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月3日，有市民
在網上討論區留言指，
有港人在D&G店外為女

伴拍照，但被數名海港城保安阻止和驅趕。有本地
報章跟進有關事件，並派記者嘗試在店舖門外拍
照，同樣被D&G店員和商場保安阻止。

員工批網民「腦殘」遭「起底」
事件經傳媒報道後，隨即有網民在社交網站

facebook，發起1月8日到海港城「D&G門口萬人影
相活動」。結果，有過千人參與「挑機」(遊戲用
語，意指挑戰對手)，海港城外的行人道水洩不通，
D&G被迫暫停營業。其後，一名自稱D&G員工的女
性在社交網站facebook批評示威的港人「腦殘」(遊
戲用語，意指腦部殘缺)，結果被大批網民「起底」
(又稱「人肉搜尋」，意指查出某人的個人資料、相
片等私隱資訊，然後公諸於世)及抨擊。

外媒廣泛報道 港平機會關注
國際媒體包括法新社、美聯社及路透社等都對有

關事件作出報道。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也向D&G發
信，督促該店尊重顧客的個人尊嚴，防止作出歧視
行為。最後，D&G發表聲明，對於捲入爭議表示遺
憾，解釋該店投放大量金錢於櫥窗及產品上，以提
高消費者對該店的認識，為打擊假冒的偽劣產品，
才善意地勸阻市民拍照。由於網民在D&G門外的

「挑機」行動持續，D&G在1月18日再次發表聲明，
首次就事件向港人道歉。

香港並沒有法例禁止市
民在公共空間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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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意大利高級時裝品牌Dolce & Gabbana(下稱

D&G)位於香港尖沙咀廣東道的分店，涉嫌阻止行人在

商店門口拍攝櫥窗。有報道指，該「禁令」懷疑只針對港

人，事件曝光後，立即引來互聯網群情洶湧。究竟事件的發生

經過如何？背後反映港人的哪些情緒？下文將會作出探討。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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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解釋禁拍風波鬧大的3個原因，並舉例加以說明。

2. 參考上文，提出3個政府紓緩港人複雜情緒的對策，並舉例加以說明。

3. 假設你是D&G高層，你會如何處理禁拍風波？

4. 綜合上文並就你所知，分析禁拍風波對D&G的影響。

5. 網民對批評示威者的D&G員工進行「起底」和譴責。你如何評價此舉？

新聞背景
鬧大原因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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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拍風波

■內地人來港購物促進本地旅遊業發展。資料圖片

■有示威者要求D&G開門回應

禁拍事件。 資料圖片

D&G禁拍風波在互聯網的瘋傳下，短
短5日便在社交網站有過千人參與，更有
國際媒體廣泛報道。除因報道圖文並
茂、較易引發市民不滿外，風波背後究
竟有何根本原因，令部分港人願意周日
上街抗議呢？以下將會作出分析。

碰撞記者 恐嚇採訪
有學者認為，D&G店員和商場保安員

在事件中明顯侵犯個人和新聞自由。其
中商場保安員指記者未經授權，不可拍
照，並威脅會報警。其後，D&G一名店
員更涉嫌與記者發生輕微的肢體碰撞，
聲言「Don't take the photo. For the last
time. I will break this camera!」(不要拍
照，這是最後警告，我會打破你的相
機！)由此可見記者的人身安全和採訪自
由都受到威脅。

另有學者指出，新聞自由並非神聖不
可侵犯，需在公共和私人利益間取得平
衡，但D&G以保護知識產權為拒絕公
眾拍照的理由，確站不住腳。原因有
三：首先，只要登入D&G的官方網
站，人們便能仔細地觀看到該店的產
品；其次，採訪的記者看見店內不時有
顧客拿起相機拍照，但不被阻止；外國
的D&G分店亦沒有阻止市民在店外的公
共空間拍照。

霸公共空間 惡人先告狀
D&G店外的行人道路是公共空間，

市民享有合法的活動自由。但D&G店
員和商場保安員驅趕市民，將行人道路
視作私家地方。有人認為，這是侵佔公

共空間。
以往香港時代廣場也曾發生類似的事

件。時代廣場於1990年代中期落成。當
時政府與發展商簽訂公用契約，廣場的
露天廣場被列為公用休憩用地，發展商
可因而增加約2.1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
其後，在時代廣場有限公司管理下，該
露天廣場上有告示牌指明該處是私家地
方，市民不能坐在花槽石壆，部分公用
休憩用地更被出租。事件被媒體曝光
後，引起社會的巨大迴響，以及各個政
治團體的介入。政府證實發展商違反當
時的契約，並且入稟法院，向時代廣場
有限公司追討賠償。事件令港人對公共
空間的重視大幅提高。

吸收以往的經驗，D&G禁拍風波發生
初期，海港城已向公眾道歉，結果社會
的矛頭只指向D&G。

激發貧富矛盾 動搖社會穩定
D&G是售賣較高檔貨品的商店。根據

D&G的官方網站顯示，2011至2012年度
秋冬系列的一條女裝短款連身裙，原價
為1.1萬港元，即使特價後也要5,300港
元；另外，一套男裝的西裝套裝，也索
價至少2.8萬港元。由此可見，惠顧者非
一般市民，而是較富裕的人。惠顧者可
在店內拍照，但一般市民在店外拍照卻
被阻，自然挑起富人與小市民的矛盾。

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擴大，厭富氣氛
濃烈，「地產霸權」之說、「佔領中環」
行動等因而獲得成長的土壤。根據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調查，有59%受
訪者認為政府較多照顧有錢人利益，只

有21%人認為政府較多照顧市民大眾利
益。有人認為，若禁拍風波無了期演進
下去，民生矛盾將會加劇。

內地發展迅速 港人恐被超越
在D&G的禁拍風波裡，據悉有保安員

曾說：「內地人在這裡觀光、影相沒有
問題，你要拍照，就到對面馬路！」此
話一出即時成為輿論熱點。有人認為，
這句話把本地人看成「二等公民」，挑起
港人與內地人之間的矛盾。影響所及，
在1月8日針對D&G的示威中，部分示威
者對進出該店的顧客報以普通話指罵，
也對經過的旅遊大巴和內地旅客報以噓
聲。

風波背後其實亦反映港人對內地人的
複雜情緒。有學者分析指，港人明白內
地人來港旅遊購物對本地經濟的巨大貢
獻，但部分港人對內地人抱有4大心態：
1.內地城市近年急起直追，在某些領域

上，追上甚至超越香港，部分港人由

以往歡迎競爭變成懼怕競爭，信心危

機更易觸發保護主義的抬頭；

2.部分港人基於歷史原因，偏執「一國

兩制」中的「兩制」，認為香港是港人

的地方，應每處都保持獨立，不應加

強與內地的往來；

3.部分港人抱㠥「大香港」的心態，認

為港人的素質遠超內地人，並不歡迎

內地人來港；

4.越來越多內地人來港購物，並使用本

地的教育、醫療等服務，部分港人覺

得資源被分薄。這些抗拒心態久經積

壓，結果在禁拍事件中被引發出來。

今年1月3日，有市民在網上討論區留言指，有港人在D&G店外

拍照，但被數名海港城保安員及店員阻止和驅趕。事件經傳媒報道

後，隨即有網民在社交網站發起「D&G門口萬人影相活動」，結果

有逾千港人響應，D&G曾一度暫停營業。D&G發聲明指，為打擊

假冒的偽劣產品，才善意地勸阻市民拍照。網民不滿其回應並繼續

圍拍。事件擾攘10多天，D&G在1月18日首次就事件向港人道歉。

．D&G欠缺危機意

識，形象插水，被

打造成「霸權象徵」

．內地發展迅速　港人恐被超越

．激發貧富矛盾

．D&G霸佔公共空間

．保安碰撞記者　店員恐嚇採訪

千人「挑機」「鴕鳥」道歉

風波鬧大

公共空間影相
非違法

香港並沒有法例禁止市

民在公共空間拍照。市民

在公共空間看到的私家地

方，均被當作向公眾展示

的物品，可以進行拍照。

另外，除非證明有人利用

商標來假冒商標持有人，

以達到販賣的目的，才可

視作侵權，否則市民可向

公眾展示的物品拍照。

D&G缺危機意識
形象插水咎由自取
在整個禁拍風波裡，D&G管理層進退失

據，令品牌的形象大受打擊。1月4日，當記

者前往D&G表明身份並採訪時，D&G店員和

商場保安員應意識到公關危機即將發生，盡

量以禮貌的態度對待記者，而不應任意地闡

述法律規定。有人認為，他們的表現顯然是

希望通過強硬的手段以掩蓋報道，這可能

與前線員工的培訓不足有關。然而，當時

事情仍未去到最壞階段，管理層尚有解釋

的機會。

被打造成霸權象徵

1月5日，有報章以頭版報道禁拍事件。此

時，D&G管理層應主動向媒體交代事件經

過，對任何自身的錯誤道歉，並願作出糾

正。不過，管理層缺乏危機意識，以為默許

市民在店外拍照，便可平息風波，想不到事

件涉及香港人的複雜情緒。結果，風波發展

至今，不但引發一連串的示威行動，D&G已

被打造成針對港人、小市民的霸權象徵，形

象仍未止蝕。

港人複雜情緒 靠政府落㝄藥
D&G禁拍風波表面看似簡單，但背後涉及

港人的複雜情緒。這些情緒其實並非無法紓

緩，問題關鍵是政府能否對症下藥。否則，

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類似D&G的風波還會

接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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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因霸佔公共空間而被政府入稟法院索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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