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似做法在英加澳有經驗
「雙非」問題仍然困擾香港，早前更有「雙非」孕婦採取搭乘航班來港「闖

關」，令行政措施難以完全堵塞。袁國強在上任後首次接受傳媒訪問時曾透露，當
局正就法律上處理「雙非」孕婦的可行方法進行內部研究，其中一個考慮方向是研
究由當局自行將有關問題帶入司法制度之中，尋求法院就此問題作出聲明，確定
「雙非」所生子女是否擁有居港權。他又解釋指，類似的做法在英國、加拿大和澳
洲都有相關經驗，但當局要研究將有關問題引入司法的起步點等問題。
袁國強昨日再被問到如何處理「雙非」問題時重申，希望「雙非」問題盡可能在

本地法律系統內解決，「坊間或其他人提出過的解決方案，我們對每一個方案也有
研究」，但透露特區政府最近在方向性方面有了初步的評估，並會就這評估向英國
一位非常資深的御用大律師要求他提供進一步的意見，「暫時而言，實際方法他會
如何做，我不方便透露，但我可以和大家講，在這方面有一個正面的進展」。至於
詳細情況，他則指目前仍在發展階段，故暫時不能透露。

未必可在上任3個月內解決
被問到何時能夠完成有關研究時，他表示，當局仍然希望能在上任後3個月內完

成，但按現時情況看，可能需要多一些時間，「因為向英國索取一些專家意見，可
能要配合他們的工作時間」，所以可能需要長一些時間，但仍然會盡快，希望短期
內能與大家有進一步的溝通。

胡漢清：終院可修改以往裁決
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特區政府就「雙非」問題

徵詢英國法律專家意見，代表特區政府已經排除釋法或者修改《基本法》去解決
「雙非」問題，又指在普通法的法制下，特區終審法院是可以修改以往的裁決的，
「倘(特區)終審庭指莊豐源(案判決)是錯的，因終審庭可以修改自己的判詞，若指前
的判決是錯的，立法原意跟1996年人大常委的法律意見，及中英聯絡小組93年的協
議，很清楚立法原意，跟從它，『擺番正』」。
不過，他補充，要終審法院作出新的裁決，一定先要有某方提出司法覆核才可

以。公民黨的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則稱，要求法院自我糾正會衝擊司法獨立，並聲言
現階段應該先看行政措施的成效，再決定是否要運用司法渠道去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李叢書、路艷寧) 特區
政府律政司昨日在廣州舉行「香港法律服務論壇」，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在出席致辭時表示，過去兩三年，內地和
香港法律業界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蠻好的發展，相信新
的CEPA措施對於推進粵港律師之間的合作，一定會帶來
積極的效果，尤其前海、橫琴、南沙均可借先行先試的
優惠政策率先實現仲裁法律服務的合作與對接。

袁國強出席港法律服務論壇
袁國強在這個主題為「香港法律服務邁向全球，首選

香港」的論壇上表示，是次論壇決定在廣東省舉辦，是
因為廣東的業務量增長十分龐大。據與內地有業務往來
近20年的香港司徒維新律師行合夥人陳永良介紹，近年
來，香港仲裁業在內地增加了很多民企和個人的業務，
如一些已經移民到香港的內地人，需要買賣房地產、開
公司、做生意，過程中出現糾紛需要訴訟，或是遇到遺
產、婚姻問題，都需要香港仲裁服務給予協助。
他強調說，國家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特別強調

要深化粵港合作和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有了《框
架協議》提供的平台，特區政府和香港法律界會積極尋

求與廣東省同業加強合作，推動在深圳前海落實「先行
先試」的措施，發展法律及仲裁服務，也特別希望推動
在前海經營的企業，在適當的情況下可採用香港法律作
為商業合同的適用法律，及選用仲裁作為解決商業爭議
的方法。
袁國強續說，未來香港大律師公會將發展更多內地業

務，並推薦更多年輕大律師到內地，協助內地企業「走
出去」。他表示，香港大律師已經有足夠的資源和對國際
法的認識，並已準備好與內地律師樓的合作，尤其是40
歲以下的大律師，對內地的仲裁業務非常熱衷，既可以
直接做當事人的代理，也可以代理內地仲裁，還可以代
理國際仲裁。
廣東省副省長許瑞生亦有出席是次論壇並發表講話。

A6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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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局不顧海峽兩岸的強烈反對，一意孤行

「國有化」釣魚島，激起兩岸中華兒女的強烈憤

慨。大陸農業部和台灣海巡部門已分別派船到釣

魚島周邊海域宣示主權。釣魚島是中華民族的共

同領土和財產，兩岸聯手保釣責無旁貸。台灣方

面應對釣魚島實施行政命名，將之命名為宜蘭縣

「釣魚島鎮」，以強化釣魚島主權歸屬的事實。兩

岸還可借聯手保釣的契機，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協調行動、互相配合，維護東海和南海主權必能

事半功倍。

釣魚島在歷史上、法理上屬於中國是不容置疑

的事實。日本「買賣」、「國有化」釣魚島，是

一場自編自演、非法無效的鬧劇，是對中華民族

的嚴重挑釁。守衛疆土是每一位炎黃子孫義不容

辭的責任，而且釣魚島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復興事

關重大，為維護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尊嚴，兩

岸必須攜手保釣，彰顯兩岸中國人共同保衛家園

的信心與決心。目前，兩岸均對日本竊島行為作

出強硬反制，宣示釣魚島「主權在我」，台灣領

導人馬英九公開表示，台灣在釣魚島問題上「寸

步不讓」。台灣已於2004年正式將釣魚島編入宜

蘭縣管轄，如今更應正式將釣魚島命名為「釣魚

島鎮」，並設立行政機構，強化對釣魚島的行

政、法理控制。

日本執意要「國有化」釣魚島，挑戰中華民族

的忍耐底線。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任何人，任何

政黨，都不可能在領土與主權方面示弱。捍衛國

家主權、民族尊嚴已成兩岸共識，絕不會任由日

本陰謀得逞。兩岸攜手保釣可以凝聚全球華人的

共識，在事關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一致反日，並在

國際層面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對日本

形成巨大的壓力。

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一錯再錯，損害中華民族

的利益。兩岸應把握機會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

同協防保釣，透過建立軍事互信共同維護主權。

台灣距離釣魚島較大陸近，但是台灣與日本軍事

實力相差甚遠，單獨保釣恐怕力有不逮，如能與

大陸軍方達成分工合作，勢必可對日本形成足夠

的震懾作用。兩岸應通過保釣逐步建立起軍事互

信基礎，並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交換區域性

安全情報、聯合演訓，運作成熟後可擴大合作範

圍，包括推廣至南海領域的維護主權行動，令兩

岸在維護主權和利益上更見成效，阻止其他國家

對我領土領海的覬覦。 (相關新聞刊A4、A5版)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透露，政府就處理

「雙非」問題已有初步的方向性評估，在實際處

理方法上進展正面，並向英國的資深御用大律

師尋求意見。「雙非」問題所引發人口風波，

行政措施只能治標。「雙非」問題源於法律問

題，未解決「雙非」子女可取得居港權的癥

結，「雙非」問題會引發大量法律爭議，並對

入境處執法帶來壓力。從法律層面來說，在本

地法律系統內解決最為穩妥。英國這方面的案

例和經驗豐富，向英國大狀尋求意見，是適當

的做法。

大量「雙非」嬰兒在港出生，對本港醫療及

各種社會福利構成沉重負擔。當局今年以來加

強行政措施，包括採取堵截內地孕婦衝閘分

娩，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政策，提高

內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的費用等手段，已見成

效。不過，行政措施短期內雖能阻截不少內地

孕婦來港產子，但未有徹底解決問題。事件因

法律問題而來，由法律層面解決方為治本之

道。當局積極循法律途徑尋求處理「雙非」問

題的方向，值得肯定。

當局除盡快處理法律方面的工作外，目前治

標方面的行政措施仍不能鬆懈。自由行旅客訪

港人數，近年有增無減，當局在爭取廣東方面

加大遏止「雙非」孕婦湧港產子力度的同時，

亦需加強關口的堵截力度，應對即將到來國慶

假期內地旅客訪港人潮，確保行政措施切實推

行。

需要注意的是，公民黨是「雙非」問題的始

作俑者，卻從未向港人作出交待。事實上，

1996年《基本法》籌委會通過的《關於實施香

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的意見》，以及人大常委

會在1999年就「吳嘉玲案」所作出的釋法內

容，都清楚表明父母均非港人而在本港出生的

兒童並不能取得居港權。「雙非」問題根源在

於「莊豐源案」的判決賦予了「雙非」子女可

取得居港權。當時擔任莊豐源代表律師的是後

來成為公民黨創黨成員兼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

席的李志喜，最終埋下了「雙非」的人口炸

彈。直至最近，公民黨核心黨員背後協同策動

「反國民教育」風波，部分搞手學生的父母亦有

公民黨成員背景，公民黨企圖以「反國教」風

波，逃避選民懲罰，隻字未提其在「雙非」問

題的責任，港人應追究到底。

兩岸攜手合作 保釣事半功倍 為法律層面處理「雙非」創設條件

袁國強：解「雙非」有初步方案
諮詢英大狀意見 實際處理方法有正面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

琪）為解決逼切的房屋問題，
港府重新啟動凍結14年的長遠
房屋策略訂定工作，成立「長
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並
於昨日公布成員名單，由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出任主
席，18名成員來自多個不同範
疇，包括市區重建局和房屋協
會高層、房委會委員、專業人
士、學者及政黨代表。委員會
下月初舉行首次會議，料明年
下半年公布首份工作報告和諮
詢公眾。

張炳良任主席

成員來自多個範疇
長遠房屋策略分別在1987年

及1998年推出後，港府便無再
進行長遠房策訂定工作；特首
梁振英早前宣布啟動相關工
作，港府昨日公布「長遠房屋
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名單，
包括市區重建局主席兼行政會
議成員張震遠，房協副主席鄔
滿海，房委會委員黃遠輝、蔡
涯棉、蘇偉文，公屋聯會主席
王坤，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
中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馮可
立，理大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
授許智文，經濟學家關焯照，
資深城市規劃師林筱魯，測量
師劉炳章和溫文儀等。
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說，督

導委員會將檢視社會不斷轉變
的房屋需要和緩急次序，並建
議措施以應付相關需要，亦將

探討公私營房屋需求，就現行政策與措施提供
意見和建議。督導委員會下成立的跨部門工作
小組，成員則包括相關政府決策局和部門。

黃遠輝倡研公私營樓宇比例
成員黃遠輝表示，政府過去缺乏長遠房策，

導致供求失衡，期望委員會研究公私營樓宇比
例，令整體樓市較理性發展。另一名成員張國
鈞說，不同社會階層均面對住屋問題，基層難
以負擔昂貴租金，被逼蝸居 房，樓價高企令
中產無法「上車」，期望各委員憑相關專業知
識向政府建議措施，根治房屋問題。王坤建議
政府應適時介入樓市。
另外，房協研究在首個位於青衣的置安心項

目，加入「港人港地」條款，買家購入單位後
首30年，只可售予香港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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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仲裁合作 前海橫琴南沙先試

CY倡「零配額」各界紛紛獻計

堵截措施見效
內地孕婦衝關銳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早前已推出多方面行政措施處

理「雙非」孕婦湧港產子問題，同時律政司亦就相關的法律問題展開

研究工作，以徹底解決問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廣州出席香港

法律服務論壇後透露，特區政府在處理「雙非」問題的方向性方面已

有了初步評估，並在實際處理方法上有正面進展，「我們會就現正所

想的某一個方向，向英國一位資深的御用大律師要求提供意見」，但暫

不能透露具體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錦燕) 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2013年私院「雙非孕婦零配額」
政策，社會各界隨即提出不同方案，徹底解決「雙非」孕婦問題。有意見提出港府
應遵照《基本法》原意，立即停止向「雙非」嬰兒發出永久居民身份，在遇上司法
挑戰時，就可將案件交由特區終審法院，重新裁決，並有機會就此提請人大釋法，
徹底解決問題。
此外，有意見提出港府應修改《入境條例》，阻截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有建議港

府與中央協商，從審批內地旅客來港安排入手，大刀闊斧禁止「雙非」孕婦入境。
有意見認為「雙非」孕婦的問題，始源於在港出生的嬰兒可享有永久居留權，要求
當局就此爭議提請人大釋法。有意見要求解封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就「居留權」條文協
議內容，重申立法原意。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

會」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

炳良出任主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內地孕
婦來港產子成風，嚴重影響本港產科服
務，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政府隨即多次
出招堵截內地孕婦衝閘分娩，包括在各口
岸截查內地孕婦、打擊協助內地孕婦入境
的中介公司、提高內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
的費用等。措施推行將近1年，內地孕婦
衝閘數字銳減，阻截措施已漸見成效。

加強遣返逾期逗留孕婦
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備受

關注，特區政府去年底起採取行動，冀能
遏止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趨勢。入境處增
調人手應付出入境人潮及監控各口岸，截
查內地孕婦，接近臨盆的非本地孕婦必須
持有並向入境處人員展示其來港分娩確認
書，否則可能會被拒入境。另方面，入境
處聯同其他部門突擊行動，加強檢控和遣
返逾期逗留的孕婦。
政府今年1月起又加強執法力度，打擊

協助內地孕婦入境的中介公司及跨境車
輛；在入境管制站加強截查內地孕婦，並
增加醫護人手配套，把試圖繞過預約制度
的孕婦遣返內地；民政事務總署積極「放
蛇」，打擊「月子公寓」；房屋署亦加強
巡查以防公屋被濫用，令已入境的內地孕

婦難覓非法居所及檢討內地孕婦在急症室
分娩的收費資料來源。
行政長官梁振英今年4月以候任特首身

份宣布，明年私家醫院暫停「雙非」孕
婦分娩名額，迫使當時政府暫停與私院
商討配額事宜，宣布8間公立醫院亦會於
明年起停止收內地孕婦。醫院管理局今
年5月起把衝急症室分娩的費用由4.8萬
元增至9萬元。衛生署亦已調派醫生和護
士到各口岸，協助評估來港的孕婦懷孕
是否達28周，以免接近臨盆的非本地孕
婦入境。

■袁國強（右）透露，特區政府在處理「雙非」問題的方向性方面已有了初步的評

估，並在實際處理方法上有正面的進展。 記者李叢書 攝

內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人數
月份 人數
1月 180

2月 118

3月 134

4月 116

5月 73

6月 81

7月 78

8月 57

今年截至8月總數： 837

資料來源：醫管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