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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問責制未設副司長的弊端
架構重組在各國各地政府換屆時司空見慣，在香港，

董建華及曾蔭權上任時皆曾進行架構重組。其實，市民

對政府架構重組的最大疑慮不在重組方案本身，而在於

過去整個問責制度未盡完善。最大的問題是未按照《基

本法》規定設立副司長。自從2002年7月引進了高官問

責制之後，雖然AO的影響力下降，然而，問責官員仍要

依靠常任秘書長和眾AO在各個關鍵領域上確認政策選

項，提供資訊和推銷政策。過去問責制度由於未設立副

司長，使公務員特別是常任秘書長的身份和責任與問責

官員出現混淆，公務員在協助制訂及執行政策時的政治

中立角色變得模糊和動搖 。礙於公務員政治中立制度，

不少常任秘書長多不願意出席立法會會議，為局長分擔

政治責任，兩者不咬弦的情況更是時有所聞。

副司長為局長分擔政治責任
新政府改組方案設立兩位副司長，首先的作用就是為

局長分擔政治責任，釋除常任秘書長和眾AO的政治責

任，問責團隊則與行政長官共同進退，這其實是現代西

方政府的通例。西方19世紀以後，由於政府更迭，大批

工作人員更換，嚴重影響政府工作的穩定性、連續性。

為了消除這種影響，西方文官系統被分為兩大類：政務

官和事務官。政務官隨內閣更迭而進退，事務官不得參

與政治活動，不隨內閣共進退。這就標誌 文官「政治

中立」原則的確立，並成為一種穩定的制度沿襲下來。

「政治中立」原則要求事務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

立場，並在職業上保持相對的穩定。這有利於整個政府

工作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克服政府換屆更迭過程給政府

工作系統造成的衝擊。

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有利於民主政治發展。如，

美國規定，公務員可保留自由投票權及就各種政治問題

與人選發表意見的權利，但不得利用職權或影響力達到

干預選舉或影響選舉結果的目的；除有成文法規定外，

不得參加政治管理與政治活動，如有違反，文官委員會

和有關部門要進行聯合調查。最早實行公務員制度的英

國在文官紀律中也明確規定，文官不得兼任議員，也不

得作為議員候選人或為議員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除非

先辭去文官職務；文官不得參加政黨、擔任政黨政治機

構官員或為政黨從事政治活動；文官不得參加職工大會

及其所組織的活動；文官不得就全國性政治爭論事件發

表談話、表明自己的觀點，也不得發表批評政府的政策

和措施的意見。顯然，這些規定非常有利於建設公正開

明的政治。

政府改組不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今次新政府改組方案的時間表與曾蔭權政府2007年時

相若，當年亦是在5月份提交方案予立法會審議，而且

新政府改組方案比2007年提交方案予立法會審議早了5

天，本應進行得順暢，但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會都有意

各自召開會議討論。反對派議員否認並非刁難新政府而

加開委員會討論，但多個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難

免令市民擔憂會拖延對新政府改組方案的審議。

今次改動雖然加了兩個副司長和兩個局，看起來比

2007年的改動大，但卻只涉及4個現有政策局。2007年

的改動涉及8個政策局，立法會只有政制事務委員會召

開會議討論。今次改組建議雖然只涉及4個現有政策

局，但除政制事務委員會外，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會，

包括民政、工商、發展、房

屋、資訊科技及廣播，都有意各

自召開會議討論，雖然候任行政長

官辦公室亦盡力配合，但討論來討論去，除了為改組方

案在7月1日之前通過增加阻遏和變數外，市民看到的很

可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弊端在立法會上演。

立法會若推翻以往慣例才是錯
對於2007年改組也是先撥款後通過建議的安排，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指政府不能習非成是，「上次錯了一次，

不代表要一錯再錯」。梁家傑此言差矣，2007年改組，

是在先撥款後通過改組建議，這不能說成是「上次錯了

一次」，因為過去的規矩都是這樣的。

自從香港回歸以來，政策局數目增減、局與局之間的

職能調整已做了數次。這些工作、變化在回歸後發生

過，甚至在回歸前、未有問責制前亦已發生過，經常都

有局與局的調整，或有新政策局的設立。政府以往換屆

調整政策局數目，不僅都沒有作全社會諮詢，而且立法

會在撥款和通過建議時都密切配合，才做到了新舊政府

的「無縫交接」。如果按梁家傑指今次立法會要推翻以

往的慣常做法，這次才真正是錯。

候任特首梁振英指出，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2007年政

府改組決議案通過前，已批准改組涉及的財政開支，但

他今次要求以同樣方式處理，卻被反對派議員批評不尊

重立法會議事程序。但是，今次立法會要推翻以往的慣

常做法，才真正是不尊重立法會議事程序。新政府改組

有理有據「無意硬闖」，本屆立法會也不應「有意硬

攔」。

回顧過去15年，香港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上、經濟上、體

制上以至整個社會發生變化和轉型。今次新政府改組方案是在

社會變遷的基礎上，在維護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同時，

進一步完善問責制，釋除常任秘書長和眾AO的政治責任。包括

兩位副司長在內的問責團隊，則與行政長官共同進退。這其實

是現代西方民主社會政府的通例。既然是現代西方民主社會政

府的通例，新政府「無意硬闖」，本屆立法會也不應「有意硬

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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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新社聯引王光亞稱 雙非治本靠港立法

胡定旭：副局政助應善聽民意

內地「雙非」孕婦湧港產子，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為此提出明
年「零雙非」的「終極」行政措
施建議。新界社團聯會訪京團昨
日拜訪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時亦關
注到這個問題，希望中央政府可
有措施協助。據指，王主任回應

時坦言，內地目前主要依靠行政措施
協助香港處理「雙非」孕婦問題，但
行政措施只能收短暫的效果，還是要
尋找長遠及治本的方法，而這要靠香
港本地立法及法院修正解決。

新社聯此次訪京的陣容強勁，除了
有會長梁志祥和理事長陳勇帶隊外，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副主席劉江華，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黃容根亦有隨
團，其中譚Sir更為此未能主持昨日的
政制事務委員會。他們昨日先後與王
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及中央統
戰部官員會面。

在拜訪港澳辦時，王主任對新社聯
的工作提出多點期望，希望他們能繼
續做好社團發展和民生工作、大力培
育香港未來的參政青年人才、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改善施政，並要積極
向特區政府提出改善施政的意見，
以求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特別是
香港現時存在的貧富懸殊、樓價高
企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許漢忠新約明年始 諮詢新特首合情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出席一公開活動
後，回應有報道關注機管局行政總裁
的續約問題，他指出，許漢忠的新任
期於明年才開始，其時自己已成為行
政長官，故現任行政長官任命前徵求他
的意見完全是合情合理。他又說，相信
到自己任期結束前，如有類似的任命
都會徵求屆時的候任行政長官意見。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於昨日傍晚亦
發聲明指，《蘋果日報》昨日和上周
三就有關機管局主席任命和行政總裁
續約問題所作的報道「毫無事實根

據」。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表
示，機管局行政總裁許漢忠的續約於
明年生效，因此行政長官曾蔭權於作
出任命前，徵求候任行政長官的意見
完全合情合理，不存在候任行政長官
插手干預的問題。而就上周三《蘋果
日報》報道指，有傳候任行政長官上場
後，行會將會大換班，機管局主席張
建東未必會完成三年任期，報道亦完
全不確。發言人澄清指，張建東的任
期至2014年5月才屆滿，而候任行政長
官從未考慮提早結束張博士的任命，
其任期亦與行政會議的組成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行
政長官選舉中支持唐英年的香港總商
會主席胡定旭，早前獲邀參與候任行
政長官梁振英的遴選副局長及政治助
理委員會，他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會盡心盡力，指選舉過後再無陣營之
分，並期望能覓得有志、有能力的人
加入政府。被問到未來會否留任醫管
局主席，他表示時間尚早不作評論。

「旋轉門」可吸有志之士

節目中，胡定旭談到對遴選副局長

及政治助理的標準，認為能力及聆聽

市民聲音均重要。他表示，現時部分

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表現令人失望，而

過往政府不少政策出台時引起社會反

響，估計是因公眾參與不足，未來的

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應該善於聆聽市民

聲音。他認為，有政黨背景人士政治

敏感度較高，或會是優勢。至於問責

制的推行，胡定旭認為有需要加快，

相信「旋轉門」制度對吸引有志之士

很重要，讓政治任命官員透過制度重

返公務員團隊都是一種可行方法。　
談到近日的歐債危機，身為總商會

主席的胡定旭擔心，若希臘真的退出
歐元區，加上本港銀行或持有希臘債
券，大幅撇帳可能會引起連串骨牌效
應，呼籲市民投資要「量力而為」。他
又表示，本港現時樓價持續高企，相
信新政府未來會思考增加土地供應及
增建公營房屋，以起穩定樓價之效。

文化界論局長人選
稱許曉暉可接受

下屆特區政府將會增設文化局這個全新的政策局，其「 fit人」也自然

備受關注，有些文化界評論員更是好緊張是否業界「自己人」做局長，對

「非我族類」多有狙擊。不過，好多資深文化界人士近日先後談到這個問

題時都不約而同地坦言，文化局局長是否文化界出身並不重要，最重要是

這個人選要有文化情懷和開闊的視野，最好還能有公共行政的經驗，更有

助處理好政策推動的工作。至於外界盛傳人選之一的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他們亦直言是一可考慮人選，希望「大家不要將香港文化封閉在狹義的

『文化界』內」。

近日文化局的局長人選傳出多個人名，文化
界中人亦多有點評，其中一個爭論重點是有關
人選是否業界「自己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潘耀明認為，文化局局長不一定需要有文化或
藝術界的背景，關鍵是有關人選應有文化情
懷，有開闊的視野，包容的胸襟。「香港過去
亦曾試過由文化人負責文化藝術推動工作，但
亦沒有作出甚麼特別貢獻。」

潘耀明憂文化人偏頗
有些文化界人士則好關注新局長是否「只懂

藝術，不懂行政」。潘耀明形容，有公共管理
經驗的人士做局長，可以用超越的眼光去看待

文化發展，可能會更適合，「反而某方面藝術
出身的人士，可能在資源分配或政策上會有偏
頗」。

李錦賢認同許能力
藝發局視覺藝術組主席李錦賢亦坦言，推動

文化發展，取決於能否有效地令到政府這個機
器全力運作，新局長有公共行政經驗，才能令
文化發展做起來事半功倍。「如果純粹由文化
界人入局，單是熟習政府運作模式可能已經花
了一大段時間，反而令文化政策受到拖延。」

外界有傳許曉暉獲邀為文化局局長，文化界
內也各有考慮。潘耀明和李錦賢都認同許曉暉

的公共行政能力，指許在任上分管康樂文化事
務，也積極與文化團隊和業界聯絡，不時出席
不同文化界活動，對她有不錯的印象。

區永熙：界別出身非首要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基金會主席區永熙則強

調，文化界不存在所謂「文武全才」之人，因
此不應以文化界出身作擔任局長的首要條件，
笑言現時有些自稱文化人的其實也只是文化界
的評論員。又指，許曉暉在民政局上的歷練，
加強了其政治工作能力，同時亦可說是對香港
文化背景有一定認識，相信她是一個可以考慮
的人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非香港永久
居民的陳冉早前獲公務員事務局豁免，獲聘為
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引起部分公務員團體的
質疑。多位議員昨日於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上不
接受當局的解釋，質疑陳冉的聘用不符合《基
本法》中要求政府聘用非永久居民所任人員必
須是專門和技術職務。不過，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俞宗怡反駁指，陳冉的職務是符合有關「專
門」的要求，加上時間所限，因此批准豁免有
關永久居民的要求，「陳冉的聘用是符合了

『必要時』的條件」。
《基本法》第一零一條中規定，必要時並可

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聘請合格人員擔任政府
部門的專門和技術職務。多位議員與俞宗怡昨
日於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就
此規定的定義展開辯論。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質疑，「專門」和「技術」讓人聯想起的是有專
門的知識，如處理豬流感的專家，而非寫政綱
之類的工作。又指，自己曾收到公務員對這個

問題投訴，質疑有關豁免影響公務員制度。
反對派議員亦針對「專門」和「技術」定義

提出質疑，其中工黨主席李卓人指公務員事務
局扭曲了「專門」和「技術」的定義去遷就梁
振英聘請非永久居民的陳冉，「就如聘請人沖
咖啡，請一個合梁振英口味的就叫符合專門的
條件」。

需熟悉梁政綱及理念
俞宗怡回應時強調，《基本法》對「必要時」

聘用非永久居民的門檻很高，最近幾年處理過
的個案大約有3宗，是非常少的。但《基本法》
沒有對「專門」和「技術」提供任何定義，因
此當局只能從一般解釋去理解，而局方理解陳
冉所任的項目主任職目是符合「專門」的要
求，包括需要熟悉候任行政長官的政綱和背後
的理念。

「公務員事務局考慮了候任特首辦的需要、
時間限制、相關職務，以及陳冉曾參與候任特

首競選時的政綱
撰寫工作，因此
批准有關申請，
豁免了永久居民
的要求」。她重
申，陳冉是出任
一個非公務員的
項目主任職位，
為 時 不 足 3 個
月，因此無時間
進行公開招聘。

重申助理職無一拆三
至於反對派質疑候任特首辦聘用3名非公務

員合約人員，是將特別助理職位一拆三「益自
己人」，俞宗怡再度澄清，有關特別助理的職
位在候任特首辦仍然存在，並沒有取消，因此
並非一拆三，而是根據候任特首辦的需要增加
3個非公務員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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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宗怡：陳冉職務符「專門」要求

■俞宗怡強調，聘請陳冉

符合「專門」和「技術」

的定義。 資料圖片

■許曉暉獲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支持。資料圖片

■潘耀明 ■李錦賢 ■區永熙

■王光亞(右)會晤梁志祥時談及香港民生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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