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不斷增大的信貸擴張和通脹壓

力，人民銀行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

率0.5個百分點，料凍結3,500億元

資金。分析指，不排除內地在春節

前後再度加息。 詳刊A4

要
聞

人行遏通脹
再加存備金率

就在胡總訪美前夕，美傳出一系列

觸及中美敏感問題的負面消息，包

括美確定40億美元對台軍售案及奧

巴馬會見5名中國人權問題活動人

士，為胡總之行蒙上陰影。詳刊A7

要
聞

美小動作頻頻
胡總往訪蒙陰影

今年首個新盤洪水橋「泉薈」推售

首批84伙，昨晚開售2.5小時已售

出逾42伙。發展商指，炒家入市比

例相當小，反映政府出招打擊炒家

招數奏效。 詳刊A11

港
聞

上車客捧泉薈
炒家近絕蹟

前港隊划艇女將陳學殷勒索Ｘ富商

300萬元罪成，法官責她堅稱無辜

是「零悔意」，又指Ｘ富商用錢買

性關係，遭勒索是「咎由自取」。

詳刊A16

港
聞

划艇女將囚15月
官責零悔意

1艘懷疑越界到小金門海域作業的

大陸漁船，昨日凌晨拒絕台灣海巡

隊人員登船臨檢，爆發衝突，6人

受傷。28艘大陸漁船趕至聲援，雙

方對峙長達5個小時。 詳刊A17

台
灣

陸漁船疑越界
與台海巡對峙

日本首相菅直人第2次改組內閣，

民主黨幹事長代理枝野幸男出任內

閣官房長官，外界普遍猜測，枝野

上台後會採取更強硬對華政策。

詳刊A24

國
際

日內閣再地震
鷹派料硬碰中國

版

面

香港申亞
立會否決撥款

議員申亞撥款投票立場
反對(40票)
民建聯8票*，民主黨8票#，公民黨5票，自由黨3票，社民

連3票，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工業界(第二)林大輝，會

計界陳茂波，資訊及科技界譚偉豪，保險界陳健波，醫

學界梁家騮，旅遊界謝偉俊，衛生服務界李國麟，民協

馮檢基，職工盟李卓人，街工梁耀忠，社會福利界張國

柱，獨立鄭家富

支持 (14票)
工聯會4票，專業會議4票，經濟動力4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霍震霆，民建聯

劉江華* 

缺席 (4票)
商界(第二)黃宜弘、金融界李國寶、金融服務界詹培忠、勞聯李鳳英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按慣例不投票、劉江華為行會成員，須跟隨政府的「支持」立場。#

民主黨的劉慧卿為財委會主席，按慣例不投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40：14壓倒票數反對 政府重申堅定發展體育

立法會昨日討論是否撥款支持香港申
亞，曾德成在開場白發言時再次

「動之以情」指，提申亞並非一定會申辦
成功，因為還有其他競爭申辦的對手，但
是「如果今天不通過原則上的支持，則我們連申辦也不
能提出。香港10年前曾經申辦亞運失敗，假如今日又不
准提出申辦，那麼香港到甚麼時候才能夠舉辦亞運會？」

工聯會投支持票：籲政府反省民生
他強調，支持申辦2023年亞運會，是給香港未來發展

一個機會，為下一代創造更健康豐盛的生活，並希望各
位議員從事情本身的是非作考慮，以香港整體長遠利益
為依歸，為香港申辦2023年亞運會投下支持一票︰「申
辦亞運會是給予香港未來一個機會、給予香港運動員一
個機會、下一代一個機會，而不是給予局長、特區政府
一個機會！」
會上，工聯會、經濟動力與專業會議等都表態支持香

港申亞。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認為，申亞與民生、扶貧等
工作完全可以兼容，又反駁有意見認為申亞是「面子工
程」的說法：「亞運是12年後舉辦的，是哪個的面子工
程？」不過，他認為市民認為政府在民生工作做得不足
夠，令民怨高漲影響申亞，這值得政府好好反省。
經濟動力議員林健鋒表示，目前距離2023年亞運會尚

有12年時間，相信香港可以有足夠準備做得到，如果
「因為眼前一些選舉利益，令申亞政治化、情緒化，放棄
（申亞的）長遠目標，是十分遺憾的」。專業會議議員石
禮謙則從經濟角度出發，重申申亞有助增加就業機會，
可以繼續令香港有經濟發展的動力。
不過，立法會內主要黨派包括民建聯、自由黨、新民

黨等，以及22名反對派議員都反對是次申亞撥款。

民建聯投反對票：申辦條件未成熟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重申，該黨不是反對申亞，而是有

關申亞準備工作有待加強、條件尚未成熟，希望有關體
育場館設施可以早日落實︰「不要申辦才去做（場館設
施），不申辦就慢慢先，我認為這是不好的，這樣永遠都
難申辦！」
會計界議員陳茂波表示，考慮到申亞沒有凌駕公眾利

益，「其實可以辦亦可以不辦」，尤其若有大比例的市民
堅決反對，何必為此強求︰「辦一個綜合運動會就好似
辦喜事，都要大家開開心心的辦，辦喜事如果多數人都
不開心的去辦是沒有意義的。」
民主黨議員張文光聲言，當局在「堅強民意」反對申

亞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申亞，會造成社會分化，民
意衝突，屆時只會是「香港不和，亞運不興」。
經過接近3小時的討論，財委會最後在民建聯、自由黨

與反對派等反對下，以40票反對，14票支持大比數否決
申亞撥款，為政府歷時4個月的「申亞夢」劃上句號。
曾德成在投票後會見記者時，向在最近一段時間奔走

呼籲，出錢出力，力圖說服社會支持申辦2023年亞運會
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謝和敬意之意，並希望大家繼續廣泛
聯繫社會各方面的人士，繼續團結包容，一齊推動香港
體育的長遠發展，又承諾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支持精英
運動員的發展、運動在社區普及，亦會根據實際情況，
舉辦體育盛事，及積極推動興建和提升已經規劃在社區
興建的場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申辦2023年亞運會的希望正式破滅。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以40比14票的大比數否決撥款支

持政府約60億元申亞開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在會後強調，特區政府推動香港體育發展的決心堅定不移，儘管未獲支持申

亞，但當局會繼續依照已訂出的明確體育政策和目標，逐步落實包括增加資源支持精英運動員、推廣全民體育運動等政策措

施。不過，香港體育界人士普遍對立會否決申亞撥款感到失望（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郝君兒）

立會財委會否決申亞撥款申請，令香港體育
界人士大失所望。在廣州亞運會取得一金一銀的

香港單車名將黃金寶對申亞撥款被否決感到難過，但
認為是次申亞的討論帶動了整個社會討論體育政策，令更

多人關心體育及運動員問題，也是一件好事。

黃金寶遺憾：尊重議員決定
黃金寶慨嘆，自己做了運動員多年，難得今天香港有勇氣申

辦亞運，卻遭逢失敗。不過，他尊重立法會議員的決定，又不
擔心無法申亞會影響香港的體育政策，強調香港運動員仍有不
同運動會作目標，結果對他們影響不大。
香港單車隊領隊洪松蔭表示雖已有心理準備，並尊重議員決

定，但難免感到可惜，又認為體育政策不應取決於民意，否則
只會剝奪少眾利益，「有些政策是需要考慮民意，但運動員屬
於少數群體，而市民在有得選擇下，當然會寧願扶貧，但就剝
奪了運動員的機會，他們其實都是社會一部分」。他形容，是
次結果反映香港體育文化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及地區。
人稱香港「首席女劍客」的傷殘劍擊選手余翠怡就坦言，當

聽到「在家作賽」夢想被打破時，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次申亞
能夠令社會聚焦討論本港的體育設施，亦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在廣州亞運女子重劍個人賽中贏得銅牌的楊翠玲亦對結果感

到可惜，又呼籲特區政府待香港體育的軟硬件轉趨成熟時，再
次考慮為港人申亞。

霍震霆堅信：港定能辦大賽
前港隊泳手蔡曉慧表示，申亞失敗反映政府體育政策有所不

足，令市民認為香港未準備好申辦亞運，她表示，香港無論於
體育設施及運動員支援，都有改善空間。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對於申亞撥款被否決感到失望，但

對於香港總有一日可舉辦高水平運動會，表示樂觀。不過，精
英運動員協會主席倪文玲擔心申亞撥款被否決，香港興建體育
設施或培訓年輕運動員的政策會被拖慢。
香港體育學院院長李翠莎表示對於失去一個能讓香港精英運

動員在本土出賽的獨特機會感到失望，但會繼續致力與政府合
作，提升對香港精英運動員之訓練及支援，希望社會各界繼續
支持運動員及體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

官曾蔭權在前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中談

及申亞時，提及「俾人跣低過，背脊拮

到周圍都好多窿」，各方即猜測針對者

是誰，有報道聲稱，「跣」特首的正是

的反對申亞的民建聯。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主動透露，曾蔭權於昨晨來電，向他

表示所指的並非民建聯，希望他們不要

誤會，而他即時回應指，自己對此表示

明白，並感謝特首有關澄清。

儘管如此，針對社會各方仍對於民建

聯在申亞的立場變化有疑慮，譚耀宗其

後再次談及該黨在申亞立場變化的原

委。

他憶述，在去年1月初，該黨黨團召

集人葉國謙曾就如何推動體育發展提出

動議辯論，當時並有11項具體建議，包

括建議當局積極考慮申辦2019年亞運

會。當時，由於政府成功舉辦東亞運動

會，香港運動員亦取得不少獎牌，市民

普遍對此都很支持，「當時有報章曾就

此作出民調，有6成人支持香港申辦亞

運會」。

擱置申亞立場 第一時間通知政府

不過，當局發出有關是否支持香港在

2023年申亞的諮詢文件，內容「比較粗

疏，數字理據簡單」，而去年1月與去年

9月推出諮詢文件時，「民情有好大變

化」，包括擔心申亞開支較多等，故該

黨認為擱置申亞，並第一時間通知政

府，以及公開作出表述。

他說︰「既然諮詢期這麼短，亦有這

麼多問題，短時間未能凝聚共識，同時

多數市民支持盛事亦重要，故時機變化

不適合即時去做（申亞）」。

在會後，被問及民建聯是次不支持申

亞撥款會否影響與政府關係，譚耀宗重

申，是次決定是單一事件，相信不會有

任何影響，而該黨亦會出席下周在特首

別墅舉行的燒烤聚會（BBQ）。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昨晨討論加強支
援精英運動員的問題。香港體育學院
院長李翠莎(見圖)在會上以澳洲為
例，指當地精英運動員可以延長中學
階段，接受全職訓練，而大學亦會取
錄精英運動員，並讓他們以兼讀形式
修讀課程，「運動員不用擔心我現在
17歲要讀中五了，所以他們有更多時
間全職可以接受訓練，我們真的十分
需要這種制度」。
多名議員亦關注香港運動員退役後

面對前路茫茫的困境，民主黨議員張
文光要求政府每年撥款1,000萬，保薦
約50個精英運動員在退役後入讀大
學，「運動員的體育成就，可透過讀
書後成為傑出的體育訓練人才，幫助
香港體育發展。這絕對有理由，而且
有先例，政府會否考慮認真與大學

說，資助某一部
分學位專門讓精
英運動員讀書
呢？」
有議員則建

議，培訓運動員
成為體育教師或
訓練員，增加他們在退役後的出路。
曾德成表示，政府在兩年前已和8

間大專院校簽署文件，歡迎精英運動
員入讀大學，至今也有成功入讀的例
子，又和商界合作，讓退役運動員投
身企業工作。
他承諾，政府會繼續運用資源改

善訓練環境，鼓勵更多年輕人接受
訓練，擴大具潛力發展或受歡迎體
育項目，納入梯隊培訓系統，並會
與教育局商討如何在教育制度上配
合體育發展。

譚耀宗稱獲特首致電：

「俾人跣」非指民建聯

政府簽約8院校 保薦體育精英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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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強調，申亞雖未
果，政府續推體育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