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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藍松山）亞
洲七欖賽播錯國歌事件，主辦方亞洲橄欖球
總會承認未有將中國國歌交予韓國欖總，又
聲稱負責播放「港獨」歌曲的員工是實習
生，不認為有別有用心的動機，純屬人為錯
誤。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王敏超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直言，有關解釋不能接受。香
港方面可以向國際總會等更高層次的組織投

訴，要求暫時不讓韓國舉辦這些賽事，或抵制賽事。

按程序「一定要有隊代表核實」
「實習生去這樣做，我就不會相信。今次不知道為何他（韓國）做到
那麼苟且（兒戲）。升國旗和唱國歌是很嚴肅的事，怎麼可能在網上隨
便搜尋，亦要經過主要程序，一定要有隊代表核實，聽過和看過國旗正

確後簽名確實。」王敏超說。
他認為，即使是前線人員不知情下犯錯，亦應該有人負責監督。韓國
過往多次舉辦國際賽事，不知為何今次如此兒戲，認為亞洲欖總和韓國
有關方面都要負責。
王敏超又說，很多港隊運動員都是外籍人士，可能知道播錯歌，但未
必知道含有政治意義，故運動員是無辜的。不過，事件反映有需要增加
領隊或教練的訓練，再發生類似事件時要即場反應，港協暨奧委會亦會
考慮稍後向各個總會就這些事件發出指引。

議員：事件反映危機意識不足
在立法會昨日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期間，逾40名議員在「築牢安全

根基」環節上就韓國七欖賽事播錯歌事件發言，認為這反映了國安教育
的不足。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指出，有時國家安全問題往往是出其不意的，是次

事件反映了特區政府針對國家安全的措施、機制、教育及危機意識不
足，促請特區政府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檢討自身機制。
民建聯議員郭玲麗指出，公共圖書館日前出現播「獨」書，國際賽事又
出現播錯歌的事件，實在不能接受。她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香港要
真做到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最重要的是整體
提升巿民對政府的向心力，提高市民的國民意識，增加自身民族認同感，
每一個人都有建立了意識的保護罩，才能對抗錯誤消息的入侵。
飲食界議員張宇人指出，雖然香港國安法已實施，但不要以為香港很

安全。警方零星搜出具殺傷力武器，網上亦有煽動仇恨的言論，而近日
七欖賽事中播錯歌事件，更是活生生例子，特區政府需要加以正視，時
刻警惕，防止死灰復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表示，警方正調查事件有沒有違反國
歌條例或其他法例，特區政府會繼續嚴正跟進事件，確保國歌作為國家
象徵和標誌，得到全面尊重和維護。

王敏超：再發生類似事件時要即場反應

一些由西方把持的網上平台最善於扮
無辜、扮支持自由，以此「軟手段」盲
撐反中亂港者，更經常使用「硬手段」
對愛國愛港陣營實行網絡封鎖。

「硬手段」網絡封鎖愛國愛港聲音
YouTube曾當「政治打手」干擾香港

選舉。今年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
舉期間，當時的候選人李家超宣布參選
以來，一直透過Facebook、Instagram
及YouTube三個社交平台做直播或分
享影片宣傳，其競選網站連日都列出這
三個平台的連結。不過，其YouTube
賬戶突然被Google以「違反美國『制
裁』政策」為由關閉。
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時登錄原李家超參

選後使用的 YouTube 頻道「李家超
John Lee 2022」網址，頻道貼有告示
稱：「這個賬戶因違反Google的《服
務條款》而遭到終止。」包括頻道名、
頭像、之前發布的影片等所有內容均已
不再顯示。李家超在擔任保安局局長推
行香港國安法時被美國政府「制裁」。
YouTube的母公司Google的發言人向
媒體表示，Google是遵守相關的美國
「制裁」法律，並根據其服務條款執行
相關政策，未有具體解釋原因。
去年，社交平台Facebook在美國國

會暴動後，宣布永久封鎖總統特朗普的
個人賬戶，更稱當日平台上的暴力言論
和虛假訊息激增，但在香港一眾攬炒派
議員在修例風波期間，多次在Facebook
發布煽動暴力和仇恨的言論，Facebook
卻沒有採取任何限制措施，盡顯其雙重
標準。
在修例風波期間，反中亂港分子「文

宣組」針對特區政府、警方、愛國愛港
人士的謠言漫天飛舞，即使事實已作出
響亮回應，但那些惡意傳播相關謠言的
賬號的內容統統絲毫無損，在社交平台
繼續發揮「謠言的力量」，美國社交網
絡公司Facebook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
謠言散播基地。對謠言視而不見的
Facebook，卻對在特區政府新聞處正式
註冊的新聞機構《點新聞》屢屢動手，
不僅拒絕通過該賬號媒體認證，更在三
天之內相繼封號和無理由「剷除」頁
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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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七欖比賽日亞洲七欖比賽日

前在韓國舉行前在韓國舉行，，主辦方在港主辦方在港

隊作賽前播出了隊作賽前播出了「「獨獨」」歌歌。。主辦主辦

方聲稱方聲稱，，是一名實習生在網上搜索所謂是一名實習生在網上搜索所謂

「「香港國歌香港國歌」」時時，，下載了搜索結果的下載了搜索結果的「「榜榜

首首」」導致導致，，令人關注到網上失實資訊氾濫所引令人關注到網上失實資訊氾濫所引

發的種種問題發的種種問題。。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

GoogleGoogle、、WikipediaWikipedia及及YouTubeYouTube等網上平台搜尋等網上平台搜尋

關鍵字關鍵字「「香港國歌香港國歌」」或英文或英文「「National anthem of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Hong Kong」，」，搜尋結果的首頁前排仍會顯示該搜尋結果的首頁前排仍會顯示該

「「港獨港獨」」歌曲的連結及資訊歌曲的連結及資訊。。多位政界多位政界、、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關網上有關網上

平台有義務維護事實平台有義務維護事實，，如今對明顯的常識性錯誤如今對明顯的常識性錯誤

視而不見視而不見，，令人質疑有關做法有政治目的令人質疑有關做法有政治目的。。他他

們要求特區政府完善數據安全相關法例們要求特區政府完善數據安全相關法例，，

執法部門亦應主動聯絡各網上平台執法部門亦應主動聯絡各網上平台，，要要

求對方立即將涉嫌違法和虛假資求對方立即將涉嫌違法和虛假資

訊下架訊下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黃書蘭

質疑相關平台對明顯錯誤視而不見 促執法部門介入

Wikipedia：編輯內容負法律責任
任何人都可以編輯大部分Wikipedia頁面。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查Wikipedia的使用條款，當中列明編輯控制權掌握在創建
者和管理內容的其他用戶手中，Wikipedia只負責託管內容。

條款中指，用戶在Wikipedia發布的內容必須謹慎，所編輯的內
容負法律責任，亦應避免參與虛假陳述，濫用服務於非法目的。

YouTube：會刪除違反政策的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 YouTube 網站，發現 YouTube 承諾會遵循

「4R」原則來處理平台上的不實資訊：會刪除違反政策的內容、減少
推薦違規邊緣的內容、優先顯示具公信力的新聞和資訊來源，並獎勵值
得信賴的創作者。

Wikipedia和YouTube使用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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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消除愛國愛港聲音挨批

◀韓國仁川舉行
「亞洲七人欖球
系列賽」，香港
隊與韓國隊進行
決賽，賽前主辦
方在演奏中國國
歌時，竟錯誤播
出「港獨」歌
曲。 資料圖片

◆◆「「亞洲七亞洲七
人欖球系列人欖球系列
賽賽」」場地場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WikipediaWikipedia的的「「香港國歌香港國歌」」條目的描述昨日被人不斷篡改為條目的描述昨日被人不斷篡改為「「港獨港獨」」歌歌
曲曲，，隨後又被人作出更正隨後又被人作出更正，，猶如正義與邪惡不斷互相角力猶如正義與邪惡不斷互相角力。。WikipediaWikipedia截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晚嘗試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晚嘗試在GoogleGoogle搜尋搜尋「「National anthem of Hong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Kong（（香港國歌香港國歌）」，）」，結果前排卻出現結果前排卻出現「「港獨港獨」」歌曲連結歌曲連結。。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王敏超王敏超。。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維基百科的話語權爭奪戰並非首次。自修例風波以來，爭奪戰一直
在上演。在處理有關問題時，維基百科的天秤從來就不持平。

去年9月，維基百科的管理層禁止了7名活躍的支持中國的編輯權
限，並取消了另外12名編輯的行政權力。當時就有人批評，維基百科
在有關中國以至香港的論述上，偏向所謂「西方立場」。有前維基百科
管理員亦指，維基百科正在消除愛國愛港陣營的聲音，「天秤將向維基
百科內部的反中國的勢力傾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
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

行曲》是世人皆知的常識。日前在韓國舉行
亞洲七欖比賽，主辦方不但沒有在港隊對韓
國隊的決賽開賽前奏起國歌，反而播出「港
獨」歌曲，其後更解釋事件只是「單純的
人為錯誤」，播放了「從互聯網上下載的
歌曲」云云。事件暴露出一些網絡平台充
斥「香港國歌」荒謬資訊的問題必須得到
重視。

維基條目成正邪角力「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晚嘗試在Google搜尋
英文「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香
港國歌）」，在搜尋結果的前排都出現了涉
及「港獨」歌曲的連結；在Wikipedia搜尋
「香港國歌」，發現該條目的描述昨日被人
不斷改稱為「港獨」歌曲，隨後又被人作出
更正，猶如正義與邪惡不斷互相角力，其後更
觸發Wikipedia鎖定有關條目。
在YouTube方面，若搜尋「香港國歌」，同樣
會在搜尋結果的前排出現該「港獨」歌曲連結。
香港文匯報昨日向香港警方查詢會否就事件作出
任何跟進，警方回應時強調，警方採取任何行動，
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處理。香港文匯報昨日亦向
Google、Wikipedia、YouTube查詢會否就有關明顯失
實內容進行跟進，惟截稿前未收到回覆。

網上平台有義務維護「hard facts」
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表示，即使很多網上平台提供的
資源由網上志願者共同編寫或演算法運算出來，但所有平台都有基
本義務維護「hard facts」（不容爭辯的事實），確保所提供的資訊不能
侵權或違法，同時合乎有關平台的約章，一旦有法律依據證明出現違法
資訊，就必須移除。
內地已實施數據安全法，歐盟亦早已實施《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DPR）。邱達根相信，網上平台顯示錯誤的「國歌」搜尋結果的情
況甚少會在內地或歐盟發生，「只要你規管到位，網上平台自然沒有藉
口雙重標準，全世界的國歌才幾百首，逐一將正確的國歌版本置頂毫無
難度，網上平台絕對有能力即日修正，建議特區政府盡快制訂網絡安全
法、數據安全法，完善規管。」
民建聯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建議特區政府
應主動聯絡各網上平台，要求立即將涉嫌違法的「港獨」歌曲及相關資
訊下架。
她指出，很多事例都證明，Google、Wikipedia等總部設於美國的涉
事平台近年縱容反中亂港分子宣揚「港獨」資訊，抹黑特區政府，甚至
移除特區政府官員或愛國愛港人士的賬號，處事手法雙重標準（見另
稿），令人質疑平台方是否有其政治立場，或是受到美方所左右。

籲在Wikipedia建官方認證條目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會長楊全盛表示，Google等搜尋引擎
的演算法以流量為先，搜尋結果很多時不代表事實，只能反映流量，而
Wikipedia作為網上搜尋資料最主要渠道之一，搜尋引擎很多時都會將
Wikipedia相關條目的搜尋結果置於最前，然而Wikipedia接受網上志願
者共同參與編撰，「若有人心懷不軌，夠人多，或者權重夠高，都能在
Wikipedia發布假資訊。」
他建議特區政府安排人員為國歌等市民關注的重要資訊，在Wikipedia

建立官方認證的條目，並關注虛假資訊，積極作出反對及更正，及安排
搜尋引擎優化（SEO）人員做好優化政府網頁搜尋結果的工作等。

搜索引擎放 料 各界憤怒促下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