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及一眾反對派人士昨日發表「佔

領中環」行動信念書，提出3個信念：一、香港的選舉

制度必須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的要求，包

括：每名公民享有相等的票數、相等的票值和公民參選

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權利；二、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選

舉制度的具體方案，過程包含商討的元素和民意的授

權；三、爭取在香港落實民主普選所採取的公民抗命行

動，雖是不合法，但必須絕對非暴力。另外，反對派亦

指，若中央硬推包含篩選機制的假普選方案，將發動全

港市民在2017年特首選舉投廢票抗議云云。

扭曲普選定義為抗爭製造虛假理據

事實上，香港的普選是否符合民主原則，並非反對派

說了算，也不能硬套《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而是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定下的法治軌

道推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規定，特

首與立法會最終要達至全面普選。在政治學上，普選的

定義通常講「普及而平等」只涉及選舉權，是指選民資

格會否受到納稅額和性別的無理限制，不包括被選舉

權，與權力機關的產生辦法沒必然關係，也沒有特別規

定選舉的形式與方法。《國際人權公約》也不要求各國

實行某一特定選舉模式，可按各自歷史等情況而決定。

在各國的選舉和政治制度中，普選不一定代表全面直

選，也有間接選舉以至差額選舉，就如英國上議院就是

非由選舉而是世襲委任制，國家元首卻仍是沿用世襲帝

制。因此，反對派指將來普選有提名委員會機制就是不

符合民主原則；要求特首須愛國愛港就是「假普選」，

這是故意混淆視聽，扭曲《基本法》對未來普選的規

定，為之後的抗爭行動製造虛假的理據。

在香港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普選方案的設

計必須以《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為基礎。《基本法》

四十五條列明：特首普選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再交由全港選民一

人一票選出。當然，對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各界

仍然可以討論，但反對派如果認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

主程序提名」就是「假普選」，這顯然是背離《基本法》

規定，挑戰本港的憲制安排，這樣的取態自然不可能得

到中央接納，也不可能得到市民認同。

對抗中央的人絕不能做特首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與香港立法

會建制派議員座談。喬曉陽提出「三個堅定不移」；

王光亞提出「三點不動搖」，他們的講話都明確表達了

中央在普選特首上的底線，就是對抗中央的人絕不能

做特首，特首參選人必須是愛國愛港。事實上，整部

《基本法》的精神，都滲透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然而，反對派卻以所謂「癱瘓中

環」來否決政改「五步曲」憲制安

排，企圖脅迫中央接受對抗中央的人當

特首，挑戰中央要求特首愛國愛港的底線。假如讓一

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將令兩地關係劍拔弩

張，為兩地的經濟民生帶來損害，「一國兩制」會受

到顛覆性的衝擊，對此，中央不會答應，香港市民也

不會答應。

戴耀廷等人又說行動是「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選舉

制度的具體方案」，但所謂民主決議參與的都是他們的

支持者，民意授權也只是通過鍾庭耀的「電子平台」投

票，這怎麼能代表主流民意？他們又說「公民抗命行

動，雖是不合法，但必須絕對非暴力」，並將一場挑戰

中央的政治抗爭美化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

然而，糾集萬人以違法的方式「癱瘓中環」，威脅中央

必須接納其方案，以本港政經樞紐作籌碼，戴耀廷更揚

言「博拉」，這樣的行為可稱為愛與和平？而且，萬人

公民抗命，難免與維持秩序的警方發生肢體衝突，當衝

突失控，隨時會發生嚴重的騷亂及損害，在衝突中造成

的損傷、專業人士因犯法而失去專業資格、青年學生前

途盡毀、家中經濟支柱失去工作，香港的金融秩序受到

嚴重衝擊，這些沉重的後果，戴耀廷或反對派之流能夠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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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普選依據是《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決定，而非《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反

對派提出的「癱瘓中環」信念書核心是違反《基本法》，衝擊法治原則。反對派要求將來的普選

特首方案不能有《基本法》所規定的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提名機制，也不接受中

央要求普選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要求，否則就是假普選方案，反對派就要以此發動萬人佔領及癱

瘓中環，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壓。反對派的說法不但誤導市民，更是公然悖離《基本法》與

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安排，一個脫離法治軌道，挑戰中央底線的方案怎可能稱為「真普選」？反對

派企圖糾集萬人「癱瘓中環」，以癱瘓香港金融命脈的中環為賭注，倒香港人的米，廣大香港市

民絕不認同。

「癱瘓中環」信念書的核心是違反《基本法》衝擊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跨境學

童每天清晨摸黑起床上學，甫下課便要長

途跋涉回家，無緣享受學校的課餘活動，

情況不理想不健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建議政府容許本地校巴進入深圳灣管

制站，接載跨境學童上學，縮短他們的上

學時間，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指，深圳灣

管制站旅遊巴士上落客設計成只供過境車

輛使用，進站巴士必須過境，不可折返香

港。對有議員建議政府在內地增加港人子

弟班、港人子弟學校數目，吳克儉表示，

跨部門工作小組會視之為重點研究部分。

梁 志祥在立法會會議提出質詢，表示接到新
界西學校校長和學生家長反映，政府沒有

向本地校巴簽發進入深圳灣管制站的許可證，令
經深圳灣口岸入境的跨境學童只可以乘搭從內地
開出的跨境校巴上學。他指出，學童需要花更多
時間上學，跨境校巴的車費也較本地校巴高，希
望政府考慮採用落馬洲支線管制站的安排，向本
地校巴簽發進入深圳灣管制站的許可證，以便接
送跨境學童上學，減少在內地輪候過境的跨境校
巴數目，以及為學生家長提供多一項選擇。「現
時深圳灣口岸，香港這邊亦有不少車輛，包括的
士都可以去到關口回程，為甚麼政府在解釋時說
不可能、地方不足以讓車掉頭呢？為甚麼設計時
欠缺了這方面安排？」

吳克儉：進口岸難折返

吳克儉回應表示，讓本地校巴進入深圳灣管制
站接載跨境學童的建議，在實行上有一定的困
難，但政府對此持開放態度。他指出：「深圳灣
管制站旅遊巴士上落客設施的原來設計，只供過
境車輛使用，所有過境巴士在停泊區完成落客
後，必須前進過境，而不可折返香港。另一方
面，使用公共交通服務的跨境旅客不斷上升，深
圳灣管制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的使用量已接近飽
和；若要在交匯處內騰出空間容納本地校巴停
泊，存在相當難度。」
吳克儉續指，各個相關部門會仔細研究各種因

素，包括口岸的實際運作條件、整體過境旅客的
需要，以及深圳灣口岸的邊檢及交通配套安排
等，亦會與深圳當局商討，切實地評估有關建議

的可行性。

譚耀宗促增港人子弟班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和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則提
出增加內地港人子弟班、港人子弟學校以解決跨
境學童問題。田北辰建議，政府在深圳開辦港人
子弟小學，讓居住在內地的香港學童入讀，既可
節省學童來往深港上學的時間，也可以紓緩內地
與香港的矛盾。譚耀宗進一步提議，除了在內地
興建港人子弟學校，也可以向內地教育機構「買
位」，增加靈活性。
吳克儉回應時表示，政府為解決跨境學童問題

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增加港人子弟班、港人子
弟學校會是小組的重點研究部分，他亦表示政府
希望令年幼學童原區上學，譚耀宗的建議能夠達
到目標，小組會積極考慮。

梁志祥倡准校巴
深圳灣接跨境童

財爺訪中山

梁振英評分指標八成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公布，本港今年

首兩個月有26名示威者被拘

捕，當中12人被檢控，而去年

和前年則分別有56名和444名

示威者被捕，當中31人和54人

被檢控。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重

申，警方一直根據香港法例，

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

度處理所有公眾集會及示威活

動，執行方針是致力取得平

衡，既便利所有合法及和平的

公眾集會及遊行，亦須致力減

低對其他公眾人士或道路使用

者的影響，確保公共秩序和公

共安全。

黎棟國昨日書面回覆立法

會議員提問時指，在2011年

公眾遊行集會期間被拘捕的

444人當中，有397人是在3次

公眾活動中，因非法集結、

長時間堵塞區內主要幹線、

或作出其他違法行為而披

捕；撇除該3個行動的拘捕數

字，2011年實際在其他公眾

活動中共拘捕了47人，與

2010年的57人相若。至於

2012年及今年首兩個月，則

分別有56人及26人在公眾遊

行集會期間被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就有香港記者在北京

採訪遇襲一事，署理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書面

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

示，特區政府駐京辦得悉事

件後，即時聯絡相關傳媒詢

問是否需要提供協助，並向

內地有關部門了解情況，及

後已獲悉該傳媒已向內地公

安當局報案及獲立案調查。

駐京辦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

門緊密聯繫，留意事件發

展。

劉江華在回覆時又指，特

區政府駐京辦和駐粵辦設有

入境事務組，由入境處派駐

職員，為在內地遇到事故的

香港居民提供切實可行的協

助，同時會因應需要，不時

檢討駐內地辦事處入境事務

組的編制和運作。行政長官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亦

公布，計劃在駐成都經濟及

貿易辦事處增設入境事務

組，進一步提升對在內地西

部地區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

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研究協會
最新民調顯示，特首梁振英整體滿意度評分為
2.77分，較兩個月前上升0.11分，而市民對特首的
10項滿意度評分中，有8項錄得上升，反映市民
對特首近期的工作表現有所改觀，其中「處事果
斷」錄得最大升幅，上升0.25分，相信與近月政
府適時推出「新辣招」壓抑樓價及限制奶粉出口
兩項措施有關。
協會於3月21日至25日電話訪問了1,176名市

民，了解市民對特首6項基本施政方針的落實成效
和4項領袖特質的滿意度，以1分為非常不滿意，5
分為非常滿意。結果顯示，市民對特首10項滿意
度評分中，「維護國家與香港利益」評分最高，
得3.12分，升0.16分，排名上升一級至榜首；其次
是「處事果斷」，得2.97分，升0.25分，排名上升
兩級至第二位；再次是「全方位發展經濟」，得

2.95分，升0.21分，繼續排在第三位。至於「誠信」
則得2.38分，輕微下跌0.01分，繼續留守榜末位
置。在特首10項表現的滿意度評分中，8項錄得上
升，惟9成評分項目仍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

對經濟看法略改善

調查又指，共21%受訪者認為現時香港經濟狀
況「非常好」及「頗好」，表示「一般」的佔
44%，而表示「頗差」及「非常差」的則合共佔
34%，各比例維持不變。對香港未來一年經濟狀
況的評估，13%受訪者對此表示會「變好」，表示
會「變差」的佔32%，而表示「差不多」的則佔
45%。同時，「香港經濟展望指數」，即變好減變
差的數字，則較上次調查上升4點至負19，顯示
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繼續在低位徘徊，相信是
受到最近塞浦路斯金融危機所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年前一份審計
署報告發現廉政公署毋須受政府內部檔案管理的
強制規定，令人憂慮廉署在檔案管理方面「無王
管」。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
廉署由1974年成立至2011年底，一共銷毀了約7.8
萬個檔案，包括約5.1萬個已結案的業務檔案。她
強調，經過行政署和廉署跟進報告建議，廉署目

前檔案管理政策和程序與其他政策局、政府部門
無異，銷毀檔案前要得到檔案處處長同意，廉署
過去亦有參考政府檔案管理做法，決定銷毀檔案
時會考慮檔案的保密需要、法律要求和歷史價
值。

林鄭：銷檔政策如各部門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擔心，廉署銷毀的檔案
中，包括巿民關注的貪污案件檔案。林鄭月娥表
示，廉署在2011年年底前，也有參考政府檔案管
理的做法，自行制訂其檔案管理政策及程序，確
保檔案獲妥善管理，相信廉署過去在決定銷毀檔
案時也有考慮到其實際運作情況、檔案的保密需
要、法律要求和歷史價值。
被問到廉署何時會將檔案移交檔案處鑑定歷史

價值，林鄭月娥表示，希望廉署今年8月將首批已
過保存期限的檔案移交檔案處。

率
高
官
悼
沙
士
殉
職
醫
護

港台工會發表聲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廣播處長鄧忍光日前去
信立法會回應議員就港台事
宜的質詢，重申自己身為公
務員毋須承擔任何「政治任
務」，也不可能要求其他同事
執行「政治任務」，至今亦無
員工對有關「政治任務」提

出具體證據。香港電台工會
昨日就此發表聲明，稱鄧忍
光至今諉過同事沒有提出「思
想交代」的憂慮，此乃轉移視
線，強調《頭條新聞》製作人
員在員工大會上，明確表明對
此安排深感不安，質疑其處理
手法及態度。

沙士10周年紀念，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日聯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及行政總裁梁㟞賢
等逾20名醫管局管理層到浩園，向6
名在沙士爆發期間盡忠職守的殉職醫
護人員致祭。

沙士一疫造成299人死亡，每年清明節
前，政府和醫管局代表都會來到浩園向醫
護人員致祭。梁振英等昨日早上9時前來到
浩園，他們一起向殉職醫護人員的墓碑鞠
躬，又逐一到6名抗疫英雄的墓前獻花。6
名抗疫英雄包括終年35歲的屯門醫院醫生
謝婉雯、屯門醫院護士劉永佳、大埔醫院
醫生鄭夏恩、聯合醫院健康服務助理鄧香
美和劉錦蓉，以及威爾斯親王醫院病房服
務員王庚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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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記受襲事 駐京辦續跟進

黎棟國：處理示威不偏不倚

廉署舊檔最快8月交檔案處

為加強香港與珠三角主要城市的了解與溝通，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赴中山市訪問，啟動珠三角營商環境及港人在珠三角發展

狀況的摸底調研。他首先與中山市市長陳良賢會面及共晉午餐，

雙方就加強兩地合作交換意見，隨後參觀了盛景尚峰金融服務中

心、凱茵新城以及翠亨新區。

曾俊華表示，目前有不少香港人在中山創業居住，兩地的交流

合作也越來越密切，希望兩地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制定一些具

體的合作計劃，取得「雙贏」。

陳良賢就希望中山與香港兩地在交通、教育培訓、社區養老、

管理創新等方面加強溝通，進一步拓展合作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廣珍、王松濤

■梁志祥建議容許本地校巴進入

深圳灣管制站，接載跨境學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譚耀宗提出向內地教育機構

「買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吳克儉表示，會重點研究相關

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