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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香港大學法律學生家長，日前去信香港大學校監

梁振英、大學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港大校長徐立之及法

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等人，質疑在港大法律系任教的「佔

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花費大量時間進行「佔領中

環」，能否履行副教授的工作。但戴耀廷在回應家長的

投訴時卻指出，自己「超額」完成教學任務，不受「佔

中」影響，他並指「我㝋大學evaluation（評核）有A-，

你自己可以睇」。戴耀廷任教法律，法律最講邏輯，他

以學科評估得到A-為由反駁家長質疑，但評核A-的原因

很多，可能是他的學生較厚道，又或他任教的課程較自

由，甚或他的政治傾向獲得某些人的讚賞，不一而足，

但卻不能得出「佔中」沒有影響他教學的結論。如果在

法庭辯論，這個觀點馬上就會被法官否定。

熱衷「佔中」如何兼顧教學

事實上，家長對戴耀廷的質疑不難理解。法律系本來

就是教學工作較為繁重的學科之一，學生自然希望教師

能夠將主要精力時間都放在課堂之上。然而，身為副教

授的戴耀廷自提出「佔領中環」行動後，隨即全副精神

放在「佔中」上，負責各項日常運作工作，四處接受傳

媒訪問，出席不同團體和學校講座，游說政黨參與，每

星期幾篇文章宣傳「佔中」，還有籌辦商討日等大型行

動，等等。這些工作就是全職政客都感到壓力，戴耀廷

還有什麼精力應付教學？不論是戴耀廷或其他人，每天

都只得24小時，將主要時間放在「佔中」之上，放在備

課、課外學習、跟進教學的時間自然相應減少。戴耀廷

愈熱衷於「佔中」，就愈忽略教學，這個道理很容易理

解。

家長都是望子成龍，特別是子女千辛萬苦進入法律

系，自然不希望一些教師因為搞政治而忽略教學，甚或

將課堂作為鼓吹違法抗爭的宣傳場所。面對戴耀廷近大

半年來將時間都放在「佔中」之上，家長向校方投訴是

可以理解的。不要忘記，戴耀廷每個月的薪金都是來自

公帑，來自納稅人。現在他卻一邊領取公帑，一邊策動

「佔中」，至於本職工作卻拋在一邊，這在任何學校都不

可能接受。戴耀廷要策動政治行動是他個人選擇，但卻

不能因此而影響工作，影響學生，損害大學聲譽。另一

名「佔中」發起人陳健民也以「佔中」事忙為由，辭去

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一職，說明策動「佔中」

不影響教課根本是不可能。

然而，戴耀廷卻對學生家長的疑慮嗤之以鼻，反指

「佔中」是「action research的一種，整個『佔中』行動都

可以是一個研究過程，相信可以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政

治文化帶來重要意義」。原來，他將「佔中」作為自己

主要的教學研究貢獻，校方不但不應批評他，反而應該

給他一個優秀教學獎，這種說法非常荒謬，也是嚴重浪

費納稅人公帑，校方理應追究。家長完全有理由質問：

為什麼連陳健民都要辭去一些大學工作，角色更吃重、

活動更繁忙的戴耀廷卻完全沒有問題？是否朝中有人好

辦事？是否在泛政治化的環境下，從事政治反而是手上

教席的「護身符」？

戴耀廷為何能夠肆無忌憚？

據分析，戴耀廷能夠將教學時間都放在「佔中」之

上，很大程度是因為其上司港大

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的縱容。陳文

敏與梁家傑在讀書時就是同班同學，

是一同組織學生會內閣的「戰友」，彼此政治立場相

投，及後更成為公民黨的創黨成員。而在較早前港大

的保安風波中，陳文敏在沒有弄清事實之下，就指責

「警方禁錮港大學生」，最終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波，但

事後的調查報告卻推翻了其說法，從中反映其偏頗的

政治立場。現在戴耀廷的「佔中」得到反對派響應，

也是為了一圓余若薇的「特首夢」，作為公民黨人的

陳文敏也在報章上大力支持，試問又怎會追究戴耀廷

疏於教學呢？

隨㠥社會愈來愈政治化，過去教師總是避免參與政治

以免影響工作，但現在一些教師卻極為熱衷，甚至利用

自身教師身份在校園內宣傳，當外界批評其行徑時，他

們立即指這是政治打壓，如果校方要懲處這些違反專業

守則的行為，更會引來反對派及喉舌媒體的狙擊，令校

方不敢批評失職教師，反而惟恐得罪他們。就如近日的

林慧思粗言辱警事件，面對一眾激進派大力施壓，校方

不敢追究其惡行。不過，校方必須正視學生和家長的疑

慮，否則大學的名聲和教學質素還如何保障？學生到大

學是學習法律知識，而不是去學習戴耀廷的「佔中」道

德論或公民抗命非違法等謬論，校方理應追究事件給家

長一個交代。

家長都是望子成龍，自然不希望一些教師因為搞政治而忽略教學，甚或是將課堂作為鼓吹違

法抗爭的宣傳場所。面對戴耀廷近大半年來將主要時間精力都放在「佔中」之上，家長向校方

投訴不僅可以理解，而且理所當然。但戴耀廷卻反將「佔中」作為自己主要的教學研究貢獻，

毫無顧忌，原因何在？是否得到公民黨創黨成員、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的大力支持？是否參與

激進政治反而成為了他們的「護身符」？校方必須正視學生和家長的疑慮，作出交代，否則大

學的名聲和教學質素如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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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及路政署

助理署長曾景文，被控騙取租津

案，昨日在區域法院宣判，兩人

各被判監8個月、緩刑兩年。這

一案件說明，英國人仍然掌握㠥

許多高級公務員的材料，作為控

制特區政府的一個重要手段，千

方百計找尋同盟者，在適當的時機

就會捲土重來。

港人雖然選舉出行政長官人選，

但要實現港人治港，需羅致最優秀

的人才，組織完整的管治班子。然

而，境外勢力和反對派每次都會聯

合起來，千方百計對願意服務港人

的公務員和社會賢能進行狙擊，揭

露他們的材料，將他們拉下馬，並

且要把他們投入監獄。目的是要製

造特區政府的「人才真空」，再由陳

方安生之流誣衊特區政府的管治今

不如昔。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港英政

府實行優待英國公務員、壓抑華籍

公務員的政策，高級職務都是英國

人擔任。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後，

英國人深謀遠慮，一手推出代議政

制白皮書，要建立一個植根於香港

的政權；另一方面，陰險地佈置了

控制公務員的各種法律陷阱。英國

人清楚知道當時的華籍公務員在

1997年之後，不少會被提拔到高級

的崗位上。特別是關係到金融、經

濟、教育、法律、保安的崗位，對

未來的政治運作至關重要，英國人

掌握公務員的把柄，搜集他們的資

料，到了關鍵時刻，就拿出來作計

時炸彈使用，讓特區政府陷入所謂

「醜聞」之中，證明沒有英國人的支

持，港人治港不可能成功。

房屋津貼陰險的地方，就是規定

有物業的公務員不能領取，沒有物

業的公務員才可領取。但是有關條

例並不禁止有物業的公務員對租，

所以大部分公務員都沒有放棄這種

福利。王永平在審訊時候，作為辯

方的證人指，當年這種情況非常普

遍，公務員「互租」亦無問題，關

鍵是當事人有否虛報資料或刻意隱

瞞，存在㠥灰色地帶。

28年前港英政府收集了大量這樣

的公務員材料，由政治部掌握，英

國人撤退的時候，把這些材料運到

了英國和澳洲，由軍情六處掌管，

隨㠥英國干預香港的運作，按需要

放出這些「導向飛彈」。整個案情有罪或無罪的

關鍵，就是當年他們填報的文件。若果有人拿出

這些文件，以及律師樓交易的文件，通過報紙炒

作，然後到廉政公署投訴，特區政府的官員立即

就跌入28年前的法網。如果麥齊光不擔任問責官

員，肯定平安無事，不會遭到「間諜」的狙擊。

對高級公務員被翻舊帳，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

幹事梁籌庭呼籲政府特赦麥齊光和曾景文二人，

否則擔心這個案例會引發公務員恐慌，甚至引起

首長級高官集體逃亡潮。香港市民都非常清楚，

一般的記者怎可拿到28年前的密件，又怎會知道

對租的細節，誰的老婆簽字，只有無處不在的特

務機關默默地收集和保存㠥這些證據，一擊即

中。

麥齊光上任8天就被拉下馬，陳茂波臨危接

任，立即遭到了狗仔隊日夜跟蹤，接㠥所有在境

外的登記公司、所有股東的關係，全部曝光。這

說明了，只有國際間諜，才可以收集到這些文件

和資料。兩任局長連環遭狙擊，不是偶然的，因

為外國勢力一定要打掉發展新界東北計劃，製造

土地供應的斷層，炒高了樓價，擴大貧富懸殊，

他們才可以利用「佔領中環」等導火線，引爆

「顏色革命」。如果關心香港前途的市民，只考慮

2016年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是否會輸，忘記了外

國勢力奪權的陰謀，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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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官申報指引林
鄭：問責私隱取平衡

行政長官辦公室於本月1日在其官方網站上載1份
包括處理政治委任官員潛在利益衝突的指引，

首次定明並擴大對政治委任官員「私人利益」的定
義，除了該官員本人外，更包括其家人、親屬或私交
好友、所屬會所和協會，與該官員有私人或社交聯繫
的任何群體，及該官員曾受恩惠或欠下人情的任何人
的利益。政界人士普遍表示歡迎。
不過，前政務司司長、「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

生昨日就發表聲明，稱《指引》內有很多「模糊概念」
及用詞，如「私交好友」、「曾受恩惠」或「欠下人
情」，官員、傳媒及公眾對有關概念的理解容易存在落
差，要求政府進一步解釋，又質疑新指引內並沒有一
套適用於規範行政長官、有公信力的防止和處理潛在
利益衝突的制度。

以身作則 保持警覺

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指出，新指引與問
責官員的守則相吻合，即既要有高問責性，「不要讓
市民感覺到我們在行使權力，或是作政策決定時會有
所偏頗」，同時在對個人私隱方面有一定的保障，「我
覺得已經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她強調，自己身為問
責官員，一定會嚴守這個紀律，並時常保持警覺性，
「當我處理每一個課題，每一件事，要作出一個決定
時，必須要很認真、審慎地想想自己或家人的利益，
會不會構成一個潛在的利益衝突」。

履諾落實檢討報告建議

香港記者協會日前就《行政長官處理政治委任官員
涉及潛在利益衝突和接受利益及款待個案的指引》發
表聲明，稱不滿特區政府「低調」發布有關指引。特
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回應指，當局十分重視傳媒的工
作，並一直致力作出配合，而政府將《指引》上載行

政長官辦公室網頁讓公眾查閱，是具透明度的做法。
發言人續說，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

員會於去年5月發表報告，政府已在報告發表當日表示
原則上認同報告的建議，並會就各項實質建議，考慮
如何跟進落實。過去1年，政府逐步落實委員會的建
議，於今年8月實施的《行政長官處理政治委任官員涉
及潛在利益衝突和接受利益及款待個案的指引》，亦是
這一連串落實工作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特首辦早前公布了《行政長官處理政治委任官員涉及

潛在利益衝突和接受利益及款待個案的指引》，在處理政治委任官員潛在利益衝突時，首次定

明並擴大對政治委任官員「私人利益」的定義。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新指引涵蓋了

高問責性，及在保障個人私隱方面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自己會以身作則，時常保持警覺性。

CY周日訪圍城 先到先得派門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履

行競選承諾，將於本月和下月分別出席3場論壇，
「落區」了解民情，與公眾會面及聽取市民的意見和
訴求。他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示，希望通過這3
場「落區」活動，直接、近距離聆聽市民的訴求，
並與市民交換意見、溝通和報告特區政府的工作，
「這些交流十分有用，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梁振英首場「落區」論壇將於周日（8月11日）下
午2時半至4時在元朗天水圍天晴㢏天晴社區會堂舉
行。屆時，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及保安局局長黎
棟國會陪同梁振英出席論壇。該論壇歡迎市民出
席，惟由於會場座位有限，入場券會以先到先得方
式，並視乎情況於當日上午約9時半在天晴社區會堂
門外派發。餘下兩場地區論壇的詳情，當局會於稍
後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家長
聯會及「香港行動」日前在旺角行人專用區
舉行「撐警」活動時，多個反對派政黨及團
體「踩場」引發混亂，令人擔心更激進的
「佔領中環」或會釀成更大規模的衝突。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昨日在一活動上聲
言，他們的行動是「和平非暴力」的，「不
會有暴力衝突發生」。
於兩個月前成立的「漫畫刁民」組織昨日

宣布由今年8月6日至31日，舉辦以普選為
題、名為「漫人迷普選」的漫畫展覽，並分
別在港島及九龍兩個場地舉行，而展覽期間
亦會拍賣展品，為組織及畫家籌募經費，剩
餘款項則會支援「佔領中環」。「漫畫刁民」
稱，展覽絕無統一口徑，只是想由紙張走入

群組發表不同看法。
戴耀廷昨日在出席該活動時，被問及旺角

集會的衝突場面會否在其鼓吹的「佔中」期
間發生時聲稱，「佔領中環」規模比早前的
集會要大，但他們的行動是「和平非暴
力」，甚至不會運用「暴力語言」，相信能夠
避免衝突場面，「正如嗌交都要兩把口，我
們做好宣傳確保行動是和平非暴力，就不會
有暴力衝突發生」。

食教區「檸檬」仍「叩門」

被問及香港天主教區副主教楊鳴章早前表

明，不會借出屬下學校予「佔中」行動舉行

第二次「商討日」，戴耀廷稱，「佔領中環」

正透過中間人聯絡香港天主教區，盼望有機

會深入交流，以了解教區對「佔領中環」立

場及看法，但並非邀請他們參與第二次「商

討日」，「天主教區已經表明不會參與商討

日，而有關租借場地亦要視乎學校的意願。

我們想了解教區看法，但會面不會對外公

開。至於第二個商討日詳情則暫定於下月底

至10月初公布」。

稱願與「出聲」學者討論

就數十名學者及專業人士昨日自發成立

「幫幫香港 出聲行動」，他則稱「難為正邪

定分界」，但歡迎及欣賞有學者走出來，

「共同尋找更好的香港」，並相信大家「目標

一致」，只是「採用的方法有分歧」，以至各

有不同的立足點，雖然仍然有人質疑「佔領

中環」的需要性，當中在於大家追求秩序抑

或公平秩序，不介意今後通過大氣電波或傳

媒與有關組織作討論。

反對派爆粗撐辱警 戴耀廷齋 「佔中」和平

■林鄭月娥

指，新指引

涵蓋了高問

責性，及在

保障個人私

隱方面取得

一個很好的

平衡。

梁祖彝 攝

■ 梁 振 英

稱，「這些

交流十分有

用，我們會

繼 續 做 下

去」。圖為

他去年到屯

門出席地區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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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仍堅稱激進的「佔

中」行動「不會有暴力衝突

發生」。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