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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誰逼法官做政客
日前，黃之鋒就立法會地區直選

參選年齡門檻提出司法覆核，爭取由
現時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與選民登
記年齡門檻看齊。根據《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公
民在選舉中投票權和被選權不應受到
不合理限制。自一九九零年起，香港
法定成年歲數由二十一歲修訂為十八
歲，惟兩個議會合法參選年齡一直未
有相應修訂。黃之鋒指現時年齡門檻
不合理地限制了年輕人參政空間，希
望藉是次行動把年輕人聲音進一步帶
入議會，改善 「老人政治」問題。

降低參選年齡門檻本質上無不可
，只要社會經過廣泛諮詢、討論，主
流意見贊成便可透過正常立法程序修
改。但如林鄭月娥司長所說 「社會過

往並無強烈要求將立法會議員參選人
年齡由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先不
論是否存有私心，黃之鋒利用法院繞
過正常修例程序，是聽到極大社會訴
求但苦無對策，還是只是嘩眾取寵、

爭取曝光呢？

令司法覆核成政治秀
過去數年，反對派往往找來一些

符合 「經濟審查」人士申請法援，使
司法覆核變成一場又一場由納稅人 「
埋單」的政治秀。雖然黃之鋒聲言自
行支付訟費，但當中所涉開支所費不
菲，試問一個普通大專生如何能應付
相關開支呢？黃之鋒會找 「熱心人士
」募捐，還是 「攤大手板」申請法援
呢？

香港社會日益政治化，部分政客
動輒以司法覆核程序挑戰政府。但正
如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所言：
「法庭非解決政治地方」。作為法治

社會，公權力的行使理應由法律賦權

並受其約束，法院獨立運作於行政機
關及立法機關，並可就兩個機關行為
是否合法作出裁決。然而，美國法學
權 威 ， 聯 邦 上 訴 庭 法 官 Richard
Posner於《法官如何思考》一書指出
，法官在普通法制度下擁有極大法律
詮釋權，故他們某程度上成了立法者
。有趣的是，當我們強調司法獨立之
時，法院裁決卻客觀上影響着行政與
立法。當有人大聲疾呼司法不能受到
干預時，又是誰逼司法去干預行政立
法，逼法官做政客呢？

▲香港社會日益政治化使部分政客
動輒以司法覆核程序挑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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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滅貧是不可能

註冊社工、新家園協會社工

家
慶陳香港社會整體富裕，所有市民應

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但是滅貧是不可
能，財富差異存在於社會不同階層是
必然事實，這是一個相對問題。要完
全消滅財富差異以至貧窮問題是不可
能，亦不應該單靠 「社會福利主義」
或是 「福利主義」，還是要靠市民自
己。政府必須推動經濟均衡發展，讓
不同階層市民皆可透過參與經濟活動
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與此同時，適時
改善社會福利制度與時並進，令青壯
年人自力更生，社會保障及福利服務
應在合理及可持續基礎上幫助有需要
社群。

貧窮線有助了解問題
2013年本港首次制定官方貧窮線

，標誌着政府扶貧工作向前邁進了重
要一步。貧窮線有三大功能：一是量

度整體貧窮情況；二是提供數據基礎
以協助制定政策；三是評估政策介入
成效。所以反映了貧窮線有助政府了
解香港貧窮問題，計劃好扶貧工作方
向。而要制定有國際公信力及社會所
認受之貧窮線，以收入為基礎的貧窮
線易於解讀，並可跟國際和本地同類
型研究比較，但這方法亦有其局限。
因為扶貧工作不單是處理數字問題，
身為以人為本的政府，當務之急是找
出適當方法去扶助弱勢社群。本人也
是從事以人為本服務，對社會福利政
策（綜援系統）也有看法。畢竟貧窮
成因複雜，不能只靠單一措施，解決
所有貧窮家庭問題，亦即是說只着眼
金錢方面的援助。我們要處理貧窮背
後成因並對症下藥，考慮以針對措施
解決問題，社會各界參與以及支持是
必須，鼓勵健全受助人 「從受助走向

自助」，以及加強對學齡兒童支援以
減低跨代貧窮風險。另一方面，政府
應繼續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協
助有需要在職貧窮家庭的新措施尤其
是可促進年輕人向上流動機會為目標
，就業是脫貧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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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畢業就要面對工作或進修，職場上沒有絕對標準亦沒有不變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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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要維護自身利益

筆者從事社會服務及社區工作多
年，接觸和服務過不少婦女。有一問
題大部分婦女都不明白，就是社會事
務與她們何干，為何要她們多關心社
會，甚至參與社會事務。事實上，政
府官員、議員等未必會無故為她們發
聲，她們要保障自己權益，就要把婦
女們組織起來，一起發聲，這亦是最
佳方法。

政府雖然設立了婦女事務委員會
，不少政黨、組織亦設有婦女委員會
，但並非所有婦女聲音都能夠傳遞出
來。舉個例子，香港不少婦女一直也
希望投身社會工作，一來增加收入，

二來保障自己財政自主權，可是礙於
要照顧家中孩子，只能夠寄望有託兒
服務能助她們一把；不過，社區上一
直欠缺足夠託兒服務，婦女即使想工
作，也只能 「望門興嘆」。

站出來為自己謀福祉
政府雖然在過去施政報告中承諾

會加強託兒服務，但增加數千個託兒
名額，相對起以十萬計欲投身社會工
作的婦女，試問如何滿足到需求呢？
眾所周知，香港面臨嚴峻人口老化問
題，除了輸入外來人才、延長退休年
齡等措施，釋放婦女勞動力，也是非
常重要一環，婦女要為自己謀取福祉
，自然要站出來多發聲。

同理，社區事務一樣也需要婦女

參與。筆者從事之社會服務工作以服
務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為主，當中
新來港婦女更是筆者最常接觸的服務
對象；這些新來港婦女有一個特點，

就是她們比一般人更迴避社會、社區
事務。筆者認為，新來港人士（尤其
是婦女）本身已處於弱勢，而放眼當
今議會，近乎沒有立法會議員為她們
發聲，如果她們不組織起來，為自己
權益好好發聲，有誰為她們出頭呢？

不要忘記，自八十年代單程證制
度開始至今，內地新來港人士大約有
一百萬人，只是人數那麼多的組群，
在社會上仍是那麼弱勢社群，問題值
得深思；筆者認為，新來港人士尤其
是婦女不要避開社會、社區事務，因
為她們既然來了香港定居，就同樣有
權發聲；如果她們能組織起來，主動
為自己、為同伴爭取權益就更好。不
論是成立組織、參與投票甚至是參與
選舉，筆者也認為值得嘗試。

▲社區上欠缺足夠託兒服務
資料圖片

在香港，由於基本法明文賦予香港言論
自由權利， 「反政府」、 「反共」聲音屢見
不鮮實屬正常。誰能料到，到了今天， 「反
華」聲音竟然粉墨登場。

實際上， 「反華」聲音並不是無端出現
。一群自稱 「本土派」網絡媒體，是線上 「
反華」聲音最主要推手。

《聚言時報》是當中佼佼者。在其網站
首頁上，劈頭第一句話就是 「聚集民意，合
眾起義」，告訴全世界自己要推翻香港政
府。

《聚言時報》反華文章層出不窮。網站
文章 「自古以來，從沒有中國」稱 「中國」
二字概念從來不存在，是一種 「極度歪曲的
制度及意識」。另一文章 「支爆對香港經濟
影響的三個可能」（筆者註解：支爆解釋 「
支那爆煲」）鼓吹中國經濟即將崩潰，是香
港 「改朝換代最好機會」。

若你已覺怒火中燒，下面我們來看看 「
反華」聲音最大推手—《熱血時報》。

鼓吹離間侮辱中國人
在《熱血時報》空間有限的Facebook上

，天天只有各種中港離間式文章、仇華式言
論。筆者從來未見過一篇立場稍偏中立文章
。文章 「不甘淪為支那奴」鼓吹《中英聯合
聲明》不合法，任何港人自稱中國人均是 「
天生為奴」。

「不甘淪為支那奴」並不是個特例。《
熱血時報》經常把 「支那」兩字用在內文及
標題上。當年日本人用來侮辱中國人的用語
，到今天竟被這撮無恥之徒活學活用起來。

在網上，這些文章往往被網民一傳十、
十傳百，影響着愈來愈多心智未成熟年輕人

。其結果就是球場上年輕球迷公然 「噓國歌」；網絡論
壇上年輕人使用 「支那」二字；發生如 「天津大爆炸」
等國內災難新聞時，竟出現諸如 「熱烈慶祝天津大爆炸
」等極端冷血禽獸式評論。（諷刺的是，《熱血時報》
曾經撰文批評中國網民慶祝日本大地震，筆者在此請求
該報為其支持者熱烈慶祝天津大爆炸做點解釋，熱切期
待！）

極端種族仇恨情緒，竟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出現。
說到底，這群狗屁網媒之所以歇斯底里地發布各種

反華文章、仇華言論，目的只有一個──為 「港獨」做
輿論準備。當年輕人都被一些扭曲的反華思想洗腦，日
後搞 「港獨」就多了一群爛頭蟀、一群替死鬼。

▲當年輕人被一些扭曲的反華思想洗腦，日後搞「港
獨」就多了一群爛頭蟀、一群替死鬼 資料圖片

土生土長香港八十後。熱
愛中華民族。敢於以嶄新角度
為正義發聲，為社會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