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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網上
流傳署名「一群高級公務員」的匿名公開
信，聲稱高級公務員「無法信任」梁振英，
如果他當選亦難以與他「共事」。梁振英被
問到昨日旋即約見公務員是否要「穩定軍心」
時重申，完全尊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傳統，
並強調如有公務員因為他以往並非在政府做
事，而不清楚他的處事作風及理念，他很願
意與團體接觸，拉近距離。
參與會面的高級公務員協會高級副主席

陳世炯表示，會上沒有討論匿名信一事，
但認為信件沒有署名，對真確性存疑，而
選舉期間發生很多事，過了選舉便不應再
討論；而據他了解，該封匿名信並非昨日
出席會面團體人士所發出。陳世炯又指
出，公務員需要聽命於合法選出的特首和
政府，不存在能否合作的問題，但政府必
須貫徹落實公務員政治中立。

晤九大團體 再承諾「聽．定．撐」

梁約公僕同舟共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前當選的行政長官人選

梁振英在當選第二天旋即與八大公務員團體及香港政務主

任協會成員會面。梁振英強調，會與公務員團隊及全港

「同坐一條船」，決心與公務員建立「新夥伴文化」，同時兌

現「聽、定、撐」的競選承諾，在制訂政策時多聽公務員

意見，如公務員受無理非議責難，他與團隊會撐公務員。

多位代表形容會面氣氛融洽，期望梁振英上任後會保持與

公務員夥伴合作關係。

梁振英昨午與八大公務員工會代表等20多人，以及香港政務主任
協會成員，分別進行兩場各約一小時的會面。這亦是他當選後

第五個正式會面的團體，說明他對公務員的重視。梁振英會後向傳媒
表示，他在會上表明會聯同公務員團隊及全港「同坐一條船」，希望與
公務員建立「新夥伴文化」，又重申完全尊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傳統，
日後會經常與公務員團體會面，拉近距離（見另文）。

華員會冀政策有「三度」
各團體對會面反應正面。華員會副會長利葵燕表示，特首需要與公

務員及社會建構夥伴合作文化，令公務員對政府有向心力，同時希望
梁振英貫徹「穩中求變」，在改革時注意深度、力度及市民和公務員的
接受程度，因為接受程度低，政策不會受歡迎。她又認為特首要堅持
「（公務員）堅守政治行政中立」，確保公務員不受政黨、政團或商業機
構的利益左右，亦不受政府換屆影響留任晉升，不存在「秋後算賬」。

紀律部隊促「年度約會」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主席團成員倪錫水認為，梁振英有誠意聆聽訴

求，在會上主要提到紀律部隊人手不足、住屋及士氣問題，該會將於
他上任後再與其新管治班子反映意見，亦希望梁振英將來可以一年有
一次與公務員團體見面。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劉錦耀促請下任政府減少外判或合約工。他

又引述梁振英稱，香港過去20年經濟發展落後於新加坡，相信搞好經
濟，政府可有更多財富去回應公務員及市民訴求。第一標準薪級公務
員評議會職方主席李惠儀亦稱，會繼續支持政府施政，同時反映了基
層公務員就退休計劃、五天工作、有薪「飯鐘」等訴求。

何俊仁硬拗76票非醜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號特首候選人何俊仁僅得76票，遠

較提名票為少，反映他的參選目標得不到提名選委的多數支持。何俊
仁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辯稱，整個參選過程有象徵意義，不認為取得
76票是醜事，更謂即使無票亦無所謂，因參選不是追求選票，從沒想
過勝出或取得更多選票，又形容選舉過程「醜惡嘔心」，聲言中聯辦
干預類近「白色恐怖」。對特首當選人梁振英曾表示希望於選舉過後
與兩對手喝啤酒，何俊仁借機呼籲公眾參與周日的遊行，又稱希望遊
行完後能與梁一起喝啤酒。
何俊仁稱，獲梁振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邀約與梁進行禮節性會面。

他聲稱禮節性的見面無需要，但期望有一個嚴肅的「工作會議」，待整
理議程後交給梁振英，4月中可連同反對派代表與梁會面。

聽眾質疑雙重標準
何俊仁又稱，梁振英上台後要「小心」，反對派會小心部署，因梁

振英「對我們來說極危險」。他又猜測，梁振英會用政府資源贏取民
心，同時收窄公民社會空間，對方的「真面目」將會露出云。
不過，聽眾楊小姐就質疑何俊仁的說法，指如果梁振英的施政對市

民有益，反對派應以市民利益為大前提。另外，有聽眾質疑何俊仁亦
到過中聯辦，對梁振英的批評標準不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聶曉輝）第四任行
政長官人選梁振英表明，會在現屆政府局長中物色
管治團隊人選，3司12局問責官員的去向頓成焦點。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對有無接受過梁振英的邀請繼
續留在政府服務，沒有任何回應。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蘇錦樑回應會否留任的問題時說：「多謝大
家關心，我現在致力先做好手上工作。」
林鄭月娥出席一個典禮時，被記者兩次追問有無

接獲梁振英邀請，以及會否考慮擔任政務司司長。
她透過新聞秘書表示，並無任何回應。
蘇錦樑出席一公開活動時亦被問到，梁振英有沒

有邀請他留任，個人有沒有興趣留任，會否留任等
問題。他一概回應說，多謝大家關心，強調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有很多餘下工作要做，他會先做好手上
工作。

挺梁高永文 讚許周一嶽
另外，支持梁振英的醫學界選委高永文表示，暫

時無人就他加入政府的問題與他接觸，如獲邀請，
他會嚴肅考慮。他讚揚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的
工作，表示現時雙非孕婦問題仍有待解決，認為周
適合繼續出任局長一職。

一、不是低票而是有較高得票
外界指梁振英的得票率為60.9%，是低得票率當

選。這個說法不能成立。
首先，計算得票率，應以有效票為基數進行統

計。在今次特首選舉的1,050張有效票中，梁振英
得689票，得票率為65.6%；唐英年得285票，得票
率為27%；何俊仁只得76票，得票率為7%。梁振
英比何俊仁多出的613票，已足可當選特首。今次
因為有三位候選人競逐，而梁唐二人更同屬建制
派，梁振英一人獨自取得1,050票中的689票，佔了
六成半多，指梁振英得票低很難說得過去。
有人將梁振英的得票率與當年的董建華與曾蔭權

的得票率相比。這種比較不能簡單化，必須具體分
析。董建華第一任特首選舉的得票率為80％，曾蔭
權於2007年與梁家傑競爭以81.1％得票率當選。但
今次特首選舉與上兩次有很大的不同。曾蔭權當年
與梁家傑競爭是一位建制派候選人與一位反對派候
選人競爭。但今次特首是兩位建制派候選人和一
位反對派候選人的三人競爭，而兩位建制派候

選人旗鼓相當，競爭之激烈遠遠超過以前任何一次
特首選舉，明顯分攤了建制派的票源。這種局面是
董建華、曾蔭權所沒有遇到的。若將兩位建制派候
選人的得票加在一起，是974票，得票率高達
92.7%，遠超曾蔭權81.1％的得票率。
還要指出的是，曾蔭權當年與梁家傑競爭，梁家

傑的得票率為15.93%，但今次何俊仁得票率只有
7%。反對派為何不反省代表他們的候選人得票率
大幅降低逾倍，卻違反事實指梁振英是低票當選
呢？
西方選舉的經驗也說明，兩位實力相當的候選人

競爭，勝出者很難高票當選。例如，2000年美國總統
選舉，在選舉人票方面，戈爾僅以267對271票微弱劣
勢輸給了小布什。在今年1月舉行的台灣地區領導人
選舉中，馬英九的得票率為51.6%，也只比蔡英文多
出6%。今次梁振英得票率為65.6%，比對手多出數
倍，是比較高的得票率。

二、不是低民望而是有較高民望
梁振英當選時的民望接近四成，被指為低民望。

實際上，梁振英參選以來，其民意支持率一直高企
於五成至六成。看民望要看一段長時期，而非短暫
一時。最為難得的是，去年6月，梁振英的支持度
僅8.3％，後來攀升至壓倒性優勢，長時間高企於
五成至六成。這反映多數市民寄望較有民望、有魄
力、有作為的梁振英當特首，穩中求變，帶領大家
開拓一片新天地。
必須指出的是，梁振英後來民望降低，與在競選過

程中的負面宣傳有關。其實，競選抹黑拉低候選人民
望，這方面的例子在外國多不勝數。例如，2000年美
國總統選舉，戈爾是因為克林頓發生「拉鏈門」醜聞
受牽連，民望大受拖累。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
兩黨抹黑對手的廣告投入超過1.6億美元。麥凱恩陣
營指奧巴馬和一名激進分子的交情表明奧巴馬與恐怖
分子有聯繫，奧巴馬陣營則翻出麥凱恩多年前捲入金
融醜聞的舊賬，都互相拉低了對方的民望。
必須看到的是，在競爭激烈的選舉中，候選人在

投票之前的民望都不高。例如，今年1月台灣大選
前夕的即時民調顯示，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約為
40%，蔡英文的民意支持率約為30％，宋楚瑜的民
意支持率約為7％。法國民調機構CSA說，定於4月
22日舉行的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薩科齊的民
意支持率僅為27％，奧朗德僅為28％。日本歷屆首
相選舉，候選人和當選者的民意支持率都偏低，甚
至低於二成至三成。由此比較，梁振英當選時的民
望並不算低，而應該說是比較高。
更為重要的是，看一名候選人的民望還要看市民

是否願意接受其當選。選舉前的民調顯示，梁振英
勝出有超過六成的人會接受。這是相當高的水平，
反映大部分市民接受梁振英當選，反映了民意對梁

振英的支持。
至於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渲染港大民意研究

計劃主辦的所謂「3．23民間全民投票」數字，以梁
振英得票率為17.8%為根據，指梁振英得票率低。這
根本不值一駁。這個所謂「全民投票」不僅在設計
上及操作上存在許多問題，而且無所不用其極誤導
市民投白票和推低建制派候選人的民望，以配合反
對派的「流選」圖謀，干擾特首選舉的正常進行。
這個至多只能反映特定人群傾向的所謂「全民投票」
數字，沒有一個嚴肅認真的人會將其當做一回事。

三、不是低公信力而是有足夠公信力
對於指梁振英公信力低的質疑，主要是來自在選

舉期間出現的種種負面新聞。不過，任何競爭性的
選舉都不可能避免出現各式各樣的負面宣傳，但大
部分在選舉後都會消失無蹤。西方社會對這些選舉
期間的「醜聞」，從來都不會過分認真。事實上，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及地區的首腦選舉，會因為出現
的「醜聞」而令選舉腰斬，也不會因為出現各種負
面新聞而質疑當選人的公信力。
事實上，梁振英的當選，是嚴格按照《基本法》

及選舉條例的規定，在公開公正公平的環境下由
1,200名選委投票選出來，梁振英依法成為新一任
特首人選，制度上已經賦予其充足的合法性和公信
力。同時，梁振英較高的得票率和民望，也說明其
當選具有足夠的公信力。
綜上所述，所謂梁振英是「三低特首」的說法，

根本站不住腳。梁振英的當選，有較高民望，有較
高得票率，有足夠公信力，是名副其實的「三有」
特首。所謂「三低特首」的說法可以休矣！

今次特首選舉，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選出符合愛國愛港、具有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的特

首人選梁振英。有人卻指梁振英是「三低」即「低票、低民望、低公信力」當選。這種說

法經不起反駁。實際上，在其他地區競爭激烈的選舉中，當選者通常都只有略高於五成的

得票率和四成左右的民望，梁振英在今次競爭激烈的特首選舉中取得超過六成的得票率並

有約四成的民望，可以說是「有得票率、有民望、有公信力」的「三有」特首。所謂「三

低」之說，不過是反對派用來貶低梁振英、否定今次特首選舉的一種手法。其目的是意圖

打擊市民對新一任特首和政府的信心。善良的人們對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三低」論站不住腳梁振英是「三有」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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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就包括內地孕婦湧港
在內的多方面社會人士近日向他請願，梁振英昨日表
示，收到「中港家庭」代表和懷孕媽媽交給他的請願
信，「我十分重視她們的訴求」，但這個時候不適宜
表態，因為香港只有一個政府、一個特首、一套政
策，「在我上任前，我不適宜有任何言論或舉動，令
人有一種印象以為我干預現任政府的工作」。
梁振英指出，希望社會各界市民能夠理解，他收到

請願信會很重視，但這個時候不適宜作任何表態，甚
至部分社交場合如行政會議每個月第二個星期四舉行
的餐會，也會盡量不出席，因為餐會主要嘉賓應該是

現任行政長官，他不想出現兩個焦點人物的現象。

冀晤唐何 共建「香港營」
他又重申，希望與另兩位競爭對手何俊仁和唐英

年會面，表達由選舉結束後香港再無梁營、何營、
唐營，只有一個「香港營」。「我希望表達我願意
跟唐英年、何俊仁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團結，一齊繼
續為香港出力。」至於和反對派及其他政黨的會面
和討論，他相信日後一定有機會，即使何不希望再
以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身份與他會面，他亦期待日後
有機會與何及其他反對派人士共商港事。

尊重現政府 收請願信不表態

尊重公僕政治中立
高官允聽命合法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將於下
月14日至15日舉辦路向
營，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昨日表示，已獲新特首
人選梁振英答應出席並
擔任主講嘉賓。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則稱，民建
聯內有人才，亦有誠意
願意為香港社會服務，
包括在政府內的職位，
但能否加入新特區政府
團隊，要看新特首如何
組織班底。
曾鈺成指出，民建聯

未來主要工作是在議會
內的發展，要應付9月的
立法會選舉，自己亦要
做好準備出選，希望在
選舉中贏得好成績。被
問到早前曾表示願意擔
任政務司司長時，曾鈺
成解釋，在節目上不適
宜推說不考慮擔任司長
職務，但這個只是假
設，至今未有人提出邀
請。
譚耀宗則說，梁振英

於勝選當天已來電，感
謝民建聯的支持，但由
於民建聯有147名選委，
故無法一一電謝，已請
自己代為向一眾民建聯
選委表達謝意。

林鄭蘇錦樑不透露去留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梁振英回到辦公室

與公務員團隊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華員會副會長利葵燕（中）希望梁振英貫徹「穩

中求變」，在改革時注意深度、力度及市民和公務員

的接受程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主席團認為，梁振英有誠意

聆聽訴求，希望他將來可以一年有一次與團體見

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文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