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基解密」早前披露逾千份機密
電文顯示，美國駐港領事館一直與香
港反對派各黨派保持密切聯繫。外交
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日前指出，外
國駐港領事機構的活動，應嚴格遵守
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遵守駐在
國相關法律，特別是《基本法》和香

港特區各項法律，尤其是不能干預香港的內部事
務。呂新華的說法振聾發聵，反駁了美國駐港總領
事楊甦棣屢屢插手本港政治事務，事後卻以「履行
職責」為託辭的謬論，讓社會看清西方勢力如何通

過反對派在港興風作浪。
區選失敗後，反對派明顯出現了整合，在所謂

「種票」事件上槍口一致，楊甦棣更加煽風點火，鼓
動反對派全力出擊。而在選委會選舉前半個月，前
布政司霍德又突然秘密來港，與反對派中人、其喉
舌及學者會面，當中包括了負責反對派特首候選人
「初選機制」的港大學者鍾庭耀。顯然，霍德來港與
反對派的「初選」有密切關係。楊甦棣與霍德，一個
借「種票」發難，一個藉「初選」出擊，再次吹響了
反對派的集結號，外國勢力干預香港豈是捕風捉影？
霍德和楊甦棣是什麼人？霍德出身於英國情報機

關軍情六處，是老牌「特務」，在擔任港英時代的布
政司期間，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在香港本地華人精英
中培養「戰略潛伏者」，滲入社會各個階層，為西方
反華勢力在回歸之後打下「暗樁」。香港的媒體甚至
將其情報團隊稱為「霍家營」，在回歸後的多宗政治
事件中都可看到霍德徒子徒孫的身影。在2003年
「七一」大遊行、2005年捆綁否決政改方案、2007年
陳方安生參選立法會補選，2009年公社兩黨策動
「五區公投」，以至現在的特首候選人初選，霍德都
是以電盈董事身份「巧合」來港，交代西方國家的
最新策略。霍德這次來港，正說明反對派的「初選」
與西方的反華戰略有一定關係。
至於楊甦棣更是出身於反華反共的「中國通」世

家，也是東歐「顏色革命」的「專家」，派到哪裡那

裡就會發生變局、亂局，在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
辦事處處長時，正正就是陳水扁推行「台獨」路線
最猖獗之時，他與陳水扁的緊密關係也是人所共
知。自從他被派駐香港之後，比起歷任總領事都要
高調，都要明火執仗，定期召見反對派「介紹」華
府最新策略，為反對派的政治路線作出佈置。在他
在任期間，本港先後發生了「五區公投」、「紫荊花
革命」等事件。現在他又出來配合反對派攻擊選舉
制度，加上霍德又來港部署反對派的初選戰略，就
是要對準本港的政治制度，發動新一輪攻勢。
霍德和楊甦棣公然在港指揮反對派，是西方肆無

忌憚干預本港事務的明證，但為虎作倀引狼入室的
反對派，更是將本港推向國際政治角力的風眼，市
民必須警惕這種危險的趨向。

搞「五區公投」新版本作賊心虛
反對派所謂的「初選機制」，是香港現有法律框架之

外的一個政治怪胎，蓄意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基

本法》的憲制安排，妄圖在《基本法》的制度安排之

外創造新的特首選舉機制，企圖改變香港的政制發展

方向。反對派的「初選」鬧劇，是「五區公投」的新

版本。去年公民黨與社民連策動的「五區公投」違法

違憲，最終只有17.1%的投票率，遭到徹底失敗。「五

區公投」已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反對派再搞「五

區公投」的新版本，如傳媒一針見血指出，「未搞已

經驚定先」。

反對派一邊作賊心虛地否認「初選機制」是「公

投」，一邊賊心未死聲稱未定會否就3月特首選舉進行

類似全民投票云云。反對派已敲定各項「初選」鬧劇

細節安排，包括於下月3日，首次安排反對派候選人出

席全港電視直播辯論，並於同日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總監鍾庭耀就候選人支持度進行民調，直到下月８日

泛民初選投票日止。協助搞「初選」的鍾庭耀在反對

派公布細節前，急急在電台節目聲稱「初選」不是

「公投」，因為民間所搞的全民投票並無約束力，亦沒

有正規投票那樣嚴謹云云，正暴露反對派作賊心虛。

「初選」鬧劇爾虞我詐
已宣布參選特首的唐英年和梁振英的一舉一動，已

經成為香港社會與各大傳媒關注的焦點。一向靠炒作

議題食餬的反對派為免失去市民關注，孤注一擲搞所

謂特首候選人「初選機制」的異物出來，擺到明是藉

機博宣傳。

不過，由於藉機博宣傳的得益者是民主黨的何俊仁

與民協的馮檢基，反對派「初選」鬧劇是同床異夢，

其中的政治交易充滿爾虞我詐。一直想「食 民主黨」

的公民黨，會否動員手上選委投票為何馮二人抬轎難

以預料。公民黨的如意算盤是，在「輪流抬轎」的規

矩下，下次即2017年特首普選將輪到民主黨為公民黨

「抬轎」。何俊仁欲以「初選」試水溫作預演，以提高

知名度問鼎明年立法會超級議席，到2017年特首普選

時再逼迫公民黨「抬轎」。民協馮檢基的知其不可為而

為之，則是希望提高一點曝光率，以挽回民協越來越

明顯的邊緣化趨勢。

社民連、「人民力量」一早不贊成參與特首選舉。

「人民力量」黃毓民對於何俊仁及馮檢基的參選表示極

度不滿，指何俊仁稱反對派在今屆選委會「獲大勝」

是「自我感覺良好」，又揚言定會衝擊「初選」。黃毓

民又怒斥民主黨及民協批評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

舉，卻又同時積極參選「博見報」，做法「無恥」。黃

毓民揶揄二人說：「話 參選就有咁多見報機會，幾

好呀⋯⋯」「初選」鬧劇同床異夢爾虞我詐，反對派的

內鬥將會愈演愈烈，反對派圖謀將難以得逞。

反對派賊喊捉賊大規模「種票」
反對派在一番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之後，將一兩個

民意支持度低到只有幾個百分點的參選人硬塞給別

人，進行所謂「初選」。這是對市民智慧的侮辱。反對

派「初選」計劃在下月8日的「公眾投票日」，在全港

多個港鐵站出口擺設60個投票站，一班義工會拿 iPad

接受市民「投票」，市民要將身份證資料交予義工之後

才「投票」。反對派沒有得到市民

授權，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並且套取

身份證資料，是大規模侵犯私隱的行為。除獲法律授

權外，沒有人可強制要求市民提供身份證號碼或副

本。「初選機制」完全可能引起市民身份證資料的大

規模外洩，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應高度關注其危害

性，並採取相應的執法行動。

反對派最近賊喊捉賊，炒作「種票」，但反對派今屆

區選多個勝出的選區中，都先後被揭發懷疑種票事

件，這些選區出現大量「幽靈選民」，甚至已空置的大

樓雖被地產公司強拍，但仍出現數以百計已登記的選

民，隨時扭轉選舉結果。以水街選區為例，民主黨黃

堅成就以1,353票，險勝取得1,200多票的民建聯代表楊

學明。土瓜灣南選區由民主黨成員潘志文以1,476票當

選，獨立的吳炫達則以1,296票落敗，該選區中有多座

舊樓已被收購，其中絕大部分居民亦已遷出，但該地

址上的選民登記卻有增無減，令人質疑有人利用這些

已被收購舊樓進行「種票」。

「初選機制」是反對派賊喊捉賊大規模「種票」的

伎倆，反對派企圖通過「初選機制」，盜取市民的身份

證資料，為明年立法會選舉「種票」。反對派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大規模收集市民身份證等資料，乘機為明

年立法會選舉「摸底」和「種票」。廉署成立的專責小

組，應對反對派涉嫌盜取市民身份證資料大規模「種

票」的事件進行調查和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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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德楊甦棣吹響反對派集結號 卓　偉

反對派在區選失利之後，企圖藉所謂「初選機制」，使公眾視線重新聚焦在他們身上，並

借機挑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同時向選委施壓，干擾特首選舉，這既是「五區公投」的

新版本，也是侮辱市民智慧的一場鬧劇。反對派的「初選」在現有法律框架外另搞一套，其

目的有三：一是擺出參選特首的虛假姿態，做增加曝光率和抹黑建制派的無本生意；二是反

對派爾虞我詐，搞「輪流抬轎」的政治交易；三是企圖通過侵犯市民私隱，以便為明年立法

會選舉大規模「種票」，屆時可全力催票。反對派低估了市民智慧，其鬧劇必遭可恥失敗。

反對派「初選」鬧劇侮辱市民智慧

■責任編輯：袁偉榮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種票」疑案
遍地，特區政府
建議最快由明年
1月1日開始，以
行政措施規定，
凡新登記成為選
民或現選民更改
地址，都必須提
交住址證明，長
遠會透過立法處
理。不過就有關選民搬遷後，未在限期前申報並於選舉中
投票要承擔法律責任的建議，由於外界有強烈意見，當局
正研究有關細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

員會上表示，當局至今收到懷疑種票的投訴，涉及超過
3,800人，選舉事務處已發出約1,300個書面查詢，仍在調
查的有1,400多人。

譚志源：有可疑即查
為改善情況，當局每年會檢查選民登記冊，查核一屋住

有超過4個姓氏，或向一屋住有7人以上的住址進行查核，
並會抽查全體選民的3%至5%的人士，以了解是否涉及違
規情況，估計涉及選民約10多萬人。同時，選舉事務處會
聯絡屋宇署及差餉署等，查核即將或已被拆卸的建築物名
單，倘有可疑會跟進個案。
民主黨議員李永達稱，政府目前只是檢控選民，並未對

業主進行懲處，是「捉雞仔唔捉麻鷹」。其同黨甘乃威則
建議仿效人口普查的做法，每隔10年進行一次全港性選民
調查。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則建議，恢復選民須攜同投票
通知書才能投票的做法。
譚志源在回應時表示，香港市民更新住址的比率十分

高，每年達到20萬，倘10年進行一次「普查」，資料亦未
必準確，又對要求選民須攜同投票通知書才能投票的做法有保留，擔
心選民會因感到麻煩而影響投票意慾。

葉國謙贊同嚴打種票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同意要嚴厲打擊種票，但必須取得

平衡，認為懲罰搬遷沒有在指定限期內申報的選民是太過嚴苛，而部
分住在板間房、 房的住客，倘要登記就要宣誓，令人感覺擾民。自
由黨主席劉健儀就質疑當局為了「補鑊」，就將責任推向選民身上，
指新制度太過複雜。
譚志源表示，政府從住址證明、加強抽查等多方面優化選民登記，

是合理及平衡的做法，而有關懲罰更改地址後，沒有在指定時限內申
報並去投票的選民，但有議員認為做法太嚴苛及擾民，他會仔細聽取
各方意見再作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鄭治祖）擔任星島新
聞集團非執行董事的特首參選人梁振英正式宣布，他
已辭去所有商業機構的職務，包括星島集團的非執行
董事一職，以專心選舉工作。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示，他已經辭任

星島集團的非執行董事，及其他商業機構的同樣職
位，是為了專心一致投入競選工作，與該傳媒集團的
報道無關。
星島新聞集團（1105）同日宣布，因梁振英須專注

於2012年特首選舉，故由12月16日起辭去該集團非執
行董事職務，董事會感謝梁振英任內為星島作出之貢
獻，又指梁振英與董事會並無意見不合，亦無其他相
關事項須知會集團股東。

盡辭星島等非執董

由職工盟把持的工黨正式成立，創黨主席李卓人
聲稱，該黨會提名反對派人選參選特首，但目的是

要就政綱、理念，質詢建制派候選人，故在正式選舉時會投廢票以抗
議「小圈子選舉」，又揶揄聲言有意代表反對派參選的民協前主席馮
檢基「太認真」，「明知係假」。
雖然新成立的工黨恍如職工盟分支，但李卓人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聲言，職工盟與工黨將會有「清晰的分工」，被問及他揚言該黨要走
社會民主路線，李卓人否認這是「徹底的社會主義」，但稱私營的公共
事業不代表有效率，並揚言特區政府應收購所有公共服務事業，包括兩
電及各巴士公司等，令公共事業受公眾監督。■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阿基選特首 阿人笑扮

CY昨日「有凳、有紙、有筆」地出席
「青年齊心一意，寫政綱」研討會，聆聽
多個團體的青年人討論社會各項議題。他
坦言，香港的年輕人「不是問題」，「我
們要探討的是如何和青年人共同面對他們
在生活、學業和就業等各方面的問題」，
而香港年輕人組成的背景多元，不單是大
學生畢業後的問題值得關注，同樣要為一
些低學歷年輕人設想。在這方面，必須多
聽年輕人的意見。

張思晉促育政治人才
會上，與會青年代表發表的意見「五花

八門」。青年民建聯的張思晉針對香港政
治人才缺乏的問題，向CY建議開設公共行
政學院，培養更多年輕的行政及政治人
才，並多開放機會予年輕人；新青年論壇
召集人鄧 駿就反映，香港居住環境狹
窄，青年人缺乏私人空間；樹仁大學的鄭
同學就提出在學青年的實習機會及就業問
題值得關注；有年輕人更提出上網應該是
「基本權利」，因這已經是求職的「基本要
求」，惟部分低收入家庭難以負擔相關費
用，會窒礙年輕人的求職機會。
CY在聽取意見後認為，是次各代表發表

的意見，都涉及價值觀的問題，例如「進
步」的定義，他認為當青年人將來去到他

的年紀時，「回頭看20年至30年為香港一
片土地做了甚麼」，比較20年至30年後的香
港與今日，再問自己：「可否說香港進步
了？」

兩周後公布初步政綱
他相信，自己「穩中求變」的治港理

念，與青年朋友有關，包括目前社會的風
氣，青年人對金錢、收入，及事業問題的
看法，都與「穩中求變」相關，又大讚香
港的年輕人是優秀的，且對社會有承擔，
故特區政府問責班子應吸納更多年輕人的
看法。
CY在會後重申，自己目前會專注自己的

選舉工作，按部就班，諮詢社會各界，共
同努力，其後會進一步明確及具體化其
「穩中求變」治港理念，擬定全「香港700
萬人政綱」，並會於兩星期後公布初步政
綱。
另外，被問及2017年特首普選具體安排

時，CY指相關程序《基本法》及人大都有
規定及決定，並不簡單，故自己會多聽意
見，並在適當時候再交代。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他則強調這並不單
純是特首的責任，而是整個香港社會在
《基本法》底下的責任，故自己會多聽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振英倡跨代合作

特首參選人梁振英

(CY)連續第二日舉行

「700萬人寫政綱活動」，是次的對象是年

輕人。CY強調，特區政府的任何中長期

政策，受影響的都是青年人，青年人是社

會政策的最大持份者，故他提出「跨代合

作」的概念，希望特區政府以至社會能夠

重視青年人的意見，並強調自己的治港理

念，已指出經濟繁榮非進步的全部，進步

還包括更公義的社會：「要與青年人跨代

合作，將我們經驗與青年人分享，希望與

他們一齊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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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與與會代表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譚志源表示，當局正研究各方對優
化選民登記的細節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梁振英昨連續第二日舉行「700萬
人寫政綱活動」，與年輕人交流治港
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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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研究

與港青共撰政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