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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早前宣布，已與內地科
興生物及復星醫藥達成採購協議，兩
間公司分別向香港提供750萬劑新冠
疫苗，首批100萬劑最快下月抵港，
醫護人員、院舍長者、長期病患將優
先接種。

市民即將可免費接種疫苗自然是
一件好事，在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
面世前，疫苗便成為人們遏止新冠疫
情蔓延的最後希望。但是，隨着疫苗
抵港臨近，特區政府需要打醒十二分
的精神，因為安排市民集體接種疫苗
有機會令病毒傳播，因此政府必須及
早籌謀，將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好
應對準備。

科學宣介消除市民疑慮

美國FDA已經批准輝瑞的新冠疫
苗緊急投入使用，而莫德納的疫苗最
快今日批准使用。作為世界上抗疫最
失敗的國家，美國在接種疫苗上能否
順利呢？一項民調顯示，受訪美國人
中約五成表示不會自願接種或者拒絕
接種疫苗。

導致美國部分民眾不願意接種疫
苗的因素比較多，其中包括：疫苗研
發時間短，畢竟一般疫苗研發至少需
要5年時間；無論是美國輝瑞，還是
英國的阿斯利康，在臨床測試中都出
現過疑似測試者發生嚴重反應情況暫
停試驗的情況。在接種疫苗後，也有
出現個別明顯副作用的情況。加上美
國政府在疫情期間的種種不作為和反
科學態度，失去公眾信任，影響接種
疫苗計劃。上述擔憂或許有一定合理
性，不過，通過科學宣介以及更廣範
圍的接種實證，這些擔憂可以緩解。

另外，一些關於疫苗的虛假信息

和陰謀論在網上盛行，增加了民眾的
恐懼。媒體甚至發現，很多美國人堅
信新冠疫苗是醫療界用來炒作的賺錢
手段，而非治病救人的良方。就像此
前美國有人宣稱，新冠疫情是民主黨
欺騙民眾的謊言是一樣的。這樣的荒
唐並不是美國獨有。

香港尚未開始接種疫苗，關於疫
苗的陰謀論和抹黑就已經開始了。他
們針對的目標很 「一致」 ，那就是 「
內地研發生產」 。這是一部分人 「逢
中必反」 的陰暗心態作祟。從年初 「
黃醫護」 發起政治罷工要求 「全面封
關」 ，到9月攬炒派呼籲市民抵制 「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再到特區政府
採購內地疫苗，在這場抗疫戰中，處
處顯現出 「政治對抗」 凌駕於抗疫之
上的禍心。但事實證明，攬炒派對內
地的抹黑都子虛烏有，他們抹黑國產
疫苗的圖謀注定無法得逞。

內地在新冠疫苗研發工作上即使
不算領先全球，也可以說是與美國、
德國、英國並駕齊驅。目前，內地有
5種疫苗進入三期臨床測驗，國藥集
團已向國家藥監局提交了新冠病毒滅
活疫苗的上市申請。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產國之
一。2018年數據顯示，可以生產60
種以上疫苗，預防34種疾病，年產
能超過10億劑次，是世界上為數不
多的能夠依靠自身能力解決全部計劃
免疫疫苗的國家之一。今年因新冠疫
苗生產，更新建及擴產到80億劑次
。鑒於疫苗管理上曾經出現過漏洞，
去年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

了疫苗管理法，就疫苗管理單獨立法
。該法律明確提出，疫苗應該實行最
嚴格的監管，對疫苗的研製、生產、
流通、預防接種全過程提出了特別的
制度和規定；嚴厲打擊疫苗違法行為
，對構成犯罪的依法從重追究刑事責
任，鮮明地體現了 「最嚴格」 管理原
則。

造謠抹黑疫苗 須予嚴懲

據國藥集團介紹，他們研發的疫
苗早前在緊急使用方面，已經在近百
萬人身上進行，沒有接到一例嚴重不
良反應的報告。其中，接種疫苗後的
離境人員有5.6萬人，包括到世界上
150多個國家的工程項目建設者、外
交人員、留學生等，到目前為止沒有
出現一例感染的病例。目前全球40
多個國家預訂了中國疫苗產品。阿聯
酋、巴林、摩洛哥等國都對中國疫苗
投下信任票。巴西聖保羅州政府也宣
布會使用科興生物研發的疫苗，明年
1月下旬開始接種。那些認為國產疫
苗不如西方中的人，身子在當下，腦
袋還留在40年前。

加緊實現全民接種疫苗，形成群
體免疫防護力，是消滅新冠病毒傳播
的唯一有效途徑，這是國際社會共識
。美國抗疫失敗和疫苗接種面臨的困
境，是香港必須警覺的。特區政府除
了呼籲市民接種疫苗，加強宣傳講解
外，對於那些肆意抹黑造謠的情況，
更應該通過嚴厲執法來阻止，以保
障接種疫苗計劃順利開展。唯有如
此，市民的健康、經濟的重建才有
保證。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
事會理事

疫苗接種將是政府下一場硬仗

因涉嫌欺詐還押候審的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日前
被警方加控一項 「勾結外國
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案件上周六提堂。法官

拒絕了黎智英的保釋申請，應控方要求
將案件押後至明年4月16日再訊。

言論自由絕非沒有限制

事後，由於控方在起訴書詳列黎智
英訪問、直播、轉載外國政客帖文，以
及網上追蹤外國政客推特賬號，攬炒派
因而大做文章，例如立場一直傾向攬炒
派的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
表示，黎智英控罪涉及 「勾結」 ，必須
有雙方同意、合作，單方面追蹤外國政
要並不應構成勾結，又質疑控方案情亦

提及黎智英多篇訪問、文章，屬於所謂
的 「以言入罪」 云云。

顯然，陳文敏又再以所謂的法律學
者身份，故意傳播一些不實的法律解讀
，藉此混淆視聽。首先，香港國安法第
29條列明，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
、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
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
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
，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
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
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
、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
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
，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
嚴重危害；（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
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
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四）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
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
後果。

因此，國安法第29條雖名為 「勾結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
但是法例並不以被告人跟境外勢力相識
合作、串謀或受其指使，作為對方是否
罪成的前提。換言之，只要被告人請求
境外勢力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即
使境外勢力並未同意或接納對方的請求
，其犯罪行為亦已算作完成。

在此情況之下，若有人在社交媒體
發出帖文，或在訪問期間呼籲外國制裁
中央和香港特區、制裁兩地官員便屬違
法，所以控方才會把黎智英的網上帖文
，以及傳媒訪問作為證據。至於所謂 「
以言入罪」 ，其實又是拿言論自由作擋
箭牌。

乞求外國制裁證據確鑿

事實上，不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還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均列明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行使
時必須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確保國家
安全及公共秩序不受影響，可見請求境
外勢力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早已
不是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香港國安法
加以禁止，亦決非陳文敏所言的 「禁制

言論」 。
更重要的是，黎智英又是否真的如

陳文敏所言，只是 「評論國安法太嚴苛
」 、 「贊成外國人制裁中國」 呢？絕對
不是！根據傳媒報道，黎智英上月曾與
前美國陸軍副參謀長傑克基恩交流，並
直接要求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上台後強
硬對付中國。

此外，黎被捕後美國副總統彭斯、
國務卿蓬佩奧先後發文要求特區政府撤
銷對黎智英的控罪和立即釋放他，彭斯
更上載自己與黎智英會面的合照。可以
說，此幅照片是二人相互勾結的證據。

由此可見，不論陳文敏如何狡辯或
曲解法律條文，都掩飾不了黎智英本身
其實跟外國政客相識，並曾乞求境外勢
力對國家及香港特區採取敵對行動之事
實！ 時事評論員

陳文敏為黎智英砌詞狡辯

英國內政大臣彭黛
玲日前會見早前潛逃倫
敦的亂港分子羅冠聰。
特區政府回應稱： 「對
有英國內閣大臣與全無官方身份的香
港反政府人士會面時，刻意展示特區
區旗，表示強烈不滿及反感，這明顯
是英國政府繼惡意中傷特區的 『香港
半年報告』 後另一次挑釁行為。」

細看這一張官方發布的合照，明
顯這是早有鋪排的站位和角度，攝影
者故意從左邊拍照，將香港特區區旗
突出，英國旗則若隱若現。政治取向
偏右的彭黛玲安排了這場會面，而且
公開了如此的鋪排，不為意外。就在
今年10月她才公開表示希望給予執法
部門更大的權力以應對來自中國的 「
間諜」 ；7月亦是由她來公布有關BNO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安排。

安排今次會面的倫敦市長保守黨
候選人貝利，與彭黛玲同為保守黨內
右翼分子，明年5月倫敦將舉行市長選
舉，這場會面自然與選舉有關。

按照英國的選舉法，除英國公民
外，只有歐盟成員國公民、英聯邦成
員國公民和BNO持有人可以登記成為
選民。保守黨候選人在2016年以30多
萬票敗給工黨簡世德，無緣出任倫敦
市長。保守黨政府對開放BNO的持有
人到英定居如此積極，相信除了經濟
、勞動力的考慮外，就是要補償選票
流失。保守黨支持脫歐而得罪了不少
本地人外，更惹怒了不少在英定居的
歐盟公民。

歐盟公民仍可在2021年的英國本
地選舉中投票，而2019年英國大選保
守黨勝出，但不代表保守黨可以在未
來繼續領先。仰慕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疫情期間民意支
持度大起大落，當他確診感染新冠肺
炎後，支持度大幅上升至60%以上，
現時其支持率已經下挫至近30%。至

11月，工黨和保守
黨的支持度已經相
當接近。不少英國
人對約翰遜處理抗

疫工作時優柔寡斷而大感不滿，而約
翰遜首席顧問在全國實施禁足令之際
，駕車帶着妻兒外出更是惹來各界猛
烈批評。

事實上，不少英國人對於因為約
翰遜處理疫情不當而無法正常慶祝聖
誕節而大感無奈。保守黨在此時無法
挽回選民的信心，就打BNO持有人主
意。潛逃英國的過氣政客羅冠聰以為
英國政府真誠關心香港人，積極請求
保守黨官員接見，其實說到底他們是
看重選票。

機關算盡 恐人財兩失

在英國政界，核心利益是選票、
主角是選票，羅冠聰只是一名既非英
國人、亦非歐洲人的不入流配角。他
與彭黛玲等人合照期間流露出的自功
之色和意氣揚揚，恍如一名地位極低
的失意奴僕幡然被洋主人垂青、被施
捨、被打賞的那份自我感覺良好，但
他仍改不了自己只是一隻喪家犬的事
實。

英國駐港總領事估計，會有不少
BNO持有人到英定居，證明執政保守
黨亦打着同樣算盤。到底有多少BNO
持有人會到英國，有多少人會登記為
當地選民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
英國人日積月累對保守黨政府的不滿
，將會主導英國明年地方選舉的結果
。說到底，現時有二百萬人失業的英
國，貿然開放簽證令更多人到英定居
是好是壞，最能感受的是英國民眾。
選舉完了，算盤再打不響，還看羅冠
聰在英國人面前搖頭擺尾可到幾時？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全國港澳
研究會會員

英保守黨在打香港什麼主意？

香港現時共有十七萬七千名公務員
，當中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須定期
調派到不同政策局及部門工作的公務員
，這包括政務主任（AO）及行政主任（
EO），他們一般會兩至三年調職一次；
另一類是毋須調任的公務員，這包括專
業職級的公務員如醫生、律師、建築、
技術人員等。

政務職系作為政府的專業管理 「通
才」 ，執掌公務員體系內很多重要職位
。若政府是一部電腦，政務官便是裏面
的中央處理器，主宰整個政府的運作。

「萬金油」缺乏專業知識

首長級政務職系分為五個職級，由
職級低至高依次序排列分別是：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首長級乙級政務官、首長
級乙一級政務官、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助理秘書長通常
是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當了助理秘書長
十年便會升任首席助理秘書長。而大部
分政策文件都是由首席助理秘書長這層
政務官草擬的，因為職級較高的副秘書
長和常任秘書長，一般來說只會開會對
外應酬，而不會親自處理政策問題。換

言之，首席助理秘書長作為政府的前線
，他們的表現直接影響政府表現。

大部分政務主任一入職便被派到政
策局統籌政策，也有一些被派往不同部
門當執行政策的工作，如現時很多部門
的署長都是政務主任出身。政務主任最
大的弱點是缺乏專業知識，故經常出現
管大學的不懂大學、管文化的不懂文化
、管環保的不懂環保……諸如此類。因
為相關知識不足，所以很多時都是少做
少錯， 「緊守」 崗位三年便調職，工作
表現好壞與否，也無礙加人工。而政府
沒有積極鼓勵政務主任進修，或只是資
助他們修讀一些短期的、實質效用不大
的公共行政課程。由於香港的政務主任
根本沒有做政策研究的能力，所以他們
的工作性質其實較像行政秘書，並不是
真正的政務主任。

嚴格來說，香港的政務主任只是 「
事務官」 ，所以問責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才算是政務主任，因為他們是由特首任
命，又是負責對外、替政府政策辯護，
性質上較適合稱之為 「政務主任」 ，而
現時的政務主任應改稱為 「事務官」 。

政務主任與事務官之間的分別，歷
史上可以考究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君

主立憲制下，議會由大多數黨執政，黨
領袖成為首相。英國首相享有政治任命
的權力，透過政治任命制度，首相可招
攬與自己政治取態相若的人士加入政府
，令施政更加有效和順暢；與此同時，
亦清楚地劃分了政務主任和公務員工作
上的角色和分工，發揮政務主任和事務
官彼此間的配合。英國的公務員以專業
知識支援政治任命的政務主任，向他們
提供充足的資料作為施政參考；另一方
面，政務主任的政治網絡資源是公務員
所缺乏的，包括他們與內閣的緊密溝通
、動用不同專業界別的能力等，這些政
治資源，都有助政務主任向議員和公眾
爭取政策支持。簡單來說，即是公務員
負責提供資料意見，為政策的推動建立
平台，而政務主任會就他們提供的資料
，決定政策的具體方向，因此公務員的
質素直接影響了施政的水平。

香港回歸二十三年，歷任特首都是
上任初期有強勁的民意支持，但過了一
陣子，往往會因為政策制定而民意下滑

。政治是現實的，執政有成果，市民安
居樂業，政府自然有威信。

新加坡是個家長式的專制國家，但
各種民生政策，如教育、醫療、衞生、
城市規劃等都有板有眼，人民的生活質
素亦越來越好。

過往特區政府施政被動，被民意和
傳媒拉着走，部分人以為派錢、落區便
可以收買人心，不肯下苦功做好政策。
總之不論政策重要與否，沒人批評的便
一定不加理會，特首委任的副局長和政
治助理，一些人或許更適合當政治公關
，多於真正懂得做政策研究。政策研究
做得不好，施政質素又怎能改善？施政
不好，民意自然插水。

必須全面強化政策研究

特區政府應該參考英國和新加坡推
行的公務員改革。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在
九七年上台不久，頒布了《現代化政府
白皮書》，仔細訂出公務員往後發展藍
圖，內容重點是強化政策能力。以往戴
卓爾夫人年代，太着重公務員管理制度
改革，而忽略加強政策質素，導致不同
部門之間，以至地方和中央之間都未能

協調，政策亦因而不夠前瞻性，只因應
不同的政治壓力，作短期反應。有見及
此，貝理雅成立 「管理及政策研究中心
」 ，專門加強政務主任和公務員的政策
研究能力，並將原有的 「文官學院」 納
入 「管理及政策研究中心」 ，在培訓公
務員政策能力之餘，也能同時展開政策
研究工作。

新加坡公務員的改革措施，特別是
其公共服務學院，都是以加強公務員的
專業能力作為宗旨。新加坡公共服務學
院是一個法定機構，有自己的董事局，
有自己的營運模式，由管理層率領二百
多名職員進行培訓公務員的工作。新加
坡公共服務學院注重公務員政策制訂的
培訓，強調須要透過不斷學習、不斷研
究及與權威交流，增強知識和專業性。

至於針對高級公務員培訓方面，新
加坡公共服務學院下設有 「政策發展學
院」 及 「管治及政策中心」 ，有層次給
公務員安排培訓計劃。通常第一層是基
礎培訓學習，領域包括政府管理、公共
政策研討等。之後的培訓重點會在於討
論，公務員須進行有關遠景規劃、經濟
及發展策略的研究。最後階段，則是撰
寫政策研究報告，完成整個訓練。

改革政務官制度根治香港管治困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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