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去
年自編自導辭職再補選鬧劇後，再就當局
提出堵塞漏洞的4個主要方案的諮詢挑起
爭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表
示，政府在回歸十多年來做的政制改革，
好多是香港從未行過的路，「摸㠥石頭過
河」及引發爭拗是無可避免，但政府有責
任堅定為香港解決問題，而遞補機制是為
下屆政府籌謀，防止從政人士或部分黨派
再搞亂選舉制度，保障香港能順利邁向普
選。

遞補制有法律基礎
政府上周公布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的4個

方案，並展開兩個月公眾諮詢。林瑞麟昨
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當局提出的遞補
機制即方案2，是有法律基礎及站得住腳，
至於其餘3個是由坊間不同黨派提出，當局
今天不會判斷是否不符《基本法》，亦不排
除各方案在兩個月諮詢後會再作調整，確
保是合法合憲的解決方案。
林瑞麟並指出，政府提出任何立法建議

都有一定信心，即使反對派聲稱4個方案都
「違憲」，但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港大法律
學院教授陳弘毅就認為無明顯違憲。至於
方案4可能引發議席懸空會影響議會投票人
數等技術性問題，亦已於去年5個反對派議
員辭職時處理，當時議會在通過政改方案
時，仍以全體60席的2/3支持作為通過方案
的基礎。

不應打亂社會秩序
林瑞麟強調，香港社會秩序不應被打

亂，議員不應把選舉制度扭曲為所謂「公
投」，而多個民調均反映逾半市民希望堵塞
議員任意辭職的漏洞。現時遞補機制仍在
討論階段，不應揣測哪個方案最終會被接
納，社會應多討論，「到底是否符合《基
本法》？香港新的小憲法只落實了10多
年，永遠有一點爭拗的，香港起大橋到珠
海都有爭拗，囚犯有否投票權也有爭拗，
爭拗難免」。

籲反對政黨老實做人
就反對派聲稱文件沒有所謂「維持現狀」

的「方案5」，是「假諮詢」，林瑞麟亦反駁
指，政府職責是要為香港解決問題，故開
列了4個主要方案，但文件同時明確地諮詢
了市民是否認為要堵塞漏洞，「『泛民』黨
派不應對文件白紙黑字所寫的訊息視若無
睹，他們要表示反對的政治立場不要緊，
但做人要老實一點。」

61%港人認同修例堵辭職補選漏洞
逾半人贊成諮詢 研協促當局增宣傳解釋凝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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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公布「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

文件」後，香港研究協會進行的民調顯示，61%

市民認為政府應修例以堵塞辭職再補選漏洞，

55%亦認同當局進行公眾諮詢而非「撤回方案」，

但只有15%稱完全明白4個方案。調查顯示，主流

民意支持盡快堵塞濫用補選的制度漏洞，不過市

民對當局提出的4個方案內容的了解程度不高，

當局須加強對諮詢文件的宣傳力度，以提高市民

對各方案的認知度，凝聚共識，尋求一個合憲合

法及各界都能接受的方案。

過去一年多來，主流民意均認為政府應堵塞

任意辭職再補選的漏洞，這一主流民意至今未

變。要求政府就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進行公開

諮詢，也是至今未變的主流民意。社會的最大

爭議，在於過去當局沒有推行公眾諮詢，而非

反對堵塞濫用補選漏洞本身。當局順應民意押

後表決，並展開兩個月公眾諮詢，已回應了市

民訴求。不過，當局在諮詢文件中提出的4個方

案，都涉及比較複雜的憲制和技術問題，一般

市民未必了解。而要達到理想的諮詢效果，就

必須提高市民對各方案的認知度，才能幫助市

民比較其中的優劣之處，以便選擇有關方案或

提出其他可行建議。

反對堵塞辭職再選漏洞的議員和政黨，他們過

去也曾集中於質疑「無諮詢有違程式公義」，但

當局回應民意展開公眾諮詢後，他們又以諮詢文

件提出的4個方案未釐清法律問題為藉口，要求

政府「撤回方案」。這種為反對而反對的取態毫

無建設性。如果反對派議員認為諮詢文件提出的

方案未釐清法律問題，理應指出問題在哪些地方

以及如何改善，或是提出其他可行建議，但他們

卻只是一味上綱上線，對諮詢文件扣上「違憲違

法」的大帽子，這種妖魔化、污名化堵塞濫用補

選漏洞的做法，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同。

事實上，諮詢的目的也包括了通過集思廣

益，凝聚共識，尋求一個合憲合法及各界都能

接受的方案。政府7月4日宣布就填補立法會議

席空缺安排公開諮詢兩個月，當日香港法律界

包括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均表示歡迎，並期望

公眾經過討論後，能提出更多不同的方案建

議。律師會會長何君堯昨日表示，歡迎當局就

替補機制方案諮詢市民，律師會將就4個方案進

行討論。這都是建設性的取態。相反，以諮詢

文件的方案未釐清法律問題為藉口，要求政府

「撤回方案」，則是違反情理的。

(相關新聞刊A4版)

浙江溫州兩列動車7月23日追尾、脫軌意

外，造成35人死亡、192人受傷的特大鐵路

交通事故。動車事故造成嚴重傷亡，引起社

會對高鐵安全的關注。當局有責任盡快查出

事故原因，並認真吸取教訓，將安全擺在高

鐵發展的第一位，通過加強管理，堵塞鐵路

行車安全漏洞，釋除公眾疑慮，加強社會對

發展高鐵的信心，確保中國高鐵能夠安全高

速地繼續發展。

中國高鐵過去十年迅猛發展，行車速度

屢破世界紀錄，但也引起外界質疑高鐵發

展是否過快，甚至懷疑其安全性。此次發

生的動車事故傷亡慘重，足以牽動海內外

輿論對中國高鐵安全的神經。事故的因由

究竟是技術缺失或人為疏忽？為何不能防

範雷擊等惡劣天氣造成的安全隱患？為何

自動閉塞安全系統未能防止追撞事故？為

何永嘉站原本只停一分鐘的動車停了25分

鐘而不能通知追尾的動車？等等。諸如此

類疑問，內地鐵路部門有必要深入調查分

析，查明事故原因，消除有關隱患，並將

結果清晰地向公眾交待。

中國高鐵的高科技創新含量、工程技術

建造水平世界領先，全球有目共睹，但是高

鐵運營時速較高，一旦發生事故，後果不堪

設想。此次動車事故已經證明高速鐵路事故

的嚴重性，高鐵行車的安全系數一定要比其

他的鐵路要求更高，高鐵技術創新必須以安

全保障為前提。最近內地當局已經相應下調

了高鐵的行車速度，經過此次血的教訓，更

需重視高鐵的安全管理，確保行車安全萬無

一失。沒有安全保證的大前提，民眾對高鐵

信心動搖，高鐵技術再先進、速度再快也失

去了意義。

高鐵對於中國而言是新生事物，運作包

含複雜的技術、管理問題，營運初期出現問

題在所難免，不能因為個別事故就對高鐵發

展採取否定的態度。歐洲的空中巴士不也曾

發生多次空中事故，經過不斷的改良，最終

成為全球最大的客機供應商之一。中國高鐵

不僅是交通運輸、製造業的重大突破，而且

高鐵線「四縱四橫」的佈局，促進商務、旅

遊等第三產業發展，是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

新亮點。高鐵更應完善自身的技術、安全保

障，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積極作

用。 (相關新聞刊A2、A3版)

民意支持堵漏洞 諮詢解釋需加強 動車事故警示高鐵更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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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堵塞議員任意請辭再補選漏洞
可謂歷盡艱辛，最終更因建制派議員順

應民意要求諮詢而要押後表決。在政壇身經百戰的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笑說，議會雖說有30多張「建制
票」，較易與當局磋商做實事，但畢竟政治環境多變，議
會政治人物亦善變，會因應社會狀況調節立場，觀乎世界
有議會有選舉的地方也如此，故此作為局長的他，不會考
慮個人是否難受，反而要更穩定及有清晰目標，倘未能解
決問題就要「變陣」嘗試。
被問到與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友好的工業界議員林大輝，

日前公開揶揄當局處理遞補機制問題猶如「鬧劇」，似乎
在怪罪林瑞麟連累唐司長。
林瑞麟就坦言，毋須把林大輝幾句說話視作「博士論文」

分析，「沒有人可以代唐司長講說話，包括議員，他沒有
那個身份」，又指唐英年在公開諮詢文件當日發表文章，
是其個人決定，而整個特區團隊是齊心推動堵塞辭職再補
選漏洞的工作。
林瑞麟又細說，在過往10年的局長生涯中，曾遇到釋法

及政制爭議問題，都是憲制層面最高層次的，相對今次處
理遞補機制方案，政府雖然要糅合不同黨派立場，有一定
難度，但爭議幅度卻不算大。如今一日未到表決，他都會
繼續努力，相信始終可以糅合到各方共識。
至於一而再地因處理香港政制問題飽受辱罵，他亦坦

言，昔日因看到香港有制訂普選時間表的契機，故樂於堅
守崗位，「壓力一定有，但香港打工仔都為口奔馳，有誰
不是為工作養家有壓力呢？儘管各人壓力源頭不同，但大
家都是為香港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麟哥苦練調節應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就遞補機制提出的4個諮詢
方案，被外界質疑違反基本法，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強調，政
府過去處理遞補機制有聽取內部法律顧問及社會專家意見，認為
政府難以推出只有一種法律意見的方案。他又以法庭審判過程為
例，指出上訴庭亦有可能推翻原訟庭意見，相信社會有不同意見
的情況在所難免，「即使在法院都好難確保，在一審二審三審的
審判過程中，所有法官意見一致，上訴庭亦有可能推翻原訟庭意
見」。
被問政府在草案二讀後再進行諮詢做法是否罕有時，梁振英回

應時重申，政府是因應社會要求就填補立法會空缺作公眾諮詢，
對政府做法表示支持，期望社會利用未來幾星期，就政府提供的
文件及方案作出取捨。

梁振英支持政府諮詢

遞補機制諮詢民調
1.去年議員辭職後再補選舉行「五區
公投」

支持 32%

不支持 59%

無意見 10%

2.應否修改法例以堵塞議員任意請辭
而引發補選的漏洞

應該 61%

不應該 33%

無意見 6%

3.是否明白政府提出4個方案的內容
完全明白 15%

部分明白 51%

完全不明白 21%

無意見 13%

4.兩個月諮詢期是否足夠
足夠 44%

不足夠 42%

無意見 14%

5.對於遞補機制方案問題的處理
撤回方案 38%

繼續諮詢 55%

無所謂 3%

無意見 4%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正就填補

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提出4個方案進行公眾諮詢。香港

研究協會在方案公布後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61%市

民認為政府應修例以堵塞辭職再補選漏洞，55%亦認

同當局進行公眾諮詢而非「撤回方案」，但只有15%稱

完全明白4個方案。協會促請政府加強宣傳、解釋方

案，以助凝聚共識。

律師會：4方案未見違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推出填

補立法會議席出缺諮詢文件，提出4個方案。律師會
會長何君堯表示，初步未看到政府推出關於填補議
員空缺的4個諮詢方案有違憲情況，律師會將於本月
底舉行憲制事務小組會議，專責研究4個方案。

限制補選未必違基本法
對諮詢方案中提出限制請辭議員再參與補選，何

君堯認為不一定違反基本法，因為基本法雖然規定
市民有投票權及參選權，但現時因嚴重罪行入獄的
囚犯、破產人士及精神病患者均不能參選。至於外
界有意見指出，諮詢文件存有不少具引導性字眼，
何君堯表示，理解政府推出方案時有自己的立場。
另外，終極普選聯盟昨日舉行記者會，重申反對

遞補機制，又引用委託中大亞太研究所在6月底至7

月初進行的民調結果，指受訪的逾1千名市民中超過
5成3不贊成或非常不贊成政府提出的同名單遞補機
制，超過8成半受訪者認為，政府有需要或非常有需
要就機制進行公眾諮詢。普選聯要求政府擱置立
法，並將發起一人一電郵行動，發動市民反對機
制，並成立網站，將反對機制的訴求，電郵給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

陳方安生稱機制無漏洞
另外，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稱，目前立法會議

員出缺的補選機制沒有漏洞，政府不應該因為市民
不同意去年的所謂「變相五區公投」運動，便提出
方案剝奪市民的投票權利，又指諮詢文件有引導
性。時事評論員李鵬飛亦指，假如政府提出的遞補
機制方案可能受到法庭挑戰，便不應作出諮詢。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22至24日電話訪問了1,076名市民，了解他
們對是次諮詢的意見。結果發現，就去年反對派議員辭職後

再參與補選舉行所謂「五區公投運動」，32%受訪者表示「支持」，
「不支持」的則佔59%，兩者相差27個百分點，反映所謂「公投運
動」不獲大多數市民認同。同時，主流民意支持盡快杜絕所謂「公
投」的制度漏洞，61%認為政府「應該」修改法例以堵塞「任意請
辭引發補選」的漏洞，較表示「不應該」的33%多出28個百分點。

對方案了解不足 僅15％人明白
對遞補機制方案問題的處理方面，38%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

「撤回方案」，而表示「繼續就方案進行公眾諮詢」的則佔55%，反
映大多數市民希望透過諮詢讓社會能充分討論。
不過，市民對當局提出的4個方案內容的了解程度不高，只有

15%受訪者表示「完全明白」，表示「部分明白」的佔51%，而表
示「完全不明白」的則佔21%。至於在兩個月的諮詢期是否足夠的
問題上，市民意見分歧，認為「足夠」或「不足夠」的分別佔44%
及42%。

促政府與各界溝通完善方案
有見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方案內容的了解程度不高，研究協會負

責人促請政府加強對諮詢文件的宣傳力度，如透過新媒體、諮詢會
等形式向公眾闡釋方案內容，以提高市民對各方案的認知度。同
時，積極與社會各界溝通，深入了解各持份者對諮詢文件的意見，
凝聚共識，務求達成一個更完善及各界都能接受的方案。

嘗試變陣

■林瑞麟表示，政府有責任堅定地為香港解決問題，而遞補機制是為下屆政府籌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