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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國利益的。那時候，官商關係密切，而政府則實行

威權及行政主導的強勢管治，一切都是港督會同行政局

說了算，港人普遍滿意當時“有管治，冇民主”和“官商合

作”的狀態。自上世紀80年代初起，英國不顧中國反對，並

在欠缺強大民間壓力下，向港人招手，不只給予大量民生

甜頭，還主動與他們分享權力，實行所謂的“還政於民”，

為香港埋下政治炸彈。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

教授劉兆佳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愛國者治港”原則在香港

特區基本上實現。香港特區政府把公務員“政治中立”的

要求，從公務員守則中刪除。此舉在香港社會上曾引發一

些爭議，反對派人士固然不贊成，亦有若干愛國人士對此

表示質疑。這些爭議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面，包

括公務員自己對“愛國者治港”下，對公務員的“政治”取

態和行為的不同期盼。

劉兆佳指出，在一個半世紀“殖民地”時期，香港的

殖民政府是集大權於一身，並長期執政的政治力量。公務

員隊伍更是殖民政府用來對付愛國力量的“利器”。在那

個時候，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甚少出現或者被宣揚。

相反，公務員不但不可以對殖民政府或愛國力量保持政治

“中立”，而且必須與殖民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從事

打壓對殖民管治不利的“對手”的政治行動，以及堅決維

護殖民管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不過，在香港回歸中國後，為了“光榮撤退”、培植反

華勢力，和延續英國和西方日後在香港特區的利益和影響

力，殖民政府不顧中方反對，大力推動那個所謂旨在“還

政於民”的“代議政制”改革，和積極鼓勵本地、特別是那

些反華的政黨成立和發展。與此同時，爲了抗衡反華的政

黨，愛國政黨也在中央的支持下紛紛湧現，並與反華政黨

展開鬥爭。當然，英國人絕對不會讓任何本地政黨（即便是

“親英”政黨）上台“執政”，但香港仍然一時間出現一種

“獨特”的沒有“執政黨”的“政黨政治”。

劉兆佳繼續說，為了表示政府會“公平”對待那些前

所未有、獨立於殖民政府的各個政治組織，殖民政府因此

高調宣揚那個來自現代英國的公務員體系、“理想化”的

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殖民政府一方面堅決要求公務員

對殖民政府絕對效忠，另方面則在“原則上”要求公務員

對香港不同政治組織、社會組織和勢力持“不偏不倚”態

度。當然，公務員仍然必須忠實執行殖民政府不斷打壓、

分化和孤立愛國政黨和力量的真實政策。由於公務員長期

受到英國和西方的政治熏陶，部分人對愛國力量因此懷有

濃厚的抵觸情緒，所以也“樂於”支持殖民政府的政策，認

為那些政策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也不會認為歧視乃至敵

視愛國力量有違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

劉兆佳指出，實際上，殖民政府所宣示的公務員“政

治中立”原則，在執行時並沒有容許公務員援引“政治中

立”原則作護身符，來抗拒執行殖民政府的政策和命令，

也沒有要求他們真的在愛國力量和反華力量之間保持“中

立”或“不偏不倚”。因此，在香港特區成立後，理論上，假

如按照英國人在“殖民地”時期對“政治中立”的實際要

求和做法，香港公務員應該在回歸後對其“新僱主”的特

區政府絕對忠誠，切實執行特區政府的政策和命令，並且

採取支持愛國力量和排斥反華力量的政治立場。但遺憾的

是，“政治中立”原則在香港特區卻出現明顯被反華力量

和部分公務員作“另類解讀”的情況，嚴重削弱了特區政

府的管治威信和效能，也對“一國兩制”的實踐造成扭曲

和衝擊。

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在回歸後被“異化”，主要表

現在原來的“政治中立”的“理想”原則和實踐方式部分

人刻意扭曲，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西方和反華勢力樂意見到

並刻意宣傳的理解。一些人甚至認為如果特區政府的政策

和決定違背了他們的“政治信念”或“政治倫理”，公務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

授   劉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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