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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具有美國中情局（CIA）背景、由美國國
際媒體署出面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

（RFA），29日發聲明，聲稱因應基本法第
23條完成立法，經一個月詳細評估後，決定
調整在香港的運作模式，關閉實體辦事處，
不再保留全職員工，但會繼續保留在香港的
新聞機構官方註冊。

特區政府回覆查詢時表示，不會評論個
別機構的營運決定，但強烈不滿及譴責所有
危言聳聽及抹黑《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失
實言論。多位政界人士認為，RFA就是美國
資助的 「政治工具」 ，用詞和報道角度極度
偏頗，長期打着 「新聞自由」 的幌子旨在反
中禍港，毫無公信力可言。

特區政府表示，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是主
權國家的固有權利，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和英國亦
有相關法例。特區政府在訂立《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時，有適當參考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對於
《條例》下的新增罪類，海外亦有相關或類似條
文，如果指記者只有在香港工作時會感到憂慮，
在其他地方則不會，是非常偏頗的言論，令人髮
指。

反映《條例》震懾不良傳媒
發言人又說，特區政府已多次強調《條例》

針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目的是保護廣大
香港市民生命、財產、自由和權利，一般傳媒工
作者不會從事危害我們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不會誤墮法網，又指《條例》是防禦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和活動的法律，只有想闖入香港家園侵
害掠奪的人，才需要感到憂慮。

港島東立法會議員梁熙認為，過去保安局局
長曾提到，自由亞洲電台的背後資金來源與美國
政府十分相關。而他們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立法期間亦多番散布抹黑及誤導性資訊，故此當
然懼怕在《條例》立法後會被當局追究。這反映
了《條例》具有實際的作用，能夠針對不良傳

媒，亦同時保障其他正當媒體。梁熙又說，不過
就算他們關閉實體辦公室，亦不代表可以因此可
逃避相關法律責任，故此希望他們謹言慎行。

學者斥新聞界敗類製造恐慌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教授傅健慈指

出，自由亞洲電台以政治立場先行，違反新聞
工作者的專業守則，多次抹黑《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立法及發表撤離聲明，作賊心虛，危言
聳聽，煽惑人心，製造恐慌，邪惡目的昭然若
揭，根本是新聞業界的敗類，必須予以強烈譴
責。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高松傑表示，由美國當局
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立場向來徹頭徹尾親美反
中，用詞和報道角度極度偏頗，長期打着 「新聞
自由」 的幌子旨在反中禍港，能夠苟延殘喘到此
時此刻也確實是一個 「奇跡」 了。所謂 「阿婆走
得快一定有古怪」 ，如果它不是 「美國代理
人」 ，又何需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後急急走
人呢？其實這也間接再次證明了《條例》立法的
必要性和威懾力。此外，該電台在撤離香港前仍
要配合美國再次抹黑條例，徹底證明只是美國的
「政治工具」 ，毫無公信力可言。

自由亞洲電台關閉港辦事處
美政府喉舌危言聳聽 抹黑維護國安條例作賊

心虛

大公

自
由
亞
洲
電
台
終
於
﹁
跑
路
﹂

以美國政府撥款為生、公然從事造謠抹
黑的 「自由亞洲電台」 ，昨日發表聲明，聲
稱 「將關閉香港的實體辦事處」 。消息傳
來，市民無不拍手稱快，這個 「假新聞製造
者」 終於要結束其在香港長達28年的造謠時
光， 「跑路」 回美，這對香港百利無一害。

雖然掛着 「自由」 和 「亞洲」 名頭，但
這個組織既與 「自由」 無關，總部也不設在
亞洲，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意識形態的
宣傳機器。其前身誕生於冷戰時期，到1994
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廣播法》，以 「推廣
資訊與思想、推動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的目
標」 為目的，成立 「自由亞洲電台」 ，並將
中國內地視作主要針對目標。

28年來， 「自由亞洲電台」 從未間斷
過對中國的造謠、攻擊和抹黑，隨着美國
不斷加緊 「遏華」 戰略，該機構的角色進
一步得到提升。2021年，美國國會通過
《戰略競爭法案》，承諾每年撥款3億美
元用於反華報道。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專
門提及該機構的屬性：美政府將增加 「自
由亞洲電台」 對普通話、藏語、維吾爾語
和粵語服務的資助。

事實說明，該機構不過是一個披着 「新
聞」 外衣的 「顏色革命」 宣傳機器。在香港
運作期間，與本地反中亂港分子勾結，成為
假新聞的主要製造者。2019年黑暴期間，
「自由亞洲電台」 不但屢屢發表關於 「港
獨」 和激進暴力分子的報道，試圖美化暴
力，煽惑違法行為，還通過所謂報道，協助
亂港分子散布 「布袋彈爆眼」 、 「8．31打
死人」 等謊言，不斷給年輕人 「洗腦」 。另
一方面，在3年的疫情期間，從社區檢測、新
冠疫苗，再到 「安心出行」 手機應用程式，
該機構也無一缺席，不斷散播沒有任何事實
根據的恐懼，抹黑港府的防疫抗疫工作，擾
亂民心。到了近日，還在採訪 「港獨」 分
子，不斷散播關於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假消
息。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以美國撥款為生，
財務無憂，但該機構對員工極其苛刻。2022年8月25日，
就有該機構的香港內部員工在社交平台發文，控訴公司長
期壓榨員工、實習生，待遇表裏不一。一個連實習生都要
剝削的機構，還有臉說 「基於員工的安全而關閉辦事
處」 ？

說到底， 「自由亞洲電台」 的 「跑路」 ，不是因為香
港沒有新聞自由，而是因為自身沒有了半點公信力，他們
再難造謠下去了，唯有一跑了之。隨着其香港辦事處的
「關閉」 ，該機構也快走到歷史盡頭了。正如曾擔任克林
頓政府的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凱薩琳．達爾皮諾
（Catharin Dalpino）所指出的，該機構的存在，根本就
是 「在浪費金錢」 。

其實， 「自由亞洲電台」 由盛到衰的過程，正是美國
話語霸權全面崩塌的過程。如今，世人早已看穿了其真實
目的，美國政府花再多的錢，也改變不了這個臭名昭著的
「謠言製造者」 的命運。 子言

勞福局應對人口老化
擬增購內地安老宿位

【大公報訊】記者秦英偉報道：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30日）表示，當局
將向內地購買更多安老院舍宿位，讓長者有更
多選擇。

每五個港人一個長者
孫玉菡昨日在一電台節目表示，人口老

化問題是本港最大的社福問題，現時每五個香
港人就有一人是65歲或以上長者，十餘年後
比例將會變為每三人有一人是長者。

孫玉菡強調，老人並非香港負擔，很多
長者仍然可以貢獻社會，但當他們不能照顧自
己的時候，政府需要確保有足夠院舍和服務，
期望他們享有合適生活。長者北上退休是一種
選擇，當局將向內地購買更多安老院舍宿位，
以應付需求。

孫玉菡表示，長者的最大挑戰是孤獨，
需要別人關心。這關心不用很複雜，只需身邊
人尤其是子女，有時間多打一個電話就能令到
很多長者感受多些溫暖，覺得有人幫助及傾
聽，對很多長者而言，問題就得以紓緩。

政府正推展為期三年的 「齊撐照顧者行
動」 宣傳活動，目的正是要喚起全社會對照顧
者的關注。照顧者如面對困難或有任何問題，
都可致電24小時支援熱線182 183，除了提
供輔導，同時會有社工幫助，在有需要的時候
更會提供即時協助。

海關下季增聘督察 積極招募內地港生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海關關長何珮

珊昨日（30日）表示，現時海關人手緊張，去年聘
請了80名督察及190名關員，而申請則分別增加了
超過七成及超過兩成；新一輪督察招聘計劃下季開
始，正積極到內地招聘港生。

擬招90督察200關員
何珮珊昨早在電台節目表示，海關人手經過努

力招聘後情況已有很大改善，自通關後海關已到內
地五個較多港生的城市進行招聘，包括北京、上海
及廣州等，不少港生均表示有興趣加入，去年聘請

了80名督察及190名關員，今年目標是再聘請90名
督察和200名關員，關員招聘是全年開放，新一輪
督察招聘則計劃下季開始。

何珮珊提到，未來的新皇崗口岸除了會實施
「一地兩檢」 外，亦計劃取消貨檢功能，配合當

局重整口岸，包括實施貨運 「東進東出、西進西
出」 的布局，海關或須調整人手，把在皇崗口岸
節省下來的檢貨人手調派至其他口岸，如屆時人
手不足，會按正常情況爭取額外資源。至於落實
時間表，她指出皇崗口岸會按重建的建築進度再
決定何時開通，特區政府和深圳政府正商討口岸

重組，由於涉及多個口岸需時較長，但雙方正積
極盡快推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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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賽馬會4．1結業 馬迷惋惜
【大公報訊】記者秦英偉報道：澳門賽馬會明

日（4月1日）將交還賽馬專營權給澳門政府，結束
44年賽馬歷史；昨日（30日）在氹仔馬場舉行最後
一日賽事，全日共跑14場，吸引澳門當地，以及香
港和內地不少馬迷入場留念。澳門賽馬會將遣散
570名員工，明年3月底前將現有289隻馬轉運到外
地。

有來自香港的夫婦表示， 「到澳門看賽馬是我
們退休的娛樂之一，相信日後會減少過來，因為這
裏的景點基本都遊覽過，其他賭場的消費又太高，
不適合我們。」

廣州旅客梁先生表示： 「很可惜，以前是賽馬

車，現在連賽馬都沒有，賽狗又沒有，娛樂應該要
多樣化會更好。」 澳門當地馬迷也認為，繼賽狗場
後，對賽馬結業感到可惜，認為博彩業只剩下賭
場，相對較單一。

澳門賽馬會前身為澳門賽馬車會，改為賽馬後
一度經營不善，欠債纍纍，1991年由商人何鴻燊領
導的集團出資收購。1990年代末可謂澳門賽馬的鼎
盛時期，澳門馬會曾經有1200匹馬，如今只剩下
200多匹馬，以及超過25億元的債務。

澳門賽馬會去年向政府提出，解除經營賽馬專
營批給合同，原因是公司經營困難，而且賽馬活動
無法迎合現時社會發展需求。澳門政府今年1月指

出，考慮到近年賽馬活動對本地居民及遊客的吸引
力日漸減少，決定接納相關申請。政府會把收回的
馬場土地撥入政府土地儲備，重新規劃，表明不會
再考慮用於賽馬或其他賭博項目。

自由亞洲電台
部分失實報道

播「獨」言論激公憤
•2008年5月26日，人民網轉載《環球
時報》評論《為 「藏獨」 分子大做宣
傳 「自由亞洲電台」 受人厭惡》，
強烈譴責該電台為西藏流亡政府散布
謠言。該評論指出一個奇怪的事實，
有關西藏騷亂事件最早的報道來自自
由亞洲電台，但該台在西藏卻沒有記
者。

為許智峯謊言背書
•2024年1月3日，自由亞洲電台發表題
為 「鎮壓反送中外籍 『主將』 陶輝退
休 許智峯促交代612開槍決定」 的
報道，引述潛逃境外被通緝的前立法
會議員許智峯的謊言，警方為此去信
表達強烈不滿。警方指出，許智峯言
論失實，自由亞洲電台 「不應提供平
台給罪犯發布失實言論」 。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批評自由亞洲電台引述 「錯
誤」 評論。

錯誤配圖弄虛作假
•2024年3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發表
題為 「朝鮮在中國實施的強迫勞動計
劃：虐待、性侵、工資被政府拿走」
的報道，配上圖片指 「2023年3月，
一群朝鮮婦女在中國丹東的街頭，由
一名政府監管人員監督。在中國使用
這些勞工違反了聯合國的制裁。」 事
實上，該圖片是鳳凰網於2011年12
月28日刊登的題為《遼寧丹東朝鮮人
自發組織弔唁金正日》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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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譴責失實言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