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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香港報紙的「中國新聞」報導

──以2008年「兩會」報導為案例

⊙ 程金福

 

一、選題設想與資料的收集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以前，很少有非左派報紙關注中國大陸新聞，港人也常被視為政治冷

感1。但中英開始談判之後，由於關涉香港本身的未來與前途，有關中國大陸的新聞在「中國

新聞」版上日漸重視。前往中國大陸採訪新聞的香港記者日漸增多2。「六四事件」之後，中

國大陸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出台<港、澳、台記者到祖國大陸採訪七條規定>，限制了香港記者

到大陸採訪。1992年，香港媒體積極報導中國華東地區的特大洪水，促使香港市民紛紛為災

區捐款達7億之巨，此後，香港記者前往大陸採訪的限制漸趨放寬。

曾從事中國新聞和中港政治新聞採訪十多年的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記者譚衛兒認為：「香

港傳媒有一個『中國報導模式』。這個模式有意無意之間，支配著香港傳媒對於中國新聞的

處理。在回歸前，中國報導以『報憂』為主，免被扣上『擦鞋』之名，這是其中最突出的一

點，97年7月1日之後，情況已在不斷改善。」香港「回歸」以後，「媒介對中國的批評明顯

減少」3。自1995年《蘋果日報》出版之後，有關中國大陸的新聞報導開始出現側重社會新聞

淡化政治新聞的傾向。同時，香港報紙對於政治新聞的關注更多地轉向香港本地，包括特首

選舉以及立法會議員選舉等；同時對於香港特區政府的監督力度不斷加強，政治新聞「揭醜

式」報導更加頻見。有鑒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新聞越來越難於採訪報導，施清杉以為：「今後

中國新聞報導仍然會以社會新聞為主，政治新聞失勢是必然的趨勢。」4

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政治事務中的重大事

件，也是中國大陸媒體和海外媒體關注的重要政治新聞。2008年的「兩會」尤為引人關注，

時值中共「十七大」後的第一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北京奧運會召開在即，國家機構新

的領導人的產生以及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出台等重大議題在望，因而吸引了包括香港傳媒

在內的各路傳媒的眼光。

那麼，香港報紙對於2008年中國大陸「兩會」政治新聞的重視程度如何？「兩會」報導又表

現出怎樣的特徵？香港報紙的議程設置是否和「兩會」政治議程同步？其議程設置的關注重

點又是甚麼？進一步說，香港的報紙在「回歸」之後，是否珍惜並利用《基本法》所保障的

新聞自由以及獨特的角色優勢更多地介入和關注中國大陸的政治新聞，承擔對於「中國」



（而不僅限於香港）的政治和社會責任呢？

本文考察香港報紙對於中國大陸2008年的重要政治事件──「兩會」政治新聞的報導，正是

試圖通過一個案例的分析，來探討上述問題。

（二）、分析時段的選擇

2008年「兩會」，指的是於2008年3月份召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全國

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其具體召開和閉幕時間見「表一」。

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於3月3日至3月18日每日出版〈兩會特刊〉。本文的分析也將主要

關注從3月3日至3月18日共計16天的時間內香港報紙對於「兩會」的報導。

（三）、分析物件的確定

香港《開放》雜誌總編金鐘先生以為：「香港雖然早在六十年代就開始普及電台、電視，但

報章雜誌始終是市民取得資訊尤其是新聞資訊的主要來源，九七回歸後，網路熱潮興起，但

是，並未影響傳統媒體的銷售。香港的報紙仍有約二十家，雜誌仍有七百多種，香港人仍然

是世界上最愛讀報的族群之一。」5 我們選擇香港的報紙作為分析對象，也主要是基於報紙

在香港與電視、廣播、網路比較起來的影響力依然是最大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報紙作為紙質

媒體的研究的便捷性，因而也可有助於提高研究的有效性。

筆者赴香港民政事務處報刊註冊組查詢證實，2008年在香港出版發行的以報導香港及世界新

聞的中文日報共計15份6。 借助香港慧科訊業有限公司提供的一種新聞資訊的搜索工具──

慧科搜索，我們發現慧科搜索中所提供之中文香港報紙數目與香港民政事務處報刊註冊組的

數目一致。我們在15份中文報章中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五份報紙作為研究物件，即《文匯

報》、《明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文匯報》屬左派報紙的

代表，《明報》（中文報紙中公信力最高的報紙）和《星島日報》作為中間性知識份子報紙

的代表，《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作為通俗性大眾化報紙以及發行量最大的代表7。藉此

選擇以試圖把握香港報紙的全貌，而避免以偏概全的錯漏。

香港報紙的各版內容設置一般包括新聞版、財經版、體育版、娛樂版、副刊版等，具體版面

設置各報不一，也時有調整。其中新聞版一般又分為「港聞」版（主要報導香港本地新

聞）、「中國新聞」版（主要報導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新聞）以及「國際新聞」版（主要報導

香港、中國大陸以及台灣以外地區的新聞）等。

香港報紙的「中國新聞」版，在內容上主要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新聞，但具體版頭名

稱不一，《明報》和《星島日報》多以「中國」為名，《東方日報》則以「兩岸」為名，

《蘋果日報》名為「中國新聞」，一般多設置兩個版面，分別側重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

本文選題所關注的「中國新聞」主要指的是關於中國大陸的新聞報導內容和版面，而不涉及

台灣地區的報導內容和版面。

有關中國大陸2008年「兩會」的新聞報導也主要集中在「中國新聞」版，具體的版面位置及

版面名稱見「表二」。



本文的分析主要針對的就是香港報紙上述版面中對於2008年「兩會」的報導。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的版面位置只是主要的報導版面，具體報導時，各報的版面位置也會出

現一些變動，譬如《文匯報》的報導在3月4日、5日、6日、7日、14日、16日和17日都是以頭

版頭條位置報導兩會；《明報》也有3月6日以頭版頭條報導政協委員汪明荃的提案訴求，

《星島日報》的兩會報導有時也會調整到A25版；《明報》有時只用一個版面進行報導。本文

的分析和資料資料的收集也兼顧到了主要版面和變動版面的具體報導情況。

二、香港報紙對於「兩會」報導的重視程度

本文考察香港報紙對於「兩會」報導的重視程度，主要從頭版頭條報導的情況、特派記者的

陣容情況和專版設置情況來進行考察。

通過檢索上述15分香港中文報紙的頭版頭條報導，我們發現香港報紙在「兩會」期間頭版頭

條的關注議題如「圖一」。

從「圖一」中，我們發現：「兩會」期間，香港報紙最為關注的事件是「流感致童死」（事

件1）新聞，相關報導持續8天時間，頭版頭條總數達63條；排名第二的關注事件是「兩會」

（事件2），相關報導持續15天，頭版頭條總數35條；排名第三的關注事件是「妓女被殺」

（事件3），相關報導持續3天，頭版頭條總數21條；之後的關注事件依次為「藝人沉殿霞追

思會」（事件4）、「滙豐公司年報」（事件5）、「西藏騷亂」（事件6）和「新疆劫機」

（事件7）。

從「圖一」中可見，有關「兩會」新聞的關注報導，持續時間最長；但平均每天的條數只有2

條，以平均每天條數計，「兩會」新聞事件則是7個事件中受關注程度最低的。香港發行量最

大的《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在「兩會」期間，頭版頭條中無一條關注。

在3月3日至3月19日期間，香港報紙頭版頭條報導「兩會」的情況可見於「圖二」。

由「圖二」可見：香港15份中文報紙對於「兩會」最為關注的是3月5日和6日，關於人大開幕

中溫家寶總理報告和胡錦濤對台講話的新聞報導，但這2天中又分別有5條和3條新聞關注的是

「流感致童死」新聞。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在「兩會」新聞的頭版頭條的報導中，有16條

來自帶有明顯宣傳色彩的《大公報》和《文匯報》。

在我們所選定的五份報紙中，以頭版頭條報導「兩會」的以《文匯報》次數最多，分別在3月

4日、5日、6日、7日、14日、16日和17日，共有7次。《星島日報》共有2次，分別在3月3日

頭版頭條報導政協開幕和3月6日頭版頭條報導人大開幕。《明報》只有3月6日1次，報導政協

委員汪明荃提案。《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一直未見頭版頭條報導兩會。

有關特派記者的陣容情況，我們檢索報紙版面發現：《明報》派出了9人的兩會採訪組，並以

「兩會採訪組」名義發稿，並刊登了採訪組9名記者的名單。《星島日報》派出了7人的記者

採訪組，並以「北京直擊報導」名義發稿，也和《明報》一樣刊發了7名記者的名單。

《文匯報》設「聚焦兩會」專版，以「本報兩會報導組」名義發稿，但沒有像《明報》和

《星島日報》那樣交待記者姓名及人數。《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的兩會新聞都以「本

報記者」名義發稿，但只刊於文末，不是標準的「消息頭」，也沒有記者署名。



從中，我們發現，《明報》和《星島日報》最為重視消息來源的獨家性，從獨家新聞報導的

版面表現來看，《明報》優勝於《星島日報》；《文匯報》雖然版面多於《明報》，但由於

沒有交待「兩會採訪組」的記者姓名與人數，因而其可信度不及《明報》。

有關版面設置的具體情況，可見於「表三」。

藉助「表三」以及「圖三」考察版面內容，我們發現：在我們選定分析的五份香港報紙中，

除了頭版頭條的報導之外，還特設專版報導「兩會」的，以《文匯報》為最多，在4個專版左

右（除「特刊」版外），但未見有專欄設置。《明報》設2個「中國專頁2008兩會」專版，並

配有「兩會熱點」、「焦點人物」、「人大聚焦」、「採訪手記」、「兩會詞典」和「花

絮」等6個小專欄。《星島日報》設1個「人大政協」專版，並配有「鄭重其事」、「密不透

風」、「人物特寫」、「花絮」等4個小專欄。

《蘋果日報》在「兩岸要聞」版設「兩會聚焦」專欄。《東方日報》只在「兩岸新聞」版對

「兩會」新聞作單條報導，既沒有專版也沒有專欄。

綜上，以特派記者的陣容情況和版面設置的情況看，對於2008年兩會的報導重視程度由重到

輕依次為《文匯報》、《明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倘若除去

黨派色彩濃厚的《文匯報》不論，「《明報》自稱中國報導見長」，在此也可印證。比較起

來，《東方日報》最不重視兩會報導。

但從發行量最大的《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來看，則可見香港報紙對於2008年兩會這一

類政治新聞的重視程度是有限的。

三、香港報紙對於「兩會」的議程設置

香港報紙對於中國大陸2008年「兩會」重視程度不一的已有報導中，香港報紙的議程設置是

否和「兩會」政治議程同步？其議程設置的關注重點又是甚麼？

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將把2008年「兩會」政治議程與香港報紙的報紙頭版頭條和專版的頭條

進行對比，來考察香港報紙對於「兩會」報導議程設置的特點。

從公開的「兩會」會議日程中，我們抽出「兩會」的主要議程如「表四」。

本文選擇其中三個主要議程，即：3月5日的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3月11日的國務院機構改革

方案、3月15日的國家領導人選舉；分別考察3月6日、3月12日、3月16日的香港報紙的頭版頭

條和專版的頭條。從檢索搜集的資料中，我們發現香港報紙在上述三天的頭版頭條和專版頭

條議程設置如「表五」。

比較「表四」和「表五」，我們可以發現香港報紙在有關2008年「兩會」報導的議程設置上

表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香港報紙頭版頭條的議程設置和2008年「兩會」議程設置的同步程度很低。3月5日，

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溫家寶總理當天作政府工作報告。3月6日，只有

《文匯報》一家以頭版頭條設置相同議程；頭條報導題為「全國人大開幕溫總勾畫九大任務

宏調有壓有保兩手遏通脹」。《明報》頭條關注的是政協委員涉及香港的提案。《東方日

報》和《蘋果日報》的頭條是關於香港本地的流感爆發新聞。3月11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聽取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國大陸媒體聚焦「大部

制」改革。但3月12日，《文匯報》、《明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和《東方日

報》的頭條都是關注香港流感的新聞。3月1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五次全體會

議，選舉人大委員長、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3月16日，除了《文匯報》頭版頭條報導了領導

人選舉結果外，其他報紙頭版頭條都是關於西藏騷亂的新聞。

第二、在各報的「中國新聞」版中關於「兩會」的報導中，雖然版面位置安排所體現出的重

要性各異，但關注議程的一致性程度較高。無論是3月6日對溫家寶總理報告的報導，還是3月

12日對「大部制改革」的報導，還是3月16日對習近平當選國家副主席的報導。即使《東方日

報》的「兩岸新聞」版的次要位置的單條新聞報導，其議程也和其他報紙一致。然而，即使

議程相同，各報在相關新聞報導的側重點上的差異性非常明顯。譬如關於溫家寶總理報告的

報導中，《明報》側重的是「總結雪災教訓」，《星島日報》側重的是「恢復兩岸和談」，

《蘋果日報》側重的是「九招壓通脹」。

第三、發行量最大的《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的「中國新聞」版對於中國大陸的新聞報

導（此外還包括台灣地區的新聞報導）表現出明顯的重社會新聞輕政治新聞的傾向。譬如

《東方日報》，3月6日A38版「兩岸新聞」，頭條題為「惠州福利院大火八智障童慘死」，典

型是一條負面社會新聞；涉及「兩會」的新聞題為「人大開幕多項措施遏通脹」，則作為二

條新聞處理。3月12日A34版「兩岸新聞」，頭條關注的是河南縣官玩女醉死竟封優秀黨員的

負面新聞，該版第四條新聞涉及「兩會」，題為「國務院部門28減至27個」。3月16日A27版

「兩岸新聞」頭條標題為「柴油短缺 珠三角告急」，該版的中國大陸新聞報導則沒有新聞涉

及「兩會」。《蘋果日報》雖然在3月6日、12日、16日的「中國新聞」版以頭條關注「兩

會」，但整個「兩會」期間的16天中，只有3天以「兩會」新聞為「中國新聞」版頭條，其他

13天的「中國新聞」版，頭條都是社會新聞，「兩會聚焦」欄新聞報導都處於相對次要的位

置。

第四、各報在「兩會」報導的內容上客觀中立的傾向明顯。1997年之前「中國報導模式」中

的「報憂」為主的特徵在「兩會」報導中已難見蹤影。無論是3月6日的報導溫家寶中立的報

告、還是3月12日的報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還是3月16日的報導國家領導人的選舉，除了3

月12日《明報》的報導「大部制揭盅雷大雨小」偏於「報憂」之外，其他報導都偏於客觀中

立。

四、結論

綜合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香港報紙對於中國大陸2008年「兩會」政治新聞報導的重視程

度不一，但總體上重視程度低。「兩會」報導議程的同質化程度很高，但報導的側重點不

一。報導內容客觀中立的傾向明顯，1997年之前的「中國報導模式」中的對於中國政治新聞

的「報憂」特徵甚為稀見。

香港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很多關心香港問題的人所關注的重點之一。鄭

貞銘先生以為：「因為新聞自由關係到知的權利，而知的權利是一種社會權利，屬於全體人

民；又因為知的權利影響民主社會的運作，香港新聞媒體是否真能扮演社會公器的角色，竭

盡監督政府的職責，是引人懷疑，令人質疑的。」8對此質疑，李金銓先生以為：「除非『一

國兩制』完全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不可能低到中國大陸的程度。」9



從香港報紙對於2008年中國大陸「兩會」的頭版頭條議程設置、版面處理以及關注的側重點

來看，香港的報紙仍然保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因而可以凸顯出多元化的報導立場和差異性的

報導視角。但是，我們又可發現「兩會」期間香港報紙報導「中國新聞」中社會新聞與政治

新聞的比重來看的淡化政治新聞的傾向，對於「兩會」政治新聞報導較低的重視程度，以及

香港報紙的「兩會」報導內容上的客觀中立傾向，從中我們不難窺見香港報紙對於中國大陸

政治新聞報導的自由空間的有限性。

比照施清杉先生對香港報紙關於特區內部政治議題的關注和政治新聞的重視的論述，我們不

難發現香港報紙在特區內部的政治新聞報導的巨大自由空間以及香港報紙的積極作為。但

是，從香港報紙的「兩會」報導來看，香港報紙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新聞的報導，無論在採

訪報導的積極性上，還是在報導空間的自由度上，都可見出特區內部政治新聞報導與中國大

陸政治新聞報導的明顯反差。

香港傳媒保障受眾知的權利、監督政府的職能，如果說在香港特區內部範圍內有不斷強化的

趨勢的話，那麼在中國大陸的範圍內則是明顯地弱化了。

「如果香港經濟奇跡是『硬體』，社會和政治自由就是不可或缺的『軟體』。如果中國珍惜

香港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言論自由和經濟資訊的自由流通將是香港成功故事的支柱。」10在

中共官方與香港傳媒的政治互動過程中，我們除了希望中共官方珍惜香港言論自由的空間

外，香港的傳媒是否也當自省：香港的報紙是否已經在「中國報導」上完成了「回歸」後的

轉型，而勇敢地利用現有的言論空間以及自身獨特的角色優勢承擔「回歸」以後的社會責任

呢？還是說，在日益「資本」主義的世界上，即使香港的大眾傳媒，資本的理性也會戰勝專

業的理念和社會的使命而決定一切？

* 本論文之寫作幸獲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在選題及觀點上的賜教，謹此深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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