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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嚟嘞……」訪問在政府總部附近的社企餐廳進行，儘管風

塵僕僕，是日穿上低調沉穩的藍色西裝，配上淺色領帶的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趕到後即與工作人員逐一握手，又與侍

應閒話家常，難怪餐廳上下見他到來，不禁一陣「騷動」。「間房

多了一盆花喎……」他沉吟，果然是常客。議會上每當被議員質

詢，聶德權總是一臉嚴肅，鏡頭外卻盡顯友善隨和。成長往事，

娓娓道來，是一個個親切的小故事。

住板間房到上公屋
「小時候能夠住上公屋，好感恩──租金便宜，有穩定的居住環

境，可專心讀書。」聶德權的成長故事，大抵就是香港故事。小

時候家住油麻地板間房，「會聽到隔籬左右的聲音」、「下雨天

天花板漏水」。至小一，舉家獲分配坪石邨公屋單位：「那個年

代的坪石邨，仍然好荒涼，附近只有彩虹邨。」由小學至踏入社

會工作接近20年，他都與這個社區一同成長。

小學讀深水埗聖方濟愛德小學，小四已獨個兒搭巴士上學：「由

坪石邨行去彩虹邨再坐巴士，最記得有次巴士去到石硤尾，差不

多下車，車未停定就跳落去，在地下滾了幾滾……細個就是這樣

都玩一餐。」

及至升中，讀觀塘瑪利諾書院，那處當時俗稱「雞寮」，多是七

層高的徙置區。小聶德權放學後愛在徒置區流連，沿著走廊跑上

跑落，曾見過「有人攞刀追斬的場面」，也享受過悠揚的「天台

音樂」。「走上天台，就是社區中心，打乒乓球和康樂棋，周圍是

徙置區住戶，開了收音機，聲浪足夠（我們）聽音樂。」那些年，

快樂就是很簡單。可能正因出身貧苦，造就今日樂天的性格。「有

時我會突然大笑幾聲，同事最初都很不習慣。」說罷，當然來一

個招牌朗笑。問題天天多，他說能力範圍內盡力而為，有些事擔

心都沒有用；盡了心力，便可以睡得好。

今年54歲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政務官出身，出任問責局長前，在公務員隊伍工作了31
年，涉足15個崗位，自言最有印象和滿足感，是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和新聞處處長之時，尤其在社署
的日子，近距離看社會問題，理性與感性總在交戰；出任局長，他又得落實國歌條例和推動大灣區發
展計劃，工作件件棘手。不過這個「來自板間房」，又在坪石邨住了接近20年的基層局長，深信有危
才有機。大學時主修經濟、副修統計學，因此邏輯和組織力極強，只是理性的他原來也有感性的一
面。遊走理智與感情之間，這個局長原來不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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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

中學時代放學後愛在徙置區流連

理智與感情 
在位於添馬公園的iBakery Gallery Cafe進行訪問前，
與員工開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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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期間　添「蛇頭」花名
中學主修理科，數口精，所以想過大學讀會計，最終卻選了

經濟系：「不一定有固定程式，用經濟理論解釋社會現象，

原來很有趣。」在香港大學主修經濟學，副修統計學，大二

那年，當上「社會科學學會」（Social Sciences Society）

會長，學會英文名稱有三個「S」，被稱為「三蛇（三S）」，

聶德權因此多了「蛇頭」的花名。

他笑說那些年通宵「傾莊」的日子，辛苦過考試，只因讀書

時代從不開夜車。「自小已有善用時間的觀念，尤其中學參

加活動，更培養了我要把握時間的觀念，因為搞活動要花好

多時間，剩下的時間更要集中精神讀書」。

加入政府，成為政務官，一做便31年，擔任過15個工作崗

位，由政策制定到地區部門的執行工作，又由香港做到駐北

京。

要有同理心　「有入有出」
在不同崗位工作，他最有印象和滿足感的，是出任社會福利

署署長和新聞處處長的日子，特別在社署工作的時候，近距

離看社會問題，理性與感性總在交戰，為社會悲劇傷痛，也

為落實政策造福大眾而喜悅。「做社署署長時，接觸好多家

庭，面對好多困難，會好觸動，但同一時間要去看成因，有

無深層次的問題……最大體驗是遇到悲劇，要有同理心，

但切莫『走不出來』，要抽離，理性分析，情感未必可以

太外露，因為你要理性地去處理問題，你願意與否，每日

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憶起見過的社會不幸事，局長也有半

秒「走不出來」，眼中隱見淚光。

他指出，在不同的福利項目上，馬會都是政府緊密的合作伙

伴，指除了政府的獎券基金，馬會的慈善基金也幫得上忙，

舉例在批撥款給安老院舍添置設備一環，將手動床變成電動

床，既便利老人家，也可減少前線員工的職業損傷。

遇到悲劇，要有同理心，但切莫『走不出來』，
要抽離，理性分析，情感未必可以太外露。

教他難忘的，還包括新聞處處長的工作，在非常時期，任務尤其艱巨。「那28個

月，正值政改諮詢和投票，還包括79日的佔中，工作挑戰性極大。」他指出，社

會存在不同意見，立場論點不同，甚至批評政府都無問題，但大原則是要讓市

民掌握不同資訊自行判斷，才可推動社會進步。「過程好辛苦，要24小時on 

call，電話不離身。」

問題出現　求變的心較強
他不諱言，對比執行和推動具體的社會政策，制訂政策相對比較複雜，尤其是

要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隨著社交媒體的發達，社會意見兩極化已是全球

現象，大家對既定立場的堅持是會比較強烈，要找到彼此妥協的可行方案，難度

比以前高，當中要下的工夫也比較多。」不過習慣見招拆招，有危就有機：「在

風平浪靜的日子，要改變困難大，但如有問題出現，求變的心就會比較強。」

他說：「就如2003年沙士後成立的衞生防護中心，編訂全新的預防傳染病措施，

加強培訓，這都是總結經驗的改變，市民的意識亦提高了不少。多了人行山，多

了人戴口罩和洗手，這都是風平浪靜日子很難推動的，當然不想不開心的事發

生，但發生了就要看如何總結經驗。」

又如「國歌法」，他重申港府已就條例草案盡量解說，訊息清晰，認為大部分

市民應該知道對他們沒有大影響；政府目標是盡早通過，至於能否如期於今個

立法年度通過，只能盡力而為。

工作上隨遇而安，對於年輕人，聶德權反而特別著意。他謂，以上一代角度看

今天的年輕人，並不全面，畢竟時代不同：「我們成長一代，父母未必有能力給

予好多意見和幫助，好自然要靠自己；但這一代的年輕人，比較多是父母本身已

有看法，有時甚至會有好多意見，想強加年輕人身上。」

與參與「與局長同行」計劃的兩位「影子局長」
跑步時自拍。

應給年輕人更多空間
另外，社會提供的機會也不同：「我們成長的年代遇上內地改革開放發展，好

多機會，大學畢業後的選擇和晉升機會亦比較多。」相反，今日大學學位增多，

社會資訊發達，年輕人有機會遊歷不同國家，視野更廣，這些都非上一代可比。

他說社會和父母，有責任給予年輕人更多空間；只要年輕人抱持開放態度，一定

找到適合的路。「當你看多一點，了解不同的可能性，你才有更多選擇。」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便是一例：「如年輕人本身過去少機會接觸，何不了解更多，

從而再選擇在內地、香港或是去海外發展。」

任社署署長時，他已積極推動「師友計劃」，與年輕人同行。早前他就以校友

身分，參與了多個「師友計畫」，對象包括母校觀塘瑪利諾書院和港大的師弟

妹。「中學母校三個師弟，我帶他們去社企餐廳、看殘疾人士音樂劇，因為多

接觸，結果其中一個師弟對話劇有興趣，上課程之後決定在舞台方面發展。」

當你看多一點，了解不同的可能性，你才有更多選擇。

經常與不同界別的年輕人交流。

遇到悲劇，要有同理心，但切莫『走不出來』，
要抽離，理性分析，情感未必可以太外露。

加入政府成為政務官，一做便31年。



Celeb  人物誌 

5

社交平台　要靠團隊默契
對準年輕人的，還包括積極經營社交平台，如Facebook和Instagram，又有跨

界別合作項目，例如夥拍消防處的「任何仁」，拍急救技巧宣傳片。他直言

透過社交媒體可接觸不同觀眾群，做新聞處處長時已深有體會：「官方做其

實困難得多，網絡文化就是批評和抽水，但政府需要準確，如何快速反應又

可確保發放的資訊準確，是很大的挑戰，一定要依賴團隊默契，從實踐和失

敗中學習。」走進他的局長辦公室，一邊牆掛著大電視，看的是24小時的直

播新聞台：另一邊是大幅中國地圖，時刻掌握資訊。

從化馬場　體現雙贏目標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聶德權說本身已是「造大個餅」的雙贏項目，早前馬會

從化馬場舉行首場示範賽，他是獲邀出席的嘉賓之一。對於這類粵港合作模

式，他高度評價：「從化項目，具體體現雙贏目標。對馬會來說，從化給予

空間及地方訓練馬匹；對於廣東省、廣州和從化來說，可以開拓新的產業，

提供就業機會，而馬匹檢疫要達國際標準，有助與國際接軌。」他指「硬件

好靚」，是體現大灣區優勢互補，互惠共贏的項目。

既愛閱讀，又愛看電影，聶德權笑說平時最愛看「悶書」，如分析性讀物和

人物傳記等。他推介《Leadership on the Line : Staying Alive through the 

Dangers of Leading 》這本書──道出每個人都有很多機會做領袖的角色，而

做領袖不免帶來轉變，惟過程中總要克服挑戰和痛楚。

電影方面，他喜歡的類型很多元化，特別鍾情由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港產電

影，點名的至愛好戲，包括看了兩遍的《點五步》；也包括《一念無明》和

《逆流大叔》。

聶
德
權
成
長
之
路

1964

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

2004

社會福利署署長
2009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2016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副秘書長（安老服務）

2001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衞生）
2006

政務司司長
私人辦公室專員（特別職務）

2013

政府新聞處處長
2014

後記 跑步的時候，他在想……

馬會主席周永健博士（右五）、特首林鄭月娥（左五）、馬會副主席郭志桁（左四）、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右四）、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右三）、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左三）、廣州
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建華（右一）、廣東省副省長歐陽衛民（左二）、聶德權（左一）及馬會
行政總裁應家柏（右二）連同馬會董事，為從化馬場速度馬術比賽賽事順利祝酒。

與消防處的「任何仁」拍攝急救技巧宣傳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2017(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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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想趁局長周末跑步時拍攝他的跑姿，各種原因不配合，最終還是

要局長辦公室提供資料相片。訪問當天，穿了全套西裝的他，從政府

總部的林蔭大道翩翩而來，身旁是他的團隊──為他打點拍攝場地的

新聞秘書及替他拿著推介好書的政治助理。這個場合，跑步還是暫時

「只講不做」。

與很多人一樣，聶德權最初開始練習跑步，只為舒展筋骨。由參加十

公里比賽，再「升呢」完成21公里的半馬拉松賽事，今年第三度參加

「渣馬」，就以兩小時零四分完成「半馬」，成績不俗。「有朋友跑

開馬拉松，又住在附近，結果相約一齊跑，就是這樣開始。跑步時可以

聽歌可以思考，是很愉快的過程。」公務繁忙，一星期跑一小時並不足

夠，所以暫不敢挑戰「全馬」，但就很期待有一日可以「跑出香港」，

到外地作賽。

由掌握呼吸到肌肉和關節不再疼痛，他看到自己身體有進步和改善，

滿足感很大。「可以有好多理由令你放棄：工作太忙、腳痛，但仍然好

想堅持下去……」有時壓力太大，就聽著歌掏空腦袋，甚麼也不想；有

時就把握時間，戴上耳筒聽廣播，出一身汗之後，問題往往叮一聲，有

了新的出路。

「跑步可以訓練你的意志和紀律，是很好的運動」。五公里、十公里，

廿一公里，不冒進，務實理性，沿途還有閒情，邊跑邊欣賞城門河的美

好風光，聶德權的跑步人生，理性卻又不失感情。

網絡文化就是批評和抽水，但政府需要準確，如何快速
反應又可確保發放的資訊準確，是很大的挑戰。

出生

- 九龍坪石邨長大

- 育有三名兒子

教育 

1976年  畢業於深水埗聖方濟愛德小學

1983年  觀塘瑪利諾書院畢業

1986年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經濟學）

1990年  牛津大學進修

2001年  獲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
公共行政碩士學位

2005年   完成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進修課程

職業生涯

精采訪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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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提供：iBakery Gallery Ca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