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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聲行動升級中聯辦違憲壟斷出版市場

今年是《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這本特區小憲法原本肩負着保障港人自由的承諾，但回歸後中央伸到香港的魔

爪愈來愈放肆，帶頭的，正是中央駐港最高機構中聯辦。本刊取得大陸工商局文件，證實中聯辦透過一間大陸神秘

空殼公司，迂迴持有及經營香港最大出版及零售書商聯合出版集團；又實益擁有《文匯報》、《大公報》、《香港

商報》，去年更悄悄成立「橙新聞」，染指網絡媒體。聯合出版集團每年營業額高達五十億港元，市民走入三聯書

店、中華書局及商務印書館買一本書、一本記事簿、一支原子筆，原來已直接進貢中聯辦。壟斷八成市場的結果

，就是中聯辦假借市場機制，操控及拑制本港出版及傳媒，影響意識形態。前基本法草委李柱銘質疑，中聯辦營運

書店及出版事業，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即中央政府各部門不得干預本港事務。回歸十八年後，這是首次有

證據踢爆，中聯辦實益經營本港巨企。隨着梁振英自甘淪為西環的政治附庸，有錢又有權的中聯辦，近年大力擴張

，轄下部門已達二十四個，累積掃入五百個住宅單位作宿舍。本刊就以上問題向中聯辦、政府、聯合出版查詢，至

截稿未獲回應。

  雖然《基本法》白紙黑字講明，港人享有出版及言論自由，但各項自由明顯正在收窄，港獨及撐佔中書籍首當其

衝成為犧牲品。上月起，相繼傳出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的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下達指令，所有屬撐佔

中陣營的書籍，包括一群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生所著的《被時代選中的我們》，資深傳媒人區家麟撰寫的暢銷

書《傘聚》等均收起不賣。由於聯合旗下子公司包攬出版、印刷、發行以至零售整條產業鏈，壟斷本地逾八成市場

，「收書令」成為審查雨傘書籍、封殺出版自由的政治工具。雖然一般人一直以為聯合出版為中資民間機構，但股

東身份及股權分配一直是個謎，外間只認為聯合願意配合北京旨意。

  廣州母公司位處軍區

  不過本刊仔細追查，發現聯合出版的背景殊不簡單。根據公司註冊資料，該公司由一家香港公司「新文化事業

（香港）發展」全資擁有，新文化則由一家神秘大陸公司「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持有。本刊依照資料到「廣東新

文化」位於廣州的辦公室查證，該物業位處先烈中路黃花崗地鐵站附近，但Google、百度以至騰訊地圖，均無法顯

示該區的街景或衞星圖片。記者到達現場後才知道，該地段位處軍事區，附近道路全列為軍事通道。記者沿路探查

，辦公室對面是守衞森嚴的軍事區入口，門前掛上「八一」軍徽，更有解放軍人員駐守，記者在附近稍為駐足張望

即被驅趕。辦公室旁邊則是「廣州軍區空軍第一招待所」，氣氛明顯較大街緊張。根據小巷門牌，記者終找到廣東

新文化辦公室所在建築物，但該處不是商業大廈，而是一座七層高的舊式住宅，門外沒有廣東新文化的門牌或信箱

，記者向附近居民確認地址無誤後，始得悉掌控香港出版王國的總部，竟是該幢大廈地下一個破舊房間。

  總部是老幹部活動室

  從窗外觀看，該房間僅三百平方呎，鐵門旁掛着白底紅字「老幹部活動室」門牌，所有窗戶都被封住，門外多個

木信箱陳舊破爛。住在此舊宅的中年婦人表示，從未聽過這裡有辦公室或出版公司：「一○一（門牌號碼）係從來

無人，亦都無公司，我唔知係咪有人點錯你嚟啦。」聯合出版的神秘山寨總部設於軍事區並非偶然。本刊取得大陸

工商局的詳細公司註冊記錄，揭露這間「廣東新文化」公司，背後單一股東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註冊資本是二千萬元人民幣，業務範疇屬「戰略管理」，毋須像其他私人公司進行年檢。經營範圍一

欄寫得更露骨，列明公司「管理在香港的新聞文化事業、物業管理……等辦屬企業的國有股份」。文件又揭示該公

司早於九○年成立，董事長黃榮標與前中聯辦轄下廣東聯絡部主任同名同姓，另一董事吳建芳則相信是《文匯報》

前副總經理。

  中聯辦迂迴操控傳媒及出版巨企

  *《香港商報》大部分股權由該公司董事以個人名義持有。註：以上只列出部分聯合出版集團子公司

  擁三大左報涉足網媒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
不會對該等內容、版權許可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損害 / 損失承擔責任。
慧科電子服務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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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聯辦以迂迴手法，透過大陸空殼公司控制本地出版巨企之餘，記者翻查本港三大左報《文匯報》、《大公報》

及《香港商報》的登記文件，前兩者大股東均為「廣東新文化」，後者則只佔小量股份。股權結構與聯合出版大同

小異，均由中聯辦透過數層公司持有九成九股份，報社及出版集團的話事人只象徵性每人獲分配一股公司股份。調

查過程中，記者無意中發現中聯辦原來悄悄染指網絡媒體。去年雨傘革命後，網媒及社交媒體從發布消息到動員參

與，對運動均起關鍵作用。中聯辦去年即鬼祟地經廣東新文化、聯合出版等五層公司，創辦網媒「橙新聞」。有別

於一般網媒，橙新聞除轉載網上或傳媒的時事、經濟、娛樂新聞，亦有自家製作新聞及短片，更邀得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等建制派專訪，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幫港出聲召集人鄭赤琰則負責撰寫專欄。網站

又開發手機應用程式（apps），明顯較一般網媒「揼本」，但應用程式下載次數僅逾一百次。消息人士透露，橙新

聞仍在「埋班」，現時處於試業階段，未來將展開宣傳攻勢。該網站現正刊登多段招聘廣告，一口氣招攬副新聞總

監、編輯、網站設計、開發、推廣等七個職位，證明財力雄厚。中聯辦多年暗暗苦心經營，以空殼公司操控本地出

版及傳媒企業，其中尤以聯合出版集團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廣。集團旗下有三聯、中華、商務、新雅、萬里等三十

個出版品牌，全資擁有逾五十家書店，業務遍及大陸、澳門、美、加、星、馬。版圖除覆蓋書籍產業鏈，連拍賣書

畫、唱片甚至物業投資亦有涉足，單是旗下兩間專門負責物業投資及租賃的公司，已持有近廿四億工商物業，包括

中環中商大廈全幢業權。

  市民每年進貢五十億

  由於聯合出版沒有上市，集團亦絕少披露股東以及賬目資料，對上一次公開提及業務收入，已是○七年集團舉行

春茗的新聞稿，透露○六年度收入高達三十九億港元，集團其後只是偶爾披露業務增長的百分比，依此推算，一

○年業務收入已高達四十八億。資深出版商、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對中聯辦透過私人公司全資擁有聯合出版感憤慨

，他透露該集團旗下品牌已壟斷本地逾八成書本出版及零售市場，中小型書店多已被迫遷到偏僻地區或樓上店鋪營

運。彭志銘憶述，中聯辦過往對爭議書籍仍採取較寬鬆的態度，各書店店長均可自由入貨，即使冷門書籍都會「入

一兩本看門口」。但五年前情況急轉直下，入貨及調度書籍的權力收歸集團中央，「最明顯係四五年前我哋突然收

到消息，香港出版業都知道聯合集團發行嗰邊嘅物流公司最上層，有幾個（大陸）人入咗公司，負責審閱邊啲書可

以發（行）、點樣發、發去邊啲書店，發幾多數量等等。」該段時間正是年輕人反高鐵情緒高漲之時，本土意識抬

頭，中聯辦明顯借操控出版市場，壓制反港府、反中共的思潮。隨着梁振英及張曉明上場並採取政治鬥爭路線，聯

合出版對出版尺度亦愈收愈緊。記者上週巡視集團旗下書店，發現元朗的三聯旗艦店「文化生活薈」，當眼處擺放

了多本集團旗下品牌出版的《佔中透視》、《香港「佔中」揭秘》等反佔中書籍，撐佔中作者撰寫的《傘聚》及《

每一把傘》卻不見影蹤。記者向職員查詢，對方即打開書櫃搜尋，但並無發現，再經公司電腦系統查證後，表明兩

書全線門市缺貨。其餘位於中央圖書館的中華書局，銅鑼灣的商務印書館旗艦店均有相同情況。「佢係有生意都唔

做，區家麟嗰本《傘聚》賣到萬幾本，佢可以一本都唔賣，佢唔係志在賺錢。」彭志銘又怒轟，集團透過旗下出版

品牌，以反佔中書海打擊敵對陣營，透過控制市場為黨服務，拑制出版自由。「第一係俾阿公睇，（以示）對面喺

市場有十幾本書，我哋會有幾十本。第二，呢啲真真假假放晒出嚟，好多人唔知道，買咗，就以為『哦原來雨傘人

咁差』，咁係做一個對抗性的工作。」

  兩子公司擁廿四億資產

  註：以上資產只計算專門為集團投資及管理物業的兩間子公司，包括僑商置業及中商置業，部分物業並非用作出

版相關事業，估計是用來投資收租。

  出版業巨獸入侵大學

  為進一步落實中央對年輕人進行思想教育的指令，聯合出版近年銳意打入年輕人市場，在元朗市中心開設四層高

的三聯元朗文化生活薈，仿效台灣誠品書店，集書店、時尚產品店、咖啡館、展覽館於一身。集團又以商務印書館

名義，近年成功打入大學市場，書店進駐中大、科大、理大及城大校園，篩選大學生接觸的書籍。早前有中大學生

投訴校內商務沒有出售《被時代選中的我們》，卻出售多本反佔中書，公開要求書店勿政治篩選；中大校友更向校

長沈祖堯發出公開信，要求檢討中大的書店政策。曾參與抗議禁書活動的中大學生會外務秘書陳旻羲認為，中大校

園的商務走商業化路線，變相減低學生接觸政治敏感書籍的機會，「外面商務賣嘅堪輿書，大學商務都入咗大量

……我覺得大學書店應該同外面書店唔同，有多啲唔同類型、內容嘅書，但而家大學商務同外面嘅無乜分別。」他

知悉商務具中聯辦背景後，直言會提出以此作為書店續約的考慮因素：「大學書店就快續約，應該今年內就會決定

，希望可以引起同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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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老店具政治任務

  中共透過操控傳媒及書店，作統戰及意識形態工作，其實有跡可尋。表面上，聯合出版在港成立只有二十七年

，但集團旗下三聯、中華及商務都有過百年歷史，與共產黨關係千絲萬縷。翻查聯合出版集團名譽董事長藍真的悼

文集《憶藍真先生》以及多份歷史資料，當年國共內戰，左翼書店包括中共元老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讀

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無法於大陸立足，遂轉而來港復業，三間書店一九四八年合併成三聯書店，連同當時

左翼開設的「新民主出版社」中資書店，香港的中資出版事業自此起步。六十年代初，大陸歷史最悠久的中華書局

及商務印書館相繼來港設立分店，至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這批中資書店開始架構重組，各中資書店

及中共喉舌傳媒機構紛紛於八八年合組成聯合出版集團。根據公司註冊資料，集團股份最初由信託形式持有，但自

二千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式易名中聯辦後，聯合出版股權亦於○二年轉讓給新文化事業（香港），中聯辦自此統一

香港左派傳媒及出版王國。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拆解，中共透過出版商及書店作抗爭及統戰工具由來已久，對三、中

、商一直具影響力，「鄒韜奮搞起生活書店嘅時候都係要抗國民黨打壓」，他指出，中共確定收回香港後，聯合出

版因應國策而生。九一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曾作出「如何做好接收香港的準備」的內部講話，表明香

港回歸之前，必須做好五方面的參與，其中一個正是「文化參與」。「文化參與自然係涉及出版、新聞，一系列工

作事後慢慢浮面，之後香港出版業開始重組、擴大業務，係各方分別喺度做嘢。我相信唔只係政治任務，其實都有

經濟利益。」

  西環干政極速膨脹

  躲在聯合出版背後的中聯辦，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回歸初期作風低調，但自○三年七一大遊行後，人事編制

急速膨脹，由原先只得六名副主任，增至七名，一二年更曾增至九名，現時則維持七名。一個特區，編制竟為「一

正七副」，可媲美大陸部分重點省市，如此「重兵駐港」，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前資深中國新聞記者呂秉權曾形

容「反映中聯辦對香港事務插手日深。」現時中聯辦轄下部門共二十四個，包括盛傳一手力捧梁美芬、謝偉俊進身

立法會的九龍工作部，還有港島工作部、新界工作部、青年工作部、宣傳文體部等，更有專門負責紀律部隊聯絡工

作的警務聯絡部。兩年前，廉政公署前專員湯顯明被揭發奢華宴請大陸官員，警務聯絡部長謝小青正是常客。

  雖然中聯辦從無公布在港職員人數及編制，但多年來以機構名義及透過關連私人公司，密密購入多幢物業作員工

宿舍，反映其編制急劇擴張。本刊統計所得，中聯辦至今最少已掃入本港十四個物業，約五百個住宅單位，最豪一

次則數去年底以四億八千萬購入「四叔」李兆基旗下西營盤新盤鉑峯全幢。自○三年後，北京逐步收緊對港政策

，所謂一國兩制慢慢褪色，中聯辦的角色卻愈見鮮明。○八年初，曹二寶以中聯辦研究部長名義，在中共中央黨校

刊物《學習時報》發表題為《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的文章，指出回歸後香港管治力量變成「兩支管治

隊伍」，除特區班子外，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文章形容，該支隊伍合法、公開運作

，屬現實需要，更強調只要中央無授予香港特區的權力，則仍屬於中央，沒有所謂剩餘權力，赤裸裸表露北京意圖

在港建立「第二權力核心」的野心。事實上，自梁振英上任後，中聯辦不但在背後協調選舉，一三年更就立法會討

論引用特權法調查免費電視發牌事件，主動接觸議員謝偉俊和梁家騮，明目張膽干預本港事務。中央政策組首席顧

問邵善波其後毫不忌諱地表示「好多涉及到佢哋（中聯辦）嘅事情，佢哋一定要有所介入。」更坦承「有啲人只聽

西環（中聯辦）話。」

  狂掃500單位做宿舍

  # 由中聯辦直接持有，其餘由關連公司「新民置業」持有* 2007 年以1.67 億元購入地皮，2010年與政府原址換

地，只需補地價$998萬

  聯繫中資機構變干預

  然而，如今的中聯辦早已背離初衷，十五年前成立之初，中聯辦申明只有五項職能，包括「聯繫並協助」大陸有

關部門，管理在港中資機構等。當年中聯辦易名後不久，有中聯辦官員公開呼籲港商不要與撐台獨的台商合作，即

時引發軒然大波，輿論均認為政治與商業活動應互不相干。時任特首董建華要求當時的中聯辦主任姜恩柱澄清，姜

許下諾言，中聯辦將按《基本法》辦事，絕不會干擾本港商業及經濟活動。中國問題專家、時事評論員林和立認為

，中聯辦持有多間中資機構股份，與其職能有牴觸，「其實可以話係不務正業，理論上佢作為一個協調嘅機構，應

處於一個中立嘅地位，但佢做咁多投資，等如一個球證唔應該參與賭波，佢有咁多生意，存在好多利益衝突。」他

拆解，中央駐外及駐港機構不應從事商業活動，但由於中聯辦身負操控及影響民意的政治任務，利用持股作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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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的是引導香港輿論。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柱銘指出，中聯辦出手干預香港事務已非新鮮事，但今次

屬「directly（直接）」干預，明顯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李柱銘：變一國一制

  對於中聯辦違反承諾，他批評負責管治香港的中共官員朝令夕改，更於《一國兩制白皮書》提出「全面管治權」

一說，有違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原意，淪為一國一制，「咁嗰陣時（姜恩柱）點解講呢番說話？因為佢覺得根據

《基本法》，佢唔應該咁做吖嘛。你一定要登番呢段出嚟。咁即係話，嗰個白皮書又錯囉。」他促請港府正視中聯

辦干預香港的問題，「中聯辦依家喺度搞搞震喎……如果批准（中聯辦持有出版公司），幾時批准？批准咗幾耐

？咁你哋有無監察o架？有無睇吓佢啲行為有無影響香港運作？」就中聯辦迂迴經營及干預本地出版及傳媒自由，本

刊分別向中聯辦、聯合出版及政府查詢，但截稿前未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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