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遞補機制草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日宣布，議員出缺遞補機制草

案不會在7月13日二讀並作表決，同時會展開兩個月

的公眾諮詢，收集市民意見後，會於下個立法年度

內，恢復及完成立法工作。唐英年多次重申，政府提

出的遞補機制草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特區政府押後

表決遞補機制，目的是要更廣泛地諮詢民意，讓社會

大眾都理解設立遞補制的重要性，令最終方案更加完

備。

反對派揚言今後要「再辭再選」，甚至要利用「超級

區議會議席」來一次「公投」，使「補選」變「公

投」，可見堵塞法律漏洞已刻不容緩。遞補機制既然合

憲合法合理，也合乎香港整體利益，就必須立法。雖

然當局為汲取民意而展開兩個月的諮詢，但遞補制的

原則法理並沒有可議之處，在完成諮詢後立法會應加

緊完成立法程序，以免影響遞補機制的落實。

眾所周知，政府之所以要為遞補機制立法，是為了

防止少數議員故意請辭而引發不必要的補選，一來可

以避免浪費公帑，二來可以避免「公投」、「起義」的

鬧劇再次出現。

避免再次出現「公投鬧劇」
政府為遞補機制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立法會的

產生，包括四年一次的定期選舉，以及因請辭、死亡

及其他原因出現空缺而遞補，都必須按照《基本法》

產生，而不能對抗「一國兩制」的憲制。

去年六月，公民黨、社民連利用法律漏洞，故意發

起「五區總辭」，企圖將補選搞成違憲的「變相公

投」、「全民起義」，結果遭到廣大市民的堅決抵制，

補選投票率低至17.1%。正是因為大多數市民強烈要求

抵制這種違憲的補選事件重演，政府才提出以遞補機

制取代補選，這是實事求是、順應民意的舉措。

以遞補機制取代補選，源於補選已發生「五區公投」

的抗憲病態。其實，「遞補」屬於選舉制度的設計問

題，市民同樣享有公民選舉權，符合《基本法》、《人

權法案》、《國際人權公約》的選舉制度，不能說遞補

就是剝奪市民的選舉權。建基於分區直選及區議會新

增功能界別比例代表制的遞補機制所產生的遞補議

員，與四年一次立法會所選出的議員，均由選民的選

票主導，反映選民的意志取向，同樣符合《基本法》

關於特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規定。政府草案所

擬定的遞補機制，與其他國家及地區基於比例代表制

選舉制度所採用的替遞機制性質一樣，完全符合《國

際人權公約》第25條（6）的規定。

遞補機制節省巨額公帑
黃毓民、梁國雄等人就揚言今後要「再辭再選」，甚

至要利用「超級區議會議席」來一次「公投」，使「補

選」變「公投」，可見堵塞法律漏洞已刻不容緩。而遞

補機制可以為香港節省巨額公帑，「補選公投」卻耗

資巨大。

其實，考量一個制度是否可行，或者現行制度是否

需要修正，其

中一個重要的

依據就是新的制

度或修正後的制

度，是否符合香港整

體利益。去年發生的

「五區總辭」鬧劇，幾位辭職的

立法會議員均是在身體健康、可以履行議員職責的情

況下，故意放棄議員身份，這等同於自願放棄選民對

自己的支持，也是放棄競選時對選民的承諾，實質上

已經喪失作為一名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可是這幾位不

負責任的議員，卻可以通過立法會的補選機制，再次

重返立法會，即使大部分市民放棄投票權，亦不能制

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選舉制

度根據香港實際情況的變化而進行調整，完全符合香

港整體利益，這有甚麼好反對的呢？

諮詢吸納民意 抓緊立法程序
遞補機制既然合憲合法合理，也合乎香港整體利

益，就應當盡早立法。雖然當局為汲取民意而展開兩

個月的諮詢，但遞補機制的原則法理並沒有可議之

處，在完成諮詢後立法會應加緊完成立法程序，以免

影響遞補機制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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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對於今年的「七一遊行」
人數猶如變幻球般「搓圓撳扁」，先
是十萬，再是十五萬，最後公布有21
萬8千人參加，較警方公布的5萬4千
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5萬4千至6
萬4千人及港大社工系教授葉兆輝推
算的6萬人相差3至4倍，引起社會譁

然，也令學者大表質疑。葉兆輝希望「民陣」清楚解
釋統計方法，又指主辦單位對民意掌握粗疏。面對外
界的指責質疑，反對派仍然恬不知恥，職工盟李卓人
還「死撐」學者的調查數字不一定正確云云。
幾乎每次遊行反對派都指責警方的數字是故意

「質低」人數，但問題是這次除了「民陣」的數字太

離譜之外，其他三組數字都相當接近。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及學者每年都會點算遊行人數，調查方法一
直受到外界認同，現時三組數字極為接近，說明有
關數字的可信度遠比「民陣」的高，證明「民陣」
是瘋狂篤數，罔顧誠信為反對派的政治行動造勢，
這與近期所謂的五百名「年輕學人」、專業團體登廣
告反遞補制的鬧劇如出一轍，都是反對派撒豆成兵
的策略。
據「民陣」召集人范國威解釋，他們的點算方法

是安排8名義工在銅鑼灣、灣仔及中環三個地方，
用最原始的方式逐個人頭點算，他還質疑葉兆輝的
推算方式不準確。原來「民陣」每年所得出的遊行
人數就是靠8個人數人頭點算，這種點算方式確實

令人大開眼界，最終得出的數字自然不可能準確，
最終也是由「民陣」、反對派說了就算，結果就出
現了當日三易其數的荒謬一幕。在這種「是是但但」
的點算方式下，遊行人數還有什麼意義，不過是隨
反對派的政治需要隨意加減乘除而已。最可笑的

還是《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還當假成真，將警
方及學者的點算數字放在近乎看不到的地方，如果
不是心虛為什麼如此鬼祟。就是因為「民陣」、反
對派做得太過火，才引發學者不滿，最終自取其
辱。
「民陣」誠信破產的行為，一方面是為了協助反

對派造勢，狙擊遞補機制，於是在人數上大力「發
水」，為反對派提供輿論聲勢；另一方面范國威剛接
任「民陣」召集人，此人自視甚高，但多年在民主
黨不見出頭日，於是毅然脫黨自立，繼而搶佔「民
陣」召集人之位，自然要打響頭炮，在人數上離譜

造假也不足為奇，而且近年「民陣」領導層多是激
進憤青之流，欺騙市民、吸引傳媒，正是這班人優
而為之的伎倆。
反對派當然知道「民陣」篤數，也知道遊行人士

的訴求多樣，大部分是表達對各種民生議題如居
住、社福，以至孕婦產子等多元訴求，但他們在人
前人後都是毫無誠信、不顧道德地引用「民陣」篤
數數字，整個反對派一起參與這個「篤數謊言」，甚
至連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都表示，糾纏
於實際上街人數的意義不大，對於外界對「民陣」
的質疑，他還說「民陣如想作解釋便解釋」。這樣的
研究求學態度還敢自稱學者，豈不令人失笑。就算
他本身有政治立場都應有學者的風範，指斥「民陣」
的篤數行為，但他自甘參與「篤數謊言」，附和愚民
行為，這些政治學者的意見有多少參考價值，可見
一斑。

建制派發揮主導作用完善遞補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建制派根據反對「五區總

辭，變相公投」的主流民意，從去年起就要求特區政府堵塞「辭職公投」漏洞；二是建制

派從特區政府提出原有及修訂方案後，就不斷吸納民意，向特區政府提出有關進一步優化

遞補機制的建議，特區政府亦從善如流，順從建制派所反映的民意，展開兩個月的公眾諮

詢，收集市民意見後，令遞補機制更加完善，於下個立法年度內，恢復及完成立法工作。

諮詢完善遞補機制 建制派起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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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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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7月13日
（下周三）今屆

立法會期最後一次會議議程繁
重，預料會議會延續至下周五
（15日），故特區政府通報立法
會，原訂於下周五舉行的行政長
官答問大會將會延期，並會在
2011/2012年度安排另一個額外的
行政長官答問會代替。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表示，特區

政府在與立法會主席磋商後，同
意基於本月13日的立法會會議議
程非常繁重，預料需要超過兩天
時間才能完成所有議程，故決定
押後原定15日舉行的行政長官答
問會。
反對派議員聲言，曾蔭權是次

取消答問大會，是為了「逃避市
民」。職工盟議員李卓人聲言，曾
蔭權是因為感到「心虛」，不敢面

對市民，也擔心被質疑為何不撤
回遞補機制草案，故取消是次答
問大會。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亦聲
言，特首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面對議員的質詢是他的責任，是
次「無理由失信」是「失職」。

新會期擇日補辦
特首辦發言人在回應時強調，

特首每年都會定期出席立法會的
行政長官答問大會，而是次取消
會議，完全是因為這是立會休會
前最後一次會議，議程繁重，加
上立法會大樓將於本月18日進行
告別儀式，在時間難以安排所
致，而當局亦已承諾會於新會期
再安排另一次答問大會，故絕非
如反對派所稱，「特首有意迴避
議員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會議事忙 答問會讓路

駐台辦年內成立
港台交流創新局

香港在台灣正式成立的綜合性辦事機構，標誌 港台關係發展步入新階段。特區政府公布，為進一步

促進香港和台灣之間的長遠合作和交流，香港計劃於年內在台灣成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而

為了秉承互惠互利的精神，特區政府同意在港的中華旅行社，可於今年7月15日開始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反

映其業務功能。

卓 偉「民陣」瘋狂篤數 反對派誠信破產

議程繁重

實質進展

主辦「七一遊行」的反對派團體「民
陣」，聲言今年遊行有近22萬人參加，卻

被香港大學兩名學者的科學統計「篤爆」，民陣公布的所謂
「遊行人數」純屬篤數。儘管如此，特首曾蔭權在回應是次
遊行時，強調他和特區政府團隊會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
並以務實的態度處理市民關心的問題，包括住屋和內地孕
婦香港產子等問題。不過，對於當日部分激進示威者堵塞
中環，曾特首予以譴責，並高度讚揚警方當日的表現。

社民連堵路擾民竟稱無問題
在7月1日當晚煽動一批憤青不顧安全衝出馬路的社民

連，其主席陶君行聲言，由於政府「漠視民意」，故他們
「被迫」放棄以往的和平示威，改用抗爭方式來表達訴
求，並聲言在假日晚上堵塞中環「實際影響不大」：「今
次只是阻住市民去街及食飯，任何一個市民都要付出代
價。目前咁多問題，例如房屋、醫療問題等市民都要付出
很大代價，如果連10分鐘都忍受不到，香港人不配有民
主！」同黨的「長毛」梁國雄更聲言，中環是「有錢人的
地區」，「阻塞一下有什麼問題」。
曾特首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主動表示，當局留意到

參加今次7月1日遊行的市民，大部分都是以和平、理性和
有秩序的方式表達意見，充分彰顯了香港市民的質素，值
得大家自豪，並強調特區政府一向尊重市民遊行及表達意
見的權利，亦非常重視市民於遊行期間表達的各種訴求，
「我曾經說，市民不單是政府施政的對象，也是我們的夥
伴。我和我的團隊會繼續虛心聆聽，以務實的態度處理面
前我們面對市民關心的問題，包括住屋和內地孕婦香港產
子的問題等」。

讚警隊維秩序護市民表現專業
不過，他強調，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不會接受是次遊行期

間部分示威者罔顧他人安全、漠視法紀、擾亂公眾秩序的
自私行為，必須加以譴責，「我要強調，香港是一個法治
社會，所有示威和表達意見的活動，都一定要依法進行」。
曾特首又讚揚，警隊當日處理激進分子示威行動時，以

克制的態度來恢復社會秩序和保護市民的安全。他們的專
業表現，值得表揚和肯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虛心回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表示，該辦事
處的業務功能與香港目前駐內地的經濟貿易辦
事處相若，包括促進港台經貿、投資推廣，增
進港台文化交流等，並會在可行範圍內，為在
台的港人提供服務，以及按需要協助處理台灣
居民來港入境申請的相關事宜。
林瑞麟昨日在宣布有關消息時表示，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於去年8月以「港台經濟文化合作
協進會」榮譽主席身份訪台，出席與「台港經
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的第一次聯席會議，並與
台灣當局高層代表會面。期間，雙方就多方面
的議題達成積極的共識，其中台方表示歡迎香
港在台灣設立綜合性辦事處。在過去多月，港
台雙方透過「協策兩會」平台進行了多次磋
商，並於近期達成共識，為港台交流開創了新
局面。

駐台訪台人員享禮遇
為促進港台之間更多元化的合作，在「香港

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成立後，機構人員可以
按需要與台灣當局相關業務主管部門聯繫，就
大家關切的事宜進行探討與磋商，進一步提升
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交流。
港台雙方亦原則上同意根據互惠互利的原

則，該辦事處派駐人員在台灣可享有一定的便
利安排，包括可獲減免繳納當地的薪俸稅、可
以按需要進入機場或其他口岸禁區範圍，接送
抵離台灣的香港重要貴賓等。同時，香港的高
層官員和重要人士抵離台灣時，亦可享有通關
禮遇和便利安排。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會盡快向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申請撥款，早日落實在台成立辦事機構
的工作。

中華旅行社更名反映功能
特區政府又宣布，隨 香港即將在台灣成立

綜合性辦事機構，秉承互惠互利的精神，當局
亦同意中華旅行社可於今年7月15日起，更名為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反映其業務功能。
發言人說：「我們深信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互動

會越來越多，工作的層次會越來越深，台灣在
港機構的工作亦會繼續加強。」
林瑞麟昨日在記者會則補充說，除了成立辦

事處外，港台雙方正就許多方面的實質議題進
行溝通和協商，如民用航空、金融合作、食品
安全及避免雙重徵稅等，並希望於今年「協策
兩會」的年會有進一步的進度，可以和大家分
享。「我們已開始有良性互動和合作，所以，
我相信今後主要官員以適當身份到台灣訪問是
會越來越多的。」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灣「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主委賴幸媛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在
中華旅行社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後，在港的遠東貿易中心及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會各自納入該辦事處的「商務組」及「新聞
組」，兩中心的名稱仍然保留，與「商務組」
及「新聞組」並用，以利業務推動。

澳台協議互設辦事處
在澳門方面，她說，「台北經濟文化中心」

會由即日起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業務功能包括促進經貿旅遊、科技環保、教
育、醫療衛生、文化創意等，而「行政院」同
時核准澳門在台設立「澳門經濟文化辦事
處」，由澳門特區政府調派現職人員出任，澳
門也賦予辦事處加強台澳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合作等業務功能。
賴幸媛指，港澳特區政府均同意提供台灣在

港機構及人員各項便利禮遇措施，包括免徵薪
俸稅、合理居留期限、免收簽注手續費、視業
務需要進入機場及港口禁區接送台灣重要官員
或貴賓、使用禮遇通道或設施等。「商務組」
及「新聞組」人員，也適用相關的禮遇。
澳門特區政府亦於昨日舉行記者會，政府發

言人譚俊榮表示，澳方會在今年下半年依台灣
與澳門之間的協議，在台成立「澳門經濟文化
辦事處」。澳門特首崔世安認為，這是施政的
一項突破，而台灣和澳門未來的雙邊關係將會
進一步增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台合作關係進
一步提升，令人關

注港台居民往來免簽注的問題。台灣
「陸委會」透露，香港正研擬「便利
（台灣）民眾未來到香港的簽注的措
施」，並可能於近期有宣布。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灣「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賴幸媛說，去
年統計台灣、香港之間人員往來，發
現台灣全年到香港旅遊人數達230
萬，香港赴台旅遊者達64萬人，佔全
香港人口1/10。同時，香港現有2.7
萬人在台灣定居，澳門有1.2萬人在
台灣定居；香港在台灣的學生有
2,377人，是台灣海外學生人數第3
名，澳門在台學生則有4,101人，是
海外學生人數第1名。
她說，自前年起，台灣常對香港提

出相關呼籲和要求，積極爭取免簽，
而「香港充分理解」，而「陸委會港

澳處」處長朱曦則表示，希望香港近期就確
定給台灣免簽，「我們希望愈快愈好，但是
要看他們內部作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便利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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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麟表示，該辦事處的功能與香港駐內地
的經貿辦相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