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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講明要用報道嚇壞生意佬
陳沛敏作供稱編採決定受黎看法影響 按指示「做大」美駐港總領事演說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

關公司被控串謀勾外案，昨日續由控方從犯

證人、《蘋果》前副社長陳沛敏作供。陳承

認會受黎對某新聞是否看重而影響其編採決定，包括把「彭斯晤陳

太」、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竄逃台灣地區事件刊登為《蘋果》頭

版，以及按指示「做大」美駐港總領事演說，並多報道商界對修例的

擔憂和反對。庭上公開的通訊紀錄，黎直言要用《蘋果》報道來「嚇

壞那些生意佬」，更形容商界的生意人是「怕死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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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昨日在庭上展示2019年3月4日，黎智英以WhatsApp向陳沛敏發送一篇
《華盛頓觀察家報》的報道連結，以美國和北京就香港自治問題互相指責

為題，指示陳沛敏「做大」。陳沛敏回覆說，美國駐港總領事演說當日已是A2
全版報道，但會「明天繼續」。法官李運騰問為何不拒絕黎智英的要求，陳沛
敏說已婉轉告訴他，但黎智英很重視該單新聞，故會看看有什麼跟進報道。李
運騰再問，黎智英認為某新聞重要或不重要，是否會影響她的編採決定，陳沛
敏說「都有」。
控方又在庭上展示《蘋果日報》在2019年3月24日刊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

生見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的頭版新聞，並刊登了陳方安生和彭斯對望握手相
片，圖片下方寫明「公民黨提供圖片」。控方問陳沛敏，為何2019年3月23日
黎智英與她互傳信息後，翌日便把「彭斯晤陳太」事件刊登頭版。陳回應稱，
當時認為有新聞價值外，「當然黎生說要『做大』都是一個因素。」
控方遂展示黎智英在2019年3月24日的WhatsApp信息紀錄，顯示前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郭榮鏗把相片傳送給黎智英，黎智英再把相片轉發予陳沛敏。陳沛敏
供稱，她收到轉發相片時，並不知道黎智英是轉發誰的信息。

形容商界生意人是「怕死鬼」
控方展示2019年3月30日黎智英與陳沛敏的WhatsApp對話：「請繼續做在大
陸做生意的香港商人面對的危險，嚇壞那些生意佬，讓建制派不敢造次。」以
及「對，對付這些怕死鬼可能是我們的絕招。」法官李運騰問，黎智英這是在
建議還是指示方向，陳沛敏說視之為「指示」，並確認當時所指的「怕死鬼」
意指「生意人」。

曾指示同事多做商界對修例擔憂
陳沛敏憶述，其後曾有指示同事做多些商界對修例的意見和擔心。至於一篇

叫市上街的專欄文章《西環集中營：集結商界 專業人士7.1上街》是由哪一位
政治版同事所撰寫，她並不知道，因為《西環集中營》是一個定期專欄，所有
作者的筆名均是「季陶」，她雖是《蘋果》實體報紙的最終負責人，但該專欄
管理是由時任執行總編輯林文宗負責。
控方又展示2019年4月1日的報道「黎智英：倘修例傳媒冇得做」，陳沛敏指
以上句子確為黎智英的看法，是直接引述其說話。控方引述報道內容其中一
段：「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昨日也有上街，直言今次修例『慘過二十三條
（立法）』，一旦通過香港將連僅有新聞自由也會消失。」陳沛敏認為，黎智
英覺得逃犯條例會作「政治檢控」用途，故以修例與二十三條立法比較。
至於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竄逃台灣地區的頭版報道。陳沛敏稱，2019年4

月26日黎智英在清晨時分，向她傳送數十個有關林榮基離開香港赴台灣地區的
信息，翌日有做A1頭版，標題亦有叫市民「明日上街」。控方問她為何會決定
將該新聞做頭版，陳表示事件除本身有新聞價值外，提供獨家相片的人亦要求
以做頭版作為交換條件，而且時任社長張劍虹4月26日當日亦在台灣地區，很
緊張該單新聞並親身協助訪問和撰寫林榮基的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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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蘋果
日報》前副社長陳沛敏昨日在庭上作
供，稱黎智英於2017年10月31日向她
發WhatsApp信息，指剛與英國人Ben
Rogers 晚飯，又指Ben Rogers 與英國
一些國會議員成立了「香港監察」
（HK WATCH），並已將她的聯絡方
式交予Ben Rogers，以便日後聯絡及向
對方提供協助。
陳沛敏續稱，Ben Rogers即是「香港
監察」創辦人羅傑斯Benedict Rogers，
對方其後有與她聯絡，通常是發送
「香港監察」的新聞稿予《蘋果》發
布，一開始只是介紹該組織成立資
料，並就「香港自由人權狀況發表意
見」，直至 2019 年修例風波期間，
「香港監察」開始就香港事務頻密發
稿，包括Ben Rogers曾欲入境香港但
被拒的事件，《蘋果》亦有發布。
控方問陳沛敏，「香港監察」是親

中還是反中的組織，陳沛敏直言「香
港監察」與 Ben Rogers 同樣對中國
「比較批判」。控方其後展示 Ben
Rogers向黎智英所傳送的信息，內容
是要求黎智英為「香港監察」介紹財
經版的編輯或記者，以協助就研究商
界疑慮與侵蝕法治、自主和自由之間
的聯繫作資料搜集。
陳沛敏確認黎智英有將上述信息轉
發予她，她其後將《蘋果》財經版助
理總編輯Joseph Wong的聯絡資料傳送
予黎智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沛敏昨日在
庭上作供時，簡介《蘋果日報》每天運作流程。她說每日下午2時
半，《蘋果》會進行「鋤報會」，討論當日出版的《蘋果》，包括
新聞角度及選用的相片；至下午3時，就會進行「初會」，討論翌
日出版的報紙，各部組代表會講述當天的新聞，陳等高層會就此發
表意見；至下午5時半，會開「編前會」，決定翌日報章的頭條，
各新聞的版位等。另在每周二亦會開會，主要討論未來一周的重點
新聞，以及各部組的部署。
至於主責《蘋果日報》電子版、亦是本案認罪被告之一的前總編

輯羅偉光，則大概會每周出席「鋤報會」三四次，另會視乎新聞大
小才出席「初會」，例如一年一度財政預算案「出爐」時。被問到
香港國安法是否大新聞時，陳回應說是，但同時指出香港國安法由
醞釀到實施有一段時間，羅不會每日出席。
陳沛敏稱，因自己健康關係，每晚8時會離開公司，林文宗則如

同她的副手，除每日一同出席會議外，在她晚上離開公司後會負責
深夜報紙出版事宜，兩人會以WhatsApp保持聯絡，林文宗亦會在她
放假期間處理她的工作。

《蘋果》用「Slack」如發內部公告
陳沛敏另指，她與黎智英、張劍虹、羅偉光、林文宗、馮偉光
（筆名盧峯）及楊清奇（筆名李平）等人均曾用WhatsApp、公司電
郵及通訊軟件「Slack」溝通。法官李運騰質問為何在使用WhatsApp
及公司電郵溝通的同時，仍須使用「Slack」。陳坦言，個人不特別
喜歡用Slack，但公司鼓勵員工使用，黎智英向壹傳媒及《蘋果》宣
布事項時亦會使用，令在Slack發信息就像是發內部公告一樣。

《蘋果》日開三會
羅偉光僅大新聞時出席

◀庭上公開的通訊紀錄，黎直言
要用《蘋果》報道來「嚇壞那些
生意佬」。 資料圖片

▲陳沛敏(左一)承認會受黎對某新
聞是否看重而影響其編採決定。

資料圖片

◆黎智英由囚車押送至法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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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王美斯缺陣周日的香港大球場表演

賽，令全城失望及不滿。文化體育及旅遊

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會見傳媒交代事件時表

示，當局會繼續推動盛事落戶香港，帶動文

體旅發展及帶動經濟，亦會汲取今次事件的

經驗，與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進一步改

善有關工作。此次活動令盛事變憾事，主辦

方責任不可推卸，不能僅僅以簡短回應及撤

回申請相關基金敷衍了事，政府須依法追究

其責任，維護公眾利益。未來政府有必要加

強對盛事活動中介的監督與支援，既充分借

助市場力量，更全面保障香港利益，為辦好

更多盛事、振興本港經濟護航。

此次活動主辦方事前鋪天蓋地宣傳，以

美斯出場作賽為招徠，吸引數以萬計球

迷、市民不惜花重金入場。結果活動貨不

對辦，令球迷和公眾在金錢、精神上受

損，主辦方作為活動的合同簽約者、執行

者負有不可推卸責任。主辦方撤回申請M

品牌及 1,600 萬元政府資助，只是自知有

愧，卻不足平息公眾的不滿。早前另一位

足球巨星C朗拿度原定隨隊造訪深圳上演

表演賽，結果因傷無法上陣，主辦方隨即

宣布表演賽延期舉行外，球迷更可獲全額

退款，包括因比賽訂了機票、酒店的費用

亦會賠償。

今次活動備受爭議之處之一，就是主辦

方與國際邁亞密的協議有免責條款，允許

美斯等球星可「因傷豁免上場」。有本港

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有《管制免責條款

條例》可凌駕於購票的免責條款，並基於

公平及合理兩個原則。根據條例附表二運

用合理標準驗證的「準則」，當中有列明

顧客是否由於某項誘因而同意有關條款

等，若在事後發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

情況，可以向法庭申訴。消委會昨日作出

的聲明亦提醒，所有門票持有人應保留門

票、收據和其他相關憑證，若日後需要追

討亦可以保障自身權益。至於事件是否涉

及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則交由相關執

法部門進行研究。

不論是參考外地處理的經驗，還是根據

本港法例，此次活動主辦方都有法律責任

和商業道義向購票入場的觀眾作出賠償，

並非簡單介紹事件經過、表達一句「遺

憾」就能過關。政府應認真研究有關法

律，促使主辦方盡快交代退款、賠償的方

案，協助市民透過民事索償，以儆效尤，

對香港和市民利益負責。

早前政府預告今年上半年有超過 80 項

盛事在港舉行，並宣布會成立跨部門盛事

統籌協調組，加強推動盛事，協助有意在

港舉辦活動的機構。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

表示，政府會更主動出擊，爭取更多國際

大型盛事落戶香港。旅遊發展局會利用其

現有內地和海外網絡，連同貿易發展局和

政府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在全球物色

合適的盛事，再與活動主辦人或中介人積

極聯繫，商討在香港舉辦有關盛事的可能

性、所需支援和配套安排。

辦好盛事當然要遵循有為政府和高效市

場結合的原則，未來政府要加強統籌協

調，尤其要嚴選有公信力、影響力的中

介，並透過法律專家、業界精英審視相關

合約條文，避免「美斯缺陣」事件重演，

為香港盛事經濟保駕護航。

為香港盛事經濟保駕護航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成為近期最受關注的話

題。署名「港澳平」的一系列關於二十三條立法

的文章揚清激濁、辨明是非，給社會公眾很大啟
發。最新一篇題為《為什麼說完成二十三條立法

將保障香港更好發展》，從三個層面引導公眾正

確認識和理解完成二十三條立法與保障香港更好

發展的關係，讓香港社會各界清醒看到，不僅要

堅決駁斥把安全和發展對立起來的謬論，更要堅

定把安全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護國安保港安，

保國安護家安。社會各界全力以赴支持盡快完成

二十三條立法，就是要讓香港「輕裝上陣」拚經

濟、謀發展，讓社會各界、全港市民分享更多繁

榮發展的紅利。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

定，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深刻揭示了維

護國家安全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關係。

港澳平的最新文章從三方面深入透徹地闡述了

維護國家安全與保持香港繁榮發展的邏輯關係：

「第一，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將進一步築牢『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的根基。」「二十三條立法將與

香港國安法一起構築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防線，

並共同成為護衛『一國兩制』的重要法律保障。

如此，『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

顯，『一國兩制』將行得更穩、行得更遠」；

「第二，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將進一步為香港經濟

民生建設提供良好環境。」「完成二十三條立法

將補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仍存的短板、漏洞，從

而確保未來能夠有效防範化解各種安全風險，香

港就可以在安全環境下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

神搞建設。」；「第三，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將進

一步改善香港營商環境、更好發揮香港獨特地位

和優勢。」「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將更增強香港

社會的穩定性和法治的確定性，使香港更好發揮

自身獨特地位和優勢，繼續成為人們投資興業的

熱土。」

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前後的正反經驗，已經讓

香港社會深刻認識到，保國家安全就是保「一國

兩制」，就是保香港繁榮發展，就是保香港的民

主自由，就是保香港全體居民的人權和根本福

祉，就是保所有外國和內地來香港投資者的利

益。被視為市場核心指標的銀行體系總存款，去

年首11個月的總存款達到16萬億港元，較前一年

同期增加4.1%；新創企業較2022年增加270家，

至4,300多家；在經濟自由度和競爭力排名中，香

港繼續名列前茅，乃至位列全球第一。事實證

明，實施香港國安法不僅沒有令海外投資者對香

港卻步、損害香港競爭力，反而令香港「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更彰顯，發展空間更

大。

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有完善的國家安全法，紐

約、倫敦、東京、新加坡等著名的國際金融商業中

心城市，其所屬國家很早以前已訂立國家安全法

律，而且還在不斷訂立數量龐大、覆蓋廣泛、規管

嚴厲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這些地方的經濟

發展並未因此受到影響。完成二十三條立法，與香

港國安法互相補充，進一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符合國際慣例，對香港發

展百利而無一害。將國安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不

但邏輯混亂，更是別有用心攻擊抹黑香港的國安法

律，企圖繼續給香港發展埋下重大隱患。

沒有國家安全，發展就無法得到保障。經歷風

波洗禮，香港社會各界深明，國家安全和繁榮發

展密不可分的道理，必定全力支持二十三條立法

順利完成，寫好香港由治及興新篇章。

安全發展密不可分 完成立法輕裝上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