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關於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被指
在西九概念設計比賽中涉及「利
益衝突」，「證據」是他在比賽中
多次投票支持馬來西亞建築師楊
經文團隊的作品。據特區政府再
向立法會提供新一批機密文件顯
示，在評審的六輪投票中，除了
梁振英在其中五輪投票支持楊經
文的作品外，另外兩名評審也多
次投票支持該作品，而在第七輪
評選優異獎的投票中，該作品更
獲9名評審投選。梁振英認為，當
局公布的投票資料有力地說明，

「我除了無動機去偏袒任何一個作
品，事實上在整個投票過程當
中，我都沒有偏袒任何一個作
品」。

在立法會昨日下午討論是否引
用特權法調查是次「西九事件」

前夕，特區政府於上午再向立法
會提交新一批的機密文件，包括
以匿名的方式，公開除梁振英外
其餘9名比賽評審於評審賽六輪投
票的紀錄。

楊經文作品多評審支持
據有關的投票紀錄顯示，除梁

振英外，被化名為評審C和評審F
亦在第四輪和第五輪投票支持楊
經文作品：評審F除了第三輪投票
外，其餘五輪均有投票予楊經文
的作品；評審C除了首輪和第六輪
投票外，其餘四輪均有投票予楊
經文的作品。而在第七輪評選優
異獎的投票中，在10名評審中，
除了梁振英外，還有8名評審當時
投票支持楊經文的作品，是在3個
獲得優異獎作品中得票最高的一
份。紀錄又顯示，有6名評審在首

三輪投票中均全部投予Norman
Forster的作品，使之獲得比賽的冠
軍。

梁振英昨日在向選舉事務處補
交提名前，特意向在場傳媒派發
特區政府公開的比賽文件影印
本，坦言過去幾星期，自己在這
個問題上花了大量的精力及時
間，對他的競選工程有一定影
響，故歡迎特區政府的做法，認
為最新資料澄清了很多人心中仍
然有的疑問。

他解釋，從當局公開的投票紀
錄分布上看到，「各花入各眼」，
身為比賽評委，只要認為某個作
品是值得支持的，在各輪投票中
基本上都會支持那個作品，這是
合乎常理的，並特別舉獲得是次
比賽冠軍、Norman Forster的作
品為例，指該作品由頭到尾都得
到評審委員會其中6位評委的支
持，「我個人不會去懷疑他們

（該6名評委）有任何偏袒，正如
我剛才所講，這種設計比賽，有
這種情況，是相當普遍及合乎情
理」。

「梁票」無決定性作用
梁振英並強調，「每一輪投票

當中，我那一票其實起不到決定
性的作用，我亦都沒有任何動
機，實際上亦沒有偏袒任何作
品」，又重申評委的工作，只不
過是在西九發展最原始的階段，
就161份作品作一個評選，並不
牽涉到決定由誰來設計西九項
目，更不牽涉到土地的發展權，
即使獲獎的作品日後有機會或有
可能成為西九項目的設計者，涉
及的費用也並非外間所指的200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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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涉「匯標」漏報
阿涂抽水忘己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首
候選人唐英年的「僭建風波」再有
新發展。有報道刊登據報是屋宇署
在2007年1月6日驗樓前18日的高空
鳥瞰圖，顯示唐英年家族持有的約
道7號大宅，有建築物疑被塗上英坭
以隱蔽天台「石框」僭建物，質疑企
圖騙取屋宇署取得入伙紙。唐英年強
調，大宅僭建問題已交專業人士跟進
並盡快依屋宇署要求還原，配合調
查，有結果便會向公眾交代。

交專業人士跟進 配合調查
《明報》昨日在報道中刊登據稱

為政府於2007年1月6日，即屋宇署
驗樓前18日，拍攝到唐家大宅的關
鍵高空鳥瞰圖，顯示當時仍然持有
約道7號大宅一半業權的財政司司長
唐英年，大宅天台「石框」懷疑被
塗上英坭，令天台「石框及框內部
分的外層」色澤，與整個天台融為
一體，質疑這和唐英年早前表明在
2007年2月取得入伙紙後才有僭建物
的說法有出入，並懷疑有關業主是
意圖藉此瞞過屋宇署取得入伙紙，
事件或涉嫌提交虛假圖則或串謀訛
騙政府等刑事罪行。

屋宇署發言人在回應傳媒查詢時
說，署方不會按照一貫程序處理，
透露個別個案細節，加上事件正處
於調查階段，暫時再無補充。

唐英年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
示，他會盡快根據當局要求跟進其大
宅僭建問題，自己已為事件付出沉重
代價，並會一力承擔責任，並強調目
前最重要的是維護選舉公平公正。

另外，唐英年昨日在接受電視訪
問，談到多宗負面事件時表示，他
在「感情缺失」問題上，汲取了一
個很深刻的教訓，「對我來說，我
會終身遺憾，永遠、永遠內疚」，而

自己已經承受了沉重代價，但這也是一個釋放，
現在是時候「重新上路」，透露太太在多宗負面
事件後曾給他一個打氣電郵，希望他相信自己，
不要被任何人或事情打擊到，自己看完後很感鼓
舞。「我家庭比以前更加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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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通過引特權法查「西九門」
辯論6小時 梁振英尊重決定全力配合

因應傳媒連番爆出特首候選人的負面消息，有反
對派政黨乘勢借機大肆發酵「抽水」，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涂謹申上周在內務委員會化身「大法官」，
聲稱梁振英蓄意隱瞞利益，涉及虛假申報的刑事罪
行，要求民政事務局考慮報警調查，激發社會爭
議。多名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堂狠批涂謹申歪理橫
行，忘記自己當日曾捲入的「匯標事件」，同樣涉

嫌漏報誠信備受質疑，促請民主黨不要「雙重標準」看
待事件，此舉只會惹人討厭。

只准自己「漏報」 他人犯錯追究
多年來醜聞不斷的民主黨，近日突然「義正辭嚴」，

聲言要「尋找真理」，「以公義的心為不合理發聲」，但
該黨成員過去經常捲入誠信風波，引來外界非議。工聯
會議員潘佩璆昨日發言時批評，涂謹申在內會指西九事
件涉及「刑事罪行」，確實難免令人聯想起涂謹申的

「匯標事件」，他當時同樣稱自己因繁忙而「漏報」，說
明人始終會有錯漏，不應存 先設偏見去判斷事件，並
問道：「是否每個錯漏都要追究及追斬？」

2004年底，涂謹申被傳媒揭發，涉嫌用公帑以高於市
值的租金租用自己持有的「匯標公司」旗下物業，作為
議員辦事處，並隱瞞向立法會申報長達5年多，誠信備
受質疑，更一度要求涂謹申辭去議員職位，當時涂謹申
多次以「一時疏忽，無心之失」辯稱並非企圖隱瞞，其
後民主黨「自己查自己」後稱「冇事發生」，被坊間譏
為「閉門一家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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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麟：官員申報偶有技術性遺漏 CY民望領先 鐵頭仁包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西九評審事

件」令人關注到行政會議成員申報利益的問
題。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指，現行行會申報機
制行之有效，而主要官員在填寫申報表時偶
爾會有技術性的遺漏，如忘記填上某些以主
要官員身份出任法定機構董事局成員的情
況，但相關官員及特首辦都非常認真處理，
一經發現，都會盡快更正。

在昨日立法會上，多名議員均要求政府交
代關於公職人員利益申報的過去紀錄。林瑞
麟在回應時表示，過去10年，發生過兩宗主
要官員和行會成員漏報利益的個案，包括
2003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財政預算案

中建議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但向行政會議
介紹預算案時沒有申報已購入新車。另一宗
是2010年行會成員劉皇發漏報13間公司股份、
19項物業住宅及300多塊土地，並強調倘出現
漏報問題，當局會非常重視並迅速處理。

行會申報制可與英美看齊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追問，香港公職人員(包

括行會成員)的申報利益制度與西方民主國家
及地區相比，是較寬鬆抑或較嚴緊？林瑞麟
回應說，行政會議現行的申報制度已奉行多
年及行之有效，並符合公眾利益，可與英美
等其他民主國家及地區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經過長達6小時討論，最終在分

組點票時，在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議員中均過半數支持，正式通過引

用特權法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在西九比賽中涉嫌

「漏報」的事件。梁振英回應說，尊重立法會的決定並會全力配合，並

相信此舉有助釐清事實，消除市民疑慮。

立法會昨日討論由內務委員會主席

劉健儀提出，引用特權法調查西
九事件的動議。劉健儀在發言時表示，
西九規劃涉及龐大投資，是香港非常重
要的建設項目，雖然政府早前提交多份
文件供議員參考，但無法完全令議員掌
握有關利益衝突的指控及疑竇，加上當
事人梁振英多次聲明從無反對當局公開
資料，故立法會有需要調查以釐清事
實，確保項目的所有程序合乎公平公正
準則，「立法會無理由阻止梁振英站出
來自辯，就連串疑問查個清楚，讓公眾
評定誰是誰非，避免蒙上不白之冤」。

林大輝：已掀尋真相序幕
已提名支持另一候選人唐英年的林大

輝指，西九事件已經掀起尋找真相的序
幕，惟政府公布的文件以至梁振英回應
均事與願違，無法令社會釋疑甚至令人
感到不安，質疑事件是否涉及故意隱瞞
真相。

民主黨議員李永達則稱，特區政府堅
持以「擠牙膏」方式公開文件，但事件
依然無法水落石出，認為需要運用特權
法，強制邀請戴德梁行及梁黃顧建築師
事務所職員出席聆訊後再判斷。

劉江華：漏報偏私不成立
不過，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表示，看

過所有評審結果及文件後，說明漏報及
偏私的邏輯不成立，並認為是次事件應
像處理唐英年「僭建事件」般，交由事
務委員會討論，否則淪為「雙重標準」，
而考慮到事件的複雜政治計算，避免捲
入政治漩渦，民建聯只得投下棄權票，
並期望特首選舉盡早回到乾淨的基本。

勞工界議員李鳳英明確反對在特首選
舉期間，引用「尚方寶劍」調查，否則
立法會等同「借公權力直接介入選
舉」，並建議將決議案留待選舉後再作
表決，否則此例一開後患無窮，直接挑
戰捍衛核心價值的決心。

曾德成：盡力守保密承諾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指，當局明白

到議員關注，但為維護作為國際比賽主
辦者的誠信，盡力恪守保密相關資料的
承諾，特區政府反對立法會引用特權法
調查事件，否則立法機關會打破保密承

諾，衝擊香港商業聲譽，當局須平衡恪
守保密承諾，以至公眾利益及保密承諾
的相稱性，盡可能回答議員提問，有需
要時再認真考慮議員意見公開有需要的
文件。

不過，經地方直選及功能界別分組點
票後，均有過半數通過引用特權法：在
出席的地區直選議員中，有18人贊成，
無人反對，9人棄權；在出席的功能界
別議員中，則有16人贊成，2人反對及9
人棄權，令議案最終獲得通過，意味立
法會可成立調查委員會，並運用《立法
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跟
進事件。

梁振英昨晚在回應立會決定時表示，尊
重立法會的決定，相信此舉有助釐清事
實，進一步消除公眾對某些問題的疑
慮，從而對他、政府、其他評委及其他
相關人士在該次比賽中的角色，有準確
的理解，「我理解今日社會對知情權有
更高要求，我會秉承一貫開誠布公的原
則，全力配合，我也樂意接受更嚴謹的
監察」。

十名評審西九賽關鍵投票紀錄（註）

評審代號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第五回合 第六回合 第七回合

（由九選冠軍） （由三選出冠軍） （由五選亞軍） （由三選亞軍） （一人三票選出優異獎)

A Norman Foster作品 Norman Foster作品 編號054作品 編號054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67作品/編號109作品

B 不知名作品 Norman Foster作品 編號041作品 編號054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67作品/編號109作品

C 楊經文作品 楊經文作品 楊經文作品 編號054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67作品/編號109作品

D Norman Foster作品 Norman Foster作品 編號054作品 編號054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05作品/編號109作品

E Norman Foster作品 Norman Foster作品 編號054作品 編號054作品 編號005作品/編號109作品/編號144作品

F 楊經文作品 Norman Foster作品 楊經文作品 楊經文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67作品/編號109作品

G Norman Foster作品 Norman Foster作品 編號054作品 編號054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67作品/編號109作品

H Norman Foster作品 Norman Foster作品 編號041作品 編號054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67作品/編號109作品

I Norman Foster作品 Norman Foster作品 編號005作品 編號054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05作品/編號144作品

梁振英 楊經文作品 楊經文作品 楊經文作品 編號054作品 楊經文作品/編號067作品/編號070作品

註：第一回合每名評審各有5票，楊經文作品得到4票，除梁振英外，評審F、G、I亦投票給楊經文作品。第四回合毋須投票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局文件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負
面新聞持續對兩名「熱門」特首
候選人的民望造成影響。

有線新聞台昨日委託民研計劃
進行滾動式民調，首輪結果顯
示，「如果今天可以投票選行政
長官」，有49%受訪市民會投票予
梁振英，表示會投票予唐英年的
有20%，何俊仁則有11%；另有
20%受訪者指，3位都不選擇或棄
權。就三位候選人擔任行政長官
的合適程度方面，梁振英獲得最
高分的53.5分，唐英年有33.5分，

何俊仁則有36.3分。
其中，有21.2%受訪者給予唐英

年零分，給梁振英零分的有5%，
何俊仁則有14.1%。

據《蘋果日報》在上月27日至
28日委託港大民意研究中心進行
的民調發現，民望持續錄得升勢
的梁振英，其支持度在1天內由
53.6%急跌8.4個百分點至45.2%，
評分微跌0.6分至54.8分，但仍然領
先。唐英年最新支持度的跌勢則
持續，下跌2.5個百分點至14.1%，
跌至有關調查以來的新低。

■曾德成表示會盡力守保

密承諾。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偉邦 攝

■林大輝表示事件已掀尋

真相序幕。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偉邦 攝

■劉江華認為漏報偏私不

成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偉邦 攝

■唐英年指僭建事作已交專業人士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梁振英到選舉事務處遞交後補選委名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西九新文件 CY：證無偏袒

立法會特權法查西九投票結果
■贊成（34票）

民主黨（7票）、公民黨（5票）、

其他反對派政黨議員 （10票）、

自由黨（3票）、專業會議（3票）、

經濟動力（林健鋒、梁君彥2票）、

其他（李國寶、謝偉俊、梁家騮、林大

輝共4票）

■反對（2票）

李鳳英、霍震霆

■棄權（18票）

民建聯（9票）、工聯會（4票）

經濟動力（劉皇發、梁劉柔芬2票）

專業會議（1票）

其他（黃宜弘及譚偉豪共2票）

■投票時在場但未投票（2票）

曾鈺成（立法會主席，按慣例不投票）

陳茂波

■投票時不在場（4票）

葉劉淑儀、陳健波、詹培忠、何俊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