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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昨就陳光誠進入美國

駐華使館一事表示，美方做法是對中國內政的

粗暴干涉，中方要求美方就此道歉，徹底調查

此事。事實上，美國大使館以非正常的方式將

中國公民帶入使館，違反國際法規，粗暴干涉

中國內政，必須作出道歉。中美關係是當今世

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對世界政治、經濟大

局發展影響深遠，美國必須吸取教訓，努力維

繫中美良好合作關係，切勿自以為是，為所欲

為，破壞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

根據媒體的披露，此次事件中陳光誠從離開

住所，到進入美駐華使館，美國駐華外交人員

參與整個過程，明顯違反國際法的規定。《維

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41條第3款規定：「使館

不得充作與使館職務不相符合之用途。」美國

大使館有權在國際法許可的範圍內保護本國公

民和法人的利益，但不能超出國際法規定的特

權範圍。陳光誠並非美國公民，美國大使館以

非正常的方式將他帶入使館收留，違反《維也

納外交關係公約》的規定，有悖於使館的外交

職能。同時，不干涉別國內政，也是國際法的

基本原則之一。此次事件中，美國的所作所為

根本視國際法如無物，粗暴干涉中國的內政。

美國必須向中國作出正式道歉，並保證不會重

蹈覆轍。試想一下，如果中國駐美使館採取相

同的行動，隨便收留美國公民，干涉美國的內

政，美國能夠容忍嗎？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雙方在政治、經貿、軍事、地區安全、氣候變

化等多個全球關注的重大領域都存在合作的必

要性，美國在多個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都需

要中國的配合。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即

將召開，對於加強中美經貿合作，加速美國經

濟復甦，帶動全球走出經濟危機陰影的作用舉

足輕重。沒有理由讓陳光誠事件影響中美關係

發展的大局。中美對事件進行了快速溝通，妥

善處理事件，可以看出雙方都不希望戰略對話

受到衝擊和影響。陳光誠事件的發生，責任完

全在美國。美國必須吸取教訓，以中美關係的

大局為重，進一步增強政治互信、消除不和諧

的因素，而非製造衝突，破壞兩國關係穩定。

(相關新聞刊A2版)

立法會昨日二讀通過議員出缺安排修訂草案，

今日會開始討論「人民力量」議員提出的千多項

旨在拖延的修訂，會議可能要持續至下周。雖然

議員的發言權應得到滿足和尊重，但以「拉布」

方式妨礙議會運作的做法，會導致有關民生經濟

的法例和措施未能及時通過和實施 ，損害市民

利益。由於立法會議事規則沒有規限議員「拉布」

行為，在確保立法會議員有合理表達權利的前提

下，立法會應參考外國議會做法，堵塞以無聊

「拉布」行為破壞議會秩序的漏洞。

2010年有份發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

「人民力量」黃毓民和陳偉業，對出缺安排修訂

草案提出千多項無聊的修訂，包括在條文中分別

陳列多項相類病例，以及逐一修改無損文意的中

文詞彙，估計這些修訂可能耗費議會數百個小時

逐項處理。他們刻意「拉布」的行為，是在擲物

叫罵以外，以另一種手段破壞議會秩序，危及公

眾利益。

「拉布」嚴重妨礙議會運作。立法會未來要處

理的立法事務和民生事項繁重，「拉布」即令很

多法案和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不能進行，包括涉及

規管一手樓銷售和競爭法條例，與民生息息相關

的事項被迫耽擱。而且，立法會未來還要討論政

府改組建議，如因「拉布」致使改組延後，新一

屆政府未能及時落實政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受

害的仍是市民大眾。

以往多個民調顯示，主流民意不滿議員亂辭

職進行補選。政府為防再有議員濫用補選制

度，亦就遞補機制建議舉行諮詢會收集意見。

討論期間，反對派議員一直參與其中，政府的

建議已考慮了他們的部分意見，最終只建議把

議員辭職後再參選的權利延後6個月，「人民力

量」仍然反對此一十分寬鬆的方案，實在毫無

道理。

美國參議員在國會內雖可就不同議題發表不

限時的言論，但參議院亦明文規定，如經五分

之三參議員同意，便可啟動終結辯論的機制，

阻止議員「拉布」。立法會議員玩弄「拉布」鬧

劇，惹起市民反感。因此，立法會應在保證議

員合理表達意見的前提下，研究堵塞議事規則

漏洞。議員亦應以民生大局為重，盡快回復議

會秩序。

美國須吸取陳光誠事件的教訓 「拉布」妨礙議會運作影響民生

審議「遞補草案」反對派癱瘓議會
拉布9小時二讀通過 議事規則委會下周研修例

立法會審議多時的遞補機制條例草
案，經過多番諮詢後提出限制議員

辭職半年內再參選的修正案，原訂昨日獲
大多數議員支持順利通過二讀及三讀審
議，但隨㠥「人民力量」提出逾1,300條
修訂策動「拉布戰」，並得到反對派政黨
全力護航，最終經過接近9個小時會議順
利通過二讀審議。多名建制派議員狠批，
反對派不斷浪費資源、虛耗光陰，甚至不
求意義但求做騷，擔心鬧劇會耽誤委員會
會議影響政策運作。

譚耀宗批評妨礙議會運作
身兼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民建聯譚耀

宗批評，「人民力量」提出絕大部分的修
訂屬毫無意義字眼，個人對議事規則未能
阻止議員採取拉布策略妨礙議會運作感到
失望，下周2召開的議事規則委員會將增
設議程，研究修改議事規則，並參考外國
經驗，防止議員濫用修訂。他又引述市民
批評指，「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
深，有龍則靈；修訂不在多，點睛則成；
發言不在長，到題則可」，直指他們是不
求通過但求拖延。
譚耀宗重申，因應政府當局就補選候選

人施加限制，相關法案委員會經過5次會
議，集中研究填補空缺等憲法問題，考慮
到社會認為「一刀切」做法缺乏理據，政
府聆聽意見後作出相關修訂，當中限制議
員辭職半年內再參選，採用雙秤驗證準
則，可以依照法律規定某程度對被選舉權
施加限制，並認為是必須及合理做法。至
於民建聯認為目前方案能夠減低選舉被濫
用，以及在保障巿民投票權之間取得適當
平衡，決定支持草案。

林健鋒責挑起事端搞分化
經濟動力召集人林健鋒表示，當日公社兩

黨為求一己政治目的，引發全港性立法會補
選的亂局，最終創造出17.5%的低投票率，更
迫使納稅人負擔1.3億元公帑，所謂「全民
公投」得不到市民認同，可惜反對派堅拒

聆聽民意並多番阻撓修訂案通過，再一次
浪費資源虛耗光陰，刻意再挑起事端激發
社會分化，經濟動力考慮到政府經過多番
諮詢，並相應提出調整，決定支持條例草
案通過，並全數反對所有修正案。
見「人民力量」成功製造「噪音」，多

個反對派政黨為求「分一杯羹」，昨日中
午突然宣布待投票反對條例二讀後會集體
離場，揚言要以行動展示政府企圖粗暴通
過「惡法」。反對草案的民主黨何俊仁辯
指，草案不相稱地剝奪市民的選舉權、被
選權及投票權，既不必要亦不合理，更有
可能違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
及人權法，相反議員透過辭職再參選是有
意識的政治行為，即使通過法例，議員以
辭職方法進行民間公投仍會禁之不絕。

譚志源笑言帶定藥油應戰
至於譚志源昨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

他作為官員會尊重議員在議事規則下的做
法，期望議案能在明日深夜前完成三讀。
他又指，曾親自游說「人民力量」的黃毓
民及陳偉業，不要過度拖長會議，更笑指
會帶定藥油，一旦在會上塗藥油，就希望
二人能「高抬貴手」，既然已就議員出缺
問題表態，就盡早讓議會投票，「經過兩
年多時間，社會討論已經充分，現階段要
贊成就贊成，要反對就反對，需要在議會
有個決定」。

方案合情合憲望順利通過
此外，譚志源總結發言時說，2010年5

名立法會議員引發請辭並尋求再當選，對
選舉公信力帶來負面影響，令他們的選區
及界別選民失去服務，政府為免情況發
生，早在去年提出修訂條例草案，並進行
為期2個月諮詢，最後向立法會提交高度
聚焦、合情合憲的方案，期望議案順利獲
得通過。
立法會今日繼續就《議席出缺填補》修

訂條例草案進行審議，預計這場馬拉松會
議可能要到下周一，甚至周二才有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社兩黨策動所謂「五區公投」慘敗

收場，特區政府順應民意完善選舉制度，提出限制議員辭職半年內再參

選的修訂案，但反對派在最後審議的關鍵時刻，以諸多藉口借議事規則

拖延審議，先由「人民力量」提出過千條「無聊修訂」，反對派則「正氣

凜然」宣布稍後投票反對條例二讀後會集體離場，企圖裡應外合癱瘓議

會運作。議事規則委員會決定下星期開會，研究修例避免議員濫用議會

規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尊重議員做法，但期望議案

能夠在明日深夜前完成三讀。經過長達9個小時會議，最終在席49名議

員，29人支持、19反對，通過二讀審議。

政府宣布恢復二讀《議席
出缺填補》修訂條例草案。
事先揚言提出逾1,300項修訂
策動「拉布戰」的「人民力
量」，與多個反對派政黨聯
手，公開呼籲反對派議員離
場，並以「希望建制派能夠

分享精闢演講」，先後最少22次以
開會法定人數不足為由，要求秘
書處鳴鐘召集議員，企圖迫全數
建制派議員坐足全場，最終議事
堂被迫鳴鐘超過3小時，多名議員
狠批行為神憎鬼厭，粗略估計是
次「拉布」虛耗接近300萬元公
帑。

議事堂被迫鳴鐘逾3小時
據《議事規則》列明，倘大會

少於30名在席議員的法定人數需
要停會，待秘書處鳴鐘15分鐘，
及後不足30人就要宣布流會。草
案昨日下午約1時恢復二讀，歷時
7個多小時會議先後最少22次，因
開會法定人數不足需要暫停，其
中「人民力量」陳偉業多達13次
提出要求暫停會議點算人數，同
屬「人民力量」的黃毓民提出1
次，而社民連梁國雄則先後6次，
至於公民黨陳淑莊更在自己發言
期間，兩度主動要求點算人數。

湯家驊批行為不尊重議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狠

批，「三丑」要求點算人數後拂
袖而去，行為神憎鬼厭。專業會
議石禮謙直指，議員發言「講垃
圾」難免人數不足。陳茂波亦
指，議員好多時都是「聲大夾
惡」，討論到政治議題更是不問是
非，不認同「人民力量」所指議
會以多數壓迫少數。至於反對派
「同路人」的湯家驊亦直指，在同

事發言期間甚至句子中間要求點算，完全不尊
重議員發言。
至於「人民力量」早前提出1,306項修訂，

絕大部分是套入不同獲豁免情景，分拆出大量
的修正案，陳偉業提出的1,232項中，頭600項
列出由2名至超過34名議員在同日辭職需交還
的行政開支，又加插倘議員在其他國家被囚禁
獲釋後參加補選的方法，將剛果、津巴布韋、
阿爾及利亞、約旦、蘇丹等分拆成490多項，
其餘的是列出條例不同失效日期，以至動議加
入條款說明議員患有17種末期癌症的各個處理
方法。

「人力」千修訂 最少費3天
黃毓民動議的70多項則㠥眼於字眼修改，例

如將「為」改成「作」，將「自從」改成「自
由」，以及刪除「之」及「起」等字眼。假設
他們就每項修訂發言15分鐘，加上每項修訂表
決前的1分鐘響鐘，預料審議將長達數百小
時。
政府每年預留5億元協助立法會運作，單是

支援各個事務委員會、大會事務及法律服務則
涉及3億元，平均每日議會開支接近90萬元，
今次議席出缺填補的「拉布」最少需時3日，
粗略估計虛耗接近300萬元公帑。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記者無處錄音 餐廳措手不及

多個會議因拉布押後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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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應
「人民力量」近日就遞補機制條例草案審
議，提出逾千條所謂「垃圾修訂」，誓要
「玩到底」。立法會秘書處正式宣布，今日
起至星期六的多個法案委員會、事務委員
會、小組委員會等會議需要押後或取消。
有立法會議員擔心，會議改期影響重要法
案的修訂，包括規管一手樓銷售及競爭法
條例修訂。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傍晚發出聲明指，

原定明日上午10時45分舉行的《2011年建
築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以及原定星期6上午8時30分的《2012年建
造業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
會，全部取消。此外，政府帳目委員會
原定星期六上午8時45分及上午9時，就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第58號報告書第7
章）舉行的閉門會議及公開研訊，亦會
分別改期至下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及10時
45分舉行。

「人民力量」陳偉業在會議上頻
頻要求點人數，意圖拉長會議時間
令立法會會議流會，此舉不單令會
議廳內多數議員反感，還連累一班
電台記者正常工作。在這場被指為
無聊、無謂、浪費公帑的拉布戰役
下，受益者恐怕只有周三生意例常

冷清的立法會餐廳。

需到大樓外馬路旁錄音
電台記者平日很容易便能在立法會大

樓內找到安靜地方錄音，不過昨日卻是
例外。陳偉業、梁國雄等反對派頻頻要
求點算法定人數，當每次點人數時，大
樓內便會處處響起通知議員回到會議廳
的鐘聲。多位電台記者都吐苦水說，昨

日很難找到「耳根清靜」、適合錄音的
角落，有電台行家更說他需要走出立法
會大樓，在行車疏落的馬路旁邊錄音，
然後趕回大樓繼續跟進會議情況。
「人民力量」的拉布戰不單影響了電

台記者的工作，還令立法會餐廳措手不
及。許多記者因擔心會議隨時流會，不
敢離開立法會大樓用晚餐，只能夠趁傍
晚的休會時間到立法會餐廳祭五臟廟，
選擇頓時銳減。立法會餐廳職員則表
示：「平時(逢星期三晚)只有十來㟜客
人，廚房準備2盆飯也常常有剩餘。」
但昨晚突如其來的客潮，就令他們招架
不來，白飯在7時多已經賣清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殃
及
池
魚
▼

主席可制止離題繁瑣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反

對派聯同「人民力量」大打拉布戰，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議事規則中訂明
在全體委員會階段，議員發言次數不
限，每次發言時間為15分鐘，自己會按
照一般做法，將3條條文和所有修訂案
進行合併辯論，所有議員均可就有關條
文和修正案發言。
曾鈺成昨日在會後強調，只要議員的

發言貼題、言之有物、沒有重複話題，
他一定要容許議員發言，而議事規則亦
訂明若立法會主席認為發言離題便可以
制止該議員繼續發言，另外若議員繁瑣
地不斷重複個人或其他議員的意見，他
亦會阻止該議員發言。

被問到預計審議階段時間有多長時，
曾鈺成就說，因為沒有估計有多少議員
發言及發言時間有多長，暫時沒辦法估
計審議時間。

■立法會審議議席空缺填補方案，反對派離場，浪費議會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譚耀宗稱將研究修改議事規則，防

止議員濫用修訂。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黃毓民及

陳偉業提出

逾 千 項 修

訂，意在阻

撓 法 案 通

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曾鈺成說

暫時沒法估

計 審 議 時

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