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前日下午與法案委員會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見面後宣

布，因應和尊重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和市民的意見，政府決定不在下周三

就遞補機制的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及進行表決，並將於七月至九月就遞補

機制進行兩個月的公眾諮詢。事實上，社會主流意見都支持堵塞議員辭

職發動「變相公投」的漏洞，出現的分歧主要是不滿無公眾諮詢。建制

派議員在支持遞補機制的同時，積極反映民意，最終成功促成當局展開

兩個月的公眾諮詢，進一步聽取社會上的意見，令方案更加完備，更能

堵塞補選的漏洞，符合主流民意的期望。

建制派促成當局進一步諮詢公眾
事件之所以出現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的變化，絕非如反對派及其喉舌

《蘋果日報》所抹黑，建制派是在唐英年宣布押後提交草案後才「轉

㢇」、「趴街」和「改口」。誠如唐英年所說，政府是在「因應和尊重立

法會法案委員會和市民的意見」情況下，作出相關決定的。

事實經過是，反對派議員早前已集體「劈炮」退出法案委員會，但前

日早晨14名反對派議員趁法案委員會會議期間到議事廳列席，令人誤以

為他們「重返」法案委員會，但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在會上

甫開腔，14名反對派議員即展開「突襲」，高舉紙板，聲言不願再聽政府

任何方案建議，也不用討論任何細節，重施集體離場故伎。在反對派議

員「劈炮」的情況下，法案委員會的建制派議員以對市民負責的態度，

向政府反映市民要求進一步諮詢的民意。建制派議員在法案委員會會議

後緊急開會，決定約晤唐英年於下午會面。林瑞麟亦在會後第一時間到

禮賓府，向曾蔭權匯報建制派議員反映的民意。唐英年當日下午與草案

委員會21名建制派議員見面後，正式宣布政府決定押後提交遞補機制草

案，七至九月進一步諮詢公眾。事實經過清楚不過，是建制派議員在支

持遞補機制的同時，積極反映民意，最終成功促成當局展開兩個月的公

眾諮詢。可見，反對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指建制派是在唐英年宣布

押後提交草案後才「轉㢇」、「趴街」和「改口」，罔顧事實，企圖以偷

天換日、混淆視聽的手法抹黑建制派。

建制派議員一直重視和順應民意
建制派議員在堵塞辭職策動「公投」漏洞和進一步諮詢民意方面，一

直重視和順應民意。反對派卻企圖將建制派與民意對立起來。反對派李

卓人聲稱，政府押後提交遞補機制草案，只是因應「七一」22萬人上街

的緩兵之計。《蘋果日報》則抹黑說，部分建制派議員怯於「七一」遊

行民意，不敢支持遞補機制。其實，連所謂「泛民學者」馬嶽都表示：

「政府7天內兩度改變立場，與『七一』遊行人數沒有直接關係。」李卓

人聲稱「七一」22萬人上街，較警方公布的5.4萬、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

5.4萬至6.4萬人及港大社工系教授葉兆輝推算的6萬人相差3至4倍，根本

就是報大數。況且，「七一」遊行人士各有不同訴求，反對遞補機制的

人士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李卓人豈可玩弄報大數的陋習，並騎劫為單一

的反對遞補機制訴求？難怪，李卓人被斥為誠信破產的「篤數大王」。

去年公社兩黨策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多個民調顯示，超過6成

市民反對「五區公投」。「五區公投」最後只有17.1%的投票率，以慘敗

收場，已經清楚顯示了香港的主流民意。直到現在，反對辭職再選策動

「公投」的民意仍然佔多數。建制派議員在堵塞辭職策動「公投」漏洞方

面，一直重視和順應民意。從去年

以來，建制派議員一直向政府反映

堵塞「變相公投」漏洞的主流民意。

政府提出遞補機制方案和修訂後，建

制派議員仍然堅持尊重和順應民意，一方

面堅持堵塞辭職策動「公投」漏洞的原則，

一方面對遞補機制方案和修訂方案提出建設性的意

見，並促成政府進一步諮詢民意的決定。

凝聚更大共識堵塞「變相公投」漏洞
建制派議員支持遞補機制，是回應社會的主流民意，因為絕大部分港

人不接受激進對抗、挑戰中央、違法違憲、浪費公帑、分化社會的「變

相公投」行徑，建制派議員支持遞補機制，就是回應主流民意要求堵塞

「變相公投」漏洞。建制派議員促成政府進一步進行公眾諮詢，說明建制

派議員不僅重視結果公義，而且重視程序公義。進一步進行公眾諮詢，

可讓社會理性討論，凝聚更大的共識堵塞「變相公投」漏洞。

反對派將遞補機制污名化和要求政府撤回方案，一是為「公投」鳴鑼

開道，以便在明年一旦奪得「超級區議員」議席後，搞「一人辭職，全

港公投」，沿公社兩黨去年「公投起義」路線，進一步挑戰中央憲制權

力，把香港當成獨立政治實體；二是要打擊特區政府管治意志和威信，

製造社會矛盾和混亂，為撈取選票造勢。

事實充分證明，在反對「變相公投」、支持堵塞「辭職再選」漏洞，以

及促成遞補機制方案進一步諮詢民意方面，建制派議員一直尊重、順應

和反映民意，一直站在民意的道德高地上。而反對派在辭職策動「公

投」，以及反對遞補機制堵塞漏洞方面，一直不被主流民意認同，一直受

到社會各界質疑和批評。但現在反對派卻企圖搶佔道德高地，把建制派

最終成功促成當局進一步展開公眾諮詢的功勞據為己有，如此厚顏，令

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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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議員不僅一直順應主流民意的訴求，堅持支持遞補機制，而且在反對派議員集體「劈炮」退出審議法案的委員會

之後，以對市民負責的態度，向政府反映市民要求進一步諮詢的民意，成功促成當局展開兩個月的公眾諮詢。事實表明，

在遞補機制立法問題上，正是建制派議員順應民意，支撐大局。

建制派議員順應民意支撐大局

新任特首選舉將於明年舉行，坊
間熱議人選誰屬，並為來屆特區政

府的工作開出「條件」。原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坦
言，新任特首應為「維穩者」，施政要「果斷」，
「全力應付聲音、調和矛盾、平衡利益」，好好處理
多樣化的民情，減少施政風波，達致「民心穩定，
民生改善」的願境。

指人選離不開鐵三角
吳康民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再被問及他提出

的「鐵三角」論。他說，特首一職「萬箭穿心」，
出任特首「可以名留千古」，但卻要承受「萬箭穿
心」，令不少工商界能人不願出任特首一職，故相
信不容易有第4隻「黑馬」跑出，「聰明人是不願
意放棄自己的事業王國去觸碰『渾水』的」，並認
為新任特首必須夠果斷，不能優柔寡斷、朝令夕
改，否則只會淪為驚惶失措般無能為力。
在節目期間，筆耕不輟的吳康民與聽眾分享了自

己的寫作之道，形容「多睇、多寫、多讀」是他的
養生之道，「哀莫大於『腦死』，多聯想不畏懼，
就可以寫出文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吳康民：新特首須果斷

香港樓價居高不下，令許多市民對居住問

題多有怨氣，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早前

訪港亦提點，特區政府要處理好基層市民的住屋需求，避

免演變成政治問題。民建聯副主席李慧㠒（Starry）一直都

㠥緊香港市民的住屋問題，她直言香港的房屋問題，將會

成為下屆特首選戰中候選人對決的關鍵議題，並特別提到

有官員稱7年才能建成居屋之說，直言她不能苟同，認為特

區政府只要馬上開始並做好準備工作，短至2、3年已可以

做好規劃，甚至可有首批居屋落成。

■責任編輯：袁偉榮　

開列條件

工聯會正部署5大選區的參選名
單，更計劃於明年立法會選舉中

「4席變7席」，其中「超級區議員」議席的「當然人
選」、工聯會副會長陳婉嫻（嫻姐）至今仍未答允
「出山」競逐。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棠哥）透露，
嫻姐剛外遊返港，為與對手「知己知彼」，目前已
密密落區視察九龍東民情，但最終會否「拍板」空
降黃大仙，嫻姐仍然在考慮階段，但形容「情況相
當明朗」。

籲阿人勿硬撼損勞工界
政界盛傳，職工盟議員李卓人及民主黨的成員為

阻嫻姐出山，正密謀在區議會選舉與嫻姐「硬
撼」，比個高下。棠哥在回應時坦言，大家雖然政
見不同，但必須以勞工利益為大前提，不要因為
「圍攻」而放棄了一個本應為基層勞工發聲的議
席，「唔知大家（反對派）抽水定點，就非圍攻不
可，我認為增加勞工議席最為重要，不應顧此失
彼」。棠哥又透露，工聯會會員人數正在不斷上
升，預料今年一定超過36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棠哥料嫻姐出山可期
看法樂觀

立法會原擬於下周三（13日）會
期內最後一次大會，恢復二讀及表

決立法會議席新遞補機制，令人預期是次會議會成
為延續數天的馬拉松會議，連周五（15日）舉行的
立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也一度被迫延期。不過，當
局已決定押後恢復二讀新遞補制，故特首曾蔭權已
「改變初衷」，決定按原定安排在下周五到立法會出
席答問大會。
自2005年上任至今，特首曾蔭權已出席過25次立

法會答問大會。不過，立法會秘書處於前日通知議
員，指基於下周三議程眾多，尤其會討論到有關新
遞補制的條例草案，令會議或延至周五方結束，故
當局於上周諮詢立法會主席後，決定將原訂於周五
舉行的答問大會延後，並於下個立法年度的會期
內，即今年暑假後增加一次答問大會。
不過，特區政府前日決定從善如流，押後有關條

例草案，故特首辦發言人昨日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
示，由於原訂於7月13日恢復二讀的遞補機制條例
草案將會押後，當局在再次諮詢立法會主席的意見
後，決定恢復是次答問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下周答問會恢復舉行
回復正常

儘管特區政府從善如流，決定就
遞補制公開諮詢，但為遂其「維護

『玩㝚權』」，反對派拒不收貨，更繼續「篤數」，聲言
今年7月1日的遊行「有近22萬人」參加，故當局「必
須」撤回草案。不過，被問及反對派公布的遊行人
數，被香港大學兩名學者分別進行的科學統計結果踢
爆「報大數」時，他們就支吾以對。
反對派團體「民陣」在「七一遊行」當日，聲言全

日有近22萬人參與，並將參與者不同的訴求，包括要
求復建居屋，以至爭取港人內地配偶可來港產子等，
統統「騎劫」成為反對遞補制，備受社會批評。民陣
10名代表昨日下午由中環匯豐總行遊行至政府總部，
其召集人范國威繼續聲言，有「近22萬名市民」參與
「七一遊行」，「反對當局的遞補制」，已對特區政府
構成巨大壓力，迫使當局就遞補方案進行公眾諮詢，
故民陣會「再接再厲」，於諮詢期內在全港18區舉辦

街頭論壇、座談會及派發文宣，要求市民敦促眾立法
會議員在有關條例草案三讀時投反對票，及要求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下台」。

稱續狙擊遞補制諮詢
不過，香港大學兩名學者分別進行科學統計，均踢

爆「民陣」掛在口邊的「近22萬人」是「報大數」，
超出實際參與遊行者的兩倍，范國威就「死雞撐飯
蓋」，聲言他們是以一貫的計算方法，結合經驗及
「清晰的事實」得出是次遊行的人數，隨即顧左右而
言他，稱當局不應以遊行人數「轉移視線」，而應直
接回應市民訴求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被爆遊行篤數 范國威唔敢答
厚顏無恥

特首工作坊地產專家雲集
民建聯昨日舉行第4次2012年特首期望工作坊，討論全港市民都十分關

心的房屋和都市發展政策，參與者包括前地政總署署長劉勵超、前屋宇
署署長鄔滿海、中原地產研究部聯席董事黃良昇及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
房地產學系黃君華，會議以閉門形式舉行。
Starry在會後總結各房屋政策專家在會上的意見時形容，眾講者都認為

香港市民「上車」難、置業難、租樓難，已成為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問
題。

促重建房屋流動階梯
她分析，下屆特首選舉中，房屋問題勢將成為各特首候選人的對決議

題，每位候選人都必須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房屋規劃政策，「我們認
為，下屆政府應重建房屋流動階梯，從臨時房屋，到公共房屋，再到資
助房屋，為不同需要的市民提供適當的住屋協助」。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㟞志高日前指復建居屋最快要7年才能落成，

引起社會一片批評之聲。Starry亦坦言，她不認同「7年之說」，並強調大
部分與會嘉賓均支持復建居屋，僅有部分人擔心復建居屋未必可以壓抑
樓價升勢。不過，Starry相信，只要政府盡快開始研究，加快各部門的推
行工作，相信短至2、3年時間就可以落實興建居屋。
被問及她一直關注的、有關舊區唐樓的「㜜房」問題，Starry坦言，歸

根究底，出現「㜜房」問題是因為公屋供應不足，尤其公屋輪候冊中的
輪候人數不斷增加，令許多輪候公屋的基層市民由於長時間未能上樓而
只能租住「㜜房」單位，故政府有責任增加公屋單位供應。

熟地不敷用 倡開發新區
被問及「地從何來」近年已為政府回應公共房屋訴求的「口頭禪」，

Starry承認，已開發的市區用地確實緊張，但事實上，現時香港已開發的
土地只佔總土地面積的20%，未來特首應研究如何更好地去運用尚未開
放的80%土地，釋放出更多的土地，以應付香港社會的需求。
民建聯將於7月7日舉行該系列最後一次座談會，就「教育、文化及青

年發展」的議題對未來特首施政獻策。
在整個工作坊會議完結後，民建聯將會參考專家的意見，進行深入探

討，提出對下任特首的期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火速起動

新任特首選舉明年展
開，在一輪「估領袖」

遊戲後，香港社會各界的關注點已開始
由「疑似人選」轉移到新屆政府的施政
要務上。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譚偉豪
（IT豪）透露，業界要求現屆特區政府回
應他們的訴求，積極研究成立創新及科
技局，而自己亦會於稍後收集100名新屆
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簽名，要求有意
參選特首者在這個問題上表明態度，將
發展高新科技列入他們的參選政綱，否
則「業界不會支持他們」。

動議重提設創新科技局
譚偉豪今日會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動

議辯論，重提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
議。他引述一項有關互聯網如何帶動香
港經濟轉型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2009
年網絡經濟的總值已接近1,000億港元，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5.9%，預計網絡經濟
未來仍會持續增長，增幅較整體本地生
產總值的增長還要高，大有成為帶動香
港經濟進步發展的重要一環，故香港在
繼續發展傳統產業的同時，必須重新制
訂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策略。
他續說，特區政府以創新科技只佔

GDP3%為由，並預期有關行業難以在短

期內取得成績，故一直未有主動扶持業
界發展，但這其實是「雞與雞蛋」的問
題：面對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新挑戰，
經濟網絡化已成為必然趨勢，創新及科
技亦更成為很多國家及地區的新發展策
略，故要令網絡經濟得以迅速和持續發
展，特區政府的參與和政策配合是必不
可少的關鍵元素，尤其事實已證明，香
港只依賴金融業養活整個社會的方向是
不可行的，必須扶助其他行業，若當局
拒絕參與，該行業難以發展，佔有率也
就不會即時急升，長遠而言更會影響香
港的競爭力。

徵百選委簽名交候選人
因此，他今日提出的動議辯論是「第

一階段」，希望迫使立法會內各政黨就發
展創新科技的立場表態，「據我所知，
民主黨對創新科技一直缺乏認識，我不
介意『輸出人才』提供協助」，務求在設
立創新及科技局方面取得各黨派的共
識，而在此基礎上，他下一步就會收集
工業界、工程界、高教育及資訊科技界
的簽名，希望集齊100個簽名，向各有意
參選行政長官者提出要求，承諾於新屆
政府落實有關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IT豪要下屆特首谷IT
羅列要求

■民建聯昨
日舉行第4
次「2012
年特首期望
工作坊」，
邀請地產專
家對房屋問
題 發 表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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