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慧卿黃成智獨攬新東
細閱民主黨較早前公布的下屆

立法會選舉的參選名單，可發現

新面孔甚少，不但部分「千年老

二」繼續上位無望，有黨內年輕

黨員亦大發抱怨之詞：「心水清

的人士都會發現，5個直選選區中，

很多都是熟口熟面的人物參選，數目

並無因為議席增加而增多，連N加一

都做不到」。有該黨中人直言，民主

黨在新界東本來有3席，若實行「N

加一」，就應派出4張參選名單，但現

時只得劉慧卿及黃成智，明顯是「劉

黃」兩人不想票源被攤薄而有落敗之

危，故「絕殺」新人上位的機會。

李華明涂謹申只傳老人
至於九龍東似有「新氣象」，但實

為「舊酒新瓶」，該黨中人續說：

「是李華明不連任，才給胡志偉補

上，但胡志偉已等足十幾年，而且他

上屆已選過了，但民主黨卻不培訓多

一名新人，以備不時之需。九龍西一

樣是因為涂謹申轉戰超級區議會界

別，才由黃碧雲代替，但黃碧雲並非

年輕一代，只是大家見慣見熟的老面

孔。」

李永達夫妻檔玩晒新西
他續指，港島區本

是民主黨的大票
倉，最後卻連
一席都不知能
否保得住，為
免缺席港島區，
被公民黨「冷手執
個熱煎堆」，黨內大佬便
勸退知名度不足及受醜聞影響形象的
現任立法會議員甘乃威，但推出的不
是「新鮮人」，也不是如馮煒光之流
的「千年老二」，而是在上屆黨爭下
被「逼離」港島區直選的單仲偕。而
離譜的是，新界西所指的多一張名單
竟然是李永達太太陳樹英：「兩夫婦
獨霸了整個選區，還不是閉門一家
親？」

至於惟一一張新面孔是欲選超級區

議會的尹兆堅，但無人不知，他純屬

「陪跑」，黨根本沒為他度身訂造宣傳

攻勢，以提升其知名度：「讓他去

選，是為免他硬要出戰直選，影響新

西部署。」有多名年輕黨員更指，反

對派仍未就「超選」定局，一旦民主

黨發現尹兆堅的勝算不大，並會影響

涂謹申的勝算時，尹便會成為犧牲

品。

落選如失業 拒絕讓位
他們直言，一個老牌政黨，完全

被幾個人「把持」：「最大問題是

黨內的發展只由何俊仁、李永達及

張文光3人決定一切，單仲偕、劉慧

卿及羅致光則是邊緣核心人士，他

們幾個人的決定往往取決

於個人的利益，而不是黨

的利益。」有黨員更狠

批，現職議員視立法會議

席為「謀生工具」，而非為民主、政

治理念而奮鬥，故落選等同「失

業」，無人願意「退下火線」：「好

似劉慧卿，都已做了這麼多年，還

時常口中說要培養新人，最後自己

就繼續霸住個位。」

一場立法會選舉，是最好的「照妖

鏡」，可見民主黨民望「江河日下」，

影響力亦大不如前，兼逢黨內無休無

止的派系鬥爭，未來立會搶位戰勢必

繼續發酵，看來「日子絕不好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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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政府正在密鑼緊鼓籌組中，

按照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的改組架

構，在政務司及財政司以下均作出一

定程度的變動。第一是各增設一位副

司長，分擔兩個至三個局，更大的變

動是改組原來的十二局為十四局，並

且在工作範疇作出調整。

架構重組合理 有利落實政策
在司級官員的分工上，回歸後由建

立政治問責制，經過多次重組後，政

務司司長統管九個局，財政司司長管

三個局、加上金管局和經濟分析及方

便營商處。相對於回歸前，政務司司

長統管整體行政運作，財政司管經濟

及財政已經形成兩司平行、各司其局

的情況。自從財政司下設立發展局以

來，負責管轄屋宇、建築、地政、規

劃等署。而龐大的房屋署卻與運輸等

放在政務司司長之下。近年在發展與

環境保育、規劃方面使發展局應接不

暇，卻又受制於政務司下的環境局及

房屋署等的事件及問題頻生，社會對

此有不少意見。因此、候任特首重組

發展局為房屋規劃及地政局，理順了

原來兩司分管的互相牽制關係。

其次，原來的架構在財政司下設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分管十二署級機

構，還管上了電台、天文台、電訊、

影視娛樂、科技等等。這個司長可難

做啊！現在候任特首重建工商及產業

局，在香港產業結構及發展理念上將

會出現較大的變化。

改組後政務司下轄公務員事務、政

制及內地事務、環境、食物及衛生、

民政事務、保安六局；新設的副政務

司長分管教育、勞工及福利、新設的

文化局三局，合共九局。在財政司下

轄財經事務及庫務、改組後的房屋規

劃及地政、運輸及工務三局；新開設

的副財政司分管工商及產業、科技及

通訊兩局，合共五局。

這四位司級官員目前急於大規模開

展工作的是地政及房屋，工商及產業

發展等。這些發展計劃都是候任特首

在政綱中作出承諾，而實施方面不可

能短期見效的！

至於新開設的兩個新局是文化局及

科技通訊局。在香港過去一向以經濟

回報為標準的運作模式下，要改變思

維乃非易事，而且阻力很大。

阻礙架構重組 罔顧香港發展
總的來說，這次政府架構重組，只

是組合的合理化，兩司工作平衡分配

而已。對於經常關注香港時事的人看

來，是不難理解的！

如果要作一些補充，就是架構中缺

乏有分量的政策研究機構。香港的政

治、經濟、社會等發展策略不能單靠

開幾次策略發展會，各抒己見就成。

環顧各國以及內地各省市都有經濟社

會研究部門。而香港回歸十五年卻未

能給市民前景及信心，實在很值得我

們反省。在內地事務方面，駐粵辦、

駐京辦的職能也應檢討。我記得特首

曾說過，現在政府的部門已經可與內

地直接聯絡，駐京辦作用不大了。當

然，如果駐內地官員只做聯絡雜務的

話，實在沒有必要。但是、如果他們

在政策研究上

發揮作用，為香

港的政府官員提供

基本資料，以助制定及執行政策，推

動CEPA才會有進展。我記得大約兩年

前梁振英先生說過：香港的美國領事

館的規模不知道比香港駐內地的辦事

處大多少倍，以香港與內地關係的重

要而言，實在不成比例！

在過去十五年，中國經濟起了大飛

躍，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五倍，香港

只增長了三分之一。香港的經濟規模

與內地比較由1997年的17%下降至

2011年的3.9%。同期對外貿易的比重

也由1.2倍下降至25%。全國有十個省

市的GDP超越香港，今年深圳也會超

港了。香港的股票市值、交易額、集

裝箱運輸已經落後於上海。如果香港

人仍忙㠥閉門互鬥不休，有人以阻礙

香港改革發展為樂的話，我真為香

港、特別是下一代年輕人的前途憂

慮！

香港政府架構有必要及時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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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這次政府架構重組，只是組合的合理化、兩司工作平衡分配而已。如果要作一些補充，

就是架構中缺乏有分量的政策研究機構；在內地事務方面，駐粵辦、駐京辦的職能也應檢

討。在過去十五年，中國經濟起了大飛躍，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五倍，香港只增長了三分

之一。香港的股票市值、交易額、集裝箱運輸已經落後於上海。如果香港人仍忙㠥閉門互

鬥不休，有人以阻礙香港改革發展為樂的話，我真為香港、特別是下一代年輕人的前途憂

慮！

■劉佩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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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廿三條憂慮
曾鈺成：看政府方案

譚志源勸「人力」收埋塊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新屆政府上任在即，外圍
經濟不明以至貧窮問題惡化
等，都是未來的施政挑戰，
《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更備
受外界關注。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接受珠海學院學生報訪問時
說，相關議題必須經過一定時
間諮詢，不可能短時間內完
成，候任特首梁振英曾經表明
廿三條立法非優先處理事項，
至於如何消除市民對廿三條的
憂慮，則視乎政府拿出的方案
是「有殺傷力的刀」抑或「無殺傷力的尺」。
曾鈺成早前接受珠海學院學生報訪問時，亦提到前政務司司長許

仕仁被廉署拘捕等議題。曾鈺成坦言，許仕仁被廉署拘捕肯定並非
梁振英的命令，當時他仍未上任無權命令廉署採取行動，加上相關
事件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故而若將拘捕行動算在梁振英身
上，對各方都有欠公道。

自言倘連任會做得更好
此外，立法會換屆選舉在即，曾鈺成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

如果決定再參選立法會而又勝出的話，希望能夠連任立法會主席，
完成未兌現的承諾。他認為憑藉自己過去的經驗基礎，下屆會做得
更好，但要視乎民建聯的最終決定，「由於立法會審議好多法案都
與內地有密切關係，有需要再加強立法會與內地的溝通，希望今後
可以做好有關方面的工作」。

林瑞麟讀神學被讚有追求
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日前表明任期完結後將赴英倫留學，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就大讚這個「五度上司」，直言林瑞麟統籌及執
行能力非常高，亦是從政務官出身：「在政務官的行列中，不少同
事是十分欣賞亦十分尊重他的。」在政治問責團隊中，林瑞麟亦是
團隊精神非常高的同事，且他過往多年主責處理的政制發展難度與
挑戰都十分高，相信這對他的民望亦有影響。
與林瑞麟同為基督徒，譚志源透露，過去與林瑞麟有很多私底下

的個人信仰及前途的分享：「林司長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我覺得
他在神學上的追求是越來越有興趣，特別在這兩三年來。因為我在
過往數年亦有修讀神學兼讀課程，他曾數次問我在哪裡修讀及讀些
甚麼等有關問題。」譚志源直言，自己已隱約覺得林瑞麟在神學方
面是希望有所追尋的，故聽到他宣布未來的去向時並沒有覺得十分
突然。

耍太極拒談個人去向
不過，被問及個人去向時，譚志源則表明，作為現屆的官員，不

能在此公開個人去向，要留待候任行政長官和中央作出決定。但強
調不論出任哪個位置，問責官員都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要面對議
會上很多的角力；要面對市民對問責官員應有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亦要做到社會認為問責官員有很高的個人操守這要求：「故在個人
操守、能力和在團隊面對工作的爭議性和敏感性都十分高時，我相
信不論哪位出任下任官員和出任哪個崗位，都要有充分的心理準
備，應對這些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馬丁不反對袁國強掌律政司
就外界有傳袁國強可能獲提名為下屆律政司司長，反對派

「教父」、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馬丁）昨日於電台節目中稱，
袁國強過去做大律師公會主席時並不稱職，不應參與廣東政協
的統戰工作，但他感覺袁不是一個壞人，可能是有些天真，他
願意聽其言，觀其行，給袁國強一個機會。他又指，有些職位
由某些人擔任可能不是很適合，但待其擔任的時間長了，可能
會慢慢變得適合這個職位，律政司司長便是其中一個這樣的職
位。　

李柱銘聲稱，回歸前港英政府很尊重法治，英國政府很尊重人
權、法治，但回歸之後，中央政府不停給特區政府壓力，中聯辦的
影響力越來越大，現在做律政司司長很艱難，「他要守龍門，但如
果是自己人將球射向自己龍門，他又如何守呢？」他又大讚黃仁龍
做律政司司長，「對他自己不是好事，但對香港是一件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行政署長已經去信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要求在星

期三的立法會會議上，先

處理《2011年漁業保護(修

訂)條例草案》和《2012年

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的恢復二讀和三讀程

序，然後才處理《2012年立法

會(修訂)條例草案》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

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不希

望立法會議員採用「拉布」手

段，利用多項修訂拖延草案的

審議，影響立法會的運作，並

影響涉及民生的其他草案審議

工作。發言人又指，雖然已公

開呼籲有關議員懸崖勒馬，但

得不到他們合作，因此希望先

透過處理其他草案，讓有關議

員有更多時間重新考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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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大打「拉布戰」，拖累多項重要法案的審
議。立法會將於明日就《議員出缺安排》條例草
案恢復三讀審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表示，據立法會《議事規則》，在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議員發言每節限時15分鐘但節數不限，即
隨時可以重複發言至「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故
主席屆時裁決是重要因素，期望「人民力量」議

員懸崖勒馬撤回千項修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坦言，
建制派「輪更接力」要視乎議員的決心及定力，不容
易做到百分之百的保證。
立法會上星期就《議員出缺安排》條例草案完成二

讀，待恢復全體審議階段即告流會。譚志源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後回應指，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條例
二讀通過後必須要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局方現
時無其他選擇，決定下次會議恢復有關議程。他透
露，目前收到個別議員因應家庭理由需要離港等通
知，稍後會與同事細心研究出席情況再作準備。

重申已順應意見優化非強推
譚志源形容，相關條例草案已經通過二讀審議，但

二讀跟三讀間卻是「一步之遙，千里之隔」，重申修
訂案已經因應時勢轉變，並透過諮詢後大幅修改，絕

非「硬闖強推」。他認為「解鈴還需繫鈴人」，期望議
員懸崖勒馬，辯論時亦盡量精簡，以公眾利益為重，
考慮撤回千項修訂，透過辯論及投票讓法例如期審
議，以讓立法會的運作恢復正常，無論如何都會尊重
主席的權力和責任。

曾鈺成：建制派「輪更」需決心
曾鈺成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拉布」是常見

的政治策略，作為主席有權按《議事規則》否決毫無
意義的修訂，但考慮到「人民力量」提出逾千項修訂
與過往獲批的修正案並無太大分別，不過可能會浪費
大量資源，認為建制派以「輪更接力」應對會議有難
度，要視乎議員的決心及定力。
面對多條議案或受拖延，曾鈺成指，按照《議事規

則》規定，政府有責任及權力決定呈交立法會法案的
優次，以防拖慢其他條例的立法程序。就政府新架構
改組審議，曾鈺成以高鐵撥款審議為例，指出改組政
府屬決議案而非法案，議員難以提出多項修訂拖延，
但交由財委會審批撥款申請時則無限制議員的提問，
反對派當時就高鐵撥款審議，曾經拉布接近20多個小
時，但因應立法會換屆選舉關係定要在7月18日叫停
所有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大佬霸位選立會
乳鴿變「憤怒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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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昨日在電台上講述對未

來政治形勢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李永達

何俊仁

張文光

設計圖片

一直希望鞏固反對派「龍頭地位」的民主黨，黨爭內鬥素來嚴重，幾度爆出退黨潮就是

實例。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在即，但民主黨的部署卻教人疑竇頓生，皆因所謂培養新一代接

棒徹底淪為「美麗的口號」。有民主黨年輕黨友就狠批，黨內大佬文化根深蒂固，核心領導

層一旦發現既有利益受到威脅，便會立即將挑戰者「消弭於萌芽階段」，故未及黨內醞釀，

作為核心圈的何俊仁、張文光及李永達便已「少數決定大多數命運」，暗地裡

放棄了「N加一」的參選策略，只求保住自己的議席。他形容，民

主黨正在萎縮，要徹底解決問題，惟有待「蘋果爛到透」，再有賢

人「誕生」，出來收拾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