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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主要官員先後辭職，在社會引起一陣震盪，部分人擔心香港政府管治，以至

經濟和民生都會受到長遠影響。 

 

但事實證明，證券市場及財經界對今次事件都沒有太大反應。即使穆迪投資懷疑

香港的管治模式會否改變，影響投資者信心，甚至懷疑政府改變聯匯的壓力會增

加，但其他評級機構，包括標普和惠譽等，均表示不會降低香港評級。而香港各

外國商會，包括美國商會也認為事件沒有長遠不利的影響。 

 

其實，只要參考其他先進國家部長下台的經驗，便會明白今次事件並不會對整個

問責制，以至政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筆者曾獲港府派駐日本工作六年，在當地，部長下台雖說不上是平常事，而且多

少總帶著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但也算不上有什麼大不了。 

 

反而在問責制之下，高官的請辭更突顯出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的重要性，以及

公務員為香港所帶來的穩定。筆者駐日本期間，便親眼目睹該國由首相以至所有

部長的整個內閣多次轉換，對整個日本的經濟、民生帶來的衝激，並非如外人想

像中那麼嚴重，原因是當地擁有一個健全的公務員體系，令政府的日常運作和政

策推行得以如常進行，不受部長人事變動影響。 

 

由此可見，香港這個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雖有必要與時逐步改進，但這個由

香港多年來建立的寶貴資產，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政府推行改革時，必須

保存公務員體系優點，以確保政府以至整體社會的穩定。 

 

當然，兩位高官離去，實屬不幸。尤其是從事公務員多年的葉太，她一直盡心盡

力在政府工作，表現突出，但基於種種原因，最終仍決定請辭，實在令人惋惜。

然而，在問責制推行了整整一年的今天，我們不能再以過去(司局長級全為公務

員的時代)的眼光來衡量現在的情，現在兩位高官因應事態發展而離開政府，

即使是以私人理由請辭，也體現了問責制的精神所在。  

 

(本文已刊於 2003年 7月 25日之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