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南丫島海難聆
訊揭發南丫4號比正常規定少1道水密門，引發
對本港船舶安全問題的關注。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昨在立法會上，就安全巡查及有關法
例向當局提出質詢。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表示，當局最近檢查200多艘渡輪及小輪，發現
當中6艘有問題；同時正全面檢討規管載客船隻
的制度，由海外專家研究，作風險評估及建
議，相信亦會在下月完成。

張炳良在立法會上指出，除了年度檢驗外，
海事處自去年年底起，檢查了所有本地領牌的
渡輪和小輪的水密艙壁設置。至今年3月22日為
止，海事處透過年度檢驗和特別巡查，檢查了
共134艘載客量達100人以上的渡輪和小輪，以
及138艘較小型的渡輪和小輪，佔上述兩類船隻

總數的99%和82%。
絕大部分被檢查的船隻的水密艙壁均符合標

準，但當中發現有1艘渡輪，其水密門上的門框
膠壓條破損，以及有5艘較小型的小輪，其穿過
水密艙壁的管路配件被發現配件的防水裝置有
輕微缺陷。海事處已要求有關船隻作出更正，
稍後會作出覆檢。海事處除檢驗船隻的水密艙
壁外，亦覆核船隻構造是否符合審批圖則。海
事處預計於今年4月內完成檢查所有渡輪和小
輪。

同時當局正全面檢討現行對載客船隻的規管
制度及相關法例，海事處已委託海外專家勞氏
船級社（Lloyd's Register）審視處方現時的圖則
審批及驗船程序，作出風險評估和建議，預計
研究工作於今年4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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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載客船 評估下月出爐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十八大報告強調要「防範和遏
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引發香港社會的一些關
注、討論。昨日香港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在

《明報》發表文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無》，指出，兩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說過「四海之內
皆兄弟」、「和為貴」、「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這些珍言道出了我們中國人善良忠厚、悅遠親
近、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然而，近代以來善良的
中華民族頻被西方列強殺人越貨、攻城掠地、姦淫
火焚的歷史，使我們醒悟到人性的多變複雜、國家
利益間的衝突對立，是無法抹去的殘酷現實。因此
我們才在《我的祖國》裡唱出了「好山好水好地
方，條條大路都寬暢。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
狼來了，迎接牠的有獵槍！」

他說，西方哲學家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孔子
說「溫故而知新」。讀一讀《周南解密港澳回歸—中
英及中葡談判台前幕後》和陳佐洱《香港交接：親
歷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兩書，就不能不令人對英
國某些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產生防範之心。

戴卓爾夫人欲香港變新加坡

《周南解密港澳回歸—中英及中葡談判台前幕後》
一書透露：

1、英國人曾考慮搞全民公決把香港「獨立」成第
二個新加坡。

「戴卓爾夫人並不想把香港交還給中國⋯⋯曾考
慮過搞國際共管，考慮搞全民公決把香港『獨立』
成第二個新加坡。」「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書中

就有一段寫到她曾考慮：『開始在香港發展民主構
架，必要時實現公民投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樣，達
到短期內實現自治或獨立的目標。』」

2、中英談判中，英方要求在協議草案中刪除香港
特區「直接隸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的說法。

「中方提出的協議文件草案中，講香港特別行政
區『直接隸屬於中央人民政府』⋯⋯英國方面竟然
要求刪掉這種說法，周南覺得很可笑：『不隸屬於
中國中央政府難道隸屬於你大英帝國嗎？』最後英
方不得不放棄其無理要求。」

3、中英談判中，英方要求讓香港「完全自治」。
「中方說將賦予未來特區『高度自治』的權力，

英方就要求『完全自治』。周南指出，兩者的本質
差別就是：如果是『完全自治』，中央政府就不能
管了。」「中方向英方反覆說明『高度自治』並不
是『完全自治』，英方又提出如果『完全自治』不
行就要『最大限度自治』。中方問『最大限度自治』
和『完全自治』又有什麼實質性區別？英方講不出
來。」

圖交接繞中方 逼兩地隔絕

4、英方想在1997年6月30日把行政管理權直接交
給特區政府，不想經過中央政府。

「英方說1997年6月30日要把政治、行政管理權直
接交給特區政府，不想經過中央政府。中方不同
意，周南說英方是想繞開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私
相授受』，說到底就是想給人造成香港是一個獨立政
治實體的印象，這當然是中國政府不能容許的。所
以1997年6月30日晚上，大家看到在兩國交接儀式之
後，中央才把高度自治權授予香港特區政府。」

5、英方提出要讓中國政府保證中國大陸和香港
「隔離和絕緣」。

「後來英方甚至提出了更荒謬的說法，『為保持
香港的繁榮，必須繼續保持英國對香港的聯繫，並
使社會主義的大陸同資本主義的香港隔離和絕緣。』
⋯⋯中方當然不會讓步。」

6、英國想在回歸後仍保持香港的英聯邦成員身

份，向中方提出在港不設總領館，而設立只有在英
聯邦成員國才設立的高級專員公署。

對此周南批駁道：「你們提這個是何居心？我知
道，你們只有在英聯邦的成員國首都才設立高級專
員公署，你能舉出你們在非英聯邦國家的外交代表
叫專員或高級專員的例子嗎？更何況香港未來只不
過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又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的首都。中國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們是不
是想把未來的香港特區變成準英聯邦成員國，或者
是英聯邦成員國？」

英自覺吃虧 鼓吹對 幹

7、英國曾想推翻中英《聯合聲明》。
「周南說他看過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的一個內部

檔，其中講到：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現行政府能否
維持到1997年，是很成問題的。因此英國的對華政
策（包括香港）應有高度的『靈活性』。這個『高度
的靈活性』是外交語言，說穿了就是要改變原來的
協議。他們認為，英國與中國達成的香港問題協
議，英國方面吃虧了。有的鼓譟應對中國『採取更
強硬的態度』，要『同中國人對 幹』，還有的直截
了當主張修改甚至廢除中英《聯合聲明》。」

「柯利達的《是合作，還是對抗？—— 中英香港
問題談判的艱難歷程和反思》裡寫道：1984年的協
定儘管如此成功，儘管是以那麼巧妙的方法達成
的，但在英方好多人心中留下的卻是一種不安和負
疚感。一方面他們承認達成協定的理由無可挑剔，
但是不合邏輯的是，他們總是不斷提出這樣的問
題，難道不能找到其他某種解決方法嗎？」

彭定康：回歸續過問港務50年

陳佐洱《香港交接：親歷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
一書透露：

1、末代總督彭定康動員政務官、公務員跟 他一
起「握爛牌，打亂仗」，擺脫中英已經達成的所有協
議。

「1992年，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內部

作了一個『嚴肅的形勢報告』，斷言中央政府政權不
到1997年就會像歐洲的蘇聯、東德和波蘭那樣垮
台，以此動員政務官、公務員們就跟 他一起『握
爛牌，打亂仗』，擺脫中英已經達成的所有協議、諒
解的束縛，撈回10年前英國在談判桌上想得到卻沒
有得到的東西。」

2、在中英聯絡小組談判中，英方想把中國的「國
家行為」局限於國防、外交兩項。

「雙方均贊同香港終審法院管轄範圍應符合香港
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的地位，不應包括對國家行為的
審理。但對於什麼是『國家行為』的具體表述各執
一詞，中方主要要與《基本法》規定的提法一致，
即採用『國防、外交等』的表述，而英方則認為應
局限於國防、外交兩項。」

「對於『國家行為』的表述是僅僅涵蓋『國防、
外交』還是『國防、外交等』，這是個反覆多次討論
了幾年的老問題，結果誰也不能否認除國防、外交
外，的確還有一些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區關
係的事務屬於國家行為，這個『等』字不能省略。」

3、彭定康說「英國在1997年以後仍然會過問香港
事務50年。」

「（1996年5月11日），彭定康在北美說：『英國在
1997年以後仍然會過問香港事務50年，中國人如果
不明白這一點，那將大錯。』還說，『不要讓任何
人都以為，一過了1997年6月30日，英國人就會『金
盆洗手』，丟下香港不管了！⋯⋯」

以「農夫和蛇」為鑑 勿低估破壞者

郝鐵川說，我們從未否定過英國政府內部存在積
極支持「一國兩制」方針在港落實的健康力量，如
英國前外交大臣賀維就曾指出：「把香港當做改變
中國的橋頭堡是非常不明智的，那樣做會導致香港
的毀滅。」但我們回顧歷史、觀看當下，也很難否
認英國內部也有一些對中國很不友好、想破壞《基
本法》實施的人士。他們的能量不可低估。「農夫
和蛇」的故事告訴我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
之心不可無。」

以古鑑今 重溫英密謀公投搞「港獨」
──郝鐵川撰文籲提防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郝鐵川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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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由市建局及房協共同

負責的「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資助舊樓業主復修

樓宇，但自2011年計劃推出以來，市建局向廉政公署

轉介55宗涉及維修違例的個案，例如圍標。據了解，

有社團背景人士於招標期間，恐嚇正當商人禁止入

標，甚至警告市建局職員勿插手，數月前更有人在大

廈外「晒馬」，警方拘捕逾60人。另外，亦有大廈的維

修工程被開雙倍價，為免小業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花

冤枉錢，市建局將於下月起引入獨立顧問服務，免費

為小業主提供工程費用參考價。

自 2011年4月1
日綜合計劃

推出以來，市建局
和房協共協助約
570幢大廈及1,630
名業主。市建局執
行董事林志良昨日
於記者會宣布，房
協現時在九龍區提
供的樓宇維修支援
服務將於下月1日起轉交市建局負責，市建局的服務範圍將擴展
至整個九龍區、葵青區及荃灣區，及至2015年，全港大廈都由市
建局負責，而房協則繼續跟進於生效日前已收到的個案。市建局
正與房協商討調節「強制驗樓資助計劃」的安排，但上述計劃及
全港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暫不受影響。

綜合計劃將沿用實報實銷形式，資助項目及金額都不變。符合
資格的樓宇數目將增加至1.5萬幢，約65萬個單位，增加逾兩倍。
林志良表示，市建局在未來5年將預留17億元，每年平均增撥逾1
億元，以應付額外資助申請，強調不影響其他重建收購計劃；市
建局樓宇復修部在未來4年將增聘約120名員工，總人數達200名。

當局助「重標」工程平近半

位於土瓜灣的東寶大廈於2011年招標維修，顧問費用僅2萬
元，收到近40份標書。不過，約200戶的大廈，更換消防設施、
水渠和翻新外牆等工程叫價最少1,000萬元，最貴的標書達1,400
萬元，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林文雄說：「覺得很貴，但不知價，想
不做(維修)」，其後在市建局協助下重新招標，工程項目不變，但

「包括17萬元顧問費，埋單計數720萬元」，較首次招標便宜一
半，每戶約付2萬元，逾60戶長者受資助可免繳。

林志良透露，維修業界「有圍標的風氣，但情況已有改善」，
市建局將向業主提供聘請顧問的重要及實用資訊，又會委託獨立
顧問，為業主評估樓宇維修的工程費用，供業主參考，期望業主
付出金錢是物有所值的，「一分一毫可以用在樓宇維修上」。

公屋輪候冊的35歲以下申請者有逾7萬多，按年激增

40%，令年輕一代無法置業。新界社團聯會會長、立法會議

員梁志祥(左三)昨與一班立法會議員及十多名新社聯成員，

到政府總部門外要求當局盡快興建公屋及居屋，並加快發展

新界東北區及西北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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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良(右)透露，維修業界「有圍標的風

氣」。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