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大人，你醒來了嗎？
大埔翠屏花園發生一宗實彈

槍擊警員事件，開槍疑犯於去年

被懷疑干犯一宗藏有槍械罪被拘

捕，他其後獲准保釋外出，其間

沒有遵守保釋條件之餘，上周五

晚更涉嫌槍擊警員。事件再度令

社會質疑法庭處理疑犯保釋申請

時，手法是否過分寬鬆及草率？

法官考慮容許或拒絕疑犯保釋申請時，需要考

慮的相關法律條文，但條文是否那麼高深莫測，容

易令到法官出錯呢？

不少法官慣性出錯

容許被告保釋與否，法例要求法官考慮三個主

項，包括（一）疑犯是否有可能不按照法庭指定的

時間歸案，（二）疑犯會否在保釋期間犯罪，及（

三）疑犯干擾證人或妨礙司法公正的風險多高等。

一般而言，控罪愈是嚴重，疑犯獲得保釋的機

會愈低，案件如涉及在逃人士或涉案證物可能被銷

毀的話，疑犯獲得保釋的機會亦相對低。此外，控

方證供的強弱亦是法庭考慮批准保釋與否的因素。

法官只要拿出良心，對公義有着應有的熱情，審慎

地了解清楚涉及被告及案件的背景，便能作出一個

高準確度的判斷，決定應否容許疑犯保釋外出，出

錯的空間其實甚微。可是偏偏不少法官卻在處理保
釋事項時，慣性地出錯！上周五晚的槍擊警員事
件，正凸顯了法官在審視疑犯保釋申請時的草率態
度。

近日，因暴亂衍生出來的案件大幅飆升，暴徒

對交通設施作出破壞、投擲燃燒彈、藏有大量高殺

傷力武器、襲擊致不少警民傷亡等等的罪案，均是

極度嚴重罪行，絕大部分暴徒亦是在進行犯案時即

場被捕，證據確鑿，完全符合不准一眾暴徒保釋的

法定要求，可是法庭卻有法不依，反以極之寬鬆的

條件，容許絕大多數的暴徒保釋外出。

對於那些在保釋期間再度犯案的暴徒而言，法

庭更採取不罰反賞的態度，為疑犯度身訂造一套更

寬鬆的保釋 「套餐」 ，讓暴徒的自由度更大。這種

信息，不是助長暴亂嗎？面對治安不穩，人心不安

，法庭好像視若無睹，予社會大眾的印象，好像事

不關己般。法庭維護法紀的精神到底去了哪裏？

應設立監察法官制度

在暴亂事件發生前，法庭在處理保釋事宜時，

態度向來已欠缺嚴謹，不少被告獲准保釋後便逃之

夭夭的個案多不勝數，只是司法機關的管理層無視

這種失當行為，一向採取不承認、不公布，亦不追

究判錯的法官，大眾自然被蒙在鼓裏。

現今社會在那麼嚴峻的大環境下，法官的領導
層也該正視一下監察法官的需要吧！司法機關常以
「司法獨立」 作遮醜符，謝絕批評，市民總會有
一天，意識到 「司法獨立」 不外乎是司法迷信的一
紙符咒而已。

退休法官

2019年12月10日至12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

行。香港社會對於2019年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關注，集中

於明年內地宏觀經濟政策走向

和各項重要工作布置，卻忽略

了在我看來最重要一點。這一

點，需要對比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才能明

白。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發布的新聞公告重

申： 「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

遇期。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中危和

機同生並存，這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

機遇。要善於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緊扣重要戰

略機遇新內涵，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科

技創新能力，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綠色發展，參

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變壓力為加快推動經

濟高品質發展的動力。」
關於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中共十

六大提出來的。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 「
綜觀全局，21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

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

遇期」 。

從中共十六大到十九大，北京一貫堅持這樣

的戰略性判斷。中共十九大報告稱： 「當前，國

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

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

嚴峻。」 這樣的戰略性判斷，是基於全球經濟政

治格局相對穩定，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和潮流

；尤其，中國不被其他大國視為主要對手，能夠

在和平和發展的國際環境裏謀求自身發展。

2017年底、2018年初，美國調整其全球戰

略，宣稱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對手之一。2018年3

月，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嗣後，在科技、教

育、軍事和民間交往等領域，開始不同程度打壓

中國和中國人民，展示了全面遏制中國的新戰略

部署。

中央政府一方面積極部署因應之策，如，去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

市場」 ；另一方面，仍然爭取與美國建立相互尊

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所以，去年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儘管指出 「當前，國內外形勢正

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 ，仍稱 「我國發展仍處於

重要戰略機遇期」 。

美圖將香港變「西柏林」

2019年，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的態勢加劇。美

國在香港炮製 「黑色革命」 ，已實現奪取香港特

區第六屆區議會絕大多數席位、控制17個區議會

首階段目標，正進一步爭奪明年香港第七屆立法

會控制權。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特朗普總統隨即簽字生效，表明美

國力圖把香港變成與中國展開21世紀前半葉 「新
冷戰」 的 「西柏林」 。

美國國會眾議院又幾乎一致通過《2019年維

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並且，挑撥中國人民與中

國共產黨關係，反映美國對中國發動 「新冷戰」
的手法，與上世紀下半葉對前蘇聯發動 「冷戰」
的手法一脈相承。

約70年前，美國是以 「自由」 對抗 「極權」
來標籤美國與前蘇聯的較量，是以攻擊前蘇聯人

權狀況來質疑前蘇聯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合法性。

這一切，重現於眼下香港 「黑色革命」 和對新疆

人權狀況的污衊。

中央政府和中國人民不可能吞下犧牲國家核

心利益的苦果。全球格局已出現並正加決深化不

以中國人民願望為轉移的調整。於是，今年會後

的新聞公報不再提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

遇期」 ，而是改為： 「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

緩，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世界

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徵更趨明顯，全球動盪源和

風險點顯著增多。我們要做好工作預案。」
以上簡要的回顧顯示，本世紀初關於 「綜觀

全域，21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

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 的戰略性判斷是英明的。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

、視中國為其主要對手之一，是在21世紀頭二十

年快結束時。中央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充分利用這

約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取得了國家發展輝煌成

就。香港特區在這約20年裏為國家做出了重要貢

獻。

左右逢源態度大錯特錯

儘管中國政府和人民不願意同美國打 「新冷

戰」 ，但是 「樹欲靜而風不止」 ，鑒於 「世界大

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徵更趨明顯，全球動盪源和風

險點顯著增多」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 「我
們有黨的堅強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

著優勢，有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雄厚物質技術基

礎，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有龐大

的人力資本和人才資源，全黨全國堅定信心、同

心同德，一定能戰勝各種風險挑戰。」
香港社會慣於揣摩中央戰略部署和政策動向

能給香港經濟以怎樣的機遇或機會，這固然不能

說錯，但在當前全球格局急劇調整、國家戰略相

應調整之際是顯然不足夠的。2020年擺在香港社

會各界面前的最大考驗和挑戰，是與國家站在一

起抑或倒向美國？騎牆是不行的，左右逢源是幻

想。

資深評論員

必須完善治港制度體系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

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

就職典禮大會上發表講話，

強調： 「 『一國兩制』 實踐

取得的成功舉世公認。當然

， 『一國兩制』 的制度體系

也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

。我們堅信，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完全有

智慧、有能力把 『一國兩制』 實踐發展得更好，把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完善得更好，把特別行政區

治理得更好。」

借鑒澳門成功經驗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既是講給澳門聽的，同時也

是講給香港聽的。

雖然一些香港人因骨子裏有 「香港至尊」 的意

識，看不上鄰居，不願意將港澳進行對比，認為兩

地 「沒有可比性」 。但港澳的基本屬性一樣，都是

「一國兩制」 實踐下的特別行政區，面積大小並不

是 「不可比」 的原因，大有大的舞台，小有小的精

彩；經濟形態有區別，也不是 「不可比」 的理由。

澳門回歸之初經濟社會發展起點低，而香港起

點則高許多，但過去20年澳門的經濟發展、建設速

度已遠越香港，其原因何在？

習近平主席總結澳門 「一國兩制」 成功的四條

經驗，均離不開對 「一國兩制」 的理解和實踐：第

一，始終堅定 「一國兩制」 制度自信；第二，始終

準確把握 「一國兩制」 正確方向；第三，始終強化

「一國兩制」 使命擔當；第四，始終築牢 「一國兩

制」 社會政治基礎。

澳門的經驗正是香港的缺憾。回歸22年來，香

港 「一國兩制」 實踐雖然總體成功，但前進的路上

總是磕磕絆絆。特別是今年長達半年的政治社會動

盪，暴露了 「一國兩制」 實踐中的不少問題，對 「
一國兩制」 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究其原因，香港不

少人對 「一國兩制」 認知出現偏差，不理解 「一國

兩制」 的初衷和準確含義，擺不正 「一國」 與 「兩
制」 、中央和特區的關係，看不清國家發展與香港

進步的聯繫，從而無法理解個人在 「一國兩制」 下

的角色。

香港要不要 「一國兩制」 ，答案毫無疑問是肯

定的。相信多數港人支持 「一國兩制」 這一國策。

但是，如果不能把握 「一國兩制」 正確方向，在 「
一國兩制」 實踐中 「變形」 、 「走樣」 ， 「一國兩

制」 之路難以行穩致遠，香港的政治動盪和經濟發

展受阻將難以避免。這對香港將是致命之傷。也是

這半年來香港給我們最大的教訓。

以澳門的經驗看，20年來澳門同胞能把特別行

政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除了源於澳門人對

「一國兩制」 的信心，把握 「一國兩制」 正確方向

外，澳門行政、立法、司法與社會各界齊心協力，

建設更美澳門的目標一致；同時，澳門不斷鞏固和

發展同 「一國兩制」 實踐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基礎，

在愛國愛澳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

20年來澳門政治穩定，社會和諧，不爭拗，不

對抗，有事重商量，尊重國家在澳門的角色，把 「
國家所需、澳門所長」 與 「澳門所需、國家所長」
有機結合，充分利用 「一國」 與 「兩制」 各自的優

勢和形成合力的優勢，把澳門建成了人均GDP亞洲

第一，世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百姓壽命最長之一

，人民幸福感、獲得感滿滿的城市。

為什麼澳門能、香港不能？

看澳門20年成就，我們不能像戴着有色鏡，或

者是酸葡萄心態，從雞蛋裏挑骨頭。而是要研究為

什麼澳門能，香港不能？香港 「一國兩制」 的路如

何走下去？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特別

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習近

平主席在澳門也提出，要把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

完善得更好。這是中央對兩個特區的要求。如何在

「一國兩制」 實踐中完善治港制度體系，把香港治

理好，令香港走上一條和諧發展之路，這是澳門回

歸20年紀念給香港最大的啟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
長

中央修訂戰略性判斷對香港的意義

「香港眾志」 周庭及 「港獨派」 劉

頴匡去年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立法會議

員補選資格，其後二人提出選舉呈請並

於今年9月獲判勝訴，法庭同時裁定從

補選中勝出的區諾軒及范國威 「非妥為

當選」 。區、范二人於是向終審法院提

出上訴許可，結果被法庭駁回間接坐實

了選舉主任有權DQ，二人即時喪失立

法會議員資格。

「獨派」 玩弄選舉呈請機制，藉此做騷以達到某些政治

目的，最終卻自討苦吃。當日周庭及劉頴匡提出選舉呈請，

法庭判決書已明確列出，選舉主任有權根據參選人過往言論

、政治立場及政黨背景等，決定是否裁定其提名資格有效。

「獨派」 自以為是，企圖利用選舉呈請彰顯他們口中所謂的

「選舉公義」 ，殊不知此舉進一步鞏固了選舉主任的職能，

還透過挑戰當選人的議席，變相令自己人喪失立法會議員資

格，是次裁決正正將 「獨派」 的鬧劇原形畢露。

區諾軒、范國威以法庭判處他們 「非妥為當選」 ，而指

責選舉主任的DQ制度不合法不合理，這是企圖誤導市民。

香港奉行的普通法非常重視程序公平，特別是受影響的人是

否獲得合理機會辯解，高院判周庭及劉頴匡勝訴，是因為選

舉主任沒有給予兩人合理機會解釋立場，裁定程序出錯，因

而才判兩人勝訴。但假如他們獲機會解釋，選舉主任聽完後

，依然可以判斷他們是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政府

，來裁定其提名資格。所以，倘若他們下次參選，依然可能

會再次被否決資格。

出缺議席大可不作補選

周、劉二人選舉呈請勝訴令補選勝出成為立法會議員的

區諾軒及范國威變成 「非妥當選出」 。包括終審法院在內的

法庭多次判決，已經明確了選舉主任的DQ權力，選舉主任

百分之百有權根據參選人的政治主張來判斷參選人是否真誠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政府，來裁定其提名是否有效，

此決定具有法定效力，不容置疑。

區諾軒和范國威玩弄司法程序自討苦吃被DQ，是咎由
自取。兩人在任期內表現惡劣，今年五月，兩人帶頭在立法
會內大肆阻撓及破壞會議秩序，包括霸佔主席台、推撞主持
會議的石禮謙議員及阻止建制議員進場等，令議會暴力升級
並蔓延到社會上的暴力運動。

兩人被DQ後指責選舉 「不公義」 ，同時又聲稱 「考慮

」 會再參加補選。對此，選舉管理委員會發言人指出，要根

據相關法例和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安排補選，但明年將會舉行

大規模的立法會換屆選舉，選舉事務處現正全力籌備，同時

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工作亦要提交報告。眼前距離會期完結

只有七個多月，距離換屆選舉只有九個多月時間，出缺的港

島區和新界東議席大可留待屆時一併選舉。

此外，以去年兩場補選為例，3月11日舉行四席立法會

議席補選，選舉事務處指總開支逾3億元，同年11月九龍西

只有一席補選，最後開支亦超過2億。但是目前由於受到 「
修例風波」 的影響，餐飲、零售、酒店、旅遊、中小企各行

各業遭受重創，政府必須比任何時候更要善用公帑，協助各

行各業面對困境。所以區、范兩人口中的補選顯然無必要且

勞民傷財。

立法會議員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指出， 「修例風

波」 爆發至今共有80名教師、教學助理涉

嫌違法被捕，數目之多引發社會嘩然。少數

不懂自重身份的教師，因為在網上發表仇警

言論早前已被教育局公開譴責，但沒想到竟

有個別學校教職員以身試法，不單參與非法

集結，更有人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甚至有

中學實驗室技術人員參與測試遙控土製炸彈，事件不禁令社

會人士聯想到學校教職員在這場風波中正扮演極其核心的角

色。

作為教育界組織之一的教協，其組織和領導不分青紅皂

白盲撐失德教師早已成習慣。但作為學生在青春期啟蒙者的

教師，是否應先時刻提醒自己要恪守自己專業操守，而非在

闖禍後為找人撐腰而東奔西走呢？曾經有一位校長在接受訪

問時語重心長的勸勉年輕老師： 「當你立志成為一位教師，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跟教師這個身份切割

，因為學生、家長以至社會人士無時無刻將你和教師緊緊扣

上。」 有教師為免日常言行和生活細節破壞為人師表的形象

、損害他們在學生心目中的印象，甚至有機會成為學生的壞

榜樣，特意選擇在遠離學校的地區居住。

涉暴教師應自行離職

筆者相信，絕大部分教師都非常重視自己呈現在學生面

前的形象，但在這場風波中，一小撮教師的言行竟摧毀整個

教育界的形象，他們在社交平台上散播仇警言論，甚至涉嫌

干犯藏有攻擊性武器、參與非法集結等嚴重罪行。干犯這些

罪行的教師必須自省是否仍有資格作為學生的榜樣，鼓起勇

氣向校方及學生為自己失言、失行而道歉，甚至承擔責任自

行離職，以免誤人子弟。

教育局最近高調地向辦學團體、學校發出指引，其實只

是 「亡羊補牢」 之舉，因為席捲全港的 「修例風波」 而令政

治在不少校園落地生根。早前由亂港分子成立的所謂 「香港

學界辯論聯會」 舉辦了一場辯論比賽，比賽赤裸裸地將 「港
獨」 、師生戀、中學生發生性行為等違法或有歪倫常的議題

拋出給學生公開討論。作為一個緊守教育最前線的工作者，

中學老師應主動發聲，向一切違法的行徑說不，才能有望捍

衛飽受衝擊的教育專業。

捍衛教育專業刻不容緩

獨派DQ鬧劇自討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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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法官慣性批准涉暴疑犯保釋，令他們有機會
棄保潛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