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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龍頭」寶座
14名單搶7席

今屆港島候選人大致來自建制陣營、反對
派、激進派及獨立人士，當中不論是政

治派系間的對壘，還是「同道中人」互相
「 票」，都是空前最激烈一次，隨時扭轉過
往反對派4席對建制派2席的局面。

曾鈺成倡「推動優質民主」
在建制陣營，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及東

區區議會主席鍾樹根團隊，以截然不同的形
象及風格，兵分兩路出戰，期望為民建聯搶
攻多一個港島席位。曾鈺成提出「超越矛
盾，一起前進，落實普選，推動優質民主」
尋求連任，並表明一旦當選會競逐連任立法
會主席，與整體社會繼續為香港發展共同努
力。
鍾樹根等港島區7位民建聯區議員則組成團

隊，以「服務港島，我 最強」的口號，爭
取街坊支持民建聯把地區民生議題帶入議事
堂。

王國興夥潘佩璆港島開荒
工聯會首次踏足港島戰場，由王國興從新

西轉戰港島開山劈石，夥拍黨友潘佩璆及3名
「80後」，以「工道 仁心 撐得起」為口號，主
攻港島打工一族及基層弱勢的支持。上屆第3
高票當選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今屆率領
兩位年青黨內區議員黃楚峰及謝子祺出戰競
選連任，外界對她的選情看高一線。

反對派易將決裂形勢混亂
在反對派方面，民主黨過往4年因政改爭議

等與「盟友」決裂，黨內又陷入分裂，但
「爛船都有三斤釘」，外界相信單仲偕靠港島
西區「老本」應可保住議席。公民黨上屆在
余若薇「明星效應」下，以82,600票帶同陳淑
莊入局，但當今政局大不如前，公民黨連環
策動出賣港人的訴訟，早令該黨在去年底區
議會選舉中「自食其果」，如今改由知名度低
的陳家洛配陳淑莊劍指立會，加上賽前爆出
「大狀」打壓司馬文參選的「偽民主」醜聞，
更令不少中產及專業支持者覺今是而昨非。
所謂「一雞死一雞鳴」，在2004年立法會選

舉中，曾與余若薇合組名單參選的何秀蘭，
當年因民主黨過度吸票而墮馬。如今風水輪
流轉，上屆孤軍作戰的何秀蘭仍以逾3萬票當
選，今屆她以工黨副主席身份競逐連任，吸
票力不能小覷，隨時反過來連累「自己友」
未能入局。
傳統黨派激戰連場，新興激進分子亦為戰

況增加戲劇性效果。「人民力量」劉嘉鴻名
單及社民連吳文遠加入戰團，加上經常戴口
罩墨鏡的「事旦男」何家泰，事先張揚參選
是狙擊單仲偕，可預期未來各大競選論壇會
淪為狙擊戰場，火花四濺。曾「搞激」的前

社民連副主席勞永樂，上屆以逾2萬票出局，今屆以獨立身份
捲土重來，在混戰中跑出也不足為奇。

學者料「基本盤」無太大轉變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分析稱，港島區選情

相當混亂，「既有分拆名單的亂，也有新舊交替的亂」，但他
相信港島區選民投票的成熟程度較高，建制派和反對派雙方
陣營的「基本盤」都不會有太大的轉變，但他質疑反對派的
新人能否全數接過舊人的選票，認為反對派如何將總得票平
均切割到各個陣營的名單問題較大，又認為轉戰港島的劉健
儀，有可能會搶走葉劉淑儀的得票，隨時令大家兩敗俱傷，
令到反對派贏到最後一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港島區直選

在政壇上素有「龍頭」象徵性意義，今屆共有14

張名單搶奪7個議席，當中除了傳統建制及反對派

陣營外，還湧現多張激進名單及升斗市民入閘爭

位。選情添變數，各黨派一改策略，沉 應戰，

如民建聯首度在港島分拆兩張名單力爭「議席成

雙」，工聯會首次打正工會旗號出戰搶攻基層票；

民主黨就踢走甘乃威，改由在上屆區選會滑鐵盧

的副主席單仲偕領軍；成功趕絕前黨友司馬文去

馬港島的公民黨，在前黨魁余若薇改戰新界西

下，知名度低的前公民黨主席陳家洛能否「保本」

仍是未知數。在新形勢及新人事下，港島選情難

料，各黨派勢力勢必重新洗牌。

民記爭好事成雙 工聯吸納基層票

三黨下「格殺令」司馬文棄戰超選

譚偉豪倡港做區域ICT總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 在立法會資訊科技界競
逐連任的譚偉豪(見圖)，昨
日在其選舉網站中公開其
「政綱網上互動」第四擊，
提出香港應發揮區域ICT總
部角色，促進數據中心及雲
運算基地發展。
譚偉豪指出，香港需要新

的競爭力，並且尋求新的區域總部定位，而這種新
的競爭力和定位既有賴於香港ICT的角色，也有賴於
私隱保護、資訊自由等優勢，故特區政府有責任制
訂政策，善用香港在中國內地與亞洲以至全球市場
之間的優勢，發揮香港作為區域總部的角色，促進
數據中心及雲運算基地的發展，務求吸引到國際企
業或內地企業來香港設立三類區域總部：ICT總部；
資訊及營運總部；科技及國際合作總部。

爭取成中國國際雲基地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推動香港成為國際企業設立

地區總部的最佳選址；吸納內地企業進駐香港，作

為它們的國際合作總部，爭取中央政府將香港定位
成為中國的國際雲基地，並促進香港和內地的數據
中心有更緊密的合作。
譚偉豪引述業界人士的意見指，特區政府應撥出

專項土地，建立「地區總部園」，以便發揮集群效
應，令總部經濟可形成良性發展氛圍，而具體選址
除了可選擇機場或鐵路沿線之外，也可策略性地考
慮在東涌等新市鎮附近設立，以便帶動周邊地區經
濟發展，收一石二鳥之效，又建議政府應持續採取
有效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策略性境外企業來港投資
及發展，包括繼續採取簡單稅制及低稅率，維持資
訊的自由流通、廉潔的政府和政治穩定及安全，及
加強通訊、運輸及其他基本設施等，又促使政府訂
立相關政策，支持專業人力資源發展，為國際企業
提供經濟誘因措施和配套資源。
同時，特區政府與其他相關機構和業界應加強溝

通與合作，令香港作為一個品牌更受國際注目，如
要求投資推廣署和香港貿易發展局緊密合作，推廣
香港作為全球企業與中國內地及亞洲經商的平台，
增加在香港舉辦國際盛事和展覽會，有助吸引更多
國際企業來港設立地區總部。

港IT專才獲更多就業機遇
譚偉豪又引述業界提出的意見，認為特區政府加

強吸引國際及內地企業來港設立區域總部，有助為
本地IT專才創造更多優質就業機遇。
他坦言，香港的強項在於把技術發展和專業服務

結合起來，在建立數據中心和雲運算平台亦具有極
大優勢，如果能夠引入更多國際企業來港設立地區
總部或研發中心，本地IT專業人士將有更好的機遇
實現轉型，從以往的IT用家/操作者，向「IT作為代
理者」轉化，造就更多優質新工種，如數據科學
家、數據平台建築師、企業數據管理經理等。
為此，譚偉豪建議政府應採取具前瞻性的政策措

施，以更靈活的方式，匯聚並培育「下一代IT專
才」，包括引進香港所缺乏的新工種專才，及鼓勵本
地大學加強與跨國公司合作，協作培育「下一代IT
專才」，並應聯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令中小
企可以一起參與總部經濟的發展，如積極為那些在
港設立地區總部的國際企業穿針引線，鼓勵中小企
為它們提供多層次的專業支援配套服務等。
已報名參加資訊科技界的還包括莫乃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公民黨在和
民主黨及民協達成「議席交換」的「暗室交
易」後，決定力阻南區區議員司馬文出戰今
年立法會選舉的超級區議會議席選舉。在三
黨的「格殺令」下，已宣布退出公民黨的司
馬文昨日在提名期結束日發出聲明，稱已有
逾15名民選區議員表明願意給予提名，符合
參與「超選」的資格，但自己「基於個人立
場」，未能接受「一些未能明確支持推動民
主的政黨所給予的提名，或任何具有附帶條
件的提名」，故宣布不會參選超級區議會選
舉。

尚欠5提名才獲入場券
在反對派3黨的「格殺令」下，司馬文在

早前發表的聲明中，除宣布自己會退出公民
黨外，又指自己直至剛過去的周日晚，只取
得10名民選區議員提名，尚欠5名才能取得
「超選」的入場券，但當時他並未明確指自
己不會參選。
到昨日，他再發出聲明時，就稱多名區議

員從不同的途徑，「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向
他表示願意給予提名，而連同較早前收集的
提名，他將會有超過15個提名，比參選門檻

為高，但就稱因自己不能接受「一些未能明
確支持推動民主的政黨所給予的提名，或任
何具有附帶條件的提名」，故宣布不會參與
超選。
由於司馬文在爭取出戰超選期間，曾威

脅公民黨稱自己正收集地區直選的提名，
暗示會到香港島選區與公民黨的陳家洛名
單打對台，令公民黨「有得震，無得 」，
司馬文宣布不出選港島，也不出戰超選，
陳家洛昨日在該黨的宣傳活動上被問及有
關問題時承認他們確實「放心 」，並稱感
謝對方。

棄英籍需時 潘德鄰退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早前報名

參名立法會醫學界的潘德鄰於昨日退選。
他說，自己曾透過居英權計劃取得英國國
籍，但他在相當後期才最終決定參選，放
棄英國國籍手續需時，「即使我已盡了最
大的決心和努力，目前時間上並不允許我
完成這個程序」，故宣布退選，並為自己
的疏忽承擔全部責任及致歉。
潘德鄰於昨日下午正式向選舉主任辦理

退選手續，並交代退選原因，是因為未完
成其放棄英國國籍的手續，並向他的支持
者因此而感到失望致歉。不過，他承諾會

更積極在其他崗位上為改善香港醫療服務
而工作，絕不會離棄對市民健康的關心，
「我的工作始終以市民的健康為首要目
的」。
他續說，身為一位執業醫生，他仍然可

以監察政府執行醫療政策的成效，「我會
繼續和業界成員保持緊密聯絡，聽取意
見，通過有效的渠道促使政府改善醫療服
務」，並會持開放態度，支持真正有理想
有熱誠的候選人。
已報名參加醫學界選舉的，還包括競逐

連任的梁家騮，及謝鴻興。

■民建聯鍾樹根團隊參選港島區直選。 資料圖片

■曾鈺成(左)等民建聯的參選團隊舉行誓師大會。 資料圖片 ■王國興、潘佩璆等組成的隊伍參選立法會港島區選舉。 資料圖片

■葉劉淑儀的團隊參選港島區直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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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樹根
丁江浩
周潔冰
龔 祥
顏尊廉
李均頤
鄭志成
工聯會
王國興
潘佩璆
朱天樂
何毅淦
陳智
新民黨

葉劉淑儀
黃楚峰
謝子祺
自由黨
劉健儀
邵家輝
李鎮強
民主黨
單仲偕
楊森

柴文瀚
鄭麗
梁淑楨
許智
公民黨
陳家洛
陳淑莊
社民連
吳文遠
人民力量
劉嘉鴻
蕭若元

歐陽英傑
工黨

何秀蘭
鄭司律
鍾松輝
其他

許清安
其他

勞永樂
其他

吳榮春
其他

何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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