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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針對香港政制發展如何才能穩步有序，如何才

能真正體現普及和平等，社會各界提出了不少見解。

眾所周知，香港是一個自由港，不但全球船貨來去自

由，而且各國人員自由出入。如果翻開香港報紙的評

論版，對每一件社會事務的論述，都可以找到多種意

見，甚至在同一份報章裡，也可看到不同的論點。不

過，自由也應該有度，特區政府和學術機構應研究香

港的自由「度」在哪裡，要有制度約束。還有諸多問

題香港單方面解決不了，需要中央政府予以協助。

香港民主以繁榮穩定為目的

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治安排下，中央尊

重「兩制」，贊同香港的民主發展，但港人不可忘記

的是「兩制」畢竟是「一國」之下的「兩制」。回歸

祖國以來，香港保持了繁榮穩定，人均收入不斷增

長。據特區政府公布，2012年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

（GDP）較1997年的2.7萬美元增長至少30%。回歸以

來，香港成功地抵禦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

沙士疫情，還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推動了

經濟平穩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

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被公認為全球最自由開

放的經濟體和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

顯而易見，香港的民主制度應建立在「一國兩

制」的基礎上，以繁榮穩定為目的，兼顧香港社

會各階層的利益，保持自己的特色，只有理性的

態度及正確的認知，才能保障民主的有效實行。

因此，香港的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不

能與中央政府對抗，這是社會普遍視為簡單不過

的常識，理所當然的條件。

提名委員會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

2012年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普選問題的《決定》

指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

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現在對提名委員會的提

名方式、被選舉權是否和選舉權一樣的平等原則等存

有爭議。

筆者認為，凡是香港「普選」的相關問題，只要在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框架下，都是可以理性討論的。選

舉委員會的組成是香港基本法經過廣泛諮詢所形成的

共識，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和較強的認受性。回歸以來

的選舉實踐證明，選舉委員會的這種組成體現了各階

層和各界別的均衡參與。香港社會較多意見，也認為

提名委員會應參考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提名委員會參

照現行選委會組成，有利於香港社會在特首普選辦法

上形成共識。

香港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不能與中央政

府對抗，是香港普選的底線。有人卻將所謂「普選國

際標準」凌駕於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之

上，並聲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

提出的普選前提是「假普選」。但是，所謂「普選國

際標準」乃誤導之說，正如聯合國日內瓦「人權中心」

的文件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唯一的政治體制或者

選舉方式是適用於所有人群和國家」。實際上，各地

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採用不同的選舉制度來實現

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這才是「國際標準」。在香港

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香港反對派將

他們的所謂「國際標準」凌駕於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之

上，恰恰違反真正的「國際標準」。

應回到「兩個前提」的共識上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指出，香港的

行政長官普選有兩個前提，一是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二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兩個前

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認同，不適宜開展

政改諮詢。在特區開展「關於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

選」諮詢之前，首先應回到「兩個前提」的共識上。

如果連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都不

認同，一意孤行地堅持對抗中央政府，那麼香港的政

改諮詢就可能達不到預期的目的。

事實上，離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離開對抗中央者

不能當特首的前提，特首普選具體辦法的諮詢只能是

各說各話，根本無法討論。香港社會只有在這兩個前

提上達成共識，其他問題才可以迎刃而解，政改諮詢

啟動時間可能晚些，但可以後發先至。

《基本法》明文規定一系列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制度性

安排，香港的發展取決於中央及港人的共同智慧來加以決定。香

港實現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普選出來的行政長

官必須通過中央的任命。當然，香港政改方案多一些不同意見的

考量，可以集思廣益。民主就是要學習妥協，有妥協才有前進，

如果不能妥協，香港的政制將會原地踏步，這實在不是大家所樂

於見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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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有逾百隱形H7患者
染禽流感或無病徵 倡血清流行病學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香港大學醫學院昨日公布，在
本月10日至13日進行的H7N9禽
流感「普通人群的心理行為學
調查」。醫學院透過電話訪問
1,035名市民，發現市民對
H7N9疫症的焦慮程度為1.8分
（4分為滿分），與2009年甲型
H1N1時焦慮程度一樣，處於
基線水平。惟與2003年沙士，
及2009年甲型H1N1（俗稱人類
豬流感）相比，受訪者認為自
己在未來一個月受H7N9病毒
感染的風險低 1半，只有
11.5%。此外，分別約有80%及
50%的市民認為感染H7N9的嚴
重性，比沙士及人類豬流感
低。
調查發現，有25%的受訪者

表示在過去一周內，至少有1
名家庭成員有疑似流感症狀。
惟只有37%受訪者的患病家人
會佩戴口罩、48%人會在用餐
時使用公筷、不足70%人會加
頻洗手。
與2009年人類豬流感大流行

時比較，市民的個人衛生防疫
意識亦較低，只有8.9%會戴口罩。打噴
嚏、咳嗽時會掩口的市民亦下跌6%至
69%；不足60%人會在打噴嚏、咳嗽、
擤鼻涕後洗手；不足10%人在接觸公共
物件時採取預防措施。
對於政府控制H7N9禽流感的措施及

成效，以10分滿分，市民認為特區政府
表現較佳，得6.5分；而中央政府得5.1
分；內地省或市政府之表現則不及格，
只得4.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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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公共衛生研究中心及
流感研究中心，昨日公布最新之

H7N9研究結果。據該中心按統計學推算，
內地至少有90宗至120宗有輕微病徵、甚至
有未發病的「隱形病人」未被發現，會令疫
情更難控制。公共衛生研究中心主任梁卓偉
並不認為是內地疫情監測不足或涉及漏報所
致，「禽流感的特徵是隱形個案普遍較確診
個案多，有時市民染了病都未必知道」。

港血清測試20%市民曾染豬流感

內地曾出現一個小童感染H7N9禽流感後
並無出現病徵的個案，梁卓偉直言並不出
奇，更是意料之內。他引用2009年甲型
H1N1流感（俗稱人類豬流感）的數據指，

截至當年年底，本港累積有近23,000宗確診
感染個案。其後，在血清測試的研究中發
現，有20%人曾感染豬流感，推算全港有
140萬人曾染病，估計大多人病情輕微或無
病發，故未有察覺。目前，鑑於內地主要替
住院的患者進行病毒檢測，故建議內地當局
應該進行血清流行病學研究。

長者易中招疑因常到街市

研究中心又分析102名內地的H7N9感染病
例，發現有一半病人是60歲以上，與過去內
地發現的43個、主攻20歲至40歲人士的
H5N1病例有別。此外，病人的年紀愈大，
其病情愈嚴重。梁卓偉說：「引致這些現象
可能與年紀大的人較常到街市買菜有關，亦

可能因為長者的免疫力較弱，但一切仍有待
確定。」
為防範H7N9禽流感傳入本港，梁卓偉強

調，港府必須在活家禽的品質監控、隨機病
毒檢測的方法及規模、及檢測時機3方面做
足工夫。在本月11日起，食環署於文錦渡口
岸，在每批1,000隻家禽中抽查30隻的組織
樣本化驗，而現時每一批次內的供港內地活
雞，均來自同一來源地，以減少交叉感染的
機會。在抽查的活家禽中，21隻進行血清測
試，另外9隻則進行基因測試。梁卓偉認

為，現時採取之檢測措施有超過90%準繩度
可檢驗到5%感染病毒的家禽，效果穩妥、
安全和理想，相信本港至今無活家禽感染
H7N9。
中國疾控中心、哈爾濱國家禽流感參考實

驗室等聯同荷蘭疾控中心早前發表H7N9基
因分析報告發現，內地的H7N9病毒在短短
兩個月已開枝散葉，基因變異情況多。梁卓
偉表示，病毒變種速度加快，與改變宿主有
關，屬正常情況，目前未見大規模爆發及人
傳人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內地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例破百，有20人

死亡，惜至今全球均未能解答病毒源頭、傳播途徑等疑問。香港大學醫學院

研究進一步掀開H7N9的神秘面紗，發現H7N9患者年紀愈大，其病情愈嚴

重，又推算目前內地至少有90宗至120宗「隱形病人」仍未被發現，故建議

內地當局應進行血清流行病學研究。公共衛生研究中心主任梁卓偉昨日認

為，現時本港對內地供港活家禽採取之檢測措施，準繩度超過90%，加上檢

測時機適切，故相信目前本港無活家禽感染H7N9。

港大深醫院體檢中心下月開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投入運營10個月

的港大深圳醫院昨日宣布下月將全面啟動健康管理體檢中
心。目前已試營業2周，共約100人進行了體檢，平均每人消
費935元。全科負責人林露娟表示，下個月每日可為40人服
務，預計9月可達百人。在取報告時全科醫生還可進行解釋，
提供下一步要進行檢查的建議。據悉，目前全科共11名內地
醫生和4名港醫輪流坐診。
林露娟表示，健康管理體檢中心會根據體檢者的年齡、性

別、家庭病史等特點制定各類體檢套餐，同時針對有特定疾
病風險較高的人體或其他需要，在套餐的基礎上，選擇性增
加一些附加體檢項目。所有體檢均包括健康評估、體格檢
查、化驗、影像學檢查和健康管理建議。

南澳州確認贈海園8樹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商及旅遊）黃灝玄昨日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訪港的南澳州旅
遊及康樂體育部長李磊，簽署了旅遊合作諒解備忘錄，確認了南澳
州克雷蘭野生動物園將送贈8隻樹熊予香港海洋公園的計劃。
黃灝玄昨日說，香港與南澳州簽署備忘錄，將會有助推動雙邊關

係，並鼓勵兩地在旅遊方面加強合作。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以及訪港的南澳州州長魏杰見證了簽署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近
年訪港旅客人數屢創新高，帶來巨大
經濟效益。旅發局為了豐富本港的旅

遊產業，將於下個月舉辦第四屆傳統
文化匯，對遊客加強宣傳譚公誕、佛
誕、天后誕及太平清醮4個節日，又

會在5月舉辦多場平安包製作班、品
茶班及粵劇導賞團，讓外國遊客感受
本港的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匯宣傳4節日

近年本港旅客容量問題備受社會各
界熱議，旅發局為了將旅客「分流」
到郊區及淡季，在各個月份舉辦不同
的主題活動，希望豐富本港的旅遊產
業。適逢5月有多個傳統節日，旅發
局就將5月包裝成傳統文化匯，對遊
客加強宣傳譚公誕、佛誕、天后誕及
太平清醮4個節日。
旅發局除了在宣傳書籍及網頁上列

出4個節日的時間、地點及活動詳情
外，亦會有交通路線等資源，方便旅

客自行前往參加。除了4個主打節日
外，旅發局又會在每個星期舉辦多種
活動，包括平安包製作班及品茶班
等，讓旅客親身體驗本港的傳統文
化。
在針對旅行團的宣傳的同時，旅發

局亦加強對自助遊旅客的宣傳，今年
將新增電車自助遊指南，向遊客介紹
港島電車沿線多個古廟，如上環文武
廟、灣仔洪聖古廟及大坑蓮花宮等，
並會在5月2日天后誕及5月17日譚公
誕當天，為旅客準備免費電車接送服
務，接送旅客到筲箕灣天后廟及譚公
廟，而於5月17日太平清醮當天，又
會於尖沙咀及中環提供渡輪前往長
州，方便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因心律不正引致
昏厥一直防不勝防，傳統的心電圖檢查不一定能
發現病發先兆。本港在大約3年前引入植入式心律
監測器，將儀器放入患者體內，全天候紀錄患者
不正常的心律跳動情況，令醫生及早發現病因，
從而令昏厥的死亡率下降80%。港安醫院心臟科專
科醫生馮永康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現時平均每
年只有大約10人使用該技術，希望當局能加強宣
傳，並將植入式心律監測儀列入資助項目當中。
昏厥是其中一項高危隱性殺手疾病，當中有近

70%成因與心臟問題有關。以往要發現心律不正等
問題，就只能進行心電圖檢查，但如果患者在檢
查期間，心臟跳動沒有出現異樣，測試結果便會
為「正常」，所以有逾25%結果為正常的個案，其

後仍會出現心律不正問題，甚至有機會突然病
發。

港使用率大落後 專家促政府資助

馮永康表示，本港於3年前引入植入式監測器技
術，醫生只需要在患者胸口開一個約2厘米的傷
口，在局部麻醉下，將儀器放入皮膚下面，便能
全天候自動紀錄患者的心跳情況，電力最長可連
續使用3年，有效監測時間比一般24小時心電圖多
1,000倍，而當發現患者的病因後，便可將儀器取
出，整個手術過程大約只需15分鐘。
現時該技術在香港使用率極低，馮永康表示，

大約只有1%有昏厥情況的患者使用了植入性監測
器，「對比歐美逾50%的使用率，香港的使用率大

幅落後，本港的患者始終對侵入性的手術有戒
心，加上心電圖檢查可獲政府資助費用，而植入
式儀器則需患者自費逾萬元，所以患者寧願做多
幾次心電圖都不使用更可靠的植入性監測器。」
他希望當局能加強宣傳，並將植入式心律監測儀
列入資助項目當中。

植入心律監測器 減「昏死」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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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洪忠興表示，今年將會加強針對自助旅旅客的宣傳，並豐富本港的

旅遊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維寶 攝

旅局「分流」遊客 教製平安包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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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永康（右）希望當局能加強宣傳，並將植入式

心律監測儀列入資助項目當中。 王維寶 攝

港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