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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撐「公提」符《基本法》鄭宇碩：視民意決定

珠姐：公約認同設合理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真普選聯盟」早前提出
3個普選特首方案建議「諮詢公眾」，其中2個都有所謂
「公民提名」。「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昨日堅稱「公民提
名」並沒有違反《基本法》，這是他們爭取的「底線之
一」，倘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並無「公民提名」，「真
普聯」未必支持，但就留有空間地稱，他們最終仍會視民
意作決定。

指大家拿出誠意來可作讓步

鄭宇碩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他們提出的所謂
「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不應將之視為繞過提名委
員會，因提名委員會可「核實經『公民提名』的參選人資
格，工作十分重要」，而「公民提名」是他們爭取的「底
線之一」。

他續稱，倘政府的政改方案沒有「公民提名」，「真普
聯」未必會支持，自己個人也會參與「佔領中環」，但要
視乎民意。「真普聯」願意「拿出誠意」，尋求一個大多
數市民接受的方案，不希望政改原地踏步，「我們希望尋
求一個大多數市民都能夠接受的方案。大家都不希望出現
破裂，搞到原地踏步，希望大家都能夠拿出誠意來，作出
一些讓步，這是必要的」。
他又預計「真普聯」可於年底前完成方案的整合工

作。
另外，鄭宇碩在訪問中又聲稱，有「中間人」利用研究

員的名義，向包括他在內的「真普聯」成員「收風」，
「其實講來講去都是講方案、訴求⋯⋯又提到反對『佔
中』，很清楚地講到，這是中央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希
望大家不要參加」。

批余若薇左搖右擺 湯家驊要脅退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公民黨在政改問題

上再次左搖右擺。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早前稱，
「『公民提名』並非該黨的底線」，「如果民意不接
受， 我們始終不可以凌駕民意」，但該黨其後又簽
署由「學民思潮」發起的「公民提名約章」。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日前在接受報章訪問時，點名
質疑余若薇的說法令人莫名其妙，又稱倘該黨因民
意而「轉㢇」，他就會「退黨反對」。
湯家驊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余若薇在接受報章

訪問時聲言，倘有民意支持，就連「有篩選」的方
案都會接受，令他「感到奇怪」，「從政者不能左
搖右擺」，質疑公民黨既爭取「公民提名」，又接受
「有篩選」的方案，「在政治上極不智」。

他聲稱，要落實特首普選，就要準備「永遠有可
能選到一個與中央作對的人物」，認為中央政府應
該信任香港人會選出一個中央能接受的人當特首。

拒捆綁投票 準備「一拍兩散」

就自己早前公開稱，他在是次政改討論中會與公
民黨「共同進退」，湯家驊在訪問中聲言會「調整
自己的想法」，不會再承諾與公民黨捆綁投票，並
已準備好「一拍兩散」。
他聲言，自己不相信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訂定後

會有修改的空間，現在是「最後一鋪」，倘政改方
案內有任何「預選」機制，倘公民黨因「民意」而
支持有關方案，他會「不惜退黨」投反對票。

參選特首須經提委
雙軌制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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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推薦非《基本法》認可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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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訂明，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
生，反對派近日就倡議所謂「雙軌制」，即設立提
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同時容許由一定數量
的選民聯署提名。

選委「四合一」符廣泛代表性

譚惠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選拔過
程是必須存在的：「行政長官如此重要位置，怎
能無選拔過程？」而按《基本法》的構思，提委
會應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
行規定組成，已說明了現選委會的「四合一」組
合，在憲制上符合廣泛代表性定義，全國人大法
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也已明確指出，提委會
須經民主程序作「機構提名」，《基本法》從來無
一個程序交予機構以外的人士提名，相信未來普
選特首的提名程序將不會「雙軌並行」。
她解釋，「公民提名」並非《基本法》中規定

的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所謂『公民提

名』，不涉及提委會的提名程序，而是否有需要
（公民提名），我是存疑的⋯⋯《基本法》無要求
尋找另一批人士增加廣泛代表性。每次人大常委
會對香港的《決定》均重複這點，亦從來沒有提
及要採用另外的方法，去符合《基本法》中提到
的『廣泛代表性』，而根據《決定》，提委會有足
夠廣泛代表性負責提名候選人的工作，毋須假外
求。」

推薦非提名 難言違規定

不過，譚惠珠以個人身份指出，現在所謂「公
民提名」並非以《基本法》為依歸，而是香港人
在行使其言論自由，「即使50人推薦也好，100萬
人推薦也好，這也不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認
可的（提名）程序」，但「我們從無討論過，可否
有程序讓個別人士以至團體向提委會推薦參選
者，再由提委會經過民主程序選出及決定最後的
候選人⋯⋯由於從來無討論過，我不可以指它不
符合《基本法》，但肯定不是《基本法》的提名過
程，只是推薦程序，也不是法律程序，只是民間

活動，最終必定是由提委會決定何人參選及何人
成為候選人」。

提委依程序 不屈從壓力

被問及倘有人取得100萬人簽署推薦為特首參選
人，會否對提委會構成壓力時，譚惠珠認為，這
是民間的自由活動，不是《基本法》認可的方
法，她不會批評有關的說法，但提委會成員有責
任經由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程序去決定候選人，
「我覺得幾難會有人取得100萬人簽署。提名委員
會應該清楚他們的責任，身為成員在提名委員
會，作出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程序的決定候選人。
至於外間壓力則是外間的事」。
被問到提名程序應如何確保候選人的認受性，

譚惠珠形容，「從來都無問題」，強調香港過往多
次選舉，從來毋須經由100萬人提名，「按照以往
經驗，取得100個或150個提名，就可以在選舉委
員會參選。如果屆時有程序規定，需在提名委員
會取得若干人支持參選，但最終能否成為候選人
則須經由『民主程序』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反對派經常引
用被保留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
約)第二十五條(b)款，宣稱針對特首參選者的任何
限制都違反了《公約》，不符合「國際標準」。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直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須符合
《基本法》，而非符合任何黨派心中最喜歡的方
案，事實上《公約》也認同選舉需要設下合理的
限制，並希望大家應該縮窄範圍，而非擴大矛
盾，讓香港可以邁出普選行政長官的一步。

選拔過程須符《基本法》
反對派聲稱，未來特首普選不可「篩選」候選

人，否則會違反《公約》的規定。譚惠珠在訪問中
指出，行政長官的選拔過程須符合《基本法》中規
定的民主程序，而非要符合任何黨派心中最喜歡的
方案。所謂「篩選」，只是外界釘上的標籤。
她以英國已故首相戴卓爾夫人及現任美國總統

奧巴馬為例，指出其他民主國家及地區的首長選
舉，也必然需要經過選拔程序，以決定合適參選
人：「正如戴卓爾夫人已經是好有能力人士，在

戴卓爾夫人自傳中提到，她曾經希望黨內給予她
好的位置參加選舉，最終第四次才取得黨內支
持；奧巴馬亦同樣需與希拉里在民主黨初選中爭
奪候選人提名資格，說明在朝黨及在野黨模式的
外國民主國家(及地區)，參選人都須經過黨內選
拔。」

舉英美為例 「怎可沒選拔過程」
譚惠珠又反問，香港各政黨及政團，包括民主

黨及民建聯參選，都要經過黨內選拔過程，行政
長官如此重要位置，「怎可以沒有選拔過程」：
「新加坡總統選舉也是由選舉委員會提名，外國逢
是選元首必然有選拔候選人的過程，香港不可以
例外。舉例指，公司聘請經理，都要經過選拔尋
找有經驗有能力的人士，這些是民主過程一部
分，不是誰人說了算的。」
她並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強調《公約》

也有提及合理限制：「如果正如他們(反對派)所
講，完全不經選拔的方法才是『真普選』，那是
否民主黨任何1名黨員取得20個選民提名就可以
參選立法會？這樣才符合他們完全不經選拔的思

維？」

不可能保證誰人能「入閘」與否
被問及反對派聲稱行政長官普選門檻應放寬至

「讓泛民入閘」。譚惠珠直言，任何的選舉方案均
不可能保證誰人能夠「入閘」與否，任何人無論
黨派，只要取得到某個數量成員支持就能參選，
至於候選人數目則留待特區政府諮詢，「據2007
年政改諮詢，民調普遍認同2個至4個候選人，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需留待政府諮詢。我認為，
最重要思考可操作性，如果太多候選人則會令選
舉程序及拉票過程變得相當繁複」。

籲勿不斷「發明」額外方案擴矛盾
譚惠珠相信，很多沉默的香港人都想看到香港

在比較少衝突及少衝擊情況下普選行政長官，「大
家應該縮窄討論範圍，不是不斷『發明』《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以外的方案去擴大矛盾，以至不斷『發
明』外國普選無的情況，希望大部分港人接受《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的安排，等香港可以邁出普選行
政長官的一步。對此，我是感到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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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社會普遍關注香港政
制發展步伐，有建議特區政府應成立諮詢機構，盡
早啟動政改諮詢尋求共識，並倡議將「政黨政治」
納入諮詢範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譚惠珠日前在訪問中說，應否成立諮詢機構留
待特區政府考慮，但考慮到政改方案要解決的是特
首產生辦法，而非諮詢如何修改香港的政治體制，
相信「政黨政治」不會是諮詢範圍。
香港近年政治爭拗不斷，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特首

必須沒有政黨背景，令香港沒有佔議會大多數的
「執政黨」，故香港應推動「政黨政治」，並將之納入
特首及立法會普選的諮詢文件內。譚惠珠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直指，政改方案要解決的是行政長官產生
辦法，並非諮詢如何修改香港的政治體制，即使行
政長官普選產生仍然是行政主導，相信「政黨政治」
不會是諮詢範圍。

「特首普選產生仍是行政主導」

她說：「當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頒布
《基本法》原則到至今仍然無變，修改的是行政長官
普選產生辦法，不是將香港改成外國的在朝黨對在
野黨的政治體制，行政長官普選產生仍然是行政主
導。」

得票多過超級區議員 認受性強

譚惠珠指出，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
陽於2007年12月29日曾經清楚解釋，2017年先普選
行政長官，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隨後，有利於維護
行政主導，意即普選的行政長官將會增加社會認受
性，有利行政主導，「今日香港已經有5個超級區議
員普選產生，為此，行政長官選舉基礎不可以太
窄。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的話，得票亦會多過超級區
議員，對其社會認受性有強而有力支持。屆時行政
長官已經全民投票產生，跟官員及立法會相比下有
較高認受性，有利行政主導」。
香港最終應否推行「政黨政治」？她直言，「政

黨政治發展須待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產生再處理。
『先易後難』，香港應先做到行政長官普選，再研究
立法機關如何普選，那時有否政黨政治，都是香港
要考慮及面對的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在特首普選討論過程中，有人提出所
謂「守尾門」的方案，即由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為未來選出的
特首人選作「終極把關」，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
惠珠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中央確有實質任命權，但自己從無聽過
中央政府討論過「守尾門」方案，又同意提名委員會應「把好關」，
避免出現中央不委任當選者的憲制危機。

中央確有權委任或不委任

坊間傳出所謂「守尾門」方案，即在提名委員會階段不應「篩
選」，讓反對派以至「對抗中央者」參選，一旦有關人等當選，中央
政府可運用實質任命權，確保最終的特首並非「對抗中央者」。譚惠
珠在訪問中指出，自己並無聽過所謂「守尾門」的方案，只是從報
章得悉有此一說，而中央政府確有權委任，也有權不委任：「如果
中央政府認為不適當就不委任，好簡單，這亦是中央應該做的事。」
被問及未來的提名委員會應否做好把關，避免出現中央政府不委

任的危機，譚惠珠坦言，「這個當然比較好」，因為這「最低限度是
香港的選擇」，有助減少對立面，惟最終仍須視乎能否爭取大家認同
名額成為候選人。她又引述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
指：「老百姓(對未來的特首人選)心中有桿秤」，「我自己當然㠥重
能力，最重要是能否遵守《基本法》及能否了解憲法」。
就有要求特區政府應盡早啟動政改諮詢，譚惠珠說，特首普選於

2017年始進行，特區政府定會有足夠時間做好諮詢、法律起草，及
經由立法會通過，「每日都有不同意見出現，(政府)都會收集成為諮
詢報告，我不覺得是遲還是早的問題」。

提委會應「把好關」
「守尾門」未聞討論過

■譚惠珠強調，特首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由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作「機構提名」。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