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古
物諮詢委員會建議把舊政府總部西座
的歷史評級由3級「升呢」至2級，即
日起諮詢公眾1個月，若敲定評級，
意味當局要把具特別價值的部分建築
物予以保存。但特區政府堅持清拆西
座重建為商廈的計劃，首次在政府建
築物上採用「建造．營運．轉移」模
式，交予發展商興建及營運不多於30
年，業權其後會交還政府。發展局局
長林鄭月娥表示，今年底邀請發展商

提交意向書，並於明年上半年公開招
標。

若敲定為2級須保育活化
古諮會昨日傍晚開會後建議把西座

評為2級歷史建築，東座、中座及整
個政府山用地則評為1級歷史建築，
將諮詢公眾1個月，其後再敲定最終
評級。古諮會主席陳智思表示，若西
座最終被評為2級歷史建築，當局要
盡力保護，可參考外國經驗，為舊建

築注入新元素活化，若政府山列為較
高歷史建築級別，政府仍堅持拆卸西
座，須向公眾解釋。

發展局未改初衷擬重建

不過，發展局未因古諮會的建議而
改變初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記者會
時稱，當局因應公眾訴求，保留政府
山業權，不會「賣斷」西座，但因西
座歷史價值低，將會重建為32層高商
廈，交予發展商興建及營運不多於30
年，業權其後會交回政府；但政府不
會自行重建，以免影響其他工務工程
的撥款申請。
林鄭月娥表示，清拆安排有先例可

循，鯉魚門度假村用地歷史評級為1
級，但亦清拆村內屬3級歷史建築的
騎術學校。

討論不應扯上「地產霸權」

她稱，社會須考慮整體利益，包括
西座重建後只佔地1,350平方米，較目
前2,520平方米為少，可騰出更多公共
空間和綠化面積；雪廠街近皇后大道
中可增1條行車線，重建後32層高的

商廈亦可滿足中區寫字樓的需求。
對於古諮會昨午才討論政府山的歷

史評級，林鄭月娥卻選擇早上公布最
新安排，她解釋，因過去有關討論指
控計劃與「地產霸權」有關，在會議
前公布旨在掃除不必要的政治困擾，
讓委員可以從文物保育角度討論，而
毋須與「地產霸權」扯上關係。她又
稱，已就此事徵詢古諮會主席陳智思
意見，對方亦鼓勵及支持這做法。
林鄭月娥重申會以最大公眾利益作

考慮，強調西座歷史價值低，當局不
可能不惜代價保留，而漠視清拆重建
的好處，保留並非適切的做法，當局
不會因某小部分人發出很大聲音而動
搖。

明年雙信封制公開招標
港府今年底會邀請發展商提交西座

的意向書，明年上半年以「雙信封制」
公開招標，既考慮政府租金收益，亦
會考慮質素及技術。林鄭月娥表示，
招標會有條款規定建成後的公眾休憩
用地及4,700平方米的政府社區樓面等
設施交還政府，有發展商已表示有興
趣，但最終反應須視乎招標條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長林

鄭月娥的言論或令丁權成歷史，但有法律學者

指出，《基本法》保障新界原居民傳統權益的

條文，與維持香港50年不變的條文，兩者無直

接關係，質疑林鄭月娥「交叉演繹」2項條文很

牽強，缺乏法理基礎。

另有學者認為，保護新界原居民權益的條

文，並無列明在《中英聯合聲明》內，港府倘

計劃改變丁屋政策，毋須以2047年為界限。

指基本法四十條五條無直接關係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指出，《基本

法》第四十條提及「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

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而第五條則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

變」，兩項條文沒有直接關係，質疑林鄭月娥以

第五條「交叉演繹」第四十條，說法牽強，亦

沒有足夠法理基礎。

港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指出，《基本

法》第四十條保護新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

並無列明在《中英聯合聲明》內，港府倘計劃

改變新界丁屋政策，毋須以2047年為界限，但

他認為，若修改《基本法》第四十條，勢必惹

來司法覆核的挑戰。

葉劉指林鄭出口術推高民望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相信林鄭月娥的言論會

受市區居民歡迎，但知易行難，要考慮會否違

反《基本法》，亦要擺平原居民的情緒，避免社

會分化，又質疑林鄭月娥「出口術」推高民

望。公民黨余若薇則表示，只要能符合社會需

要，任何討論都是好事，政府可修改《基本法》

處理丁權問題，不擔心市民的其他權益受威

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由公民黨成員策動
的民間團體「政府山關注組」，最近向國際古蹟遺址
理事會提供片面的資料文件，成功游說理事會就舊政
府總部西座發出「文物警示」，以阻止港府的拆卸行
動。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批評，關注組的舉措是「以
偏概全」和「斷章取義」，抹煞專業團體不反對清拆
的意見，把不盡準確的資料提交國際組織審閱。

林鄭：未交代不反清拆立場
公民黨黎廣德作為成員的政府山關注組，約半年前

接觸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並游說對方就舊政府總部
西座發出「文物警示」。林鄭月娥表示，關注組向國
際組織提交不少文件都「以偏概全」和「斷章取
義」，有文件引述香港城市設計學會的部分意見，但
卻未有交代學會不反對清拆的立場，她不滿關注組提
交的資料欠缺全面。
對於國際組織的「文物警示」，林鄭月娥認為整個

過程有欠公道，「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發出警示前，
未有給予特區政府回應事件，此舉有違國際正常程
序」，當局會爭取機會向理事會提交全面資料，詳細
解釋事件。她續稱，尊重專家的意見，但事實上關注
組提交的文件，很多都不完全準確反映事實。

評級屬行政工作 無法律效力
對於當局在西座未有評級前已決定清拆，會否遭司

法覆核，林鄭月娥認為毋須擔心。她稱，評級屬行政
工作、不具法律效力，遭受司法覆核風險低。她又
稱，西座用地會維持「政府、機構及社區」用途、不
會改作「商業」用途，無空間被人提出司法覆核，並
指計劃已討論多時，若有一小撮人利用法律程序阻止
計劃，社會自有公論。

A6 責任編輯：姚逸民 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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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昨裁定被判監但未服刑人士不可參選立

法會的條例違憲，判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社民連議

員助理黃軒瑋司法覆核勝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

言人表示，政府會仔細研究判決，然後決定下一步

行動。事實上，任何國家或地區的參選權都並非毫

無限制，《立法會條例》禁止被判監禁但未服刑人

士參選立法會選舉，原意是避免當選者因服刑而未

能履行議員職責，而非限制市民的參選權，與《基

本法》條文並沒有抵觸。法院通過判例去推翻有關

法例，做法絕不可取。

本港現行法例規定，未成年人士、暫住居民及不

能照顧自己的居民都沒有參選權，在外國一般正在

服刑或等待判刑的人士，都不能參選或出任公職。

本港《立法會條例》第三十九條，列明「任何人在

提名期至選舉期間，已在香港或任何地方被判監禁

但未服刑，即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資格」，條例對參

選人所作出的限制，與外國做法相近，在法理上沒

有可質疑之處。同時，《基本法》第二十六條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有關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前提是必須「依

法」，「依法」本身已是一種限制。立法會制訂的

《立法會條例》也是香港法律的一種，其對立法會參

選權所作出的限制，並沒有抵觸《基本法》。

《立法會條例》禁止被判監禁但未服刑人士參加

立法會選舉，原意是考慮到有關人士儘管當選，但

在未來一段時間將難以履行職務，嚴重影響立法會

的正常運作。而且，部分人士可能在外地觸犯了

「官非」，而市民未必知悉，有關法例正是確保所有

參選人在參選時都沒有「官非」在身，以維護立法

會的正常運作和形象，合情合理之餘，也是參考外

國的經驗。

《立法會條例》是經過立法會審議通過，就算需

要修改也應由特區政府提出，及經立法會表決通過

才是符合法定程序。現在高等法院通過司法手段判

處條例違憲，等如是用司法權來干預立法會及行政

權力，逾越了司法的界線。更要指出的是，近年法

庭在處理政治性的案件時，對於一些挑戰現行體制

的案件過分縱容，例如以抗爭為名破壞社會秩序的

行徑多是從輕發落，這宗案件也是因為梁國雄為了

參選立法會而興訟，將法庭變成政治角力的舞台。

對於這些有明顯政治傾向性的案件，法庭在判決時

也需嚴格依法辦事，若過分縱容，只會誘使更多人

利用法庭作為政治抗爭工具。法庭也應嚴守司法克

制原則，不應干預立法事務，保障司法的中立公

正。

(相關新聞刊A19版)

古物諮詢委員會昨決定，將舊政府總部

西座，由三級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發展局

局長林鄭月娥亦宣布舊政府總部發展的最

終方案，堅持拆卸西座，以BOT（建造、營

運及移交）形式發展，但不會改為商業用

途。政府重建西座但保留業權的處理，是

回應社會對政府山保育的折衷方案，既考

慮政府山的整體保育，藉重建改善交通、

環境，又可增加寫字樓供應，兼顧中區發

展的實際需要，在保育和發展之間取得必

要的平衡。

西座歷史價值不高，原本可拆卸作商業

發展，可紓緩中區優質寫字樓供應不足的

矛盾。但是，社會上要求整體保育政府山

的聲音高漲，政府最終儘管拆卸西座，並

以類似興建隧道的營運模式交給發展商重

建及營運，但政府會保留新大樓和土地的

業權；同時西座重建後只佔地1,350平方

米，較目前2,520平方米為少，可騰出更多

公共空間和綠化面積；而休憩空間範圍則

會進一步拓大，由原本的6,800平方米，擴

大至7,600平方米，面積等如今日的皇后像

廣場，成為中環「市肺」；西座拆卸後，

雪廠街近皇后大道中的行車線，可由現時

兩線變為三線。綜合上述調整可見，政府

已對西座的處理作出明顯讓步，既保留西

座土地業權，對政府山作整體保育改造，

又為日後區內交通、空氣、共同空間帶來

明顯改善，基本達到保育的效果，回應了

環保人士的訴求。

此次政府決定以BOT的發展模式來處理西

座，這是以往較少用於處理土地問題的方

法。發展商在參與BOT後，會自行斥資興建

整座新大樓和公眾休憩空間，需要馬上交

回公眾休憩空間予政府，亦要馬上交回新

大樓內屬於政府機構和社區的空間，同時

可將其他部分的寫字樓出租予中區傳統的

金融、法律等行業。這也照顧到中區作為

香港最核心地區發展的需要。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需要善用中環商業中心區的

珍貴土地資源，增加發展非常有需要的寫

字樓供應，有助紓緩中區租金昂貴問題，

提升香港競爭力。拆卸西座，重建一幢與

金融和法律等行業相關的半公共大樓，可

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中環

作為核心金融區的形象。

參選權並非沒有限制 西座處理模式兼顧保育發展

原居民丁權 林鄭倡2029年終結
指「50年不變」屆時應劃界 未來5年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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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總部西座重建 政府不棄業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羅敬文）新界原

居民享有丁權，年滿

18歲便有權興建丁

屋的政策或有變數。

盛傳是下屆政務司司

長的發展局局長林鄭

月娥個人認為，這權

利不是無止境，未來

5年是好時機探討是

否終結有關政策。她

稱，《基本法》訂明

「50年不變」的原

則，可以2029年劃

界線，規定該年之後

出生的新界原居民不

再享有興建丁屋的權

利。

■林鄭月娥

表示，舊政

府總部西座

重建後可騰

出更多公共

空間和綠化

面積，成為

中環商業區

的「市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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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土地政策的林鄭月娥日前接
受報章訪問時稱，在上任發展

局之初，已向鄉議局就丁屋政策提出
初步意見，認為在特定時期後應停止
享有丁權，亦希望對方提出方案，但
多年來未獲回覆，她相信未來5年是
好時機終結丁權政策。

2029年出生2047年滿18歲
香港《基本法》第五條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
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

方式50年不變」。林鄭月娥在訪問中
稱，《基本法》保障港人生活50年、
即直至2047年前不變，當中的丁權問
題可以2029年劃界，原因是當年出生
的新界原居民於2047年剛滿18歲，仍
享有丁權，但之後出生的原居民則可
能無法趕上「尾班車」。

林鄭強調政府無既定立場
她續稱，下屆政府應開展檢討工

作，考慮提供鄉村基建或加快現有丁
屋審批作為賠償。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記者會時稱，她
個人認為以上做法是可以考慮，但強
調政府並無既定立場，期望下屆政府
認真和嚴肅處理，與公眾詳細討論，
再與鄉議局磋商處理方案。她強調，
立法會每隔一段時間便要求港府交代
丁屋政策檢討進展，不可以把問題視
而不見，最遺憾是在過去5年內，丁
屋政策檢討未有絲毫寸進。

劉皇發指政策須小心處理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表示，丁屋政策

需要小心處理，終結丁屋政策問題嚴
重，是十分複雜的事，要從長計議，
並指這是林鄭月娥的個人意見，將會
親自向林鄭月娥了解其言論。鄉議局

副主席張學明表示，歡迎任何改善丁
屋的政策，但《基本法》列明新界原
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應受保護，而丁
權是傳統權益，認為任何改變都需要
符合《基本法》。
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回應指，

當局應待2047年才處理問題，又批評
林鄭月娥挑起事端，破壞城鄉和諧。

■林鄭月娥表示，未來5年是終結丁屋政策的

好時機，望下屆政府認真和嚴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丁屋問題擾攘已久，林鄭強調政府並無既定立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