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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小資料
年齡：51歲
學歷及專業資格：
◆香港大學法學士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香港大學理碩士 (房地產)
◆香港大學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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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律師
社會職務：
◆香港律師會理事
◆香港律師會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主席
◆土地業權條例檢討委員會成員
◆廣東法院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商事糾紛特邀調解員
◆土地測量紀律審裁委員團成員

助港告別籠屋劏房
江玉歡兒時與家姐及養母住劏房，對劏房戶

的狀況有深切體會。不過，她萬萬料不到，過
了這麼多年，香港的住房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她說，市民擁有一個安樂窩，除了能直接改善
市民本身的生活條件外，也有助香港繁榮穩
定。未來在議會內，她會透過自己對土地及房
屋的法律知識，提出加快舊區重建、改善大廈
管理水平，以及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等建議。
告別劏房和籠屋，想必是香港人的共同夢

想。解決住房問題必須是特區政府未來工作的
重中之重。擁有土地及房產專業法律知識的江
玉歡表示，過去特區政府並沒有一套因應市民
需要、配合人口增長、時代轉變，以及經濟發
展等具有前瞻性的房屋政策。
她認為，要解決房屋問題，應本着「以民為
本」的方針，以市民所需為基礎，並切合時代
轉變，既要有宏觀住屋政策，又要具備彈性，
而且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公私營房策應分開制訂

江玉歡認為，私營和公營房屋，應屬兩個市
場系統，兩批用家對住房的需求完全不一樣，
因此，特區政府應該制訂不同的政策應對，但
特區政府應先制定一個總體的住屋政策，就住
屋標準，即人均可擁有多少平方呎空間，以及
如何透過科技加快建屋進度、透過城市規劃尋
找更多合適土地。此外，亦應盡快檢視現行的
法例是否已過時、有否需要作出調整等。
她認為，除積極覓地建屋外，亦可透過規管住

屋質素、加快舊區重建、改善大廈管理水平等，
做到既能保持單位數目，又能改善居住環境，保
持市民生活質素。至於公營房屋方面，她認為，
政府應該為基層市民提供足夠房屋單位，縮短輪
候時間。她直言，由於自己擁有住房方面的專業
經驗，有信心能協助政府解決土地房屋問題。
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香港終於可以擺脫內耗，

放手推動好政策，江玉歡表示，今屆立法會議員
背景多元，大家有條件亦有責任，支持和協助特
區政府，解決困擾香港多年的深層次問題。

孤兒出身的江玉歡，被養父母收養，年幼時
做過童工、小販、賣過麵包維生，亦經歷

過養父母離異、養母病逝。江玉歡對自己能夠取
得現在的成績相當感恩。正所謂「寒天飲雪水，
冷暖在心頭」，捱過苦當然知基層市民的辛酸，
江玉歡不斷提醒自己，有能力時一定要回饋社
會。因此，她立法會辦事處的同事就是自己曾經
幫助過的對象，她並承諾每月捐出20%的議員薪
津，協助基層兒童，希望幫助他們像自己一樣成
功上流、擺脫困境。
江玉歡說，自己養母是一名基層婦女，與養父

離異後，獨力養育她與家姐兩人，但受到很多外
在條件限制，就算如何努力，希望為女兒提供較
好的生活條件，始終事與願違。這樣的經歷令她
感受到，基層市民對生活的堅忍、努力不亞於其
他人，他們只欠一個機會，只要能夠給予機會，
他們可以發光發亮，能夠幹一番成績。她以自己
為例，就是本着「不認輸、幹到底」的座右銘，
成功取得法律專業，生活隨之而改善，也能追尋
自己的理想。
多年來，江玉歡一直投入服務社區的工作，主要

協助基層婦女及兒童，「可能是自己的經歷，對婦
女及兒童特別關注。」她透露，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的同事，都是過往服務社區時，自己曾經協助過的
對象，「我想畀個機會佢哋，這幾位女仔很用心，
大家都有共同信念，就是要香港更美好。」

籌備「火箭計劃」資助小學生
除此之外，江玉歡還承諾，每月將捐出20%議
員薪津，協助基層兒童的生活及學習開支。初步
構思，協助對象為小五、小六基層學生。她開心
表示：「每月捐出20%薪金，4年任期，希望可
以幫到45名至50名小學生。」她坦言，數目雖
不算太多，但只求在自己能力範圍內，與他們互
相分享生活點滴，將正能量帶給大家。
江玉歡亦正在籌備資助小學生的「阿歡火箭計
劃」，她透露，為使計劃做到更精準到位，稍後
會聯絡相熟的小學校長，由校方提供需要幫助的
學生名單。她相信，只要每人都願意行出一小
步，社會就會更加和諧，正能量也會不斷增加。

談起上月的選舉，江玉歡歷歷在目，她說，競
選期間，接觸到不同團體，部分更是以往較少接
觸的中醫、中小企，以及內地港人團體等，爭取
不同背景的選委支持非常困難，但這一張張選票
亦分量十足。
她表示，立法會選委會界別代表了不同界別、

階層，充分體現了「五光十色」。

議辦選址要貼近基層市民
立法會的工作如今已正式展開，雖然是新議

員，但江玉歡對自己有明確的定位和要求。她希
望做「接地氣」的議員，為達成這一目標，她計
劃在基層市民較多的地區，開設議員辦事處，目
前正與地區直選議員商討有關細節，預計3月至
4月期間開始運作。她說，該辦事處主要工作是
為收集市民意見，她每周亦會在辦事處內與街坊
聊天溝通，並會就不同政策、最新社會議題等聆
聽他們的意見。
她強調，「做議員一定要接地氣，否則就會錯

誤理解民意，直接影響到議員的議事水平，嚴重
者還會影響政府施政。」將來任期結束時，她認
為若能有市民說：「阿歡呀！佢好幫到我哋發聲
㗎！」自己就已經心滿意足。

對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江玉歡認為，作為法律人捍
衛法治精神相當重要，香港必須完成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
立法工作。她續指，特區政府在推動相關立法的過程中，與
市民建立信任是最關鍵一環，立法工作應在陽光下進行，官
員更需向市民解說清楚條文細節，作充分及詳細諮詢，不能
令市民產生疑慮。
她表示，自己擁有律師專業，相信在審議法例方面具有一
定優勢，亦更易理解複雜的法律條文，可以給予特區政府一
些具建設性的意見，而自己出身基層，她相信自己能用簡易
明白的語言，向公眾解說。
完善選舉制度後，可以預見行政與立法關係會回歸正軌。

江玉歡認為，行政與立法之間需要互相配合，而行政機關，
尤其是官員及公務員隊伍，應該摒棄「高高在上」的思維模
式，諮詢意見就是要真的聽進去意見。
而面對變化莫測的國際關係，江玉歡認為，無論是政府

官員或議員，都需要具前瞻性思維，應預判往後數年的社
會變化，盡早作出規劃，如果只是見步行步，只會落後於
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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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波
疫情來勢洶洶，特區政府
上周再度收緊防疫和社交
距離措施，各行各業大受
影響。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鄭泳舜昨日建議政府向受
影響行業提供更多支援，

包括重推防疫抗疫基金，待疫情緩和時，有條件重
開有關場所，民建聯稍後將約見政府官員，以表達
業界訴求。
鄭泳舜認為，政府收緊防疫措施，限制晚市堂食
後，首先影響食肆生意，及一眾表列處所，包括健

身中心、公眾娛樂場所、美容院、卡拉OK場所、
體育處所、泳池、活動場所等，通通由上周五開始
暫停營業或關閉，直至本月20日。他過去幾天收到
多個行業人士反映，有健身運動教練、文化表演
者、體育界人士等，指「手停口停」，很擔心本月
20日後仍不能恢復營業。
他認為，政府在控制疫情的同時，亦需要考慮對

業界的影響，他建議政府可以重推防疫抗疫基金，
幫助業界渡過難關，並待疫情緩和時，考慮有條件
重開有關場所。他續指，有關建議上周已公開提
出，政府應積極考慮支援業界計劃，民建聯稍後將
約見政府官員，積極表達業界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國泰航空機
組人員違反防疫規定，釀成Omicron變種病毒株首次
在社區傳播。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李惟宏昨晚發聲
明，指近期事件有被政治化、複雜化的傾向，認為無
助解決問題，反而加深社會之間的爭拗和矛盾。他呼
籲業界保持冷靜和正面思維，不要自亂陣腳，必須謹
守防疫相關規定、做好自己的本分，合力應對疫情。
李惟宏指，國泰機組人員違反防疫規定，牽連到社

區播疫，繼而發生參與社交活動而出現確診個案的情
況，並有官員及議員在內，一時間意見紛紜。他說，
若社會充滿埋怨聲音，不利於社會團結及共同抗疫的
初心。

他呼籲業界做足所有有
效措施對抗病毒，盡量避
免到人多擠迫的地方聚
集、避免跨家庭聚會等，
減少感染病毒的機會。他
希望在這個疫症橫行期
間，市民克己奉公，同心
協力防禦病毒。
此外，李惟宏亦認為政府應該不斷檢討相關豁免檢疫

措施，加強堵塞政策漏洞，及早採取一切果斷措施，對
所有違反防疫措施者一概從嚴處理，以保障市民的生命
和健康為當務之急。

鄭泳舜倡重推防疫抗疫基金 李惟宏籲社會團結抗疫

◆江玉歡兒時與家姐及養母住劏房，對劏房戶的狀況有深切體會，希望透過自己對土地及房屋的法
律知識，解決困擾香港多年的深層次問題。圖為香港劏房戶在狹窄環境下生活。 資料圖片

◆江玉歡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江玉歡提出加快舊區重建江玉歡提出加快舊區重建、、改善大廈管理水平改善大廈管理水平，，以及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等建議以及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等建議，，希望市民擁希望市民擁
有一個安樂窩有一個安樂窩。。圖為即將重建的石硤尾大坑西邨圖為即將重建的石硤尾大坑西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鄭泳舜 資料圖片
◆李惟宏 資料圖片

2014年違法「佔中」期間，反中亂港

分子氣焰十分囂張，律師江玉歡無懼壓力，

發起在高等法院外靜默集會，呼籲參與人

士遵守法庭頒下的臨時禁制令離開佔領區，

當時有50名法律界人士參與，那一次她

站出來，為維護法治發聲。2015年，她

曾參與區議會選舉，希望走入社區，惟選

舉結果事與願違。完善選舉制度後，她重

整旗鼓，循選舉委員會界別出選並成功當

選第七屆立法會議員，這次她站出來是希

望為民發聲，在新的政治環境下，貼地議

政，多幹實事。她並承諾月捐20%薪津助

基層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