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細閱以下資料：

今 日 香 港

資料A：香港網媒情況

1. 「香港新媒體的發展有助提升資訊的可信性和巿民的知情
權。」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參考資料，試加以解
釋。

2. 香港在全球新聞自由的排名能否真實反映媒體在香港的發展
情況？試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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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有多種新媒體出現，有人認為這種現象

「未成氣候」，但也有輿論認為香港「低頭族」數

目是亞洲之冠，或許有助新媒體產業形成，並期許網絡有助世界大同、

建立民主社會、改革經濟結構、促成媒體復興等功用。世界在變，隨着

新舊媒體交替，各式新媒體、社交媒體、個人媒體將會或已經乘勢冒

起，擴闊言論空間。互聯網的崛起，也許能夠解放媒體霸權，把製造和

接收新聞的權力，由壟斷行業的大型新聞機構，轉移到少講利益的尋常

百姓手中，讓資訊更廣泛地傳播，容許公民記者出現，改善新聞質素，

令大眾更全面了解事實的真相。 ■莊達成

電 子 熱 潮

作者簡介 莊達成 曾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曾任教高補通識教
育科，現任教高中和初中通識教育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通識教育科
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編著《如何做好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一
書。

新媒體崛起新媒體崛起

資料B：有關香港媒體發展的報道

近幾個月來，本港的傳統
傳媒相繼傳出壞消息：《新
報》停刊，壹傳媒旗下的
《忽然一周》 結業，《成
報》也因為母公司的經營困
難停刊再復刊。
有意見指，傳統媒體日漸
式微，紙媒時代臨近終結，
改變香港傳媒市場的同時，
或許也預示了香港社會生活
文化的轉型。
近期更有消息報道，在新
媒體領域，由多位資深傳媒
人領軍的《香港 01》與
《FactWire》正在籌備中，
加上早已在民間的各類新媒
體網媒，香港的傳媒行業或
許將進入以新媒體為主導形
式的「傳媒新時代」。

想 一 想

勢變變

2. 細閱以下資料：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資料A：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變化

-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

傳媒生態傳媒生態

資料B：新聞從業員對現時香港傳媒的看法
香港是一個變化急速的城市，傳媒面對

兩大挑戰，一是科技，二是政治環境。科
技發展令媒體百花齊放，政治環境也令傳
媒空間日漸收窄。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網
上新聞，回歸之後幾年正值科網熱潮，從
此新聞更講求即時性。其後，傳統媒體紛
紛轉型，推出網上版及手機應用程式，全
日不停更新資訊，務求以最快速度發放給
大眾。這對新一代記者來說，是一項很大

的考驗。報紙攝影記者現在採訪時一手拿
照相機、一手拿攝錄機，也要即時將相片
及影像傳送至報館。
上世紀80年代投身新聞界的記者指出，

兩代新聞從業員在培訓方面有分別：「我
們往往完成一個採訪後，返回公司親自跟
進，包括寫稿、看片和剪片。現在新聞機
構像工廠般流水作業，記者或只需出外跑
新聞，另外分配人手在公司撰稿或剪接。

我覺得這阻延了記者的成長。」另外，新
媒體採訪主任承認，印刷媒體可以借助科
技，跟電子傳媒競爭：「但新媒體太新，
我們每一天都在學習，管理層思維必定要
比傳統媒體變得更快。」隨着智能電話普
及，很多人都愛將身邊事物拍下並上載，
變成「人人都是記者」，但專業的記者卻
必定要做足查證和跟進工夫。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a) 根據資料A，試描述公眾和新聞從業員對香港新聞自由度的看法差異，並解釋其
原因。

(b) 參考資料，你是否認為科技發展將令新興媒體完全取代傳統媒體？試加以討論。

想 一 想

3. 細閱以下資料：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資料A：亞洲區使用手機比例
表一：亞洲區忠實手機族比例
馬來西亞 35%
越南 24%
新加坡 16%
韓國 14%
香港 14%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Google

表二：智能手機與電腦使用率比較
國家/地區 手機比電腦使用率高出比例
香港 13%
馬來西亞 12%
新加坡 11%
韓國 10%
內地 5%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Google

(a) 根據資料A，辨識當中
的差異，並加以解釋。

(b) 參考資料B和C，你在
什麼程度上同意新興媒體
能夠在中國促進反腐倡廉
中擔當重要角色？試加以
解釋。

想 一 想

資料B：內地新媒體的發展情況
●成為世界新媒體大國
截至2014年底，網民達6.49億人，手
機網民規模為5.57億人，數據居世界第
一。
●謠言治理待加強
近六成假新聞來自微博。
微信封閉難闢謠，每周二成為一周謠言

傳播的高峰期。
●新媒體廣泛應用
政府治理現代化：截至2014年年底，

新浪和騰訊政務微博分別為12萬和18萬
個，政務微信公眾賬號超過10萬個。
經濟發展引擎：「互聯網+媒體」、
「互聯網+製造」、「互聯網+商務」、

「互聯網+旅遊」等新興業態層出不窮。
民眾生活綜合服務平台：在線購物、在

線教育、在線醫療等平台持續湧現。
●微傳播成為主流
2014年微博用戶淨增4,700萬個，微信

用戶超過6億個，媒體的移動客戶端下載
安裝量為5,536萬次。
●中國互聯網企業國際影響力劇增
世界10大互聯網企業中有4家中國企
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等。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

（2015）》藍皮書

資料C：有關內地媒體發展的評論
像新浪、搜狐、騰訊等商業營運網站，不僅

取材吸引，內容往往比政府網站（例如：人民
網）這些老牌媒體的入門網站，來得更快更
準，甚至更有公信力，這些都是網民和廣告客
戶最看重的東西。內地股市每逢新板塊登場，
總會有新政策出台支持，早前中紀委開會後，
公告中便特別提到「發揮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在
促進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積極作用」，顯示內地
新媒體未來在報道社會時弊上，將會獲得更大
自由度。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在可見將來，有人認為一定會有更多的紙媒倒下，讀者要逐漸
去適應這種變化；媒體網絡化是大勢所趨。將來的傳媒大亨，很
可能是阿里巴巴、騰訊、facebook……這一類公司，因為他們手
上掌握數以億計的用戶，能夠發揮很大的影響力。若屬實，媒體
興起，謠言易生，研究顯示在內地的微信謠言，主要圍繞食品安
全、人身安全、疾病、健康養生、詐騙、金錢和親子等主題，政
府若要徹底打擊這些謠言，又要面對妨礙言論自由之類的質疑，
實在不容易。

1. 《「互聯網+」廣東路線圖出爐》，香港《文匯報》，2015年10月30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5/10/30/zt1510300008.htm
2. 《新媒體力量不可忽視》，香港《文匯報》，201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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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結 語

項目 《巴士的報》 《主場新聞》 《852郵報》
（已停辦）

定位 熱門新聞 時事新聞 即時觀點
員工人數 約20人 約14人 約9人
收支平衡目標 3年 不願透露 一年至兩年
每月平均瀏覽次數 不願透露 超過50萬 10萬至20萬
每月開支 約100萬元 不願透露 約30萬元
facebook讚好 約4萬 約15.5萬 約2.1萬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項目 公眾 新聞從業員
建構新聞自由指數的部分問題 2013年 2014年 變化 2013年 2014年 變化
傳媒質疑特區政府時有顧忌 5.4 5.3 -0.1 5.2 5.8 +0.6
傳媒質疑中央政府時有顧忌 5.8 5.6 -0.2 6.2 6.5 +0.3
傳媒批評大財團時有顧忌 5.5 5.3 -0.2 6.2 6.2 －
傳媒自我審查情況普遍 5.4 5.6 +0.2 6.9 7.0 +0.1
傳媒老闆或管理層向員工施壓情況普遍 6.2 6.1 -0.1 6.5 6.9 +0.4
記者採訪時受到人身威脅情況普遍 5.0 5.2 +0.2 4.8 5.5 +0.7
傳媒獲取報道所需資訊時出現困難情況普遍 5.5 5.4 -0.1 5.9 6.0 +0.1

註：負面量尺，即數字愈高代表受訪者的評價愈負面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不少學者相信，傳統報紙會於不久將來被新媒體取
代，印刷亦會被電子、網絡取代。 資料圖片

■本報 app 新聞是適應
新媒體發展的舉措之一。

資料圖片

■有新聞從業員指，現在新聞
機構像工廠般流水作業。圖為
新聞從業員在採訪駐港部隊。

資料圖片

■■亞洲手機使用率相當高亞洲手機使用率相當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