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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涉違上市例 壹傳媒勢除牌
投資者憂股票淪廢紙 議員促集團速向監管機構交代

壹傳媒（0282）創辦人黎智英及5名公司高層涉違香港

國安法先後被捕，3間相關公司資金被凍結下，壹傳媒昨日

宣布旗下所有香港刊物將陸續停刊，綜合熟悉股市運作人士

的意見認為，正在停牌的壹傳媒以出版及廣告收入作為主要

收入來源，旗下刊物及網站停運後，將因欠缺可持續業務及

維持經營的足夠資產，牴觸上市條例而勢走上除牌末路，股

民持股料將淪為廢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阿婆走得快，一定有
古怪。自2006年起每
個禮拜都會為《明報》
撰寫政治評論專欄嘅中
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高級講師蔡子強，噚日喺《明報》評論版
《觀點》刊出嘅「筆陣」專欄聲稱，自己
因為寫政治「感到疲累」同「無力感很
重」，所以會擱筆休息一下，又故作呻吟
話「今天自己寫政治評論，已再改變不了
什麼」。不過，明眼人都睇得出佢係因為
咩事收筆，唔怪得一班網民都話：「怕坐
監就怕坐監喇，咁×多野（嘢）講。」
《明報》噚日刊出蔡子強以《告別的年
代：每個道別都感恩》為題嘅文章。蔡子強
喺文中宣布專欄擱筆嘅決定。佢聲稱，𠵱家
係一個「告別的年代」，「告別的不單是朋
友，也包括我們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和相信

的價值，例如無罪推定、言論自由、公營廣
播等……」佢仲無病呻吟咁話「今天自己
寫政治評論，已再改變不了什麼」喎。
蔡子強亦喺專欄透露，過去幾個月陸續

有唔少「朋友」被捕，被拒保䆁，甚至要
入獄，佢把握機會約見等候判刑嘅朋友，
又為佢哋開脫，標榜佢哋都係乜「光明磊
落的人」。
講真嗰句，明眼人都睇得出佢係因為咩

事而收筆，又使乜講到自己幾咁艱難。網
民「7327323」道：「怕坐監就怕坐監
喇，咁×多野（嘢）講。」
「Toby Teng」就覺得「（蔡子強）心

中有鬼，感到寒氣一陣」。「平民」揶揄
「又一個怕死鬼」。「Andy Cheung」就
問：「咁幾時到整頓在大學的『講屍
（師）』『教獸（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蔡子強稱擱筆 網民譏「怕坐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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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壹傳媒股票的投資者權益關
注組召集人陳仲翔，多年來一

直參與保障小股民權益保障事宜。
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他之前一直都非常擔心壹傳媒
股票變成廢紙，「但都想不到這樣
快發生。」

籲股民要預投資或化烏有
由於正在停牌的壹傳媒料將復牌
無期，陳仲翔呼籲仍持有壹傳媒股
份的市民要作好心理準備，可能有
關資金會被長期「鎖死」，甚至全
部投資有可能化為烏有。
他指出，根據壹傳媒年報，公司

主要收入來源是廣告，如果壹傳媒
旗下刊物停刊，網上亦停止更新的
話，收入結構亦會產生極大變化，
粗略來看，估計該公司將無力繼續
營運，若公司無實質業務、或資產
低於最低要求，屆時將不符合上市
地位。若壹傳媒無法發掘新業務營
運，料最終被港交所勒令除牌的可
能性相當高。
根據主板《上市規則》除牌準
則，倘上市公司持續停牌18個月已
可被除牌。陳仲翔表示，未來將有
很多法律程序要進行，相信壹傳媒
一直停牌至除牌的可能性相當大。
至於除牌程序方面要視乎監管機構
如何審視壹傳媒餘下資產，若按過
往經驗料或需時兩三年不等的漫長
時間。
被問到壹傳媒可否透過賣殼，令

持股者仍有一線生機可盼望，陳仲
翔認為，壹傳媒可以賣殼的可能性
相當低，因為壹傳媒本身牽涉的政
治、法律等因素，而賣殼亦需要尋
找到新投資者，當在市場上或有更
多更佳選擇，「無理由找間公司令
自己牽涉如此繁複及有風險的交
易。」

他呼籲監管機構審視除牌程序，
因為按照以往經驗，每次除牌程序
後，小股東所佔權益無法反映。他
認為就算只持有一股的小股東，在
公司除牌成為私人公司後，亦應按
比例分享公司剩餘價值，否則對小
投資者不公平。

張華峰願幫小股東「攞個明白」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壹傳媒旗下刊物
雖然將陸續停刊，但他相信除了早
前遭保安局凍結的 3間公司合共
1,800萬元資產，公司仍有其他剩餘
資產、現金流等，促壹傳媒盡快向
股東交代營運及資產情況。如果壹
傳媒停刊、以及日後無法出業績，
都有可能違反上市條例，因此壹傳
媒亦需盡快向監管機構交代情況。
他表示，暫時未有收到壹傳媒小

股東求助，因為有很多股票都是以
證券公司名義持有，若《蘋果日
報》停刊後，「小股東為保障自己
權益一定要出聲」，包括向證監會
及業界代表求助。如果自己收到求
助，一定會協助小股東「攞返個明
白」。
壹傳媒5月26日曾發出公告，披

露截至今年3月底止，壹傳媒未經
審核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5.2億元，
未償還銀行貸款超過9,300萬元，應
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為1.8億
元，其他流動負債，包括應付款項
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為3.8億元，以
及合約負債總額近7,000萬元。若將
現金結餘及應收款扣除負債及應付
款項後，淨現金結餘約1.6億元。
壹傳媒昨日繼續停牌，按大股東

黎智英持有壹傳媒71.26%股權，壹
傳媒停牌前的總市值約7.65億元
計，目前散戶持有的壹傳媒股票市
值約2.19億元。

壹傳媒嘅《蘋果日
報》同《壹週刊》相
繼玩完，多個黃營媒
體亦自行摺埋。其
中，網媒《D100》噚
日就話佢哋個「VOA

新聞天地」即日起改為播音樂，地區媒
體《沙燕》則乘勢自爆已經幾個月冇出
版，會無限期休刊。網媒《100毛》所
屬嘅「毛記葵涌」則有傳會拓展業務搞
時裝網購。有網民就質疑「毛記」係身
有屎先想轉型，但「毛記」近日都冇就
事件作回應。

《D100》新聞轉播音樂
《D100》噚晚發通告，話即日起佢
哋個「VOA新聞天地」將暫停播放，
會改為「D100音樂播放」，但就冇解
釋原因。所謂嘅「VOA」其實就係
「美國之音」，點解收得咁急，似乎都
唔使講咁明。
冇出版幾個月嘅《沙燕》噚日亦出嚟

湊熱鬧，話自己有幾個「身兼要職的手
足」因為有案件喺身坐緊監，唔知幾時
返，而財政又緊絀，商量過後決定無限
期休刊喎。
相比之下，「毛記」就另外搵到潛在

財路，諗住同黃店一齊開時裝網購平
台，但講開又講，「毛記」唔係第一個
搞網購嘅「傳媒」，事關壹傳媒創辦人
肥佬黎（黎智英）早喺1999年已搞過
直銷店「蘋果速銷」，透過網站同隨
《蘋果日報》附送嘅購物指南吸引顧客
落單，再送貨上門，但做咗一年多啲就
全線執笠，當時肥佬黎仲自爆「蘋果速
銷」令佢蝕咗10億港元。唔知「毛
記」搞網購又會點呢？

網民質疑「毛記」身有屎
網民「Sa Sa」就搲晒頭：「而
（𠵱 ）家先轉玩網購……」「Chan
Ho Lam」就質疑：「可能心（身）有
屎，咪嗱嗱臨轉章囉。」

「Kent Wong」就寸埋《蘋果》：「唔好話被
逼結業，當大家水深火熱時，大三罷又係你地
（哋）搞出黎（嚟），宜（𠵱 ）家可以永遠罷
工！唔係應該好開心？再講，《蘋果》D（啲）
員工唔係好有理想同抱負既（嘅）咩？唔收錢都
做啦！甘（咁）多手 joke（足）都係義工架
（㗎）嘛，你地（哋）（仲）好意思收錢？以前
甘（咁）多大型集會，全港流膿墻（連儂牆）都
係自發又無大檯（台）都能夠搞出黎（嚟），區
區幾百人既（嘅）企業要佢繼續運作點會有難
度，宜（𠵱 ）家最缺就係錢，二百幻（萬）人每
人10蚊就解決曬（晒）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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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駐歐盟使團網站
訊，歐盟對外行動署昨日針對香港《蘋果
日報》關閉發表聲明稱，《蘋果日報》香
港業務的關閉表明中方借助實施香港國安
法扼殺新聞和言論自由，嚴重破壞媒體自
由和多元化，也違背了香港作為國際商業
中心的願景。駐歐盟使團發言人批評，歐
方打着新聞自由的幌子，公然干涉香港事
務和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原則，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

駐歐盟使團發言人表示，香港是法治社
會，基本法和國安法明確保障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的權利自由，包括言論和新聞自
由。但新聞自由不是免罪牌，反中亂港沒
有法外權。香港警方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的個人和公司採取行動，是依法打擊犯
罪，切實維護法治與社會秩序的正義之
舉，與新聞自由毫無關係。「我們嚴正要
求歐盟恪守不干涉內政這一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停止以任何藉口干預香港
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駐歐盟使團：港警依法查《蘋果》不容外力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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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昨日宣布，午夜起停止運作，最後一
份報紙今日出版。《蘋果日報》創刊26年來可謂壞事
做盡，打着新聞自由旗號造謠撒謊、煽暴煽仇，充
當反中亂港的政治文宣平台，不僅敗壞本港傳媒生
態，更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法治穩定。如
今香港國安法利劍出鞘，《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
及部分骨幹身陷囹圄，《蘋果日報》陷入倒閉絕路，
完全是咎由自取。《蘋果日報》的結局帶給傳媒界很
多深刻的教訓和啟示：傳媒監察政府和社會運作必
須依法，新聞言論自由不能凌駕法律之上；傳媒不
能充當反中亂港、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平台；要恪
守依據事實報道的基本傳媒專業操守；更要立足於
維護社會的整體和最大利益。全港媒體都應以《蘋
果日報》為戒，共同塑造有良心、負責任、守法治
的良性傳媒生態。

創刊於1995年的《蘋果日報》，多年來不斷挑戰社
會道德和傳媒操守的底線。早於1998年就用錢支付
給倫常命案主角陳健康嫖妓，明目張膽造假新聞；
壹傳媒旗下刊物經常刊登女藝人「走光」和更衣照，
引入、濫用「狗仔隊」手段，揭私隱、販腥色以刺激
銷量，卻嚴重敗壞社會風氣。
《蘋果日報》更是攬抄派和外部勢力反中亂港的政

治操弄平台，由2003年反政府的遊行，到反國教、
違法「佔中」、修例風波，《蘋果日報》煽風點火、推
波助瀾，無所不用其極攻擊中央、抹黑特區政府、
煽動港人憎恨內地、阻礙兩地融合。黎智英更曾在
2019年到美國與時任副總統彭斯及國務卿蓬佩奧見
面，在報刊發表文章要求外國「制裁」特區和中央
政府，明目張膽地勾結外國勢力。香港國安法去年
6月底實施，包括黎智英在內多名壹傳媒高層先後
被捕，《蘋果日報》涉嫌犯罪案件的資產被凍結，最
終無以為繼，黎智英、《蘋果日報》作惡多端，最終
當然難逃窮途末路的命運。

《蘋果日報》走上絕路對香港是好事，是香港傳

媒生態淨化的開始。殷鑒在前，整個傳媒界亦應該
深刻反思，記取《蘋果日報》自取滅亡的四點教
訓：

其一，傳媒必須依法行使輿論監督權。正如特首
林鄭月娥所言：「新聞機構負責人不可以因屬一個
新聞機構，而以此作為保護罩，可不遵守法律。」
《蘋果日報》煽動顛覆政權，在國安法生效後仍不
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明顯觸犯香港國安法，特區
政府理所當然要以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原則，對
其追究法律責任。這也是警告所有媒體，依法報
道、評論的底線不可逾越。

其二，傳媒不能泛政治化，更不能充當外力的政
治平台。《蘋果日報》的所作所為已經背棄新聞機
構的本職，根本是外部勢力反中亂港的政治文宣平
台，乞求外力制裁中央和特區政府，以泛政治化的
手段攻擊特區和中央政府，毫不掩飾其顛覆特區政
府的企圖，已經注定了《蘋果日報》的末日命運。
這也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言：「批評特區政府是沒有
問題，但如果有意圖、有組織去煽動顛覆特區政
府，當然是兩碼子的事。」

三是傳媒必須抱持專業的操守和態度，報道要基
於事實，客觀、持平地反映真相，不應造謠生事和
敗壞社會風氣。《蘋果日報》從未停止販賣假新聞，
尤其是修例風波期間散播「爆眼女」、「太子站打死
人」、「新屋嶺性侵」等謠言謊言，完全視求真求實
的專業操守如無物。在秉持基本專業操守問題上，
所有傳媒機構絕不能重蹈覆轍。

四是傳媒要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傳媒發揮輿論
監督的作用，也要站在整個社會發展的最大化利益
之上，以廣大市民的利益為依歸。不能藉口監察政
府，為反而反，最終成為了社會發展的絆腳石。
《蘋果日報》自蹈絕路的教訓是深刻的。全港傳媒

都需要思考自身的責任、使命、操守和底線，在新
時代做好新聞、做好良性監察者的角色。

汲取《蘋果》自蹈絕路教訓 重塑良性傳媒生態
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北京航天飛

行控制中心，同正在天和核心艙執行任
務的神舟十二號航天員聶海勝、劉伯
明、湯洪波親切通話，向他們表示誠摯
問候。同日，國家航天科學家團隊展開
訪港行程，分別在理大、港大舉行航天
講座。中國航天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巨
大成就，中國正在加速邁向航天強國，
充分展示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
力協同，無私奉獻；嚴謹務實，勇於攀
登」的中國航天精神，中國一代代航天
人以不甘人後的志氣、迎難而上的勇
氣，團結拚搏的努力、科學創新的態
度，為中國航天事業鑄就輝煌、創造奇
跡，也彰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和制度自
信。中國航天精神必將激勵全體港人自
強不息、同舟共濟，續寫璀璨香江新篇
章。

偉大事業孕育偉大精神，偉大精神推
動偉大事業。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一
窮二白，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航天大國對
中國實施全面技術封鎖，但中國以長遠
眼光和非凡膽略，毅然決定研製「兩彈
一星」，後更確定航天工程「三步走」
發展戰略；進入新時代，把「建設航天
強國」寫入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國航天
人自力更生，宵衣旰食，潛心研究，從
「東方紅一號」到「神舟」，從「嫦
娥」「玉兔」到「天宮」「天問」，中
國實現探測器帶回月球樣本、火星車成
功駛上火星表面、航天員進駐中國空間
站，中國航天科技不僅沒有因為外國的
封鎖而停滯不前，反而始終堅持走獨立
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不斷取得

重大突破，一次又一次取得令世人驚歎
艷羨的成就。

航天工程是幾乎集所有尖端科技於一
身的系統工程，面對眾多全新領域和尖
端課題，中國航天人知難而進、鍥而不
捨，勤於探索、勇於創新，攻克了飛船
研製、運載火箭的高可靠性、飛船返回
等國際宇航尖端課題，攻克一大批具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關鍵技術，形成一
套符合中國航天發展實際情況的科學管
理理論和方法。中國的航天事業從無到
有，從弱到強，以令人驚歎的速度，一
路追趕、並跑、超越世界航天大國強
國，展示了中國航天人卓越的攻關能力
和創新能力。

中國航天事業的成功，也是一代又一
代的航天人以國家利益為先，同舟共
濟、團結協作、默默奉獻的實幹換回來
的。中國航天事業的成就，充分展示了
偉大的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
量，堅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決心和信心。

遨遊浩瀚，逐夢九天，中國航天精
神傳遞了樸素而真實的道理：一個國
家、一個民族、一個事業，要發展要
壯大，要超越他人，不能等別人施
捨，只能靠自身努力，這種精神與激
勵港人奮發圖強的獅子山下精神具有
同樣的特質，香港年輕人、廣大市民
只要胸懷國家，堅守自信自強的信
念，齊心協力，砥礪前行，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必能迎來更
繁榮穩定的美好前景。

中國航天精神激勵港人自強不息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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