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14 ■責任編輯：韓成科 2013年5月13日(星期一)壇論

禁止在香港拖網捕魚的措施（下稱︰禁拖）
已生效兩個多月。受「禁拖」影響人士是否
能得到合理賠償當然仍是必須密切關注的事
情。可是，受「禁拖」影響人士最需要解決
的問題仍然離不開未來生計。而對漁民而
言，他們其中一個可行的轉型方向就是海魚
養殖業。

政府亦早察覺到海魚養殖是應付「禁拖」
轉型的一大方向，所以早在2012年中便提出
檢討停發海魚養殖牌照的政策。雖然政府做
足功課，以港大的「WATERMAN」系統對
現時26個養殖區的可承載力作出評估，以便
作為重發海魚養殖牌照的籌碼，但當政府躊
躇滿志地以為發牌計劃必定順利，卻遇到養
魚業界的重大阻力。

阻力源於憂慮，養魚業界之所以會有反對
聲音，主要是認為增發牌照將會導致新競爭
者的出現，繼而產生一連串的問題；養魚業
界也擔心政府容許新牌照者能從事魚排休閒

垂釣，雖然魚排休閒垂釣是香港漁業的一大
發展方向，但由於垂釣者的聲浪、垂釣時所
使用的科學魚餌、製造的垃圾也有可能影響
到附近魚排的水質和環境。由此可見，反對
聲音實在不無道理。

話雖如此，由於適度發展海魚養殖業始終
是較能平衡漁業發展和海洋環境的方向，故
問題並非在於重發牌照的決定，而是如何釋
除養魚業界的疑慮、減少他們的損失之餘，
讓養魚業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因此，政府應該在綜合業界意見之後以
合適的先導計劃作為重發牌照的試溫計；
並在先導計劃推出後盡快檢討，以決定應
在仍有承載力的養魚區發放新牌？另覓新
的魚類養殖區？還是取消發牌的打算？另
外，還需理順發牌的準則，以平衡受禁拖
影響的漁民、現有養魚戶以及有意成為養
魚戶的人士。例如︰應考慮政策會否有助
受禁拖影響漁民重拾生計；或是會否讓在

仍有承載
能力的養
魚區中已
擁有魚排
的養魚戶
增 設 牌
照，增加
養 殖 空
間；或如
何輪候牌
照，也是
應該處理
好 的 問
題；最重
要是繼續持續優化我們香港養魚業的營
業環境、技術和開拓更多銷售市場，讓
我們的業界能持續發展，亦讓市民能享
用到優質的海產，形成各界取得共贏的
局面。

養魚業界何以反對重發海魚養殖牌？

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會上，批評拉布議員，阻撓批核撥款是耗公
帑，擾施政，阻紓困，損港譽，真是義正辭嚴！在提到政府申請撥款1億
賑災雅安7級地震時，批評反對派政客玩弄政治，涼薄炒作，有失公允，
見死不救，更是義憤填膺，義理在握。拉布四丑梁國雄、陳偉業、黃毓
民、陳志全不僅不痛改前非，還大鬧會場，揚言要拉布不停而被逐出會
外。四丑的所作所為，使人想起南朝．宋劉義慶的《宣驗記．野雉救火》
寓言故事，感嘆四丑禽獸不如。故事曰：

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救滅火，往來疲乏，不以為苦。
天神言：「汝勢單力薄，何足用也」？雉曰：「芸芸眾生，正陷火災，禽
獸行善，皆為兄弟，何忍不救」！天神嘉感，即為雨滅火。

筆者近日聞一老婦，年逾八旬，仍拖 紙皮、汽水瓶變賣。旁觀者問：
能換得幾多錢？老婦說：三五元就可買一個牛角包。又問：綜援唔夠食
咩？老婦答：點知拉布幾時停，真陰功！聞者憤慨心酸！

老婦等「N無人土」，還有那老弱病殘，鰥寡孤獨，正處水深火熱，恰
如山林遇火，走投無路。但區區一野雉，都義不容辭、奮不顧身入水以羽
毛漬水灑救，因為牠知道同處一山，共歇一林，情若兄弟，應該相救。然
而，梁國雄、陳偉業、黃毓民、陳志全，明知數以十萬貧苦人士正亟待政
府撥款救援，卻故意拉布阻撓之。

眾所周知，四川雅安7級地震，造成家園盡毀，死傷枕藉，災民正亟盼
支援。這恰如野火焚山，危在旦夕。港府要求撥款1億元，以濟燃眉之
急。但陳偉業卻藉口災區有「豆腐渣」工程，反對撥款；民主黨主席說

「一個仙都唔畀」。
梁特首在答問會上指出：熱心捐款助人，是香港人的美德，無論是內地

或海外發生天災，是先進或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會按受災情況，並基於人
道立場，向當地政府捐款。又批評：有人無視內地進步，只因個別官員失
職，就作出失實、過火的指控，這對多數勤政愛民的官員有失公允，更傷
害兩地同胞感情。這是中肯的評論。

香港和內地唇齒相依，長期以來，香港人依靠內地的食水、糧油、肉
類、蔬菜供應而活。當然，內地特別是廣東，也曾得到港人的接濟和援
助。改革開放後，香港的大中小企業為內地作出功不可沒的貢獻；而在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和08年席捲世界金融海嘯中，因背靠強大的祖國，香港倖
免於難，並很快復甦。說不盡的手足之情，難分開的血濃於水，是任何勢
力也挑撥離間不了的。

禽獸都有互相救援的感情和行動，盼拉布四丑速速改弦易轍，回歸人性
上來，回到正義道德軌道上來，才免身敗名裂，萬劫不復，勿謂言之不預
也。

一、兩岸三地同仇敵愾 齊聲譴責菲暴行
台灣漁民被射殺激起兩岸輿論震驚和憤怒，台灣媒

體紛紛以頭版頭條大篇幅報道事件。台灣《自立晚報》

形容，「朝野激憤，氣氛極為凝重。」《中國時報》發

表社論說，「在國際法上，攻擊非武裝漁船是非常嚴

重的違法行徑。」國民黨籍「立委」林郁方建議，海

巡署及海軍應增加在南海地區的能見度及巡弋強度，

並拓寬太平島碼頭，為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做準備。

台南民進黨議會黨團召開記者會，副議長郭信良呼籲

全台大串聯，要求馬英九硬起來，菲律賓若不公開道

歉，就「不惜一戰」。

大陸方面，外交部、國台辦第一時間發聲明強烈譴

責菲律賓的野蠻暴行，要求菲方盡快徹查，給出交

代。《人民日報》強硬表示，決不允許菲律賓違反國

際法在海上撒野，如果菲方繼續非法粗暴對待中國大

陸和台灣漁船、漁民，中方海上執法力量將及時、有

力地反擊。香港媒體也斥責馬尼拉「目中無人」。兩岸

三地同仇敵愾，向菲方展示強大的輿論壓力，不容菲

方胡作非為殘害台灣漁民。

二、台灣必須對菲律賓採取強硬態度
根據《國際法》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台灣漁

民有權在台灣和菲律賓重疊的經濟區捕魚。菲律賓

當局肆意射殺台灣漁民，是一種非法暴行，明顯跨

越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紅線，必須受到國際社會的

譴責。

多年來，菲律賓在南海欺侮台灣漁船的行為有恃無

恐、變本加厲。根據台灣海巡署統計，13年來菲律賓

公務船騷擾台灣漁船事件多達31件，其中9起重大衝突

造成2死1重傷，超過30名船員遭羈押2個月至1年半。

2006年台東縣一名漁民遭菲水警開槍，事件至今不了

了之。台菲經濟海域重疊是多年來的問題，台灣一直

希望能與菲談漁業合作協議，但菲一直不肯。台灣的

漁民哀嘆：「往北被日本趕回、往南被菲律賓羈押，

台灣漁民真悲哀！」

面對菲律賓的肆意挑釁，台灣當局擺出了強硬姿

態，向菲律賓政府提出「4項嚴正要求」，第一是正式

道歉，第二為賠償損失，第三是盡速徹查事實嚴懲兇

手，第四為盡速啟動台菲漁業協議談判。從5月12日零

時起算，72小時內若未獲菲律賓政府正面回應，台方

將採取凍結菲勞申請、召回駐菲代表及要求菲駐台代

表返回菲國等措施。事實已經表明，在海域主權、捕

魚等問題上，台灣如果不對菲律賓採取強硬態度，類

似槍擊台灣漁民的事件未來還會發生。

三、兩岸須以武力作後盾合作護漁

菲律賓槍擊台灣漁民事件，再次凸顯兩岸合作護漁

的必要性。據台灣《旺報》報道，台灣島內有近7成的

人希望兩岸共同合作對付菲律賓。

東海、南海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海，是中華民族的

寶貴財產。大陸將其視為國家核心利益，維護主權領

土的決心堅決，手段果斷，成效顯著。去年4月，菲律

賓派海軍最大軍艦到黃岩島海域企圖逮捕大陸漁民，

大陸海監船得悉即趕到現場，阻止菲軍方的行動。到

今年1月21日菲律賓承認，「中國已經完全控制黃岩

島，菲方船艦無法進駐」。此次台灣漁民被殺事件後，

除了《人民日報》警告菲律賓勿再撒野外，大陸軍方已

於事發當天派遣一艘驅逐艦和兩艘海監船，趕往出事

的附近海域，進行維權巡航。大陸在關鍵時候對菲律

賓表現出強硬一面，

打擊菲律賓的囂張氣

焰。

台灣與菲律賓的漁

權衝突屢見不鮮，說

明沒有大陸方面的支

持，台灣難以改變受

欺負的現狀，兩岸合作維權護漁有迫切的現實需要。

大陸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羅援少將指

出，「兩岸共同協防南海，協防釣魚島，從事態的發

展來看，確確實實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兩岸共同維護

中華民族、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關乎中華民族的根

本利益，台灣當局應引起高度的重視。」台灣之所以

能夠與日本簽署17年懸而未決的漁業協議，正是受惠

於大陸強硬保釣，兩岸默契互動。

大陸方面應在表明嚴正立場基礎上，進一步採用

經濟手段等對應措施，包括對入口大陸的菲產品加

強檢驗，對赴菲旅遊發出警告等，多管齊下向菲政

府施壓。同時，兩岸護漁，必須以武力作為後盾。

兩岸應合力改變漁船經常在南海遭受菲律賓等周邊

國家驅趕抓捕炮擊的不正常局面。兩岸漁業和海警

部門也應盡速溝通協商，盡快在尚缺乏海警力量保

護的爭議水域確立存在，對在該水域進行漁業活動

的兩岸漁民提供武裝保護。今次事件如果處理得

好，很可能成為改變兩岸漁船在南海經常遭受周邊

國家襲擾的轉折點。

拉布衝擊行政立法運作

由於此次拉布針對的是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如果到本月15日預算案仍未在立法會
獲得通過，政府好多財務上的承擔無法依
時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福利開支、多項
一次性紓困措施不可避免受到影響。另
外，立法會每天開銷500萬，拉布越久，
公帑耗費越大。這些因拉布而損失巨大的
經濟帳，特區官員、立法會其他議員以及
社會輿論也多次提醒，無非是希望有關議
員重視拉布的後果，要以大局為重，可惜
議員不為所動。

拉布戰令到議會陷入無休止又無意義的
討論，如同廢了立法會。因為拉布，不少
草案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會議均需押後延
期，讓路予冗長的草案審議辯論，直接影
響其他眾多民生經濟政策的審議表決，議
會功能幾乎等同癱瘓。作為立法會議員，
審議表決議案責無旁貸，但是拉布戰正正
令議案通過遙遙無期，議會運作毫無效率
可言，不僅虛耗其他議員的精力，更與立
法會議員應盡的職責不相符。市民本來已
對立法會政爭不息、拉鋸拖沓越來越反
感，拉布的無建設性辯論，更會進一步拖
低立法會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

近年，拉布愈來愈多，愈來愈密。由
高鐵撥款，遞補方案、政府重組、長者
津貼以至今次的預算案，部分議員遇有
施政不符合心意，動輒就以拉布作為要

脅，莊嚴的立法會議事堂成為迫使政府
就範的工具。此風蔓延下去，極之不可
取，政府的施政更加舉步維艱。行政長
官梁振英日前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亦
指出：「我們不能夠給幾個人因為他們
對政府的施政有一些意見或是對社會現
狀有一些不滿，利用拉布這個方式來要
求與政府作一些交易。若政府向拉布讓
步，帶來的震撼會更大。」此次拉布的
議員提出要求派錢、設立全民退保的時
間表和路線圖，這些要求社會意見分
歧，短期難以達成共識，更與財政預算
案無直接聯繫。議員為了一些短時間內
不能兌現的利益，而阻礙預算案的通
過，讓眾多可以即時惠民的措施得不到
落實，市民不能先享受到現實的優惠，
這似乎是本末倒置。拉布對行政、立法
的正常運作均帶來明顯衝擊，對香港政
治生態的負面影響值得社會關注。

多數順從少數 不符民主原則

拉布是議會內少數黨派的拖延戰術，務
求阻延法案被通過。今天，拉布在大多數
西方民主國家並不常見，澳、紐是不容許
的，德國、法國、加拿大的國會已經很少
發生，拉布行動在美國甚至被眾多學者評
為「違憲」。皆因拉布帶來的結果並不符
合「民主」精神，不是民意所依，「少數
人」竟可阻撓並改變了代表「大多數人」
贊同的想法，變成是多數順從少數；拉布

變成了政
黨阻撓法
案 的 通
過，從而
可令其與
其他政黨
和政府討
價還價的
工具，法
案是否代
表大多數
人民的最
終意願已
不重要。同時法案被阻撓亦令眾多迫切的
社會問題無法得以改善，民怨增同時亦令
人民對立法機構失望。為了防止有少數人
以拉布「騎劫」議會，不少外國議會都有
中止拉布的機制，以「剪布」權作制衡，
避免少數議員隨時發難，不斷阻礙議會運
作。現時本港立法會沒有限制辯論時間的
機制，以及防止提出眾多無聊修訂的機
制。因此，日後立法會是否應借鏡外國的
經驗，在議事規則內加入相關防止拉布的
條款，有認真考慮的需要。

完善議事規則 建構理性議會文化

在成熟的民主社會內，在一些重大議題
上，政黨不會亦不敢為了一黨之私而全然
不顧主流民意取向，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美國國會處理2011年的債務上限危機和今
年年初的財政懸崖就是典型例子。在野的
共和黨和執政的民主黨一開始都有明顯的
差距，各不相讓，政爭激烈，但是到最後
關頭都能達成協議，總是有驚無險地渡過
難關。這說明共和民主兩黨都明白把國家
攪亂了，政府無法運作，普羅大眾利益受
損，必然會受到民意的抨擊，最終難逃選
民的懲罰。

本港要邁向普選，除了要建立民主的制
度外，更要學習尊重民主的文化。本港拉
布日益頻密，社會內耗，如今是時候探討
完善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建構本地的議會
文化，使本港的議會發展更加健康，建立
理性的議會文化，這樣本港邁向普選的道
路也將更順利。

拉布代價沉重 議會文化需改善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王惠貞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何俊賢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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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政府高調針對路邊空氣污染問
題，推出一籃子措施應對，莫論成效，
其志也可嘉。但是，公共交通工具車廂
內的空氣質素有指引無監管，漠視巴士
司機的職業安全，甚至危害乘客的健
康。特別是最近H7N9病毒在內地肆
虐，空氣不流通的巴士隨時變成傳染病
散佈的溫床和管道。無奈的是，政府只
管了無邊界的路邊空氣，卻不管藏於車
廂的密室毒氣，政府做法是放生巴士公
司，漠視市民健康和車長的職安。

其實在去年12月，立法會交通事務委
員會討論社會高度關注的新巴柴灣車
禍，已曾就巴士車廂內的空氣質素表達關注。在席的新巴代表回應，公司
已採取措施保持車廂內空氣質素良好和流通，而九巴代表則無表態。至今
年3月，有傳媒「踢爆」九巴和龍運疑為節省燃料開支減低成本，關閉巴
士的抽鮮風功能，導致車廂內空氣渾濁。九巴回應解釋，為了避免車外質
素欠佳的空氣不斷流入車廂，遂「暫停」抽風功能。九巴根本百辭莫辯，
因其路線多行走新界和長途，反而有更多市區路線的新巴及城巴都沒取消
抽風功能。

環保署及運輸署對事件先後回應。環保署指2003年已發出專業守則，訂
明運輸設施室內空氣質素的標準，但專業守則並無約束力，環保署只能敦
促有關公司遵從專業守則。而運輸署指會定期進行巴士檢查，確保巴士的
結構安全，任何改動會影響結構安全，須事先向運輸署提出申請。但取消
或改動鮮風掣並不影響結構安全，換言之，在定期檢查中運輸署沒有檢查
有關裝置，而巴士公司改動有關裝置亦不須事先提出申請。兩署的回覆明
顯反映現時政府根本沒有一套有效制度，監管巴士車廂內的空氣質素。

雖然環保署要求巴士公司就巴士行車時車廂內的空氣質素提交報告，並
研究公佈巴士公司遵從專業守則的程度，但此舉再次「放生」巴士公司，
若環保署只依賴巴士公司自行提交的報告，根本未能反映實際情況，更何
況報告的採樣和方法毫無規範和標準，報告的公信力存疑。對於「毒氣」
巴士，環保署和運輸署不徹查、不抽查、不懲處。

政府不斷「放生」巴士公司的做法令人疑惑。為改善空氣質素，政府不
惜打爛眾多單頭車「飯碗」，強制淘汰柴油車，但同時為巴士公司的舊型
號巴士安裝催化器，延長巴士車齡和攤長折舊，同樣以環保之名，卻雙重
標準，令人質疑政府是否偏袒巴士公司。究竟環保效益、市民健康、財團
利益，在政府眼中哪樣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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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拉布戰的立法會議員與財政司司長會面

後，因為議員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拉布持

續，特區政府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審議僵持，本港墮入「財政懸崖」的危

機越來越大。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將於立法會復會時，交代如何解決拉

布問題。拉布除了勞民傷財外，更深層次的影響是令議會運作效率低下，

拉布越來越成為要脅政府的工具，對議會文化、政治生態產生不良影響，

與議員應盡的責任不相符，拖低議會形象；拉布要多數服從少數，有違民

主原則。西方民主國家不會縱容拉布，黨派政爭懂得適可而止，不會犧牲

社會整體利益以免引起民意反彈，對於香港議會運作、民主發展極具啟示

作用。本港亦應建立理性的議會文化，使本港的民主政制發展更加健康。

貞音言惠

菲律賓槍擊台灣漁民，兩岸同聲強烈譴責。台灣要求菲律賓在72小時內做出回應，必須道

歉、賠償、懲兇，否則將採取制裁措施。台灣方面昨日派出3艘軍艦及3艘護漁艦組成護漁艦

隊，常態化赴南方海域護漁。台灣漁民遭槍擊事件，再次凸顯兩岸合作護漁的必要性。據台灣

《旺報》報道，台灣島內有近7成的人希望兩岸共同合作對付菲律賓。大陸方面應在表明嚴正立

場基礎上，進一步採用經濟手段等對應措施，多管齊下向菲政府施壓。同時，兩岸護漁，必須

以武力作為後盾。兩岸應盡快溝通、聯手派海警力量對漁民進行武裝保護。兩岸應合力改變漁

船經常在南海遭受菲律賓等周邊國家驅趕抓捕炮擊的不正常局面。

譴責菲國暴行 兩岸協防護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