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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風波近日繼續升溫，繼署理助理處長施永遠要求

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後，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毛孟靜亦已去信立法會內會主席梁君彥，要求在本周五

的內會會議上，通過引用《特權法》調查鄧忍光有否干

預港台編輯自主，並得到反對派議員響應；港台工會

主席麥麗貞更指不排除採取工業行動。同一時間，多

名港台時事節目主持人兼施永遠下屬紛紛向傳媒「爆

料」，指節目確實受到上層的政治壓力云云。一片山

雨欲來之勢，說明反對派正在全力動員去炒作港台事

件。反對派的算盤是要通過引用《特權法》召開調查委

員會，令鄧忍光與一眾港台高層須面對曠日持久的政治

聆訊，並對特區政府造成沉重的政治壓力，迫使當局調

走鄧忍光，承諾將來不再對港台作為反對派喉舌的編採

方針置喙半句，這才是反對派與港台工會發難的主要目

的。

反對派與港台工會「發難」的兩個原因

事實上，港台的時事節目偏袒反對派已到了明火執仗

地步：《議事論事》邀請的嘉賓大部分都是反對派人

士，主持人從來都以建制派作為批評對象；《頭條新聞》

從來都是將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人士作為戲謔醜化的對

象；《鏗鏘集》公然擔當反國民教育的喉舌，並且為違

法抗爭人士唱讚歌，等等。這些已說明港台的時事節目

早已經掌握在施永遠等人手上。施永遠今次向鄧忍光

「逼宮」，牽涉到兩個原因：

第一，施永遠在助理廣播處長一職已經署理了一年，

但仍然未有正式「坐正」的跡象，於是引起了他本人及

其陣營的不滿及反撲。港台工會一直希望施永遠這個

「自己人」能夠「坐正」，以便操控電視部政治路線，而

一眾時事節目主持和製作人，一直深受施永遠重用，也

正是由於他的包庇令他們面對外界如潮般抨擊依然可好

官我自為之。工會與一眾員工對於施永遠遲遲未能「坐

正」自然心急如焚，於是便將鄧忍光對節目發表的一些

評論大肆發難，並援引反對派勢力向管理層施壓，意圖

迫使管理層讓施永遠「坐正」，於是引發了這場港台風

波。相信除了港台之外，絕不會有公務員如此擺明車馬

以政治壓力向上級「索官」，港台被指「獨立王國」豈

是無因？

第二，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正是為配合反對派政改

戰役的發動的一次奪權行動。這次港台風波不遲不早

在反對派提出「癱瘓中環」後出現，絕非偶然。《城

市論壇》主持兼施永遠「愛將」謝志峰日前就在報章

撰文提到了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這次行動是故意挑

在「香港將要就普選進程展開討論，這是政治上非常

重要也非常敏感的時候」。謝志峰原文是指責鄧忍光故

意挑在這樣時候「整頓」港台，但卻泄露了施永遠與

反對派配合搞事的背景和玄機。因為，政改發難是反

對派主動策動的，特區政府根本沒有打算在這時展開

政改討論，而反對派卻已在磨拳擦掌提出「癱瘓中

環」。在這個「非常敏感的時候」發動「佔領港台」行

動，正是為之後的「癱瘓中環」與「普選奪權」作準

備。

「佔領港台」是反對派
奪權的重要一環

港台每年營運成本高達6億元，單計港台電視台已有

300多名員工，經費近4億元佔港台大部分撥款，而不少

節目都可以安排在電視台黃金時段播出，對社會輿論的

導向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反對派要通過扶立施永遠坐

上助理處長一職，全盤掌控電視台運作，屆時便可以為

未來幾場大仗擔當喉舌角色。屆時，每星期的《議事論

事》就是邀請余若薇、戴耀廷、梁家傑等人在大氣電波

上宣傳如何「癱瘓中環」、《頭條新聞》將繼續大肆醜

化官員與建制派人士，其他時事節目也會投放大量資源

去報道反對派的行動，以此爭取市民支持。有了港台這

個龐大的宣傳平台，接下來的「癱瘓中環」、「普選奪

權」自然更加有利。

總之，這次港台風波絕對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反對派

奪權的重要一環，也是未來連場政治鬥爭的前哨戰。先

迫走鄧忍光，未來的處長自然不敢有違港台工會與施永

遠等人意向，當局為怕受到反對派狙擊，也不敢再對港

台置喙半句，反對派將可成功「佔領港台」。而「佔領

港台」正是為了佔領中環；佔領中環則是為了主導政

改；主導政改是為了「普選奪權」，這場沒有硝煙的戰

爭環環相扣，有關當局和社會各界都應看穿反對派的圖

謀，必須力阻他們「佔領港台」。

這次港台風波不遲不早在反對派提出「癱瘓中環」後出現，絕非偶然。反對派與港台工會對

廣播處長鄧忍光的「逼宮」行動，意圖利用政治壓力迫使鄧忍光落台，目的是要「佔領港台」

牢牢掌握節目的政治路線，為之後的「癱瘓中環」與「普選奪權」作準備。不論是「癱瘓中環」

或是政改之爭，輿論的爭奪都是勝負關鍵，其中每年營運成本高達6億元，覆蓋遍及電台電視的

港台更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反對派與港台工會挑這個時候裡應外合發難，實際是未來連場政治

鬥爭的前哨戰：「佔領港台」是為了佔領中環；佔領中環是為了主導政改；主導政改是為了

「普選奪權」，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環環相扣。施永遠與反對派聯手「佔領港台」的圖謀必須予

以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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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指數 港升17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
會見特首梁振英時，鼓勵香港社會各界團結支持特區政府
施政，「眾人拾柴火焰高」。「經濟民生聯盟」成員、立
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昨日在與傳媒聚會時，就借用
此一比喻，呼籲特區政府不要遺忘中小企和證券行等「小
柴」，並應推出政策改善業內蝕本經營的慘況。

張華峰昨日在宴請傳媒午宴時透露，梁振英邀請了經民
聯成員於下月共進早餐，增加溝通。他指出，梁振英在上
任9個月來，未有聽取金融服務界的意見，又指目前有8成
中小型證券行老闆「靠老本」蝕本經營，而業界倡議成立
的「金融發展局」又「被騎㜗」，只談大行和銀行的發展。

促研恢復最低佣金

他說，自己曾為此在立法會提出支持證券業發展的動
議，業界又聯署去信向政府反映意見，可惜都無回音，當
局「連信都無覆」，但行內中小企始終顧全大局。他借用
習近平「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比喻，提醒特區政府不應將
中小企這類「小柴」扔在一邊不理，促請當局研究恢復最
低佣金和加長員工午飯時間等措施，改善證券行經營環
境，而業界未來也會繼續研究對策。

本周末，張華峰會參與建制派舉行的深圳前海和廣州南
沙考察活動，希望從中為業界尋找商機，但暫時未知具體
的行程安排。

另外，張華峰自當選議員後，天天忙㠥議會工作，並代
表經民聯加入了六七個委員會。他笑說「忙到自己生意都
做不到」，有時開會「睡魔急call」，只能飲水「止眼㠨」，
效果還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時事評
論員王紹爾早前去信香港電台投訴，指

《左右紅藍綠》節目播放反對派組織煽動
市民罷交稅等違法行為，質疑港台是擔
負了「政治任務」。港台在電話及短函中
僅回覆稱，有關的製作團隊「一向恪守

『香港電台約章』及『節目製作人員守則』
編製節目」。王紹爾昨日再度去信港台，
批評對方迴避了該節目是否有「政治任
務」的質疑，又要求港台採取相應措
施，嚴肅處理他的投訴。

王紹爾昨日就港台回覆他質疑的短函
再次去信港台，並將副本呈交行政長
官。王紹爾信件全文如下：

收悉昨日的短函，謝謝之餘，函中迴避

了我和謝志峰先生電話中討論的重點：

「香港電台是否有『政治任務』在

《左右紅藍綠》專欄節目中安排該位女士

出席發表煽動性呼籲市民罷交稅、上街

遊行、圍立法機構以倒梁為目標的言論

和行動。如有，該項政治任務由誰下

達，包括外來勢力。若是總編輯知悉或

下達，則除總編輯外，節目監製亦應負

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該節目屬錄影

出街）。在該節目出街及收到我的投訴

後，貴台有關負責人除了打電話及昨日

的一封短函給我外，內部還作出了什麼

實際行動，包括警告、懲處、降職或需

辭職？作為一個市民，我覺得這項『政

治任務』性質嚴重，尤其涉及利用政府

公共廣播機構的平台，在外國屬『顛覆

現政權』或『政變事件』。有否違反本港

的公安條例，請一併查明。」

以上請貴台嚴肅認真處理及回覆。

■王紹爾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

表示，大家在討論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時，

不應㠥眼於「篩選」或「預選」，而是應根據《基

本法》的有關規定，討論未來成立的提名委員會應

如何透過「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作研究：「唔一

定從字眼處㠥墨，我㜺可以抽返出㝯——『乜㝚叫

民主程序呢？』我覺得從這方面諗，對解決問題有

幫助。」

譚耀宗：「佔中」過激難獲支持

他又指，倘採取「佔領中環」這類過激的方式爭

取普選，未必會得香港社會各界的支持，希望大家

理性、務實地討論未來的政制發展方案。

張華峰質疑違港法治精神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昨日在與傳媒茶敘

時，談到反對派發動的「佔領中環」，坦言界別中

有人㞶心是次行動聲稱會有上萬人參與，可能引起

混亂，並認為由法律界學者提出違法行動，也似乎

違反法律精神。自己支持理性地討論政改問題。

譚惠珠：政改須依基本法規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昨日被問及反對派的

「佔領中環」行動，會否不利於香港政制發展的溝通

時指出，反對派有他們要做某些動作的理由，但說

到底，政制發展都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去做。

吳康民不信可迫中央「讓步」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在接受港台訪問時亦

指，反對派在政改方案未展開諮詢，已提出「佔領

中環」，令他對社會能達致共識並不樂觀，更不相

信這類似的行動可以迫使中央「讓步」。

他又強調，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故西方國

家的普選制度並不適合香港，而提名委員會透過初

選選出中央接受的候選人，是無可避免的：「香港

是地方來的，並非一個國家，除非你爭取香港獨立

⋯⋯中央畀香港選舉，是有憲制權利的。」

不過，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昨日在與傳媒茶

敘時稱，吳康民的說法「令人覺得『一國兩制』已

經完蛋，不存在『港人治港』、民主回歸的情況。

（我）逐點反駁都費事，根本毋須理會」。

他又聲言，目前有關預選及篩選的討論，令反對

派「更加團結」，倘特區政府最後拋出一份「A貨普

選方案」，他們就會立即「反㟜」，「毋須等到最後

拍板，只要一公布諮詢方案，而內容並非『泛民』

所要求的真普選，我們就會啟動『佔領中環』，預

計明年7月1日就會是啟動『佔領中環』的時候」。

被問及反對派各黨派在參加「真普選聯盟」的問

題已經出現爭拗，陳家洛辯稱，大家對此持開放的

態度，目前要先讓大家「各自表述」，提出自己的

立場，相信兩三個月後可以完成整合工作，又稱，

「近日中央及建制派的行動，已經加速陣營組合」。

另外，《明報》昨日公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於3月13日至14日進行調查，發現在508名受訪

市民中，有39%支持2017年特首選舉應設預選機

制，反對的有38%，而認為「一半半」的有14%，

「唔知/難講」有9%。報道引述前中央政策組首席

顧問劉兆佳分析指，港人有「矛盾民主觀」，一方

面支持西方式民主選舉，但也明白「一國兩制」下

要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明白香港的利益及發展仍

要依靠中央，「結果兩者互相抵銷」。

特首須獲中央接受
政界籲研「民主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質疑未來特首選舉可能設立的預選機制，是用來

阻止反對派「入閘」參選的「篩選」，並借此力催他們的「佔領中環」行動。多名政界人

士昨日均表示，未來的特首不可能選出一名與中央政府對抗者，而通過提名委員會初選出

中央接受的候選人是無可避免的，又認為所謂「佔領中環」，無助於各界就未來政制發展

達成共識，並破壞香港法治這核心價值，不會獲社會各界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研究協會昨日發布的最新調查
發現，在立法會30名直選議員中，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以3.42分躍升
榜首，估計與她早前在行政會議上
提出限制奶粉出境的建議有關。

香港研究協會於3月11日至18日
進行了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調查，成
功訪問了1,083名18歲或以上市民，
以6分為最高分，1分為最低分，就
立法會議員表現評分，結果發現，
市民對全體立法會議員工作表現的
評分為2.66分，較1月調查上升了
0.14分，其中地區直選立法會議員
整體表現得2.88分，上升了0.12分；
66%直選議員評分錄得上升，下跌
的僅34%，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整
體表現則為2.24分，上升0.02分。

譚耀宗評分領先新西
在各直選議員方面，葉劉淑儀最

新評分升0.36分，以3.42分排名首
位，民建聯議員鍾樹根以2.49分排
名榜尾。在新界西選區，民建聯主
席譚耀宗以3.05分的優勢排在榜
首，榜末為民建聯議員梁志祥

（2.07分）。在新界東，排榜首者為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3.03分），民建

聯議員陳克勤以2.39分排榜尾。在
九龍東選區，公民黨梁家傑以3.06
分繼續佔榜首，獨立的謝偉俊

（2.33分）繼續排榜末。在九龍西，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以3.03分排榜
首，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只得2.55
分，排名下跌兩級「包尾」。

嫻姐膺超級議席榜首
在「超級區議員」評分方面，工

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評分上升0.05
分，得3.08分，排名上升至榜首；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則升至3.07分，
排名下跌至第二位；民建聯副主席
李慧㠒亦下跌0.07分，得2.58分，排
名跌至榜末。

調查又發現，議員審議議案及監
察政府表現評分同有升幅，前者錄
得0.1分的升幅，得2.4分，後者升
0.06分，得2.88分。

協會分析指，調查反映了市民對
議員的工作表現有所改觀，並呼籲
各立法會議員，積極向市民表現其
工作成果，增加市民對議員的信
任，同時在審議政策時首要考慮市
民的整體利益，減少不必要的政治
表態，以理性、務實的態度繼續服
務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濟

學人集團（The Economist Group）旗

下B2B分支機構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 i t（E IU）昨日公布民主指數

（Democracy Index）年度報告，發現在

167個國家及地區中，香港的排名由

2011年的八十位，上升至2012年的六

十三位。EIU亞洲區總監Simon Baptist

認為，香港排名上升主要是由於一般

選民在立法會選舉影響力增加，而

2012年特首選舉亦較歷屆開放。

EIU經濟學人集團（The Economist

Group）旗下B2B的分支機構，總部設

在英國倫敦，並在40多個城市設有辦

事處，由包括約650位國家專家與分析

師組成。EIU的民主指數是基於5個評

估項目，即選舉過程及多重性、公民

自由、政府運作、政治參與度及政治

文化共60項指標評分。根據其得分歸

類為「全面民主」、「部分民主」、

「混合政權」及「獨裁政權」。

選特首較前開放

是次調查發現，香港的排名由2011

年的80位，上升至2012年的63位，由

過往被歸類為「混合政權」，成為了54

個「部分民主」的國家及地區之一。

Simon Baptist分析指，選民在立法會選

舉影響力增加，而2012年特首選舉亦

較歷屆開放，更受民意影響，令香港

民主指數上升。但他稱，由於立法會

功能界別依然存在，加上特首選舉的

決定權仍落在「中國」手中，故香港

仍屬於「部分民主」的地區。

在亞洲國家及地區中，韓國以8.13分

在167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二十，在亞

洲區居首，其次為排二十三的日本，

台灣則排在三十五。

英美陷政治經濟危機

在是次調查中，挪威在167個國家及

地區中以9.93分排名第一，瑞典以9.73

分排第二，冰島排第三。

不過，已發展國家由於被債務危機

及政治領袖弱勢所主宰。美國備受日

益嚴峻的政治對立、邊緣政治和政策

癱瘓所影響，排名在二十一位；英國

深受體制危機所困擾，排在十六位，

兩者在「全面民主」類別中的排名處

於低位。

多市民支持設「預選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