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台關係四年多來進展快速而顯著，為香港社會不

爭之事實。雙方公務往來平台（協進會與策進會）的

建立與互動，兩地辦事機構的設立及更名，在多個領

域達成的合作協議和共識等，不一而足。然而， 面

上的成就廣受矚目，背後的相爭互諒卻難為大眾所

悉。

港台關係快速進展

諸位老友眾口一詞，咸認港台關係快速進展的根本

原因，是兩岸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兩岸雙方均反對

「台獨」，堅持「九二共識」，進而針對「一個中國」建

立起初步的互信，兩岸關係才有了和平發展的政治基

礎。雙方雖然在台灣當局政治定位等問題上立場仍有

差距，但能夠基本做到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總體上

有效管控分歧，並通過共同努力，創造出雙贏的局

面。這是兩岸關係開創新局的有效方式。

依筆者管窺，港台關係作為兩岸關係的組成部分，

四年多的快速進展，同樣得益於上述基礎與方式；特

別是一些政治問題的處理，也體現出擱置爭議、求同

存異的智慧。不止如此，港台關係還因具有特殊性，

得以在某些方面「適度超前」：兩地辦事機構的設立

及更名，走在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之前；台當局若

干重要官員以官職身份來港，也非當前兩岸互動中可

以出現。這些良好局面和有益經驗，殊值各方深加理

解和倍加珍惜。

若干「不和諧」動向值得關注

不過，一眾「觀察家」均提到，近期以來若干「不

和諧」動向顯然與此相悖。台方在與港方公務往來

中，強要突顯自詡的政治地位，貶抑既有平台而得隴

望蜀地強求他途，也牽扯島內政爭來抬高要價。其在

港機構人員則破壞默契和慣例，於公共場合大談「中

華民國」，在社團活動中強爭主從和先後，繞過主管部

門到處聯絡，甚至與某些「泛民」人士過從甚密等。

本港社團會刊中處理台「主權」標識的做法，竟也遭

台方「嚴正抗議」、硬要「導正糾偏」，真令人有時空

錯亂之感，不知今夕何夕、此地何地。

筆者揣測，上述種種，既有老問題，也有新情況；

既有台方大陸政策消極面向的必然，也有個人行事風

格的偶然。總體上反映的，還是面對和處理政治分歧

的態度與做法：態度上，不夠尊重歷史，不夠正視現

實，多少有點妄自尊大；做法上，我行我素，逾越分

際，多少有點強人所難。結果是，徒增了各方困擾

中，降低了多年互信。這顯然與近年來行之有效的做

法不符，也有悖於各方此前早有的諒解，決非「小事

大以智」。

依筆者淺見，兩岸及港台關係均已達到新的水平，

既存和行將面臨的問題，勢必與以往有所不同。但面

對和處理有關政治問題，還是要汲取四年來的經驗和

啟示，遵循既有的基礎和方式，胸懷大局， 眼長

遠，立足現實，堅持擱置爭議、求同存異，不斷累積

互信、管控分歧，鞏固深化各領域關係，為雙方通過

協商解決固有分歧、實現正常往來，營造氛圍、創造

條件。首需摒棄事事從政治出發的心態，「放得下」

才能「拿得起」；也需及時修改陳規舊制，「開大門」

才能「迎四方」；嚴守分際、謹言慎行亦屬情理應

然，「敬一尺」才能「讓三分」。若因小失大、因私廢

公，恐不為兩地各界所樂見，戒之慎之。

「適度超前」箇中深意

有深諳其道的朋友建言，細細「品味」港台關係中

若干「適度超前」的進展，就會驚嘆於箇中深意。

「中華旅行社」獲准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但未

被賦予官方地位；台灣某些官員得以「部長」、「主委」

身份來港，其中隱含 對其層級和官職全稱兩方面的

精心取捨。如此謹慎的分寸拿捏，凝結 高超的政治

智慧，體現了北京的靈活務實，以便為港台關係發展

創造寬鬆環境；或也蘊含 深遠考慮，以便為探討兩

岸分歧解決之道進行積極探索。此番苦心孤詣，充分

詮釋了「大事小以仁」。

也有諍友明言，香港社會普遍反對「台獨」，既不接

受「一中一台」，也不接受「兩個中國」；但兩岸關係

已由反「獨」走向和平發

展，政治問題顯較以往複

雜，香港社會對台灣問題認

識不深的缺陷日益突顯。揆諸

當下，不顧事理隨意交流，不明就

裡盲目批評等偶有發生。少數人則別有所圖，趁勢為

亂。在前述所謂「抗議」事件中，少數本地政客和傳

媒不問是非，極力鼓噪附和。若是由於歷史原因對

「中華民國」有特殊感情，只是對兩岸問題認識不足，

還可理解；若是為爭取台方支持而甘為驅使，則令人

不齒；若是反共心態作祟，無端牽扯「自我審查」、香

港「大陸化」，則盡顯無知和極端，貽笑大方。

切實遵循「錢七條」規範

撫卷之餘，筆者與眾老友一同展望未來，均認為港

台關係惟有穩定、健康發展，才能長久持續，為兩地

帶來更多利益，為兩岸關係發揮更多獨特作用。過去

15年的發展歷程表明，切實遵循「錢七條」的規範，

是確保港台關係穩定、健康發展的關鍵。「錢七條」

眼於港台關係是兩岸關係特殊組成部分的屬性，以

《基本法》為基礎，以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國兩制」方

針為依據，是香港涉台事務的基本規範，過去如此，

在可見的將來亦是如此。「錢七條」通篇貫穿 兩個

關鍵詞，即「定調」和「立規」。換言之，「調」和

「規」是前提、是保障，「不可須臾離也」，對此不可

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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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初，辭舊迎新。無事雅至，呼朋品茗，閒話時政。談天說地間，生發諸多謬思妄論。

筆者不揣淺陋，將有關港台事務些許心得淺見付諸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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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阻撓
致謝動議勢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將由明日開始，一連三天就特首梁振

英剛發表的施政報告舉行致謝辯論。儘

管民建聯、工聯會、經濟民生聯盟等主

要黨派均表示會投支持票，惟致謝動議

按慣例會由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提

出，屬於議員議案，需要經分組點票，

在反對派各黨派聲言會投反對票的情況

下，致謝動議極有可能會被否決。

特首：廉署必秉公辦理
白韞六：辦案不偏不倚無畏無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有報道稱，廉政公署已就有關
特首梁振英選舉事宜立案調查，
梁振英昨晚在一公開活動後主動
回應說，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件
事，也沒有人通知他，但認為廉
政公署在接到投訴後立案是正常
的做法，坦言過去一段時間「有
不少人因為這件事或那件事去廉
政公署所謂舉報⋯⋯我相信廉政
公署關於所有人向他們的舉報，
都會根據事實來秉公辦理的」。

反對派各黨派繼續緊咬全國政
協委員劉夢熊在接受一份周刊訪
問時提及自己與梁振英的關係一
事。其中，向廉署舉報的新民主

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昨日證
實，他接獲廉署的回覆，表示已
立案調查事件。

白韞六：自上任從未受壓

廉政專員白韞六昨日在出席立
法會會議時回應傳媒提問，表示
不會評論廉署有關前任特首或現
任特首是否被舉報，只說廉署的
調查會一視同仁，倘投訴涉及特
首，他們不會向特首報告，而是
直接向律政司報告，倘律政司認
為合適，就會轉介立法會跟進。

他續說，根據一般程序，倘個
別案件經調查發現證據充足，廉
署會提出檢控，倘證據不足，個
案會交到負責監察執行處工作的

「審查貪污舉報委員會」審視，認
為滿意後才能結案；廉署的調查

會繼續不偏不倚、無畏無懼，而
自他上任以來，並沒有感到有人
施壓。被問到如有人去信廉署要
求終止調查，會否將之轉交警方
調查是否涉妨礙司法公正時，他
說，倘出現類似情況，廉署會尋
求律政司的意見。

羅范：立案為慣常做法

曾任廉政專員的行政會議成員

羅范椒芬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表
示，廉政公署在收到投訴立案是
慣常的做法，並相信無人可以干
預廉署的工作，認為大家不應再
在這個問題上糾纏。

譚耀宗：不贊成立會插手

同日，11名身為政制事務委員
會成員的反對派議員，去信委員

會主席譚耀宗，要求舉行特別會
議討論事件。工黨更考慮要求引
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調查事件。政制事務委員會主
席、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梁振
英近日已多次解釋事件，自己沒
有事需要追問，又不贊成立法會
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

李慧 ：信廉署依法辦事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議員李

慧 不相信事件涉及賄選的問
題，並認為廉署會依法辦事，一
視同仁，還所有人一個公道，又
指廉署既然已 手處理，立法會
已非調查事件的最適合地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早前發
表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
調查發現，受訪市民對特首的最新整體滿意度評分
為2.66分，較月初的調查下跌了0.21分，而在10項具
體表現的滿意度評分中，僅「遠見」一項「逆市上
升」，得2.97分，較前升0.03分，在10項表現中排名
上升三級至榜首。調查機構相信，與施政報告中未
能即時回應市民的訴求，令多評分下跌，惟特首就
多項政策作出長遠規劃，令受訪市民對其「遠見」
的滿意度評分上升。

是次調查於1月21日至24日進行，成功訪問了1,345
名18歲或以上市民，要求他們以1分為非常不滿意，
2分為不滿意，3分為一般，4分為滿意，5分為非常
滿意，就梁振英6項基本施政方針的落實成效和4項
領袖特質的滿意度評分，及對目前及未來一年經濟
狀況作出評分。

調查發現，受訪者對梁振英的整體滿意度評分較
月初的調查下跌了0.21分，而在10項表現的滿意度評
分中，除了「遠見」一項「逆市上升」至榜首位置
外，其餘9項全部下跌。其中，「處事果斷」錄得最
大跌幅，得分跌0.26分，得2.72分，滿意度排第四，
調查機構相信是與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有待研究的
政策，未能即時回應市民的訴求有關；「誠信」錄
得第二大跌幅，跌0.24分至2.39分，與跌0.16分「推
動民主政制發展」並列榜末；「全方位發展經濟」
亦跌0.23分至2.74分，滿意度仍排第三。

經濟展望指數升8點

被問及目前的香港經濟狀況，有21%受訪者認為
「非常好」及「頗好」，較上次調查跌1個百分點；
「一般」的佔44%，跌10個百分點；表示「頗差」及
「非常差」的共佔34%，增3個百分點。就香港未來1

年經濟狀況，14%表示會「變好」，增3個百分點；「變差」的佔
29%，減5個百分點；「差不多」的佔47%，增3個百分點，令

「香港經濟展望指數（變好減變差）」較上次調查上升8點至負
15，仍在負數水平徘徊，反映受訪市民對未來1年經濟狀況的評
估雖稍有改善，但仍偏向悲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數碼廣播有限
公司（DBC）股權結構變動的申請昨日獲通訊事
務管理局批准，並由昨日開始復播。原股東鄭經
翰、何國輝及夏佳理所合共持有的40%股份，將
全數轉讓予另一大股東黃楚標。新任台長麥潤壽
說，黃楚標向他強調「為民發聲」的方針不變。

DBC早前向通訊局申請批准鄭經翰、何國輝及
夏佳理將持有的40%股份全數轉讓予黃楚標，並

表示其股東間的財務糾紛是導致DBC廣播服務自
2012年10月起中斷/停止的原因。通訊局經考慮
DBC提交的申請，信納DBC在擬議股權結構變動
後能符合適用的監管規定，故批准DBC股權結構
變動的申請。

就DBC於2012年10月21日晚11時30分至2013年1
月11日上午11時中斷/停止廣播服務，違反了其
牌照條款，通訊局於2012年12月決定考慮啟動程

序暫時吊銷DBC的牌照，為期30天，並邀請DBC
就此作出陳述。DBC承諾會自2013年1月28日起
恢復完全符合牌照規定的服務，倘在此情況下暫
時吊銷DBC的牌照會中斷DBC的復播服務並不符
合聽眾的利益。通訊局經考慮後仍認為有充分理
據向DBC施加罰款，以替代暫時吊銷牌照。鑑於
違規的嚴重程度、性質和持續時間，通訊局決定
向DBC施加罰款港幣20萬元，是通訊局向聲音廣
播持牌機構第二次施加罰款可作的最高罰款額，
又指DBC的服務倘再次中斷，該局會考慮施加更
嚴厲的懲處。

鄭經翰等准售 DBC股權歸黃楚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面對人口急劇
老化，市民對醫療服務需求與日俱增，特首梁振
英在施政報告中主張公私營醫療雙軌並行。香港
醫學會昨日表示，對施政報告內的醫療政策模糊
不清、欠缺具體內容及時間表感到失望，又不滿
現時4幅私家醫院用地的招標進度慢，未能盡快
解決私家醫院床位短缺的問題。

醫學會昨日發表聲明，表示支持「長者疫苗計

劃」及「兒童流感疫苗計劃」等公私營協作計
劃，惟不滿政府並沒從公營醫療系統負荷過重的
源頭「下藥」，如急症室服務求過於供及整體醫
護人員流失率高。醫學會批評，醫管局增加急症
室人手及資源，只會吸引更多次緊急及非緊急的
病人求診，又認為加強和延展普通科門診服務，
或將服務外判予私家診所方更為有效。同時，當
局亦應提高急症室收費至市場水平，或資助低收

入市民使用私人醫療服務。

支持兩疫苗計劃

該會又認為，報告中並無提及為醫管局醫護人
員訂立標準工時，以致難以計算人手需求，對此
深表遺憾，認為政府只靠外聘非本地醫生增加醫
護人手，是捨本逐末，最終依然未能挽留人才和
提升士氣，並建議當局委任選舉產生的業界代
表，加入「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督導委員
會」，好讓委員會更清晰了解香港公私營醫療人
力資源的分布情況。

醫會倡資助基層睇私家

按照慣例，在特首每年公布施政報告後，都會由立法會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致謝動議。不過，由於致謝動議

屬議員動議，按法例須同時獲得地區直選以及功能界別的過
半數議員支持才能通過，故反對派過去數年以「關鍵少數」
的角色否決致謝動議，前任特首曾蔭權在任內發表的7份施
政報告中，後5年的5份就連續「未獲致謝」。儘管截至昨
日，最少有38票表態支持今年度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較反
對派的27票多（見表），但由於要分組點票，今年的致謝動
議大有可能被否決。

多個反對派黨派表明不會支持原動議，並就原動議提出修
訂：民協前主席馮檢基稱梁振英在土地和房屋政策上「蕭規
曹隨」，對扶貧、標準工時等以成立委員會研究為由，「一
拖再拖」，對此「深表遺憾」。 民主黨議員單仲偕就稱特首
未有在報告中就政制改革啟動憲制程序或展開廣泛公眾諮
詢，及未能就各項重大民生議題提出短期、有效而具針對性
的措施表示「憤怒及遺憾」。同時，工黨主席李卓人及議員

何秀蘭、張超雄、張國柱則提出了要求就標準工時立法等修
訂。

葉國謙：反對任何修訂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民建聯支持原動議，並反對任何修訂，包括要求
特區政府即時立法規管標準工時的修訂，因社會上對立法規
管標準工時的問題還未取得任何共識。不過，他認為，今年
施政報告尚未完全反映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希望特區政府未

來會有更多成熟的政策推出，回應香港市民的期望。

王國興傾向支持原動議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表示，工聯會傾向支持原動議，但會修
訂由工黨主席李卓人提出的修訂，刪除只是批評字眼，改為
要求透過立法途徑規管標準工時，表達勞工界的訴求，一起
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又希望施政報告通過後，特區政府可以
解決其他社會問題，包括解決目前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文
化衝突，保護傳統小生意免受高租金迫遷等。

梁美芬盼盡快落實政策

經濟民生聯盟議員梁美芬表示，經民聯支持原動議，但希
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落實各種政策，並提出各項具體細節。

葉太批反對派措辭過激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坦言，致謝動議的內容只是向特首致
謝，感謝對方辛勤地撰寫了一份施政報告，是一種禮貌，而
所謂「無功都有勞」，該黨會支持原動議，又批評反對派提
出的修訂動議措辭太過激烈，所提出建議均未成熟，該黨無
法支持。

陳健波籲勿拖政府後腿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則說，施政報告已經勾畫出一個
藍圖出來，而最困難就是如何落實，希望各界放下政治考
慮，從市民利益出發，不要再拖特區政府的後腿。

各黨派投票傾向
支持及傾向支持原動議（38票）

民建聯#（12票）

工聯會（6票）

經濟民生聯盟（7票）

新民黨（2票）

早餐派（3票）

自由黨（5票）

廖長江、謝偉銓、

陳健波（3票）

反對（27票）

民主黨（6票）

公民黨（6票）

工黨（4票）

人民力量（3票）

街工（1票）

民協（1票）

社民連（1票）

新民主同盟（1票）

李國麟、莫乃光、

梁繼昌、葉建源（4票）

未決定/未能聯絡（4票）

林大輝

梁家騮

謝偉俊

潘兆平

#主席曾鈺成按慣例不投票

製表：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聲言會於致謝辯論投反對票。圖為梁振英早前在立法會宣讀首份

施政報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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