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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經歷，加上從事房產律師工作，
令江玉歡特別關注房屋問題。江玉歡自幼被
養父母收養，她大約小學五、六年級時，養
父母離婚，她和姐姐（養父母收養的另一個
女孩）相依為命，搬入紅磡一個唐樓單位，
因為與其他租客合租，三母女擠在一個小房
間。她與養母一同上街當小販，小六時又到
茶餐廳賣麵包、做樓面，中學時替四個小孩
補習，補貼家用。

沒過幾年，養母離世，江玉歡搬到養父
經營的燒臘店上的閣樓，與養父及嫲嫲同
住。三人在約80呎的房中飲食起居，廚房與
廁所相連，如廁太久都會被嫲嫲指責阻礙了
煮飯。居住環境惡劣，江玉歡反而更加發奮
學習，排不上圖書館的自修室就躲在燒臘店
的廚房讀書，四年後成功考入香港大學。從
閣樓搬進學校宿舍，江玉歡笑言， 「當時所
有家當就只有 『兩個舊紙箱』 。」

由於性格堅毅、好打抱不平，江玉歡選
擇當律師。多年過去，香港的住房問題仍未
解決，劏房不減反增，基層市民並無因經濟
發展而受惠，令她十分感慨， 「我有幸改變
命運，都希望可幫到其他冇咁幸運嘅人！」

事業家庭兩邊忙，江玉歡最初並未想過
從政，但2014年發生非法 「佔中」 ，令她
意識到 「香港需要改變」 ，故在2015年參
與區議會選舉，期望以政治人物身份向市民
傳遞法治精神。儘管當年敗於公民黨梁兆
新，她並未氣餒，在完善選舉制度後再次挑
戰自我，參選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過五
關斬六將，終於站上立法會的 「舞台」 。她
最大的期望，是能以自身在法律界與房地產
方面的背景，為政府解決住房問題，提出切

實可行建議。
江玉歡細談香港土地房屋問題的癥結和

建議， 「《長遠房屋策略》未有全面配合香
港人口和經濟發展，特區政府應該制訂 『總
住屋政策』 ，合理規定建屋標準，進行宏觀
城市規劃，為土地房屋法規訂立方向，為增
加土地供應制訂行動計劃和綱領」 。她還建
議政府列一個用於管理土地及房屋規劃的
「發展流程圖表」 ，列出所有正在發展、規
劃項目的基本資料、建築進度及落成日期，
公開透明地向公眾展示。立法會議員亦能憑
此研究土地房屋短缺情況，更好地協助政府
解決房屋問題。

「公屋、居屋及私樓的住戶對住房的需
求完全不同」 ，江玉歡一語道破重點， 「私
樓住戶對物業管理等有更多要求，而其他市
民只求有得上樓先，就算要等，都要話畀佢
哋知要等幾耐」 。公私營房屋屬兩個市場系
統，兩者所需資源也不同，所以政府理應制
訂不同的政策應對。她進一步強調， 「措施
是短期的，而政策一定要是長期的。」

談及如何算是一名合格的議員，她說，
議員應該 「勤勉、務實、貼地、廉潔，做真
正的民意代言人」 ，符合市民期望。 「一個
合格的立法會議員應該 『每日都好忙』 ，香
港每天都有許多事發生，立法會議員有責任
將每件事當做自己的事去思考。」 她還說，
議員理應積極聯絡市民， 「真要做好，唔係
做個show就算，都要花好多心思。」

「勤力」 是江玉歡一以貫之的人生信
條，她說，如今作為立法會議員，依舊會秉
承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的信念，將
每件事做好，不負社會對她的信任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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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我住過劏房 明白基層疾苦
深信知識改變命運 發奮當上律師

笑看反佔中律師標籤
只盼引導市民守法

2014年非法 「佔中」 期間，
江玉歡發起靜默集會，聯合五十
多名法律界人士，共同抗議亂港
分子踐踏本港法治的行為，呼籲

他們遵守法庭頒下的臨時禁制令、離開佔領
區。她更因此被貼上 「反佔中律師」 標籤。
她說，當時並無過多政治考量，只是希望告
訴市民應該守法。

江玉歡告訴記者，自己當時坐的士經過
中信大廈，見到大批所謂的 「示威者」 聚集
於此。她清晰記得該地已被申請禁制令，後
又了解到有部分法律界人士不斷煽風點火，
說 「唔遵守法庭禁制令唔算違反法治」 ，故
感到異常氣憤。她認為，法治是香港人珍惜

的核心價值，但在 「佔中」 的名義下遭踐
踏，因此希望站出來告訴市民應要守法。而
此後2019年的黑暴事件更令她感到痛心，
「電車軌道完全被破壞、道路癱瘓」 。

她認為，近年有不少年輕人受誤導而誤
入歧途，除了進一步宣揚法治精神，政府還
需要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支援。 「如果有機
會，邊個想躺平？」 大灣區政策之下，國家
鼓勵港青 「北上」 發展，她認為特區政府應
積極做好配套政策，幫助有意去灣區發展的
年輕人尋找機遇、站穩腳跟。她又指出，新
時代年輕人掌握的新知識非常珍貴，老一輩
需要向他們學習，相信只要有機會與平台，
他們定能一展所長。

堅守
原則

生母無力獨自撫養致使骨肉分離，養母離婚後
帶着姐妹倆艱辛度日；江玉歡本人長大後亦與前夫
分開。這些經歷令她對單親媽媽的難處深有體會，
希望在議會中能夠積極協助香港婦女照顧家庭、開

創事業 「兩不誤」 。
幼年的江玉歡經歷養父母離異，養母帶着姐妹二人搬入唐

樓居住，原本養尊處優的燒臘店老闆娘，只能靠做小販和車衣
女工撐起整個家。養母病逝後，她才知自己並非養父母親生，
而是 「買肚」 而來，初時因被遺棄而難過，後想到養母獨自撫
養的艱辛，而生母或亦有種種苦衷，便也釋懷。

盼助基層婦女創事業
大學畢業後的她步入婚姻，因性格不合，在兩個兒子長大

後選擇與前夫分離。她直言學歷給了自己獨自生活的底氣，這
是自己的幸運，而現在社會上依然有許多如同她養母一般的底
層女性 「冇咁好運」 。 「請菲傭要一間房、一大筆錢，幼兒中
心又虐兒，邊個放心？」 她指出，香港有許多職業適合基層婦
女去做，但許多人被母親身份 「綁」 在家中，更不用提基層單
親母親所面臨的困境。她期望自己能在未來的工作中，盡量幫
助她們，找到女性撫養孩子與開創事業之中的平衡。

享受選舉良性競爭好和平，好開心
回憶自己的參選歷

程，由緊張不安到收穫滿
滿，江玉歡坦言，自己非
常享受這場良性競爭的立

法會選舉，對於自己能夠擁有這個
「邁出一步」 的機會充滿感激。而選
舉日候選人互相為對方拉票的行為亦
令她深受觸動，感慨 「從未諗過選舉
可以咁和平、開心」 。

助選團互相加油打氣
地區參選經歷與專業背景身份令

江玉歡在 「攞提名」 時並未受到太多
阻礙，真正的難題在於 「拉票」 ，如
何在 「電話號碼都冇」 的情況下接觸
到一千五百名選委，並讓他們記住自
己。她記得自己開始時 「灰到流眼
淚」 ，所幸此後有許多場見面會，令
她有機會在不同界別人士面前陳述自
己的理念與政綱。她形容那一陣的生
活便是 「時刻為下一場見面會做準
備」 ，根本無暇顧及 「攰唔攰」 。

而至投票當日，她由灣仔天橋的
一頭走向會展中心，沿途平和歡快的
拉票氣氛完全放鬆了她緊繃的神經，
「那一刻我發現自己好享受整個選舉
過程，好珍惜呢個機會，無論是否選
上都冇遺憾。」 她說，不單是自己，
許多候選人都加入到競爭對手的助選
隊伍中，為彼此加油打氣。這種 「細
路仔去嘉年華」 的氛圍令她動容，以
往看太多互相咒罵的惡性競爭，完全
沒想過選舉可以如此歡樂有愛，令她
覺得 「實屬難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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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簡歷
職業
•律師

學歷及專業資格
•香港大學法學士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香港大學理學碩士（房地產）
•香港大學理學碩士（物業保育）
•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碩士
•香港高等法院認可律師
•中國委託公證人
資料來源：立法會

一個合格的立法會議員應該 「每日都好忙」 ，每天都有許多事發生，
議員有責任將每件事當做自己的事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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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房地產律師的江玉歡表示，希望政府能制訂「總住屋政
策」，讓港人早日住上「有尊嚴」的房屋。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掃一掃
有片睇

▶江玉歡曾
在茶餐廳賣
麵包，之後
去加拿大讀
書時，自己
亦會親手製
作一些西餅
小食。

◀江玉歡小
時候住在唐
樓劏房，與
養母及家姐
相依為命。

承諾捐兩成議員津貼
發揚獅子山精神

江玉歡11歲時就已出去賣麵
包、幫人補習補貼家用，做過童
工的她更知基層兒童困苦，故承
諾將自己每月議員津貼的20%捐

出，希望發揚獅子山精神，為基層家庭帶去
希望。她想令同學們明白，只要 「畀心
機」 ，未來就一定有希望，要懂得將不開心
轉化為向前進的正能量。

江玉歡正在籌備 「阿歡火箭工程」 ，打

算每月將從議員津貼中拿出兩萬港元資助四
個小五或小六的基層學生，讓他們可以自由
支配這5000元，只需在三個月後給她回一
封信，講講自己的感受即可。

至於人選，她表示全權交由校長決定，
「唔一定要讀書好叻，只要積極向上就
好。」 四年任期內預計有近200位學生受益，
她想以這樣的方式讓孩子們看到希望，將港
人互幫互助的 「獅子山精神」 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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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十分關心基層市民的生活，早前就探訪在深水埗為基
層派飯的明哥。

◀江玉歡與家
人 感 情 十 分
好，圖為92年
時她取得法律
學 士 時 與 姐
姐、父親及祖
母合照。

▲江玉歡幼稚
園時的照片，
盡顯她的堅毅
本性。

大公報記者
常彧璠

住80呎閣樓
躲燒臘店廚房溫書

冀助市民上樓
倡訂 「總住屋政策」

童
年

心
願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