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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重回初心實幹為民
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出台後，引起了社會很大

的關注。其中一個公眾焦點，就是區議員產生方式

的改變，由大家熟知的直選為主，更改為直選、間

選加委任的混合模式。坊間有部分人對這改變存有

誤解，認為收窄了直選的空間。可是，事實上舊有

的直選方式並沒有為社區帶來良好的影響，相反一

些攬炒區議員愈來愈走火入魔，新方案正好發揮撥

亂反正的作用。新制度推動議員以更宏觀的視野看

待社區問題，也能使區議會吸納更多不同專業界別

人士加入，一同為服務街坊出力。

梁 熙 立法會議員

過去區議會的選區非常狹小。以2019年為例，
每個選區標準人口基數約為16,599人，故經常出
現特首李家超形容的「見樹不見林」的情況。例
如，社區需要興建垃圾站等厭惡性設施時，各位
區議員往往激烈反對，因為他們擔心萬一設施要
在自己選區興建，他們又沒有盡力阻止時，將難
以向選民交代，影響連任機會。故此除非政府願
意把設施搬遷至選區以外，否則無論如何也需要
堅決反對。當然，就算政府肯讓步把設施遷往其
他區域時，往往又會遇到同一個困局。試想一
下，雖然垃圾站是一項厭惡性設施，但社區總需
要有興建的地方，如果每個人都抱着鄰避效應的
心態，那麼這項設施永遠也無法興建，難道大家
的垃圾就不需要處理嗎？舊有的直選制度，往往
就惡化了這個情況，有利於社區整體的方案很容

易因為不利某一個小選區而遭到了反對。

選區擴大 議員可「見樹又見林」
更甚者，由於區議會選舉採用單議席單票

制，故此候選人只需要獲得過半數的支持便足
以保證當選。以區議會選區標準人口基數計
算，每名區議員只要獲得8,300名選民的支
持，基本上已經勝券在握。至於餘下的8,299
名選民聲音，技術上是不需要理會的。故此這
又解釋了為何攬炒派政客在2019年取得壓倒
性勝利後，膽敢貼出不服務「藍絲」的標語。
因為按當時的票數計算，餘下的三四成持相反
立場的選民，確實可以完全不需要放在眼裏，
更遑論花時間招待他們了。這種勝者全取、敗
者毫無立足之地的制度，當真就是社會希望爭

取的所謂民主嗎？這種只強調形式而缺乏實際
內涵的民主，對於社區又有何得益呢？舊有制
度在推行上愈走愈極端，這次地區治理建議完
善方案正好從痛點切入，將直選為主改變為直
選、間選加委任混合制模式，既保留了適當比
例的直選議員，同時又擴大了每個直選選區的
比例，讓直選議員可以有一個更宏觀的視野，
達到「見樹又見林」的目標。

社區諮詢人才來源得以擴闊
與此同時，加入委任以及地區「三會」間選的

議員，可以進一步擴闊社區諮詢人才的來源。畢
竟，對於專業人士來說，他們未必善於打選戰，
若因此而被排除在整個社區治理體系之外，可說
是社區的損失。以廣受社會人士敬重的釋智慧法

師為例，他就曾經出任過三屆委任區議員。如果
只強求直選議席的比例多寡，相信也難以吸引法
師委身其中，與其他競爭者一同打「泥漿摔
角」。以2003年的一屆區議會為例，當時就有
超過六成的委任議員來自教育、醫療、法律、工
程、建築及社會服務等不同專業界別，當中更有
約八成為獨立人士。可見這種模式確實有助吸引
專業界別的人士，為社區建設建言獻策。至於地
區「三會」作為長期扎根社區的熱心人士，對於
服務地區有龐大的熱情，當然也值得獲得信任的
一票，選出區議員為服務街坊出力。

民主除了形式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夠實
際。期望在年底選出的區議員可以以實幹的成
績回報市民的支持，用行動代替說話，向社會
各界證明完善了的區議會制度比舊有的更好。

最近，律政司建議修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容
許律政司就原訟法庭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而不設陪
審團的案件，以「案件呈述」(appeal by way of
case stated)方式，就無罪裁決提出上訴。這是完善本
港法例、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過程中遇到有關問題的
必要舉措。

但是，有意見片面地認為，有關修訂是律政司「輸
打贏要」、要「告到入罪為止」，有政客甚至抹黑律
政司打破香港良好司法制度的百年基石云云。

堵塞國安法實踐遇到的法律漏洞
事實上律政司的建議是為了堵塞香港國安法在香港

實踐時產生的法律漏洞，絕對經得起法律推敲，符合
法理邏輯。

根據普通法原則，刑事案件的終局性只有在陪審團
宣告被告無罪的情況下才達成。因此，若被告的案件
只是在法官(而非陪審團)的席前進行審訊，那法官的定
罪或無罪裁決都不會對案件構成最終結局，控方或被
告也有權就法官的裁決提出上訴。

然而，若被告的刑事案件由陪審團審理，那便會構
成兩個結果：若陪審團認為被告有罪，那控辯雙方仍
然有權就案件提出上訴；但若然陪審團認為被告無
罪，那案件便會迎來終局，控方不能就陪審團的無罪
裁決上訴，但能就原審法官在案件審理期間出現的法
律問題提交給上訴法院進行澄清。

這種普通法機制能夠在解決可能存在的法律問題的
同時，保持刑事案件的終局性，但應用以上普通法原
則於香港國安法的上訴機制中，便會產生以下漏洞。

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了原訟法庭可以以兩種
模式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案件，分別是由法官和
陪審團審理，以及由律政司司長簽發證書，由三名香
港國安法指定法官組成的審判庭審理。假使由三名法
官組成的審判庭頒布了無罪裁決，根據普通法原則，
有關案件仍然未達成終局，理論上控方仍然可以就無
罪裁決提出上訴，但現行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則
未作出相關規定，形成法律上的問題。

由此可見，律政司修改《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是
在符合普通法原則下，合法合理地堵上香港國安法在
本地實踐時所遇到的法律漏洞。

普通法原則不但為修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的
上訴程序提供了可行性支持，香港國安法的多條條
文亦同樣支持律政司對三名法官的無罪裁決進行上
訴。

香港國安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制定香港國安法的目
的是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香港國安法中
規定的四種罪行。

香港國安法第三條第三款、第八條和第四十二條第一
款規定，司法機構有責任根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
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
動。

香港國安法第五(一)條進一步規定，法律規定為犯罪
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

因此，現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只容許律政司把
案件審理期間出現的法律問題提交給上訴法院澄清的
機制，或未能充分滿足香港國安法規定司法機構按國
安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定罪和處罰違反國家安全罪行
的被告的要求。

修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容許律政司以「案件
呈述」就無罪裁決提出上訴，能夠更有效對危害國安
的案件定罪量刑，而且能夠更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
危害國安的罪行和行為，是香港主動完善相關法律的
具體體現，值得巿民支持。

現時刑事案件已有類似上訴機制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今次律政司建議是特定涉及國

安法和沒有陪審團的案件。這是涉及法律錯誤判決的
機制，而現時刑事案件也有類似機制，若法官指導陪
審團商議時犯下法律錯誤，有需要進行上訴，上訴後
法庭可按機制發還重審。

法律界人士認為，沒有陪審團的國安法案件並沒有
上述機制，而審理的法官要處理事實的印證和法律觀
點的判決，今次修例就是要釐清法律觀點出現錯誤的
做法，上訴至上訴庭後可要求繼續審議或發回重審。
此制度和現有設立陪審團的刑事案件看齊。

所以，律政司修例建議符合現行本港司法制度的法
律原則，是對本港司法制度的尊重和完善。所謂修例
目的是要「告到入罪為止」、「打破香港良好司法制
度百年基石」，根本是別有用心的誤導。

修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符合司法原則
羅天恩 律師 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生

近日特區政府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
方案，其中包括重塑區議會組成和產生
辦法。2019年修例風波、黑暴陰雲籠
罩下，區議會被反中亂港勢力騎劫、操
縱。本應配合政府施政、服務地區市民
的區議會，已然成為他們散布反中亂港

錯誤言論和擾亂地區管治秩序的活動平台。事實上，
在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秩序下，區議會乃非
政權性區域組織，擔負着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與服
務市民、服務社區的責任。今次政府公布的方案，對
於區議會回歸基本法確定的職能屬性，重上正軌、恢
復健康，具有重大意義，令香港的地區治理生態重煥
生機活力。

方案將有效減低香港的國家安全風險，令「愛國者
治港」原則得到充分落實。黑暴肆虐時，區議會被癱
瘓的經歷讓我們認識到：若區議員不能效忠香港特
區，國家安全便無法得到有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根本無從談起；若代表市民發聲的區議員席位被反中
亂港分子佔據，市民的訴求、社區的問題亦無法得到
真正解決。未來區議會選舉機制將加入候選人提名機
制與資格審查制度，反中亂港分子將無法進入區議
會，其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能力將被有力削弱。市民
透過監察機制，督促區議員投入工作，提高服務水

平。一系列制度革新正逢其時，是符合香港現實需要
的良政。

方案將拓寬選賢任能渠道，讓地區治理落實行政主
導，令地區治理的有關各方更好發揮作用。民生問題
無小事，解決地區和市民的現實問題是廣大市民的盼
望，相信在中央與特區政府心中，這個表現更是十分
重要。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重要原則，正是對特區
政府主動擔當的制度性要求。今次改革方案提出成立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現時由
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則重新定
位，改名為「地區治理專組」，取代原有的「地方行
政督導委員會」，統籌決策局的地區工作，又提出由
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體現出政府在地區治
理中主動擔起主導性責任，令各地區團體更好發揮協
同效應，做出更優成績。同時，通過委任制，讓更多
愛國愛港、專業知識豐富、有志於服務地區與市民的
人士，有機會加入區議會發揮更大能量，既能為市民
提供更全面的幫助，亦能為政府提供更多元的意見。

2020年至今，隨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完善選舉
制度，直至今次政府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從
頂層設計到民生小事，香港面貌已經煥然一新，社會
重歸繁榮穩定。香港定將以矯健有力的堅實步伐，走
出更加光輝燦爛的美好未來。

完善地區治理 落實行政主導
連鎮恩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湖南聯誼總會執行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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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昨日在網誌中表示，
愉快樂觀的氣氛，加
上旅客重臨香港，有
利於消費市道。惟儘

管結束連續四季的跌勢，今年首季
經濟僅按年溫和增長2.7%，反映香
港經濟復甦仍在初始階段，力度還需
要加固。香港的消費市場出現明顯反
彈，特別是零售及餐飲數據大升，固
然是喜事，但消費的恢復是有期限
的，居民的消費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後續經濟的韌性還是取決實體產業的
復甦發展，財政赤字水平是否能降下
來也取決於稅收等收入是否能持續增
長。故此，香港需要提升硬實力實
現高質量均衡發展。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是香港
經濟繁榮的根本。在金融服務支持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方面，香港
可圍繞已有融資平台進行建設，通過
股本融資、債券融資、基金融資三管
齊下的方式，先做成熟項目，形成
「帶路板」示範效應。除此以外，香
港也要推動中資及港澳投資銀行擴大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覆蓋，
還有是充分發揮香港專業服務優勢，
遴選出一些具代表性的機構形成「一
站式」投融資服務平台，主動以組團
形式對外宣傳推介，打造香港作為
「一帶一路」沿線投融資中心的專業
名片。

綠色金融發展方面，香港前期做
了很多工作，往後應結合國際自願
碳信用產品交易市場加大推廣，並
與內地碳交易所進行溝通合作。香
港也應在綠色發債、綠色貸款補貼
的基礎上，對中小企業在ESG發展和
披露方面給予更多指導和補貼，提

升披露水平。特區政府也可考慮撥
出更多資金，推動與綠色科創產業
有關的企業和項目，促進香港綠色
科技產業的發展，相信即將成立的
「綠色科技及金融發展委員會」，
在推動香港發展為國際綠色科技及
金融中心方面會作出實質性貢獻。
另外，香港也須透過與大灣區其他
城市，例如與廣州的碳金融領域，
以及深圳的創科金融、科創板方面
進行合作，助力大灣區釋放更大動
力。

香港應致力於發展創科金融、開
發金融、綠色金融三個體系，結合
金融及產業融合的新模式，搶佔國
際金融制高點。第一層級，是大力
發展和引進股權投資類資產管理機
構，為助力初創起步打造堅實地
基。第二層級，是推動商業銀行和
投資銀行向創科金融轉型，為創科
企業成長融資提供強大支援。第三
層級，是深化港交所創科金融改
革，透過改革創業板，應對掛牌企
業的規模、收入等要素，適當降低
門檻，同時需要引入做市機制，增
強市場的流動性，以及探索和內地
科創板、北交所等形成差異化優
勢，注重吸引更多本地及國際化的
企業，助力優質創科企業實現高質
量發展。

香港可考慮牽頭成立大灣區開發銀
行，完善本港開發金融體系，為大灣
區內重大項目提供長期低成本的開發
性金融支援，幫助創科企業把創科成
果轉化，以及實現規模化生產，推進
創科產業化。近期內地多個省市政府
率團赴港交流，特區政府可以與他
們進一步協商，引入內地資金、基
建支持等，共建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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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公布完
善地區治理建議方
案 ， 全 港 多 個 政
團、社團日前聯合
成立「香港各界撐
完善地區治理大聯

盟」，表達各界對完善地區治理的
強烈訴求、對特區政府改革方案的
全力支持。

地區治理與經濟社會民生發展密
切相關。使區議會回歸基本法定
位，是改善地區治理和推動社會民
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保持
活力、社會協同發展、聚焦市民福
祉的關鍵所在。過去一段時間，許
多地區經濟民生難題積累難解，一
個重要原因，在於反中亂港分子把
持區議會，把區議會變成掣肘政府
施政的平台。區議會受泛政治化影
響，很多民生議案和事項被拖延甚
至擱置，地區治理舉步維艱，基層
生活難言改善，不利工商百業發
展，要求改革區議會的民意越來越
強烈。

今次方案提出了多個優化區議會
制度的新措施，包括由當區民政事
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調整區議
會組織架構並改變產生方式等等。
通過這些地區治理改革，區議會能
回歸基本法關於非政權性區域組織
的本位，更好實行行政主導，有效

形成管治中樞，議員目光亦更能顧
及整體利益，與民意反映兼收並
蓄，未來的區議會不僅對高效施
政、繁榮經濟、穩定社會具有積極
效果，而且有力避免各種政治勢
力、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衝擊管
治，確保施政暢順，利好制定和落
實經濟民生政策。

市民不會忘記，修例風波期間，
由攬炒派主導的17區區議會正、副
主席，夥同戴耀廷組織違法「初
選」，多名攬炒派政客借出辦事處
作「票站」，公然播「獨」蔑視憲
制，肆意侮辱國家民族，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傷害兩地同胞感情。區
議會淪為黑暴溫床，禍及香港整體
利益，經濟停滯不前，百業艱難經
營，反中亂港議員在區議會內標榜
建立「黃圈」，煽動杯葛不同政見
商戶，香港營商環境受到嚴重破
壞，市民苦不堪言。

今次方案作為完善選舉制度的必
然延伸，加入資格審查制度維護國
家安全，絕不允許任何反中亂港分
子進入區議會，與香港國安法和完
善選舉制度一脈相承，令香港可恢
復基本法的憲制秩序，促進香港的
平安穩定，香港政制、優質民主發
展步向正軌，香港的營商環境亦將
得到更好鞏固和提升，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亦會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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