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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回歸祖國20年，與內地的交

往愈趨頻繁，但有一小撮人卻聲

稱會因此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

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昨日

表示，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不僅是

躲不開、一朝一夕的，而是長

久、永遠的關係，未來必將愈趨

密切，並強調這是香港回歸後的

大趨勢，不可阻擋。他相信，現

在或未來將會有很多涉及兩地關

係的政策及措施，例如是「一地

兩檢」等，都不會損害香港的人

權和自由，也不會影響香港的高

度自治和法治。

懲教社教5年省743億元社會成本

兩地聯繫更密切勢不可擋
劉春華指「一地兩檢」不損人權自由 無礙港高度自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昨日參
與南區「共慶回歸顯關懷」家訪活
動，探訪區內長者和有需要家庭，
並向他們派發禮物包，分享回歸20
周年的喜悅及向社區傳揚關愛訊
息。他又到訪傳統店舖，了解居民
的生活情況。劉怡翔表示，特區政
府會繼續推出各種惠民措施，有信
心能助香港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
劉怡翔昨日早上在稅務局局長黃

權輝、產業署署長袁民忠、公司註
冊處處長鍾麗玲、破產管理署署長
麥錦羅陪同下，首先探訪石排灣邨
9個家庭，聽取他們對政策的意
見，並向他們派發禮物包。
他隨後到南區區議會，與區議員

討論金融科技發展、地區工程撥款
安排和政府外判服務採購指引。
他又到訪鴨脷洲大街一間海味雜

貨店，了解店主在港鐵南港島線通
車後的經營環境，其間店主與劉怡
翔分享挑選海味的心得，雙方暢談
甚歡。他其後再光顧一間傳統麵包
店，並即場購買一打蛋撻。

喜接觸街坊及會見區議員
劉怡翔說：「今天是我出任局長

以來第一次到社區探訪。我很開心接觸了不
少區內的街坊，亦有機會和區議員會面，加
深了解地區的需要。」
他續指，政府官員於5月已開始參與各種
社區探訪活動，他上月便曾探訪荃灣區家
庭，更稱「對探訪活動感到很有意思。」
他表示，未來會繼續到訪其他地區，與社

會各界人士接觸，冀能加深了解地區的需
要，更加貼近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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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一
宗犯罪案件有時不僅需要出動警
力，還牽涉司法及懲教部門，對受
害者造成損失，當中到底消耗多少
社會資源？昨日公佈的一項研究顯
示，本港單宗罪案消耗約23.9萬元
社會成本，自2012年至2016年5年
間，犯罪案件令社會損失逾3,800億
元。而同期懲教署更生工作則為社
會節省752億元，社區教育工作為社
會節省173億元，扣除懲教署開支
182億元，兩項工作合共為社會節省
743億元。該次研究是亞洲首個量化
犯罪成本的研究，顯示懲教署工作
卓有成效。
懲教署與香港城市大學於去年8月
至昨日進行「懲教署更生及社區教
育工作的成效顧問研究」，以政府
數據為基礎，結合對91名非政府機
構專業人士、897名在囚者的訪問，
以及另外逾1,300個電話調查，對
2012年至2016年5年間，懲教署更
生工作及社區教育工作的工作成效
進行量化研究。香港城市大學應用
社會科學系教授崔永康昨日公佈研
究結果。
研究首先透過政府數據及訪問推
算並量化單宗罪案發生的社會成
本。崔永康表示，每宗犯罪發生
時，不僅對受害人造成損失，有時
更需消耗社會成本，包括警察參
與，後期上庭需司法部門包括律
師、法官、陪審團參與，之後若犯
罪者需接受懲罰，還會牽涉懲教部
門參與。另外，對罪犯本身來說，

自身因犯罪而失去收入及自由，亦
有損失。

罪行總成本逾3800億
崔永康與其團隊量化單宗犯罪的

犯罪成本約23.9054萬元，再以該數
據結合警方公佈的報案率推算每年
犯罪發生次數，約28.973萬宗，最
終推算每年社會負擔的犯罪成本逾
670億元。而具體到2012年至2016
年5年間，社會負擔的整體罪行總成
本逾3,800億元。
犯罪浪費大量社會資源，減少犯

罪能節約社會開支。近年懲教署透

過推行更生及社區教育工作，令重
犯率及整體犯罪率大大降低。
崔永康指出，5年間，懲教署更生
計劃透過減少重犯率為社會節省約
752億元犯罪成本，有效的社區教育
工作亦大大減少整體犯罪率，為社
會節省約173億元犯罪成本，兩項工
作扣除懲教署開支182億元，合共為
社會節省約743億元。

亞洲首推量化研究
崔永康指出，犯罪案件時有發
生，但大眾及政府對單宗犯罪案件
所需經濟成本並無概念，亦不能量
化不同懲教工作對打擊犯罪、節省
社會開支的實質貢獻。
相關研究雖在西方國家早已開

展，但首次在亞洲區進行，亦首次
配合大量個案訪問同步進行，令數
據更準確。
他續說，研究以量化數據向社會

及懲教署職員釋放清晰信息，「懲
教署同事的點滴付出都有價值，能
大大減少社會開支，節省社會資
源」，亦讓市民清楚看到懲教工作
的貢獻。
他又透露，今次研究總耗資約40

萬元，希望未來有機會持續跟進，
協助懲教署找到最有效的工作模
式。
懲教署高級監督林偉光表示，初

步見到報告數據反饋信息正面，未
來希望透過研究進一步找到大部分
罪犯的犯罪癥結，更好地預防犯罪
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為慶祝香港回歸
20周年暨懲教署易名35周年，懲教署昨日起一連兩
日舉辦「2017會議—懲教演變」會議，透過專題
演講及互動討論，推動懲教工作發展。來自兩岸三
地及韓國、日本、澳洲、新加坡、加拿大等國家及
地區約400人參加。昨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司法
部監獄管理局局長王進義、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懲
教署署長邱子昭等一同出席主持開幕儀式。

張建宗：港犯罪率亞洲最低
張建宗與邱子昭致辭時均指出，香港犯罪率為亞
洲最低，是全亞洲最安全的地區，亦是全球最安全
城市之一。本港去年犯罪是自1972年來的新低，處
全球低犯罪率地方前三名，成績令人自豪。近年全
球面對國家安全及網絡安全新挑戰，香港會與其他
國家及地區一同合作應對挑戰。
今次懲教署首次舉辦以「懲教演變」為主題的會

議，在回顧分享懲教署變遷的同時，亦與其他國家
及地區的專家代表一起交流互動，共同推動懲教工
作向前發展。
王進義致辭時表示，近年內地監獄管理部門與香
港懲教署交流密切，相互分享在罪犯管理、教育矯

正領域的經驗，對兩地懲教工作的發展起到促進作
用，未來希望推動兩地互訪交流，取得更大發展。
開幕儀式後，首日由劍橋大學犯罪學與刑事司法

教授、劍橋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監獄研究中心主任阿
利森·利布靈，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皮藝
軍作主題演講。其他講者還包括：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法官李瀚良、懲教署副署長林國良、香港大學社
會學系榮譽講師關明德、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
梁永亮等。

圖文展覽監獄懲教變遷
場內設懲教署變遷展覽，以圖文形式展示自香港

監獄創建以來，隨社會進步，香港監獄和懲教制度
的不斷變遷。香港首座監獄域多利監獄於1841年設
立，早期會透過苦工、限制飲食、體罰等刑罰令在
囚者對監獄產生恐懼，直至1973年赤柱監獄發生騷
亂，促使監獄管理走向人性化並開始推行更生工
作，協助在囚者出獄後重新融入社會。
香港懲教署於1982年正式改為現名，經過35年發

展功能逐漸走向多元化，現時懲教署負責管理本港
29間懲教設施，包括懲教院所、中途宿舍及設於公
立醫院的羈留病房，合共收納約8,600名在囚者。

懲教演變會議 與國際專家交流經驗

由香港菁英會策劃，團結香港基金副
總幹事李浩然、袁曉航、香港特區

政府中央政策組前首席研究主任孫文彬
主編的《回歸20年．數字香港》昨日舉
行新書發佈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劉
春華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
等出席。
劉春華代表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出

席發佈會，並在會上以《香港與內地》為
題致辭。
他指出，回歸20年來，香港與內地存在

了各種各樣的交流合作，跟回歸前相比，
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明顯的提
升。未來，香港與內地往來必將愈趨密
切，這是香港回歸後的大趨勢，不可阻
擋，「不是任何人可以主觀意志轉移的，
也不是某幾個人上街喊幾句口號就能夠阻
擋，這是『一國兩制』的必然結果。」
他續指，香港有一小部分人擔心愈來愈

緊密的兩地合作，會為香港的高度自治帶
來負面影響，但回歸20年來，各項的數

字、各方的發展已經給到最好的答案，因
此這種擔心是完全沒有必要，「香港的高
度自治的情況、司法獨立狀況、以及人權
自由的保障等等，都是在世界上排名前列
的。」
他相信，現在或未來將會有很多涉及兩

地關係的政策及措施，例如是「一地兩
檢」等，都不會損害香港的人權和自由，
也不會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

「一國」是根本 絕不許突破
劉春華最後總結表示，香港與內地的聯

繫不僅是躲不開、一朝一夕的，而是長
久、永遠的關係，故必須打好根基，才可
構建兩地互利共贏的局面，「站在香港的
立場，我們首先要認清『一國兩制』，
『一國』是根、是本，因此香港的一切定
位都必須把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處理任何事務，包括法律事務、政治
事務，『一國』的框架都是絕對不允許突
破的。」

曾鈺成：英亦加強國民教育
以嘉賓身份出席發佈會的立法會前主

席、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表示，香港年
輕人的國家民族認同感薄弱，不單是本地
問題，也是世界各國均面對的問題，「早
兩三年，英國都有這樣的問題，他們慨嘆
英國後生仔無英國這個觀念。他們都要研
究加強國民教育，如何提高國家的觀
念。」
他認為，經濟成果分享不公平、社會發

展內部出現矛盾等都會影響年輕人的歸屬
感，因此不能將背後的原因簡單化。
孫文彬則談到香港經濟，指香港去工
業化的過程特殊，產業一下子就全到內
地去了，目前香港經濟結構簡單，大多
數打工仔並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
果。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在經濟轉型過
程中，都可以慢慢培訓技能相對較低的
人，但香港因為各種原因，並沒有好好
思考這個問題。

■ 張 建 宗
（右三）、王
進 義（左
一）、李家超
（左三）、邱
子昭（右二）
等 主 持
「2017 會
議 —— 懲
教演變」開
幕典禮。

■崔永康昨日公佈研究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回歸20年．數字香港》昨日舉行新書發佈會，梁君彥（右三）、劉春華（左二）和李秀恒（右二）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劉春華指香港與內地往來必將愈趨密
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劉怡翔（前排右一）向長者送上禮物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