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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提出普選

行政長官兩個前提，包括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引起了

社會熱烈討論，並得到市民的廣泛認同，各界人

士亦相繼就普選特首提出各種方案。事實上，不

論特首普選的具體方案內容如何，都必須符合基

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能超越與中央對抗

的人不能擔任特首的底線。如果在這兩個前提上

不能形成共識，具體的普選方案討論也不可能形

成共識。

今年以來，社會就普選特首的議題展開了熱烈

的討論，中央及時表達了態度和立場，有利本港

的政改討論循健康的方向發展，讓社會能夠在兩

個前提上凝聚共識。近日在政改討論中，雖然有

人仍然執意發動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意圖

向中央施壓；也有部分人不承認基本法與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以人權公約與國際標準來否定基本

法有關特首普選的規定，但總體而言，大部分市

民在普選討論上都是理性務實的，也尊重中央的

憲制權力。

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尚未解決、尚待香港社

會討論解決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提名行政

長官的民主程序，一個是提名多少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社會不同人士開始就特首提名機制等提出

不同的方案及建議。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

官普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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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提名委員會提名

是一種機構提名。「民主程序」就是指「少數服

從多數」。人大有關決定還規定，提名委員會可

參照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組成。有反

對派的代表人物提出具體方案：接受將來的提名

委員會沿用現時的1200 人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辦

法，也接受提名委員會採「機構提名」即委員會

內少數服從多數，但條件是要讓取得最高提名票

的首5 人成為候選人。

首先應該肯定，不論什麼人，只要願意在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討論提名機制和提名多少

名候選人，都具有正面意義。這與那種離開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用並非香港普選根據的國際人權

公約作為標準來討論香港普選相比，是一種進

步；與那種企圖以「佔領中環」的違法對抗手段

來達到自己要求的做法相比，具有建設性。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任何普選方案的設計，

都不能離開兩個前提：一是都必須符合基本法和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二是對抗中央的人不能做特

首。根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本港特首普

選有三個機制：提名機制、普選機制和任命機

制。這三個機制都有責任確保出任特首的人，必

須是中央能夠接受的愛國愛港人士。這是一條必

須堅守的底線。

日本與台灣昨日簽署釣魚島周邊海域漁業權

協定，未來台灣漁民在釣魚島周邊12到20海里

的範圍作業捕魚，都不受日方法律約束，一旦

台灣漁船跨過了釣魚島12海里處，也就是日方

暫定的所謂「執法性範圍」，日方還是會採取取

締動作。實際上，釣魚島問題上，沒有主權，

漁權就成了無本之木。台灣若以主權換漁權，

只會得不償失，給兩岸保釣留下嚴重隱患。長

期以來，日本堅持驅趕在釣魚島周圍捕魚的台

灣漁民，現在利誘台灣，目的是分化兩岸，破

壞兩岸聯手保釣的默契。捍衛領土主權，維護

漁業權益，兩岸雙方責無旁貸，應該兄弟同

心，一致對外，以對民族歷史負責的態度攜手

保釣。

台日就漁業談判持續了17年，如今達成協

定，台灣「漁業署」認為是「最重大的突破」。

可是，台灣方面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台日漁業

談判僵持近17年都未有寸進，長期以來台灣漁

民到釣魚島附近捕魚例必遭到日本艦艇的驅

趕、捉捕，如今卻突然對台釋出「善意」，願意

讓步呢？原因清楚淺顯，自去年底日本「國有

化」釣魚島，大陸採取強硬手段保釣，而且反

制措施成效日益明顯，台灣保釣熱潮也持續高

漲。如果不是大陸保釣態度堅決、立場強硬，

日本會向台灣「示好」嗎？

日本不得已向台灣略施小惠，以漁權拉攏台

灣，就是要達到將大陸和台灣「分而治之」的

目的。日本共同社報道分析稱，鑒於中國大陸

同樣主張對釣魚島及周邊海域擁有主權，日本

此舉意在向台灣方面做出讓步，以防止兩岸聯

手在領土問題上對抗日本。台灣與日本簽訂漁

業協定，明顯是上了日本人設計的圈套。

此次台日簽署漁業協定，更在釣魚島主權爭

議中埋下不利中華民族的隱患。台日達成的共

識中，日本不允許台灣漁船進入釣魚島12海里

以內的海域。1982年公佈的《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規定，「各國有權確定不超過12海里的領

海」，當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採用了12海里的領

海制度。台日簽署漁業協議，不讓台灣漁民進

入釣魚島12海里內作業，形同承認日本擁有釣

魚島的實質管轄權，變相將釣魚島的主權拱手

讓於日本。沒有主權，就沒有漁權。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

兩岸只有合作才能真正維護中華民族的領土

和主權完整，對日本形成有效的制衡，從而更

好地維護兩岸在釣魚島海域的漁業權益。在維

護釣魚島主權、漁權的問題上，兩岸應以中華

民族的共同利益為重，協調步伐，一致對外，

千萬不要因蠅頭小利被日本分化。

(相關新聞刊A8版)

普選方案不能脫離「兩個前提」 兩岸保釣有責 台灣勿被日本分化

菜價漲逾倍 市民有排捱
廣東暴雨連場 供港蔬菜銳減

由於本港的蔬菜供應非常依賴內地進口，令本港菜價時常受內地天氣
影響而波動，內地廣東地區自三月起持續下雨，而廣東省氣象局於

過去幾天亦錄得暴雨，令本港蔬菜供應量下跌，部分蔬菜批發價大幅上
升。廣東省氣象局預計，未來幾天繼續受冷空氣影響，廣東省西部及珠三
角大部分市縣仍有中到大局部暴雨。

菜芯貴一倍 豆苗每斤38元

蔬菜統營處總經理郭錦文表示，本港97%的蔬菜來自內地，但自3月底
起，廣東省暴雨持續，東莞、韶關等主要菜場亦受影響，令供港蔬菜由平
日的420公噸，大幅跌至340公噸，跌幅達20%。加上現時正值春末夏初，
蔬菜處於「青黃不接」時期，在雙重因素的影響下，令本港蔬菜價格暴漲
逾50%。漲幅最明顯的要數菜芯，昨日平均批發價為每斤14元，較平日的
6.4元升超過一倍。而豆苗更由平日每斤22元，飆升至38元。

「蔬菜一浸水就易壞，多數供港的蔬菜又黃又多泥。」郭錦文指，蔬菜
價格雖貴，但質量欠佳。另外，受雨季影響，瓜果亦不能倖免，供港瓜果
的批發價平均升約20%，其中絲瓜每斤批發價由6.9元升至9.6元，毛瓜則
由6.2元升至9.1元。雖瓜果價格亦有上漲，但漲幅較蔬菜價為低，故他建
議市民在無法抵擋漲價的情況下，漲幅較少的瓜果亦是個不錯的選擇。

而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商會會長袁昌則預計，未來一個星期，內地將會
持續下雨，相信市民「捱貴菜」的情況仍要維持約半個月。

市民慳住買 菜販生意降

有位於灣仔街市的菜檔東主表示，菜芯的零售價由往日的每斤10元至12
元，上升至近日每斤約24元至28元，而芥蘭零售價亦由每斤8元至10元，
上升至每斤20元。他指出，菜價上漲影響他們生意，「現在樣樣都貴，就
算客人不買菜芯及芥蘭而買其他蔬菜，但都會慳得就慳，買的數量都有下
跌。」

市民陳太表示，她留意到菜價不斷升，但小市民避無可避，只能不吃價
格升幅最高的菜芯及芥蘭，轉吃其他蔬菜。而王太則表示，吃飯不能沒有
蔬菜，所以她迫於無奈菜價再貴都要買。

梁振英：應平衡保育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樓市吹淡風，政府推出的兩個
資助房屋計劃，房委會第7期居屋餘貨及房協綠悠雅苑，連帶受
影響。前者昨日截止申請，房委會共收到9,750份申請，超額申請
約11倍，當中綠表申請人更只有180份申請，佔總數不足2%，遠
低於60%的配額比例，反應冷淡。有房委會委員認為，現時市況
較之前穩定，令準買家想「睇定 」，政府不應因此而更改資助
房屋政策，但可調整綠白表比例。而綠悠雅苑開售3日累計邀請
620名買家揀樓，但「甩底率」平均約40%。（見另稿）

收表9750份超額11倍

房委會第7期居屋餘貨接受申請約3星期，房屋署共派出47,600份
申請表，不過截至昨日5時，僅收到9,750份申請表，當中綠表申請
僅得約180宗，只及預留的500個配額約36%，換言之，綠表申請者
必定可以揀樓。房屋署表示，綠表申請未用盡的配額將撥歸白表
組別，白表申請者中籤機會或增加，而郵遞申請將以郵戳為準。

今次推售的832個居屋貨尾單位以天水圍天頌苑為主，當中641
個單位是曾發生短樁醜聞的頌波閣（K座）及頌浩閣（L座），以
市價七折定價，樓價介乎119萬元至350萬元，綠白表比例為6:4，
房屋署安排下月中攪珠決定揀樓優先次序，申請者將於6月底依
次開始揀樓。

鍾情市區樓 天水圍吃虧

身兼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的房委會委員蔡涯棉指出，
連同郵遞申請，申請宗數應超過1萬宗，「對於推售800多個單位
來說，已相當不錯」，並指今期剩餘居屋可以選擇的區分單一，
集中在較為偏遠的天水圍區，未必可滿足不同買家的需要，「買
居屋是想改善生活，想交通方便，近上班返學地點，但天水圍

（地理上）較吃虧」。

可調整綠白表配額比例

蔡涯棉又分析，今期居屋貨尾單位絕大部分並非綠表家庭鍾愛的市區
樓，加上綠表申請須交回公屋單位，代價較大，申請者一般較為審慎，故
過去數年綠表申請在各項資助房屋計劃中反應都較差，綠表申請較冷淡是
預料之內。他認為，房委會可以調整綠白表的配額比例，但應該保留綠表
申請配額，因為可以加快公屋流轉。

市場交投淡靜，上月二手居屋市場錄得339宗成交，成交額為10.22億
元，兩者均按月下跌約27%。不過，香港測量師學會房屋政策小組主席潘
永祥表示，政府不應該因短期淡靜而更改居屋政策。

綠悠「甩底率」再升
顯穩定樓市見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房屋協會的青衣「綠悠雅苑」開售3日，
累計邀請620名準買家揀樓，不過只有359名準買家應邀，「甩底率」達
40%。有長策會成員分析，政府的穩定樓市措施已漸見成效，市場氣氛較
冷靜，令市民不急於置業避樓價再升，以及不少中籤申請者同時申請房委
會的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計劃，最終同時中籤，選擇後者。

房協昨日邀請260名準買家揀樓，最終138名買家應邀到房協位於大坑的
區域辦事處揀選心儀單位，「甩底率」高達47%，比首日38.75%更高；房
協全日共售出122個單位，與之前兩日一樣，主要是白表家庭申請，佔90
個單位，而綠表家庭申請及單身申請分別佔21個及11個單位。房協的售樓
資料顯示，最受歡迎的是第2座的E室兩房單位及F室三房單位，總數76個
單位，只剩兩個位於3樓的最低層單位（不設1樓及2樓）；其次是第3座的
E室及F室，亦只剩3個低層單位。

中籤或重疊 寧揀白表居屋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涯棉指出，政府推出多項辣招已「成功
穩定樓市，沒之前咁亢奮、咁熾熱」，準買家對樓市穩定的信心較大，尤
其是不急於置業的市民更會抱觀望態度，「可以放心 ，不用擔心今日不
買（樓），明日（樓價）會再升，尤其是沒有逼切需要的（準買家）入紙
是申請 先的心態」。他續稱，不少市民同時申請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
居屋計劃，「中籤者可能不少是重疊，但白表可選全港各區的二手居屋，
選擇較多」，或最終選了後者。

房協發言人稱滿意銷售情況，亦與以往差不多，隨 單位出售，準買家
可選的單位減少，售樓比率必定會下降，認為銷售反應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牧師林以諾
訪問暢談香港人關注的房屋問題，他表示，上任後覓地建屋遇到困
難，但經過9個月努力，未來5年推出7.5萬個公屋單位的土地需求已
經能夠滿足。但他承認，《施政報告》中承諾每年建屋量10萬個單
位仍未能應付現時需求，他對正居住 房的市民感到歉疚，強調未
來會加快力度落實政策，又呼籲各界重新檢視保育與發展的理念。

對 房居民感歉疚

梁振英在《睇理點睇》特首專訪中談到房屋政策新亮點，他說，
香港排隊申請公屋的個案已達22萬，目前供應遠遠不及，他對住在

房的市民感到歉疚，但強調政府覓地起樓需時，經過9個月的努
力，不論在公屋及私人市場方面也有一定成效。他又提到目前100
萬個私人住宅單位中，一半面積小於500呎，倘希望香港的下一代
能夠住大一點，改善居住條件，除了政府要加快力度落實政策，社
會各界也應重新檢視土地理念。

梁振英坦言，大嶼山有不少基建，加上港珠澳大橋約3年後通
車，當地有望成為經濟新增長點，但當中有很大面積是郊野公園，
在「魚與熊掌」難以兼得下，社會必須多作討論及抉擇。當被問到
香港能否效法新加坡以強積金支付買樓首期時，他指出，香港強積
金供款比率比新加坡公積金低，累積金額亦少得多，現階段並不適
合用作供樓；而新加坡平地較多，在平衡保育及發展方面的挑戰比
香港小。

蔬菜批發價格
品種 昨日平均批發價/斤 上周平均批發價/斤

菜芯 14元 6.4元

芥蘭 14.5元 9元

白菜 7元 4元

小唐菜 6.3元 3.7元

生菜 6.4元 4元

油麥菜 7.4元 4.1元

豆苗 38元 22元

資料來源：蔬菜統營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錦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陳錦燕）本港蔬菜供應有

97%來自廣東省地區，鑑於廣東省近日連場暴雨，影響農作物

失收，令本港菜價高企，當中最受影響的菜芯及芥蘭，零售價

比以往上升逾倍，每斤分別高達28元及20元。香港入口蔬菜批

發商商會會長袁昌表示，預計未來廣東省天氣都持續有雨，市

民有可能需繼續「捱貴菜」。有菜檔東主表示，菜價上漲令市

民購買蔬菜的數量減少，影響生意。

■梁振英(左)強調未來會加快力度落實政策，又呼籲各界重新檢視保育與發展的

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有菜檔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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