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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鐵路發展

行政長官是行政主導政體的基石言論自由的真諦
言論自由一向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基
本法第27條也明確指
出香港居民享有言論
自由。然而，社會上
卻仍有不少人因公開
發表一些涉嫌違法的
言論而惹上官非，甚

至有機會身陷囹圄。究竟我們在發表意
見時受到什麼程度上的保障，同時也要
遵守什麼規限呢？
言行受法律規範 遇疑惑向師長求助

香港崇尚法治，基本法第42條已列
出遵守特區實行的法律，是香港居民和
在香港的其他人必須履行的義務，當中
包括所有人的言行都受到法律的規範。
以學校為例，學生不能對同學作人身攻
擊，否則便會因觸犯校規而受罰。當有
人在社會上惡意發布明知屬虛假的永久
形式誹謗，令他人名譽受損時，更有機
會被判監禁及罰款。至於任何人在街頭
喊 「港獨」 口號，甚至發表煽動文字，
更有機會觸犯香港國安法而被判監。因
此，無論是在公開場合抑或社交平台，
同學務必要謹慎留意自己的言論是否有
違法之嫌，遇到任何疑惑的地方可向師
長求助。
發言無懼暴力威嚇 香港仍可暢所欲言

那麼，身處香港這個社會，我們的
言論自由又受到什麼保障呢？首先，市
民如對政府的施政及行政效率感到不

滿，可透過不同的渠道投訴。
2018年颱風 「山竹」 襲港時，時

任行政長官也表明理解市民不滿，形容
「攞特首出氣冇問題，特首可以畀人
鬧」 。其次，無論是任何身份及階層的
人，只要是正當而合法地表達立場及意
見，便無懼受到暴力手段威嚇，因為警
方會對任何損害言論自由和法治精神的
行徑展開深入調查。故此，香港依然是
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並不存在有任
何新的立例實施而令到言論自由有任何
損害。
言論自由非絕對 發言前先顧後果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
死保護你言論自由的權利」 ，這出自伏
爾泰的名句向來被捧為金科玉律，但不
能被解讀為言論自由是絕對的。《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際人
權法》雖確認了言論自由為一項人權，
但也同時指出行使這項權利時必須尊重
他人權利或名譽，並且確保國家安全及
公共秩序不受影響。猥褻粗俗、煽動仇
恨、侵犯隱私等言論都不會被社會容
忍，任何人在發表上述言論時必先要顧
及其後果，絕不能濫用言論自由作為擋
箭牌。

在高舉言論自由的旗幟時，人們很
容易忘記 「言多必失」 的道理。我們有
兩隻耳朵，但卻只有一張嘴，意味着聆
聽往往比說話重要。當同學能省察到發
言前應先顧及對方感受，留意自己的用
詞，並給對方足夠的回應空間，便能真
正領會到言論自由的真諦了。

思考問題：
1.在日常生活中，你會如何應對他人

濫用言論自由？（提示：可從言
論自由需顧及他人感受、不能作
人身攻擊等情況考慮）

2.當別人針鋒相對時，適當時候保持
沉默是否懦弱的表現？（提示：可從
勇於表達意見、避免衝突加劇及
沉默也是一種表態等角度考慮）

香港的政治體制
是行政主導，在基本法
起草過程中，行政主導
這一原則從一開始就已
確立，基本法中有20
多處體現了行政主導的
原則。一般來說，行政

主導有以下的定義：
●指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機關在整

個政權運作中處於主導性地位；
●行政機關在制訂公共政策、立法議

程和政府運作上，處於主動和主導地位。
可見，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行政主導

政體的核心，大體上也是特區政府各級官
員的權力來源。
行政主導政體的建立

為建立行政主導政體，基本法特意提
升行政長官在特區的政治地位。基本法賦
予行政長官雙重身份：一是行政長官具有
香港特區首長的法律地位。作為特區首
長，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最高地方長
官；二是行政長官具有香港特區政府首長
的法律地位。作為政府首長，行政長官領
導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不單是行政機
關的首長，也是整個香港特區的領導人及
其利益的捍衛者。行政長官所享有的崇高
憲制地位，是行政主導政體的基石。

基本法還授予行政長官廣泛的權力與
優越的條件，以便他在極大程度上按自己
的意向管治香港。首先，立法創議權與政
策制定權牢牢地掌握在行政長官手上，當
中尤其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對財政開支的絕
對控制權。立法會所通過的法案，必須由
行政長官簽署並公布實施方可成為法律。

更為重要的是，基本法對立法會議員

提案權設置了諸多規限。基本法第七十四
條尤為明顯。該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
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
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
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
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另一個體現行政主導的措施是，行政
長官的人事任命權不受立法會或司法機關
左右。行政長官在提名並報請中央政府任
命主要官員，或建議中央政府免除這些官
員的職務時，毋須徵得立法會同意，司法
機關亦無從置喙。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助行政主導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也為行政主導政
體創造有利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
長官的產生不是通過立法機關，而是經由
一套獨立於立法會議員選舉方法之外的辦
法。大體而言，組成產生行政長官的選舉
委員會的選民，有異於選舉立法會議員的
選民。所以從理論上說行政長官在政治上
毋須依賴立法會議員或他們的選民，從而
也不大受他們的掣肘。另外，行政長官有
固定任期，立法會也不能運用對行政長官
的不信任案逼他下台。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基本法起草者無
意看到一個權力不受制約的行政長官，基
本法也因此設立了一些制衡行政長官的制
度。這套制衡制度的核心乃立法會，不過
司法機關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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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
東鐵走過百年路程，經歷過總站搬遷、沿

途車站增刪、支線停運，甚至行走路線因應時
代發展而有所變動，印證香港時代變遷。不
過，東鐵發展步伐尚未停下，根據政府已公開
的未來鐵路發展規劃中，至少尚有三個車站待
發展，包括已拍板興建、接駁北環綫及東鐵的
古洞站，將於2027年竣工；去年施政報告提
出，在大學站與大埔墟站之間增設的白石角
站，以及計劃在羅湖及上水站之間增設的羅湖
南站。東鐵綫前身九廣鐵路在1910年通車，當
年由尖沙咀總站起計，在香港境內全線只有七
個車站。配合新界發展，東鐵多年來加入多個
車站。隨東鐵過海段通車後，東鐵綫車站總數
增至16個，總站亦由紅磡伸延到港島的金鐘
站。

整理自報章資料

促進地區經濟及活化
資料二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政府會以運輸基
建帶動土地發展，擴展鐵路網絡支持新發展區
和其他新發展項目，釋放周邊地區發展潛力，

促進地區活化、發展和經濟活動。政府正積極
推展一系列新鐵路項目，其中北環綫及洪水橋
站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已展開，東涌綫延線及
屯門南延綫的鐵路方案亦已刊憲。他更指出，
因應《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
策略》提出的發展策略，探討全港鐵路及主要
幹道基建的布局，讓有關規劃能配合甚或預留
容量以滿足包括《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等香
港整體長遠發展的需要。

整理自報章資料
資料三
詳見附表：香港鐵路乘客量資料

（a）解釋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到香港政府發展
以鐵路為主幹的交通系統？解釋你的答案。

（8分）
覆蓋因素方面，香港鐵路發展歷史悠久，

早在上世紀初已有發展，至今港九新界離島各
區也有鐵路，如東鐵綫、屯馬綫、東涌綫等。
這些鐵路覆蓋面廣，除覆蓋港九新界離島等地
更遠及機場，便利市民使用，除日常生活外，
更方便假日郊遊等。車站內有清晰指示，市民
出外交通便利，不怕迷路。

載量因素方面，本港鐵路大多為重鐵，有
高運載量，可應付上班下班上學放學繁忙時間
交通需求。本港鐵路的班次及行車時間較其他
交通工具準時，失誤率較低。不少市民因而喜
愛選搭鐵路交通前往目的地，如上班上學等。

環保因素方面，本港鐵路以電力推動，零
排放，不會直接造成污染環境。相反，其他燃
油推動的交通工具或會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造

成空氣污染，不利環境保育。香港是一個人口
密集的地方，嚴重空氣污染會影響市民大眾的
健康。

道路因素方面，現時香港的道路發展已接
近飽和，除新發展區外，難再開發土地用於道
路。土地是寶貴資源，現時居住問題嚴重，政
府傾向建屋多於建路。鐵路可選擇在地底發
展，有利解決土地不足建路的問題。綜上所
述，香港政府因此發展以鐵路為主幹的交通系
統。

（b） 「發展集體運輸有助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發
展。」 你是否同意這個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12分）
同意
環境角度方面，香港發展集體運輸，有助

減少空氣污染，有利改善環境，令下一代有美
好的生活環境。集體運輸大多使用環保交通工
具，如電力驅動鐵路、電動車輛等，減少排放
溫室氣體，有助改善空氣質素。相反，其他燃
油交通工具卻排放溫室氣體，污染環境，不利
市民大眾的健康。

經濟角度方面，香港發展集體運輸，有助
帶動地區經濟發展。以東鐵綫為例，沿線車站
商戶價格、樓房價格等也有所上升，帶動經濟
發展。不少老區的經濟也得以發展起來。社會
角度方面，香港發展集體運輸，有利社區發
展，便利居民與外區交往。以東鐵綫為例，有
利居住在新界北區的長者出外遊玩或探親。同
時，港島居民到新界北也更方便，有利推廣該
區的特色文化。綜上所述，發展集體運輸有助

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不同意
環境角度方面，香港發展集體運輸，表面

有助減少空氣污染，有利改善環境，實際幫助
不大，難令下一代擁有美好的環境。現時本地
生產的電力中約有一半來自燃煤發電，集體運
輸大量耗用電力，間接加劇煤的使用，增加溫
室氣體排放，不利環境保護工作。長此下去，
下一代也要面對污染的環境。

或帶動租金樓價上升
經濟角度方面，香港發展集體運輸，表面

帶動地區經濟發展，實際上不利該區經濟。原
有的小商店或因集體運輸帶動的租金或樓價上
升，被迫結業。地區經濟受打擊，原有的平民
店舖結業後，相關員工未必可轉型至大企業工
作，不利該區經濟發展。

社會角度方面，香港發展集體運輸，或因
此出現樓價店價暴升，出現士紳化，不利社區
發展。以東鐵綫過海段為例，因鐵路發展租金
或會增加，一些租住該區的人或不能承擔高昂
租金，被逼遷離該區，要選擇較偏遠的地區居
住。結果，原有的社區文化、社區情懷或因此
消失，遷入的是中產或高收入者，原有社區情
懷不再存在。綜上所述，發展集體運輸無助推
動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備註：紅字為主題句；
藍字為例子／引用資料

──理解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特色的立足點

港鐵便利市民出入
東鐵1910年通車

附表：香港鐵路乘客量資料*

日期
2022年4月
2022年3月
2022年2月
2022年1月
2021年12月
2021年11月
2021年10月

備註：*數據僅計算港鐵本地服務；港鐵本地服務包括荃
灣綫、港島綫、南港島綫、將軍澳綫、東涌綫、迪士尼
綫、機場快綫、東鐵綫及屯馬綫

每月總量（以千人次計）
91033
65250
62787

110197
136110
131602
124953

周日平均量（以千人次計）
3300
2219
2452
3855
4622
4599
4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