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公民黨幫助外傭爭取居

港權一事，在社會上已沸沸揚

揚長達數月。隨㠥高等法院開

審日期越來越近，社會各階層

人士的反應亦越發強烈，對公民黨禍港殃民行徑的憤

怒，更已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外傭爭居港權如勝訴有何後果
公民黨助外傭爭取居港權的嚴重影響和後果，已經

由政府代表律師在向高等法院提交的說明中分析得一

清二楚。有關的說明顯示，目前在港外傭人數多達40

萬人左右，包括20餘萬菲傭、10多萬印（印尼）傭及

少數南亞裔傭人。其中居港滿7年以上的外傭大約有

10萬人，假設每人有3名子女，則新增居民人數合共

40萬。政府一旦在司法覆核中敗訴，估計會有10萬名

外傭符合資格申請居港權，有一半家庭會申請綜援，

從而對香港的經濟、社會福利、房屋及醫療都帶來極

其嚴重的衝擊。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張國柱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更清晰

的前景：本港單身人士每月綜援金額為3,000元，假設

10萬名符合資格申請居港權的外傭中，有一半申領綜

援，政府每年的綜援總開支已高達20億元。若以家庭

為單位申領，則公帑的開支將會更多。民建聯估算政

府如果敗訴，將會有約50萬人湧入本港成為香港居

民，如得到居港權的外傭辭職而另找工作，本港大批

中下階層的低教育水準員工將失去飯碗，失業率在中

長期內會急升至百分之十。同時，這批「新居港人士」

在福利、教育、醫療和房屋開支上，亦必然會成為香

港的一大負擔，中長期後的經常性及非經常性額外開

支，粗略估計將高達1,382億元！

公民黨操弄法律損害港人利益
正是由於開放外來勞工居權後果嚴重，因此世界各

個國家和地區都對外來勞工不能輕易獲得居住權有十

分嚴格的規定。例如在本港，由於外傭的工作性質獨

特，因而特別規定他們不能攜同家人來港，並在工作

兩年後，必須返回原居地兩周，而若要在本港轉工，

亦須返回原居地再重新申請來港就業；同時，即使已

在港工作或居住超過7年，也不能如其他外籍人士般

可以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亦不具備投票的權利。

被戲稱為「大狀黨」的公民黨，向以黨員中法律

界專業人士眾多為傲。可惜的是，回歸以來，他們

並非利用自己熟悉法律的優勢為港人服務，而是一

再操弄法律，為一黨之私而不惜損害全體香港人的

長遠利益。雖說該黨有鑒於絕大多數市民對外傭居

權案日益感到憤怒，不得不於日前在其網站發出

「嚴正聲明」，否認涉及外傭爭取居港權的司法覆核案

件。聲稱「從未參與有關訴訟」，又說「亦不會干預

個別黨員的工作」。但這種假撇清卻又自相矛盾的聲

明，明顯口是心非。又豈能騙得過眼睛雪亮的香港

市民。

誠如一位網民在「香港向公民黨說不」的帖子中，

清楚地列舉公民黨近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損害港人利

益的7宗罪：「1. 莊豐源案中發起黑衫行動，引發內

地孕婦嬰兒潮襲港；2.反對西九高鐵興建，再推錦上

路白癡方案；3. 反機場擴建；4. 叫停港珠澳大橋；5.

反堆填區擴張， 但同時又反對建焚化爐；6. 五區公投

失敗，但不守其承諾『投票率若低於5成會辭職』；7.

助外傭爭居港權引發人口危機。」可見老百姓對公民

黨的所作所為早有定評，損港害港的實際行徑，又豈

是「大狀」般的如簧巧舌就能掩蓋？

公民黨令外傭與港人關係緊張
事實上，公民黨中人種種為一己私利

不惜興訟的伎倆，不但往往害人不利己，而且絕大多數

情況下都對訟案中的當事人也帶來損害。就以最近這宗

為外傭爭取居港權案來看，有政治團體曾就事件以電話

訪問形式，調查了八百位市民意見，超過八成受訪者反

對外傭可以爭取居港權，過半數要求政府採取行政措

施、限制外傭最多只能在港工作六年，也有一成六受訪

者要求政府在法院未開審前就提呈人大常委會釋法。

可見無論這場官司結果如何，香港市民與外傭的關

係已經由此而增加緊張。退一萬步而言，哪怕是官司

打贏，香港政府和市民日後對外傭在港居留必然更加

提高警惕，會制訂更多的限制來加以監察。例如，已

經有不少人士建議，若最終法庭仍然判處政府敗訴，

則港府有必要考慮即時「截龍」，即將外傭的工作簽

證續期方式，改為最多只可續三次，每次只可續兩

年，或限制每名外傭最多在港工作六年，之後不准來

港工作，以減低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可以預料，在

公民黨的「關照」之下，目前許多在香港早已經生活

了超過七年，與傭主關係融洽，親如家人的外傭；包

括一部分已經把人生的最後階段，都規劃留在此間的

外傭，都將不得不含淚離開早已成為他們第二故鄉的

香江，滿懷哀傷地離開感情深厚的香港東主和家人。

公民黨對他們到底是關顧還是「靠害」，其實已是不

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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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的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協助3名菲律賓外傭入稟高院，就爭取居港權提

出司法覆核，高院排期在本月22日也就是下周一審理。事件之所以引起社會各方高度關

注，是因為若外傭一旦取得居港權，將再為香港製造一場人口危機，對勞工、綜援、福

利、醫療甚至房屋都造成重大衝擊。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都必須預作籌謀，對可能出

現的各種結果作出妥善應對。

公民黨操弄外傭居港權案後果嚴重

■責任編輯：黃楚基

外傭倘有居權 70%會舉家來港

京學者：
釋法促進社會穩定

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論縱 香港

在經過一輪風風雨雨
後，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

及3名司長的民望全部顯著回升。據香港
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曾
蔭權最新民望評分為48.3分，較7月調查上
升了2.3分，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及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評分依
次為50.0、47.3及57.7分，分別升4、2.4及2
分。

是次調查於8月1至9日進行，共訪問
1,001名香港巿民，結果發現特首和三司的
民望評分全部明顯回升。在支持率方面，
支持曾蔭權出任特首的支持率為24%，較
前微升1個百分點，反對率為60%，較前減
少了5個百點，其支持率淨值為負36%。支
持唐英年任政務司司長的有34%，較前增
加了5個百分點，反對率為26%，較前減少
了4個百分點，民望淨值為正8%。曾俊華
的支持率為26%，升5個百分點，反對率為
34%，減3個百分點，淨值為負8%。黃仁
龍的支持率為57%，升3個百分點，反對率
為8%，減2個百分點，其支持率淨值為正
49%。

局長評分李少光續榜首
在12名局長方面，有8人的支持率較1個

月前上升，其中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以62%
繼續排名榜首，第二位為支持率顯著上升
5個百分點至56%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第三位為錄得是次調查最大升幅的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其支持率大幅增加9
個百分點至52%。而在眾局長中，教育局
局長孫明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
麟，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和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的民望出現負值，分別
為負18、12、3和1個百分比。

據該計劃的標準，李少光、黃仁龍、林
鄭月娥及周一嶽屬於「表現成功」，唐英年、曾德成、林
瑞麟、曾俊華及孫明揚等屬於「表現一般」，曾蔭權則屬
於「表現失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服務街坊贏得友情
民記姚銘無悔從政

民調結果

從小知道自己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民建聯

的姚銘就已明白，自己不能只遵循㠥一般人

的活法，因為每一天對自己都是彌足珍貴。放棄升讀中六的機

會，選擇進入社會大學，情願半工讀，剛滿18歲那個月加入民建

聯，剛滿21歲就報名參加區選，姚銘把25歲前的人生安排得比一

般大學畢業生還要充實，「我要盡可能多賺取人生經歷，不想我

的人生太過平凡」。在地區已磨練了6年的阿銘形容，「從政肯定

是我人生中最好的體會之一」，看㠥街坊們不辭勞苦地與自己一

起努力，改善社區上的各種設施和居住環境，他知道，自己從政

的選擇：對了！

07年10月15日是第4屆區議會選舉的
提名期截止日，亦是姚銘的21歲生
日。那一天，姚銘向選舉主任提交了
自己的參選表格，成為當屆最年輕的
區議會候選人：「提名期截止日如果
提早一天，我都無法報名！」

初出茅蘆喜獲認同
雖然阿銘在那一屆區選鎩羽而歸，

但「初出茅蘆」已獲得1,700多位街坊
的支持票，有20多位街坊更徹夜陪伴
他到宣布結果一刻，令他深受感動，

「落敗了，固然是因為自己的地區工
作還未做得夠好，但你知道有一班好
街坊會與你一起繼續努力，那種感覺
很充實」。

地區從政者，都喜歡在自己的橫額
中使用「成功爭取」4個大字，標榜
自己為地區街坊爭取了這樣那樣的社
區設施。不過，在地區工作6年多的
阿銘，卻很少掛出「成功爭取」的橫
額，「我的角色是反映居民意見。最
後，政府願意改善社區設施，最重要
還是因為居民有這樣的訴求」。

物質有限人情無價
現在，他堅持每個月都會製作一份

工作報告，一方面向居民匯報自己的
最新工作情況，亦令居民了解社區的
最新發展。

從政路難行，薪酬和待遇是一大考
驗，阿銘很坦白，坦承自己亦曾有過
這樣的思量，「有次同學聚會上，有
同樣是中五便出社會工作的同學做地
產，㞾benz赴會，我心中確實矛盾了
好一陣子，甚至反問自己再來一次，
會否還選從政這條路」。回到地區，
見到許多街坊對自己工作的認同，姚
銘明白自己過得其實也很豐裕，這些
年賺得的是一眾街坊的難得友情，而
友情「無價可講」，卻「滿載心思」。

努力進修回饋社區
如今的阿銘除地區工作外，亦把握

工餘時間進修，剛剛在嶺南大學修畢
企業管理的大專課程，又開始準備修
讀碩士課程。他笑說，自己打算要讀
兩個碩士，「我讀書從不為那張『沙
紙』，否則當年就去升讀中六了」，現
在半工讀，令他可以擴闊眼界和增加
知識量，更令他結識來自社會不同層
面的同學，讓自己的地區服務做得更
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充實人生

■姚銘體會到服務街坊賺得的友情及認同，比金錢更加可貴。

■從政令姚銘賺得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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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第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67次委員長會議決定，於8月24日至26

日在北京舉行的人大常委會會議中，審議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13條第一款和第19條的解釋草案等議案。北京大
學港澳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認為，特區終審法院就是案有關「外交事務」
一案提請人大釋法，反映出包括法律界專業人士在內的香
港各界更加充分認識到基本法對香港和諧發展的重要性，
即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可以發揮「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的優勢，進一步深化「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

提請釋法平息爭論
強世功表示，自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特區政府曾3次

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但由香港終審法院按照
基本法第158條所規定程序，提請釋法並被人大常委會列
為會議議程乃是首次，應當全面肯定。

他認為，以往三次人大釋法是很必要的、成功的和有益
的，平息了一些爭論，達到了促進香港社會穩定的效果。
全國人大就整個法律解釋程序的操作也日臻完善，越來越
制度化與規範化，在釋法前後說明解釋等方面的溝通工作
也越來越有效，如前兩次釋法都是在人大釋法之後才公布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解釋的說明並與香港各界人士進行
座談，而在第3次人大釋法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就以發言人發表談話的方式提前公布了有關法律解釋的內
容，而且提前就釋法涉及的法律問題與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進行座談，尋求共識。

強世功指出，與1999年吳嘉玲案的釋法不同，此次人大
釋法是按基本法158條規定的「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
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
釋」條款進行，能夠打消一部分人不必要的擔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保障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外傭爭取居港權案即將
開審，代表逾3,000名僱主的香港家庭傭
工僱主協會於過去3個月接觸了590名外
傭，結果發現，有近70%已婚或未婚的外
傭被問及倘他們有居港權，會否舉家移居
香港時，回應以「Of Course」或「Why
Not」，只有約15%表示持觀望態度，不感
興趣者只佔少數，且多屬50歲以上者。

同時，該會亦訪問了600名外傭僱主，
全部反對外傭可享有居港權。該會主席
羅軍典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入境處在處
理外傭申請居港權的問題上非常「手
鬆」，難靠行政手段設下「關卡」，故要
求特區政府倘在是案中敗訴，應提請人
大釋法。

運署推手機App  助市民計劃行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運輸署昨日起推出「香

港乘車易」手機應用程式，提供點對點的公共交通搜尋服
務。運輸署表示，搜尋服務涵蓋鐵路、巴士、小巴、渡輪
及電車等多種公共交通工具，市民只需輸入出發地及目的
地，便可列出多種行程，附以不同車費、轉乘次數及需時
等資訊，以便作出最佳選擇。

運輸署助理署長（技術服務）梁德輝表示，前年4月起
於網上推出公共交通查詢服務，因網上版只適用於個人電
腦，隨㠥智能手機日漸普及，遂決定推出流動版，包括流
動網頁版本以及iPhone應用程式。他稱，「香港乘車易」
提供多個路線選擇，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的市民更可透過衛
星定位設定出發地和目的地。

■運輸署推出「香港乘車易」，為市民提供點對點公共
交通搜尋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