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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光於2003年至2012年間擔任保安局局長，
談及任內印象最深的事，他坦言是韓國農民反世貿
示威衝擊。2005年底，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
港召開。 「當時韓農的激進世界聞名，世貿會議開
到哪裏就跟到哪裏，而且他們那時已事先表明會來
香港示威，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李少光說，韓農開始並沒有鬧出多大動靜，每
天只是敲鑼打鼓， 「像開嘉年華一樣」。然而，就
在世貿會議結束的前一晚，韓農突然發難。 「當時
我正在家，突然從電視裏看到韓農在銅鑼灣衝擊警
察，已來不及叫司機，馬上從沙田開車返回政府總
部。」李少光抵達政總後，立刻致電時任警務處處
長李明逵： 「守唔守得住？」當聽到對方肯定的答
覆後，他才鬆了一口氣。

「香港警察是全世界最文明的」
「後來警方幾乎沒有使用武力，先逼他們（韓

農）出告士打道海傍，形成包圍，再找談判專家談
判，迫使對方臨到天光時放棄（抵抗）。」李少光
說，事件中逾千人被捕，為香港回歸以來規模之最
，但警方和平的解決手法卻受國際稱道，就連不少
韓農被釋時都說， 「香港警察是全世界最斯文、最
文明的。」

近年非法 「佔中」、旺角暴亂等暴力事件頻發
，警方在執法過程中再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採
用最低武力執法，到現在仍然是警方的金科玉律。
」本已退休的李少光忍不住為警察仗義執言，指警
方要在保護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和保障社會穩定之
間取得平衡十分困難，但處理手法一直受國際認可
，甚至有西方國家來港學習， 「這幾年反對派一直
抹黑說我們濫權，真是掩住良心講嘢。」

叫別人的小朋友衝擊犯法
令李少光更為憤怒的是，香港有部分法律界人

士 「用歪理蠱惑年輕人參與暴力衝擊」，如港大法
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便以所謂的 「公民抗命」企圖
將 「佔中」合理化。他不禁反問： 「你這樣叫別人
的小朋友上街衝擊犯法，你又是否會叫自己的子女
去衝擊呢？最後有了犯罪紀錄，甚至坐監，失去了
大好前途，你於心何忍呢？」

對於這種暴力趨勢未來是否還會蔓延，李少光
直言自己是一個樂觀的人，認為 「鐘擺擺到一端就
會返轉頭」，而不是要待蒙受了巨大損失才覺醒，
「因為那時已失去了太多發展的機會」。

李少光期望下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其團隊能
接觸不同政見人士，令各方放下歧見，令香港重新
上路。

專訪 大公報記者 文 軒

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近日接受《大公
報》專訪時，憶及香港警方2005年時和
平解決韓農反世貿示威，文明手法成為全
球典範，而近年卻在處理非法 「佔中」 、
旺暴等事件中屢屢被反對派抹黑，令人感
到不公。他又批評反對派在背後煽動年輕
人參與暴力衝擊，行為令人不齒，期望下
屆政府能促使各方放下歧見，使香港重新
上路。

▲2010年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左一）會晤
菲律賓政府代表團，跟進馬尼拉人質事件

▲2012年，李少光在懲教署學員結業會操中檢
閱懲教人員

▲李少光題字為香港人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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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農示威警執法成典範 氣憤今屢遭抹黑

李少光斥反對派歪理煽暴

「《東方之珠》。」——談到回
歸20年會聯想到哪一首歌，李少光給
出了這個答案。 「回看過去，香港是
全國的一顆明珠，GDP接近全國20%
，香港很多制度、措施也比內地先進
得多，所以才會有 『一國兩制』，給
香港那麼大的自治權。」李少光感慨
香港近年因內耗而拖慢了經濟發展，
GDP已不足全國的3%，而內地的發展
卻一日千里， 「以前是國家不能缺少
香港，現在是香港不能沒有了內地。
」他形容香港這顆明珠已有所失色，
希望大家痛定思痛，未來停止內耗，
令 「東方之珠」可以再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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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初期曾擔任入境處處長的李
少光認為，居留權的訴訟是香港司法
受到的第一次重大衝擊。李少光表示
，中英談判時曾討論過居留權的問題
，雙方均認為延續港英政府的政策是
最能順利過渡的。而根據當年港英政
府的條例，在香港出生的小孩必須要
父母一方為香港永久居民才能擁有居
留權。

悲痛入境處遭縱火職員送命
但當時有人鑽條文的空子，認為

只要是在香港出生的小孩便有居留權
，有關爭議提交法院之後，政府一審
、二審均勝訴，然而卻在終審法院敗
訴。李少光在得悉消息後，迅速向政

府提供意見，認為判決對香港的承受
力造成極大的衝擊，特區政府對此也
相當認同，並向中央政府陳述利弊。
後來中央政府認為這一判決與基本法

立法精神相違背，故出現了回歸後的
首次人大釋法。

在釋法之後，部分人因失去居留
權而到入境處示威縱火，事件導致一
名入境處職員死亡，多人燒傷。 「當
時我是處長，心情十分悲痛，這對我
的衝擊也很大。」

李少光認為，香港向來是和平守
法的社會，事件反映出入境條例非常
敏感，所有地方對入境條例都守得很
緊， 「因為如果一鬆了就直接對治安
、社會穩定有影響。」他舉例指，現
在歐洲的非法移民和難民都造成很大
衝擊，部分恐怖分子更混入其中襲擊
當地居民，強調入境條例必須非常審
慎。

入境條例必須非常審慎

高鐵 「一地兩檢」拖延多時尚未
有具體方案，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指
， 「一地兩檢」若能落實，可令香港
成為全國的出入境中心，由其帶來的
巨大商機和利益將惠及子孫後代。他
又反駁 「一地兩檢」會導致內地部門
在港執法的謬論，指 「從未聽說深圳
灣 『一地兩檢』會影響內地執法」。

「我一定要說說 『一地兩檢』，

否則不吐不快。」李少光接受《大公
報》專訪時表明，中央將高鐵延伸到
香港，是給香港很大的利益，如果能
做到 「一地兩檢」，香港會成為全
國出入境的中心，會帶給香港多大
的商機不言而喻， 「但如果沒有 『
一地兩檢』，別人為什麼還要來香
港呢？」

李少光分析利弊指，作為能夠有
如此大收益的事情，香港所要付出的
只是在西九高鐵站，為內地邊檢、海
關、衛生檢疫等人員劃一塊地。而且
這樣的劃地也並非第一次，李少光提

到2007年其任內完成的深圳灣 「一
地兩檢」， 「如今每日數以萬計人
出入，也從來沒聽說會影響內地執
法。」

李少光批評反對派 「上綱上線」
，必定會將事件演繹成內地部門可以
在港隨意 「拉人」， 「但這可能嗎？
這是在嚇香港市民。他們不知道這其
中的利益不僅關係到我們這一輩，
我們的子子孫孫都會受惠。」他指
，香港如果沒有 「一地兩檢」，深
圳則可能會取而代之，成為全國的
交通樞紐。

一地兩檢大商機惠及子孫後代

東方之珠可再放光芒

▲李少光批評反對派煽動年輕人參與暴力衝擊，行為令人不齒 大公報記者文軒攝

若能落實
港成全國出入境中心

▲李少光主持入境處成立五十周年
紀念牌匾的揭幕儀式

◀2008年，
特區政府曾
派出搜救隊
往四川地震
災區協助救
災。圖為時
任保安局局
長李少光（
右四）會見
搜救隊隊員

▲2011年，旺角花園街小販排檔發生
的四級火警，九人遇難二十四人受傷
。圖為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中）
到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