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國安法頒
布實施後，政府將

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納
入《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二，有關
修訂刊憲已快兩年，但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至今仍未為實施有關公告建立機制，更任
由干犯嚴重罪行，以至損害國家安全的人
申請社工註冊，這樣的行為不但是罔顧社
工的專業操守，更是抗拒落實香港國安
法，以至挑戰香港國安法的表現。

在香港不論哪個組織、哪個機構都必
須遵照國安法規定，全面配合落實維護國
家安全的工作，更何況社工註冊局是一個
公營機構，更是負責社工註冊及規管的重
要機構。社工註冊局的所為，儼然將自己
視作 「獨立王國」 ，對於有關法律要求置
若罔聞，對於政府建議不理不睬，批准一
些在 「黑暴」 期間煽風點火，以至參與暴
亂的人繼續出任社工，繼續領取政府薪
津，這本身就是失職失責，甚至有政治上
「軟對抗」 的意味。特區政府不能對社工

註冊局的亂象聽之任之，既要直斥其非，
更要全面整頓，加強對註冊局的管理和規

管，不能讓註冊局成為某些人用作政治對
抗的平台。

獨斷獨行猶如「獨立王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日前發文，

指出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五宗罪」 ，包
括：未採取具體行動禁止違國安法人士註
冊成社工、註冊局以多數票批准曾干犯嚴
重罪行的人士申請社工註冊／續期申請、
以多票數通過委任一名法庭正處理其暴動
罪的社工加入註冊局的紀律委員會備選委
員小組、要求政府刊憲公布疑似提倡違規
行為的修訂後《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
2023年底起停止實施 「註冊社會工作者
自願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局長親自發
文，措辭嚴厲的直斥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情況極為罕見，當中說明了兩個問題：

一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行為極為惡
劣，已經觸犯了法律和政治界線，作為一
個負責管理社工質素的公營機構，關係社
會利益，政府必須果斷介入。二是社會工
作者註冊局的職責，屬於勞工及福利局範
疇，對於其出現的問題，局長肯定已直接

反映，但現在卻要發文譴責，說明社工註
冊局對於局方的意見置之不理，對於一些
極為惡劣的個案照樣讓其註冊，獨斷獨行
猶如 「獨立王國」 ，相信這是局長直接發
聲原因。

其實社工註冊局的 「五宗罪」 ，歸結
就是一條，就是在香港進入國安法時期之
下，依然抗拒落實香港國安法的規定，拒
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甚至有公然
庇護 「黑暴」 分子的意味，其行徑等如是
損害國家安全。

2022年修訂的《社會工作者註冊條
例》，規定將危害國安罪行納入條例的附
表二，禁止被裁定違反國安罪行的人註冊
為社工，這是對註冊社工的明確要求。但
社工註冊局卻沒有全面落實，不但沒有設
立相應機制，更讓違反國安罪行的人繼續
註冊為社工。其中最令人側目的，是在
「黑暴」 期間涉多次參與暴亂的 「陣地社
工」 成員陳虹秀，被控暴動罪現正接受審
訊，雖然法庭並未作出最終判決，但對於
這樣一名正接受法律審訊、立場激進的
人，竟然獲提名成為社工註冊局的紀律委

員會委員，這樣荒謬絕倫的安排，嚴重損
害社工註冊局的專業和形象。局方要求社
工註冊局對此 「重新考慮」 ，但社工註冊
局毫不理會，依然故我，這是對法律的蔑
視甚至挑戰，社工註冊局憑什麼如此囂
張？

根據香港國安法要求，行政機關應當
依據有關法律規定有效地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這不單政
府部門要履行，所有法定機構以及一般的
團體、組織，都有責任採取必要措施，預
防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發生。然而，作
為處理社工註冊、紀律管制和相關事宜的
社工註冊局，卻沒有落實好《社會工作者
註冊條例》，甚至是中門大開。

全面究責整頓確保國安
在 「黑暴」 期間，有大批激進社工參

與暴亂挑戰法紀，其行為嚴重違反社工操
守。對於這些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
人，根本不應讓其註冊。但註冊局在有委
員強烈反對之下，仍然以多數票批准這些
人申請社工註冊或續期申請。這說明什

麼？說明社工註冊局認為這些參與暴亂、
損害國家安全的人依然可以註冊為社工，
可以繼續在學校、青年中心、地區上從事
社福工作，也可以繼續領取政府補助。這
些政治立場偏激的社工仍然留在社福界，
他們會真正配合落實香港國安法、維護國
家安全，還是繼續從事各種 「軟對抗」 、
政治滲透 「洗腦」 ？這才是社會各界關注
的問題。社工註冊局不理會政府意見，不
理會社會聲音，固執的讓這些人繼續做社
工，這樣的行為足以暴露其政治立場和傾
向，暴露其自視為 「獨立王國」 的狂妄。

對於這樣一個社工註冊局，政府不應
只是譴責，更要究責、整頓。現時社工註
冊局15名成員中，有8名由註冊社工選出、
6名由特區行政長官委任，以及1名為社會
福利署署長或其代表，但由社工界選出來
的代表，是否真正做到中立客觀？是否符
合香港社會利益？這次社工註冊局已經給
出了答案。這樣，全面整頓社工註冊局，
確保社福界做好國家安全工作，真正為香
港社會的和諧穩定發揮力量，是當前一個
主要工作。 資深評論員

吳志斌
焦點評論 以法論事

江樂士

社工註冊局何以包庇黑暴社工？

剛過去的
「五一」 黃金周

反映了香港旅遊業
現狀，一連五日長假期間，共有約76.6萬
內地旅客人次經各海陸空管制站訪港，平
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約15.3萬，較去
年五一黃金周高22%。然而，據入境事務
處的數據顯示，至5月3日開始，出境的內
地訪客人次便已經多過入境人次，與去年
過夜遊客平均留港3.6晚的情況相比沒有多
大改善。

過夜旅客有助帶動本地酒店、餐飲和
零售，是旅遊業界衡量 「旺丁又旺財」 的
重要指標。對於遊客不過夜，業界大部分
歸咎於香港缺乏深度旅遊魅力。所謂深度
旅遊，可理解為與目的地建立深刻連結而
獨特的旅遊體驗，旅途中主動深入了解當
地人文歷史和自然風土等不同層面，體驗

當地不加修飾的（authentic）獨有生活面
貌，細味當中的得着。

若要吸引深度旅客，實現自身深度方
為上策，筆者認為香港須從兩方面着手：

第一是要系統保育現存資源，真實呈
現 「既有深度」 。

香港自然生態資源豐富無庸置疑，有
郊野山徑濕地候鳥，也有連綿海岸星羅島
嶼；香港的人文資源亦深厚，二戰前歷史
建築尚留有超過八千棟，從中環半山散布
的西式古典建築，到油麻地天后廟一帶的
草根社群，再到沙頭角荔枝窩的原居民客
家村落，都印記了香港變遷。這些景致不
是在一朝一夕間人工建成，而是窮年累月
所編織成的 「香港深度」 。然而，隨時光
侵蝕，歲月痕跡不斷流逝，一些獨有自然
物種或非物質文化遺產，甚至來不及被記
錄下來就消失。因此，持續投入資源保育，

完整研究記錄和填補歷史空白，才能讓遊
客有深度可挖掘。

積極推動文創活動和盛事
保育涉及大量人力物力，須應用大量

專業知識和技術，且經年累月，容易 「吃
力不討好」 。因此，極需要長期系統化的
流程梳理、資源投放和成果整理。以鄉郊
保育資助計劃和大嶼山保育基金的復育項
目為例，大致上都會經歷基線調研、反覆
試驗、定案落實、記錄報告等程序，過程
中常面對物流安排和人員配置的困難；而
完成後亦或許會受後續保育和成果整合的
挑戰。因此關鍵一步，是上述的兩個保育
基金辦公室持續加強資源統籌，串聯並提
煉不同項目成果。及後，更應進一步與漁
護署、康文署和文物保育辦的成果整合，
將保育故事說完整、說好，旅客才能充分

了解香港真實深度的維度。
第二是活絡文創產業活動，觸動人心

「增添深度」 。
做好保育工作屬 「本分」 ，只能吸引

部分較積極求知的旅客。要擴大受眾，就
需主動 「引流」 ，為更多不同類型的旅客
群體建立體驗連接。如何讓遠離日常的山
野或超越時空的文化古蹟，走進人心，感
同身受？筆者認為文創活動和產業盛事能
起關鍵媒介作用。

關於前者，筆者想起北京故宮推出了
角樓火鍋店和咖啡廳，售賣取材自真實歷
史的餐飲甜品，食客在吃過相傳由慈禧太
后發明的特製火鍋後，更大概率會受觸動
而想深入故宮參觀，甚至勾起研究清宮飲
食文化的興致；至於後者，筆者則想起巴
黎時裝周，由法國高級訂製和時尚聯合會
負責協調業界和制定日程，各品牌辦秀的

場地可以是城市中任何一個具人文意涵的
角落，包括各式各樣的公共空間、歷史古
蹟、博物館、橋樑街道，甚至是沙灘和田
野，而這些景點和空間也因為服裝秀的舉
辦而被賦予新生命力。

香港沒有故宮級文化遺產，也尚未有
產值龐大的文創產業，但同樣有豐富深厚
的人文底蘊和自然資源，也有獨特的人才
和創意。為了把握時機迎接新旅遊趨勢，
筆者期待決策者能靈活調整相關規條和機
制，並更大程度地欣賞、支持和協調創新
思維，也期待預計年內出版的《香港旅遊
業發展藍圖2.0》能夠給予各界清晰指導和
促進創新，持續構建香港旅遊深度，成為
更多旅客一來再來、流連忘返的首選目的
地。

作者分別為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團
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



英國外相卡梅倫於4月15日發表的
「香港半年報告」 被外界發現存在嚴重
失實描述，顯示所謂的報告只是粗製濫
造的反華宣傳品。

其中卡梅倫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詆毀
言論尤其突兀，特別是批評特區政府引
用港英時期的煽動罪。

事實上，英國在上世紀30年代把煽
動罪引入香港，港英政府多次動用此法
例打壓不同政見的報章。在1952年，一
份中文報章因為報道政府應對石硤尾大
火的手法而被起訴。在1967年，又有三
家報章被指控發表仇恨言論被檢控。

卡梅倫又指控香港國安法 「損害言
論和新聞自由等基本權利」 。

倘若卡梅倫事前諮詢英國駐港總領
事戴偉紳，就會知道香港資訊自由流通，
媒體業蓬勃發展，媒體的建設性批評聲
音受到包容。稍為留意便可發現，西方
反華勢力引述的也經常是香港媒體批評
特區政府的尖銳言論。

與英國一樣，香港的新聞自由同樣
有界線，並非絕對權利。在守法的前提
下，香港的傳媒工作受一系列的法律保
障。基本法第27條保障 「言論、新聞和
出版自由」 ，而《香港人權法案》第16
條則呼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19條，保障個人發表意見的權利。

香港國安法也設有條款進一步保障
這些權利。第四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
依法保護港人根據基本法和《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包
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此外，這
些保障也適用於剛落實的《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然而，卡梅倫對此卻視而不
見。相對比，英國的《2023年國家安全
法》並沒有像香港國安法一樣提及保障
新聞自由，更遑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

特區政府考慮到 「黑暴」 期間假新
聞氾濫，導致香港動盪不安、民心不穩，
於2021年期間一度有意引入假新聞法。
倘若該法律得以實施，將會類近新加坡
的《防止網絡假資訊和網絡操縱法》，
旨在打擊在網絡上惡意造謠的不法之徒。
但政府權衡利弊後，認為暫時沒必要立
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4月23日宣布暫不
推動立法時表示，行業自律和專業操作
足以遏制假新聞的傳播。

的確，若果記者是基於事實真相報
道新聞，各界不必擔心新聞自由受損，
而卡梅倫更不必為此枉操心。

有許多客觀分析員指出，香港的媒
體行業百花齊放，媲美亞洲其他地區。

截至2023年底，香港有90份流通報
章、376份期刊、3家本地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持牌機構、1家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
務持牌機構、9家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
牌機構、1家公共廣播機構及兩家聲音廣
播持牌人。香港擁有先進的電訊科技，
吸引國際媒體、報章和海外廣播公司在
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或辦事處。

這些媒體包括61份中文報章、11份
英文報章、14份雙語報章和3份日語日
報。《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紐
約時報》、《日經新聞》、法新社、美
聯社、彭博和路透社等主流國際刊物也
在香港設有辦事處或經營業務。

在香港設有業務的國際廣播公司包
括英國廣播公司、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
業頻道（CNBC）、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中央通訊社和日本放送協會。雖
然這些媒體的報道不乏偏頗失實之嫌，
但他們知道香港特區政府不會插手媒體
運作，堅守新聞自由。

由此可見，卡梅倫的 「香港半年報
告」 未有真實反映香港的媒體狀況以及
特區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重視，但願他將
來會聽取英國駐港總領事戴偉紳的意見。
當然，倘若他執意要抹黑香港，決意要
內地難堪，戴偉紳也阻不了他丟人現
眼。

註：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卡梅倫惡意詆毀香港新聞自由穩中求變變中創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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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香港旅遊深度 建立旅客體驗連接

5月7至8日，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舉
行 「香港．全球人才高峰會」 ，這是本屆
政府首個以人才為主題的國際級論壇和展
覽會。同時由粵港澳三地共同主辦的 「第
二屆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質量發展大會」
更是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和港漂們駐足。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高峰會主禮致開幕辭時
表示： 「人才是第一資源，是促進經濟發
展和競爭力的源動力……人才渴求個人增
值，努力在各自領域盡展所長，力求超越
自我。這不但是專才與相關行業成功的要
素，更是整體經濟成功的關鍵。全球各地
在疫後努力恢復經濟增長，加上地緣政治
局勢日趨緊張，吸納人才已成為環球現象
和持續挑戰。」 是次人才高峰會透露出兩
個強烈的信號：在確立維護國家安全和穩
定發展的法治屏障之後，香港進入了一個
求變、創 「興」 的發展階段，這不僅是體
現在現任政府在管治層面上的 「認識論」
的改觀，更是反映在整個香港社會在改革
層面上的 「實踐論」 的轉向。

高水平安全護航繁榮穩定
首先，當社會穩定成為 「常態」 ，繁

榮發展也必然成為 「新常態」 。例如根據
報道， 「五一」 黃金周雖是天公不作美，
暴雨連連，但內地旅客對香港的熱情不減。
據悉， 「五一」 假期期間有逾76萬人次內
地旅客訪港，無論傳統旅遊景點抑或多處
深度遊景點，都見到有內地遊客打卡。有
商場指黃金周成功帶動人流及生意，生意
額上升12%。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局長楊潤雄亦有估計，黃金周訪客可為香
港帶來逾20億元收益，部分旅遊熱點商戶
生意增加兩三成。此外，根據政府的官方
數據，2024年本港首季度的經濟增長仍
保持2.7%的增長率，近期股市更加十連
升，在兩周的短期內恒指高升達2354點。
以上種種皆說明了，安全的根基越是牢固，
發展的潛能就是無窮。香港在由治及興持

續發展的新時代必須重視的兩個問題，一
是維護國家安全，二是推動由治及興。發
展和安全是 「車之兩輪、鳥之兩翼」 ，沒
有高水平安全就沒有高質量發展。推進香
港由治及興，絕不能忘了 「固治以保興」 。

思變、應變、求變，既是對世界格局
的積極應對，也是對香港由治及興、可持
續、高質量發展的無限期待。但 「求變」
不能僅僅停留在 「認識論」 的階段，將 「變
化」 思維運用到政府管治、創新發展的多
個層面，才能實現真正地從 「變」 到
「新」 、從 「新」 到 「興」 、從 「興」 到
「立」的飛躍式進程。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曾在4月15日的講話中指出， 「大家不能
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
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需要
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
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前人沒有
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
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新，努力實現香港
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目前的香
港經濟結構依舊在吃 「老本」 即高度依賴
國家改革開放以及出口導向政策帶動的航
運中轉優勢，但面對着風雲變幻的世界局
勢以及瞬息萬變的科技創新時代，傳統優
勢並非是一勞永逸的手段和靠山。特別是，
不像新加坡致力於發展實體工業和半導體
技術，香港依舊在房地產和金融保險等 「虛
業」 中 「轉圈圈」 ，使得香港經濟發展得
極為被動。

為此，政府頻頻出手，為香港的發展
「做新嫁衣」 ，尤其是抓住高新技術企業

的落地和轉化。例如，4月18日，港深創
科園公司行政總裁馬惟善與約60家企業代
表在啟動儀式上簽署備忘錄，正式成為港
深創科園的合作夥伴，標誌着園區即將踏
入營運階段的重要里程碑。與此同時，中
央政府也為香港的發展助力，一攬子的惠
港利港政策相繼出手。例如，中國證監會
在4月公布的5項政策包括放寬 「滬深港
通」 下股票交易所買賣基金的合資格產品
範圍、將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納入 「滬深
港通」 、支持人民幣股票櫃台納入港股通、
優化基金互認安排，以及支持內地行業龍

頭企業赴香港上市──既是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央支持香港強化
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舉措。此外，一系列
針對高端人才、旅行出行的香港簽證要求
的放鬆，也是中央在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投
信任票」 ，更是社會各界迎接新挑戰、活
躍香港就業創業以及消費市場的新刺激點。

走出「舒適區」搶佔新風口
越是要社會發展，就越要人心穩定、

國家安全。近段時間，英美等少數西方國
家和政策接二連三地發表所謂的 「正義聲
明」 ，詆毀攻擊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
唱衰香港發展，造謠抹黑香港人權自由狀
況和發展營商環境，甚至屢屢示威，以 「制
裁」 的大棒來打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們在自己國土，把國安 「武裝到牙齒」 ，
卻不允許香港來維護自身的安全底線和權
利，其險惡用心令人咂舌。而恰恰是因為
香港的發展始終都在歐美虎視眈眈的 「凝
視」 之中，香港就越要走出自己的發展道
路，就越要以 「國安」 為鐵盾，以 「自主
創新」 為利刃，開拓以自身為主導的新賽
道。正如新華社播發的港澳平題為《美英
等少數國家對香港攻擊抹黑顛倒黑白別有
用心》的文章所提及到的 「但無論什麼唱
衰破壞都干擾不了香港實現由治及興的鏗
鏘步伐。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三年多來，
香港市民和國際資本對香港的信心指數持
續上升，國際機構對香港發展營商環境評
價積極正面……在高水平安全的護航下，
新時代列車 『香港號』 的車輪一定會滾滾
向前、不可阻擋！」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則
盛」 。維穩為首，發展為重，求變為路，
求新為道。香港的發展必然需要經過對過
去的自我的 「革故」 之克服，走出 「舒適
區」 ，擁抱新方向，搶佔新風口，在 「鼎
新」 的變化中尋找良政善治的長久之技。
與此同時，也需要時時刻刻沉着應對反華
勢力的各種干擾，築牢加強安全的 「防火
牆」 。只有安全社會，才有繁榮前提，而
只有發展和繁榮，才能進一步地安定人心、
穩定社會，打造新時代的「創興」故事。

中國僑聯委員、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