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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僕經驗貢獻國家

回歸 15 年來，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今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
認為，中央在回歸後嚴格遵守維持 「一國兩制」
的決心和承諾，有矛盾並不代表 「一國兩制」是
落實得不成功，而香港需要加強推廣《基本法》
，以維持 「一國兩制」。他又提到，為廿三條立
法是香港人無可推卸的憲制責任，社會上對立法
的恐懼有誇大，認為政府推行立法前，必須有廣
泛諮詢，紓緩港人的疑慮。

李少光認為，中央嚴格遵守維持 「一國兩制
」的決心和承諾， 「一國兩制」落實良好，香港
保持了各種制度和自由，即使 10 多年來經歷了很
多風風雨雨，但香港的經濟仍保持相當的發展，
市民的生活質素得以維持。他指出，在香港這樣
大的一個地方，有矛盾絕對正常， 「但有矛盾並
不等於 『一國兩制』是落實得不成功。」

推廣基本法精粹
他又表示，落實《基本法》是維持 「一國兩

制」的重要因素，因此香港必須推廣《基本法》
， 「令到香港市民知道《基本法》的精粹在哪裡
，讓他們可以熟識《基本法》的運作，當中有一
個過程。」

對於《基本法》內規定香港要為廿三條立法
，李少光認同，為廿三條立法是港人無可推卸的
憲制責任，現時的阻礙在於 10 年前推動立法時有
不好的經驗，令部分港人對廿三條有恐懼性，但

他認為有關憂慮並不成立， 「我覺得這些恐懼性
是有少少誇大，說廿三條立法會取走了很多香港
人現有的自由。」

他補充，港人現有的自由都受到廿三條保障
，而回看當時為廿三條立法的定稿，條文是全世
界中最寬鬆，更被人說是 「無牙老虎」，但畢竟
有上次的經驗，因此政府一定要很小心處理，
「但這最終一定要做，維護國家的安全是每一個

中國人的責任。」至於何時才是適當的時機，李
少光指需要交由政府考慮，包括由哪一屆政府處
理，但都必須廣泛諮詢，紓緩港人的疑慮，在國
家和平時作理性溝通和討論，推行時才可令社會
和諧。

有矛盾絕對正常

不少家長都會為自己的子女計劃將來，特別是政
商界中人，都希望子女能繼承自己的衣缽，從事自己
的工作或行業，但作為問責官員的前保安局局長李少
光，就讓兒子李霖恩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他表示
，自己是一個開明的父親，並勉勵選擇在演藝界發展
的兒子，做事要全心全意。現時已經退休的李少光又
說，希望多抽時間陪伴家人，閒來弄孫為樂。

李少光加入政府近40年，由初時的入境事務主任
，至03年成為保安局局長。他坦言，過往工作繁忙，
對家人的關顧不足，因此希望退休後有更多時間與家
人相處。他又說，退休後間中會打高爾夫球和到外地
旅行，而且他現時有兩個內孫和一個外孫，閒時會弄
孫為樂。不過，他笑說自己決定參選人大代表時，並
沒有民主地詢問家人的意見，但家人事後亦表明會支
持他參選。

李少光與太太結婚34年，育有一子一女，女兒從
事會計工作，兒子李霖恩則從事演藝行業，現於無線
電視擔任演員。李少光認為，自己是一個較開明的父
親， 「他（李霖恩）說希望在演藝事業上發展，我就
只是說了一句話，你做任何事也好，都要全心全意去
做。」他又指，自己較少觀看兒子演出的劇集，但最
近一套劇集接近晚飯時間，因此他間中都會收看。

寄語兒子做事要全心全意

在 38 年的公職生涯中，令前保安局局長
李少光最感遺憾的事，是 2000 年智障人士庾
文翰衝關事件後，至今仍音訊杳然，而該宗入
境處疏忽處理的個案亦令他耿耿於懷。

李少光的公職生涯中，最長的時間是留在
入境處，而令他最遺憾的事情就是庾文翰事件
。當年 15 歲的智障男童庾文翰在港失蹤，在
缺乏身份證及回鄉證下，其後卻成功闖過羅湖
管制站和深圳關口。深圳邊檢人員曾發現庾文
翰，並聯絡香港入境處處理，但處方發現未能
與庾文翰溝通，向新界失蹤人口組查詢後，又
因資料不足，未能確定該男孩身份，於是交回
深圳邊境處，送出香港境外。

事件過了 10 多年，李少光現在想起事件
仍覺得非常遺憾，他表示，處方因疏忽造成事
件，令庾文翰至今仍然失蹤， 「其實我們與其
家人在法律層面和解了，有賠錢給他媽媽，但
如果有能力找到的話，政府都會盡力與內地公
安聯絡。」

至於任內最難忘的事件，李少光指，第一
件是居港權問題，不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矛
盾，除了在法律層面上以釋法解決外，當時更
引致有申請居留權的人衝擊入境處，造成入境
處人員傷亡。事件發生在2000年8月，一批聲
稱有居港權的人要求領取身份證，不得要領後
向入境處職員淋天拿水和放火，入境處高級入

境主任梁錦光重傷後不治。
第二宗難忘的事件，李少光表示，是

2005 年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當時有大批
韓國農民來港示威， 「是我做了九年的保安局
局長，唯一一次香港暴動。」他指出當時警方
處理得非常好，得到其他地方的警隊讚賞，示
威的農民亦讚香港警方是文明和克制的部隊。

每當外地發生重大事件，當局都會按情況
派出包機接在外港人回港，而近年較令人印象
深刻的，便有馬尼拉人質事件， 「可以做的已
經做了，但最後出來的結局大家都不想看到。
」他表示，政府一直有跟進事件，與外交部一
同向菲律賓追究責任和索取賠償。

庾文翰失蹤 公職生涯留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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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光 1974 年加入香港政府，回歸
以後，他歷任入境事務處處長、廉政專
員及保安局局長三大要職。今年年中李
少光退休之後，時有朋友鼓勵他參選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繼續為香港和國家服
務。 「我思考了一段時間，唔可以自己
匿埋，如果還有能力貢獻給國家，希望
做些事。」在擔任問責官員期間民望一
直排在高位的李少光，在參選人大代表
時亦享有高人氣，他在提名期結束後以
695張提名票成為今屆選舉的提名票王，
對此，李少光說： 「我完全沒想到我係
票王，當時我覺得要盡力爭取越廣泛的
支持越好。」

盼為國家建廉政出力
在李少光看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

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他
認為，中國內地發生的變化，在人類歷
史上史無前例，特別將一個本來從十分
貧窮落後的國家，短短幾十年發展為全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也有飛躍
性的發展。但李少光同時也看到內地發
展很不平衡的一面，雖然經濟高速發展
，但很多地方的軟件建設跟不上，尤其
是法制建設和廉政建設千瘡百孔。自參
選以來，李少光與其他候選人出席了多

個簡報會，他發現，大家共同關注的都
是如何幫助國家建立一個更好的制度，
尤其是法制、廉政建設。他表示，希望
利用自己過往30多年在香港政府工作的
經驗，主要在執法和廉政方面的經驗，
聯同其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為國家如
何加快這方面的建設提供多一些意見。

作為前廉政專員，李少光對廉政建
設問題深有體會。他認為，短短三十年
時間將香港的貪腐風氣扭轉，最重要是
有最高當局的決心。李少光指，上世紀
60、70 年代，香港貪污情況嚴重，當時
的總督麥理浩決心成立一個獨立機構
─廉政公署，而當時政府當局認為打
擊貪污問題，靠執法只有阻嚇作用，不
可以完全杜絕貪污。因此，當局 「三管
齊下」，從執法、防貪和防貪教育三方
面入手，將防貪意識滲透到整個社會各
個階層。李少光說， 「三管齊下」在香
港非常成功，一般市民都覺得貪污是罪
惡，小朋友從幼稚園開始已經有這個意
識。但他坦言，移風易俗在香港都用了
一代人的時間，中國這麼大，需要好長
一段時間，不可能短短幾年就能解決貪
腐問題， 「但最重要是有決心去做，而
且方向是正確的，一路走這條路，我相
信中國在這方面會成功。」

做中央與香港市民橋樑
李少光亦認為，作為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其中一個責任，就是做中央和香
港市民的橋樑，一方面將中央看法、國
家政策向香港人解釋，另一方面將香港
人對國家的看法帶去北京。他相信自己
一路服務市民，對香港市民的反應會比
較敏感一些。而對於一些有爭議性的事
件，李少光強調，要從 「一國兩制」角
度小心處理，取得一個平衡。

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於今年七月榮休，結束38年的公務員生涯，
但悠遊幾個月之後，李少光又重返政壇，參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選
舉。李少光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希望以過往的政府工作經驗貢獻
國家，亦希望香港 「三管齊下」 治理貪腐的方式有助國家廉政建設。
而若擔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少光也將積極擔當中央與香港市民的
橋樑，在為國家建言獻策的同時，為港人發聲。

本報記者 石璐杉 陳錦輝

◀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左
二）向李少光（左一）介紹
警察學院槍械訓練科的工作

資料圖片

▲李少光在消防訓練學校檢閱一批結業學員 資料圖片

▲李少光夫婦與兒子、媳婦一起為兩個孫
慶生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李少光（右）出席全城清潔日黃大仙區抗疫
誓師大會，向居民派發單張 資料圖片

李少光簡歷
1973年 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理學士學位
1974年 加入人民入境事務主任職系
1995年 擔任入境處助理處長
1997年 晉升至入境處副處長
1998年 出任入境處處長，同年獲頒香港入境

事務卓越獎章
2002年 調任廉政專員
2003年 獲委任為保安局局長
2007年 政府換屆後，再獲委任為保安局局長
2009年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
2012年 退休並離開政府

◀時任保安局局長的李
少光（右），向習近平
（左）講解搜救隊隊員
在四川地震災區的工作

資料圖片

▼李少光（左）探訪觀
塘一間老人護理中心，
聽取職員介紹中心為長
者提供的服務 資料圖片

◀◀李少光指落實《基本法李少光指落實《基本法
》是維持》是維持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的的
重要因素，因此香港必須重要因素，因此香港必須
推廣《基本法》推廣《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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