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曾蔭權被襲之
後，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
辦分別發表談話，對行政
長官曾蔭權被社民連所組
織的示威者衝撞受傷表示

嚴重關注，並指出對此類暴力行為應當依法予以懲
處。中聯辦主任彭清華身在北京也指出：文明社會不
能接受攻擊行政長官、危及安全和擾亂公共秩序的行
為。
這說明了中央人民政府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反對

派展示的暴力傾向表示高度關注，也希望有關方面採
取必要的措施，對香港的政治暴力空氣進一步蔓延採
取法治的措施，以保障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社民連把民進黨暴力手段帶入議會
世界上文明社會對行政首腦都採取了保障其安全的

措施，特別是採取法治的手段懲罰那些使用暴力威脅
長官的示威者。2009年3月，伊拉克記者扎伊迪用鞋擲
美國總統布什，雖然沒有擊中，也被法院判處3年徒

刑。2004年5月，兩名肇事者分別向英國首相貝理雅擲
玉米粉包，英國政府指控兩人違反了英國《社會治安
法》中「使用威脅、謾罵或侮辱性語言或行為，或者
做出妨害治安或禮儀的行為，可能引起騷亂、恐慌或
焦慮」的條款，作出起訴。這說明民主和法治是相輔
相成的，行使民主權利，也須保障公眾秩序安寧和他
人的人身安全，保障社會文明風俗，免下一代受到不
文明污染。不守法律的人，也沒有資格談民主，應當
受法律制裁，否則越鬧越兇，社會將要承受巨大的動
亂風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出現暴力政治，已非

偶然發生的事情。自從社民連成立之後，開始有一股
反對派勢力頻繁地與台灣民進黨勾搭來往，不斷向台
灣民進黨取經，學習台灣民進黨的分裂國土政治綱領
和鬥爭策略，學習台灣民進黨怎樣利用激進青年火中
取栗，進行街頭鬥爭的手段，並把台灣民進黨的暴力
手段帶入香港議會，在電視轉播時向青少年傳授暴力
手段，污染青年一代，以利他們在激青中招兵買馬，
採取濫收三山五嶽之徒暴發崛起的政黨組織路線，將

香港政治台灣化，先街頭鬥爭，再鼓吹改變《基本
法》；先鼓吹反對一國，再分裂「兩制」。凡「兩制」
合作，他們就反對；凡以香港一制顛覆、衝擊內地那
一制，他們就支持。這些人把「結束一黨專政」作為
他們的鬥爭口號，他們煽動「茉莉花革命」唯恐內地
和香港不亂。在這樣的台灣民進黨式的策略下，激進
派先發動暴力，利用激進年輕人生事，再弄出對抗流
血之局，就成為了他們製造悲情的伎倆，有了悲情，
再利用悲情拉攏選票，這就成了反對派的必然歸宿。

立法會無法制止暴力原因何在
表面上，反對派好像是分裂的，這不過是擴大政治

光譜的一種手段罷了。實際上，他們在戰略大方向和
總體的策略方面，是互相配合的。這不僅僅是政黨之
間的密切配合和互相響應，還主要有《蘋果日報》的
配合，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最近香港有人煽動「茉莉花革命」和「紫荊花革

命」，在維園司徒華喪禮上呼籲青年上街，恰恰是配
合了美國國務卿針對中國崛起的講話，2,500萬美元的
互網技術撥款、各種民主基金的財政支援，已不是什
麼秘密了。89年的「黃雀行動」，他們和美國的關係，
又豈尋常可比？

表面上只是社民連、「人民力量」在立法會上大打
出手，偶爾有「民主派」議員對其行徑表示不滿，這
不過是爭取不同政治光譜的選民的一種姿態而已，骨
子裡他們是一家人，到了立法會討論修訂《議事規則》
制止議會裡面的暴力行為和出軌行為時，他們就吹雞
站在同一陣線了，這正是立法會長期無法制止暴力行
為的最根本原因。梁國雄向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投擲白
果、苦瓜和拖鞋等攻擊物，幸財爺閃過了。這種暴力
行為在英國和美國的議會根本不可能出現。但談民主
必引述美國的反對派議員，卻不贊成立法會《議事規
則》禁用暴力，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竟說「好多元首
面對輕微暴力會幽默地一笑置之，不應升級為政治事
件，小題大做」，「要正視引致激進行為的客觀環境
因素，不能單靠打壓去解決問題，亦不贊成修改《議
事規則》」。「支聯會」主席、職工盟李卓人更轉移視
線，稱是次休會辯論目的只為「擦鞋」。公民黨湯家
驊強調「《議事規則》不宜輕易更改」，「只要議員願
意為行為接受法律制裁，就不應額外限制表達方式」
就可以了。
在這種「民主阻力」下，暴力政治就可在立會延續

下去了。「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行之！既然反
對派議員不自律，政府只好搬出法治的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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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縱容暴力 應以法治措施遏止 蕭　何

■責任編輯：袁偉榮　

特首選舉修訂三讀通過
香港政制發展因反對派阻撓而延誤多時，在立會多個

主要黨派，包括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以及民主黨
和其他獨立議員支持下，終於去年6月成功「起錨」，其
中有關明年特首選舉的本地立法草案，亦順利於昨日立
法會上三讀通過。
不過，討論過程並非全無「阻滯」。針對特首選舉條

例草案，公民黨議員吳靄儀就提出了40項修訂，其中大
部分已於日前會議上被否決，餘下6項則於昨日會議上
繼續討論。在該6項修訂中，有關容許特首有政黨背景
的修訂案，就掀起了5個多小時的激烈辯論。
會上，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在發言時聲稱，香港政治

朝民主路向發展，就不能抗拒政黨政治，而目前的政府
管治班子「欠缺團隊精神」，在遇事時「各自推卸責
任」，倘由政黨人士出任特首，「政策就會有延續性」，
而市民亦可因應特首的政黨理念選擇是否支持某位特首
人選。
吳靄儀在發言時更「打翻醋埕」，硬將議題拉扯到財爺

日前與建制派討論預算案後笑稱他們是朋友，但「見都
唔見」反對派一事，質疑「特首早就不是政治中立」。
自由黨主席劉健議在發言時，就力撐公民黨的修訂，

指現在的特首並沒有政黨背景，令他在議會內沒有足夠
的支持票，在每次推行政策時均要和政黨談判，更往往
遇上阻滯，令「彼此都辛苦」，若將來的特首出身自政
黨，就可以帶同所屬政黨的成員進入議會，令政府推動
政策時在議會內獲得足夠的支持，管治就會更暢順。
不過，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明，該黨反對該項修訂。

他坦言，特首有沒有政黨背景並不是大問題，只要香港

政黨政治條件成熟，市民有共識支持，自然會「水到渠
成」，但他自問對香港政黨發展感到失望及「有愧」，希
望不同黨派共勉，做務實的政黨，而非單靠語言暴力。

譚耀宗葉國謙指未合時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則認為，長遠而言，

特首應否有政黨背景，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不過，
香港社會目前對政黨概念有爭議性，對行政長官是否有
政黨背景未達共識，故並非適當時候將政黨政治發展到
特區管治班子。
會計界議員陳茂波亦指，香港政黨發展未成熟，故未

到適當時候推動具政黨背景的特首。

林瑞麟：民意拒「政黨特首」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在回應時取出真憑實據，引述

民意調查發現，超過半數香港巿民不希望特首有政黨背
景，強調任特首者在制定政策時，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及
訴求，而以香港目前政治發展的程度來說，特首沒有政
黨背景會較為實際及有效。
他解釋，香港雖政黨林立，但除「一個政黨」（民建

聯）有近2萬名會員外，其他政黨僅得數百至千多名黨
員；雖然政黨可以掌握民情，但目前仍沒有一個政黨可
以代表絕大部分人利益，令有政黨背景的特首要爭取其
他黨派的支持只會「難上加難」。
最後，吳靄儀昨日提出的6項修訂，包括容許特首有

政黨背景，及要求將特首選委會內的117個區議會議
席，由全票制改為多議席單票制等，全數被否決。而特
區政府特首選舉條例草案，亦順利於昨日完成三讀通
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單雞擬為「超選」搵本錢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郭曉樂 北京報道）特首選舉明年舉

行，而「疑似候選人」人選名單已經「滿天飛」。有資深政壇人士
估計，反對派一定會派員參與特首選舉，其中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自
然蠢蠢欲動，而民主黨為免再替公民黨「抬轎」，亦有意派員參
選，估計最有可能參選者為該黨副主席單仲偕（單雞）。
該政壇中人昨日向記者解釋，新一屆特首選舉將於明年3月舉

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則於明年暑假期間舉行，民主黨有意派出單
仲偕參選，是因為他並非現屆立法會議員，即使在特首選舉中落
敗，亦有助推高他的人氣，在參加的立法會「超級區議員」（超選）
選舉時勝算更高。

范太無意參選特首
另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雖多次表明自己無意參選特首，但

最近有調查卻反映有6成市民支持范太出任特首，令她的動向再受
關注。就此，有政壇中人問及范太，據悉，范太透露，自己「挺唐
唐（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

組 徐海煒 北京報道）在立
法會熱議特首應否有政黨背
景期間，身在北京的中央政
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亦被問
及有關問題。他說，大部分
香港人一直都不贊成特首有
政黨背景，因為特首要照顧
整體社會的利益，倘有政黨
背景，可能會影響到其誠
信。
他承認，社會近年出現了

另一種意見，指特首倘無政
黨背景，很難有足夠的政治
勢力作支持，對有效施政會
有一定的困難。不過，香港
社會在這問題上普遍看法不
一，故暫時未能形成一個主
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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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讀通過特首選舉條例後，立法
會昨日二讀通過《2010年立法會選舉

（修訂）條例草案》並逐項審議有關的修訂。會上，有
議員提出將功能界別團體票改為個人票的修訂，並試圖
將功能界別的議員「妖魔化」，聲言他們「經常阻礙巿
民普遍支持的政策」。各功能界別議員狠批反對派亂扣
帽子，強調他們盡心盡力為市民做事，絕不會偏袒少數
人的利益。
在會議上，有4名議員就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辦法提

出修訂，包括將功能界別團體票改為個人票；進一步開

放「超級區議員」的提名、參選及投票權；把「超級區
議員」提名門檻由15名民選區議員減至10名，及由1個
大選區改為5個地方選區等。

李卓人無視功能界貢獻
在討論首個修訂時，多名反對派議員借機侮辱在場的

功能界別議員。職工盟議員李卓人聲言，每次社會有矛
盾時，功能界別都只會「捍衛小圈子利益」，令整體民
意無法伸張，倘不將之取消，香港深層次矛盾永遠無法
解決。

「經濟動力」議員林健鋒不滿有人將功能界別「妖魔
化」，強調工商界議員並非只維護少數特權人士的利
益，他們的貢獻不能被抹殺。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坦言，並非所有有志參政的人都適

合參加直選，但並不代表他們就不可以為市民服務，很
多功能界別議員一直都為市民謀福祉而盡心盡力，放棄
了很多，且議會的聲音需要平衡，既有議員代表基層，
同時亦應該有議員代表商界。
資訊科技界議員譚偉豪則強調，很多功能界別議員都

並非老闆，他們都是專業人士，倘以為功能界別議員都
是偏袒商界是很不公平的。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則表明會反對所有議員修訂，認為

偏離去年6月政改方案的內容及《基本法》和人大常委
會在07年所作的決定，並強調指新增的5個「超級區議

員」議席，由逾320萬合資格選民選出，令選民可以「1
人2票」，並已優化了功能界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相信，目前的立法會選

舉安排，有助2016年立法會選舉進一步民主化，並為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創造有利條件。

黃毓民為狙擊同道造勢
另外，「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亦借機揶揄在立法會

直選議席不斷增加時，民主黨的議席卻不斷減少，所以
才「無恥地」支持政改方案，試圖增加席位。民主黨主

席何俊仁反駁，該黨支持政改方案，是向民主發展推前
一步，並相信市民會用雪亮眼睛及選票去表達看法。
立法會昨日未能就所有修訂進行表決，今日會議繼

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黨發展未成熟 特首背景修訂否決
經過一連兩日合共11小時的審議，立法會終以42票贊成11票反對，三讀

通過《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修訂）條例草案》，為明年的特首選舉增添

新民主元素，令香港民主發展掀開新的篇章。會上可堪一記的，是自由黨與公民黨等站在一

線，要求容許特首參選人有政黨背景，令管治更暢順。不過，民建聯就認為，香港政黨發展

仍未成熟，待市民在這方面有共識後，即使議員不提出修訂，屆時也會「水到渠成」。

未有共識

社民連搞激傷人還要轉移視線砌詞狡辯，企圖卸責他人的做法

引起公憤，而反對派姑息養奸、同道相衛的態度同樣教人齒冷。

政壇高人坦言，若立法會繼續容忍議會暴力文化肆虐，未能採取

果斷且及時的措施遏止，恐怕只會造成「溫水煮蛙」之局，結果

是三丑在議會內「越搞越激」，紅小兵在議會外「越玩越喪」，

《議事規則》的底線則「越退越後」，社會核心價值的根基「越打

越散」，最後香港就不再是和平示威之都，而是暴力襲擊之城

了，「這豈是大家樂見，又豈是社會之福？」

三丑顛覆青年道德觀
「憤青亂局」早就有跡可尋，政壇高人嘆言，由議事堂「第一

蕉」的出現，到三年來逢大會必有或擲物、或辱罵、或爆粗、或

衝擊的場面，便可預見今日終於發生官員遇襲受傷的事故：「特

首今番遇襲，絕不是甚麼意外碰撞，因為前有議事堂一連串問責

官員被擲物、被辱罵的事件作開場，又有憤青屢次粗暴衝擊警方

防衛底線作預演，這批『經驗』示威者在三丑的榜樣效應下，正

一步又一步地走向危險邊緣地帶，用一次比一次暴力的方法、手

段，挑戰法治、挑戰權威、挑戰既有的社會道德倫理，直到『出

事』還要自以為『英雄』，完全沒有對錯觀、是非觀。」

但高人最擔心的還不是憤青搞激，而是議會在限制暴力文化發

酵及坐大上表現完全乏力：「三丑屢次公然破壞《議事規則》，

但立會主席欲管難管，最多只得『out』——驅逐離場一招，可謂

阻嚇性及力度都欠奉，小組委員會主席更連這點小小的權力都沒

有，三丑明知你最多亦只能趕他們走，又怎會怕與你狠狠對

幹。」

無視特首遇襲拒約束
《議事規則》的漏洞顯而易見，上次檢討本應及時堵塞，但卻

因反對派的「刻意放生」、為三丑護航以致未能修改規則，令三

丑更加為所欲為，肆無忌憚。

高人嘆道，議會暴力文化雛形已成，最怕日後氾濫成災，反對

派的容忍及姑息，只會造成議會內亂事不絕，議事堂形象亦隨之

大為受損，君不見不少民調都顯示立會議員評分偏低，有逾6成

市民更認為無政黨可代表其利益：「議事堂淪為菜市場，還何來

尊貴可言？反對派放任三丑做三分鐘的搞激騷，只換來了議事堂

在市民心目中的尊嚴掃地。」

他坦言，立法會本應借特首遇襲之機，真正檢視《議事規則》

有何可改良之處，並加重「違規罰則」，但他對研究結果不存樂

觀，只因反對派早已放話指「沒有需要」：「最大聲說要捍衛法

治的公文袋都說不宜輕易修改，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議事

規則》說起來也是一部小法，如今備受憤青

衝擊，漏洞處處可見，公文袋竟然不坐言起

行，保障《議事規則》的完善及不受挑戰。」高

人無意批評反對派與三丑狼狽為奸，但確實不滿反對派姑息養

奸，擔心會起溫水煮蛙之效：「在法治這條線上，從不是退一步

海闊天空，而是退一步後就步步皆落索，處處顯被動。」

拒絕暴力 教界有責
高人認為市民不能再對此坐視不理：「在捍衛社會公義上，市

民不能只做旁觀者，以為事件不過是發洩一刻對政府施政的不

滿，需知社會核心價值崩盤的缺口一打開，可能就令憤青有虛位

可乘，小辣不就口，勁辣還嫌唔夠喉，到最後不流血不收手，公

義法治全線失守，就再也難以補救。這樣高昂的社會成本，相信

誰也負擔不起。」

不欲香港成為暴力之城，高人希望市民「坐言起行」，向反對

派的姑息「說不」：「教育界尤其應該出來發聲，須知議會暴

力成風，對下一代影響最大，他們理應要求教育界的張文光切

實履行議員之責，把好關，並要求同道中人，尤其是白鴿黨諸

君回頭是岸，共抗暴力，支持修訂《議事規則》，定出適當罰

則！」

審議立會選舉例 反對派只顧抹黑
無理阻撓

■立法會大比數三讀通過特首選
舉條例草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民建聯等投票支持特首選舉本地立法修例。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反對派姑息暴力 香港恐淪九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