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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在上月及本月初先後公布，前
總統特朗普的政府曾多次收集記者的通訊
記錄，以調查記者過往報道的洩密來源；
做法並非先例，民主黨籍前總統奧巴馬同
樣曾多次調查洩密人或吹哨人等，面對
「損害新聞自由」的質疑，奧巴馬曾強

調，部分洩密案情嚴重，涉及敏感的國家
安全事務。
據現屆司法部公布，曾被特朗普政府收

集通訊記錄的記者，來自《華盛頓郵
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紐
約時報》等主流媒體。

曾動用《間諜法》
以《紐時》為例，共有4名記者，被截
取在2017年1月中旬至4月底間的通訊記
錄。雖然司法部沒有透露被調查報道內
容，不過對照被查記者及截取記錄時間
點，相信涉及在2017年4月22日刊出的一
篇報道，透過披露機密資料，報道時任聯
邦調查局（FBI）局長高銘在2016年大選
間、處理民主黨參選人希拉里「電郵門」

案件的手法。
特朗普本人經常被批評針對記者，不過

調查記者消息來源的做法，可追溯至奧巴
馬政府，在他任職總統的8年間，共有9宗
涉及吹哨人或洩密者的案件進入檢控程
序，而歷屆政府合共只有3宗類似案件；
司法部亦曾動用《間諜法》，來調查霍士
新聞台的記者。
奧巴馬曾在2016年底卸任前夕接受訪

問，回應調查記者的事件，他表示自己相
信保護新聞自由的憲法第一修正案，亦相
信記者有需要進行全方位調查報道，華府
追緝洩密者的案件只是少數，且部分案情
嚴重，例如是有明確目標地洩密，可能危
害一些涉及敏感國家安全事務的人士或任
務。 ●綜合報道

涉國安不留手 奧巴馬屢查洩密人

新加坡網誌
作 家 梁 實 軒
2018年11月在
facebook 轉 發
了一則新聞，
文章稱總理李
顯龍是馬來西
亞一馬公司弊
案的主要調查
對象，李顯龍

其後起訴梁實軒誹謗，法院最終於今
年初判處梁實軒罪成，需賠償13.3萬
坡元（約103萬港元）。
法官判詞指，梁實軒轉發文章的行
為，無論是否是在直接指控李顯龍涉

及弊案，但至少是在影射李顯
龍涉及犯罪行為，因此確實詆毀了
李顯龍的聲譽。
李顯龍代表律師文達星在庭上說，

梁實軒的行為性質嚴重，因為涉案文
章所含的不實指控具有「全球性
質」。辯方律師則稱，梁實軒根本沒
對文章加以評論，談不上是同意文章
內容，重申訴訟根本沒必要，指原告
方在濫用司法程序。「轉發文章只是
隨意告訴朋友，這篇文章挺有趣，可
以看看。」不過法官指出，梁實軒指
李顯龍涉及一馬案，關乎星馬兩國人
民的利益，行為確實惡劣。

●綜合報道

星博客誹謗李顯龍
被罰賠償逾百萬元

2019年6月，澳洲警方突然搜查澳洲廣播公司
(ABC)位於悉尼的總部，以涉嫌洩露國家機密
為由，調查於2017年披露澳洲軍方於阿富汗
殺死平民的ABC記者和管理層。
接受澳洲政府資助的ABC，於2017年取得一
批文件，揭發派駐阿富汗的澳洲特種部隊曾濫
用職權，殺死無辜平民及兒童，聯邦警方經調
查後，於2019年6月高調搜查ABC總部，要
求搜查與報道有關的3名記者及管理層，並要
求交出多達9,214份手寫筆記、電郵、報道初稿
及錄音等文件。
警方指控ABC涉嫌公開機密文件，違反

《1914年刑事法》，在澳洲軍方首長及一位

前署理防長轉介個案後，警方認為有證據顯示觸犯
刑事法，因此採取行動。

政治編輯住所被搜
就在這次行動前，澳洲警方亦搜查傳媒大亨梅鐸的

新聞集團旗下《悉尼星期日電訊報》政治編輯斯梅瑟
斯特的住所。調查她2018年揭露政府計劃監控國民
電郵、文字訊息及銀行記錄的報道。澳洲總理莫里森
當時回應事件時，強調行動是由警方決定，澳洲深信
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但同時有明確條例保護國家安
全。澳洲內政部長達頓亦指，警方進行獨立調查是合
理合法。

●綜合報道

澳洲廣播公司涉洩軍方機密
警搜總部取逾9000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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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可追溯至
2005年底，該報獨家報道威廉王

子膝蓋受傷，引起王室人員懷疑手機被竊
聽，警方其後拘捕王室新聞記者古德曼和
私家偵探馬凱爾，兩人被控串謀非法截取
通訊，並在2007年初分別被判監4個月和
6個月；法官在判辭中表明，不論新聞工
作者或私人保安顧問都要遵守法律，兩人
行為逾越應有界線。

2009年被踢爆 總編入獄18個月
古德曼和馬凱爾被判刑後，《世界新聞

報》時任總編輯庫爾森引咎辭職，但強調
案件是單一事件和個人行為，他本人和報
社絕不知情；然而事實上，英國小報長久
以來僱用私家偵探和使用竊聽手段獲取獨
家消息，已是行內的公開秘密。
此後調查報道記者戴維斯不斷追查，並

於2009年中開始在《衛報》刊出更多內
幕，指出被竊聽的手機可能多達數千個，
涉及王室成員、明星、以至時任副首相彭
仕國等高官。引爆整場醜聞的報道是在

2011年7月初刊出，《衛報》揭發《世界
新聞報》曾在2002年竊聽失蹤女童道勒的
手機，並刪除部分留言，以便竊聽新口
訊，做法令道勒家人以為女兒仍在世，更
干擾警方調查。
事件曝光後，《世界新聞報》多名前任編

採人員相繼被捕，包括2002年出任報紙總編
輯、後來晉升為母公司新聞國際行政總裁的
布魯克斯，以及接替她出任總編輯的庫爾
森；同時新聞國際控股公司新聞集團與英國

政界和警隊高層之間更多的利益輸送也被公
諸於世。英國法庭最終在2014年，裁定庫爾
森參與非法竊聽罪成，判入獄18個月，同時
被判刑的還包括該報4名前記者，分別被判
入獄4至6個月及社會服務令等。

卡梅倫設獨立委員會調查
由於庫爾森離開《世界新聞報》後，曾

擔任時任首相卡梅倫公關事務主管，卡梅
倫事後亦為事件道歉；作為新聞集團老闆
的傳媒大亨梅鐸為求自保，於同年7月宣
布報紙停刊。
道勒事件曝光後，卡梅倫宣布成立獨立

委員會，用一年時間深入調查英國新聞界
的行業文化、處事方式和操守，旨在阻止
傳媒違法行為，另一方面亦確保警隊的獨
立性和效率，務求政界與傳媒之間可建立
健康關係。委員會最終在翌年11月發表長
達2,000頁報告，雖未點名批評《世界新
聞報》，但指部分傳媒的行為嚴重侵犯無
辜民眾生活，行為魯莽，建議成立獨立機
構監察傳媒。 ●綜合報道

新聞自由被視為西方民主基石之一新聞自由被視為西方民主基石之一，，不不

過即使在歐美國家過即使在歐美國家，，新聞自由亦非傳媒機新聞自由亦非傳媒機

構的構的「「免死金牌免死金牌」，」，歷年來歐美不少新聞歷年來歐美不少新聞

機構因涉嫌違法機構因涉嫌違法，，被警方搜查被警方搜查、、以至拘捕以至拘捕

違法人士等違法人士等。。其中最有代表性例子是英國其中最有代表性例子是英國

《《世界新聞報世界新聞報》》在在20112011年的竊聽醜聞年的竊聽醜聞，，

事件除導致報章停刊事件除導致報章停刊，，亦有多名涉案編採亦有多名涉案編採

人員被定罪及被判入獄人員被定罪及被判入獄，，事後英國政府更事後英國政府更

成立獨立委員會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整個英國報業界編調查整個英國報業界編

採操守採操守。。

●●布魯克斯布魯克斯（（中中））
前往法庭受審前往法庭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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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聞報世界新聞報》》最後一位總編輯向外界最後一位總編輯向外界
告別告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奧巴馬政府屢奧巴馬政府屢
次調查記者次調查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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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警方高調搜查澳洲廣播公司總部澳洲警方高調搜查澳洲廣播公司總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澳洲警方指控澳洲警方指控ABCABC涉嫌公開機密文件涉嫌公開機密文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梁實軒梁實軒

●●ABCABC向外界交代事向外界交代事
件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