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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調查 教師較支持梁振英

唐英年：特首須獲各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多位疑似參選特首人士近月出席
多場教育界論壇和座談會，各自
就教育政策表述意見。香港教聯
會的調查顯示，32.16%教師支持
梁振英出任下任特首，葉劉淑儀
得7 . 9 0%，唐英年支持率為
7.44%，會參加反對派甄選機制的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僅有2.82%受訪
者支持。

58.61%重視候選人能力
香港教育工作者在過去兩個月

共舉辦了5場教育論壇，盡邀5位
有意參選特首人士出席。教聯在
本月11日至14日，用電話訪問了
3,293名中小幼教育工作者，調查
他們對下屆特首的支持意向及選
擇特首的條件。調查結果顯示，
梁振英以32.16%支持度居首。另
外，調查中有21.53%教師不會支
持上列5位擔任下屆特首，還有
20.38%受訪者仍未決定支持哪一
位候選人。
至於選擇特首條件方面，

58.61%受訪者會重視候選人的能
力，也有52.38%會視乎政綱決定
支持哪位候選人。15.33%教師會
將民意支持度列為選擇特首的條
件，會考慮形象的受訪教師有
11.77%。

待交出政綱後再做民調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表示，現時

中小幼教育工作者約有9萬人，
是次調查受訪人數逾3千人，佔
總人數百分之三，足以反映業界
意見。他希望教育界的選委在決

定投票給特首候選人時，要參考
業界意見，教聯會將在各個參選
人交出政綱後再做一次民意調
查。
他認為教師的一般印象是：

「覺得CY能力高一些⋯⋯思辯能
力和邏輯較強。」教聯會副主席
王惠成補充，他推斷教育界人士
較重視個人道德和情操，故此唐
英年會受早段時間的感情缺失事
件影響。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則認
為：「梁振英有較強的自己看
法，唐英年對教育熟悉程度不及
梁振英，但就較願意多溝通。」
他又提到是次調查並沒要求受訪
者只從教育角度考慮支持誰出任
特首，受訪者的考慮可能很全面
和廣泛。

曾俊華在最近網誌中又預告，由今日起，市民可能
不時會聽到林子祥和其他人合唱的《數字歌》，這首大
家耳熟能詳的歌曲，為今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工作掀
起序幕，也象徵明年2月1日發表的2012-13年度財政預
算案，進入倒數階段。

歐美經濟轉弱 衰退風險上升
曾俊華坦言，今年預算案的準備工作，可謂在外圍

風雨飄搖的環境下開展。自從2月發表2011-12年《財政
預算案》以來，外圍經濟環境變得不明朗，歐美地區
的經濟情況明顯轉弱。即使各地政府努力提出方案解
決危機，但這些方案能否落實，以及對實體經濟長遠
發展的作用有多大，仍需要觀察。
他分析說，歐美經濟體系復甦乏力，令環球經濟再

陷衰退的風險上升。歐美經濟體系疲弱的經濟將無可
避免地影響亞洲區的增長，香港必須留意外圍環境下
行風險對香港造成的影響。
他續指，在外圍形勢日趨嚴峻的陰霾之下，本港的

出口表現令人關注，由於出口行業佔總就業人數1/4，
對就業市場影響不可小覷。雖然香港現時的就業情況
理想，接近全民就業，市民的收入亦有所改善，但外
圍經濟低迷的威脅，以及對就業市場可能構成的壓
力，不可掉以輕心。

開支諮詢提早 籲踴躍提建議
曾俊華表示，為了加強政策制訂與財政預算案規劃

之間的協調和互動，讓政府內各政策局和部門有更多
時間考慮社會意見，作出撥款建議，今年的預算案諮
詢略作改善。
第一輪就財政預算開支部分的諮詢，已提前於今年8

月、9月期間，與施政報告諮詢一併進行。自從施政報
告發表以來，社會上已就不少涉及政府開支的建議作
出討論，他希望現時進行有關收入部分的諮詢，大家
可以踴躍提出建議，以郵寄方式或者電郵至
budget@fstb.gov.hk:「無論大數目或是小數目，我都樂意
聆聽大家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工聯會
副會長陳婉嫻昨日質疑地產商能否主宰特首選舉：「如果今次特
首選舉最終由地產商主宰一切，我有很大質疑。」
她又透露，正計劃下月初再度邀請唐英年和梁振英出席政策論

壇，但兩人今次會前後腳出席，不能正面較勁。論壇預計下月4
日在黃大仙舉行，主題與經濟、就業、房屋有關。不過，嫻姐此
次不會親自做主持，會請資深評論員來客串。她又預先給雙英
「貼士」：「今次不要漂亮的說話，要具體措施解決當前社會問
題。」

譚耀宗：暫未決定投票意向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亦被問到有關特首選舉中的支持意向，

指現階段未有決定投票意向，要待相關人士宣布參選，到有確實
政綱，再與他們討論並在黨內作討論，同時收集「民情民意」再
作出決定。

嫻姐擬再邀雙英論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下屆特首選舉
是過去多個月來的城中熱話和重點新聞，區議會
選舉結束後民間討論和傳媒報道就更為集中。一
個學術調查指，被視為下屆特首熱門的唐英年和
梁振英分別佔網絡言論量的44.5%和37.5%，但網
民對他們的評價偏向負面，分別有68.9%和57.2%
網絡言論反對雙英出任特首﹔而支持梁振英出任
特首的言論量有19.4%，唐英年就有6.5%。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調查整合和分析了10月

15日至11月14日期間，本港9個主要網上討論區
和21個主流大眾媒體就可能參選特首人士(包括
已宣布不參選的范徐麗泰)的評論和意見。結果
發現，在3,316條網絡討論量中，有1,477條討論
是關於唐英年的，佔總數44.4%，梁振英排名第
二，佔37.5%網上討論，第三至第五位順序為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民
主黨主席何俊仁，各佔12.8%、11.7%、1.6%網上
討論量。

最多人反對何俊仁
支持度方面，41%網絡言論支持葉劉淑儀當選

特首，是5位可能參選人中最高支持率的一位，
梁振英有19.4%支持度，唯一反對派可能參選人
何俊仁有15.1%，6.5%言論支持唐英年，2.8%支
持范徐麗泰。最多人反對出任特首的是可能代表
反對派參選的何俊仁，34%網絡言論反對，其次
是葉劉淑儀(29.9%)，27.3%網絡討論反對范太，
唐英年和梁振英分別有24.6%、23.4%反對。
浸大亦就網絡言論對「雙英」的房屋政策的取

向進行調查，結果顯示，27.6%網絡言論支持梁
振英的房屋政策，而支持唐英年的有4.6%。對梁
振英的房屋政策表示反對的言論有55.1%，而反
對唐英年的就有82.1%。

傳媒廣泛報道唐梁
除了網上討論外，傳媒報道亦是調查範圍之

內。調查結果指出，唐英年佔1,289則報道中的
542則，百分比為42.0%。梁振英則佔429則
(33.3%)，其他可能參選人范徐麗泰、葉劉淑儀、
何俊仁的新聞報道量順序為226則(17.5%)、66則
(5.1%)、26則(2.0%)。在兩名被視為熱門的候選人
唐英年和梁振英之中，51.3%關於唐英年的報道
偏向負面、46.2%中立、2.6%屬正面；與梁振英
有關的報道之中，60%報道屬中立、28.6%屬負
面，11.4%為正面。

網民討論量
雙英合佔逾8成

教聯會調查結果
一、教育工作者選擇特首條件（可選多項）
條件 人數 百分比

能力 2,175 58.61%

政綱 1,944 52.38%

民意支持度 567 15.33%

形象 437 11.78%

二、支持出任下屆特首人選
人選 人數 百分比

梁振英 1,059 32.16%

葉劉淑儀 260 7.90%

范徐麗泰 256 7.77%

唐英年 245 7.44%

何俊仁 93 2.82%

以上人士都不選 709 21.53%

未想好 671 20.38%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財爺撰新財案 穩經濟保就業
啟正式諮詢 應對外圍風雨提高危機意識

■張榮順、劉迺強、梁愛詩、王桂壎、羅沛
然、凌兵等出席有關《基本法》重要案例的座
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
前在香港審理的、涉及「國家豁免
權」問題的「剛果案」中，全國人
大常委會應特區終審法院主動提
請，就《基本法》中有關第十三條
及第十九條作出解釋。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研究室主任張榮順昨日於
一有關人大釋法座談會上表示，此
次人大釋法是由終審法院主動提
請，因此「剛果案」亦是激活了
《基本法》一五八條中有關提請人大
釋法的機制。他又提出提請人大釋
法的原則是，「既要確保香港法院
的判決不會損害中央的權力，或影
響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但又並非代
替香港法院的審判」。

梁愛詩：影響司法獨立屬誤解
出席同一座談會的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坦言，人大釋法在香
港有時被誤解為中央對特區的干預
或影響司法獨立，這是錯誤的觀
感。
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按

《基本法》第一五八條行使過3次法
律解釋權，「每趟都是為了解決一
些特區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以及
及時地避免了一些政治危機」。
對於「剛果案」中涉及的「國家

豁免權」問題需要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釋法，她表明，一個國家在主權
上不能有兩個立場。「試想，如果
一個人頭向一方走，腳走另一端，
必然撕裂主體。」雖然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國防和外交並非是自
治範圍內的事，在主權和外交問題
上是絕對不能有兩個立場的。
她續說，在「剛果案」中，原訟

庭和上訴庭按照普通法的原則，有
過與中央政府不同的見解，因此有
爭議性。為解決兩地的法律衝突，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行使其憲法和
《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的權力，解決
香港終審法院提請有關《基本法》
第十三條和第十九條的解釋的問
題。

對於香
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昨天公布的民調
結果，準備於月底宣布參
選行政長官的唐英年回應
指，社會上有不同的民意
調查，都有其參考價值。
他又說，早前承認了感情
缺失，認為自己做過錯
事，對民望有影響，並表
示「知錯能改，善莫大
焉」。

唐：說話太快須改善
唐英年又指，選舉距今

還有多月，會盡力拉高民
望。對於外界指他說話及
邏輯能力不足，他指自己
曾於政府工作，因太熟內
容，故此「說話速度太
快」，日後會慢慢解說。

CY：續努力爭支持
而同樣表明於月底宣布

參選的梁振英，對調查結
果表示歡迎，並會繼續努
力，爭取全港市民和選舉
委員會的支持。他又指自
己對香港的教育十分重
視，希望繼續和教育界人
士、家長和學生等溝通，
用心聽取他們的意見。
葉劉淑儀昨日出席活動

時回應民調結果，對能排
名第二感到鼓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歐美經濟

陰霾未散，香港更可能陷入技術性衰退，令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編撰更加富挑戰性。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強調，雖然香港過去能夠成

功克服經濟危機，自己亦有信心香港具備足

夠的能力應對不明朗的前景，但大家有需要

提高危機意識，作好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

危機挑戰。因此，在制定預算案時，除會配

合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措施，提供落實的資源

外，亦會特別關注外圍經濟下滑帶來的挑

戰，制訂應對措施，以求穩定經濟、保障就

業和促進經濟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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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民調

葉劉淑儀
近日在審慎

考慮是否參選特首，昨日落區
出席活動時表示，要考慮能否
得到150個選委提名。她又
說，正在努力爭取選委支持，
但她承認尋找選委提名不容
易，因為選委要公開表態，在
較早時候已經要「歸邊」，而
唐梁2人早已在各自的範疇有
一定支持者。

望爭取社工教師票
葉劉淑儀透露，會像過去參

加立法會選舉時一樣，採取爭
取獨立游離票的戰術：「可能
我反而要靠泛民的陣營，例如
社工、教育工作者、高校、科
技界給我一些支持。」她又說
已經準備好反對派人士要翻她
推銷23條的舊帳：「這些已經
預備了，我經常受到質疑，亦
處理過很多次。我相信香港的
選委可以理性看待這個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近日提出特
首選舉「發展商決定論」，令各有意參選下

屆特首的候選人紛紛表態與地產商「割席」。將於月底宣布
參選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繼前日回應傳媒後，昨日再於網
誌上表明，「如果說只要得到發展商的支持，那便小看了香
港人的智慧」。

須獲社會廣泛支持
唐唐連日來多番就「地產商決定論」表態，強調不能只靠

發展商的支持，香港賴以成功，全靠香港不同階層市民的努
力拚搏，「要當選特首，一定要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
「香港，這個家是由七百萬不同背景、不同信仰、不同職

業的市民組成，那才是我們多元的香港。」他特別引述一位
印度朋友的故事，稱有位印度朋友多年前於家鄉一家酒店做
服務生，一日才得一美元。

後來，他決定離鄉別井來港工作，在一家印度餐廳任經
理，由於工作勤快，獲上司賞識，「今天，他已是數家餐廳
的老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爭游離票

多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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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上屆因不滿沒有終極
路線圖而集體辭去選委的「高教界民主行動」，今屆派
出24名人士參選。對於如何說服選民非「玩玩㜮」，未
來再玩辭職，公民黨黨員鄭宇碩聲稱，在爭取民主過
程中，一定會有憤慨時刻，一切待選民作出決定。

24反對派參與高教界選委

■教聯會調查教育工作者對下屆特首的支持意向及選擇特首的條件。
教聯會提供相片

■葉劉淑儀承認尋找選委提名並不容
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唐英年
表示，特
首必須獲
全港不同
階層市民
支持。圖
為他日前
到訪天水
圍與居民
交流。
資料圖片

■陳婉嫻表示不
認 同 吳 康 民 的

「地產商主宰特
首選舉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