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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
日在結束3天訪京行程前，禮節性拜訪了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及副主任張曉明。袁國強引述王光亞在會
面中表示，中央絕對支持特區政府及特首梁振英，並
會全力配合特區政府往後的工作。

袁國強昨日在北京會見傳媒時表示，自己是次訪
京，主要是禮節性拜訪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部、基本法委員會、港澳辦及發改委等部門，希望加
強與內地各個部委溝通，及理順特區政府希望加強香

港成為亞太區法律服務、仲裁和調解中心的工作，協
助業界發展，加強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的
信心。

二十三條立法非當務之急
被本港記者問到他昨日與王光亞及張曉明會面時，

曾否討論過特首大宅的僭建問題，他說，大家並沒有
討論這方面問題，並引述王光亞在談話中非常正面地
指出，中央絕對支持特區政府及梁振英，並會全力配

合特區政府往後工作。
袁國強又表示，他自己並無和中央有關官員討論過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以至「雙非」等問題。他
重申，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去為二十三條立法，但現
屆政府目前以房屋及扶貧等民生經濟工作為重點，故
並非自己是次訪京的討論範圍，又指特區政府希望在
香港司法系統內解決「雙非」問題，並已詳細研究各
界人士提出的每一個解決方案，及向英國御用大律師
尋求法律意見，而特區政府已有方向性決定，工作進

展正面良好，但礙於涉及法律觀點及法律程序問題，
現階段不宜透露詳細情況。

陳茂波晤張曉明交流港事務
另外，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訪京時亦與張曉明

會面。他昨晚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雙方在會面中
主要談到三方面，一是十八大工作報告，二是張曉明
所撰的文章在香港引起的討論，並引述對方指，文章
的主要角度是介紹中央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的原則下實踐的解讀，三是香港土地緊絀、
樓價高及今屆特區政府在香港前路和經濟發展方面擔
當的角色，以至新界東北發展等港人的關注問題，但
因會面時間有限，大家只是進行了概念性的簡單交
流。

袁國強：中央力撐梁班子

電郵爆高靜芝「特權」
王國興質疑真確性商界解畫：「shout at them」非「罵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就《信報》
早前引述所謂「政府內部機密電郵」，再
質疑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高靜芝有「變相
任命權」。「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
業聲稱會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不過，工
聯會議員王國興則質疑電郵的真偽。

《信報》報道稱，特首辦在有關的
「機密電郵」中，要求各政策局在提出
公職任命建議時，須先諮詢中央政策組
全職顧問高靜芝，並在提交有關建議時
須包括高靜芝的意見，令高有「變相任
命權」。陳偉業昨日稱，是次「機密電
郵外洩」，證明政府內部有高層人員不
滿有關的內容及安排，又稱由高靜芝負

責統籌法定及諮詢組織的所有人事任
命，違反了中策組既定的職責及職權，
而在未經立法會審議的情況下，當局單
方面改變中策組的行政職權，涉及政府
行政失當，故該黨會就此向申訴專員公
署投訴，要求調查。

王國興昨日在回應時表示，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早前在立法會大會上已解釋
了中策組的工作安排，質疑所謂「機密
電郵」的真偽，政府高層應澄清是次事
件。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
示，目前的公職任命權毋須經過高靜
芝，認為倘電郵內容屬實，反映特區政
府內部出現混亂。

陳凱欣任食衛局政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辦

昨日公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向聘任委員
會推薦傳媒人陳凱欣擔任其政治助理，已
獲聘任委員會通過，並於今日上任。

陳凱欣現年35歲，於香港浸會大學傳
理學院新聞系畢業，並在浸會大學取得
傳媒管理社會科學碩士學位。2008年獲
浸會大學頒發「傑出傳理人獎」。在加
入政府前，她任職now寬頻電視新聞及

財經資訊部採訪主任，協助籌備now財
經台及新聞台開台，並負責日常新聞編
採工作及專責醫療新聞，同時擔任醫療
節目《杏林在線》監製，負責節目的策
劃、製作及播放模式等。在加入now寬
頻電視前，她曾任職無 電視新聞部高
級記者及主播。

特區政府會在適當時候另行公布餘下
政策局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本財年首7個月赤字36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昨日公布今個財政年度首7個月，
即截至2012年10月31的財務狀況。由於
利得稅的收取，10月政府錄得215億元的
財政盈餘，令今個財政年度首7個月的

赤字減低至365億港元。
今個財政年度首7個月的整體支出為

2,226億港元，收入為1,861億港元。財
政儲備在2012年10月31日為6,326億港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特首梁振英
大宅僭建事件，立法會

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

（左圖）昨日在會議上表
示，已於上周五應議員
要求去信梁振英，邀請

他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詳細交代是次事
宜，目前有待梁振英回覆，而他下周一與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時，會再向對方反映
議員的意見。就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及工黨主

席李卓人要求內會討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
調查事件，因通知倉促而留待下周的內會再
討論。

就各黨派議員要求梁振英到立法會解釋其
大宅僭建事件，梁君彥在昨日的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上表示，內會已去信梁振英要求對方

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解釋事件，仍有待對
方回覆。此言一出，各反對派議員即時發
難。

梁未允赴立會 反對派即發難
梁家傑稱，梁振英在上周五接獲內會信

函，但到昨日仍「不肯」回覆是否出席，
「來唔來都要講聲，咁樣仲衰過唔來」，又稱
作為特首不能夠如此「龜縮」。李卓人聲
言，立法會「絕非乞求他（梁振英）出
席」，而事件涉及其「誠信危機」，應該乾淨
利落地處理，開誠布公地交代僭建。民主黨

代主席劉慧卿稱，梁振英是次處理事件的
手法拙劣，「令市民憤怒」，其不斷「拖
延」的態度更令人難以接受，嚴重影響政府
威信，有責任到立法會清楚交代。街工梁

耀忠則稱，立會應為答問大會設定答覆限

期。
梁君彥回應說，他下周一與林鄭月娥例行

會面時會向對方反映議員的意見。
就梁家傑及李卓人近日先後去信梁君彥，

要求內會討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
件，並授權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調查發展
局、屋宇署及相關部門處理梁振英僭建事件
的政策及程序。梁君彥說，自己是在最近一
兩日才接獲兩人的函件，故決定留待下周內
會另行討論。

另外，民主黨數名成員昨日到申訴專員公
署遞交投訴信，引述有報道稱，有屋宇署職
員在6月到該大宅巡視時，已發現一面與圖則
不符的「空心牆」，但在向上級通報後獲「較
高級職員指示不用跟進」，「難免令人懷疑屋
宇署涉嫌受到政治打壓，隱瞞事實」，要求申
訴專員主動調查屋宇署在處理梁振英大宅僭
建事件時是否有所「包庇」，並盡快交代報
告，以回應市民憂慮，及還屋宇署專業人員
一個清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
前日在香港總商會午餐會上演講時，希望商
界人士倘認為有人阻礙政府快速制訂、實施
政策，就應該「shout at them」，反對派就將

「shout at them」上綱上線地演繹為「喝罵」。
行政會議成員、「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
健鋒昨日在與傳媒會面時表示，梁振英只是
呼籲商界要多就社會議題發聲，是一個正面
的建議。香港中華總商會原會長霍震寰也認
為，梁振英的意思是希望各方多就政府政策
發聲，並非建議商界「罵人」。

林健鋒：僅籲多發聲
梁振英日前一句「shout at them」引起爭

議，當時在場的林健鋒昨日表示，梁振英在
演講中解釋新資本主義下政府與商界的合作
關係應該較過去緊密，香港企業，尤其是中
小企較少關心政府政策過去鮮有向政府清楚
表達訴求，在政府推出政策協助他們時才表
達意見，故梁振英鼓勵商界在看到政策受阻
礙時要出聲，讓政府了解到他們的想法，公
眾不應只看梁振英「shout at them」那一句，
應該了解梁振英當天在午餐會上整個演講內
容，及在回應現場商界人士問題時的對答。

霍震寰：意謂「大聲點」
霍震寰昨日在另一場合亦表示，他認為梁

振英的意思是希望社會各界在說話時「大聲

一點」，尤其是香港正面對其他鄰近城巿、地
區劇烈競爭，國際經濟環境轉變，香港浪費
太多時間「議而不決」並不是一件好事，又
希望特區政府展示出有效施政、強而有力的
形象，以加強投資者的信心。

另外，林健鋒在聚會中又提到，特區政府
早前因應樓價飆升而推出BSD和SSD，只能
治標，未能治本，因近年有多項大型基建工
程同時進行，包括港珠澳大橋、可能動工的
機場第三條跑道等，多項大型工程同時進行
令建造工人嚴重短缺，建築商要出高價搶
人，令建築成本因而上漲，故建議特區政府
應放寬輸入外勞的限制，以彌補建造工人短
缺，相信有助降低樓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房屋協會日前公
布首個位於青衣
名為「綠悠雅苑」
的置安心項目發
售詳情，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晚在
網頁撰文坦言，

「綠悠雅苑」對他
個人及香港社會
來說具有雙重意
義，不單是新一
屆政府出售的首
個 資 助 房 屋 項
目，也是政府自
2003年無限期停
建及停售居屋以
來，推出市場的
首個資助房屋項
目，未來會繼續
從根本入手，透
過增加短、中、
長 期 的 房 屋 供
應，全面解決香
港的房屋問題。

梁振英昨晚在
其網誌中發表題
為《從根本解決
房屋問題》的文

章指，好高興得悉房屋協會
公布出售青綠街「綠悠雅苑」
的細節安排，項目下的988個
單位亦將於本月28日開始接
受申請，為未能負擔私人市
場房屋的市民帶來好消息，
強調他及其團隊的其中一項
施政重點，就是要從根本入
手，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我有決心繼續與社會各界通
力合作，透過增加短、中、
長期的房屋供應，使擁有不
同負擔能力的香港家庭都能
夠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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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會下周討論查僭建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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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5省區領導雙邊會談 協助內地亦推動港經濟
梁振英：加強泛珠合作可雙贏

■梁振英與

四川省副省

長 劉 捷 會

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何玫 攝

■梁振英與

福建省副省

長倪岳峰會

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何玫 攝

■梁振英與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親切見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 攝

■梁振英與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 攝

■梁振英與雲南省省長李紀 會面。

首次以特首身份參與泛珠論壇的梁
振英，於昨晨從香港直飛三亞，

在抵達酒店稍事休息後，由下午2點開
始，分別與四川、海南、雲南、福建、
廣西等省區領導，包括羅保銘、李紀

、馬飆、倪岳峰、劉捷會面。

羅保銘邀出席博鰲論壇
在與羅保銘會面時，梁振英笑說，自

己20多年前就來過海南，又曾與家人一
起兩度到三亞度假，是海南的老朋友，
並樂見海南在歷屆政府領導下，社會事
業、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發展，成就有
目共睹，希望瓊港雙方未來能在現代服
務業等多方面加強合作。羅保銘表示認
同，並邀請梁振英出席明年在博鰲舉行
的亞洲論壇年會。

梁振英又與李紀 會面，雙方都希望
發揮雲南旅遊業和香港金融業的優勢，
強化兩地合作。梁振英首先談到「雲南
兩個第一」：一是他當選特首後首個會
面的內地省區領導就是李紀 ，「是我
們合作開始的起點」，二是他上任後首
次參加泛珠會議，就與雲南省領導雙邊

會談，「意味 香港與雲南兩地合作的
騰飛」。

李紀 指合作空間寬廣
李紀 則引用了陳毅元帥的詩，「我

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限，
共飲一江水」，表達了滇港兩地的長久
情誼，「香港既是雲南實施開放戰略的
重要合作夥伴，又是雲南走向世界的橋
樑和窗口」，而滇港兩地在金融、貿
易、旅遊、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越加密
切，互補性不斷增強，加強和深化合作
的空間十分寬廣，又指香港政府及公務
員團體務實廉潔，值得雲南學習。

倪岳峰倡納ECFA與CEPA
倪岳峰在與梁振英會面時，則提議閩

港將《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下的先行
先試開放措施分別拓展到香港和福建。
梁振英認同雙方應更好地連繫香港閩籍
社群和兩地台商，促進兩岸三地經貿投
資往來，並同意在發展海洋經濟方面加

強合作。

梁：解決港深層次問題
梁振英昨日傍晚在向傳媒總結雙邊會

談的情況時指出，香港正面對貧窮、房
屋、老年社會、及環境等問題，要解決
這些長期積存的深層次問題，持續的經
濟高速發展是關鍵，國家在「十二五」
規劃中已表明會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國
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特區政
府會積極及適度有為地發展好經濟，而
透過是次泛珠論壇加強與各省區領導討
論加強合作、探討下一步的合作空間，
將可為香港的產業界提供更大、更好的
事業發展機會，亦會為港人帶來機會。

他說，特區政府在未來5年會做好海
外內，包括與內地各省市合作，及做好
在官、產、研、學四者結合方面的工
作，「大家（各省領導）都提了很多初
步、很有用的意見，我與特區政府會去
切實研究這些共同發展的空間」。

梁振英今日會出席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行政首長聯席會議，並於下午回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何玫、羅斯）特首梁振英昨日赴海南三亞，出席「第八屆泛珠三角區域合

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並分別與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雲南省省長李紀 ，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

飆，福建省副省長倪岳峰，四川省副省長劉捷舉行雙邊會談。梁振英在會後表示，各省區領導眾口一詞高

度重視香港的經濟實力，強調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會重視與香港的合作。他相信，與內地各省市加強合

作，既可協助內地經濟進一步發展，同時也加強推動香港自身的經濟發展，將可較好地解決香港長期積存

下來的深層次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