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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候選人選舉論壇籌委會成員於昨晨舉行了內部會
議，由於在13名籌委中，有4人仍身在北京，故共有9

名籌委出席。會上，他們決定了初步分工，包括由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陳智思出任籌委會主席，民主黨選委羅致光任秘書
長、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方文雄任司庫。
他們在會議上，聚焦討論了是次會議的主持人選及辯論形

式等細節。由於籌備時間緊迫，他們傾向沿用上屆特首候選
人的答問會模式。

禁止用冒犯性措辭提問
據籌委會成員莫乃光透露，在論壇開始時，會先由3名候

選人發表3分鐘的政綱簡介，緊接的是選委現場提問，屆時
大會預先在場外設置膠箱收集問題，並即場抽出問題，每名
候選人有21分鐘回應時間，估計最少可回應10多名選委的提
問。
最後是公眾提問環節，莫乃光說，籌委會正安排通過專用

網頁收集市民提問，並暫定於周日或下周一前截止，每個問
題不得超過120字（約30秒），而凡內容附帶指責性、綽號
（花名）、偏頗、諷刺、具冒犯性措辭，以及與選舉無關等的
提問，均會被取消資格。

不得穿宣傳性衣㠥入場
他們會在論壇有關環節中即場抽出問題並發問，而每名候

選人會有10分鐘時間回應。所有問題於會後會全部上載至籌
委會的網頁，屆時並將安排候選人代表監督大會相關程序。
莫乃光續說，當日座位安排採先到先得制，候選人最多可

帶同5名競選辦成員出席，而基於選委中有不同陣營的支持

者，大會規定與會者都不得身穿具宣傳性衣㠥或攜同標語入
場，倘有人喧嘩甚至「搞事」，主持人有權要求個別人士離
場。

擬邀傳媒工作者當主持
據另一籌委會成員透露，會上討論得最激烈的是主持人環

節。他們原先傾向邀請政治中立的學者，例如香港中文大學
校長沈祖堯等，但為免影響學術中立的原則，他們決定將目
標指向資深傳媒工作者，其中大多數委員提議吳明林及謝志
峰，後考慮到謝志峰會為傳媒主辦的論壇擔任主持，故他們
現階段會以吳明林為當晚主持人的首選，並正等待他們的答
覆。
在經費方面，是次論壇所需經費約30多萬元。籌委會將於

明日發信邀請所有選委出席，屆時會一併呼籲贊助，倘籌得
款額不達標，會由13名籌委會成員墊支，而金額一旦超標，
所有額外的款項都會捐予公益金。

CY見網民 座駕遭「示威客」包圍 特首候選人代表談房策

沿用上屆模式 專用網頁收集公眾問題
選委特首論壇禁挑釁提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來自不同界別的

多名選委發起的特首候選人選舉論壇將於3月19日

晚7時至9時半在九龍灣展貿中心舉行，歷時兩小

時。論壇籌委會在小組會議後，傾向沿用上屆特首

候選人答問會的模式，各環節包括政綱表述，選委

及公眾共兩個提問環節，但不設被形容為「自由搏

擊」的即場互相質詢環節，有關提問亦不得帶有挑

釁性。籌委會明日會發信通知所有選委出席，並一

併呼籲選委贊助，預計論壇所需經費為30萬元。
選委特首論壇初步安排

日期：3月19日晚7時至9時半

地點：九龍灣展貿中心

流程：

1.3名候選人發表3分鐘的政綱簡介。

2.選委現場提問：大會預先在場外設置膠箱收集問

題，並即場抽出問題，讓候選人回答。

3.公眾提問環節：通過專用網頁收集市民提問，由主

持人即場發問，讓候選人回答。

資料來源：論壇籌委會成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11
家電子傳媒正式就本周五聯合舉辦的「行
政長官選舉論壇」，與3名候選人的競選辦
達成共識，並簽署合作協議。據介紹，其
中各方此前唯一不同意的互相質詢環節的
具體安排已經修訂，規定候選人甲在發問
時段向候選人乙發問時，丙候選人可舉手
示意要「插嘴」，要在候選人甲同意下才
能發言。
有關論壇的合作協議於昨日簽訂。論壇

將於本星期五晚8時至10時舉行，全程由
電視和電台直播，並大致沿用2007年特首
選舉電視論壇的形式進行。
是次論壇的籌委會發言人趙應春昨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3名候選人，包括唐英
年、梁振英及何俊仁，屆時將會有1分鐘
介紹政綱，隨後電子傳媒代表會在兩間大
學隨機選取的約150名市民的提問，抽選

並即場提問，然後輪到候選人互相質詢的
環節，最後由各候選人總結發言。

欲「插嘴」須得提質詢者同意
他續說，大會的原定計劃是在互相質詢

環節，各候選人都可以「自由插嘴」，但
唐英年及何俊仁對此有不同意見，經過大
家商討後，各候選人終同意修訂後的互相
質詢環節，即候選人甲在向候選人乙發問
時，候選人丙可以舉手示意要「插嘴」，
但要得到提出質詢的候選人甲的同意。
趙應春表示，新安排可避免各候選人

「聲疊聲」，但同時亦讓各候選人有機會就
同一問題同時討論，讓市民對候選人的政
綱有更深入的了解，又強調各傳媒希望藉
㠥舉辦是次選舉論壇，讓大家了解候選人
的政綱而不只是「花邊新聞」。

特首候選人梁振英（CY）早前
在「面書」舉行「共訴香港情：
CY茶聚」活動，邀請網民留言寫
出個人對香港的美好願望，最終
選出11名獲最多「Like」點擊率的
網民，並邀他們到競選辦與CY
「飲茶」，趁機暢談香港未來。可

惜，其中8名獲選者都是「示威常
客」，結果發生包圍CY座駕，更一度
堵塞中環交通的鬧劇。
黃洋達、蘇浩、林匡正等示威常客

昨晚應CY的邀請，和CY閉門茶敘。不
過，他們約50名同黨預先帶同示威道
具，包括「熊形公仔」、描繪江湖人物
的漫畫，以及寫上「叱㜿江湖」的牌匾到會場
外集會示威。
在逾1小時的茶敘後，黃洋達聲稱，CY拒絕

簽署他們準備的兩份聲明，包括承諾不就基本
法23條立法，以及譴責「六四事件」等，故對

此「表示不滿」。隨後，CY因要趕赴另一個選
舉論壇而由正門驅車離開時，黃洋達更號召聚
集在競選辦門外的同黨包圍CY座駕，更不時
叫囂並拍打車輛，試圖阻止CY登車離開，更
一度衝出中環馬路堵塞交通，及後要由警方將
之驅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梁振英重申不認識「上海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近期的

「江湖風暴」，特首候選人梁振英重申，其競選
團隊及他本人均不認識外號「上海仔」的郭永
鴻。唐英年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再次回應了自己
「報警」一事，強調自己向警方報案是盡市民
責任。
梁振英昨晚在一選舉論壇上回應事件時重

申，其競選辦3名人員早前已經就飯局作出交
代，涉及事件的港區政協委員劉夢熊亦有就事
件發表聲明，他不能夠代對方作答，倘再有任
何事情需要再作澄清，他會樂意配合，並再次
強調他從來不認識「江湖人物」，並會叮囑競
選辦人員和支持者要堅守廉潔。
被問到是否刻意與劉夢熊「劃清界線」有欠

道義，梁振英回應時說，劉夢熊是自己的支持
者，在選舉過程中亦有其他支持者，自己不能
代表任何支持他的人解釋，故雙方的關係「無
所謂劃清不劃清」，又強調「道義都要考慮真
相」，而無論是競選辦還是劉夢熊所做的事若
有需要，都會向公眾交代。

唐英年：報案是盡市民責任
唐英年昨日在電台節目則指，自己從沒想過

參選「會以報警收場」，又稱他對「黑金政治」
介入感到憤怒，「警訊都有提及到，當發現有
罪案發生時要立即舉報，我只是盡公民責
任」，並強調即使自己最終在選舉中落敗，都
是個人的事，但「香港一定要贏」。

羅范：鄧賀年是飯局聯絡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江湖宴」續

起爭端。被捲入事件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
指，當日飯局是由錦田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
負責聯絡，鄧賀年在接受傳媒查詢時否認，又
指自己並無出席是次飯局。不過，梁振英競選
辦主任羅范椒芬日前到廉政公署「提供協助」
時，就出示了當日出席飯局者的部分選委的名
片，其中就有鄧賀年的一張，並於昨日點名指
對方「應該就是聯絡人」，令事件更顯得撲朔
迷離。

重申不知道郭永鴻背景
羅范椒芬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有關的

飯局「由始至終（競選辦人員）都是聯絡鄉事
選委鄧賀年」，指他們於今年2月接到劉夢熊的
通知，指鄉事選委希望雙方可以會面，討論有
關鄉事的問題，在定下時間、地點及日期後，
劉夢熊並附上鄧賀年的電話。
她續說，有關飯局的事宜，其後一直由競選

辦副主任劉炳章和鄧賀年聯絡，「我們只可以
假設是鄧賀年先生代為安排整個飯局，但我們
實際、實質不知誰是當時訂座的人」。

被問她曾任廉政專員，何以不知道飯局中有
所謂「江湖人物」出現時，她強調，即使是前
廉政專員，也無可能知道所有人的背景，尤其
「既然告訴我們（出席者）是選委，我們都相
信出席的選委都是社會上有身份地位及有代表
性的人物，對嗎？（我）沒理由懷疑有『江湖
人物』出現」。

梁福元證實鄧賀年出席
出席飯局的鄉議局選委梁福元在接受傳媒查

詢時證實，鄧賀年的確有出席是次飯局，但
「不清楚誰負責訂座」，又重申是次飯局討論的
是新界問題，指自己不清楚當時在座、外號
「上海仔」的郭永鴻的背景，而對方期間並沒
有參與討論。
被問及他曾經聲稱自己在飯局後「冇畀

錢」，梁福元就說，「結賬的事我們已經問
過，已經知道是誰負責收錢⋯⋯現在來說，知
道是鄉事界的朋友自己大家負責收錢」。
有線電視昨日致電鄧賀年，接電話者未有說

明自己的身份，只表示不會回應。有關記者再
次致電時，電話已無人接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樓市
似乎有再活躍的趨勢，令不少市民擔心
未來收入的增幅難追上樓價升幅。特首
候選人唐英年競選辦秘書長何鑄明介
紹，唐英年在政綱提出要穩定供應，同
時確保樓價不會「大上大落」。梁振英競
選辦成員鄔滿海則指，梁振英在修訂政
綱中有關低息貸款購買私人樓宇的建
議，是希望在復建居屋外，讓中產人士
有更多選擇。

何鑄明：穩定房屋供應
何鑄明及鄔滿海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分別介紹了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房屋
政策政綱。何鑄明表示，唐英年在政綱
中提出，要有長遠土地儲備政策及加快
土地審批，包括在城市規劃程序上，多
個部門合作可以加快；而未來除了5年內
7萬個公屋單位外，並倡議加建多4萬個
公營房屋單位，其中約1萬個可作為居屋

單位，但唐英年的目標是穩定供應，故
最後如何實施會視市場反應而定。

鄔滿海：助中產購私樓

鄔滿海則介紹說，梁振英深信房屋供

應是各階層重要的民生問題，並會以避

免樓價「大上大落」的方式去協助市民

置業為前提，故在其修訂政綱中提出要

在土地供應容許的情況下加快興建公

屋，包括提前完成現屆特區政府已承諾

興建的3.5萬個公屋單位，並提出因應市

場情況透過免息或低息貸款予中產購買

私人樓宇，讓市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反對派特首候選人何俊仁競選辦成員

李永達則在節目中指，特區政府未來在

房屋政策方面應更主導及積極，避免地

產商「過度操控」，又質疑唐英年及梁振

英要為當年停建居屋、停止所有透過勾

地表公開賣地等政策負責。何鑄明強

調，唐英年已承認當年特區政府在房屋

供應問題上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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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在特首選舉投票日臨近，坊間
流傳出所謂「撤資論」。㞫隆集
團主席陳啟宗強調，香港是國
際城市，資金自由流通進出本
屬閒事，即使有投資者撤資，
同時亦會有其他資金投資香
港，並批評有關言論毫無根
據，質疑有人企圖恐嚇威脅市
民。
最近有流言指，部分商界中

人透露，倘是次特首選舉中，
當選者並非他們所屬意的新特
首人選，或會激發投資者「大
規模撤離香港」。陳啟宗昨晨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不相信商
界會純粹因為這個原因就輕言
撤離香港，並估算部分商界考
慮到在港的投資接近飽和而轉
戰外地，「老實講，過去幾廿
年又不見商界大規模撤資」。

營商環境良好吸引投資者
他強調香港的低稅率及良好

營商環境，會吸引不少投資者
繼續以香港為家，香港社會毋
須因為有關的流言而過分擔
心。
陳啟宗又批評部分人的「白

票論」極不負責任，等同將以

自己的利益放在整個香港人之
上，並強調「流選」會對香港
造成混亂，是中央及港人都不
希望見到的結果。

指CY「對事唔對人」
另外，陳啟宗又提到，自己

已認識梁振英達30年，其間在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就共事了
15載，故十分了解對方的為
人，指梁振英「對事唔對人」
及心胸廣闊，長期以香港整體
利益為依歸，是難得的正人君
子，但同時「不埋堆」的嚴肅
認真，令他不懂「風花雪月」
而不受部分人所歡迎，並透露
對方正展開各方的和解工程，
希望確保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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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爆出
「江湖宴」事件後，有線電視公布委託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的特首選舉調
查結果顯示，在3月9日至11日間，有61%
受訪者指對被捲入事件的特首候選人梁

振英的印象沒有改變，有31%指轉差，
1%則指對其印象轉好。
是次調查並發現，在3名特首候選人

中，有45%被訪者表示會投票支持梁振
英，投票支持唐英年的有19%，投票予

何俊仁的有11%，與3月3日
至8日期間進行的同一調查結
果相若。

被問及他們對選舉結果的預測時，有
43%受訪者估計梁振英會當選，39%認為
是唐英年，認為是何俊仁的僅1%。另
外，有5%受訪者就認為，3月25日的特首
選舉將會「流選」。

唐
唐
：
風
波
令
夫
妻
關
係
更
堅
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自宣布參選以來負面消息不斷，

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接受港台專訪

時坦言，過去確實犯過不少錯

誤，但經過連串教訓後，與妻子

兩人明白到互相扶持的方法，無

論參選與否，妻子都是他最好的

終身伴侶。

妻子是最好終身伴侶
唐英年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說，連串風波卻令夫妻兩人關係

更堅固，「每段婚姻定會經歷艱

難時候，我曾經對妻子唔住，但

大家越來越懂得互相扶持，無論

參選與否，妻子都是我最好的終

身伴侶」。

他又反駁有人指他「利用妻

子眼淚挽回民望」的說法，形

容為過分猜疑及刻薄，對他的

妻子有欠公道，重申他不會再

就私生子女問題補充，倘放棄

交代而影響選情，他願意承受

所有後果。

已委托律師處理僭建
就其大宅僭建問題，唐英年表

示，自己已委托認可人士及律師

處理，包括向屋宇署申請盡快還

原，暫未獲批准，並不明白屋宇

署表示仍未聯絡到他們。

「江湖宴」無改六成人對CY印象

■電子傳媒

特首論壇簽

合 作 備 忘

錄。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 何 鑄 明

（左）及鄔滿

海在電台節

目上分別介

紹唐英年及

梁振英的房

屋 政 策 政

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梁振英與網民茶聚後，乘車離開時一度被示威者包

圍，堵塞中環交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陳啟宗指有關特首選舉結果

或會令商界撤資的流言並不可

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