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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不希望出現「流選」

近日，政壇有關特首選舉可能出現「流選」的議論較

多，但要看到，最希望出現「流選」的是反對派，因為

若出現「流選」，反對派便會上綱上線為「小圈子選舉

爛透了」、「一國兩制破產」，趁機攻擊兩位建制派候選

人和中央政府，否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規定的香港政制發展步伐。建制派和市民擔心出現

「流選」，則是擔心特首選舉公信力受到損害，擔心籌組

下屆特區政府過於倉卒。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很多人跟他談及「流選」

問題，他表示不願見到，中央也不想見，他不贊成選委

投白票導致今月選舉變「流」。不少建制派政界人士估

計，特首「流選」的可能性極低，認為一旦「流選」要

到5月推倒重來，會導致籌組新政府的工作變得倉卒，

他們相信所有負責任的選委都會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

反對派企圖醞釀「流選」陰謀
反對派則最希望特首「流選」，而且企圖醞釀「流選」

的陰謀。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是，若反對派205名選委第

二輪投白票，而唐、梁兩方勢力相等，若果各取一半，

即約500票時，便很大機會要「流選」。

由此可見，社會各界應挫敗反對派企圖製造「流選」

的陰謀，把注意力放在兩位建制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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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出現「流選」，最好在第一輪投

票中就選出理想的特首人選，這是最符合香港整體利益

的，相信大部分選委會作出正確選擇。

揭短抹黑西方選舉更加嚴重

在西方選舉中，最慣用、也最常見的就是抹黑競爭對

手，醜化對手的政績、形象和人品，最終實現自己選

出。比如在2006年美國眾院選舉中，擔任眾議員有12年

之久的馬克．福利，被揭發曾向男實習生發送數十封帶

「性挑逗」意味的電郵，形成「電郵門」性醜聞。而共

和黨也以牙還牙，挖出了民主黨候選人阿爾庫曾利用公

款打色情電話的事實。

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被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

恩挑選為競選副手的佩林的電子郵件受到攻擊，其很多

個人隱私照片和信息被洩露。隨後，對手不僅沒有放過

佩林，甚至也沒有放過其家人。有關佩林甚至是家人的

負面消息被不斷炒作，諸如佩林曾背 丈夫偷情、佩林

女兒未婚懷孕、佩林的第五個兒子是女兒所生等等各種

似是而非的謠言滿天飛，最終讓呼聲很高的佩林在選舉

中受到很大影響。

西方式選舉中另外一個常用的招數就是爾虞我詐。

多數國家的政黨和政客都是為選舉而產生，選舉結束

後就各奔東西。因此，所謂的政黨只是個臨時的大雜

燴。這就帶來許多政客今天是這個黨，明天是另外一

個黨。

特首選舉前一段時間出現了一股「揭短」和「抹黑」

風潮，在一個高度開放、透明的民主選舉中，以及香

港傳媒極為發達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是難避免

的。況且，比起西方選舉抹黑和揭老底無所不用其極

的程度，畢竟不算嚴重。反對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上綱上線指責「一國兩制破產」，「小圈子選舉爛透

了」，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污衊。

建制派候選人應做好三方面工作
中央領導人對香港提出四大要求：「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

促進和諧。」下屆特首選舉應是君子之爭，是比拚理

念、政綱和能力的選舉，這關乎香港未來五年乃至更長

時間的進退興衰。目前，特首選舉進入開展競選活動的

階段，兩位建制派候選人應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回應

公眾反映，修改、充實和完善政綱；二是憑政綱和理念

爭取選委投票支持和廣大市民認同；三是排除干擾專心

致志做好競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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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簡單劃等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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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特首候選人現在應該進入良性競爭階段，應該

將焦點放回政綱以及在民主、民生問題上的辯論，通過

公平、公開、公正的君子之爭，讓社會各方將注意力集

中在候選人的政綱能力理念之上，以確保3月25日在第

一輪投票中順利選出符合愛國愛港、具有管治能力和社

會認受性的特首人選。

近日，政壇有關特首選舉可能出現「流選」的說法不脛而走，議論「流選」話題的包括建制

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但要區別的是，建制派陣營擔憂出現「流選」但不希望出現「流選」，而

反對派陣營則是希望出現「流選」並企圖醞釀「流選」的陰謀。下任特首選舉意義重大，能否

順利選出下任特首理想人選，關係到香港的福祉。因此，社會各界應挫敗反對派企圖製造「流

選」的陰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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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出現「流選」，最好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選出理想的特首人

選，這是最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相信大部分選委會作出正確選擇。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避免出現「流選」順利選出下任特首

近日有傳媒「踢爆」民主黨過去一
直有接受富商款待，黃成智及李永達
亦承認過去多次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
智英的遊艇上玩樂，除兩人之外，出
席的還有單仲偕、楊森及「牽頭人」
李柱銘等，不是立法會議員就是黨內
高層，卻不避嫌到一個富豪的豪華遊

艇上盡情玩樂，再加上民主黨過去接受黎智英逾千萬
政治獻金，說明兩者之間存在利益輸送之嫌。
民主黨在「遊艇」及「黑金」事件中至少觸犯了兩

條條例：一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二是《防止賄
賂條例》。《議事規則》明確要求議員收受利益必須

申報，而且議員在任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事宜發言，除非該
議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然而，民主黨過去收受黎
智英的政治獻金，接受富豪的遊艇及其他種種招待及
贊助，卻完全不作申報。直到Foxy文件揭露黎智英的
賬簿，證據確鑿之下，何俊仁尚且以「保障捐款人私
隱」為由搪塞了事，這明顯已違反了議員申報的要
求。
立法會議員肩負監察政府、立法、財政撥款等重要

職責，關係社會整體利益，而民主黨卻與一位富豪過
從甚密，甚至有金錢關係，不但難令外界相信他們能
夠持平客觀的議政論政，而且存在利益衝突。根據

《防止賄賂條例》，任何公職人員「索取或接受利益，
作為執行職務的誘因或報酬，即屬違法；而提供利益
者亦屬違法」，「任何公職人員索取或接受利益，作
為在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的誘因或報
酬，即屬違法；而提供利益者亦屬違法。」而條文中
指的利益，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服務、優待」
等，即是包括遊艇招待。
現在民主黨收受利益已是事實俱在。社會都看到，

民主黨過去屢屢對壹傳媒集團旗下的報刊包庇縱容，
遠的有「壹本便利」偷拍女藝人更衣，《蘋果日報》
屢違淫審法例；再到近日社會各界怒轟《爽報》販賣
色情暴力，有哪一次見到民主黨議員有批評過有關報
刊？而且在每次立法會討論收緊淫審法例時，民主黨
都是不支持，這些違反主流民意的行徑，很難令人不
懷疑當中與收受了黎智英的獻金有關，而獻金及遊艇

招待便成為了民主黨「執行職務的誘因或報酬」。同
時，黎智英旗下的報刊一直對民主黨青眼有加，儼如
民主黨的喉舌，在近日特首選舉中，壹傳媒報刊不斷
抹黑其他候選人，唯獨是對何俊仁沒有一句惡言，這
些「贊助」是否涉及利益輸送，甚或是在未來會引發
延後報酬，都是社會關心的地方。
民主黨在利益問題上其身不正，何俊仁還要高姿態

地參選特首，身為候選人更應向外界交待各種利益瓜
葛。然而，何俊仁至今卻不發一言，對於與黎智英的
「不尋常關係」諱莫如深，何俊仁又有什麼資格站在道
德高地批評他人？鑑於民主黨堅持不交待事件，而其
行為關係廣大市民的利益，市民理應主動向有關當局
舉報民主黨，讓當局調查民主黨與黎智英的關係，如
果查明彼此有利益關係，確實違反了《防止賄賂條
例》，就應依法檢控，還社會各界一個公道。

市民應舉報民主黨涉嫌收受利益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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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土地資源 張學明倡「六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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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支持政黨 民建聯再稱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澳門1日
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
昨日在澳門指出，把行政長官選舉委
員會說成「小圈子選舉」是不恰當的，
不能貼這樣的標籤。選舉委員會具有
廣泛代表性，絕不是所謂的「小圈子
選舉」。

李飛張曉明 專程赴座談
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座談會昨日在

東亞運動館會議室舉行，由澳門特
區政府及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
辦公室聯合主辦。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喬曉陽、法制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李飛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
張曉明專程來澳，與澳門社會各界
人士座談。
喬曉陽在座談會上指出，澳門基

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澳
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澳門社會達成
的廣泛認識，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通過後，成為特區政府重要憲制安
排。所以他認為，有人把行政長官選
舉委員會說成「小圈子選舉」，這是
不恰當的。他稱從尊重歷史、尊重基
本法角度而言，不能貼這樣的標籤，
而且選舉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
絕不是所謂的「小圈子選舉」。
喬曉陽指出，說這種話的人當

中，包括有選舉委員會成員，說明
選舉委員會內，各種政見的人都
有。他說：「我們尊重各種觀點和
意見，但同時也希望各種觀點和意
見，不要損害基本法權威地位。」

期望發揚間選制度長處
喬曉陽希望，澳門社會能夠理性

探討間選制度完善問題，要與時俱
進，發揚間選制度長處，改進不
足、不斷完善。喬曉陽稱，改善具
體間選制度，是澳門本地立法需要
處理的問題。

立法會大會到昨晚10時許才「正式」
結束，不少議員在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後
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民建聯議員就留
守到最後，辯論促請政府開拓土地資源
動議。身兼鄉議局副主席的立法會議員

張學明，促請特區政府實現「六管齊下」
增加土地供應，可惜議案最終未能同時

獲得直選和功能界別同時通過而被否決。
張學明在議案中提出，政府應該透過全面

檢討新界荒廢農地的用途、放寬鄉郊住宅土
地地積比率、盡快興建北環線等方法，實現
特首曾蔭權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以創
新思維開拓土地」。他認為，政府在落實
「六管齊下」時步伐不一，甚至避重就輕：
「最近提出的優化土地提供策略，維港以外
填海及發展岩洞特別將重點放在填海之上，
而忽略了如何善用現有新界土地。」

譚耀宗批北環線一拖再拖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強調，民建聯一直主張

盡快興建北環線以帶動新界西北區土地發
展，又指出北環線在1994年的鐵路發展策略
中已經有人提出，批評政府多年來將工程一
拖再拖。
民建聯議員陳克勤就提出修訂，認為邊境

禁區的角色和功能已經逐漸退卻，開發原邊
境禁區可以帶動新界北發展，又批評政府過
去對開放邊境唱慢板，用了前後6年時間才
於今年較早時候逐步開放邊境禁區。

林鄭：研2500公頃用地9成屬新界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回應時表示，對多位

議員認為政府過去在開拓新界土地沒有做過
工作感到奇怪，她強調過去5年間政府一直
有努力使用傳統方法去開拓新界土地。至於
6項創新思維開拓土地方式，林太指，規劃
署現時進行土地用途研究和檢討的土地已達
2,500公頃，當中9成是新界土地：「所以這
正反映了我們怎會疏忽在新界土地開拓的工
作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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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擬2016撤委任
近六成市民贊成
區議會委任制的存廢

問題一直備受關注，特

區政府最近發表諮詢文

件，傾向在2016年一次

過取消全部區議會委任

議席。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亞太研究所的民意調查發

現，有58.2%受訪市民贊成當

局的建議。同時，有55.2%受

訪者贊成增加民選區議員的

議席數目。

是次調查於今年2月21日至23日進行，共訪
問了988名18歲或以上的市民。調查結果發
現，贊成當局建議於2016年全面取消區議會
委任議席的受訪者最多，有58.2%，認為應
分階段至2020年才全面取消的有25.5%，但
有4.1%受訪者堅持應保留委任議席。

學歷收入低者 傾向分階段進行
倘從受訪者的背景分析，50歲或以下、大

專或以上學歷、個人月入1萬元或以上、自
認是社會中等或以上階層，及已登記為選民
的受訪者，均較其他組別人士更傾向支持於
2016年全面取消委任議席。相反，中學或以
下程度及個人月入1萬元以下的受訪者，則
較傾向贊成分階段進行。
調查數據顯示，31歲至50歲，及30歲或以

下年齡組別的受訪者，分別有60.6%及
60.5%支持2016年一次過全面取消委任制；

在教育程度為大專或以上的受訪者中，有
70.2%支持；個人月入2萬以上，及1萬至2
萬以下的受訪者，則分別有67.5%及66.7%
支持；報稱自己為「中層」及「中上層/上
層」的受訪者表示支持的則分別為63.4%及
62.9%；已登記選民的組別的支持度則為
61.1%。

逾半受訪者 贊成增民選區議員
調查並發現，有55.2%受訪者贊成增加民

選區議員的議席數目，反對的有19.4%，有
21%表示「普通」。而從受訪者的背景看，
大專或以上程度、月入2萬元以上，以及已
登記選民的人士明顯較傾向贊成；51歲或
以上、中學或以下程度，以及自稱是下層/
中下層的人士則較傾向反對增加民選議
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政壇近期可謂「立立亂」。香
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民意調
查顯示，在香港各大政黨及政團中，
最受市民支持的本地政黨仍然是民建
聯，其支持比率由1月的10.3%微跌至
2月的9.5%，而被指為「雙非」問題
始作俑者的公民黨支持比率，就由1
月的3.1%下滑至2月份的2.9%，排名

亦下降至第四位。
是次調查於今年2月21日至23日進行，

共訪問了988名18歲或以上的市民。結果
發現，民建聯得分雖微跌，但仍然是香港
市民最支持的政黨，排第二的為民主黨，
支持比率由1月的8.3%微升至2月份的
8.5%。新民黨的支持比率則出現較明顯的
上升，由1月的1.8%升至2月調查的3.2%，
排名亦由第四位跳升至第三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有高達66.2%的

受訪者表示沒有任何本港政黨或政團值得
支持，較1月上升了0.4個百分點。

調查又問及受訪者對政黨執政問題的
意見，發現有36.6%的受訪者贊成特區政
府長遠地應由政黨通過選舉執政，較去
年11月的同類調查減少了3.6個百分點；
表示反對的有30.8%，較去年11月顯著上

升7.3個百分點。負責調查的研究人員認
為，受訪者對政黨執政問題轉趨審慎的
情況，很可能與近來湧現不少負面政治
新聞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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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曉陽(右二)等與澳門各界人士座談澳門政治發展問題。 新華社

■民建聯成為市民心目中最值得支持的政黨。圖為民建聯議員昨日出席特別答問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