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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對香港法治的影響，又何止是人權倒退？

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了。無論是香港人或國際社會，他們對於

香港《國安法》所帶來的法治倒退都偏向是把焦點放在政治犯被禁被判罪、

公民權利倒退、警權擴大等人權範疇。

當然，人權倒退的確是《國安法》為香港法治帶來損害的極度重要範疇。

不少在港在外的媒體與觀察者都已就此廣泛報導或評論，我亦不在此重複

了。不過，《國安法》對香港法治的損害並不止於人權層面。至少在兩大較

間接、較細微的非人權範疇，《國安法》對香港的法治都是有長遠影響的。

人才不願當法官
先說《國安法》後司法制度難以填補空缺的情況。我記得在 2021 年中，當時

還在香港的我，與一名處理某種較專門的商業訴訟聲譽甚高的資深大律師

吃飯，期間他提到多年來被一名從不會處理政治案件的法官游說他加入做

法官的行列。但是，在《國安法》

實施後，這法官竟然對資深大律師

改口風，說都是不要去做法官好了，

免得個人聲譽被其他法官處理的

那些政治案件間接受損。

其 後，不 同 的 老 行 尊 亦 對 我 說，

雖 然《國 安 法》前 的 司 法 機 關 都

已經出現人手短缺、而申請做法官的

都是人才較少庸才較多，《國安法》

後就基本上再沒有人才願意申請做

法官、連庸才的申請人數都很少了，

剩下就只有小量蠢才。老行尊們說，

法律界的人才、甚至庸才，除了會

擔心在《國安法》後的香港加入司法

機 關 會 影 響 他 們 聲 譽，他 們 還 會

認 為《國安法》為香港帶來的迅速

改變已為香港前途帶來不穩定性。

所以，在前路茫茫的情況下，與其

去 做 法 官 ， 他 們 寧 願 繼 續 執 業

「 賺 快錢」。

人 才 在《國 安 法》後 更 不 願 成 為

法官，自然會對法治構成嚴重影響。

一個逐漸會是（甚至已是）以庸才

與 蠢 才 為 主 體 的 司 法 制 度，就 算

未 必 會 廣 泛 地 出 現 像《國 安 法》

指定、高等法院法官陳嘉信大肆靠

抄 襲 來 寫 判 辭 的 情 況，但 法 官 所

頒 發 的 判 決 與 判 辭 都 只 會 日 趨

低 質、理據變得更不倫不類。法官

處理案件亦只會日漸草率或至少在

思維上語無倫次。就此，近期例子

包括《國安法》指定法官、區域法院

法官郭偉健在「羊村繪本案」內，

竟然會在沒有聽取任何專家證人作供

情 況 下，從 法 官 席 上 充 當「專 家

證人」、在判辭內自行就香港政治、

社會局勢發表多番冗長斷言。

另外，當司法質素下跌，法律界的

質素亦會受影響。縱使香港的律師、

大律師仍人才濟濟，但他們的腦筋都

要不斷被磨練才能維持質素。如果

他們越來越可輕而易舉地在案件上

「搞掂」法官，他們的腦袋亦只會

懶惰起來，令法律界整體質素下降。

當連市民或機構有法律問題時所得到

的法律意見與處理案件表現的質素都

下降，這又怎不會傷害法治？

跨國機構不再信香港法制
日 本 媒 體 Nikkei Asia 近 期 報 導

（註 1），在《國安法》實施後，越來

越多跨國機構在他們合約內逐漸不再

選擇香港作為糾紛調解中心。表面

來 看，《國 安 法》理 應 不 影 響 商 業

訴訟或仲裁，就算是有被其毀滅的

商業機構，都是因有關機構與香港

民主運動有密切關係。既然如此，

為何一般不會得罪北京的跨國企業逐漸

不選擇香港作為其糾紛調解中心？

一般來說，跨國企業要簽訂與香港或

中國大陸有關的跨國合約，都會經過

他們總部與香港分部的人員（與其

法 律 顧 問）審 核。《國 安 法》在 這

情況下的影響分為兩個階段。首先，

那些在總部的人員雖然未必仔細熟悉

香港法律，但他們聽過有《國安法》

這回事，都會偏向質疑一下，合約

運用香港法律、法院或仲裁是否還是

穩妥之選？

然後，在港的人員或許本身是真心

同意總部的憂慮。但就算他們心中

不同意，認為香港在非政治案件層面

上的法制還算穩健（甚至有優勢，例如

香港仲裁中心裁決較容易在中國大陸

執行），他們都會偏向擺出同意總部

憂慮的姿態。為何會這樣？因為他們

自己都看到《國安法》後的香港法制

變得很快，就算這一刻的一切對跨國

企 業 還 算 穩 妥，他 們 能 否 有 信 心

地說，當將來有關合約出現糾紛時，

香港是否仍是能中立地保障跨國企業

的糾紛調解中心？而如果到時出了

任何問題，總部自然會怪罪下來。

既然如此，就不如迎合總部對香港

的不信任吧。

跨國企業不再信任香港的糾紛調解

中心地位，未必立即會為香港法治

構成影響。如 Nikkei  Asia 報導

所 提，香港仲裁中心處理案件數字

仍高企，但這是反映《國安法》前

有不少選擇使用香港法律與仲裁的

合約。假以時日，當《國安法》後

的跨國企業合約不再與香港法律、

法院、仲裁有掛勾，香港會處理有

國際成分的案件與合約草擬都會

減 少。當香港司法、仲裁與法律界

逐 漸 與 世 界 脫 軌、難 以 吸 取 國 際

視 野，這自然會令香港法律、法制

的質素下滑，令香港法治倒退。

不是危言聳聽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我以上說法是

危言聳聽。就此，我曾向一名在香港

法 律 界 打 滾 超 三 十 多 年、與 多 名

資深法官相熟的老行尊提及上述

分析。他竟然不止是同意我的看法，

還認為我說的一切很可能會比我

想像中更快實現。

所 以，北 京 政 權 或 許 只 是 有 意 用

《國安法》高調地打壓異己，但換來

的結果就是會低調但全面地毀了

香港的法治。



《新鹿鼎記》

牢籠夾縫走碎步
國安法三周年

下官：卑職拜見韋大人，聖上命我說好這裏的故事，又要唱 
          好這裏的法治，我該怎麼辦？

大人：你乜都唔使做，這裏的官差好事多為，好故事多到你    
          沒法說得完。法治也不用你來唱好，因為早已被唱到
          天下皆知了。

下官：那我還有甚麼事可以做？

大人：你可以學那個衙差，移民去澳洲，又或者來通吃島，
          陪我七個老婆打馬吊，甚至去緬甸旅遊亦得。嗰度
          好呀，冇制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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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內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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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收到遠在英國的昔日戰友邀約撰稿，我二話不說便答應了，

因為我知道牆外的香港人依然很關心留下來的教師。還記得前輩李四

臨別前，託我執筆繼承他在《明報》寫了好一段時間的教育專欄，至今

已近兩年。於是在校園裡平凡的工作循環中，每星期的週末我總要找個

時間靜下來，反思個人經歷或觀察社會發展，再思索如何以教師之名為

時代留個記錄。

2019 年盛夏鋪天蓋地展開的社會

運 動，觸 發 整 個 城 市 翻 天 覆 地 的

變化，年輕人置身於公民社會參與

的場域當中，教師則被當權者歸咎

為荼毒學生的害群之馬。首當其衝

的，自 然 是 在 文 憑 試 具 核 心 科 目

地 位 的 通 識 科。高 中 通 識 科 由

2009 年開始推行，直至 2023 年

完 成 最 後 一 屆 公 開 試，十 多 年 間

孕育出不止一代的年輕學生，還有

跨越不同年代的教師。2020 年，

在《香 港 國 安 法》頒 布 後 不 久，

教育局很快便以改革為名，實質上

粗 暴 地 取 締 通 識 科，前 線 老 師 由

肩負啟蒙學子的使命，一年前後便

要承受在旁人眼中淪為政治宣傳

工具的重壓。不少人毅然選擇離開

以明志，以個人行動為學生上最後

一課。至於留守的，則要重新適應

和 應 付 由 上 而 下 的 官 方 政 策，在

堅 持 專 業 原 則 的 同 時，步 步 為 營

找尋空間，仍以培養學生獨立批判

思考為目標。

教育界的全面清洗

2021 年，在 公 民 與 社 會 發 展 科

正 式 推 行 前 不 久 ， 教 育 局 推 出

《 香 港 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要 求 學 校 全 面 推 展 國 安 教 育 ，

由 初 小 至 高 中 ， 不 同 學 科 均 要

加 入 相 關 元 素 ， 學 校 亦 要 提 交

年 度 計 劃 及 報 告，視 學 官 則 大 舉

出 動 到 學 校 審 查，教 師 唯 有 收 起

校本教材，宣稱只會用官方審定的

教科書，學校管理層則增設各種把

關的規定，減低可能出事的風險。

圖書館則成為另一被清洗的場所，

被 逼 註 銷 藏 書，各 科 教 師 則 簽 署

聲 明，確 保 科 本 參 考 資 源 不 存 在

國安風險隱患。與此同時，教育局

以內部調查凌駕具民選代表的教育

人員操守議會，自行處理涉及教師

的匿名投訴及作出裁決，施加包括

取 消 教 師 資 格 的 處 分，或 以 歷 時

長久的程序，直接間接對涉事教師

施壓。

屹立多年的教師工會——香港教育

專 業 人 員 協 會，在 面 對 多 方 壓 力

下 ， 亦 在 同 年 8 月 宣 布 解 散 。

自 始 ， 香港教師再沒有工會作為

後 盾，仍 在 傳 媒 或 鏡 頭 面 前 發 聲

的，幾 乎 只 剩 支 持 政 府 的 教 育 界

代表。往日敢於公開撰文或受訪的

少 數 教 師，則 只 能 接 受 不 具 名 或

變聲的訪問，以免被人得悉身分。

選擇相信年輕人

踏入 2022 年，教育局新設要求

所 有 新 聘 任 或 轉 職 的 教 師，必 須

通 過 《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

測 試 ， 又 公 布 新 修 訂 版 本 的

《 教 師 專 業 操 守 指 引 》， 進 一 步

加 強對教師的規範要求。面對以上

種種，教師只能噤聲承受。

然而，即使身處晦暗未明的年代，

課室裡的學生仍然需要教師。身為

教 育 工 作 者，即 使 再 難 抱 持 改 變

社會的理想，但至少教導學生不被

社會洪流所改變，已足夠成為堅持

下 去 的 動 力。若 要 提 及 身 處 牆 內

三 年 以 來 的 希 望 所 在，或 許 正 是

師生之間微妙的默契和互信，這是

當權者難以監控的空間。一日身為

前線教師，我們選擇相信年輕人的

善 良、正 直 與 真 誠，並 不 會 輕 易

因 著 外 在 環 境 變 化 而 消 失，所 以

只能繼續緊守崗位，靜待黎明再來

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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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易戥番勻

Q：既然國安法十全十美，為何還加設廿三條？

A：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要精益求精。

Q：遲吓會否再立廿四、五、六、七......條？

A：好嘢唔怕多，錦上添花嘛。

Q：法例豈不是愈來愈多？

A：點會呢？聖上早已把兩制減為一制，戥番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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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三周年，政權如何控制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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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早前發表《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2023 年 6 月

增強版），要求學校進行採購時須要加入具體條款，列明學校有權基於

國家安全為理由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換句話說，學校

處理訂購飯盒、進行小型工程、訂購電腦設備、邀請承辦小食部等都要

加入國安條款。教育局回覆傳媒時則表示「資助學校須運用專業判斷，

保持高靈敏度，並視乎實際情况，包括相關事實、行為與意圖、所得

證 據 等 因 素 ， 審 慎 評 估 供 應 商 是 否 曾 或 正 涉 危 害 國 安 罪 行 的

行為或活動。」然而，究竟這些提供服務的商業機構會如何危害國家

安全？學校又有甚麼「專業判斷」辨別可能危害國安的服務供應商？簡單

來說，跟其他國安要求一樣，當局把責任扔回學校，由學校自行決定。

這看似滑稽的要求，卻突顯出政府

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三年以來，如何

一步步嚴控民間社會。

模糊紅線迫自我審查

過去三年，當局除了運用國安法及

煽 動 罪 等 拘 禁 異 見 人 士、記 者 及

工 會 領 袖，另 一 常 用 手 段 是 透 過

含糊的法例製造一條又一條模糊的

紅線，迫使市民自我審查哪些行為

或 活 動 構 成 違 法。例 如 當 局 要 求

學校把圖書館內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的 書 籍 下 架，但 從 來 沒 有 下 架 的

準則，康文署把公共圖書館的書籍

下 架 亦 拒 絕 公 開 書 單 和 數 量 。

如此，學校便要按自己判斷把書籍

下架，在避免誤觸紅線的情況下，

學 校 唯 有 寧 濫 勿 缺，向 大 量 書 籍

落刀。如今，究竟提供飯盒的商戶

或承辦小食部的餐廳可以如何危害

國 家 安 全？紅 線 在 哪 裡？則 要 靠

校方自行想像。

是次更新指引，把國家安全的考量

加入與政治完全無關的行政和採購

工作，亦反映出近年來政府對各行

各業的監控和審查已達另一程度。

任 何 人 從 事 商 業 活 動，例 如 銷 售

貨品和服務，即使當中完全不涉及

政治，但他們的政治取態或過往的

社會參與，都有可能被當局審查。

例如早前政府提出眾籌法的諮詢

文件中，明言就一些獲豁免申請的

眾籌活動（例如宗教團體、以訂閱

方 式 賺 取 收 入 的 商 業 活 動 等），

政府將會保留權力，視乎眾籌者的

背景，例如負責人或組織幹事曾否

從 事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或 國 家 安 全 等

罪行。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定義

廣泛，是指「從事」而非定罪，亦

不限於國安法罪行。假若當局最終

按諮詢文件立法，可以預見眾籌者

過往的社會參與或政治取態，將成為

審查的目標。事實上，商業機構在

過 去 三 年 面 對 的 政 治 壓 力 和 審 查

越來越多，早前民主黨舉行春茗，

卻 三 度 被 酒 樓 以 群 組 確 診 和 臨 時

維修煤氣等理由取消，原因不言而喻。

政治審查無孔不入

如今，當局把國安考慮延伸至學校

的服務供應商，如果學校發現飯盒

供應商的負責人或職員是民主運動

的支持者，或捲入一些政治爭議，

學校又是否要跟對方終止合約，以

維 護 國 安 大 義？這 種 把 國 安 元 素

放進各行各業的做法，強迫所有人

在 作 出 任 何 決 定 時 都 要 時 刻 考 慮

國家安全，把政治審查成為日常，

把 國 家 安 全 大 於 一 切 的 意 識 形 態

植根我們日常生活中，無孔不入。

在 國 安 法 下 的 香 港，另 一 手 段 是

鼓吹群眾互相監察和檢舉。這對港人

已並非新事，國安處自 2020 年 11 月

設 立 舉 報 熱 線 ， 鼓 勵 市 民 提 供

信 息，短 短 兩 年 多 收 集 40 萬 條

訊息，這種瓦解社會信任的手段，

一直受到非議。聯合國經社文委員會

在今年 3 月發表的審議結論中，

亦 特 別 指 出 國 安 熱 線 可 能 對 公 民

社會、工會、教師及其他持分者的

工作不利，要求港府廢除國安熱線。

在學校採購加入含糊的國安要求，

卻 要 求 學 校「 保 持 高 靈 敏 度 」、

「 審 慎 評 估 」 供 應 商 有 否 違 反

國 安 行 為，豈 不 是 要 學 校 執 行 監

察和檢舉工作？

突顯港人自由收窄

教育局更新這份指引，在香港未有

引起太多公開討論，因為公開討論

的 空 間 已 越 來 越 小 。 可 是 ， 在

國 安 法生效三周年的這刻，這份

指引卻突顯了過去三年政府如何

一步步收窄港人的自由。這不僅是

透 過 拘 捕 和 檢 控 打 壓 異 議 聲 音，

在社會製造恐懼，更是全方位地在

社 會 每 一 個 環 節 進 行 監 控，瓦 解

社 會 信 任、鼓 勵 互 相 舉 報、時 刻

要求所有人把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透過全方位宣傳和政策迫使大眾

認 同 國 家 安 全 的 主 旋 律，要 我 們

認同播錯國歌是高於一切的民族

大 是 大 非，要 我 們 相 信 一 首 歌 曲

可以顛覆國家、一本繪本可以煽動

他人不守法。

這 大 概 是 過 去 三 年 香 港 社 會 的

變 化。在 這 艱 難 的 時 候，我 們 未

必即時看見曙光，但我們仍然希望

繼 續 為 香 港 的 人 權 付 出 ， 維 護

真 相，在 充 斥 謊 言 的 時 代，活 得

磊落真誠，靜待黑夜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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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燒金句  
甲：賣叉燒的小販說：「不犯法，不代表不會危害國家
       安全。」我唔明係乜意思。

乙：咁即是你冇犯法，就係犯咗法囉。

甲：係噃，難怪胡錦濤當日不肯離場，不代表他可以唔
       get out。叉燒佬始創的「三不連環」金句，一定
       要寫進廿三條。

乙：你儍的嗎？不寫進廿三條，不代表廿三條不包括這
       一條，寫都多餘。

甲：他的連環三不，表達能力實在太驚人。

乙：阿媽常說的「生舊叉燒好過生你」，以後可能改為           
     「生個阿 Q 好過生舊叉燒」都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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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憂鬱與香港同在 — 記在國安法立法後三年

牢籠夾縫走碎步
國安法三周年

國安法立法至今已經三年，這三年經歷許多事情，但卻說不上

是時光飛逝，皆因離散的時光都並不容易。

戰競地踏上離開香港的班機，起飛時望向窗外，百感交集 ：對自己能

安全離開的鬆一口氣、對未來毫不明朗的忐忑不安、發現自己或許只能

看這個家園最後一眼的依依不捨，這種複雜而唏噓的心情，即使現在

只以文字描繪，也能使我錯覺自己又身在那部客機上。

白色恐怖與無力感

下 了 飛 機 後 以 為 已 經 安 全，但 又

三不五時夢到自己突然身處香港，

警 察 走 來 要 以 國 安 法 將 我 拘 捕，

展 開 激 烈 的 追 逐 戰 後 猛 然 張 開

雙眼，才從噩夢中發現，即使自己

的軀殼已經離開香港，但我與許多

香 港 人 一 樣 ， 精 神 仍 然 被 困 於

國 安 法帶來的白色恐怖中。

離 開 數 載 ， 我 沒 有 一 天 不 關 注

香港所發生的事情。有時想像如果

自 己 還 在 香 港，或 許 能 夠 於 法 庭

旁聽席上支持著戰友，或是在無數

演唱會、電影首映會、節日的熱鬧

中 參 與 許 多 香 港 人 的 快 樂 時 光；

有時看到國安法成立後日益墮落、

成 為 憂 鬱 之 島 的 香 港，又 會 感 嘆

何以昔日讓無數香港人感到驕傲的

那 片 土 地，會 如 此 一 去 不 復 返。

但 在 投 入 香 港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時，

猛然醒覺自己今日與香港相隔數千

公里，那無力感實在說不上是好。

不論是在香港的社交媒體，或是在

外 地 聽 見 香 港 人 的 論 述，都 不 乏

有人評論指香港人已經在三年前

國安法頒布的一刻「輸了」。這或許

是 在 家 園 墮 落 後 萬 念 俱 灰 下 的

論述，但我從不覺得追求民主自由

的 路 能 如 此 快 便 下 成 與 敗 之 論，

比起說香港人已經「輸了」，我認為

更適合的論述，會是香港人的戰鬥

在這刻仍「未完結」。

Kongtinue 香港未完結

在 這 數 年 的 外 地 生 活 中，我 當 然

沒 有 漏 下 傳 承 香 港 價 值 的 工 作。

一 年 前 我 與 團 隊 撰 寫 了《太 平 島

保衛戰》教材，讓小朋友透過遊戲

及 寓 言 故 事 學 習 民 主。當 中 序 章

內 一 句 話 深 得 我 心：寓 言 故 事 會

收尾，桌上遊戲會完結，但香港人

的 未 來 不 會 如 此 輕 易 劃 下 句 號。

民主社會的發展過程從來不易，而

我 始 終 相 信 香 港 人 仍 然 處 於 通 往

民 主 的 路 上，香 港 要 在 這 刻 寫 上

句號未免為之過早。

也 是 因 為 如 此，我 與 團 隊 將 今 年

成 立 的 組 織 命 名 為 Kongtinue：

比起為香港人劃上句號，我們希望

能 成 為 香 港 人 過 渡 至 移 居 地 的

橋 樑，成 為 協 助 香 港 人 傳 承 香 港

文化及價值的逗號。

於外地進行組織工作時，我們也會

與 其 他 在 外 地 的 港 人 組 織 相 遇 及

合 作。每 看 見 香 港 的 公 民 社 會 在

外地仍然百花齊放，我便又更肯定

離散並不等於放下香港人的身分。

善用現在享有的自由

早前我們與羊村 2.0 合作，參與了

本地港人組織的香港市集活動，在

英國的傳統市場擺放《羊村》展覽，

以繪本作為引子，講述香港的歷史

與 公 民 活 動 。 期 間 不 少 本 地 人

在 看 完 展 覽 後 走 來 予 以 慰 問 和

祝 福，有人說出香港回歸前到香港

旅 遊 的 所 見 所 聞、對 從 前 香 港 的

喜愛及對今日香港的婉惜，甚至有

曾 駐 香 港 英 軍 在 看 到 我 們 的 展 覽

後，想 起 將 近 70 年 前 在 香 港 的

經歷。承蒙本地社群積極的反應，

我更確立了離鄉別井後對香港真實

歷史傳承及保存的意義。

在對香港歸屬感最高時、對香港人

身分認同最深時被逼離開香港，對

許多人來說都是一件充滿無力感的

事情。但無論是成為香港人，或是

能成功離開香港，於我來說都絕非

偶然。極權必會製造無數使香港人

感 到 無 力 的 境 況，在 無 力 時 容 許

自己無力，在適應過後再次振作，

明白身分為我們帶來的意義，善用

我們比其他香港人擁有更多的自

由，便是我們對於這個身分及這份

責 任 最 好 的 回 應 。 香 港 是 一 種

精 神 ， 極 權 越 想 滅 去 ， 我 們 便

越 要堅守。

離散後，香港人的未來路是難走。

或許我們無法挑選自己的背景及

遭 遇，但 至 少 我 們 能 夠 挑 選 自 己

在路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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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富翁（國安版／無社會褔利及機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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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下的香港新聞傳媒生態

牢籠夾縫走碎步
國安法三周年

2020 年以來，香港新聞界出現了巨大轉變。香港在無國界

記者的新聞自由世界排名中，大幅度地由 2021 年的 80 位下降至 2022

及 2023 年的 148 及 140 位。一般評論都聚焦在國安法之上，但廣泛

一點看，2020 年後在香港出現的，是政治和社會控制的法律化。除了

港區國安法之外，政府亦運用了舊有的煽動罪、收緊了對查冊的管理等，

特區政府亦正在研究關於眾籌和虛假資訊的法律，再加上基本法 23 條

的相關立法，加起來，就是一連串新和舊的法律手段，這些法律並不

特 別 針 對 傳 媒，但 每 每 對 媒 體 和

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產生各種各樣的

負面影響。筆者大概無需在此重覆

蘋果、立場新聞、眾新聞結束營業

等 事 件。籠 統 地 說，在 煽 動 罪 的

陰 影 之 下，媒 體 的 自 我 審 查 比 前

更加嚴重，例如面對著「六四」這種

敏感議題，主流傳媒最多能夠做到

的 是 一 種 被 動 的 報 道，即 是 在 有

事情發生時進行事實性的報道，但

不會像以往的香港媒體一樣，主動

尋找角度對議題作出報道。

難找吹哨人

新聞媒體自我審查在香港不是新鮮

事物。主權移交之前就已經有學者

關注及分析媒體自我審查的狀況。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及 2020 年

前和後的新聞媒體自我審查，除了

嚴重程度不一樣之外，還有另一個

主 要 分 別。以 往 的 香 港 媒 體 自 我

審查，是在一個相對開放和自由的

空間中發生的，社會上充滿敢言的

人和組織，問題只是媒體會否報道

他們的聲音而已。2020 年後的香港

媒體，除了自己的自我審查以外，

也要面對社會上普遍的自我審查。

筆者在過去年半跟超過 70 位新聞

工作者進行研究訪談，其中一個眾多

記者都強烈感受到的現象，就是尋找

新聞消息來源越來越困難。

調查記者指出吹哨人比以往少了

許多，有記者指出，過往民主派議員

偶然會給記者一些有用的提示，有

甚麼問題值得跟進，而在政治制度

被「完善」以及不少民主派人士被捕

之下，那些有用的提示和資訊也不復

存 在。也 有 不 少 記 者 指，就 算 是

不涉及政治的政策議題，要找到願意

具名批評政府的人也不一定容易。

這是不少公民社會組織相繼解散的

後續影響之一，而就算是仍然運作

的公民社會組織，在當下的環境中

也往往傾向低調行事，集中做實際

的工作，而避免「拋頭露面」。

自我審查中找平衡點

不過，縱使面對各種問題，媒體機構

內外仍然有不少新聞工作者，嘗試

進行專業和具批判性的新聞報道。

在 2022 年以來，更有不少新網媒

出現，包括法庭線、庭刊、集誌社、

C h a n n e l  C 等 等 ， 移 居 海 外 的

香 港 新聞工作者，則建立了綠豆、

追 新 聞、光 傳 媒、稜 角 等 陣 地。

同時，在香港成立已久的獨立媒體

和端傳媒仍然運作，一些社區也有

各自的社區報出現。在困難的境況

下，不少在香港及海外的新聞工作者

以 及 公 民 社 會 的 行 動 者 嘗 試 進 行

各式各樣的「實驗」。可以說，上述

網媒以及社區報等現象，代表了當下

香港專業新聞工作及批判性報道的

靭性﹙resilience﹚。

當然，新一批網媒的影響力，難以及

得上結業的蘋果、立場和眾新聞。

在 海 外 對 香 港 的 事 情 進 行 報 道，

也可能會有各種操作上的難題，長期

身 處 海 外 而 要 準 確 掌 握 香 港 民 情

並不容易。身處香港的媒體，在經營

層 面 上 會 有 可 持 續 性 的 問 題，而

政治環境會如何演變，媒體的空間

會否進一步收窄，也是未知之數。

當下堅持專業和批判性報道的香港

新聞工作者以及機構，多多少少都

會有各自的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的

方 法，風 險 管 理 有 時 會 涉 及 報 道

內 容 和 用 字 的 調 整、議 題 設 定 的

多樣化等等。部分風險管理措施也

是 自 我 審 查 的 行 為，但 需 要 指 出

的是，在很多威權主義國家之中，

專業新聞工作者對自我審查會有較

為 複 雜 的 感 受，他 們 會 認 為 局 部

自 我 審 查 是 必 要 的，目 的 是 保 存

力量，以及盡量令多一些資訊可以

被報道出來。香港新聞工作者對自我

審查的看法，也走向較以往複雜。

為社會留下重要歷史記錄

在 當 下 的 社 會 和 媒 體 環 境 之 下，

香港媒體的監察功能在過去兩三年

大幅減弱，就算是一般市民和新聞

受 眾，對 新 聞 媒 體 的 社 會 功 能 的

看法也作出了調整。今年 3 月筆者

進行的一個調查研究就發現，只有

20.9% 的香港市民認為新聞有影響

政府的能力，也只有 40.1% 認為

新聞有影響社會的能力。不過，仍然

有 47% 的香港市民認為新聞媒體

可 以 幫 助 異 見 者 或 者 弱 勢 社 群

發聲。同時，57.7% 香港市民認為

新聞媒體可以為社會留下重要的

歷史記錄。

這些看法和筆者與新聞工作者的

訪談中得到的印象是相近的，仍然

堅持專業新聞工作的香港記者，大都

明 白 到，在 當 下 的 環 境 中 不 一 定

可 以 體 現 媒 體 第 四 權 的 功 能，但

社會上仍然有各種重要的問題和

社群需要得到關注。回到最基本的，

很多正在發生的事情需要被看見和

被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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