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立司法監察及
量刑委員會，避
免法官判刑時出
現太大的偏差。

•要端正司法人員的思想
心態，強化對 「一國兩
制」 、中央對港政策，
以及對基本法的認識。

•切實引入 「愛國者治港
」 的規定，要求法官認
真平衡香港整體利益與
個人權益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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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須加 司法人員一國兩制認識

香港司法界的積弊甚深，去年黑暴之後，相關案件的審判進一步凸顯司法界的弊病。多宗
黑暴案判刑太輕，律政司提出上訴，很多都上訴得直，高等法院法官更直斥原審裁判官原則性
犯錯。多位法律界人士及學者認為，司法改革刻不容緩，有必要設立司法監察及量刑委員會。
此外，司法人員亦要端正心態，政府要加強司法人員對「一國兩制」的認識，確保愛國者治港。

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疫情告急 應盡快實施全民強制檢測
點擊香江
屠海鳴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報道：西方多國設立了專門機構
對違背服務關係上一般義務的法官進行懲戒，通過合理懲戒令
法院得以維持，內部紀律得以推展，從而獲得國民的信任。英
美法系國家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葉就開始了量刑改革運動，頒
布量刑指南，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懲戒違反行為標準法官
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多國民眾呼籲對法官的行為展

開公開審查，對違反行為標準的法官進行懲戒。對此，美
國聯邦和大多數州成立了司法委員會，德國聯邦最高普通
法院和各州高等法院設立了紀律法庭，加拿大成立了司法
委員會，澳洲成立了議會調查委員會，法國設立了高等司
法委員會。

西方法官懲戒制度不僅懲戒司法內行為，也懲戒司法
外行為。

司法內行為包括未能保障訴訟參與人權利、濫用藐視
法庭制裁權等，司法外行為則包括參與慈善募捐、不當使

用法院文具、評論未決案件等，如《美國法官行為準則》第
5條規定： 「法官應當約束司法外活動，以減少與司法職責相
衝突的危險。」

資料亦顯示，英美法系國家普遍制定了明確的量刑指南，
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以防止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早在20
世紀70年代中葉，英美法系國家就開始了量刑改革運動，在
量刑理論上提倡均衡量刑論，在量刑方法上主張實施量刑統

一標準。

法律界建言

西方多國制定量刑指南

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早
前在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上
表明，注意到最近香港社會圍繞司法改
革問題出現了熱烈討論，德高望重的前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烈顯倫呼籲 「是時候
進行司法改革了！」 張曉明認為，這樣
的 「局中人」 理性聲音值得全社會特別
是司法法律界重視。

高院屢斥原審犯錯
目前，香港司法界出現很多問題，

而法官的判刑往往引起社會嘩然。例如
去年7月1日，一名36歲地盤工在馬路上
推鐵馬阻路障，觸犯非法集結僅被判囚
六周，律政司提出上訴，最終高院首席
法官潘兆初認為原審判刑過輕，原則上
犯錯，最終改判被告入獄九個月。此外
，去年6月12日，一名33歲的貿易公司
助理搬鐵馬到馬路上，觸犯非法集結而
判監兩周，律政司提出上訴，高等法院

其後直斥原審裁判官林子勤將被告與較
暴力的示威者情況分開考慮，是 「錯到
無可再錯」 ，改判被告入獄七個月。

香港不能故步自封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

教授傅健慈表示，設立司法監察及量刑
委員會是有必要的，因為司法界弊病叢
生，例如有法官被質疑有政治立場，從
而輕判或放生黑暴案件的被告，又例如
司法人員的升遷是黑箱作業，明明收到
很多公眾投訴，卻可以獲升遷。傅健慈
指出，成立司法監察及量刑委員會無損
司法獨立， 「做得好根本不會受影響，
做錯就需要糾正，不是干預。」 他說，
外國先進國家都有設立量刑委員會，看
不到有何不妥之處， 「為何香港要故步
自封？既然問題已經出現，就必須對症
下藥，不能讓歪風延續下去。」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

，部分法官不是很清楚 「一國
兩制」 的意義，而且對內地
的司法機關缺乏足夠的尊重
。所以要端正司法人員的思
想心態，強化對 「一國兩
制」 、中央對港政策，以
及對基本法的認識才行， 「要
貫徹 『一國兩制』 和 『一國兩制』
所想達到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和防
止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的目標
。」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敏康
早前撰文指出，香港司法改革的
任務之一是要切實引入 「愛
國者治港」 的規定，要求法
官認真平衡香港整體利
益與個人權益之間的
關係，堅守法律立場，
為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作出努力。

確保愛國者治港 維護港整體利益

昨日，本港新增115宗確診個案，這
是第四波疫情爆發以來單日確診個案首
次破百。令人憂慮的不僅是個案攀升，
還有個案的構成。在這115宗個案中，本
地個案109宗，其中有24宗源頭不明。

疫情防控形勢非常嚴峻，隨着天氣
轉涼，相信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日
前，行政長官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稱，
將抗疫作為香港頭等大事，強調 「外防
輸入，內防反彈」 ，提出爭取本地個案
「清零」 。此前，也有建制派議員呼籲

政府盡快實施全民強制性檢測，但政府
至今未下決心，實在令人着急！

疫情不等人，特區政府應盡快實施
全民強制性檢測。

精準檢測的「時間窗口」已錯過
不支持全民強制性檢測的人有兩個

理由，但這兩個理由非常脆弱。
其一，精準檢測也能有效控制疫情

，不必 「撒大網」 。從現在檢測出來的
個案看，本地病例主要集中在跳舞群組
，昨日高達62人染疫，近期總共已有
479人確診。有人認為，只要緊盯跳舞群
組等高危群體，就能撲滅疫情。這種看
法其實很天真。事實上，跳舞群組已將
病毒傳播給了家人朋友，乃至醫院、學
校；而輸入病例也讓機場工作人員染疫
，更為嚴重的是，每天都有幾十宗染疫

源頭不明，這如同與 「看不見的敵人」
作戰，現在已經無法做到 「精準檢測」
「精準施策」 。

其二， 「強檢」 時間成本太高，港
人承受不起。有人認為，強制檢測需要4
到5周的封閉管理，會讓香港付出沉重代
價，而香港並無內地的制度優勢，許多
人不會配合，政府實施起來難度很大。
這確實也是政府感到為難的因素，但眼
前的情形是，如果香港目前不願付出這
個代價，恐怕日後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兩害相遇取其輕」 ，在面對兩難選擇

的時候， 「長痛不如短痛」 ，必須盡早
做出正確選擇，如果在付出第一個慘痛
代價後，又不得不付出第二個慘痛代價
，結局豈不更為悲慘！

人們注意到，針對香港疫情，鍾南
山院士27日指出，香港的當務之急是進
行全民檢測，這已是鍾院士第三次建議
香港進行全民檢測了。重要的事情說三
遍，鍾院士提出這個建議，應引起特首
和政府官員的足夠重視。

疫苗落地困難重重
不支持全民強制性檢測的人還寄希

望於新冠疫苗。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
提及，中央支持香港確保新冠肺炎病毒
疫苗供應，在有需要時，預留一定數量
的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

用。
中央確保疫苗供應，這一點毋庸置

疑，但疫苗 「落地難」 的阻力仍在於香
港。近日，食物及衞生局官員提出，內
地疫苗在得到國家藥監局批准使用後，
不能直接在香港公營醫療系統使用，因
受現行法例限制，需要取得 「國際認證
」 。食物及衞生局前局長高永文也向媒
體表示，根據本港的條例及固有做法，
取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等國
際機構認證的疫苗，可以到本港註冊，
惟內地疫苗一般不會取得國際認證，在
港註冊確有困難。

對此，持續關注此事的筆者好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認為，現在是
特殊時期，若有法例限制政府抗疫，就
應盡快拆牆鬆綁、全力抗疫，有關官員
只認所謂 「國際認證」 、不認國家審批
的觀念令人費解。筆者很認同黃英豪委
員的看法。新冠肺炎在中國內地爆發後
，內地研製疫苗很早起步，臨床試驗時
間也很長，疫苗的安全性更有保障，香
港不應迷信美歐而輕視內地；況且，就
算是美國、歐洲研製出疫苗，能夠優先

供應香港嗎？
孰是孰非，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

的是，圍繞 「疫苗入港」 肯定還有一番
爭論，也難免會有人將此議題政治化，
耗費更多寶貴時間；等到塵埃落定，不
知會有多少人已染上病毒！

若步美歐後塵是香港的悲哀
新冠疫情蔓延至今，任何不帶偏見

的人都會看清，美國和歐洲的抗疫基本
上是失敗的，中國及東亞、東南亞一些
國家的抗疫總體上是成功的。

美歐防疫失敗的原因，就在於缺少
強制性抗疫措施，一些政客甚至用 「群
體免疫」 來忽悠民眾，推卸政府的防疫
責任，結果疫情愈演愈烈，明顯失控；
有的國家在抗擊疫情和恢復經濟之間徘
徊猶豫，陷入了 「收緊─放鬆─再收緊
─再放鬆」 的怪圈，至今難以自拔。

再看中國內地，以武漢 「封城」 為
節點，中國用一個月時間，初步控制住
疫情蔓延的勢頭，用三個月時間取得了
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勝利
。今年 「十一」 黃金周，中國內地超過6
億人 「國內遊」 ，並沒有引發疫情大流
行；進入秋冬季節，北京新發地、山東
青島、新疆喀什、上海浦東、天津濱海
新區都曾出現局部疫情，在中央的全力
支持下，當地迅速撲滅了疫情。

重大傳染病威脅的是人的生命權、
健康權、安全權，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
權；一旦生命權都被剝奪了， 「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 ，其他人權也就消失了
。這是必須釐清的一個問題。

重大傳染病威脅的是所有人的人權
，當疫情大規模爆發時，作為政府，是
優先保護公眾免於被疾病傳染的權利，
還是優先保護部分人的出行、聚會的權
利？這是必須釐清的又一個問題。

釐清了以上兩個問題，就能認識到
採取 「強制性措施」 的必要。限制市民
一時的自由，是為了市民長遠的自由；
限制一小部分人的權利，是為了絕大部
分人的權利。因此，實施全民強制性核
酸檢測，不是侵犯人權，而是最大限度
的保護人權。特區政府不應再糾結了！

抗擊疫情的正面和反面事例都是明
擺着的， 「一國兩制」 下香港，背後是
強大的祖國，中央如此給力，內地如此
配合，如果我們還要 「抄錯作業」 ，步
美歐國家抗疫失敗的後塵，那實在是天
大的悲哀啊！

當斷不斷，自受其亂。全民檢測，
刻不容緩！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香港通識教育科設立以來，長期被別有用心
的 「攬炒」 勢力騎劫，爭議不斷，改革通識科，
早已是香港社會的強烈訴求。近日，相關改革舉
措終於出爐，然而這一被稱為 「教育撥亂反正必
要之舉」 的改革，卻被一些人亂扣 「政治帽子」
，甚至用上 「謀殺」 通識科等極端言辭。不過，
越是拋出這些咄咄怪論，越是說明通識科改革打
中了這些人的 「七寸」 。

自去年 「修例風波」 以來，香港一些年輕人

的舉動，令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倍感痛心、揪心、
憂心。在因參與 「修例風波」 被捕的人中，有四
成是學生，其中接近2000名是中小學生……究其
原因，被污染的講台、被異化的教育，難辭其咎
，而其中通識科教育更是最大的 「病灶」 。

通識科一直以來教材 「無王管」 、試題如 「
毒藥」 、 「黃師」 藏私貨等種種亂象，早已讓它
淪為 「攬炒」 勢力對學生 「洗腦」 的工具和平台
。近年來，有通識科教師發布詛咒警察的惡毒言
論，有通識科教材美化 「黑暴」 、稱 「參與黑暴
是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 ，有通識科課堂公然播
放 「港獨」 分子宣 「毒」 視頻，更有大量教材長
期抹黑特區政府和內地制度，誤導學生對內地產

生仇視心理……如此種種，完全是在荼毒莘莘學
子的心靈、侵蝕 「一國兩制」 的根基、摧毀香港
的未來。

香港教育不止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非動
手術不可。如今，在保留 「必修必考」 的前提下
，對通識科改革優化，無論是精簡課程內容、優
化教材及考評安排，還是引入國情教育、提供到
內地考察機會，加強《憲法》《基本法》和法治
學習，都 「切中要害」 ，有助於從根本上糾正通
識科異化問題，使之重新成為學生建立穩固知識
基礎、培養慎思明辨能力、增強身份認同的學習
平台。而這一改革，也贏得眾多學生、家長支持
，一名中三級學生直言，應多返內地交流認識祖

國， 「我們不能成為井底之蛙」 。而那些為了一
己政治私利、抹黑通識科改革、妄想將通識科繼
續作為 「洗腦」 工具的 「攬炒」 勢力，是時候醒
醒了！

教育是構建未來的事業，具有鮮明的主權屬
性。縱觀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容忍不
愛國，甚至 「分離主義」 言行在自己的教育體系
中存在。以通識科改革為契機，痛定思痛、正本
清源，讓一切煽動 「港獨」 、暴力的言論在學校
絕跡，讓教育真正承擔起培養合格國民、厚植家
國情懷的當然之責，讓愛國、法治、自強、包容
、和諧等香港的核心價值觀蔚然成風，是到了必
須全力行動的時候了。

人 民 評銳

香港通識教育不能淪為攬炒洗腦工具

司法改革不能拖司法改革不能拖系列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