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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反對派屢屢濫用司法覆核，從吳嘉玲
案、莊豐源案、外傭居留權案、港珠澳大橋案，以及
針對立法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的剪布權的司法覆核
等，使政治、經濟、民生等眾多問題高度政治化，嚴
重傷害法治和經濟民生，製造了社會嚴重撕裂，政爭
無日無之，亦損耗天文數字的公帑。

公民黨屢次操控司法覆核「包攬訴訟」
令市民感到擔憂和氣憤的是，回歸以來的司法覆
核，背後大多數都有熟悉法律的政黨和政客在操弄，
令司法覆核不但完全喪失監察政府的本意和作用，反
而加劇社會的矛盾，犧牲社會的整體利益，反對派濫
用司法覆核是對法治精神和經濟民生的傷害。
回歸以來，公民黨屢次操控司法覆核「包攬訴
訟」。例如，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司法覆核案，
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移民湧港的嚴重危機，幸

人大釋法得以化解。此案代表吳嘉玲的大狀是公民黨
核心成員張健利，以及與公民黨關係友好的戴啟思、
郭瑞熙；2001年7月的莊豐源司法覆核案，代表莊豐源
的大律師是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及郭
瑞熙，莊案令大量內地孕婦湧港產子，一度對本港醫
院的婦產科、兒科、母嬰健康院以至人口政策和社會
福利造成嚴重影響。
2011年4月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協助朱婆婆提
出司法覆核的律師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代表朱婆婆
的大狀戴啟思與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這宗官司的副
手大律師郭榮鏗是公民黨執委。2011年9月的「外傭居
留權案」，負責官司的大狀還是公民黨核心成員李志
喜，另一個主要角色帝理邁也是公民黨創黨黨員。

濫用司法覆核使港珠澳大橋成本上升88億元
2011年4月的「港珠澳大橋案」，協助朱婆婆提出司

法覆核的律師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代表朱婆婆的大
狀戴啟思與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這宗官司的副手大
律師郭榮鏗是公民黨執委。朱婆婆證實是有人叫她打
官司，「我唔係有心搞，不過，他們（公民黨）同我
講，我又『矇查查』，我老人家懂什麼？」公民黨大
狀聞言方寸大亂，不但拒絕公開對質，還誣衊朱婆婆
「唔識講」。
公民黨或公民黨的「友好大狀」多次利用司法覆

核製造「居港權案」，以及公民黨幕後操控司法覆
核狙擊港珠澳大橋，是如出一轍的慣伎。反對派濫
用司法覆核，社會代價沉重，僅舉港珠澳大橋環評
案為例，大橋工程最終延誤兩年，工程成本因而急
升88億元，即使不計有關連接道路工程費用的上
漲，大橋工程完成後因連接道路遲遲不能接駁，大
橋也就無法發揮各方面的效益，其損失更是難以估
算。

反對派企圖令禍港殃民的拉布合法化
梁國雄、黃毓民等反對派議員多番就剪布提出司法

覆核，企圖令無休無止的拉布合法化，徹底癱瘓議
會，阻遏政府施政。例如，香港高鐵自2009年由行政
會議拍板興建後，就被反對派議員「拉布」阻止撥
款，「拉布」議員無所不用其極，不單對同一問題重

複提問，還提出一些荒謬、無
聊的提問。這次「拉布」從
2009 年 12 月一直到 2010 年 1
月，使高鐵撥款議案最終延至
2010年1月中才獲通過，但整個項目成本由2008年預
計的395億元大幅上升至今900億元。
令人憂慮的是，「拉布」已經由過去針對重大法案

及預算案，蔓延到立法會各個事務委員會，反對派議
員無日無之的「拉布」，嚴重拖累經濟民生。尤其是
每年的財政預算案審議，反對派都例必提出大量無
聊、瑣碎、重複的修訂意圖拉布，導致多項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措施接連受阻。
梁國雄、黃毓民等反對派議員多番就剪布提出司法

覆核，但法庭在2012年和2014年明確判決，基本法有
關賦予立法會議員參與立法會立法程序權利的條文，
並不是給予個別議員根據個人意願任意行使權利干擾
會議，立法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有權主持會議，包括
以剪布去控制會議進度。
本港各界應反思檢討濫用司法覆核的問題，應該堵
塞法律漏洞，在司法覆核門檻由法官決定的前提下，
可檢討法律觀點和執行上能否進一步完善制度，法官
也不應濫批、濫審司法覆核，避免司法覆核氾濫無
休，以維護法治和社會總體利益。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嚴重傷害法治和經濟民生
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把經濟民生事務政治化，使司法覆核淪為政治工具，不僅對法治精

神構成嚴重損害，而且阻礙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終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多次表示，司法

覆核並非解決所有經濟、民生問題的萬應靈丹，呼籲有關問題應該在社會其他平台解決。終

院前非常任法官列顯倫認為政府並無違法，仍然遭到挑戰，是有人濫用了司法覆核，本港應

該堵塞法律漏洞，避免司法覆核氾濫無休，以維護法治和社會總體利益。

藍鴻震博士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

區選啟示與展望
這次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打破了所謂高投票率不利建制派的「定

律」，再次證明以「佔領行動」及激進行動作龐大政治動員，對區選結果

雖然有一定影響，但效用遠不如想像中之大。相反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對

反對派政黨產生反感，從而形成一個政治反動員，壯大了建制派的票源。

但部分反對派或「傘兵」的空降參選人仍然取得對建制派參選人有威脅的

票數，這些參選人及其支持者將對以後的區選或來年的立法會新界東補

選，以及明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帶來一定變數，必須引起重視。

高鐵「一地兩檢」鬧得紛紛擾擾，
公民黨一向最落力反對內地執法人
員在香港境內進行「一地兩檢」，
昨日卻提出折衷辦法：建議以上車
查檢的方法，以「車上檢」代替「一
地兩檢」，避免了內地執法人員越
境執法的爭議。廣深港高鐵行車時
間短暫，「車上檢」根本不可行，
又存在更難以解決的法律問題，公
民黨一眾法律「藍血人」不會不知
道當中蹊蹺，故意借「車上檢」刁
難「一地兩檢」，是要使拒絕「一
地兩檢」名正言順，別人再堅持在
香港實施「一地兩檢」就顯得不講
道理，還不是別有用心破壞「一國
兩制」？
公民黨提出的「車上檢」，目前
在芬蘭赫爾辛基來往俄羅斯聖彼得
堡的列車上實行，在列車上由俄芬
兩方人員辦理出入境手續。可是，
公民黨沒有告訴公眾，芬蘭赫爾辛
基來往俄羅斯聖彼得堡的車程時間
是3.5小時！廣深港高鐵車程只需要
45分鐘，載客量以千計，如何能夠
完成乘客的出入境手續呢？如果能
的話，要多少人手才可以做到？一
對一？一半乘客，一半執法人員？
公民黨要製造世界鐵路史的奇觀，
還是笑話？
更可笑的是，公民黨舉例，以一
列北上的高鐵列車可載580名乘客，
其中大約一半在福田站下車計算，
只要車上有20名內地執法人員，便
可以在列車抵達廣州南站前，為其
餘200多名旅客完成車上查檢的工
作。高鐵的特點是快，廣深港高鐵
接駁內地高鐵網，從香港乘高鐵出
發的乘客，當然是為了去更遠的地
方，怎麼可能有一半人、近300乘
客，會在深圳福田就下車呢？現在
香港乘港鐵、巴士去深圳又快又便
宜，乘高鐵去深圳？公民黨的說法

不怕笑掉人大牙。
「車上檢」還有更複雜的法律

問題，如果有乘客在高鐵上才被
發現是禁止出境或入境，抵港或
抵達內地後又如何安排遣返？公
民黨的建議對此隻字不提。公民
黨的大狀們不會把這麼重要的問
題都漏了吧，如果真的漏了，以
這麼疏忽大意的態度，與大狀嚴
謹慎密的要求和形象不相符，替
人打官司恐怕「十賭九輸」；如
果不是無心之失，那是否故意留
下陷阱，若高鐵真的採用「車上
檢」，未來兩地在執法上一定會
遇上大爭拗，惹上大麻煩。
在香港落實「一地兩檢」是高

鐵成功與否的關鍵問題，沒有
「一地兩檢」，高鐵就是「廢
鐵」。美加、歐洲都有「一地兩
檢」，「兩國兩制」下都毫無問
題，為什麼香港在「一國兩
制」，「一地兩檢」卻變成某些
人口中的「洪水猛獸」？余若薇
說，「一地兩檢」不純粹是車速
效率問題，而是打破「一國兩
制」的藉口。郭榮鏗指，以基本
法附件三處理「一地兩檢」問題
是「自毀長城」及「扭曲基本法
原意」。前幾天，公民黨創黨黨
員及創黨副主席黎廣德才說，
「高鐵不停建，兩制不能保。」
總而言之，公民黨心目中認定，

接受「一地兩檢」，就是打破「一
國兩制」的壁壘，就是令香港法治
「自毀長城」。寧願高鐵爛尾，也
不要「一地兩檢」，這就是公民黨
「車上檢」的潛台詞。「車上檢」
只是虛晃一槍，好粉飾一下公民黨
還是講道理的，不是「沒有彎轉
的」。實際上，一眾公民黨精英們
巴不得高鐵「爛尾」收場，讓香港
出大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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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區議會選舉過後，成績
大眾有目共睹。雖然新增選民和
投票率打破了歷屆紀錄，但對建
制派來說，影響不大，而且打破
了高投票率對建制派不利的「魔
咒」，建制派在政府取消區議會
委任議席之後，仍然能夠保持主
導區議會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有說今屆區議
會選舉，多了年輕人投票、參
選，又有「傘兵」當選，就說是
「人心思變」、「香港換血」之
論調，尤其是反對派對8名「傘
兵」當選大做文章，興奮不已。
「香港換血」論似乎言過其實和
阿Q精神矣。其實，論新人當
選，建制派就多過反對派及「傘
兵」，何足大驚小怪。其實每一
屆區選都有不少新人參與和當
選，並非今屆才有。總體來說，
大眾當然希望更多新人參選，尤
其是年輕人。問題是，新人或年
輕人當選，能不能全心全意投入
社區工作才是關鍵。怕只怕這些
新當選的年輕人，心不在此，而
志在明年的立法會，區議會只作
跳板。
更值得注意，當選的「傘
兵」，會否只見議員辦事處而不
見人影。因為這些「傘兵」當
選，都是靠「口水」多過汗水，
在當選之區沒有做過什麼實質工
作，只在選前進行「口水」宣傳
攻勢，一面抹黑和攻擊對手，一
面就猛開「空頭支票」，承諾樣
樣都搞掂。如今當選之後又如
何，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建制派與

反對派的議席得失和選票增減，
很大程度反映了選民對「佔中」
的反感和不滿，對那些標明所謂
「佔中」和趕客之「本土派」的
參選者都不會支持。「傘兵」刻
意淡化「佔中」色彩，瞞天過海
欺騙到不少選民，才有50個「傘
兵」落區參選意外有8人當選。若
他們夠膽打「佔中」旗號，大
有可能連一個議席都撈不到。
區選之後，距離明年之立法會
選舉只有10個月時間，區選就是立
法會選舉的前哨戰，能贏得區議會
大多數議席，這對立法會選舉有莫
大關係，起碼在地區上有扎實「樁
腳」也。選票是由一個屋邨、一個
地區匯集起來的，才能贏到議席，尤
其是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由全
港選民一人一票投票的，這更凸顯區
議員及「樁腳」的重要性，區議員及
「樁腳」全情投入助選拉票，對「超
級區議員」選舉有很大幫助。
明年立法會選舉的「超級區議

會議席」，建制派誰人出選問題
不大，然反對派就有些頭痛矣，
因為有三去其二，只剩一個涂謹
申，又聽說「新民主同盟」也有
意派人出選，加上「傘兵」當選
區議員也有意思參選，再用「人
心思變」、「香港換血」的「牌
頭」吸選票。這個「牌頭」看似
有點「殺食」，可能吸引一些「首
投族」，不能說沒有勝算機會。無
論「傘兵」打什麼招牌出選，選
民都要看他們在地區工作的表現，
若他們一事無成，沒有成績，選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單靠「口水」而
不流汗水，那是不行的。

選
舉
不
能
靠﹁口
水﹂
不
流
汗
水

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
佈，批准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
幣籃子。決議將於2016年10月1日起生效。
批准人民幣加入SDR或將使更多國家得以放
心地將人民幣納入自己的外匯儲備。據了
解，當前的SDR籃子貨幣包括美元、歐元、
日圓和英鎊。人民幣成功「入籃」，堪稱水
到渠成，可謂量化促成質變。中國經濟高速
增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外匯儲備全
球第一大國，當然還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
國。這是中國宏大的經濟在全球經濟危機中
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

IMF與時俱進的選擇
新秩序的力量已經無可阻擋。傳統機構要
麼接納、融合新成員成就全球新秩序或新的
全球治理機構，要麼排斥倒逼中國等新生市
場另起爐灶，IMF選擇了與時俱進。
今年早些時候，IMF對人民幣「入籃」還
抱持謹慎態度，不確信人民幣「入籃」能夠
突破「可自由兌換」的屋頂。然而不久前，
IMF對人民幣「入籃」重建信心。尤其是在8
月下旬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嘗試市場化改革之
時，伴隨中國股市的動盪，包括美國、歐
洲和新興市場在內的大多數經濟體，對中國
的舉動感到惶恐、疑慮。其懷疑中國是以人
民幣貶值的方式，來提振出口和挽救資本市
場的頹勢。IMF和它的掌門人拉加德慧眼獨
具，認為人民幣匯率改革值得肯定。
之後，雖然IMF對討論人民幣「入籃」的
議程有所反覆，但上月稍早時候，拉加德給
世界篤定的答覆，人民幣符合「可自由使
用」貨幣要求。這意味人民幣「入籃」已成
定局。更重要的是，歐洲國家的支持和日本
的謹慎支持，以及美國的「不反對」，使得
人民幣「入籃」順理成章。

人民幣「入籃」具有象徵和實質兩重意
義。前者，即如拉加德所言：「（人民幣
『入籃』是將中國經濟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
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對中國過去幾年貨幣
與金融體系改革的肯定。」簡言之，人民幣
需要「入籃」成為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重要
角色」，IMF也需要人民幣這個具有活力的
「準全球貨幣」。在SDR「籃子」裡，曾有
20種貨幣，5年一審可謂大浪淘沙。算上人
民幣，新的SDR「籃子」裡按照權重還有美
元（41.73%）、歐元（30.93%）、日圓
（8.33%）和英鎊（8.09%）。人民幣的權重
（10.92%）則超越日圓和英鎊排在第3位。
由此亦可看出，這一權重排序，是全球經濟
實力的真實體現，也意味全球金融治理的新
變局，作為新興市場的中國成為全球金融治
理中的重要一員。
實質意義，輿論場有多重解讀。央行副行
長易綱的6字訣意味深長：喜悅、平靜、謙
虛。的確，人民幣「入籃」不是為中國爭取
宏大的虛名，而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治理的
必要舉措。從「入世」（加入WTO）到「入
籃」，中國每走一步都是在艱難地「擁抱世
界」，哪怕這個世界給予的不是溫情而是冷
漠。內中邏輯很清晰，中國要成為全球大
國，必須要成為全球秩序中的一員，而前提
是通過遵守全球規則成為負責任、有分量的
一員。只有贏得世界的信任和主要成員的認
可，方能成為重要一員，從而使老秩序發生
變革，朝新秩序的路徑前行。

金融改革任務艱巨
就此而言，人民幣「入籃」是世界對中國
實力的確認，「入籃」是機遇但更多的是挑
戰。就機遇言：一是能夠加速推進人民幣國
際化進程，使人民幣真正成為世界貨幣和

IMF成員國官方貨幣，使人民幣邁入「五
強」貨幣之列。二是作為SDR籃子裡的第三
貨幣，將使各國央行和投資者加大對人民幣
資產的配置，使人民幣成為各國外匯儲備的
新選擇。三是作為隨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
步伐加快，人民幣在SDR籃子中權重會趨向
上升，人民幣或成為全球流通的真正「硬通
貨」。此外，對中國股市、債市，走出去的
自然人和市場主體，「行天下」更具資金
（本）自信。
挑戰更迫切。人民幣「入籃」只是第一

步，要成為真正的全球儲備貨幣還有漫長之
路要走。「可自由使用」不僅是IMF的定性
或中國央行的政策宣示，還要靠全球市場的
定量實踐以及國際社會的評價來斷定。現階
段乃至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依然會維持有
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真正實現人民幣匯率
的自由浮動，還需要時間。世界看中國和對
人民幣的要求，及金融改革的要求是急切和
苛刻的。兩種立場交鋒必然會產生齟齬，加
之未來不確定性的其他博弈因素的滋擾，人
民幣「入籃」不是萬事大吉，而是中國邁進
全球金融秩序後荊棘之途的開始。
何況，5年一審的動態體制，中國金融體制

改革的節奏等等，都會使人民幣面臨更嚴苛
挑戰。

從「入世」到「入籃」 中國機遇和挑戰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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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打破高投票率「魔咒」
今屆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創自2003年以來的

新高，投票率達47%，可謂令人鼓舞，但隨之
而來的選舉結果卻令部分黨派及其支持者有震
驚之感：四位不同黨派的明星級雙料現任議員
下馬，亦有較出名的政黨明星挑戰失敗。與此
同時，卻有不少年輕的新面孔當選，甚至被稱
為「傘兵」的年輕人也奪得數席，於是也就引
起了社會各界的不同解讀。
區選之前，反對派的支持者表示受到「佔
領行動」的號召，要把政治議題及年輕聲音
帶入區議會，同時呼籲剛滿18歲的市民盡
快登記做選民。亦有支持反對派的學者表
示，反對派之所以在歷屆區議會選舉被建制
派大比數擊敗，原因在於很多在立法會選舉
投票給反對派的選民，從不在區議會選舉投
票，因此呼籲這部分選民出來投票，扭轉選
舉結果。然而，此次在高投票率下，反對派
依然還是處於劣勢，上述這些因素並未發揮
到反對派原先預測的影響。

首先，在「佔領行動」如此大的政治動員
下，這次反對派並沒有如2003年一樣與建
制派幾乎平分秋色。在431個民選議席中，
反對派只獲得不足三成，而建制陣營最終獲
得299席，議席雖微跌5%，但仍保持多
數。根據選舉事務處資料，今年有約26萬
新登記選民，佔登記選民總人數近兩成，但
建制陣營所得的票數比上屆仍有約11萬的
增幅，相對反對派只有約3萬的增幅。其
次，來自包括「熱血公民」、「人民力量」
及社民連，或者早前參與「反水貨」行動的
較激進參選人，在今次選舉中全軍覆沒，再
次證明「佔領行動」及激進行動作為反對派
的龐大政治動員，對區選結果雖然有一定影
響，但卻遠不如想像中的大。

「傘兵」和「政治素人」夾擊立會選舉
事實上，自「佔領行動」後，不少沉默及

政治冷感的市民對反對派政黨產生反感，從
而形成一個政治反動員，壯大了建制派的票
源。由此可見，「佔中」對選民意向的影響

並非單方面。縱然
如此，我們仍然不
能不提防一點，就
是在見證過「佔領
行動」的各種不良
影響後，不同社區
仍然存在一定數量
的市民支持反對派
及激進派別。眾所
周知，區議會選舉
的本質是以地區議題為主，反對派或「傘
兵」在地區挑戰建制派，往往在地區議題上
會被比下去，而空降的參選人就更不被看
好，但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反對派或「傘
兵」的空降參選人仍然取得對建制派參選人
有威脅的票數，這些參選人及其支持者將對
以後的區選或來年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以
及明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帶來一定變數。
筆者認為，今屆區議會選舉同時帶出一個

訊息，就是選民可能對現時部分較資深的區
議員存有不滿。這種不滿是跨黨派的，從不
論是建制派或反對派均有資深的區議員被新
來的挑戰者擊敗就可觀察到。選民希望政壇
有新氣象，希望一代新人勝舊人，對於這一
點，建制派和反對派政黨也有需要反思。有
人認為，區議會變得政治化，但筆者相信候
選人要在區議會選舉獲得市民持續的支持，
始終十分倚重實幹及堅實的地區工作。不論
是連任議員或首次當選的新議員，過分強調
政治化的效應始終會隨時間淡化，各位大
可放長雙眼看看。

■藍鴻震

■人民幣「入籃」是將中國經濟納入全球金融
體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公
民
黨
以﹁
車
上
檢﹂
刁
難﹁
一
地
兩
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