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特區政
府政策經常面臨司法覆核的挑戰，其中「雙非
嬰」更嚴重衝擊特區管治，特首梁振英早前為
2013雙非零配額一錘定音，但如何徹底解決雙
非問題仍未有定案。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說，會
盡快處理「雙非嬰」涉及的法律問題，繼續與
保安局商討及研究各種法律上的可行性方案，
但不會貿然尋求人大釋法。考慮到政策的先後
緩急，新屆政府不會急於為《基本法》23條立
法，同時會盡量減少釋法，而因應社會對司法
覆核持有不同意見，初步構思盡快總結及檢討
回歸至今的司法覆核個案，以確保司法覆核的
重要把關程序，避免為施政構成不必要影響。

避免覆核影響施政
袁國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上任後首要
手處理「雙非」孕婦子女居港權的法律問

題，目前正與保

安局商討及研究法律上不同的可
行性方案，嘗試循本港司法體系
解決，或需循原訟庭、上訴庭及
終審庭解決，但考慮到現行終審
庭的案例及法例，特別是《人事
登記條例》及《入境條例》，不
會突然停發出世紙，甚至貿然尋
求釋法。
近年政府施政屢受司法覆核拖

延甚至下馬。袁國強指出，司法
覆核是普通法國家的重要司法程
序，務求從法律途徑解決社會與
政府的爭議，明白到社會對司法
覆核持有不同意見，初步構思總

結回歸至今的97司法覆核個案，以檢討及學習
過去經驗，確保司法覆核是發揮重要的把關效
用，「法庭是不會考慮訴訟人的最終目的，只
是會依法處理司法程序，市民要接受當中的法
治代價，政府要確保不為施政帶來不必要影
響」。

維護法治減少釋法
被問到能否承諾任內永不釋法，袁國強坦

言，釋法是《基本法》框架下的制度，《基本
法》列明香港法院有權自行處理內部事務，但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最終的解釋權；明白到巿
民對釋法的疑慮，但作為律政司司長及大律
師，不能夠開出任內不釋法的「空頭支票」。他
重申，好清楚律政司司長職位的重要性及職
責，今後會向政府提出最中立、最中肯的意
見，致力維護香港法治及司法獨立，視法律為
唯一量度的「尺」，並以減低釋法為工作方向。

袁國強說，法律的基本建設與經濟發展關係
密切，香港作為國際性城市，同時是亞洲的訟
裁及調解中心，有需要確保法律建設符合香港
整體利益，有關的民生及經濟法律能夠與時並
進，配合社會發展步伐，未來會展開法律改
革，以追貼法律與時代發展的時差。

23條立法並非急務
《基本法》第23條立法向來被視為港人的

「心理包袱」，袁國強強調，他從來無收到現屆
政府必須處理23條立法的政治任務指示，雖然
立法是本港的憲制責任，但考慮到政府施政的
緩急先後，當前市民最關心的是房屋、貧富懸
殊等民生問題，當中同樣涉及好多法律問題，
政府應先行 手處理民生議題。他重申，即使
將來要立法，都要在社會展開廣泛諮詢，強行
立法並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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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統籌各個政策局的林鄭月娥昨日接
受傳媒專訪時繼續介紹新政府未來的

施政重點。林鄭月娥首度透露，因應上屆
政府每周一次的恆常政策委員會，無法就
政策制訂做好跨局以至跨部門協調，她早
前連同所有主要官員按梁振英施政綱領進
行分析，初步同意就政制發展及保安事
宜、土地房屋及運輸基建、社會福利及教
育、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範疇成立4個
政策小組，配合現行的政策委員會，以此
加強政策的制訂及醞釀。

構建平台集思廣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也表示，

相信四個政策小組的成立對施政有一定幫
助，可讓局長有平台於政策醞釀期間，有
互動作用「集思廣益」。他說，期望小組起
到拆牆鬆綁的作用，將局與局之間的問題
及政策上的障礙於一個平台上解決，這對
制定政策的速度及質素會有幫助。他並指
以往的政策委員會少不免不能深入討論，
現在可就民生等專責問題較深入探討，互
動亦會較好。

推新政策改善民生
盛傳梁振英上任後為求做到「百日維

新」，短期內會「派糖」挽救民望，林鄭月
娥未有直接回應，但強調今屆政府開展的
工作不是一次性的紓緩措施，而是政策的
改善及改變，倘如有新政策落實，財政司
司長會有資源上的配合，但是否「派糖」

則見仁見智，「『百日維新』是個講法，今
屆政府無需再依據『周年系統』，每年集體
將各個政策向市民交代，而是政策成熟就
立即推出，抓緊民生工程」。

研落實特惠生果金
被問到梁振英會否在答問大會宣布特惠

生果金的具體建議，林鄭月娥重申，社會
普遍支持政府增加特惠生果金，這更是政
府未來的政策目標，但當中的具體落實方
案有待同事進一步研究，避免推行時出亂
子，她舉例指，相關的入息審查，究竟是
依據現時綜援申請審查，或者是較低的生
果金入息申報，都有待研究確定。
梁振英在競選特首期間，表明香港土地

發展過慢，不能夠再蹉跎歲月。林鄭月娥
坦言，她感受不到梁振英的批評是衝 她
而來，但無可否認每屆政府都有改善空
間，否則社會不會出現求變呼聲，畢竟梁
振英無公共機構服務經驗，競選特首亦要
有「競選語言」，不似官員要「加插幾條安
全帶」，相信是反覆的規劃過程令市民有錯
誤印象，「舉例指啟德最初計劃大幅填
海，後來逐步減至零填海，到今日計劃已
經全面展開」。

願與港人迎難而上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與問責團隊已經有

足夠心理準備，願意與港人迎難而上，希望
新班子的實際工作能夠挽回市民的信心，希
望政府及港人同樣能夠「由苦入甘」。

林鄭：實效挽市民信心 冀管治「由苦入甘」

梁班子強化效率
設4政策組

袁國強：上任首要處理雙非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巿
民對律政司工作的印象多數來自電視
劇和電影，卻甚少見到有律政司職員
親自現身說法。律政司正在舉辦檢控
周，會透過講座、導賞團等方式向巿
民介紹香港刑事司法制度，增進公眾
對推行法治的認識。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和一眾法律界人士昨日出席檢控周
開幕典禮時都讚揚活動別具意義，希
望能向巿民推廣法治。

袁國強等出席開幕禮
律政司首次舉辦檢控周，袁國強、

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香港大律師公
會主席林孟達、香港律師會副會長熊
運信出席昨早的活動開幕禮。袁國強
表示，檢控周是一個創新的活動，極
具意義，希望活動能令律政司走進社
會，接觸巿民，推廣法治。袁國強又
指出，檢控是巿民和律政司較多接觸
的一項工作，是巿民衡量律政司工作
表現的一大標準，故此有必要讓巿民

了解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工作。
檢控周由昨日開始，一連7日透過

講座、學校探訪、安排學校或團體參
觀律政司辦公室等方式，向巿民介紹
律政司的工作，提高公眾對法治的認
識和關注，又會講解巿民擔任陪審
員、舉報罪行、協助刑事調查等公民
責任。

糾正法庭戲常見謬誤
「法官大人」因一個喉糖廣告而成

為網絡潮語，但原來正確的叫法應該
是「法官閣下」。活動負責人表示，
巿民大眾對律政司工作的印象多數源
自電視劇和電影，律政司將會為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TVB)舉辦一場講座，
向TVB的編劇和監製講解律政司的工
作和法庭運作，糾正一些法庭戲中常
見謬誤。負責人又說，參觀律政司的
巿民還有機會進入律政司訓練檢控官
的模擬法庭，扮演檢控官、答辯人，
體驗在法庭內的唇槍舌劍。

律政司首辦檢控周推廣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政府甫開局即遇狙擊，社會爭議聲音不絕。為求盡快落實行政長官梁振

英的競選綱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全體主要官員初步同意成立4個政策小組，分領政制發展及保安事

宜、土地房屋及運輸基建、社會福利及教育、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範疇，期望透過問責官員間在落實政

策前的深入互動，加強協調及加快政策制訂，將特首的政策綱領具體化，以便解決社會的深層次問題，藉實

際工作挽回市民的信心、縮窄政府與社會的差距，最終令政府管治「由苦入甘」。

面對期望感壓力
懇請給機會實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屆政府問責團隊上任後，一些

官員先後捲入住宅違規僭建，以至對租單位申領房屋津貼風波，備
受外界關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個多星期以來傳媒對有關官
員的負面報道，為他們帶來好大壓力，甚至影響到他們的家人，情
況是她不樂見，更無想過傳媒會將焦點集中在個別官員公事以外的
事情，反映社會對高官有好高的期望，深信整個問責團隊會齊心一
意服務市民，懇請大家給予機會開展工作做實事。
就外界質疑新政府困局源於政制問題，林鄭月娥坦言，香港經過

今年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熱身，反射的民主訴求更為熱烈，但早前
參與的地區論壇普遍都是以民生議題為重，為此非常認同特首梁振
英提出要努力收窄政府與社會的地理、心理、施政的差距。她重
申，面對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呼聲，政府認同要盡早開始設計普
選的討論醞釀，並抱有謹慎開放及最大的誠意，共同探討香港下一
步的政制發展。

財爺：風雨中全力開展工作
對多名特區新班子成員被指懷疑有違規行為，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在風風雨雨下，問責團隊仍然會努力推動工
作，各部門對梁振英的政綱措施心中有數，會盡快開展計劃。但他
承認，今年是選舉年，很多事情被誇大，「當然官員在各方面做的
事應該是適當的，但另一方面，希望大家給予足夠時間，推動梁振
英在政綱上承諾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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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民望遠高於梁振英惹來
「功高蓋主」輿論，林鄭月娥在
訪問中再三重申，她個人完全
無政治野心，加上行政長官與
政務司司長關係清晰，她主要
是輔助行政長官施政。她續
指，自己30年的公務生涯擁有

公共機構及政府的服務經驗，相信個
人豐富的公共行政經驗，能夠協助特
首落實理念及概念，「過去政府管治
經驗有助施政，最重要是確保講得出
要做得到，梁振英更是有理想有抱負
有遠景，我作為他的副手，我相信我
幫到他」。

無力傾電話 歉對家人
多年來被稱為「好打得」的林鄭月

娥，丈夫及兒子長期移居英國，被問
到搬到政務司司長官邸後會否更見孤
獨，林鄭月娥坦言，過去5年出任發
展局局長以來，隨 工作的忙碌及挫
折，間中都會感到沮喪，無家人在身
邊更是特別難受，「孤獨的感覺不在
於住宅的大小，過去5年孤獨的感覺
更是時常存在，但與家人每日都會透
過電郵及電話溝通，但今個星期即使
他們致電給我，我都 到無力傾，
對他們好有歉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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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上任後錄得的民望是3司12局中
最低。袁國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民
調具有參考價值，但不是最重要，重申律
政司工作有別於其他政策制訂，絕對不能
夠跟隨民意走，而是以法律為依歸，「我
只是得一把尺，法律顯示應如何處理，我
就會如何處理，跟隨民意走是無可能」。

法律為依歸
不跟民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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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竹一輛載有
黑龍江旅遊團的遊
覽車，疑因左後方

車胎爆破翻覆，至少造
成1名台灣司機罹難，
39人輕重傷。其中1名
重傷女團員，右手掌除
拇指外4根手指全被削
斷。 詳刊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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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前
日突然到訪俄亥俄
州亞阿克倫市一家

餐廳吃早餐，接獲消息
的70歲老闆娘立即趕回
店內，與奧開心合照。
但後來老闆娘疑因驚喜
過度心臟病發逝世。

詳刊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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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北帝街公共
小巴站，昨晨有司
機取車開工時，發

現3輛小巴引擎偈油缸
遭人倒入大量砂糖，以
致小巴無法啟動，警方
不排除事件與黑幫爭奪
小巴路線生意有關。

詳刊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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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馬祖地區舉行
博弈「公投」，當
地選民以1795張支

持票對1341反對票通過
博弈案，成為台灣首個
通過博弈「公投」的地
方政府。但仍須經過立
法等程序，料5年後才
可真正開賭。 詳刊B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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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一代性感巨
星瑪麗蓮夢露死因
多年來一直惹人猜

疑。但一張夢露的「最後
支票」顯示，她死前一日
曾購入一個衣櫃，專家指
顯示夢露當時正為未來打
算，暗示夢露之死可能並
非自殺。 詳刊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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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7月10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2,075,190 (1注中)

三獎：$56,750 (97.5注中)

多寶：$25,301,409

版 面 導 讀

1 4 5 22 44 46 37
7月7日(第12/078期) 攪珠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