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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正義的回歸
2017年7月1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港會
見特區新任行政、立
法、司法機關負責人時

指出， 「大家都是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管治香港
的核心力量，屬於關鍵少數」 ，勉勵 「大
家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
嚴格依法履行職責，提高工作水平，盡心
盡力服務市民大眾，交出一份無愧於國
家、無愧於香港、無愧於自己的亮麗成績
單。」 最後習主席還語重心長地送給各人
三句話： 「一寸丹心唯報國」 、 「為官避
事平生恥」 、 「上下同欲者勝」 。拉長歷
史的線條，我們看這句話在當時以及現在
都發揮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響
力，相信在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將來
仍將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

香港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變，除中

央依法行使其全面管治權和積極支持特區
政府有效施政外，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原
因，就是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開
始有意識地形成一個整體性的管治團隊，
三權之間開始了有機的分工與配合，加強
了團結與互助，共同維護了特區的整體聲
譽。這一轉變不僅表現在國安法的實施及
對違法者的處置上，也不僅表現在完善香
港特區選舉制度的順利完成，而是社會
多個重要領域都不斷提高了 「一國」 意
識，並逐漸走向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落
實 「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的正確軌道上
來。

裁決重挫法輪功氣焰

這裏僅舉一例，就可見一斑。
所有關心香港政治以及內地與香港關

係的港人都知道，法輪功是回歸後滋生在

香港體內的一個毒瘤和痼疾。尤其隨着香
港社會 「泛政治化」 程度的提高，法輪功
「反共亂華」 的氣焰進一步囂張，出現行

動街頭化、傳播立體化（網媒、報紙、電
台）、勢力國際化等嚴峻發展趨勢，嚴重
影響香港政治穩定及國家安全。

有見及此，梁振英2012年上任行政
長官後，就於2013年督促食環署取締和
沒收法輪功在政府土地上擺放的所有違法
物品，並要求每三個月向他提交進度報
告。食環署即根據《公共衞生及市政條
例》第104條，在全港26個法輪功宣傳據
點沒收130幅橫額及484塊展板，並檢控
2個法輪功學員，打擊了其氣焰。法輪功
不甘於失敗，其提出的司法覆核2018年
在原訟庭獲勝，政府在2019年上訴得直。
到今年5月，法輪功的終院上訴許可被
即場駁回，持續8年之久的官司終以特
區政府勝利、法輪功失敗而圓滿結束，

暗淡多時的正義之光終於煥發其應有之
色彩！

在這持續8年之久的正義與邪惡的較
量中，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都踐
行了習主席所勉勵三機構主要官員的 「一
寸丹心唯報國」 、 「為官避事平生恥」 、
「上下同欲者勝」 。正如習主席所指出

的，特別行政區政府管治團隊是一個整
體，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關鍵是要
全面落實和進一步完善以行政長官為核心
的行政主導體制，處理好行政、立法關
係，真正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確保
政府依法施政的順暢、高效；要自覺維護
團隊的團結，堅決維護行政長官權威，在
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補足，
共同維護政府整體的威信和聲譽。這樣才
能保證政府施政的堅強有力，才能提高施
政效能。

在香港，與法輪功等反動勢力的鬥爭

絕不能因一時的勝利而放鬆，更不能罷
手。反而要 「痛打落水狗」 ，堅決將這類
反國家、反社會的毒瘤割除掉。

須徹查訴訟資金來源

正如梁振英在社交網站指出，法輪功
既不是宗教，也不是練功團體，從根本上
就是顛覆中央政府的組織，香港是他們的
前沿陣地。在這場持久的法庭較量中，法
輪功的律師費來自何處？是否獲法律援助
署批出法援？所謂的 「人權律師」 、大律
師公會現任主席夏博義及鄒幸彤為法輪功
辯護是否免費？國安法實施後，法援署如
果真的繼續援助法輪功打官司，有沒有考
慮過該組織違反國安法的本質？這些都亟
需特區政府國安部門的人員跟進，我們大
家都拭目以待。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

早前有位醫
生在報章撰文，引
述同事的女兒在倫
敦的醫學院畢業
後，在面臨移民新
加坡或回流香港的

抉擇時，最終選擇了到沒有執業資格試的
新加坡執業。醫生短缺問題日益嚴峻的香
港，為何對非本地培訓醫生失去了吸引力？

其實香港目前亦有免試的註冊途徑，
但選擇此途徑的醫生只能獲得有限度註冊。
政府近日提出《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
條例草案》，使滿足指定條件（包括是香
港永久性居民、在認可醫學院畢業、取得
專科醫生資格後在公營體系內服務至少五
年等）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豁免本地執業
試，經 「特別註冊」 途徑成為正式註冊醫
生。但不少人無法滿足條件，如沒有實習
經驗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卻不能受惠。在招
攬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制度上，我們仍有很
多工作要做。

在現行制度下，如要在香港獲得正式

註冊，所有非本地培訓醫生須通過執業試，
資深的專科醫生都不例外。有別於英國、
澳洲等地，香港的正式註冊制度沒有承認
其他國家的考核或為有經驗醫生豁免考試
的機制。

就算願意參加執業試的醫生也面臨重
重阻礙。團結香港基金近日就引入非本地
培訓醫生以緩解香港醫生人手短缺問題發
表了新一份研究報告。研究團隊與在本港
行醫的非本地培訓醫生進行深度訪談，根
據一位醫生的分享，香港的 「執考機構沒
有告訴考生應該用什麼材料溫習。」 考試
有扣分制、評分制度不透明，內容亦包括
臨床前期曾學習的內容及多個專科的知識，
超出了專科醫生的執業範圍。已畢業逾十
年的醫生表示， 「要我重新把所有內容再
讀一遍很困難。」 基金會呼籲負責醫生註
冊的部門增加備考支援、取消扣分制、並
為已具資歷的醫生提供其他考核模式。

此外，有別於其他引入非本地培訓醫
生的經濟體，香港要求非本地培訓醫生必
須已完成全職實習才能符合考試資格，但

香港現時卻沒有為他們提供實習機會。未
能完成實習的畢業生既不符合執業試的要
求，也不符合有限度註冊的資格，所以此
實習條件成為了一個主要絆腳石。受訪者
稱， 「大部分醫生都希望在職業生涯開始
時，在外地建立事業之前回港。」 香港
的制度等如對事業發展初期的醫生關了
一扇門。因此，基金會亦建議監管醫生
註冊的相關部門取消執業試前的實習條
件。

要解決香港醫生短缺的危機，負責在
香港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機構持份者，
必須參考在相關政策上較為進取。其中，
當局須保證對執業試內容及評核標準作出
適時檢討。雖然一個自給自足的醫療系統
是理想目標，但現實是當前只靠本地培訓
醫生供應無法在2030年填補1610名醫生
缺口。我們不僅要對飽受輪候之苦的患者
負責，也有責任將來讓非本地培訓醫生更
容易地選擇香港作為他們執業的地方。

團結香港基金醫療及社會發展研究主
管、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疫苗抗中
凸顯台當局罔顧民眾健康 區議員本應擔當政

府與地區居民之間的橋
樑角色，就區內環境、
文康、交通運輸提供建

設意見，改善民生為己任，但攬炒派前年
趁着黑暴之亂，取得近400個區議會議席，
控制大部分區議會後，這班靠食 「人血饅
頭」 上位的人，只顧透過誇大和激化社區
矛盾來撈取政治本錢，少理民生事務，
甚至作出有損社區利益的行徑，例如阻
止部分巴士路線重組以提高營運效率。
難怪，政府多次開腔批評區議會已經失
效。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
修訂）條例》刊憲生效後，引入包括區議
員在內的公職人員須作出宣誓的規定。今
次修例不單止有 「正面清單」 ，亦明確列
出9大違反要求的 「負面清單」 ，如被裁定
違誓，不單止被取消就任資格，5年內更加

不能參加選舉。
規定區議員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香港特區具有強大的阻嚇力，至今已有逾
30名攬炒派區議員辭職，這對社會大眾來
說，絕對是好事，預料選擇宣誓的區議員
也再不敢藉區議會平台胡作非為。

日後少了攬炒派區議員的阻力，政府
官員不應掉以輕心，反而應更積極跟進各
類民生事務，改善市民福祉。

就以民生最相關的公共交通運輸為例，
新創建去年8月出售新巴及城巴予新公司。
然而大股東易手後，新巴城巴在今年農曆
新年前及元宵佳節後兩度裁員，主要來自
後勤部門，包括文職、培訓部、營運部、
保險部等，連教車師傅亦成裁員對象。今
年已至少10條路線永久減班，當中有路線
於早上繁忙時段，減至20分鐘一班；亦有
通宵路線部分時段減至30分鐘一班車；新
巴城巴早前獲准分階段大幅加價12%，一

連串行動令港島居民叫苦連天。
新的公司早前亦指出， 「即使獲批加

價，兩巴經營存有挑戰」 ，所以要做減班、
加價等工作，但同時又稱會爭取營辦新線
路。換言之，該公司用港島居民節省的資
源，去拓展其新服務，無疑是對港島居民
不太公平。

事實上，運輸署署長及運房局官員目
前以官方身份出任新巴及城巴的公司董事，
對監察兩巴運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以確保乘客享優質及收費合理的巴士服
務。

有關公司早前更稱，要研究將新巴和
城巴合併、統一票價，事實上法理亦不容
許，因兩間公司涉及三個專營權，專營權
的結束時間亦不同，若匯達交通或政府認
為，其中一間公司支撐不下去，應將專營
權拿出來公開競投，這才不會犧牲市民的
利益。

平定議會紛亂 聚焦民生政策

香港仲裁服務揚威國際
2011年頒布的

《仲裁條例》為香港
的仲裁法帶來了改
革，統一了本地和國
際之間的雙重仲裁制

度。該條例是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
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而制定，不但
為香港及世界各地的仲裁當事人提供便利，
也為外國律師事務所從業人員敞開大門，
讓他們參與仲裁事務及提供諮詢，條例同
時也提高了國際仲裁的保密性。

香港是國際主要仲裁地

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領先地位因
而得以進一步鞏固。如今，國際仲裁是解
決跨境爭議的首選方法，而香港在這方面
已享譽國際，成為了本地和海外當事人進
行仲裁的主要仲裁地。香港在仲裁機構作

出的裁決可在全球160多個《承認及執行外
國仲裁裁決公約》的締約國執行。而香港
與內地和澳門之間相互執行的獨立安排進
一步補充了裁決的認受性。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於上世紀八十
年代成立，是香港獨立的仲裁機構。仲裁
中心是獲《仲裁條例》授權，在爭議各方
無法自行達成協議的情況下任命仲裁員和
釐定仲裁員人數。2020年仲裁中心受理483
宗案件，涉及仲裁、調解和域名爭議，處
理的爭議總額約688億港元。 「香港海事
仲裁協會」 同年脫離仲裁中心獨自營運，
自此推動香港的海事仲裁與調解業務的發
展。

此外，近年有不同類型的高層次法律
和糾紛調解機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這凸
顯了香港的仲裁中心在亞太區域有着領先
的優越地位。

譬如，在2008年，國際商會在香港設

立仲裁院秘書處分會，負責其亞太區仲裁
業務。2012年，內地歷史最悠久的仲裁機
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設立香港
分會，負責處理大量涉及外國的仲裁案件。
2014年，國家唯一海事仲裁機構中國海事
仲裁委員會也成立了香港仲裁中心。

此外，香港作為一個仲裁中心，若果
仲裁程序是經指定的仲裁機構負責執行，
涉案的當事人就可根據2019年實施的《關
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
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向內地法院申請臨
時措施。而香港是唯一一個內地以外的司
法管轄區可作出這樣的安排。

2015年，處理國際投資仲裁事務的 「常
設仲裁法院」 與中央政府簽署東道國協議，
並與特區政府簽署相關行政安排備忘錄，
促進 「常設仲裁法院」 在香港處理相關業
務，當中包括國家與投資者之間的仲裁事
務。

香港的仲裁服務之所以蜚聲國際，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絕對是功不可沒。鄭若驊
是一名仲裁專家，在私人執業期間處理過
亞洲、歐洲、中東和美國的國際仲裁案件。
事實上，她在2008年當選特許仲裁員學會
主席，成為首位身居此要職的亞洲女性，
此外她還曾擔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理事會
的主席。自2018年上任以來，她都高度
重視和促進香港的仲裁角色，並取得了成
果。

藉法律科技提升仲裁能力

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早前公布2021
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 「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 在全球五大仲裁機構中位列第三，比
2018年上升一位。目前全球最受歡迎的仲
裁地點分別為倫敦、新加坡、香港、巴黎
和日內瓦。鄭若驊在2020年提出法律科技

（LawTech）倡議，推動開發一個網上糾
紛解決平台，而隨着該項目的推進，香港
的仲裁能力將會進一步提升。

鄭若驊意識到香港雖然在仲裁方面成
就非凡，但絕不能安於現狀，必須持續努
力。

目前她已創辦並主持仲裁推廣諮詢委
員會。除律政司的律師外，委員會成員還
包括法律、仲裁等領域的代表，同時可以
邀請海外專家提供一般或具體建議。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包括考慮在香港或境外推廣
香港仲裁服務的新措施和策略。

此際，外部勢力試圖以削弱香港的法
律制度來打擊中國，心繫家國的人都會表
揚鄭若驊在推廣香港仲裁服務和擴大全球
影響力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註：英文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
版》，有刪節

前刑事檢控專員

自四月下旬
台灣出現華航諾
富特群組迄今，
台灣新一波新冠
疫情已延燒了一

個多月，累計確診逾一萬宗，其中逾九
千宗屬本土病例，死亡人數超過180人。
醫療資源告急令救護車繞城轉也難找到
有床位的醫院。更有患者在家輪候入院
期間死亡，令人唏噓。

在全球很多地方因為接種疫苗令疫
情有所緩和的當下，台灣疫情大爆發是
個悲劇。而更大的悲劇在於，民進黨當
局置民眾健康及生死不顧，無視民眾對
疫苗的巨大需求，以政治考量衡量一切，
明明可以從大陸獲得大量所需疫苗，卻
以一些荒唐的理由堅拒；當民間努力從
不同途徑找到疫苗，民進黨當局擔心大
陸疫苗 「滲透」 而千方百計阻止。

為政治私利罔顧民眾生死

疫苗是迄今為止阻隔疫情傳播最有
效的手段。但據悉，台灣已接種疫苗劑
次只有50萬。到6月初，台灣得到的疫
苗也不到100萬劑，距離2300萬台灣人
口70% 「群體免疫」 的零頭還不到。

去年1月大陸疫情爆發早期，民進
黨當局馬上切斷口罩等疫情防護用品出
口，但同時卻捐贈10萬個N95口罩給澳
洲 「對抗空氣污染」 ，其針對大陸意欲
明顯，凸顯其缺乏人道主義底線，引起
台灣輿論喧嘩。但即便如此，大陸本着
血濃於水的情愫，並不計前嫌，多次表
達對台灣疫情的關注，表示願意提供疫
苗。大陸的疫苗生產企業也表達了同樣
的意願。但是，民進黨當局不僅拒絕，
而且阻止民間自救，更要求台灣民眾7、
8月準備接種尚未完成三期臨床測試的
當地研發疫苗。

民進黨當局的所作所為引發島內民
眾憤怒。有台灣媒體說，民進黨當局防
疫政策已經落入 「兩個凡是」 的陷阱：
凡是被大陸證明為合理、可行、有效的

抗疫經驗，都一律排斥；凡是帶有大陸
色彩的抗疫援助，都一律拒絕。

有心人分析，民進黨當局 「疫苗抗
中」 ，是因為害怕大陸 「統戰」 、 「收
買人心」 。但是，他們難道不害怕台灣
民眾生命健康受到威脅？為了其執政之
私，竟然罔顧民眾健康福祉，在生命與
政治的選項上，殘酷地選擇了政治。難
怪台灣主流媒體評價 「蔡政府施政的捨
本逐末輕賤人命」 ， 「這個政府真的只
顧反中、只要面子、只要集權，就可以
不管疫情、不顧人命？」

台疫苗短缺美不施援手

國際佛光會秘書長釋覺培法師日前
投書報章，呼籲當局 「但念蒼生之苦」 。
但民進黨當局會 「念蒼生之苦」 嗎？顯
然不會。台灣不少政治人物喟嘆，一場
疫情，暴露了當局 「與民為敵」 的心態。
但事實上，民進黨當局在施政中，與民
為敵的事情做得還真不少。比如，為了
抱緊美國大腿，今年一月台灣正式開放
美國 「萊豬」 （含萊克多巴胺即 「瘦肉
精」 的豬肉）進口。雖然台灣民眾有七
成以上反對，而且民進黨上台前也強烈
反對進口 「萊牛」 ，但上台後卻專斷開
放進口 「萊豬」 。表明民進黨一向關注
的只是一黨之私，並不在乎台灣民眾健
康權利。

民進黨的執政之私，當然是為了謀
求其 「永續執政」 ，實現其 「台獨」 大
夢。正是如此，蔡英文上台以來， 「倚
美謀 『獨』 」 ，打 「親美反中」 牌也是
不遺餘力了。此次的 「疫苗謀 『獨』 」 ，
不過是其中一例罷了。如今美國出現疫
苗供過於求的情況，卻沒有慷慨解囊滿
足台灣對疫苗需求。相反， 「萊豬」 、
武器卻痛痛快快地買給台灣。民進黨當
局要思量了，若一意孤行地將政治算計
放在民眾福祉之前，當心 「機關算盡太
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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