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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務員工會」上周
宣布解散，由成立到解
散，為期十多個月，這個

工會聲稱有超過3,000名會員，怎可以如此
兒戲，話散就散？

一個工會能持續運作多年，靠的是韌
力。工聯會成立於1948年，至今已經歷了
73個寒暑。如何練成韌力？那是靠廣大會
員的支持，和工會前輩們百折不撓、堅定
不移的鬥志。會員就是我們的實力，不滅
的鬥志就是我們的魄力。工會要有實力、
有魄力，韌力才能展現出。

工聯會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並以爭取和
維護工人權益作為我們的天職，但七十多
年來走的路一點也不平坦。回歸前愛國工
運備受打壓，工友被收監、遞解出境、被
打傷甚至致死的不計其數。前輩們非但沒
有言棄，更以無比的魄力，為貧病的大眾
開設工人醫療所、為失學的孩子開設勞工
子弟學校、為上進的青年開設業餘進修中
心；同時也處理無數的勞資糾紛，以及爭
取各項勞工政策改善。

回歸祖國後，香港依然是國際與中國角
力的舞台。作為愛國勞工團體，理所當然
亦成為被境外勢力攻擊的對象。以爭取十
多年的侍產假為例，工聯會在勞工顧問委
員會、在立法會議會內外長期努力爭取，
最後突破缺口，取得3日侍產假立法，其後
更增加為5日，卻被別有用心的勞工團體惡
意中傷。

同為勞工團體，理應立場一致，以爭取
勞工福祉為目標。但有勞工團體曾被揭
發，收取在港的美國代理人150萬元政治
黑金，其中50萬元更存於其主席的私人戶
口長達9個月，被揭發後才辯稱是替工會保
管。當一個勞工團體和其領袖收取境外勢

力的資金，那麼他們的服務
對象會單純是本地勞工嗎？
難道就不用向出資者「交功
課」嗎？因此也不難理解，
為何某些勞工團體事事以政
治掛帥，肆意抹黑、扭曲愛國勞工團體的
努力成果了。

雖然因為愛國工會的立場而被不斷攻
擊，但工聯會從來沒有退縮，亦正因為意
志堅定，所以成為最有實力的工會。工聯
會有191間屬會，總共436,657名會員，會
員人數比起政治掛帥的勞工團體多出三倍
有餘。當年紮鐵工潮曇花一現，那時發起
罷工的工會現只剩142人，但工聯會的香
港建造業扎鐵職工會的會員人數，多達
2,061人。日久見人心，哪個工會真心為勞
工，哪個工會只為謀取政治本錢，工友心
中雪亮，也從會員人數充分反映出來。

工聯會這麼多年來不怕荊途，一步一腳
印地走到今天，實在很難理解「新公務員
工會」聲稱受壓就自行解散。該工會聲稱
受到的壓力，是政府要求公務員宣誓。真
的不禁要問，這足以構成解散的理由嗎？

根據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擁護
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和對
香港特區政府負責，是公務員的一貫責
任，不是新增要求。簽署宣誓聲明，只
是確認他們現時已在履行的責任。他們
感受到壓力，難道是因為一向沒有履行
此責任？

該會的解散聲明沒有說明主席和理事一
定不會簽署宣誓聲明，令很多人懷疑解散
工會只是為了保飯碗。真正的解散原因外
人難以猜度，但工會要長久屹立，就必須
務實工作、堅守信念；若只求一時風光，
就會如這個工會一樣，一縱即逝。

英國公然干預香港司法 特區政府不能坐視不理
不容置疑，這次Perry慘被英國政府及傳媒打壓之事，嚴重衝

擊了香港的司法制度。英國政府向英籍人士施壓，干預香港司法

的手法，特區政府決不能坐視不理。儘管香港已經於1997年7

月1日回歸祖國，但英國政府死心不息插手香港事務，多年以

來，仍然一直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企圖對香港進行各種干預，

妄想繼續介入中國內政，藉此謀取英國一己之私利。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較早前，律政司委聘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來港作為外援，擔任「818維園反修例集
會未經批准集結案」的控方代表，Perry於2021
年1月12日獲得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准許，以
「專案認許」方式為該案件出庭。該案的被告
包括黎智英、李柱銘等人。

法院考慮法律和證據而非政治
David Perry來港擔任主控官一事，旋即惹來英

國政客及法律界的高調無理批評，不少政客竟「促
請」Perry拒接案件，Perry更被英國外相藍韜文
狠批「唯利是圖」。另外，英國很多別有用心的
報章及媒體亦排山倒海地對事件作出報道，當中
包括大量對Perry不公及偏頗的無理攻擊，導致了
Perry承受沉重的壓力。例如《倫敦時報》在2021
年1月份，大字標題誣捏Perry是起訴「香港民主
運動人士」的「恥辱之源」。1月14日，英國前

外相聶偉敬更無理批評Perry的決定，並以歪曲
事實的形式去聲稱「很明顯審判是由於中國政府

決心摧毀香港的民主運動而進行」。聶偉敬更稱，
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何熙怡女男爵承認，如果她
同意在香港審理案件，她將有一個「嚴重的道德
問題問自己」。

一時間，孤立無援的Perry在英國飽嘗四面八
方的惡意批評；另外，不知是蓄意，抑或出於
誤解，藍韜文等人更把黎智英等涉及《公安條
例》的案件與香港國安法混為一談。英國社會
的壓力令Perry最終向律政司請辭，作出實在無
奈的決定，律政司也只得「陣前易帥」， 由另
一位本地資深大律師在這宗將於本年2月16日
開審的案件「臨危受命」。

根據香港司法機構的網頁資料，何熙怡目前
仍然是香港終審法院其中一位非常任法官，若
然她真的說過聶偉敬引述的一番話，會否有機
會引致香港普羅市民對這位非常任法官信心頓
失，並質疑要是她有份處理香港終審法院的案
件，會有機會出現未審先判、政治立場先行等
不公情況？普羅市民對這方面的憂慮合情合

理！鐵一般的事實是，法院應該是考慮法律和
證據的地方，而不應考慮政治、道德等問題。

回歸以後，英國已經無權以任何形式干預香
港的任何事務。

如今英國政界和傳媒一面倒地展示其「司法
霸權主義」，連香港律政司委聘外援控方代
表，也不當地予以惡意批評，甚至運用當地政
府可操控傳媒的壓力，令Perry違反其個人意
願，於英國政府及傳媒的強權及壓力下「心不
甘、情不願」地「跪低」，不能接辦律政司委
託的案件。

長期以來，英國都標榜尊重民主、自由、人
權，現在竟然一方面公然打壓Perry自行選擇接
辦案件的自由，胡亂誣衊Perry「唯利是圖」，
另一方面則像黑社會一樣，以強權去偏幫香港
的攬炒派被告，打擊律政司以正常、恰當的程
序去組成「控方代表團隊」，粗暴干預香港的
檢控，企圖打擊、破壞，甚至摧毀香港的司法
制度。

各級法官及律政司人員須申報國籍
今時今日，英國政府竟然眾目睽睽下公然踐

踏其子民Perry的人權和自由，迫使其無奈放棄
按照自己意願接辦案件。是次英國政府的奸計
得逞，令人不得不憂慮，英國政府會繼續利用
類似手法，操控國內傳媒，給予擁有英國國籍
的香港法官、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政府
律師及律政司外聘控方代表施加輿論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擁有英國國籍的政府律師外聘
控方代表，會否在檢控中「鬆手」？或索性放棄
擔任檢控工作？有份參與英國政府企圖干預的案
件之審訊或上訴的各級法官，又會否基於來自英
國的壓力，不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審案判案？

現階段首先要處理的，正是盡快安排各級法
官及律政司人員申報國籍，避免安排擁有英國
國籍的法官或控方代表審理或檢控相關案件，
盡量消除英國政府對香港司法構成的影響，
挽回港人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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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英國外相藍韜文先生 台鑒：
近半年，英國頻頻借《中英聯合聲明》(下稱

「《聲明》」)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你們一再發
言，要求英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提出英國「不
論在法律或道義上都要對香港負責」 。

在討論《聲明》之前，你們如果對《聲明》簽
署之時香港的社會環境隻字不提，對《聲明》的
歷史背景——大英帝國搶佔香港156年的歷史避
而不談，對中國百年的民族苦難視而不見，那麼
是否有理由懷疑：你們及各位英國政府首腦（包
括首相約翰遜先生）一見到香港有風吹草動就拿
出這2,000字不到的《聲明》做文章，「一葉障
目，不見泰山」，騙了香港民眾，騙了全世界，
連自己都騙了。

本人試圖回顧《聲明》簽署前後，香港社會的
經濟政治狀況，以及大英帝國奉行殖民主義、販
賣鴉片的歷史事實，為以上懷疑尋一個客觀公道
的答案。

港英治下的香港「民主」
你們指責香港國安法違反聯合聲明中對香港

高度自治及司法獨立，我有必要跟你們一起回
顧，看看港英治下香港是否有「民主」和「自
治」。

香港156年殖民統治期間，香港總督受英國皇
室委任，手握所有權力，只須接受行政和立法
兩局諮詢。歷數港英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
1940-60年代在任的35位議員中，11位來自滙
豐、怡和、和記、太古及嘉道理等英資銀行、
洋行（佔31%）；1970年代在任的24位議員
中，英資大班就佔了9位（佔38%）；1980年代
在任的26位議員中，仍然有8位（佔31%）。至
於立法局議員，不僅全部由港督委任，毫無民
主成份，且官守議員始終佔據多數，非官守議
員也以英資洋行大班為多。甚至在《中英聯合
聲明》簽署的1984年當年，總督委任的30位非

官守議員中，仍然有渣打銀行、太
古洋行、大東電報（英資老牌電訊
公司）等大班的身影。同時，立法局的功能和
今天也大相逕庭，總督作為立法局主席，主持
立法局會議，掌握真正的立法權和財政審批
權，立法局僅僅起輔助和諮詢作用（註：立法
局主席一職一向由港督出任，但自1993年2月
起，該職由議員互選產生的主席擔任。上述議
員總數不包括港督在內)。

1982年，你們的戴卓爾夫人在北京面見鄧小
平，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將收回香港，這才會有後
來的《中英聯合聲明》，而其內容也只是有關香
港應如何在1997年回歸中國。

《聲明》簽署之後，在港英政府的主導下，香
港開始所謂民主化改革。1992年彭定康上台後，
1993年總督不再出任立法局主席，立法局地位快
速提升，到1995年形成由60位議員經全面選舉
產生的代議制立法局。

在政改刺激下，香港政黨飛速發展——1992
年「民主建港聯盟」成立，1993 年「自由黨」
成立，同年「香港民主同盟」和「匯點」合併
成為「香港民主黨」，1994 年「香港協進聯
盟」成立，1996 年「前綫」成立，1997 年
「民權黨」成立再加上已經成立的「自民
聯」、「民協」、「新民盟」、「穩港會」
等，如今在香港政壇上活躍的政黨在這個階段
基本上都出現了。

眾所周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開始在殖
民地推行民主，留下傀儡操縱選票，繼續掌握當
地的資源和經濟命脈。英國自《中英聯合聲明》
簽署之日起在香港處心積慮的「政改」，居心何
在？你們故伎重施，在香港布下層層政治陷阱，
令回歸後的香港隱患重重，為的不是香港百姓福
祉，哪裏有一絲的道義和責任？ 如今，你們反
過來要替香港爭取民主、履行「道義和責任」，
你們的良心不會痛嗎？ （未完，明日續）

英國政客扭曲聯合聲明 道德良心何在

盧業樑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近日，大律師公會執
委會改選，在無人競爭
之下，資深大律師夏博

義從現任主席戴啟思手上接棒，成為新一
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按照常理，新任主席
理應反省過去、開啟未來，堅守理性客觀
中立的立場，積極履行其在憲法和基本法
下捍衛香港法治的責任。然而，夏博義的
一番言論卻讓人對香港法治的未來感到擔
憂。

夏博義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到，不同意暴
力示威，但同時不喜歡政府「濫權」，他在
任內會加強法治水平；他又提到，留意到很
多國家與香港暫停逃犯移交協定，希望政府
修改部分香港國安法，從而恢復與外國的移
交逃犯協定云云。

事實上，香港國安法出台後，香港社會
秩序恢復了平靜。他的說法不僅體現了其
對香港國安法的法律位階和香港法治的不
尊重，也體現了在傳統的普通法思維下，
香港法律界某些資深人士對「一國兩制」
下憲法和基本法所確定的憲制秩序的認知
是多麼地無知和淺薄。

捍衛香港的法治，其前提是擁護和遵守

憲法和基本法。而香港國安
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根據憲法，自然也是鞏固香
港法治不可或缺的基石之
一。任何與國家憲法脫軌的
想法，試圖利用香港基本法
或香港適用的普通法挑戰甚至否定國家憲
政制度及秩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
務委員會的權力或決定，都是非常荒唐和
匪夷所思的。不知道夏博義所表達的修改
國安法是不是要與憲法脫軌的意思？如果
是，這對香港法治會是毀滅性的破壞。

大律師更是法律專業人士中的翹楚，只
有大律師公會能堅守理性客觀中立的立
場，才能更好守護香港法治。誠如大律師
公會前主席、現任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
的，近年大律師公會過分政治化，當社會
越來越重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公會卻與
內地關係處於最低點，期望日後公會避免
政治化，並改善與內地關係。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法律從業人士更應
嚴格守法，捍衛這一核心價值，為香港的
法治建設起到正向作用，還香港法治一片
清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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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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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終於低調地離開白
宮，拜登有驚無險地宣誓就任

第46任美國總統。美股創新高，港股也造好，恒
指一度破3萬點。

許多人看到過去幾年的中美貿易戰、科技戰，
及剛剛開始不久的金融股市戰，因此，不少人期
望拜登會改善中美關係。

當然，暫時而言，相信拜登首要的任務是處理
美國非常嚴重的疫情、修補特朗普搞壞了的盟國
關係、國際關係，因此，中美經貿關係，短期內
應該不會改變。但也不好過度盲目樂觀，胡亂衝
入自己不熟悉的股市。

今日拜登面對的經濟現狀是大量失業、貧富懸
殊。特朗普曾吹牛說發動貿易戰可以使到流到中
國的美國工廠回流美國，結果完全失敗。反而使
到美國人得付更多的錢繳付入口關稅。而疫情使
到美國不得不向中國採購更多的東西。因此，相
信拜登會盡快解除大部分向中國徵收的關稅，為
美國窮人解困。美國新任財政部長耶倫說她暫時

不會解除中國貿易戰所制定的關
稅，她使用「暫時」一詞就清楚地
說明貿易戰有必要重新審查。

特朗普在臨離任前，接二連三地下令禁止美國
人投資這隻那隻中資股，如此做的目的只是為拜
登帶來暫時麻煩，拜登一上任如果馬上解除這些
禁令，就會被指為「向中國跪低」。對美國投資
者而言，特朗普的禁令影響到的中資股還不算
多，其中部分更已提出覆核，挑戰禁令。因此，
站在拜登的利益、立場，特朗普已下的投資禁令
暫時讓法院去處理一切的覆核，同時向市場發出
清晰的聲音，將來不會如此胡亂地下禁令。否
則，美國的整個金融市場就會因這些禁令而玩
完，今後再難吸引中資企業前來上市，紐約這個
國際金融中心也會拱手讓給香港。

科技戰就比較複雜，特別是通訊科技，特朗普
打壓華為用的是國家安全的口號，美國的多個盟
國也用同樣的口號禁絕華為。因此，拜登的確要
與盟國商量商量，才有新的決定。

中美經貿關係改善適度樂觀
曾淵滄博士

──給英國外相藍韜文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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