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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黨派的選舉部署已見雛形。綜合各界熟悉港島選情

人士分析，在建制陣營方面至少出現4個競選組合。在特

首選舉未爆出「僭建風雲」時，作為第一大政黨的民建

聯本身考慮分拆兩隊出戰，一隊由近日考慮參選特首的

民建聯前主席、現任港島立法會議員曾鈺成牽頭，主攻

中西區及南區，另一隊則由東區區議會主席鍾樹根領軍，主

力吸納東區及灣仔票源，但曾鈺成今日會正式決定會否參

選，或會引發不明朗因素，惟相信該黨希望在港島「重奪兩

席」的目標不會因而改變。

除了民記外，首次打正工會旗號出戰立會的工聯會，事先

張揚採取「以一帶五」的「風車效應」策略，全力出擊超選

及5個直選議席，其中現任勞工界議員的王國興將由新界西

「過海」，力爭為工聯會在港島締造「零的突破」。同時，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有意留守港島競逐連任。儘管葉太已表示

會參選特首，但即使她成功「入閘」，相信新民黨也不會放棄

港島這「起家」的一席。

反對派起碼4隊角逐
反對派方面同樣至少有4個組合上陣。坊間流傳民主黨的甘

乃威、單仲偕及馮煒光正內部角力港島「出線權」，一旦「兄
弟」各不相讓，不排除該黨派出兩隊搶位。公民黨上屆有余
若薇及陳淑莊雙雙入局，但大狀黨近年先後掀起港珠澳橋及
外傭居港權訴訟，得罪港人，區選慘敗，而近期又被踢爆當

年策動「莊豐源案」，是「雙非」孕婦湧港產子的始作俑者，
支持度繼續跌，該黨如何調整選戰部署仍是未知數。
同時，去年底組成工黨的何秀蘭，預計會在港島競逐連

任； 坊間亦流傳，在區選敗給「白姐姐」白韻 的社民連麥
國風，也可能瞄準小量地區憤青票，試圖在餘額制下突圍。
一旦有地區獨立人士加入選戰，勢必令戰局亂上加亂。
有政圈中人認為，各黨派紛紛因應議席數量增加而調高奪

取議席目標，但在僧多粥少，難以協調，加上引入「超級區
議員」的新元素下，各競選團隊尤其是在去年區選取得不俗
的成績，倘過於樂觀隨時「偷雞不 蝕把米」。

協調不足或重蹈覆轍
該名政圈中人提出3大溫馨提示，第一，立法會選舉向來存

在反對派對建制派的「六四比」，而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的性
質不同，前者行單議席單票制，後者行比例代表制，因此，
區選大勝不等如立法會選舉可以乘勝追擊，相反不能排除選
民認為已「懲罰」反對派，游離票的意向可能大逆轉。
第二，所謂前車可鑑，建制派在2008年立法會選戰正因為

過於進取，力爭4席，最終民建聯取得60,417票，葉太亦取得
61,073票，兩隊因配票失敗，令同樣排名第二的蔡素玉及史泰
祖雙雙「墮馬」，相反僅得30,887的何秀蘭卻「執死雞」入
局。
第三，新增的超級議席沒有往績可尋，難以評估選民對地

區直選及超選兩者取態的關係，不排除選民「自製平衡」，地
區直選投A黨，超選卻投B黨，令政治版圖重新執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新當選區議員於區選後，迅即兌現

承諾，不斷開設議員辦事處，力求更貼身為

居民服務。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今屆獲

委任為離島區區議員，並與另一民建聯東涌

南區議員周轉香同組聯合辦事處，並於昨日

舉行揭幕禮，邀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

志源及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等主禮。

位於東涌富東 的辦事處，鄰近港鐵站。被問

到將來可於辦事處「落手」地區工作，周浩鼎坦

言，期望來年「政通人和」，未來將 力於改善

北大嶼山的醫療，並考慮吸納居民建議，推動設

立綜合中醫服務中心，滿足居民所需。他笑言地

區上要處理更多「小問題」，現時已開始 力處

理 後山坡的樓梯，建議興建無障礙設施以方便

居民前往巴士站，實行以關顧於微了解街坊需

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今年立法會選舉新增了5個
被歸類為功能界別的「超級
區議員」議席，引來各大黨
派虎視眈眈，成為「 面上」
的焦點。但其實，傳統功能
界別的選情同樣激烈，其激
烈程度甚至可能會令來屆立

法會出現「大執位」。據悉，來自
金融界的前立法會議員吳亮星，正
被游說出戰今年的立法會選舉，與
現金融界議員李國寶「一決勝
負」。原藝術發展局主席馬逢國，
則明言將出選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挑戰現議員霍震霆。
在2008年金融海嘯一役中，無論

是外資、本地或中資銀行均深受影
響，尤其是「雷曼事件」，更令業
界的公眾印象大受打擊。有熟悉香
港金融界業界中人向本報記者透
露，很多業界中人都對因為「雷曼
事件」而背黑鍋感到很委屈，認為
在是次事件中，很多被指為「有問
題」的銷售，只是小部分從業員的
問題，並抱怨目前他們在議會中的
代表，未能在此役中盡到應有的責
任。

有人游說「星爺」出山
他坦言，各金融界「大佬」一直

很希望可以重塑他們議會代表的形
象：儘管留在議會內的時間，並不

等同其工作是否勤力盡責，但現議員李國寶無
可否認已經予一般市民「三點不露」的負面形
象，而業界中人對其表現亦頗有微言，再加上
「雷曼事件」，終令「大佬」下定決心「另起爐
灶」。
據悉，有人早前主動找「星爺」（吳亮星），

希望對方可以復出，並參選今年立法會的金融
界，為業界挑起議會工作的重擔。

「星爺」有資歷又有議會經驗
據業界中人解釋，業界雖一直有意見，希望

可以有「新血」擔任他們在議會內的代表，但
金融界內位位都是「大班」，自己沒有時間參
選，而要找一般「新丁」來代表業界，也很難
令他們接受，但「星爺」就有「雙重優勢」，遂
成為業界眼中相當合適的人選。
他續說，「星爺」既有業界資歷又有議會經

驗，「星爺」曾任掌握2,000億元土地基金的受
託人之一，參與過有關基金的管理工作，又有
從政經驗，包括曾當選臨時立法會和第一屆立
法會議員，有8年議會經驗，並現任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同時，有關人士認為，「中資」銀行
在香港扎根多年，已全面融入香港社會中，故
希望可以為業界出一分力，進入立法會為業界
服務，而「星爺」在中銀工作40多年，目前為
中銀（香港）信託董事長，是相當合適的人
選，故主動游說對方「重出江湖」。

馬逢國出選挑戰霍震霆
「星爺」最終會否出馬仍有待觀察。不過，

多個功能界別也在悄悄「起風雲」。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馬逢國表示，很多來自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的界別代表，都希望他可以參加今
年的立法會選舉，競逐界別議席，希望讓議會
內有更多文化及演藝界的聲音，故自己已下定
決心參選，希望重返議會，為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在議會的工作注入新思維，為業界
服務。
另據悉，多次在飲食界當選的自由黨成員張

宇人預料會繼續爭取連任，但有消息指香港餐
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已下定決心參選，指
自己希望讓業界有多一個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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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投票選出的下任特首人選，經過

中央任命，其任期為2012年至2017年，剛好

踏入回歸20年，亦為2017年特首普選作銜

接，責任重大。在全球金融經濟危機衝擊

下，香港今後幾年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需

要有一個既具穩定大局的能力，又有開拓精

神的行政長官，帶領香港應對挑戰。市民希

望下任特首有願景、有膽識、有承擔，既深

入了解香港的巨大優勢和深層問題，更能夠

充分依靠國家的支持帶動香港的發展。不管

面臨什麼重重困難，下任特首都要有能力帶

領社會各個利益階層達成共識，攜手踏平崎

嶇。

三條件是中央對下任特首的明確要求
正因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意義重大，特首

選舉的競爭格外激烈。隨 唐英年和梁振英

先後正式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行政長官選

舉已進入候選人比拚政綱、發展理念和競選

表現的關鍵性階段。在此階段，社會各方應

將注意力集中在候選人的政綱和發展理念

上，以確保最終選出符合愛國愛港、具有管

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的特首人選。這不僅關

係到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而且將為日後普選奠下良好的基礎。

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李建國於1月13日

在珠海主持兩會預備會議時指出，下任特首

必須是「堅定的愛國愛港人士，同時兼具管

治能力和得到社會認同」。李建國點名指唐

英年和梁振英均是中央可以接受的特首人

選，他表示中央希望這次選舉是公平、公

開、公正的君子之爭，希望能夠成為2017年

普選特首的典範。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1月31日出席工聯會新

春團拜，被問到中央有否認定特首人選，彭

清華表示，特首選舉須按照法律公平公正進

行，中央不可能現階段認定特首人選。

中央不可能現階段認定特首人選
聯繫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去年7月

11日會晤工聯會訪京團時，也同樣指出下任

特首的三個條件，包括愛國愛港、具高管治

能力和社會認受性。這清楚顯示，中央並無

欽點特首人選，而三個條件是中央對下任特

首的明確要求。中央對下任特首的「三條件」

要求，是對香港回歸近15年經驗的總結，是

與時俱進的意見。「三條件」是一個整體，

缺一不可。其中，愛國愛港是前提，管治能

力是關鍵，良好的社會認受性則取決於愛國

愛港的立場和管治能力。

提名與投票不是一回事
現有法律框架對2012年的第四屆行政長官

選舉辦法作出了規定，分為四個階段：一是

分四大界別選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1,200

位委員；二是有意參選行政長官的人士，爭

取獲得不少於150名選委連署提名，以成為

行政長官候選人；三是行政長官選舉各位候

選人開展競選活動，以獲得選委支持和民意

支持；四是選舉委員會舉行投票選舉行政長

官人選，得票數領先並過半數（600票以上）

的候選人當選，如果沒有人得票超過600

票，需進行第二輪投票。

唐英年和梁振英已先後獲得遠超出規定數

目的選委提名，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現在

已進入行政長官候選人開展競選活動，以獲

得選委支持和民意支持的階段。提名與投票

是兩個不同階段的行為，不能簡單畫等號。

在上屆特首選舉中，高教界選委陳健民提名

反對派代表梁家傑，但在投票時卻投了棄權

票。他的理由是：「提名梁家傑，只是為了

要有競爭的選舉；目的既已達到，便可以投

白票。」當然，本人作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委員，並不認同投白票，但充分認同提名

與投票不是一回事。實際上，擁有147名選

委的民建聯，早前就決定，將行政長官選舉

的提名與最後投票分開處理。民建聯將會於

3月25日投票前再開會處理投票取態問題，

而自由黨、工聯會等選委都有表明同樣的態

度。對於兩名建制派候選人來說，提名已成

過去，現在以政綱和

能力來爭取選委和民

意支持更重要、更關鍵。

應該進入良性競爭階段
兩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政綱、競選表現

和民意支持率，現在應該進入良性競爭的

階段。必須看到，現時香港仍然存在不少

深層次問題，包括經濟轉型尚未找到方

向、樓價高企、貧富懸殊、跨代貧窮、基

層市民生活艱難、M型中產階級陷落、市民

養老前景暗淡等，加上低文化、低技術勞

動力無出路、無奈、無助的結構性失業積

聚怨憤。這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令廣大

市民都希望了解特首候選人有否提出解決

問題的良方和魄力。

提名表示支持行政長官參選人進入競選

期，投票則表示選委在競選期對候選人的政

綱、競選表現和民意支持率綜合考察後作出

的選擇。因此，行政長官候選人開展競選活

動的階段非常重要。這是獲得選委支持和民

意支持的關鍵性階段，相信候選人必定全力

以赴爭取選委和民意的支持。現在，特首選

舉應該進入良性競爭的階段，社會各方應將

注意力集中在候選人的政綱和發展理念上，

以確保最終選出符合愛國愛港、具有管治能

力和社會認受性的特首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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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不足一個月，下月25日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將進行投票。按照人大

常委會明確的香港普選時間表，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是政改方案通過之

後、2017年普選特首之前的一次重要選舉，對香港邁向普選進程具有重要

意義。目前，香港經濟轉型舉步維艱，區域經濟競爭激烈，國家經濟發展

一日千里，香港能否抓住機遇，借助於國家「十二五」規劃，解決香港的

深層次問題並再創輝煌，選出愛國愛港、具高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的下

任特首，令其有能力、有智慧應對歷史挑戰，關係到香港未來五年到十年

的發展和命運，關係到700萬人的根本福祉。因此，社會各界應排除干擾，

把注意力放在兩位候選人的政綱和發展理念上，透過開放、公平的平台，

讓候選人比拚政綱、能力和發展理念，選出理想的特首人選。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意義重大

票王小登科 克勤吹奏助興

周浩鼎東涌設議辦 處理「小問題」

港島立選混戰
建制派分兵戒急

特首選舉正上演「五國大封相」，成為各界的焦

點。其實，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戰幔亦已暗地

裡拉開。在全港5大地方選區中，港島區雖只增加1

席，但其傳統的「龍頭」地位有指標性作用，令各

黨派往往會派出知名度最高者出戰該區，並掀起激

戰連場。據了解，在今年的選舉中，建制派陣營最

少分4路搶攻，反對派亦起碼有4隊搶位。有建制派

中人坦言，在僧多粥少，加上新增的「超級區議員」

等因素影響下，建制派今年要協調不易，但在反對

派虎視眈眈的情況下，希望大家顧全大局，切忌因

過於進取而令漁人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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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貼
身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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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劉國勳兼區選「票

王」，昨日大喜之日，與太太拉埋天窗，飲
宴更大擺80席，宴請各義工、鄉親父老等。
當然亦不少得各民記好友，主席譚耀宗更賞
面出席到賀，而陳克勤更表演只學了半個月
的色士風，雖然作為立法會議員常面對群

眾，陳克勤仍難掩緊張神色，初學色士風的他要
求表演前「冷靜」一下，更笑言獻技過後「人情
可否７折」。而近日頻頻出席行政長官候選人梁
振英活動的劉國勳，對方亦與競選團隊到賀，但
當然不談選舉，只為到場祝賀一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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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樹根(圖左)、王國興(圖右)等均有可能在港島區領軍出

戰。 資料圖片

■CY與太太出席民建聯區會「票王」劉國勳

婚禮晚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周轉香、

周浩鼎議員

辦 事 處 開

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
前
車
可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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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亮 星

(左)或出戰

立 法 會 選

舉，與現任

金融界議員

李國寶「一

決勝負」。

資料圖片

■ 馬 逢 國

(左)決定出

選體育、演

藝、文化及

出版界，挑

戰現任議員

霍震霆。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