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第 57 屆常務委員會 
代表會第 2 次常務會議 工作報告 

前言 
這是今屆常務委員會第二份工作報告，紀錄自代表會第一次常務會議起到第二次

代表會期處理過之學聯工作事項。由六月到十二月，學聯大部份的時間都在處理

政改議題。由九月二十六日衝入公民廣場到整場雨傘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大部分

決策都以常委會的形式決策，卻未有正式召開過常委會會議。由於學聯在整場雨

傘運動中有一個相對上重要的角色，大部分參與學聯工作的同學，包括各院校學

生會的代表，常委會委員，中央職員及秘書處職員，都面臨龐大的工作量。這個

運動上的位置是近十年以來學聯從未擔任過，對整個學聯的日常運作是一項重大

的挑戰。 
 
會議次數 
自六月第一次代表會常務會議以來的六個多月，委員會有 3 次流會，共召開 1
次常務會議及 15 特別會議。 
 
法定成員出席率 
詳情見附表。 
 
成員變動 
無成員變動。 
 
曾發表的聲明 
六月三十日 當不義成為事實，反抗便是義務！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七一抗命宣言 
七月二日 學聯抗命有理 警方清場可恥 公民留

守遮打道 掀起民主新序章  
－－學聯就七一抗命行動聲明 

七月十四日 學生致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公開信：面

對學生 直接對話！ 
七月三十日 繼續和平抗命 堅持公民提名 

捍衛普選 聲援抗命人士集會 
學聯、民陣聯合聲明 

九月十一日 【自主命運誓不認命 罷課重奏未來

凱歌】 
大專學界罷課誓言 

九月二十七日 【別再把人民拒諸自己的土地！】  
學聯回應警方聲明 



九月二十八日 《學聯和學民向政府作出的聯合嚴正

聲明》 
九月二十八日 【佔領運動遍地開花 抗命到底將見曙

光】 
學聯及學民思潮聯合聲明 

十月一日 ＜學聯致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公開信

＞ 
十月二日 【學聯就與政府對話之回應聲明】 
十月三日 【學聯就今天旺角和銅鑼灣等地出現

的有組織的暴徒行為和警方執法聲

明 】 
十月三日 【對話之路必須擱置 政府失信必先問

責】 
十月五日 就著政府表示願意作出對話之學聯回

應 
十月五日 《致各界市民歉意書》 
十月五日 【停止暴力打壓，方有對話空間】 
十月十一日 《學界就香港人民福祉致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公開信》 
十月十八日 【對話堅持訴求 抗命誓不罷休】 

學聯就與政府對話立場 
十月二十六日 【學聯就擱置「第一次廣場投票」聲明】 
十月二十八日 「履行一國兩制 民情直達北京 港府

履行憲制責任 主動力陳沸騰民意」 
— 學聯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公開信 
十一月七日 【莫忘民主自由初衷 攣直齊撐同志平

權】 
十一月八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覆董建華先生協

助對話安排之回應】 
十一月十日 【入境自由 理所當然  

履行山盟海誓 兌現普選承諾】 
－－學聯就中國政府無理遣返香港市

民之回應 
十一月十日 【民不畏法 奈何以法懼之？】 

學聯就高院頒下禁制令之回應 
十一月十日 落閘始作俑者 常委難辭其咎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促進對話解決分歧 



學聯致范徐麗泰女士書 
十一月十五日 【學聯就政改問題上京之聲明】 

商榷兩制實踐 還我港人治港 撤回人

大決定 尊重港人意願 
十一月十五日 【時代的選擇，人民的呼聲——致李克

強總理書】 
十一月十六日 【學聯就學子遭無理註銷回鄉證之回

應】 
出入證件兒戲註銷 如此法治何以服

人 
一國兩制腐壞澌盡 港人務須奮起自

救 
十一月十九日 團結一致保持冷靜 莫忘初衷堅持到底 

學聯就部分示威人士衝擊立法會之回

應 
十一月二十六日 【學聯就警方旺角清場之回應】 

不義政權掩耳盜鈴 暴力踐踏市民訴

求 
無奈走盡溝通之路 行動升級更待何

時 
十一月三十日 【和平抗爭是行動理念，不是「靜坐」】 
十二月十日 留守抗命 誓抗不義政權 

堅持到底 直到曙光再現 
學聯留守金鐘聲明 

十二月十二日 【在黑暗中尋找光明】  
－－學聯致全港市民書 

 
 
 
委員會曾討論及處理之工作 
社會議題 
政改議題 六月二十至二十九日 佔中方案公投 

七月一日 民陣七一大遊行 
七月二日 留守遮打道行動 
八月二日 【繼續和平抗命 堅持公民提

名】8.2 警察總部集會 
八月三十一日公民發聲集會 
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大專罷課行



動 
九月二十六日 重奪公民廣場行動 
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雨傘運

動 
十月二十一日學聯與政府對話 
十一月十五日學聯上京行動 
十二月十日 金鐘公民抗命行動 
十二月十五日 銅鑼灣公民抗命行動 

新界東北發展議題 六月十三日 反對新界東北發展集會 
性別議題 十月二十五日 同志遊行 

 
本會行政及秘書處分部 
對外代表 駐民間人權陣線代表︰周永康（秘書

長） 
支聯會代表：周永康（秘書長）、岑敖

暉(副秘書長) 、黎彩燕（中央代表） 
公民提名必不可少聯席：周永康（秘書

長）、岑敖暉(副秘書長) 
和平佔中協調人會議：周永康（秘書

長）、岑敖暉(副秘書長) 
文宣或出版 學聯報 

佔中方案公投文宣 
七一行動文宣 
罷課文宣 
罷課落區文宣 
雨傘運動落區文宣 

 
總結及檢討 
 
雨傘運動期間，本人作為常委會主席，未有正式召開常委會會議，實屬本人失職。

雖然實際上決策亦以常委會形式運作，但召開正式會議仍屬本人責任。本人希望

在餘下任期，履行常委會主席的職責，盡力協調各院校學生會。 
最近，網上發起了有關共識機制的討論。常委會是否採用共識機制是每年都會重

新檢視。共識機制的存在不是要拖任何一間院校的後腿。共識機制的存在是要令

每一個院校學生會代表的意見都能夠受到尊重，縱使可能會引致較長的討論，但

是定下來的決策會是每個院校學生會都認同的方向。共識機制有可能令到學聯不

能走得更前，但會令學聯這個學生會的聯會更堅實，走得更遠。 
而最近發生的有關退聯的討論上，這場雨傘運動實在是一場非常大型的群眾運動，



學聯在運動上擔當相對重要的角色，很多時候是需要即時的決策，加上人手不足

的問題，以致學聯和同學的溝通不足。學聯作為一個各院校學生會合作的平台，

其實學聯和同學的連結，實在有賴院校學生會的組織工作。 
基於運動上不同路線的分岐上，學聯將會面對更多嚴峻的挑戰，希望各院校學生

會代表，中央職員及秘書處職員於餘下任期一同努力，共勉之！ 
 

常務委員主席 羅卓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