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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強調，香

港應該抓住機遇，爭創新功，實現新發展。香港的

最大機遇，是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

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香港要搭乘國家更強大崛

起的快車，就必須抓住機遇，盡快落實中央一系列

惠港挺港政策，並制定香港的長遠發展規劃，實現

與國家的共同發展。若香港社會將精力耗費在政爭

之中，經濟、民生等均被政治鬥爭所掩蓋，香港將

錯失發展良機。

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使香港作為一個小型外向型經

濟體的局限性表露無遺。港人最擔心的是，香港經濟

之於內地及周邊地區的比較優勢正在減弱，香港的產

業結構未能及時升級，現有的主導產業面臨升級瓶頸

束縛，而內地及周邊部分地區的產業競爭力卻在不斷

增強，這種此消彼長的經濟競爭形勢，更加說明香港

應抓住機遇實現新發展的迫切性。

中央政府對香港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

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在香港實踐「一國

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正是基於這樣的深遠

考量和戰略目標，中央多年來推出了多種惠港挺港政

策。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凝聚社會共識，把中央一系

列惠港挺港政策，化為香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巨

大動力。

轉眼間，中央惠港36條公佈已接近兩年。 但正如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

幕後的記者會上回答香港媒體提問時說，36條「 比

喻為『大禮包』倒是很形象，不過這個『大禮包』的

乾貨要一個一個地打開，才能用好、用足，還需要兩

地共同努力。」實際上，這兩年由於泛政治化的干

擾，36條「大禮包」的乾貨並沒有一個一個地打開，

這是非常可惜的。

這些年來，國家幾乎每年都會推出一些新的惠港挺

港政策，但有關政策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一些合作

領域還未全面拓展。目前，關鍵是要排除干擾，加強

交流、溝通和對接，務實推進合作。

張德江指出，未來三年是走出經濟危機的關鍵期，

誰能在三年內找到新的優勢至為重要。未來三年，也

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香港經濟體量小，又高

度自由開放，要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提高抗風險

能力，保持持續穩定發展，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

是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和合作，在繼續保持國際經

貿聯繫廣泛的優勢和國際性城市特色的同時，多從國

家獲得發展的機遇、空間和動力。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多間外判商日前提出

劃一加薪9.8%的方案，不少罷工工人已表

示「收貨」，希望盡快復工。但是，職工盟

卻稱工人一致拒絕方案，令工潮再陷僵

局。事實上，曠日持久的工潮已令到罷工

工人身心俱疲，長時間手停口停更令不少

家庭經濟陷入困境，現時外判商提出的加

薪方案已經回應了工人的要求，工潮理應

「見好就收」。然而，職工盟堅持繼續罷

工，暴露其目的並非為工人爭取權益，而

是綁架工人作為棋子另有所圖。工潮持續

各方都是輸家，工人應擺脫職工盟的綁架

早日結束工潮。

外判商提出的「最終方案」基本上已經

滿足了工會的要求，並較本港大多數行業都

要優勝，有調查顯示6成多碼頭工人接納方

案。如果工潮未能解決，外判商可能索性以

新人頂替，屆時罷工工人將要面對失業之

憂。工潮持續下去對職工盟毫髮未傷，相反

工人卻要承受各種不利的後果。因此，不少

工人都期望早日復工結束工潮。

職工盟對工人的呼聲置若罔聞，在日前

的會員大會上更以資方不與工會談判為

由，將所有罷工工人綑綁起來，表示一致

反對方案並且會繼續罷工。職工盟此舉說

明其發動工潮並非是為工人爭取加薪，更

不是為了解決勞資雙方的分歧，而是要挑

起勞資對立，激化雙方矛盾，並且將工潮

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政治行動。為此，職

工盟一直千方百計阻撓勞資雙方談判，不

斷將工潮升級，由罷工演變成癱瘓碼頭、

包圍長江中心以至發動違法衝擊行動，將

工人綁上政治抗爭的戰車。儘管外判商的

方案已經滿足了工人的要求，但職工盟也

要以種種藉口反對，目的就是要將工潮延

續下去。職工盟挑動工潮靠害工人，社會

必須予以譴責。

應該看到，工潮愈遲解決對工人愈不

利，尤其是職工盟在這次碼頭工潮中，引

入外國工會勢力以及激烈的鬥爭策略，將

嚴重毒化本港互諒互讓的勞資關係，將勞

資推向對立的處境，不但令勞資關係陷入

緊張，更會重創本港營商環境，本小力弱

的企業難以應對工潮壓力，可能要走上高

寶結業的道路，最終工人爭取加薪不成反

失去了工作。罷工工人應早日擺脫職工盟

的綁架，及早復工結束工潮，以免成為激

進工潮的犧牲品。 (相關新聞刊A1版)

抓住國家機遇 實現香港新發展 工人期望復工 工潮理應結束

葉太：反對派偷換概念誤導港人
普選規範無四海皆準 政制發展勿離《基本法》

組提委會辦法 羅太：符廣泛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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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仍未啟動政改諮
詢，反對派已急不及待提出「癱瘓中環」。行政會議成員、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接受本報專訪時形容，反對派正在玩

「高危、高風險」的遊戲，威脅稱倘中央政府不接受他們的
方案，他們就不惜「佔領中環」放「核彈」，惟香港並非

「皇帝女」，不穩定的政經環境肯定會損害香港經濟利益，希
望反對派不應只看自己的選舉利益，而應通過溝通達成普選
的共識。

葉劉淑儀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反對派正在玩高
危及高風險的遊戲，「最終(「佔中」)人少說明運動無效，
人多則傷害經濟利益，他們(反對派)都要承受好大的壓力」。

企業或棄港作總部 影響就業

她坦言，香港傳統經濟優勢正在減弱，雖然近年全民就
業，但仍然出現高低兩端的「M型社會」，低的是受「個人
遊」帶動的零售業，高的是與資本市場相關的金融業，而中
端則屬物流、貿易、運輸等專業，而「佔領中環」會帶來不
穩定政經環境，令企業放棄以香港作為總部，進一步影響就
業機會。

葉劉淑儀說：「中央政府宣示(香港特首普選)的底線原
則，是擔心香港無法承受(影響)。其他國家受得起，但香港
只是城市，周邊各大城市正奮發圖強，誰人不想做金融中心
呢？香港不是『皇帝女』。如果『佔領中環』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會令好多人憤怒。」

「成熟政治人物應接受政治現實」

她直言，大家在討論普選議題時，不能只看自己的選舉利
益，「《基本法》不是大石爆出來，身為成熟的政治人物，
就應接受政治現實。香港回歸16年，《基本法》也生效20年
了，他們(反對派)怎能推翻遊戲規則來遷就自己，為自己的
陣營打造規矩？大家要肯交流肯溝通，不應以『掟核彈』的
態度迫你就範，大家應該畀意見集中力量謀求共識」。

葉太並以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一度提出、但就迅速
撤回的「底線方案」為例，其中就接受了提名等預選的程
序，是因為李柱銘也明白，全世界好多國家及地區的選舉都
會有提名程序，即使是美國這個「老牌民主國家」，兩黨候
選人在初選也要打遍50州，就是特首候選人需面對選委會四
大界別的社會縮影，「他心裡明白一定有『篩選』」。因此，
她認為反對派現階段所做的，只是「講數」及「擺姿態」的
前哨戰，大家毋須對未來的政制發展太過悲觀。

喬曉陽早前在座談會談及普選
行政長官時，提出符合《基

本法》及人大決定與「不能對抗中
央」兩條底線。葉劉淑儀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喬曉陽的論
點其實並非甚麼新事物，已故國家
領導人鄧小平已曾一再強調「港人
治港」的標準和界限，就是管理香
港的人必須「愛國愛港」，「不能
與中央搞對抗是普通常識，全世界
也要求自己的領導人愛自己的國
家，否則不可能選得上。但愛國愛
港的要求不可能體現於法律條文，
法律條文只能包含客觀條件及要
求」。

喬曉陽講話 有利尋共識

她續說，喬曉陽在講話中，已將
普選行政長官議題收窄為3個討論
方向，有利各界尋求共識。第一，
根據《基本法》，提名委員會一定
要有廣泛代表性，代表到不同階層
及社會的利益，組成方法可以參照
目前的選舉委員會，但可以有討論
及調整的空間；第二，提名委員會
對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是「機構提
名」，但最終如何提名仍可商討；
第三就是研究可提名多少名行政長

官候選人。
葉劉淑儀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年的決定指，提名委員會可參
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
會的現行規定組成，而目前的選舉
委員會已有廣泛代表性，涵蓋了工
商界、金融專業、社會文化宗教及
政界，這正正是社會的縮影，希望
能藉此選出一位有民意授權、有管
治能力及廣為不同界別接受的人
選。

提委會組成 可稍作調整

她同意，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作
一些調整，如進一步擴闊民選區議
員參與投票的比例等，但任何改變
的大前提是不能否決及架空《基本
法》的框架，因為本港是中國一個
特區，特首也是中央實質任命來管
治本港。

反對派引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普及而平
等」概念，聲稱《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剝奪港人的提名權和被選舉
權。葉太稱，市民某方面是受到了
誤導，因為在本港的立法會或區議
會選舉中，也規定了任何人有嚴重
刑事罪行、心智不正常、破產或本

身是公務員者等等均不能參選，故
普選行政長官同樣需要有提名程
序，《基本法》亦已提出了相關規
定。

她認為，所謂普選中的選舉權及
被選權要「普及而平等」，但全球
各地的選舉辦法各有自己的模式，

「世界上沒有一套置諸四海而準的
選舉辦法」。

一人一票提名特首違《基本法》

被問及反對派提出先由10萬名選
民一人一票提名特首人選，再由提
名委員會採納成為特首候選人，葉
太指這種「人海戰術」已違反了

《基本法》的規定：「《基本法》寫
明由整個委員會，而非委員會的選

民去提名，假如你說有10萬人，但
其中9萬人是教師，再加一些社
工，這樣怎能說有廣泛代表性
呢？」

明年初提政改方案

目前政制討論尚未對焦，建制
派及反對派各說各話，葉太提
出，為令政府提出建議方案後得
到更具體討論，加上按照既定程
序推算，整個政制發展涉及「五
步曲」及修改法律，建議當局最
遲要於明年初提出方案及政改諮
詢報告，讓政改討論重返《基本
法》基礎，集中力量謀求共識，
並確保立法會趕及於2016年通過相
關法例。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

明確提出普選行政長官不能對抗中央的普選

底線，但反對派聲稱中央有意設限「篩選」，不符合國際公約

的「普及而平等」原則。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世界上並沒有一套置諸四海皆準

的「普選」規範，反對派只是為了陣營的選舉利益，利用類

似的「簡單概念」試圖誤導港人。她又強調，提名委員會在

參照目前選委會組成辦法時尚有調整空間，但本港絕非獨立

政治實體，任何政制發展絕不能脫離《基本法》的框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本報專訪

反對派一

直以「不合

理限制」作

為此次普選

行政長官討

論的「主打」

論點，事實

上是關注「自己人」的參選機

會。去年曾參選行政長官的民

主黨議員何俊仁，昨日於港台

節目上更要求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譚Sir）(見圖)表態，如果

提名委員會一定排斥他或余若

薇，是否應該反對﹖不過，譚

Sir隨即表明：「老實講，我如

果是提名委員會成員，我可能

真的未必考慮你，我覺得你未

必真的合適」，但「我不提名

你，並不代表我排斥你」。譚Sir

直言，現在提名委員會都未產

生，何來不合理限制，「無人

話一定排斥何俊仁」。

何俊仁要中央只掌委任權

政改「五步曲」中有兩步需

要得到中央同意，不過何俊仁

昨日於節目中卻不斷質疑中央

在政改中的角色，索性要求中

央不要管本港普選本身，只要

掌握最後的行政長官委任權便

可，「普選一定是屬於香港人

的，委任權屬於中央，無得

拗，咁仲唔夠呀」，「你唔好插

隻手 普選，中央仲要插隻手

篩選，連呢樣 都霸埋，對

香港點公平呀」。

羅太籲設身處地增信任

不過，譚Sir隨後強調，本港

是「一國兩制」，並非獨立政治

實體，「香港已有《基本法》

框架的規定，憲制權力來自中

央，中央不可能置之不理」，但

過程中大家可以給意見，各抒

己見。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

更勸說，希望大家換位思考，

要了解中央的顧慮，加強大家

的信任，才能推動政制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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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強調，香港非獨立政治實體，政制發展絕不能脫離《基本法》的

框架。 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普選行政長
官中的提名委員會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7年的決定中明確指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

《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選委會)的現
行規定組成。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見圖)昨
日出席港台節目時表示，以選委會的產生辦法
組成提名委員會，是符合在《基本法》對廣泛
代表性的要求，並形容有關「參照」在中國法
律的意思是，既有法律約束力，但同時亦可按
具體情況作出調整；坦言市民毋須擔心提名委
員會篩走受歡迎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惟出席同
一節目的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則堅持選委會不
符合廣泛代表性的要求。

就普選行政長官時的提名委員會需具有廣泛
代表性，羅太昨日於港台節目《眾言堂》中指
出，《基本法》的附件一已經形容，選委會是
具有廣泛代表性，同樣的字眼亦出現於《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關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所以
選委會是符合《基本法》對廣泛代表性的要
求。現時人大常委會已決定，「參照」選委會
產生提名委員會，即有4大界別，每個界別有
相同人數，至於具體組成、應否擴闊選民基礎
等具體細節則有空間，大家可以討論。

「由頭 過，根本達唔到共識」

羅太進一步解釋，普選是一人一票，但任何
選舉都有提名程序，包括美國總統選舉亦有黨
內提名，惟在香港，沒有政黨管治，因此在起
草《基本法》有關條文時，經過廣泛討論和諮
詢才設計了現時的制度。她並質疑，如果現在
才重新討論這個制度本身，很難在2017年達到
普選行政長官，「如果依家由頭 過，根本達
唔到共識」。

譚耀宗：應以《基本法》為依歸

羅太和出席同一節目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均
重申，香港並非一獨立政治實體，任何普選行
政長官都應根據《基本法》的框架和人大常委
會決定進行。「我們應以《基本法》為依歸，

《基本法》已寫清楚有關(普選)制度，我們應圍
繞這方面去落實選舉辦法，若講許多太空泛的
準則，對真正落實普選未必有幫助」。

戴耀廷於同一節目上提出普選的底線是不能
因一個人的政治意見而不可參選，質疑全國人
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提出的前提，但
被羅太反駁指，喬曉陽提出兩個前提時已講明

不會是法律條文，而是
指每個人心中有把秤。

「如果那人的心態是對
抗中央的，又如何能做
到同時效忠中央人民政
府和香港呢」？

羅太籲顧現實 既看星亦看路

但羅太認為，這是從一個很高層次的原則去
考慮問題，但當設計提名委員會時，應撇開人
選問題，而是這個制度如何符合《基本法》。
她明白大家對普選有許多理想，但亦要照顧現
實，既看星亦看路，按《基本法》和相關人大
常委會決定行事。

戴耀廷與民主黨議員何俊仁於節目中又不斷
引用的聯合國普選標準或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公約)第二十五條乙，要求普選行政長官
一定要跟從這些標準，堅持「公約」第二十五
條乙應適用於香港。譚耀宗則回應指，他參與
起草《基本法》時，草委認為原本不適用的國
際公約條款繼續不適用，「公約」第二十五條
乙在港英時代已不適用，因此亦繼續不適用於
香港。

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彭子文 攝

—張德江講話系列社評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