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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撥亂反正 聚焦發展惠民
議員處理事務空間更充裕 政府可放膽提更多民生事項

「立法會經歷過去四年多的挑戰後，終於

『撥開雲霧見青天』，為市民帶來一個新氣

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在年結記者會上

有感而發。他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

示，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後，立法

會撥亂反正，加上一眾攬炒派議員鬧辭，議會

的混亂狀況消失，在沒有政治爭拗的議會，議

員有更充裕空間處理議會事務，特區政府可以

更放膽提出更多民生事項，令市民獲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延任一年的立法會最後一次大會日前結束，今年共通過
46項政府法案，遠多於以往每年平均20項，破往年紀

錄；今年立法會共舉行49次會議，是歷年最多，但時數則
是本屆最少。同時，今屆立法會是2008年以來首次沒有因
為審議時間不足而有法案失效（見表），讓大家見識到議會
的失效和高效。
梁君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攬炒派過往濫用議
事規則，在會議期間不斷提出規程問題，以阻撓議會的進
行，令特區政府無法施政，甚至企圖將議會變成攬炒平台。
直到議會需要延任一年，攬炒派鬧辭，以及香港國安法及完
善選舉制度落實後，議會的混亂情況才得以平息，浪費議會
時間的情況消失，議員可以聚焦討論各項法案，令議會更有
效率。
提到今屆議會最後一年的新景象，梁君彥表示，議會通過法
案的速度加快不少，議員毋須再花時間及精力應付無日無之的
政治爭拗、無休止拉布，可以集中精力、聚焦法案內容，例如
解決劏房問題的《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或解決醫生人手短缺的《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
草案》等，議員與官員都進行了詳細充分的討論。

非時間愈長愈用心
今屆立法會會議為歷年最少，有17年議會工作經驗的梁

君彥強調，並非二讀、三讀的時間愈長，就代表議員愈用心
審議。在議會回歸理性後，很多無謂的程序減省了，攬炒派
用作拖垮議會的行為也沒有了，審議程序與時間便大幅縮
短，特區政府及官員亦更放膽提出利民措施。
被問及今屆立法會不「齊人」，梁君彥認為，立法會如果
真的有70位議員為市民做事，當然是好的，但在其中有二
十多名議員未必是為幫議會、市民做事的情況下，「那麼不
齊人是否又是一件遺憾呢？」

行政機關立法機構需互動
他強調，存在不同聲音沒有問題，但須遵守議事方式，任
何意見都可以表達，可以爭論到面紅耳熱，唇槍舌劍，但不
能演變為肢體衝突，而行政機關和立法機構需要互動，就如
汽車般，行政為引擎，立法是車輪，不能引擎動車輪不轉，
或分道揚鑣，都對整體社會發展沒有好處。
梁君彥直言，過往議會爭拗不絕，故官員主要集中關注法
案「是否夠票」通過，現在爭拗已消除，官員不擔心挨罵，
政治絆腳石消除了，官員有足夠時間、空間，向議員作出詳
細解說，以及討論議員及市民提出的關注，令法案做得更
好、更貼地。

新一屆立法會盛載市民對落實「愛國者治港」後
的期望。梁君彥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談到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特區
未來管治團隊「五個善於」的標準。他表示，希望
所有從政者都達到這五項要求，始終懷着服務市民
的初心，善用會議內及會議外的時間，配合特區政
府推動有利香港整體發展的長遠策略。
除了開會外，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外還有很多工作

要做。梁君彥指出，很多議員平日除了開會，還要
與所屬界別的選民見面，了解他們面臨的問題，並
協助解決，同時又要與政府官員討論各項具爭議的
問題。隨着新一屆立法會議席增加，預期會出現不
少新面孔，希望未來的議員會願意投放並善用時
間。

政府立會互動佳 落實更多惠民措施

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是達至良政善治的重要一
環，梁君彥認為，當特區政府與立法會有良好互
動，自然能向前多走一步，落實更多聚焦香港長遠
民生發展的措施。正如最新一份施政報告的長遠規
劃，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創科發展的道路，市民亦
看得到香港會有足夠的土地建屋。新一屆立法會應
配合政府推動這些長遠策略，不應再「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只推動短期政策。
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本屆立法會和香港社會共

同經歷的一個挑戰，毋庸置疑風波加劇了社會撕
裂，梁君彥直言，修補社會撕裂需要大家齊心合
力，現在疫情導致全球經濟下滑，各界應優先處理
經濟民生問題，只要社會穩定、不再「泛政治
化」，便有信心香港可以逐步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落實「愛國者治港」後首場立法會
換屆選舉明日進入提名期，繼民主黨
早前為黨員參選立法會訂下極高門
檻、最終無人提交報名表後，民協早
前亦宣布黨內無人報名參選，令外界
關注來屆議會會否再有所謂「非建制

派聲音」。梁君彥昨日在專訪中表
示，民主黨和民協不參選是他們自己
的決定，但「新思維」主席狄志遠等
人早前已宣布參選決定，相信新一屆
議會的政治光譜不會縮窄，反而會繼
續擴闊。

梁君彥表示，香港是多元社會，只
要大家都愛國，議會絕對歡迎不同聲
音。事實上，香港過往一直聚集並融
匯不同意見，令政策取得更好效果，
希望香港日後能繼續朝着這個方向發
展。

議會絕非「一言堂」
在攬炒派議員於去年鬧辭後，總有

人宣稱議會已變成「一言堂」，梁君
彥說，自己在主持會議期間，經常有
議員批評官員，更擦出火花，且議員
間亦會有不同聲音，因此議會絕非
「一言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第六屆立會會議部分統計數字
▲項目●概況

▲會議次數和時數
●本屆立法會共舉行190次會議，其中延任
的一年開會49次，數量為本屆之最，而
會議用時是5年中最少

▲口頭質詢
●5年會期共有686項口頭質詢，3,191項
補充質詢，2,367項書面質詢，三項均是
延任一年完成的數目最多

▲獲通過的政府法案
●全屆共通過124項，比過去兩屆只通過
80多項法案多了約50%。延任一年通過
46項，5年來效率最高，佔全屆通過法案
總數近四成，比以往每年平均通過20項
多出逾一倍

▲獲批准提交立法會審議的議員法案
●全屆通過5項，否決1項，其中延任期間
通過兩項，是全屆最多

▲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完成審議的附屬法
例/其他文書

●延任一年審議310項，佔全屆1,004項的
約三成，比完成最少年度的147項多出逾
一倍

▲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審議的附屬法例
●共56項全獲通過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
的擬議決議案

●全屆共通過8項，就完善《議事規則》作
出多項修訂，延任的一年通過3項

▲獲立法會處理的無立法效力議員議案
●2019-2020年度中，沒有通過任何一項
無立法效力議員議案，全屆無經修訂獲得
通過24項，經修訂後獲得通過54項，前
者延任一年通過的數目佔一半，後者延任
一年通過的數目佔三成

資料來源：立法會年結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倡善用會議內外時間
配合政府推利港長策

料新屆議會政治光譜續擴闊

●梁君彥認為，當政府與立法會有良好互動，自然能向前多走一步，落實更多聚焦香港長遠民生發展的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
君
彥
：

第六屆立法會會期即將終止，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昨日在年結記者會中表示，本屆立法會在經歷過去
四年多的挑戰後，已經「撥開雲霧見青天」，為市
民帶來新氣象，希望來屆立法會會以全港市民利益
為依歸，與行政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衡，達至良
政善治。這番話與市民觀感和期待是吻合的，市民
更期望，未來立法會要再接再厲，以愛國治港者的
「五個善於」標準作為參政議政的自我惕勵，堅持
良政、為民、團結、盡責，全面把握社情民意，並
推動政府將民意轉化為促進發展、造福市民的具體
施政措施，同時促進香港最廣泛的團結合作，共同
締造凝心聚力謀發展的政治局面。

隨香港國安法實施、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延任
一年的立法會，也和香港整體社會一樣回歸理性，
以往攬炒政客濫用權力阻撓議會進度、狙擊施政的
亂象不復存在，議會運作效能提升，成績有目共
睹。政府在本屆立法會期間提交了128項法案，當
中124項獲得通過，比過去兩屆只通過80多項法案
多了約 5 成；本年度立法會亦通過了 46 項政府法
案，比以往每年平均通過20項多出一倍有餘。另
一方面，延任一年期間，立法會舉行了 49 次會
議，會議次數是立法會歷年最多的，總時數反而比
過往多年更少 。事實證明，議會撥亂反正，恢復
促發展、惠民生的應有功能，不再淪為阻礙施政的
「絆腳石」，受惠的是廣大市民。

目前行政立法關係正常化，展現推動、踐行良政
善治的新氣象，無疑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在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新形勢下，行政立法既監督又配
合的良性關係要不斷鞏固提升，立法會議員就要努
力成為具建設性的施政夥伴，以建言和監督增進管
治效能。

新一屆立法會要更清晰議員作為多元化民意代表
的定位，是其是、非其非，監督政府施政仍是立法會
的首要角色；政府亦應及時迅速回應議員的合理建
議，完善施政政策。不久前通過的醫生註冊修訂條
例，政府充分採納了議員的建議；規管劏房租管的立
法，儘管議員仍有不少意見，但沒有因噎廢食將法案
推倒重來，而議員提出的合理擔憂與改善建議，政府
應高度重視，持續跟進。行政立法要堅持理性務實，
合作既要以大局為重也要求真務實，這樣才有利於形
成合力，以實績回應「橡皮圖章」的憂慮。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到
愛國治港者應具備的5項標準，其中包括「善於為民
眾辦實事，做為民愛民的愛國者；善於團結方方面面
力量，做有感召力的愛國者；善於履職盡責，做有責
任心的愛國者」。立法會議員是愛國治港者的重要組
成部分，又是民意代表，更要以「五個善於」作為行
動的指引。要做到這些要求，重要的基礎是議員們要
時刻廣泛聽取民意，把搜集到的民意向政府準確傳
遞，督促政府以施政措施有效落實回應，保證施政以
民為本、急民所急、為民謀福。

落實了「愛國者治港」，行政立法關係好轉，市
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更大，也意味着對行政立法機
關的要求也更高。香港仍面臨土地房屋供應不足、
經濟急需轉型升級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更需要全
社會集中精力，勁往一處使，共同破解難題、克服
挑戰。立法會議員必須發揮聯繫政府和市民的橋樑
作用，既要支持政府改善施政，也要消除社會歧
見，凝聚支持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最廣泛力
量，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緊緊把握「十四
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不斷提升港人的
幸福感獲得感，開創香港由治向興的新局面。

立法會要繼續緊貼民意獻力良政善治
新加坡前日新增 5324 宗新冠病毒

確診個案，為疫情以來新高；世衞昨
日公布，美英是過去一周全球新增新
冠病例最多的國家。新加坡、美英等
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結果近
期疫情大幅反彈，更證明香港不能仿
效，而應從嚴做好防疫措施，才能有
效保障香港市民安全健康。對港人生
命負責，全面對接國家防疫要求，特
區政府必須堅定做好「頭等大事」，
以利早日通關，重振經濟民生。

隨着疫苗接種率上升，一些國家
及地區的抗疫策略開始轉向「與病毒
共存」、逐步解封，導致感染數字隨
即大幅飆升。在超過八成人口完成接
種疫苗後，新加坡也實行「與病毒共
存」，於8月開始放寬防疫措施，結
果確診個案明顯上升，9月底再次收
緊防疫措施、實施限聚令，但每日新
增確診個案皆在3,000宗以上，是年
初的 100 多倍，近日更大幅上升至
5,000 多宗。雖然新增個案絕大部分
是輕症或無症狀，但新加坡深切治療
病床的使用率已接近八成，醫療系統
備受重壓。

採取「與病毒共存」策略導致發
病率急劇上升的，還有美、英、韓等
國。世衞公布數據顯示，過去一周，
歐洲新增病例數超過167萬例，佔全
球新增病例數一半以上，新增死亡逾
2.1萬例，增幅為全球最高，美英更

是新增病例排名全球頭兩位的國家。
韓國本月中旬放寬部分防疫限制，單
日確診重回2,000宗以上 。

採取「與病毒共存」導致疫情大
反彈這嚴峻的事實警示香港，即使疫
苗接種率超過七成，堅持「清零」的
防疫政策也不能動搖。近期，有人質
疑「清零」策略代價太大，不可持
續，如亞洲證券業金融市場協會近日
致財政司長陳茂波的公開信中，稱
「清零」政策令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長期經濟復甦和作為首選商
業場所的競爭力，正面臨越來越大的
風險；經濟學人智庫的報告亦稱，假
如亞洲國家及城市堅持「清零」，將
可能令其商業中心地位永久受損。

必須看到的事實是，採取「與病
毒共存」的國家和地區，均出現較高
的確診病例反彈，若本港也「與病毒
共存」，像新加坡一樣每日新增
3,000 多確診者，本港的醫療體系能
負荷嗎？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已明確
指出，本港新冠疫苗接種率目前僅為
約六成，加上長者接種率低，沒有可
能「與病毒共存」。

本港的最大優勢是背靠祖國，有
效控疫、爭取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是
當前「頭等大事」。當務之急，是提
升疫苗接種率，按照內地要求做好各
項防疫安排，心無旁騖築牢免疫屏
障，為與內地早日通關創造條件。

香港不與「病毒共存」堅定做好「頭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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