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 法會正在激烈討論新政府架構重組建議，
反對派政黨政團拚命拉布，試圖阻撓新政

府如期於7月1日「齊齊整整就任」。身為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未評論
議事堂發生的一切，但寄語新一屆政府，必須
與不同黨派，包括建制派、反對派構建合作關
係，因為政黨網絡遍布全港各區，能夠成功爭
取他們的支持，政府在落實政策時更能得心應
手。

憶問責初期 高官擬落區
他憶述，首任特首董建華在2002年設立問責制

時，原意也是增設政治任命官員做好政治工
夫，透過落區聆聽訴求及解釋政策，爭取群眾
認受和支持。
曾鈺成笑說：「我記得當年梁錦松（當時的財

政司司長）還跟我說，司長、局長也要分別落
區，會開設地區辦事處及開居民大會。」這個
構想把曾鈺成嚇了一跳，「我回去即時跟民建
聯的兄弟說：糟了，將來官員開居民大會，定
必搶了我們的地區客，我們開會只能說『爭
取』，講爭取即是吹水，但司局長開居民大會卻
可以作出承諾」，但過了一段日子，曾鈺成未見
司局官員在地區有所動作，於是向官員八卦。

文山會海 無奈大計泡湯
他說：「有局長告訴我，自己一回辦公室已發

現『文山會海』，整個 面都是文件，還要應付
由朝到晚的會議，哪來時間落區？就算不睡覺
也不可能做完案頭工作。」因此，問責團隊的
落區大計宣布泡湯。
梁振英開宗明義，堅持要其問責團隊落區，曾

鈺成認為是正確的選擇，同時也應汲取經驗：
畢竟3司2副司14局的編制人手有限，故特區政府
應同時務實地與政黨合作，「政黨的網絡遍布
社區，加上每一位議員也要參選，與官員的心
態不同，你只跟政黨鬥接觸市民，卻不爭取立
法會主要政黨的支持，未來將難以管治。」

政府與反對派 應試合作
他又強調，反對派在社會上仍獲得相當的支持

度，特區政府總不能視他們為敵人：「有爭議
性的議題，建制派明知難啃也會嚥下去，反對
派不會，但作為政府不能不與他們建立合作關
係。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會否完全視共和黨
為敵人呢？」

共同理性探討 實現普選
曾鈺成慶幸，今年的特首選舉及立法會選舉巧

合地在半年內圓滿結束，換言之，政府及立法
會換屆後，香港會在下場選舉來臨前有相對長
的時間，有更穩定的政治版圖，「大局既定，
大家各自知道位置後，理應為下一步實現普
選，以至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理性探討」。
曾鈺成並引用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

「刺 寓言」，「寒冬中的一堆刺 ，大家擠得太
緊，你刺我時，我又刺你，自然會走開一點，
但散開後又感到冷，最終都會再走在一起」，所
謂物極必反，在大家各走極端，找不到出路
時，或許會有新的合作契機，「長遠來說，我
是樂觀的，只在於我們要撞板多少次，吃多少
苦頭，大家才知道要走回頭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普選是香港社會
各界近年熱議的焦點，曾鈺成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
出，港人關注的政治民主當然重要，但經濟力量的
民主同樣不容忽視，「如果本身財富有限，你住哪
裡？過什麼生活？做什麼工作，甚至下一代的教育
或活動，也很少選擇，即是經濟權被剝奪了」，故
港人必須理解「政治上的一票」，不足以解決貧富
懸殊等問題，但亦不能誤以為落實民主，就等同要
犧牲效率，關鍵在於香港的民主是不是「優質民
主」。

時間表解決 應做好準備
因此，他認為，港人不應再問「香港是否準備好

普選」，而是要問「應該如何保證做好普選的準
備」，確保香港將來實現優質民主，「這一屆政府已
準備普選，下一任行政長官就要由普選產生，未來5
年至8年是我們踏進普選的關鍵時候，我們不應再問
準備好沒有？因為普選時間表已經清楚訂明」。

避免激化 拒讓民粹抬頭
曾鈺成續說，要落實好「優質民主」，沒有天書可

以參考，只能靠香港人一起努力探索。首先，港人
應掃除影響政府良好管治的障礙，包括確保不讓民

粹主義抬頭，同時要避免政客激化問題，借「為民
請命」凝聚政治本錢，「爭取管治權的政客，為了
選票，會迎合選民短期的眼前利益。為甚麼環保及
退休保障在民主國家也難以推行？因為要這一代人
多付出養活將來，人人也不情願。但社會必須留意
如何避免民粹主義，妨礙政府推行符合社會發展長
遠利益的政策」。

建包容文化 勿你死我活
他承認，香港各派政治勢力近年協作不多，將會

是民主發展的一大障礙，而永遠的對立，不可能實
現真正的民主，香港必須共建包容文化，不能盡贏
或盡輸，「環顧全球民主地區，不同政治組織間都
有競爭，在選舉過程中針鋒相對，你死我活。但有
結果後，各自知道角色，執政的執政、監察的監
察，大家埋位建立合作及互相制衡關係」。

發酵討論 有助提高警覺
要落實好「優質民主」，曾鈺成認為，一方面要看新

一屆特區政府是否有智慧、能力及技巧應對，市民又
是否有雪亮眼睛看清政治生態。但可以肯定的是，社
會多就上述問題發酵討論，集思廣益，總有助香港提
高警覺，不讓選舉矛盾造成太大負面後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
很多視立法會主席是一份「苦差」，但出名思路敏捷的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卻從容面對。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說，自己要做的是扮演好執行《議事規則》的角色：
雖然在裁決後要面對政治後果，但在裁決時，無論是面
對議員提出1,300項修訂，還是作出「剪布」，也毋須顧慮
太多，一切按規矩辦事，又引用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近日
的「抗拉布」名言笑說：「『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開會）也不太辛苦，比我想像中容易多了。」

進入角色 不能發揮辯才
在當上立法會主席後，大家就鮮有再聽聞曾鈺成的滔

滔雄辯，有人並為他的辯才無處發揮大感惋惜。他笑
說，自己今日仍可以很自由地發表言論，「暢所欲言」，

「我知道自己有新角色，有些說話不適宜再說，但不存在
我好想講、卻不能表達的情況，相反，很多以往想不到
也不會說的話，卻可以在這個平台上分享」，並舉自己的
「大和解」構思為例，說這就是他在擔任主席、經「腦震
盪」後想出來的新思維。

不留餘地 最終難有成績
他坦言，當自己的身份單純是議員及民建聯核心成員

時，做事常要考慮政治後果，在參與議題辯論時更容易
引發紛爭，「社會有對立意見，出席論壇時的言論，往
往贏得一方面熱烈掌聲，但同時要承受另一面的尖刻批
評或喝倒彩」，同時亦不免會與反對派甚至建制派友好有
一種競爭性心態，力求壓倒對方，但現在換了位置，反
而看透倘各黨派不包容合作，不給對方留餘地，最終結
果是做不出成績。
曾鈺成說：「說得輕鬆一點，當主席對我來說是另一種

遊戲，需要另一種心態，不是要比別人優勝，而是盡量
取得平衡，各取所需。」

應對千修訂 秘書處有功
他表示，隨 議會文化演變，今屆議會「破了很多紀

錄」，未必事事有先例可援，但事情發生的方式可能前所
未有，適用的規則卻依舊不變，「最有機會引起爭議的
問題，都並非在電光火石間作出裁決，例如議員要求提
出千多條修訂，事前也有足夠時間翻閱《議事規則》及
過往經驗，再與秘書處開了3次會議才決定的」。自己能
夠履險如夷，得歸功於立法會秘書處的同事專業。

香港回歸15載，立法會主席、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見證「一國兩制」

在時局變幻中成功落實。由民建聯核心人員當上議事堂主席，

曾鈺成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承認，自己在這個過

程中，深刻體會到黨派間沒有包容合作，社會難以建

立包容文化，香港亦難有突破發展。因此他期

盼，在翻開香港新一頁時，真正關心香港發展的人士

能以落實普選為共同基礎，先找出香港公認的難題，

再合力拆解，又寄語新屆政府必須深思未來與建制

派、反對派及大社會的關係，與黨派構建合作關係，

爭取他們的支持，為落實政策增添助力。

系列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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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回望香港回歸15年的發
展，曾鈺成肯定了「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回歸前，許
多人不相信《聯合聲明》，不相信《基本法》，認為中央是
『 』香港人。但這10多年來，即使用最保守的方式去看，
香港起碼沒有出現昔日部分人的悲觀估計，什麼都被內地一
套取代了原本的核心價值」。

言論自由 未被侵蝕
當然，總有人會聲稱，香港言論自由被「逐漸侵蝕」，曾鈺

成笑說，看看今天立法會議員的發言，每天打開報章，扭開
收音機聽一聽《烽煙》節目，「怎能說言論空間被收窄呢？」
成果非必然，曾鈺成認同，港人時刻保持警惕及清醒頭腦是

好事，但客觀來說，必須肯定，不論在社會穩定、
經濟發展、人權法治和自由的維護等方面，
15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都能成功落
實。不過，好戲在後頭，他強調，真正
的考驗陸續有來，尤其是政治發展未
到終點的穩定狀態，政圈中人及廣
大市民尚在參與一場演變，「變
好變壞，還要靠自己掌握」。

■梁振英開宗明義，要求問責班子落區與基層溝通。

資料圖片

■曾鈺成表示，反對派有不少市民支持，政府應尋

找合作點，推進香港民主和經濟的發展。 資料圖片

■避免政客激化問題、民粹主義抬頭，才能落實優質

民主，推動社會前進。圖為建制派反拉布。資料圖片

■立會議員與問責官員多做溝通，構建合作關係對

港有莫大益處。圖為議員與官員餐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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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寄語新屆政

府，除了動員問責官員

落區外，也須與各黨派

構建合作關係，爭取民

意認受及支持。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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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曾鈺成形容過去4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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