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

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A16 責任編輯：楊　友 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

執筆之時是
三八婦女節，
每年在這一日

前後，工聯會及不少團體組織都會出
來呼籲政府及社會關注婦女權益，呼
籲歸呼籲，婦女權益及社會支援至今
好像仍未有明顯改善，故希望政府可
以從標準工時立法及增加托兒服務等
入手，協助這班婦女，讓她們真正能
頂半邊天。

香港婦女基本上可以分為家庭主婦或
雙職婦女，不論她們是甚麼身份，在傳
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下，她們
大都成為家庭照顧者，「工作量」之
巨，是完全可以理解。

工聯會新界東民生脈搏特別在2月中
以問卷形式，訪問了421名婦女，希望

從經濟、家庭友善這層面，去了解這班
被喻為「能頂半邊天」的婦女在現今社
會所面對的困難。一如所料，有86.2%
受訪者認為通脹問題影響家庭，這群經
常 為 家 人 想 的 婦 女 中 有 近 一 半

（45.3%），寧願「減少個人娛樂/消費」
去應付通脹對家庭的影響，只有8.7%婦
女選擇「減少子女課餘活動」。

單從這個結果，可見婦女多以家庭子
女為重，寧願犧牲自己個人享受。但工
時過長問題，卻破壞了婦女這小小願
望，調查顯示，有77.2%婦女覺得家人
或自己工時過長，大大影響與家人相處
時間，有9.3%婦女每日可以與家人相處
的時間竟少於一小時。更甚是有61%婦
女對上一次能與家人一起去旅行已是一
年前的事。

工聯會新界東民生脈搏更在婦女節當
日，發起一個「愛家人，要回家」行動
呼籲爭取向當局立法制定標準工時。

除工時問題外，政府亦應關注香港托
兒服務不足問題，不少婦女向我反映，
由於要照顧家中小孩，故唯有放棄工
作，若政府能提供足夠支援，是可以讓
她們安心出外工作，釋放一定勞動力。

不少家庭面對沉重經濟壓力，可能需
要長時間工作，方能保障家計，若政府
能提供足夠的托兒服務，讓家中婦女可
以安心出外工作，幫補家計，某程度可
以減低家人工作壓力，這是一個雙贏方
法，可惜政府現時提供的托兒服務根本
是杯水車薪，未能滿足大部分婦女需
求，希望政府長遠能增撥資源改善有關
問題。

政府應協助婦女頂半邊天
近日食環署因以高價批出紅磡世盛殯儀

館的新合約而受批評。該事件中，食環署

應改善外判方法外，政府也應針對殮葬問

題推出更多配套措施，關心市民的需要。

世盛殯儀館的前身是紅磡市立殯儀館，

它於1983年獲指定為公眾殯儀館，以提供

廉價的殯儀服務。但是該館的使用率偏

低，所以政府決定於2002年以公開招標的

方式，把該館外判予私營機構經營。批出

合約的價格屢創新高，由2002年的2,000萬

元，升至2006年的9,120萬元，到2011年的

2.8億元，創下歷史新高。外判的確為政府

增加收入，並提高了該館的使用率，但是

承辦商為了獲利，勢必調高該館靈堂的租

金，這有違該館建立的原意。

事實上，殯儀服務並沒有太大的加價壓

力。全港共有七間持牌殯儀館，香港和新

界各有一間，九龍則有五間。據統計，

2011年七間持牌的殯儀館共有138個靈堂。

同年，有41,400名市民死亡，即平均每天

有113名市民死亡。小部分市民更不會選用

靈堂的服務，靈堂的使用率不高於八成，

基本可滿足所有市民的需求。按此思路，

殯儀服務並沒有太大的加價壓力。然而，

多所殯儀館相繼加價，加幅達三至五成，

遠超通脹。其中一個推動加價潮的原因，

確實與食環署高價外判有一定關係。

世盛殯儀館的招標合約的確訂明承辦商

應為獲社會福利署及其他相關機構認可的

有需要人士提供廉價的基本殮葬服務，照

顧了基層市民的需要。但是市民若有親友

不幸死亡，對於大多數市民而言，殯儀館

的靈堂是對死者進行告別儀式的重要場

所，難以避免使用。殯儀服務大幅加價仍

是民生重要事項之一，政府應關注加價

潮，完善規管。

就此，食環署在下次外判時，應為合

約訂下最高價格，以免承辦商中標後為

了獲利，大幅調高靈堂的租金。隨 香

港人口老化，政府要適時批出牌照，增

加殯儀館的數目。必須指出，大多數市

民對住宅鄰近殯儀館相當忌諱，所以較

難劃出新的土地建造殯儀館，政府必須

盡早規劃。

殯儀服務只是葬禮的其中一環，其他如

火葬場服務、骨灰位供應等問題，政府須

重視。這些環節的政策配套是否周詳，正

好反映了政府對市民的關懷。

港區人大代表就內地「雙非」子女居港權問題，聯署要
求人大常委會研究釋法，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3月12
日認為，釋法的機會不大，因為在內地角度，問題早已解
決，只是特區終審法院對當年釋法內容理解不同。

香港終審權不能凌駕於人大憲制權力之上
王振民的說法比較委婉，實際上，解決「雙非」難題最

切實的途徑是必須維護人大釋法的憲制權威，特區政府應
有責任有勇氣地從根本上解決「雙非」難題，創造條件讓
終審法院按照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進行自我糾正。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終審法院早年已在「莊豐源案」
中就有關條文作出詮釋，立法會亦於2002年決議修改《入
境條例》，特區政府要根據法律做事，這是法治社會必須遵
守的原則，亦是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要做的事。特區政府發
言人的觀點值得商榷：

第一，特區政府不可以既不積極研究解決難題的方法，
又對社會各界各式各樣的積極建議予以否定。

第二，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從特區政府發言人的
話，可見現政府不接受1999年人大釋法的原意。人大釋法
是香港特區憲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是
應該和必須接受的。

第三，在《基本法》的解釋體制中，可以分為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和香港法院司法解釋，立法解釋要高於
司法解釋。這是香港特區作為法治社會必須遵守的原則。

第四，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包括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是

中央授予的，因此，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不能凌駕
於人大的憲制權力之上，香港法院與人大明確存在下級和
上級的關係，此點更不應被忽略。

終院不承認人大憲制權威是「雙非」問題根源
上述四個問題，都涉及是否承認人大釋法是香港特區憲

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基本法》第24條有關永久性居民
的規定，1996年8月10日《基本法》籌委會提出實施意見，
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時明確表示該實施意見
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Legislative intent)。人大6．26釋
法，已經成為《基本法》的有機組成部分，亦成為香港特
區憲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2001年7月20日終審法院在

「莊豐源案」中卻以「外來文件」來看待該立法原意，認為
沒有法律約束力，並另按字義解釋來判決。不但如此，終
審法院還以根據籌委會的意見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確
認制定的《入境條例》有關條文抵觸《基本法》而宣告無
效廢除。這是顛倒憲制倫理的行為。

從憲制倫理看，籌委會的意見是經過全國人大決議確
認、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闡明立法原意的雙重肯
定的。1997年3月14日全國人大作出《關於香港特區籌
委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在法律方面就確認了籌委會的
上述意見。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
本法》時也提到，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已
體現在籌委會的上述意見中。因此，終審法院遲早都必
須進行自我糾正。

可見，「雙非」問題的關鍵是香港特區法院不遵守人大
釋法，在這種情況下，正如王振民指出，釋法的機會不
大。因為若果人大再次釋法，而香港特區法院仍然不遵
守，人大釋法的憲制權威將再次受到嚴重損害。至於公民
黨大狀要求在「雙非」問題上修改《基本法》，在情理上是
要求全國人大這一國家主權的行使者為終審庭的錯誤判決

「背黑鍋」。

特區政府應重新修訂《入境條例》
特區政府有必要明確態度，依照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

常委會釋法闡明的立法原意恢復《入境條例》的有關規
定，不批准「雙非」子女享居港權，倘遇司法覆核，則可
請求法院自我糾正；若特區政府不願修訂上述條例糾正，
立法會可以藉議員私人草案，啟動修改本地立法程序迫使
政府修例。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已表明，會於本月底前向立
法會提交有關的私人條例草案。

本港主流輿論認為，「雙非」問題根源來自終審法院
「莊豐源案」的判決，賦予了「雙非」孕婦在港所生子女可
取得居港權。行政堵截只能治標，從法律層面取消「雙非」
子女的居港權才能治本。依法解決「雙非」問題是特區政
府責無旁貸的責任，特區政府特別是律政司及法律界都應
積極研究各種方法，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特區政府應對
社會各界各式各樣的積極建議予以肯定和配合，積極創造
條件，讓法院自我糾正，維護人大釋法的憲制權威，才能
從法律層面徹底解決「雙非」問題。

解決「雙非」難題，歸根結底在

於要維護人大釋法的憲制權威。終

審法院不承認人大釋法的憲制權

威，是「雙非」問題的根源。1996

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釋了

法，並清楚說明香港《基本法》第

24條第二款所有各項有關永久性居

民資格的立法原意已體現在1996年8

月10日特區籌委會的有關意見中。

終審法院在審理「莊豐源案」時不

是不知道，但就是不認賬，這是非

常違反憲制倫理的事。若果人大再

次釋法，香港特區法院仍然不遵

守，人大釋法的憲制權威將再一次

受到嚴重損害。因此，解鈴還須繫

鈴人，由特區政府創造條件，讓終

審法院及早糾正「莊豐源案」判決

的失誤，是最好的解決路向。

解決「雙非」難題必須維護人大釋法的憲制權威

近日反對派政黨提出所謂的「流選論」，

到其喉舌如《蘋果日報》之流接連在報道及

社論上呼籲選委投「白票」示威，都顯示反

對派希望將特首選舉導引至「流選」局面，

一為破壞建制派的團結；二是將「流選」歸

咎於所謂「小圈子選舉」，藉此攻擊特首選

舉制度；三是令社會處於泛政治的環境。溫

總理日前的說話已明確肯定不流選，新的特

首人選一定會按法定程序順利產生。市民及

選委們應了解反對派策動「流選」的險惡用

心，投「白票」只會陷入反對派的陷阱之

中，成為反對派的「幫兇」。

反對派及其喉舌近日大力鼓吹所謂的「流選論」，
呼籲選委在投票時投「白票」以示對候選人及選舉制
度的不滿。公民黨等多個反對派政黨已先後表態支
持，但令人摸不 頭腦的是，連特首候選人之一的何
俊仁，也表示如果反對派在首輪即投「白票」甚至不
投票，他也不會介意，原因是「白票運動」與他的選
舉目的不謀而合云云。何俊仁一邊高調參選特首，說
要爭取選委及市民支持，還要裝模作樣的指出反對派
中人也有能力擔當局長；另一邊卻不斷污衊選舉制
度，甚至要求選委投「白票」，是人格分裂的表現，
也是對市民不負責任的表現。何俊仁以為是侮辱制
度，實際卻是在侮辱自己及反對派。

策動「流選」何俊仁人格分裂
何俊仁插科打諢的抽水行為自然不必理會，但近日

反對派在特首選舉上的策略明顯有所轉變，從各個反
對派政黨突然提出所謂的「流選論」，到其喉舌如

《蘋果日報》之流接連在報道及社論上呼籲選委投
「白票」示威，以至造謠指「中央露流選意向」，這些
都顯示反對派希望將特首選舉導引至「流選」的局
面，衝擊整個特首選舉制度。然而，由於反對派在選
委中只有約200多票，連關鍵少數都稱不上，要達到

「流選」的目的，只有通過兩個方法：一是大打「烏
賊」戰術，將兩名建制派候選人大力抹黑，甚至不惜
捏造假新聞也要打擊兩人的聲望，藉此製造「滿籃都

是爛蘋果」的假象，鼓動選委在選舉中投「白票」。
二是不斷發放假消息，援引所謂消息人士之言，指北
京也不反對甚至希望看到「流選」，以此游說選委投

「白票」，達到「草船借箭」目的。
再加上何俊仁之流近日不斷散播「流選論」，反對

派欲令特首選舉「流選」之心已是昭然若揭。近日，
筆者在政壇中聽到一個小道消息，有政界人士指在早
一段時間，壹傳媒老闆兼反對派幕後金主黎智英，突
然「吹雞」在大宅內秘密會晤了反對派各個頭面人
物，包括民主黨、公民黨等核心成員討論特首選舉事
宜。之後幾日反對派的策略立場便出現了轉變，在之
前也說要爭取選委支持的何俊仁，也改為附和「白票
流選論」，反對派的轉向是否與這個會面有關外界當
然不得而知，但以黎智英對反對派財政的掌控，民主
黨要員更不時受到其遊艇款待，再看《蘋果日報》近
日的報道方針，明顯兩者默契一致，說明反對派在幕
後金主的指令下再一次歸隊了。

攻擊選舉制度 破壞建制派團結
對反對派來說，特首選舉「流選」有三個目的：一

是破壞建制派的團結，《蘋果日報》之流可以繼續造
假破壞建制陣營的團結，在立法會選舉先行打散建制
派；二是可將「流選」歸咎於所謂「小圈子選舉」，
藉此攻擊特首選舉制度，而產生的特區政府，在先
天上已經有「原罪」，在任期內反對派不愁沒有發難
的議題；三是將特首選舉期延長下去，為此，反對
派及其喉舌才可以繼續四處潑污，亂放暗箭，並且
令社會處於泛政治的環境下，這對於反對派的選情將
極為有利。對他們而言，特首選舉一旦「流選」對他
們百利而無害；至於此舉會令香港社會處於不穩狀
態，則並非是他們考慮之內，堅持要將「流選」進行
到底。

溫家寶總理日前在回答有關香港特首選舉的提問
時表示：「現在香港正在進行第四任特區行政長官
的選舉，我相信只要堅持公開、公正、公平的原
則，並且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香港一定能夠選
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區行政長官。」反對
派策動「流選論」的居心就是攻擊現制度，將香港
社會帶入泛政治化，對抗撕裂的境地。為此，市民
及選委們應了解反對派策動「流選」的險惡用心，
投「白票」只會陷入反對派的陷阱之中，成為反對
派的「幫兇」。

反對派鼓吹「流選論」的圖謀

王紹爾 資深評論員

郭中行資深評論員

葉偉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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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暖花開之際，正是「兩會」召開之
時。全國人大港區代表、政協委員肩負重大
使命來到人民大會堂這一國家議事廳，向中
央反映民生、傳達民意，出謀獻策、共商國
是，為祖國建設、發展貢獻聰明才智，令人
關注。現「兩會」經已閉幕、香港特首選舉
投票在即，選情緊張，這亦是會上委員們熱
議的話題，習近平副主席日前在接見與會港
澳代表、委員時指出：「穩定是福，折騰是
禍」、「兄弟齊心，其利斷金」，說要「講團
結、顧大局」，維護香港和諧、穩定。廣大
巿民也希望選票在手之各界人士以此為出發
點，包容共濟、理性投票，選出能夠帶領香
港開拓、前進之特區行政長官。

面對挑戰 不進則退
2012-2017年是香港政治、經濟穩定或動搖

之關鍵五年，新特首於任期內將面臨諸多挑
戰： 上海正迎頭趕來，香港能否保住財經
中心地位，還要看未來特首之能力；本地的
工業製品難以跟珠江三角洲的廠家競爭；旅
遊、娛樂行業漸被澳門取代；教育方面，本
港學生數、理、化及英文水平被內地大學追
趕；行政管治人才也比不上新加坡；其他方
面也有被超越之虞，而弱點卻逐漸顯現，人
口老化、空氣污染等愈趨嚴重。

蘇軾《晁錯論》中有：「天下之患，最不
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
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
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
吾信⋯⋯」其大意是：天下的禍患，最不容
易治理是表面看來太平盛世，實際上卻有不
可預測的憂患，看到形勢的變化而不作出適
當的調整，便恐怕會發展到無可挽救的地
步，如果有人起來勉強有所作為，那天下人
已習慣過太平安逸的日子而不會信任他。古
訓：「虛能引和，靜能生悟；仰以察古，俯
以觀今 。」概括而言，領導人要有危機意
識，高瞻遠矚，謀劃長遠發展。

「一國兩制」《基本法》是香港特區之基
石，祈望未來特首要堅持法治不動搖；重視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哲理，提
高警惕，反省自悟，保持遠大目光，放眼世
界，展望未來；且以德才並用、用才唯賢之
準則組織新班子，謙卑自律，接納忠諫，勇
於認錯，敢於改過。由於時代資訊、知識進

步，民意反映要求提升，如果還依照1997年
前港英政府高官行政管治模式，難免會出現

「波動」，演變成不穩定之都巿，到了難以收
拾的地步，為時晚矣。

減少爭拗 以和為貴
故新特首可從音樂大合奏中得到啟示：以

「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理念治港，雖
然一個樂團百多人各自用不同的樂器演奏，
但大家有統一之樂譜、均遵從指揮，同樣能
演繹出抑揚頓挫、緩急高低、動感悅耳之美
妙樂章。由此可證指揮乃樂團的靈魂，樂團
的指揮相當於軍隊的統帥或政府的最高領導
者，二者有異曲同工之效。希望新特首明白
上述之理論，減少各政黨間的爭拗，促使香
港繼續繁榮、興盛及和平發展，這是香港大
多數巿民的願望。

《新唐書魏徵傳》云：「思所以危則安
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
香港走向兩極化是含有隱性危機，巿民必須
保持信念，團結、和諧，互諒互讓、奮發圖
強，否則自毀持續興盛的前程，這是我個人
的預警。

提請今屆選出來的特首可留意梁承志的名
言：「眼看四面八方，耳聽千言萬語，腳走
天南地北，心想古今往來」來自勉，盡忠職
守，穩中求進，開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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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爪泥雪

明言理為

■建制派兩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梁振英

與唐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