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言論及集
會自由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特首候選人
梁振英強調，他絕對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及香港巿民各方面的自由。
就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

題，梁振英在答問大會上強調，第二十三
條是《基本法》的一部分，根據《基本法》
的要求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並強
調第二十三條立法需要香港社會共識，並

承諾自己一旦當選，會與香港社會廣泛討
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方方面面的
內容，包括立法時間和立法的具體內容
等。

多年屢為巿民爭取權益
他續說，在立法後，香港的一切自由，包

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都依然受
香港法律保障。

另外，反對派候選人何俊仁昨日在答問大
會被問及他沒有回鄉證的問題時，順勢將問
題指向梁振英。
梁振英表示，他會為所有香港人爭取合法

權益，並盡力幫助想領回回鄉證的香港巿
民，而自己過去多年為很多香港巿民，包括
在內地港人解決人身自由、行動自由或者經
濟權益問題，自己每次收到請求協助都會幫
忙，也做出了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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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委員昨晚舉辦的特首選舉論壇，選委、公

眾都將重點聚焦於候選人的政綱理念，兩位建制派候選

人亦向君子之爭回歸，令今次特首選舉開始擺脫抹黑攻

訐的陰霾，既紓緩了社會對選舉淪為泥漿摔角的憂慮，

也增加了市民對兩位候選人政綱的了解，值得肯定。在

餘下的幾天時間裡，兩位建制派候選人應該在堅持愛國

愛港的前提下，繼續信守君子之爭的承諾，依法競選，

擯棄一切抹黑行動，繼續將競爭焦點放回政綱以及社會

經濟民生問題上，既凝聚各界對香港未來發展的共識，

又能夠成為2017年普選特首的典範。

昨晚選舉論壇的主要焦點能夠集中在政綱的比拚，主

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參與的選委和公眾都認真負責，提

出市民所關心的經濟民生問題；二是兩位建制派候選人

都比較理性，將主要的精力放在認真介紹自己的政綱和

施政理念上面。

昨晚大會即場抽籤抽出的選委和公眾的發問，主要集

中於候選人的政綱。選委的問題相當多元，涉及香港經

濟、民生、社會、房屋、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是市民關

心的問題，表達了不同界別的利益訴求。這不僅顯示選

委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且顯示選舉委員會具有廣泛

代表性。各界選委和公眾提出的問題和建議，候選人應

認真研究和吸取，回應各界訴求，進一步完善治港藍

圖。

兩位建制派候選人認真介紹政綱和施政理念，各有特

色。梁振英表示，管治香港要行之正道，穩中求變，他

會大力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扶助中小企及中產，為香

港注入正能量，以包容團結精神，建家建港。唐英年則

強調要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以及捍衛國家建立和諧社

會的大原則，確保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兩

位建制派候選人在競爭中雖然是對手，但最終當選者應

認真借鑒競選對手有見地的政策和理念。

代表反對派參選的何俊仁，借助選舉論壇對特首選舉

大肆抹黑，極力鼓吹投白票和流選，其目的是要破壞新

一屆行政長官順利產生，製造動盪折騰和管治危機，破

壞香港和諧穩定，禍害港人。這暴露了其反中亂港的本

質。香港回歸15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說明，每當動盪

折騰的時候，政府管治危機就會出現，社會內耗和爭拗

就會加深，政府就難以有效施政，就會危及經濟民生。

必須強調的是，反抹黑、反白票、反流選，是愛國愛

港陣營與反對派陣營之間的一場重大政治鬥爭，事關港

人福祉和社會經濟發展，事關「一國兩制」順利實施。

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愛國愛港選委肩負香港700萬市民

的重托和中央的期望，無論他們個人有什麼利益訴求，

都要跳出小圈子，摒棄成見，顧全大局，和衷共濟，堅

持按照愛國愛港、具有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三個條

件，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選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

首，全力挫敗反對派抹黑特首選舉、鼓吹投白票和竭力

製造流選的圖謀。

港府昨日公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

的最新失業率為3.4%，按季升0.2個百

分點。本港目前就業情況平穩，失業

率處於低水平，輕微回升反映落實最

低工資後，工資水平提高吸引更多中

年人士重投勞工市場。不過，由於外

圍經濟不穩，外貿數字明顯下降，本

港經濟面臨嚴峻挑戰，本港失業率回

升的壓力正增加，尤其是金融業等高

收入職位流失明顯，值得留意。當局

應該充分把握內地擴大內需、刺激經

濟的機遇，拓展本港服務業和經濟發

展空間，保持就業市場蓬勃。

本港失業率自零八年以來開始回

落，去年一直保持在4%以下，1月份的

失業率曾創下3.2%的新低，如今即使按

季回升0.2個百分點，仍接近全民就業

狀態，顯示現時本港就業情況理想。最

新的失業率上升是因為落實最低工資令

基層薪金明顯提升，吸引較年長人士重

投勞工市場，使總勞動人口增幅更大所

至，而非顯示就業市場轉差。

儘管當前本港就業市場樂觀，但需

居安思危。應該看到的是，隨㠥外圍

環境不穩，環球經濟前景依然不明

朗，內地出口在歐美市場萎縮的情況

下也大幅下滑，香港作為一個細小的

外向型經濟體，受到衝擊在所難免，

對本地勞工市場的影響將逐步浮現，

失業率在未來數月可能仍有上升壓

力。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情況是，受

到歐美債務危機拖累，本港金融業率

先收縮業務大量裁員，例如匯豐大裁

員行動已引起本港社會的震動。金融

服務業是本港經濟的支柱，這類高增

值、高收入行業裁員，是否意味本港

經濟出現結構性問題，就業人口存在

錯配，當局需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如今，內地也在努力調整發展模

式，以加大內需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

動力。香港在金融服務業等領域擁有

優勢和成熟經驗，應抓緊內地拓展內

需、加快發展服務業的機遇，發揮香

港服務業的優勢，協助內地產業轉型

升級，也為香港經濟注入新的動力，

帶動本港各行業的興旺，創造更多就

業職位，持續改善本港的就業市場。

(相關新聞刊A21版)

聚焦政綱理念 回歸君子之爭 就業雖平穩 前景應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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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拚政綱理念 有助選委投票
答問大會圓滿結束 出席者點評候選人表現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答問大會結
束後表示，3名候選人是次的表現都

「可以接受」，大家都有發揮的機會。民建
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亦表示，他滿
意是次論壇的安排，因為可讓3名候選人較
集中討論政綱，讓選委和全港市民較清楚
他們的治港理念，而民建聯的投票取向仍
待開會決定。

對投票決定有影響
工聯會會長鄭耀棠表示，該會將舉行會

議討論工聯會選委的投票取向，並預計最
快可以在周三或周四決定，又指各候選人
在是次大會上的表現，對工聯會選委的投
票決定有一定影響。
提名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參選的酒店界選

委、嘉華集團主席呂志和表示，梁振英在
是次答問會中「說話流暢」，唐英年也有很
大進步，而自己未決定行政長官選舉的投
票意向。

兩候選人愛國愛港
不過，他強調，唐英年與梁振英兩人都

愛國愛港，相信任何一方勝選都會盡心盡
力管治香港，故自己不希望「流選」，而倘
另一候選人梁振英當選，自己也不會撤
資，亦無聽過有人說會撤資。
工業界選委黃家和表示，在是次答問會

上，梁振英的表現較好，尤其在討論各項
施政議題時，理念及政綱都很㡈實，又承
諾了一旦當選，會團結各方力量管治好香
港，不會「秋後算帳」，相信可令各團體放
心，他亦不擔心梁振英倘當選會有財團撤
資。
提名梁振英的醫學界選委會成員高永文

表示，經過是次論壇後，自己支持梁振英
的立場不變，並認為梁振英的政綱相當實
在及清晰。

不投白票才算盡責

醫學界選委蔡堅則表示，醫學界在投票
前會先諮詢醫學會1.4萬名會員意見，而醫
學界25名選委，會按諮詢結果作綑綁式投
票。
提名梁振英的選委高志森昨日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表示，自己會到選舉當日才決定
投票取向，但強調自己會投票支持民望最
高的候選人，不會投白票，這樣才算盡了
選委的責任，並符合香港市民的意願。
提名唐英年的星島報業集團主席何柱國

昨晚在另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及有關問題時
表示，梁振英是「叻人」，但自己仍然認為
唐英年是較為合適的特首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多名不同界別選舉發起舉辦的行政長官

候選人答問大會圓滿結束。有出席的特首選委認為，是次討論形式能夠讓

候選人就政綱內容詳細向選委介紹施政理念，讓選委更清楚他們的理念，

而各候選人在答問大會上的表現會對他們的投票決定有一定影響，並強調

他們會綜合候選人包括政綱、能力及民望等各方面的表現，最終作出負責

任的投票決定。

CY強調維護港人自由

無憑證報廉署 選委疑惑不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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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在答問會
上繼續就「商台續牌」及「防暴論」開火。唐英年稱，自己已就梁振英
「誹謗性言論」向廉署備案，並委派律師去信梁振英要求撤回言論及公
開道歉。梁振英強調，唐英年的指控並無任何佐證，而多名當年的行政
會議成員都已否定唐英年的說法（相關新聞刊A22版），並指「抹黑行
動」已直接動搖市民對香港選舉及法治的信心，破壞香港核心價值，但
為免選舉焦點旁落在兩人官司上，他會在選舉結束後再考慮是否採取法
律行動。

唐再提廿三條商台續牌
唐英年昨日在選委答問首個簡介政綱的環節，稱2003年50萬人因《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上街後，香港已「處於十字路口」，但梁振英仍然以
強硬手段，硬推廿三條，又提出阻撓商台續牌，實在「愚不可及」。
他續稱，自己堅持「講真話」，即說梁振英曾建議過縮短商業電台的續

牌期限「以壓制言論自由」，及「出動防暴隊及催淚彈來對付反對《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示威者，並願意付出政治代價，是為了捍衛香港的
核心價值，捍衛個人及家人尊嚴和維護公眾利益；捍衛國家建立和諧社會
的大原則，捍衛國家及香港的尊嚴，確保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梁指抹黑破壞核心價值
梁振英隨後在介紹政綱環節中回應指，自己參選以來，希望以理念及

政綱來贏取各界支持，但卻不斷被人惡意抹黑，「以不法、不道德的手
段」攻擊他的誠信，謀殺他的人格，又強調這些「抹黑行動」已直接動
搖市民對香港選舉及法治的信心，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相信選委及市民
認為抹黑行為應劃上句號，令選舉重回正軌，聚焦治港之道。
他並再次嚴正聲明，重申自己並非共產黨黨員，他沒有提出用防暴警

察、催淚彈鎮壓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示威者，更沒有提出
過要縮短商業電台的牌照。
由於大會不設互相質詢，二人一度「休戰」，直至有市民在公眾書面

提問環節中，問唐英年對梁振英「作出指控的證明」時，唐梁再度「駁
火」，並蔓延至答問會後的記者會。

唐表示願為洩密付代價
唐英年承認，自己透露梁振英言論時提及的「政府高層會議」，正是

行政會議，並稱公眾利益應凌駕於保密守則，又再次表示願為其洩密行
為付出代價。
他聲言，自己當時「親自在場，親耳聽到」梁振英的言論，且「沒有

人明確否認過」，稱梁振英絕口否認並反指言論與事實不符，這樣的說
法具誹謗性亦違反了選舉及舞弊條例，他已就對方的「誹謗性言論」去廉署備案，
並委派律師去信對方要求撤回言論及公開道歉。

梁稱誹謗者「賊喊捉賊」
梁振英在回應時強調，前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前教育局局長李國章等前行會

成員，基本上否認了唐英年對他的指控，其中楊永強既不是他的支持者，亦非他的
提名人，「誹謗的是唐英年先生，在香港支持法治，高舉法治，提出一種講法抹黑
對方，無提出任何證據，無人支持你，只有人證明無，佢話人㜺誹謗佢，用中國的
說法講是『賊喊捉賊』」。
他重申，即使是其他較不守秩序的示威行動如「佔領中環」等，他都只是譴責示

威者，絕對不會提出要用防暴警察和催淚彈去對付和平表達意見的巿民，又質疑在
商台續牌風波中，回應事件者都只是間接聽說是他主張縮短續約年期，只是「以訛
傳訛」，並批評唐英年「出爾反爾」，在當年的官方發言中說行會沒有討論過商台續
牌，現在又反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於無法提出切
實有效的解決方法，反對派一向將「普選」視為解
決所有社會問題以至矛盾的「靈丹妙藥」，並借所
謂「中央干預論」來「恐嚇市民」。反對派特首參
選人何俊仁在特首答問大會上，被質疑他會如何落
實其參選政綱時聲言，「我的政綱要民主普選選出
來才落實，不會在『小圈子選舉』下落實到」。

掩飾自己連政綱都沒有
何俊仁在昨日答問會多個議題上，包括教育以至

「雙非」等問題時，均不斷扯到「普選牌」、「中央
干預牌」作擋箭牌，來掩飾自己這次參選根本沒有
可行甚至「正經」的政綱，在提問環節被質疑只是
試圖爭取知名度和曝光率以圖在稍後舉行的立法會
選舉中取得「優勢」。
他聲言，香港社會問題之所以未能有效解決，

「完全是因為中央干預」，受到「小圈子」選舉影響
才未能得到處理，同時令社會結構「傾斜向財團和
建制」，「無法解決文明社會不同利益的糾紛」。
有市民提問要求各候選人交代如何落實其參選政

綱時，何俊仁重複稱，只要落實其口中的「民主」，
就可以解決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如「雙非」孕婦
問題，指稱中央只要接受修改《基本法》，就已經
「等同」可以處理好「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在選委答問會上，特首候選人唐
英年再次質疑另一候選人梁振英
的誠信，更聲言已到廉政公署備
案及委託律師要求對方道歉。多
名選委在答問大會後都認為，唐
英年多次指控對手，卻始終未能
提出具體證據，令他們對其印象
大打折扣。

譚耀宗：指控者應提證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被問及

有關問題時表示，不明白唐英
年為何要向廉政公署備案及向
梁振英發出律師信，認為唐英
年身為指控者，應該就其指控
提出證據。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會長鄭

耀棠表示，唐英年在會上未能提
出實際證據佐證對梁振英的指

控，令唐英年在答問大會上的各
種保證及承諾等的可信度大打折
扣。
他又強調，自己不認同唐英年

所指，公眾利益可凌駕保密協
議，因兩者並不對立：保密的目
就是想令行會成員在討論時可以
講真話，亦是為公眾利益㠥想，
否則再沒有議員願意講真說話，
將對行政會議產生很嚴重的影
響。

黃家和：做法不合邏輯
選委高永文表示，特首選舉應

該公平、公開、公正，他對近期
發生多宗「黑材料」感到相當不
開心更不欣賞。選委黃家和亦不
明白唐英年為何要向廉署作出投
訴，因為唐才是「始作俑者」，
其做法不合邏輯。

■梁振英與梁太及助選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林大輝陪同唐太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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