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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科曾就本課題在 2006 年及 2012 年作教師培訓 

 從公開試表現反映，學生對該課題之掌握不俗 

 唯學生對傳媒倫理之理解較集中於傳媒工作者個人/持分者角度，在機構及體制

層面明顯較弱 

 本教材主要探討如何培養學生將所學到的倫理學理論用於另一層面。例如從個

人擴展及轉移至機構，本地至國際，並為由應付單一主線題目至雙線/多線題目

打下基礎 

 本教材著重從探究學習中建構知識與概念，惟教師應按學生能力及需要對內容

及施教步驟加以調適，以達最佳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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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範倫理學與傳媒倫理 

 

傳媒倫理：將規範倫理學的理論應用在傳媒課題。 

 

傳媒：各種傳播工具的總稱，如電影、電視、廣播、印刷品(書刊、雜誌、報紙)，

而自從電腦的普及化，網上媒體、電腦網絡、社交網絡亦成為傳播媒體。使用以上

傳播工具者(讀者/網民/觀眾…)、傳媒工作者、機構、政府相關監管部門及條例等均

屬本課題討論範圍。 

 

1.1 行為理論 Theory of Conduct 

 

 憑甚麼理據來判別行為的道德與否？ 

 

 1.1.1 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以能否為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大的快樂來決定某個傳媒的行為是否

合乎道德。 

 不考慮傳媒/記者行為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這些行為的結果對社

會的影響。能增加社群最大快樂值的即為善； 

 以能否達到目的或所導致的結果的利害、善惡、好壞來決定是非。 

 

 1.1.2 義務論 Deontology 

 強調傳媒對社會的責任，像個人對社群負責一樣 

 由傳媒行為本身的是非對錯來決定善惡、決定道德與否。 

 以理性分辨 

 無條件的責任 

 高舉誠信 

 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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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兩種行為理論，判斷以下個案是否合乎道德： 

注意：關鍵不在於立場，在於理據與立場之間的邏輯以及是否分辨及掌握「功利主

義」與「義務論」在作出判斷時的理據。 

 

個案 功利主義 義務論 

1. 香港某電台曾舉辦『我最想強姦

的女藝人選舉』 

道德/不道德，理據： 

 

 

道德/不道德，理據： 

 

 

2. 英國衛報銷毀未經正式授權得

到(由史諾登[Edward Snowden]

揭露)之有關美國國安局全球監

察之文件 

道德/不道德，理據： 

 

 

道德/不道德，理據： 

 

 

3. 香港新政府總部落成之初，以安

全為理由，規限記者的採訪區

域，需要時保安員會出手維持秩

序甚至拉走採訪區外的記者 

道德/不道德，理據： 

 

 

 

道德/不道德，理據： 

 

 

 

4. 英國 BBC 電台用公帑製作批評

政府政策的節目 

道德/不道德，理據： 

 

 

道德/不道德，理據： 

 

 

       

★量表： 

總體來說，學生 

項目 表現(5 最佳，1 最差) 

能理解與立場之間的邏輯 5     4     3     2    1 

能分辨「功利主義」與「義務論」 5     4     3     2    1 

能掌握「功利主義」與「義務論」 5     4     3     2    1 

注: 教師可以在適當時間加入所屬宗教的角度對以上事件的正面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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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德理論 Theory of Virtues 
 
甚麼是理想中人應有的品格？ 
一個理想的傳媒人、我們佩服或者值得我們仿效的傳媒人應該有那些品格、操守？ 
 
正直(不畏強權、不迎富貴)、不偏不倚、保護消息來源、誠實、不從中取利、不以
權謀私、專業、知識豐富、分析獨到、有理據…… 
 
1.3 價值論 Theory of Values 
 
甚麼值得我們去追求？去保存？ 
「善」good 界定為幸福、健康、生命、自由、愛情、正義、和平、民主、法治、安

定、繁榮、快樂、友誼、食物等等，它們本身無所謂道德不道德，但它們可以成為

衡量道德行為的法碼。 
 

 與傳媒專業相關之價值包括：知情權、資訊自由、私隱、快速、準確、

客觀、持平、多元意見。 
 傳媒專業較不重視的價值包括：娛樂、「過癮」、官能刺激、商品化、利

潤。 
 
根據美德理論，分辨以下個案涉及(彰顯/可能削弱或強化…)什麼美德/價值？ 
 

個案 
傳媒人或機構涉及/
有損什麼美德？ 

涉及/有損什麼價

值？(個人或群體追

求的東西) 
1. 香港某電台曾舉辦『我最想強姦

的女藝人選舉』 
彰顯/可能削弱/強化 
 

彰顯/可能削弱/強化 
 
 
 

2. 英國衛報銷毀未經正式授權得

到(由史諾登[Edward Snowden]
揭露)之有關美國國安局全球監

察之文件 

彰顯/可能削弱/強化 
 

彰顯/可能削弱/強化 
 

3. 香港新政府總部落成之初，以安

全為理由，規限記者的採訪區

域，需要時保安員會出手維持秩

序甚至拉走採訪區外的記者。 

彰顯/可能削弱/強化 
 

彰顯/可能削弱/強化 
 

4. 英國 BBC 電台用公帑製作批評

政府政策的節目。 
 
 

彰顯/可能削弱/強化 
 

彰顯/可能削弱/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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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 
 
總體來說，學生 

項目 表現(5 最佳，1 最差) 
能從個案抽取價值/美德 5     4     3     2    1 
能指出個案與「價值」/「美德」的關係 5     4     3     2    1 
能分辨「價值」與「美德」   5     4     3     2    1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建議家課 
 

四格概念詞練習：“編採自主＂(見第 8 部份) 
 

編採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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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媒倫理之主要價值及原則 
 
2.1 以下是傳媒倫理涵蓋之主要價值，試按你所知填上一些事例： 
 
 
按你的印象先自行填寫，再參考附上之投影片完善答案。 
 

 價

值 
專業

守則 
香港的現況

如何？恰到

好處/不足/
過多？ 

 

可作說明

的事件/現
象(個人向

度) 

可作說明

的事件/
現象 

(機構向

度) 

傳媒工

作者與

機構 
怎樣互

動/交
戰？ 

傳媒工作

者與機構 
分別向誰

效忠？ 

自由 
 
 
 
 

  

 

記者受襲 採訪限制 

  

獨立 
 
 
 
 

  

 

 
財團擁有

媒體的現

象 

  

持平 
中立 

 
 
 
 

  

 

 

為批評而

批評/ 
一面倒唱

好 

  

誠實 
 
 
 
 

  

     

求真 
求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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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

值 
專業

守則 
香港的現

況如何？

恰到好處

/不足/過
多？ 

 

可作說明

的事件/
現象(個
人向度) 

可作說明

的事件/
現象 

(機構向

度) 

傳媒工作

者與機構 
怎樣互動

/交戰？ 

傳媒工作

者與機構 
分別向誰

效忠？ 

快速 
 
 
 

 

 

一流 
老闆/讀

者 

尊重私

隱/避免

傷害 
 
 
 

  

     

公眾利

益/公義 
 
 
 

  

     

向社會

負責 
 
 
 

 

 

     

保護消

息來源 
 
 
 
 

 

 
尚佳，新聞

工作者普遍

遵守 

水門事件中，記者及編輯均在沒有

公布消息來源的情況下完成歷史上

最具影響力的報導 

讀者/消
息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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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建議家課 
 

四格概念詞練習：“公眾利益＂(見第 8 部份) 
 

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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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選新聞照片/為新聞照片配標題 
 
請以十一個字為限，替以下新聞照片配標題。 

同學可以從以下角度評論作品： 是否堅守知情權、私隱、準確、客觀、持
平…… 
有否太著重：娛樂、過癮、官能刺激、商品化、利潤、定型…… 

 
圖片一： 

 
 
背景資料： 
 

 
 
我創作的標題： 

 
 

          

 
 
衡量標題的準則 做到 做不到 

1. 清晰表達   
2. 客觀持平   
3. 準確無誤   
4. 尊重他人   
5. 不會太娛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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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互評之後，可以用同一量表評估一些本地報章的標題： 
 
 

報章 標題 

明報 滬港通 旺滬不旺港 

蘋果 
滬港通首日 

南下買港股僅用 17%配額 

東方 港股通開炒即濃 

大公報 滬港通北上熱南下冷 

file://%E6%BB%AC%E6%B8%AF%E9%80%9A
file://%E6%BB%AC%E6%B8%AF%E9%80%9A
file://%E6%BB%AC%E6%B8%AF%E9%8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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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練習----------圖片二： 
 
 
 

 
 
背景資料 
社會對港鐵沙中綫土瓜灣站內 J2 古井應否原址保留存爭議；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今早在電台節目表示，有關古井的底部屬宋代

石基，但同時帶有二十世紀的工序，有如半新半舊的「怪物」；但工聯會議員陳婉嫻不同意，指古井非「普通文物」。 

田北辰表示，如 J2 古井要原址保留，需多花 13 億元，工程亦要滯後 4 個月，但如易地重置則只需花費 1000 萬元，又可以立即鑽挖隧道，甚

至可追回部分工程進度，他認為這個方法較合適。 

不過，陳婉嫻不同意 J2 古井是怪物，她表示，曾跟專家到場視察，專家指古井完好，不是普通文物。她又表示，曾跟港鐵工程人員討論，對

方表示，如要「飛站」只需改線路，認為問題不大，促請當局處理。 
 
我創作的標題： 

 
 

          

 

 
衡量標題的準則 做到 做不到 

1. 清晰表達   
2. 客觀持平   
3. 準確無誤   
4. 尊重他人   
5. 不會太娛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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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建議家課 
 

四格概念詞練習：“定型＂(見第 8 部份) 
 

 

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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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傳媒倫理相關之部分條文/組織/機構 
 
求助有門------為左面個案尋找合用的條文/組織/機構，參考 F(第 25 頁知識增益資料)
並加以解釋。 

個案 左方個案與右方欄可有關係？ 條文/組織/機構 
例：有線很難 CUT 有線很難CUT可以找F或其他,如有

線或消費者委員會，個案不在 E 處

理範圍 

 

1. 報章總編輯在鬧市被

斬至重傷 
 
 
 
 

A. 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 

2. 記者採訪時被警察阻

撓 
 B. 新聞從業員

專業操守守

則 
 

3. 一份長期支持某政黨

的報紙被抽起廣告 
 
 
 
 

C. 無國界記者 

4. 愈來愈多傳媒大亨在

不同領域有生意發展 
 
 
 
 

D. 廣播條例 

5. 基層記者人工很低  E. 立法會資訊

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 
 

6. 陳先生在 XX 報刊登一篇

有關李先生的評論。李先

生向 XX 報提出查閱資

料：要求查閱陳先生向 XX
報發出的電郵內所載的關

於李先生的個人資料。 

 F. 通訊事務管

理局（通訊

局） 

7. 城中某富豪買入持牌

電視台、報章及持牌電

台。 

 G. 記者協會 

8. 報章社評兩極化  
 
 
 

H.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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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建議家課 
 

四格概念詞練習：“自我審查＂、“第四權＂、“私隱權＂(見第 8 部份) 
 

 

自我審查 

第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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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私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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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判斷-----從資料到理據(資料出處：記者組織刊物及相關新聞) 
有人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倒退，但亦有人相信香港的傳媒享有高度自由。 
以下資料與新聞自由有關係嗎?若有，詳細解釋如何有關，是証明新聞自由正在倒

退？還是証明新聞自由正被濫用？ 
若你認為資料與新聞自由無關，亦請解釋理據，說服認為有關的人。 
 

示例：根據資料一，有人認為劉進圖被斬是因為他作為傳媒的工作。如果屬實，他

在鬧市被襲，會對新聞工作者產生寒蟬效應，例如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再而左右

他們在新聞編採時的方向及態度，例如自我審查或不敢追查有關權貴的負面新聞，

這樣會有損新聞自由。 

 
資料一 

光天化日之下 前總編輯被斬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在港島西灣河一家餐廳附

近下車後，背部和雙腿遭兇徒斬了六刀，身受重傷，事件震驚香港社會和新聞界，

而劉至今仍未完全康復。(記者組織刊物) 

 

資料二 

    刊登「負面」新聞的報章，深知危之所在，大部分報紙都願意為堅持新聞自

由而付上沈重代價，例如《明報》刊登一系列有關港島豪宅天匯的銷售方式有問

題的調查報道後，該豪宅發展商恆基兆業地產集團的廣告，自二○○九年底便在

該報銷聲匿跡了約十八個月，《明報》在該段期間因此損失數百萬元的廣告收入。

(記者組織刊物) 

 

資料三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012 年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的調查指，49%巿民

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自我審查，但 64%受訪者認為在批評特區政府時沒有顧忌。(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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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四 

   可以肯定的是，事件削弱傳媒多元化。拒發一個電視牌照，令電視行業急需的

競爭無法出現，在這個行業急需創新意念之際，政府的決定勢將導致節目質素下

降、選擇減少，而營商的公平競爭環境也將受損。(記者組織刊物) 

 

資料五 

   通訊事務管理局對亞視主要投資者王征干預該台的日常管理和運作大表不

滿，指他違反二○一○年所作的「不控制承諾」，「干預亞視的日常管理和運作，

從而對亞視行使實際控制」，遂在二○一三年八月裁定，亞視違規，須罰款一百萬

元 -- 《廣播條例》中的最高罰款額。至於王征，他當時既非該台股東，亦不是董

事，本應無權參與該台日常運作。(記者組織刊物) 

 

資料六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二○一四年公布的調查發現，和三年前比

較，香港新聞傳媒的整體公信力明顯下降，公信力評分下跌的傳媒機構比評分上

升的機構為多。(新聞) 

 

資料七 

   其實，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 如果要對新聞自由的各方面下仔細的定義， 他

們所持的意見亦不一致。此方面的專家史提芬(Robert L.STEVENSON)教授曾對

“新聞自由”提出以下的定義， 其意思通行於市場為本的體制(即西方民主國家)

對新聞自由所持的觀念：新聞自由是享有言論、廣播或刊印自由的權利，在行使

這些權利時，事前既不受政府限制，亦無須經政府批准，且倘因作出發表的行為

而違反法律，事後亦只須負上有限的法律責任。新聞自由亦可包括以下方面的法

律保障：(i) 享有合理取閱關於政府、商業機構、人物的資料的權利；(ii)享有獲得

回覆或更正的權利； (iii) 享有有限使用傳媒的權利； 及(iv) 新聞工作者可享有

若干特別保障。(臨時立法會秘書處： 衡量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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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建議家課 
 

四格概念詞練習：“知情權＂、“新聞自由度排名＂(見第 8 部份) 
 

知情權 

新聞自由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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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論証建立五步曲：搜集一些有關傳媒倫理的新聞：它們牽涉及哪些傳媒價值？個

案中的人物/機構/行為是否合乎道德？ 請用以下步驟向同學匯報你所搜集到的新

聞。 
 
 
 
 
 
 
 
 
 
 
 
 
 
 
 
 
 
 
 
 
 
 
 
 
 
 
 
 
 
 
 
 
 
 
 
 
 
 
 
Adapted from Clifford G. Christians, Media Ethics : 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 Boston: 
Pearson, 2005. Page7. 

1 情境： 
持分者： 
道德兩難有幾難？ 
一方面： 
另一方面： 

2 牽涉/有損/觝觸的價值： 
自由/獨立/持平中立/誠實/求
真求準/快速/尊重私隱/避免

傷害/公眾利益/公義/向社會

負責/保護消息來源 
 
一方面： 
另一方面： 

3 牽涉之原則： 
道德義務 
功利主義 
愛人如己 
易地而處… 
 

4 盡忠對象： 
自己/上司/讀者/當事人/社會/
國家/宗教信仰 

5 判斷： 
道德/不道德 
應該/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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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情境： 

一方面： 
 
 
另一方面： 

牽涉之原則： 

盡忠對象：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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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完成此流程等於完成一個論點)： 

新聞：  英國衛報應否銷毀未經授權得到(由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之有

關美國國安局全球監察之文件?      2014 年 DSE 第 6 題 

 

 
 
 
 
 
 
 
 
 
 
 
 
 
 
 
 
 
 
 
 
 
 
 
 
 
 
 
 
 
 
 
 
 
 

1 情境： 應否銷毀非法文件 
持分者： 報館、讀者 
道德兩難有幾難？ 
一方面：機構要守法 
另一方面：要堅守讀者的知情

權 

2 牽涉/有損/觝觸的價值： 
自由/獨立/持平中立/誠實/求真求準/
快速/尊重私隱/避免傷害/公眾利益/
公義/向社會負責/保護消息來源 
 
一方面：守法是企業責任，犯法可以

影響企業的形象，罰款可能減少利

潤，甚至導致除牌不能履行天職 
另一方面： 銷毀文件是對讀者不誠

實，有損其知情權，亦失去監察政府

的角色(美國政府行為已影響各地) 

3 牽涉之原則： (不銷毀) 
例如功利主義之下，照顧最大

多數人的利益(知情權、監察政

府)先於個別機構的風險(除牌/
罰款)。前者是即時的不可彌補

的，後者是長遠及可以補救

的， 如籌款，估計政府不會

冒民憤作干預，為立新公司重

新領牌… 
(亦可以用義務論得出相近或

相反立場) 

4 盡忠對象： 
自己/上司/讀者/當事人/社會

/國家/宗教信仰 

5 判斷： 
 
不應該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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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以下是一些已搜集得到的有關媒體倫理的新聞。它們涉及哪些(傳媒)價值？配對

後以第 5 部分(第 20 頁)的格式向同學匯報。同一宗新聞往往涉及超過一個價值，要

判斷個案中的個人/機構/行為是否合乎道德，還要處理這些價值之間的衝突，指出

及以理據/原則論証哪一個價值更為重要。 

1. 在 2011 年，18 萬人網上聯署要求 FACEBOOK 移除「強姦笑話群組」(有

19 萬人支持該群組)       2012 年 DSE 第 6 題 

2. 英國衛報應否銷毀未經授權得到(由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之有關美

國國安局全球監察之文件？      2014 年 DSE 第 6 題 

3. 廉政公署與警方聯合行動，到將軍澳壹傳媒大廈二樓搜查《蘋果日報》，檢

去一批文件及儲存資料的電腦，帶走包括記者的四女二男，返回廉署執行處

總部助查。 

據了解該署調查員到《蘋果日報》採取行動，是調查一宗懷疑警務人員接受

記者賄款提供資料有關的案件。 

東方日報 1999/11/30 

4. 新政府總部落成之初，以安全為理由，規限記者的採訪區域，又曾在他們採

訪過程中，遭保安阻撓，甚至是拉扯記者，或用手遮擋鏡頭。 

2012 年某校模擬試資料 

5. 傳媒工作者所得到的薪酬太低，以致很多高質素的傳媒工作者選擇轉業，影

響新聞的專業水平。傳媒機構沒有正視此問題，所以是不道德的。 

下表：傳媒工作者有意轉行的原因（只限曾查閱廣告或應徵工作的受訪者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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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延伸 
 
5.1 是一些已搜集得到的有關媒體倫理的個別傳媒機構的/本地的新聞。試搜集一

些宏觀的結構體制上的/外國的新聞加以對比，指出它們相同或相異之處，為相

異之處作初步解說。 
 
 
 

外國新聞： 

與本地新聞的異： 

與本地新聞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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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量表，評估自己及同學在以下各方面的表現（第 5 及 5.1 部分適用）： 
 
 
學習目標/評估項目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老師點評 
情境：掌握個案的爭議點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價值：準確地指出相關價值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原則：準確地提出背後之道德原則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盡忠：道出該行為之盡忠對象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判斷：整段立場前後一貫沒有矛盾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開放態度：有處理另一方之看法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評語： 
 
 
 
 
 
署名： 
回應： 
 
 
 
 
 
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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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學習反思 

課題：          日期：     

學習重點： 

1                 

                

2                 

                

3                 

                

今天我最滿意自己課堂表現的地方是：         

                 

                 

我要改善/弄清楚的地方是：           

                 

                 

具體步驟是： 

 

我可以用的工具/資源：            

                 

我打算用多少時間去完成：   小時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我怎樣知道自己已經學曉/攻克難題：          

上完今天的課堂，我有以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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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戰部分 

6.1 各位同學，請花兩分鐘細閱以下兩名 2014 年文憑試考生的答卷。你認為這樣

的答案是出手哪個層級學生的手筆？ (留意：並不直接代表此部分會在 DSE 取

得該層級) 

你能指出這兩位考生分別在甚麼地方做得好？甚麼地方有待改進嗎？ 

結合以下學習成果及考評目標，綜合一些優良答案的特徵。(在知識方面/概念掌

握及運用/組織及表達…) 
 

學習成果  考評目標 

 
預期學生在完成本課程後能夠：  

(a)  對一些倫理學的理論有基本理

解；  
 
(b)  運用各種倫理理論作判斷，分

析個人及社會的倫理議題；持

開放、一致和包容的態度處理

與倫理有關的議題；  
 
(c)  能夠識別需要排列價值或美德

優次的處境；  
 
(d)  了解道德抉擇的複雜性；  

 
 

(e)  掌握批判性思考能力，以討論

不同的倫理議題，例如：複製、

賣淫、安樂死等，並作合理和

負責任的道德抉擇；  
 

 

單元一：規範倫理學  

學生於修讀本單元後，應該能夠：  

1.  認識倫理學的一些基礎理論，

並以此在多元化社會裏分析倫

理問題；  
2.  分辨不同的倫理理論，並對其

作出批判性的評價；  
3.  運用不同的倫理原則及推理方

法作倫理判斷，以明確表達個

人的立場；  
4.  在需要時，排列互不相容的價

值與美德的優先次序；  
5.  保持一個開放與包容的態度，

回應生活上的各種倫理課題；  
6.  在討論倫理問題時，表現理性

及前後一貫的思考風格。  

單元二：個人及社會問題  

學生於修讀本單元後，應該能夠：  

1.  認識道德抉擇的複雜性；  
2.  認識倫理問題與價值的關係 (例

如委身、責任等 )，並用來解決

個人與社會問題；  
3.  找出個人及社會議題裏所涉及

的倫理問題；  
4.  運用不同理論分析倫理問題；  
5.  理解不同宗教及個人的倫理立

場；   
6.  理性地討論倫理議題，並以合

理 和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作 道 德 抉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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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稜鏡」是由美國國家安全局(NSA)主持的一個全球性監控計劃。該計劃被曾受

僱於 NSA 外判公司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並廣泛地招來了侵犯人權

的抨擊。 

史諾登向英國衛報一名記者提供了有關「稜鏡」的大量未經出版的文件。有報道

稱，英國政府要求衛報銷毀這些文件。因為這些文件是非法途徑取得的，所以有

關當局有權作出這個要求。但是衛報的一位編輯指出，如果他們銷毀這些文件，

他們便無法履行記者的職責。 

衛報應否銷毀這些文件？傳媒倫理的角度提出理據支持你的答案。 

 

答卷一： 
 
  
  

 英政府要求衛報銷毀這些有關「稜鏡」未經出版的文件，基於這些文件都是從非法

途徑取得。我認為衛報不應銷毀文件。閱詳述之。 
 
 從傳媒倫理的角度，大眾擁有知情權。一旦銷毀文件，便沒法向市民披露真相。「稜

鏡」所涉及的範圍廣泛，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全球。大眾對自己的事是有知情權的。 
 另外，記者的責任是向市民大眾披露真相。這是他們的責任，銷毀是欺騙大眾的。

大眾對事實沒有什麼了解，靠的是傳媒。 
  
 從功利主義，銷毀文件並未能為大部份人帶來快樂。全球的市民，記者都不快樂，

只有英美政府快樂。功利主義是要求該行為能為大多數人帶來快樂，而定該行為是否合

乎道德。 
 
 再補充傳媒倫理記者不應自我審查。 
 
 總結，我認為衛報不應銷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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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卷二： 
 
  
 從傳媒倫理的角度，傳媒有責任披露真相，不應受到權力機關的威脅。再者，

大眾擁有知情權，獲得事情的真相。因此，衛報不應銷毀文件。 
 
 第一，記者應遵守道德操守。記者的責任是披露真相和監察權力機關，如政

府。就是次事件，「稜鏡」是一個由美國權力機關舉行，遍及全球的監察計劃。部

份監察計劃的內容仍未透露。政府的行為沒有向大眾披露，所以真相未曝光。若

衛報銷毀文件，記者就不能履行責任，反映真相。政府也不會被傳媒的監察權力

施壓。根據記者的道德操守，客觀性、真實性和公平公正是三個主要的元素。記

者的責任就是向大眾反映真實。若衛報銷毀文件，真相就永遠不會曝光。因此，

為了履行責任和遵守道德操守，他們不應銷毀文件。 
 
 第二，以達到表達自由。當傳媒報導事情，他們不應受到權力機關的阻止，

否則違反了表達自由的原則。在是次事件中，英政府要求衛報銷毀那些文件，基

於文件是從非法途徑取得。可是，根據表達自由的原則，傳媒擁有表達的自由及

以不同的方法報導事實，不應因受到權力機關的威脅而停止。若衛報銷毀文件，

並按英政府的要求下，不報導事實，這就是屈服於自我審查下，也違反了言論自

由。因此，為了維護表達自由，衛報不應銷毀文件。 
 
 第三，大眾有知情權。普及大眾有權知道周遭發生的事。在是次事件中，「稜

鏡」是一個由美國舉行遍及全球的監察計劃，影響著全球市民的私隱。人民應擁

有知道「有否被監察或侵犯私隱」的權利。因此，他們需要文件的資訊，從而得

知真相。 
 
 若衛報銷毀文件，所有真相會被隱藏。政府的行為變成黑箱作業。大眾不可

能知道真相。因此，為了維護市民的知情權，文件不應被銷毀。 
 
 可是，部份人或許會說，表達的自由應受到限制，衛報應銷毀文件。根據歐

洲人權法院，當涉及國家安全，表達的自由應被限制。文件或載有美國的國家機

密。披露真相會危及國家安全，所以衛報應銷毀文件。 
 
 我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因為「稜鏡」計劃是秘密地進行，以審查全球的

市民。人民的私隱被美國權力機關威脅。這是違反公眾利益和人權。傳媒有責任

拒絕銷毀文件，以保障公眾利益。維護公眾利益也是傳媒其中的責任，人民的私

隱和人權應得到尊重。這是遵從公眾利益。 
 
 總括而言，從傳媒倫理的角度，文件不應被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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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卷評量表： 
參考 6.1 提供的課程學習成果及考評目標，你認為評量表應該包括什麼項目？ 
 

項目 表現(5 最佳，1 最差)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以下評量表可以協助學生理解課程目標及考評要求： 
 

項目 表現(5 最佳，1 最差) 
論點:  

論點的數目 5   4   3   2   1 
陳述詳略得宜 5   4   3   2   1 

論證:  
立場一貫,邏輯清晰 5   4   3   2   1 
準確理解相關概念/理論 5   4   3   2   1 
組織 5   4   3   2   1 
表達 5   4   3   2   1 
協調 5   4   3   2   1 
原創性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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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評量表的提示之下，試答一次/試寫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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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知識增益資料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六項保障個人資料原則： 

保障資料第 1 原則：人資料的收集必須與資料使用者的職能和活動有關，而收集

的資料適量便可及以合法及公平的手法收集，並須告知收集的目的及資料的用途； 

保障資料第 2 原則：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個人資料的準確性，並在完成資料

的使用目的後，刪除資料； 

保障資料第 3 原則：限制個人資料使用於當初收集的目的或直接有關的用途上，

否則必須先獲得資料當事人的同意； 

保障資料第 4 原則：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個人資料的保安，免受未獲授權

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所影響； 

保障資料第 5 原則：制定及提供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務； 

保障資料第 6 原則：個人有權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資料使用者應在指定的時間

內依從查閱或更改資料要求，除非條例訂明的拒絕理由適用。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資訊科技、電訊、廣播、電影服務及創意產業有關的政府政

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

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內務委員

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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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 
 
操守守則 
1. 新聞從業員應以求真、公平、客觀、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態度處理新

聞材料，確保報道正確無誤，沒有斷章取義或曲解新聞材料的原意，

不致誤導大眾。  
2. 若報道失實、誤導或歪曲原意，應讓當事人回應，盡快更正。  
3.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

社會新聞 ,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4. 新聞從業員應尊重個人名譽和私隱。在未經當事人同意，採訪及報

道其私生活時，應具合理理由，適當處理，避免侵擾個人私隱。  
 4.1 兒童的私隱尤須謹慎處理，傳媒報道涉及兒童私生活的題材時，

必須要有合理理由；不應單單基於其親人或監護人的名聲和地位

而作出報道；  
4.2 傳媒報道公眾人物的個人行為或資料時，須有合理理由；  
4.3 擁有公職的公眾人物當其個人行為或資料涉及公職時，不屬於個

人私隱。  
 

5. 新聞從業員應致力避免利益衝突，在任何情況下，其工作均不受其

個人、家庭成員、機構、經濟上、政治上或其他利益關係所影響。  
 5.1 不應利用因履行職責而獲得的消息，於消息公布前謀取私利；或

轉告他人而間接獲益；  
5.2 不應因廣告或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  
5.3 不應報道或評論自己有份參與的投資項目、組織及其活動；若須

報道或評論，亦應申報利益；  
5.4 不應因外界的壓力或經濟利益而影響新聞報道或新聞評論。  
 

6. 新聞從業員不應因政治壓力或經濟利益而自我審查。  
7. 新聞從業員應以正當手段取得消息、照片及插圖。  
8. 在處理有關年齡、種族、膚色、信仰、殘疾、婚姻狀況、私生子女、

性別或性傾向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  
9. 新聞從業員應保護消息來源。  
 9.1 為免錯誤引導公眾，應盡量避免引述不願透露身分人士所提供的

消息；  
9.2 如需引述，應加倍謹慎查證不願透露身分人士所提供的消息。  
 

10. 新聞從業員應切實遵行本守則 ,除非涉及以下的公眾利益範疇：  
 10.1 揭露任何個人或組織濫用權力、疏忽職守、或不法的行為；  

10.2 防止公眾受到個人或組織的聲明或行動所誤導；  
10.3 防止任何對公眾安全、香港防務、公眾健康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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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記者： 
無國界記者是一個致力保護記者免受迫害並推進新聞自由的政治性國際非政府

組織。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 

通訊事務管理局：（簡稱通訊局，英語：Communications Authority，CA）是

香港的法定組織，於 2012 年 4 月 1 日由以往的廣播事務管理局和電訊管理局合

併而成。 

新成立的通訊局將繼續負責執行現行的《電訊條例》及《廣播條例》，並維持現

有的規管及發牌安排。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英語：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OFCA）

是通訊局轄下的執行機構。 
 
 
 
廣播條例： 
為香港的廣播服務的提供而發牌給公司，規管持牌人提供的廣播服務，並就附帶

或相關事宜訂定的法律條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E%9A%E7%B5%84%E7%B9%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A8%8A%E7%AE%A1%E7%90%86%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6%9C%BA%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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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概念鞏固練習---有助學生明白本課題之相關概念 
 
編採自主、自我審查、新聞自由度排名、定型、第四權、私隱權、知情權、公眾

利益 
 
試分組/分工以每格一百字之內為上述概念作定義、舉例、說明/解釋。反例

(non-example)：未必是相反例子，可以是例外，相似但不完全一樣的例子…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概念詞量表： 
 

項目 表現(5 最佳，1 最差) 
定義清晰，簡潔易明 5   4   3   2   1 
說明長短合宜，延伸之解說均屬要點而

非枝節 
5   4   3   2   1 

例子具代表性/經典性，需要時包羅外

國事例 
5   4   3   2   1 

反例恰當，有助正確掌握概念，減少誤

解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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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編採自主 

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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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新聞自由度排名 

第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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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公眾利益 

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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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定義：  

 

說明： 

 

 

例子： 

 

反例：  

 
 

私隱權 

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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