡崇信強調《南華早報》將會更聚焦中國，並稱不希望以西方媒體的角度來報導中國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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