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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培養政治人才   

黃英豪 

 

香港回歸以來出現多次政治風波，香港法律論壇成員黃英豪認為主因是香港缺乏

政治人才，民選議員又欠缺機會參與政府運作。港府應借鑑內地培訓政治人才的

經驗，加強政務官的培訓，並採取開放的做法，增加雙方交流的機會。 

 

香港要進一步推動民主化的進程，必須盡快培養和產生新一代政治人才，否則，

人才不足將成為香港政制發展的「瓶頸」。 

 

加強政務官培訓 

 

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在港英管治時期，所有的政策都是由倫敦按照英國

的利益來制定。因此，港府的政務主任 (AO) 和行政主任 (EO) 所受到的訓練，

主要是「如何把事情做好」，並沒有政治方面的內容。即使被送到哈佛這樣的名

校，學的也僅僅是公共行政管理的專業。 

 

回歸後，港府的運作架構和人員基本不變，許多原本只是負責執行的官員，突然

變成了決策者，因缺乏經驗而出了很多問題，在所難免。 

 

回歸五年後特首實行問責制，把局長變成政治任命，希望改善政府的施政。但兩

年多了，成績還是差強人意。 

 

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人才始終不夠，前五年又沒有培養，問責官員

的政治水平還是遠遠不足以應付當前香港社會的複雜情況，以致多次出現重大政

治風波。 

 

大學提供合適土壤 

 

客觀地說，香港的確缺乏培養政治人才的土壤，香港六百八十多萬人，立法會議

席只有六十個，況且以比例代表制為主的立法會選舉競爭激烈，排在名單後面的

第二、第三梯隊難以出頭。 

 

在政府架構方面，問責制官員僅局限於三司十一局，非 AO 出身的人難以進入決

策層，很少渠道能夠讓有意從政的民間人士參與。因此，很多人都認為，政治並

非是可以終身從事的職業，而香港的大學也沒有培養這些人才的學科，特區政府

為甚麼不充分利用本地的大學來培養政治人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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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中，有不少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從政，以選舉出身，政

治歷練豐富，對如何面對市民、掌握民意有豐富的經驗，也有較高的政治技巧，

可以說是政治家了。 

 

不過，在現行的架構下，他們沒有機會進入政府工作，更談不上制定政策了，導

致其缺乏相關的工作經驗。 

 

借鑑內地共青團 

 

反觀內地，就有很完善而系統的做法來培養政治人才。首先有共青團系統和青年

政治學院，通過做青年工作培養發掘未來的政治人才。進入政府後，又可以分期

分批到各級黨校學習進修，進一步提高水平，這些經驗都值得香港借鑑。 

 

總之，香港的政制發展呼喚更多的政治人才，如果這方面不能配合，就有可能被

「拖後腿」。我們必須亡羊補牢，從現在起就高度重視這個問題，一方面，政府

官員，尤其是政務官要加強政治培訓，學習如何面向市民，掌握民意，提高政治

水平。 

 

另一方面，從民間出身的從政人士，要有更多的機會熟悉並參與政府運作，學習

如何理性思考和實際處理社會問題。特區政府尤其要採取開放的做法，讓兩方面

人士都有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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