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㠥特首選戰臨近，有關疑似「特首候選人」的政圈陰謀怪

論陸續出爐。有報道稱，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利用其新聞秘

書及政府新聞處職員，協助自己準備特首競選工作，而被指涉及「葛輝事件」的

互聯網專業協會亦有份參與助選。鑑於指控嚴重，唐英年、新聞處以至唐英年的

新聞秘書各自發表嚴正聲明，否認有關的指控，並強調政府資源運用符合規定。

特區政府建議修例，由下一屆立法會開始，一旦有

直選及區議會（第二）界別議席出缺，以自動替補機

制代替補選，由餘額得票最高的落選候選人補上。這

個建議包含兩個主要內容：一是取消補選，二是自動

依次替補。政府的建議得到建制派支持，反對派則持

反對意見。反對意見中，值得注意的是幾位學者或議

員發表的觀點，包括馬嶽在5月24日發表的《輸者替補

曠古絕今》、沈旭暉在5月28日發表的《假如「落敗遞

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吳靄儀在6月1日發表的《民

主無價維權有責》，蔡子強在6月2日發表的《對㠥高牆

說話——研究選舉制度學者的氣餒和無奈》。

辭職「公投」舉世無雙
幾位學者或議員的觀點包括—1.馬嶽：「一般行比例

代表制的國家，遇有議席出缺時，會由該政黨原來名單

後一位候選人替補，因為這樣才可以保證可維持該黨在

議會中的議席比例。」2.沈旭暉：這位年輕學者想像力

極為豐富，提出若果依次替補，會出現「暗殺之風大

起」、「僅得2%民意支持的狂人就會進入議會」、「瘟疫

政治危機」、「大黨的所有授權只被行使了一天」、「新

制度比舊制度更鼓勵議員不斷辭職」等情況。3.吳靄

儀：「由得票最多的落選者補缺的做法，舉世所無。」

4.蔡子強：「過去20年⋯⋯花那麼多心力去研究選舉制

度，參考外國經驗，是不是真的徒然浪費氣力？」

幾位學者或議員的觀點，就是指「由得票最多的落選

者補缺的做法，舉世所無」。但這種觀點恰恰忽視了，

去年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

動，也是「舉世無雙」。「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違

憲、浪費公帑，但由於在法律上沒有具體的懲罰規定，

而特區政府又缺乏其他有效方法加以阻止，只好任由違

憲之行為發生。「五區公投」創下回歸以來最低的投票

率，市民清晰地向這種浪費公帑和試圖篡奪中央公權力

的行徑說「不」，並要求政府堵塞有關法律漏洞。特區

政府提出堵塞漏洞的替補機制，體現了市民希望政府採

取行動，這是政府建議修例的立法原意。

言不及義 徒費氣力
幾位學者或議員對政府建議依次替補，以「輸者替

補」、「落敗遞補」、「輸家上位」等提出質疑，認為

是缺乏認受性。這理由難以成立，因為選舉的輸贏只

是相對的，比例代表制最高票的當選者，比最低票的

當選者，其票數差距可能達數倍，而替補者的得票雖

然沒有辭任者高，但在可能的替補者中，卻仍是最高

的。

依次替補代替補選不僅是對「公投」的懲罰機制，

而且也符合比例代表制精神。立法會地區直選及「超

級區議會」議席採用的是比例代表制，如出現空缺需

要補選時卻採用「單議席單票制」，這本身就不合邏

輯，出現前後矛盾的情況。因此採用比例代表制選舉

的國家和地區，需要補選時就不採用單議席單票制，

而採用較為合理的替補制度。如果硬要補選，就是削

足適履。回歸以來，香港已出現多次這種不合理情

況。例如2000年立法會選舉，港島區5個直選議席中，

民建聯取得2席，反對派取得3席。反對派當時的總得

票率大約50%，在比例代表制的分配下，取得3席是合

理的。但由於當屆發生程介南事件，需要進行補選，

反對派的余若薇取得補選席位，這使當屆反對派以

50%得票數卻取得4個席位，有違比例代表制的精神。

補選制度 四個缺失
此外，立法會分區直選還存在其他情況，包括存在

一張參選名單只有一名參選人，一黨多張名單，以及

多黨一張名單等。假如一張參選名單只有一名參選人

出缺，就沒有同一張名單的黨友可以替補；假如一黨

多張名單出缺，替補的黨友實在太多；假如多黨一張

名單出缺，到底應由何黨替補？

由此可見，

立法會分區直

選的補選制度存

在四個缺失：一是

「正選」用比例代表

制，「補選」卻用「單

議席單票制」，互相矛盾；二是

法律上沒有具體的懲罰規定，讓有心之人利用補選作

出挑戰中央公權力的違憲行為；三是補選耗用大量公

帑，去年「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浪費了1.2億元納稅

人的血汗錢；四是沒有顧及分區直選的特殊情況。

其他個案 勿一刀切
當然，替補制是針對辭職「公投」而言，但議席的

缺位除了因辭職發生外，還有因病、因事辭職乃至死

亡的個案，政府不應當作出懲罰。因此，筆者認為自

動替補機制代替補選不應該一刀切，除了懲罰「辭職

補選公投」必須由餘額得票最高的落選候選人補上之

外，因病、因事辭職乃至死亡的個案，應由該政黨原

來名單後一位候選人替補。在這方面，筆者與幾位學

者或議員的觀點並無分歧。例如2007年港島區因馬力

辭世而出缺，若按當年馬力名單上的順序，替補便該

落到排第三名的鍾樹根。事實上，當時就有反對派學

者極力主張取消補選，以同名單的替補機制取代。在

歐洲大部分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及地區，如果有議

席出缺，都不會進行補選，而是由同一張參選名單依

次補上。持平而論，同一名單替補，應該適用於因

病、因事辭職乃至死亡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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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的內部管理一塌糊塗，眾
人皆知。出現這種局面，是政府放棄
自己管理權力的結果。港台不僅僅是
編輯獨立自主，連內部的運作和行政
管理也是獨立自主，完全不必遵守公
務員的管理守則，真真正正成為一個

全世界都沒有的官營「獨立電台」、「獨立王國」。所
以前港台高官可以大膽地對外公布：香港電台獨立
自主，反對特區政府的政策，反對中國憲法規定的

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如
果沒有港台的獨立自主和反華反共，就不能證明香
港的「新聞自由」和「一國兩制的成功」云云。
根據最近揭露出來的材料，香港電台工會和反對

派結成了政治同盟，每次「七一」遊行，反對派都
高舉米字旗，並向遊行者派送英國旗，打出了「撐
港台」的橫額和標題，重溫英國人管治的「光輝歲
月」。最不想香港回歸祖國的就是港台工會和反對派
結成的同盟。所以，港台不斷邀請反對派頭頭出席

節目，大放厥詞，控制了大氣電波。反對派也處處
維護港台的胡作非為。
港台工會，彷彿就是港台的大老闆，一直在電台

人事任命上指手劃腳，一再公開宣稱「香港電台的
未來廣播處長，應該由內部升任」，而根據他們最屬
意的人，並不是最有能力的人，而是他們能夠駕馭
和控制的人，或者是隨風擺柳的庸碌之士。結果，
港台的「管理自主」，其實落在工會手上。
香港電台其實已成為了某些港台高官的退休俱樂

部，政府派「肥雞餐」，他們率先領取「肥雞餐」退
休，又有退休金，又有長俸，然後一個屈尾十，重
返港台擔任合約管理人，工資比以前更高，阮大可

曾經是香港電台工會主席，經常尖銳批評政府政
策，他退休之後，竟然可以擔任香港電台多媒體的
總編輯，比退休前的工資增加了24%，而且還有一
成半的約滿酬金。如此縱橫任我行，都是依靠港台
的政治勢力和潛伏分子在後面撐腰。
公帑任花、權力任用，這個港台工會，其實是英

國人在撤退前精心選拔的政治勢力而已。所以，亂
報稿費、服務提供者、合約僱員，盡由這些「精忠
分子」提供。這個「獨立王國」打起了米字旗，令
人大開眼界。港台即使公開招聘一百個廣播處長，
看來也是一個花瓶擺設，不會觸動這個港台高官退
休俱樂部一根毫毛。

由於「五區公投」謀求「港獨」舉世無雙，唯香港獨有，因此針對「辭職補選公投」的

懲罰機制，也必然是唯香港獨有。幾位學者或議員的觀點，恰恰忽視了政府建議修例的立

法原意，是體現了市民希望政府採取行動懲罰「辭職補選公投」。因此，儘管有關學者指依

次替補「曠古絕今」，儘管皓首窮經花那麼多心力去研究外國選舉制度，儘管發揮豐富想像

力提出，若果依次替補會出現種種匪夷所思的現象，儘管「論據豐富」，卻統統不㠥邊際，

隔靴搔癢，言不及義，真的是徒然浪費氣力了。

依次替補是對「公投」的懲罰機制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責任編輯：袁偉榮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有傳媒日前報道聲稱，唐英年於去年已展開
疑似「選舉特首工程」，其新聞秘書陳維民
（Darryl）及政府新聞處中文編輯洪曉敬（Denise）
亦有份參與疑似「競選網站」會議，又指選舉
工程負責人盛傳包括互聯網專業協會（iProA）
要員，聲稱唐英年與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遴選
過程有關云。

澄清無插手上網計劃
唐英年昨日傍晚發表聲明，重申他不時就如

何利用資訊科技平台以加強與市民溝通，以及
公眾觀感和個人形象等問題，聽取不同人士的
意見，並強調他對政府資源的運用均符合政府
相關規定。就有揣測他是否涉及上網學習支援
計劃的遴選過程，他嚴正聲明：「作為政務司
司長，我並沒有參與該計劃的相關工作。」

新聞處聲明不會助選
政府新聞處亦就有關「特首選舉」的報道發

表聲明稱，政府新聞處不會就任何個別人士參
與行政長官選舉的事宜提供意見，該處是行政
長官辦公室、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和財政司司長
辦公室的網頁管理員，就這三個辦公室職務範
圍內的事宜提供網頁設計和技術支援，也協助

各決策局及部門管理和改進其相關網頁。政府
新聞處並沒有派員出席報道所指的會議，但正
了解是否有職員以私人身份出席。

新聞秘書稱恪守規則
無辜捲入事件的Darryl亦發表聲明，否認參與

唐英年「競選網站會議」。他表示，一貫恪守公
務員守則，盡力做好司長新聞秘書職責；之前
從未聽聞相關報章所查詢的網站，或參與報道
所提及的會議。至於司長公開活動的資料，公
眾可以從政府相關網站獲取。
有了解政府運作人士指出，特區政府規定4類

人士不可參與助選活動，包括政務官(AO)、新
聞處人員、警務人員，以及首長級公務員。據
了解，洪曉敬是屬於非公務員合約員工，若她
以私人身份參與相關會議並無違規，而唐唐的
新聞秘書Darryl則從未出席報章提及的「競選網
站」會議，相信傳媒誤把同名人士混為一談。
就有報章硬把iProA及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遴選

過程與唐英年拉上關係，該人士亦形容說法
「無中生有」，皆因唐英年由始至終從未參與過
相關的計劃，批評報道用心險惡，是想借事件
把唐英年拉入「葛輝風波」，進一步打擊政府管
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否決關於批評政府的措施，無
助市民置業的議案。提出動議的民主黨

議員涂謹申聲稱，立法會多個黨派多次向特首提出復建居
屋，卻未獲政府重視，是次再提出動議是希望對政府「漠
視民意」的做法表示遺憾，又稱倘政府再不回應訴求，該
黨會向特首提出不信任動議，並借題發揮煽動市民上街爭
取置業的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揚言提不信任動議
涂謹申逼特首起樓

政府建議實行立法會議員議席出缺替補
機制，堵塞「辭職再選」的漏洞。不過，

有份策動是次所謂「公投」的「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眼
見「表演平台」被堵塞，就在議事廳上「發爛渣」，衝前圖
阻止林局長（林D9）發言，更一度把林局長的講稿掃跌。
林局長昨日在立法會動議二讀有關的修訂時表示，香港

市民並不支持議員任意辭職，策動所謂「公投」，當局是
次建議的替補安排，可迅速填補立法會出缺的議席，維持
立法會的完整性和運作，並有助節省公帑。

與大口舊前後腳趕收工
不過，「人民力量」兩名議員不滿自己再搞「公投」的

可能被封殺，其中陳偉業（大口舊）在林局長動議發言初
段，忽然起身大罵林局長「剝奪市民投票權」，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在勸說無效下，決定驅逐他出議事廳。黃毓民則
待林局長發言後段始發難，大罵林局長「賤人」、「無
恥」，罵到激動之處，更索性走出座位，衝向林局長，並
推跌局長的講稿，隨即被7名保安合力拉開。代主席劉健
儀亦即時驅逐他出議事廳，並宣布休會，但黃離場時口中
仍唸唸有詞，並續指㠥林局長大叫「狗奴才」，「我一定
唔會放過你」等侮辱性詞句。

公文袋借學者壓政府
另外，和陳黃兩人一起策動所謂「公投」的公民黨，發

起約有18名大專院校的學者發表聯署聲明，反對政府的替
補安排，聲言「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採取有關制度」，又認
為政府並無迫切修改安排的需要，故要求撤回並再充分諮
詢公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不甘辭職騷成絕響
黃毓民發林D9爛渣

被誣公帑競選特首
唐唐強烈否認

港台工會是港台老闆？ 蕭　何

堵塞漏洞

借題發揮

對有報章報道指政務司司
長唐英年已設立疑似「競選

網站」，其中更牽涉運用公帑及新聞秘書「服
務」。多名立法會議員認為，資訊科技發展一
日千里，很多政府官員及政治人物都會透過
網頁與市民溝通，這並不足為奇，由於他們
不知道網頁的內容，不便作出評論，但認為
事件既被指牽涉「公帑」，唐英年要盡快作出
清楚解釋。

葉太：須挽回公眾信心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唐唐有必要作出

澄清，以挽回公眾對政府的信心：「近日接
連出現多宗涉及司長和局長政治干預以及公
器私用的指控，打擊了特區政府的威信，如
果司長（唐英年）坦誠交代，有助提升政府
公信力和透明度。」

劉江華：個人網頁普遍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則坦言，唐唐是否有

意參選，當事人最清楚，外人不知道箇中底
蘊難以評論。他直言，很多政治人物都會設
立個人網頁：「不能一有網頁，便將其拉到
動用公帑的問題。」但既然有報章報道，又
引起各方關注，唐唐可以站出來解釋清楚。

葉國謙：難憑報道判斷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亦指，很

難就某報的報道就評斷「誰對誰錯」，目前最
理想是唐唐站出來交代清楚。

林大輝：親自交代重要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則指，任何人都不應該利用公帑去達

到私人目的，但同時指出很多政治人物都設有個人網頁：
「這是否就屬於公帑私用？我想在未知道詳情時，都不便
作出任何評論，最重要就是由唐英年站出來解釋。」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聲言，由此可見特首選舉已經進入

「直路」，有志之士應向全港市民交代治港理念，及如何為
市民謀求福祉，並稱若報道屬實，唐唐應該盡快公布，而
為免遭人話柄及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平，唐唐應站出來作出
解釋，向港人作出一個交代。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稱，若報道屬實，將直接影響有關

參選者的誠信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有待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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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詞澄清

■唐英年在回應疑似「競選網站」
(上圖)的報道時強調，政府資源運用
符合規定。左圖為唐英年昨出席立會
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黃毓民（紅圈）又施「掃㟜」慣伎，被保安帶離議事
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