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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不可偏離基本法人大框架

「華人學術網絡」昨日舉行研討會。梁美芬在會上指

出，香港回歸已經16年，現在是邁向特首及立法會普選的重

要時刻，而提名委員會在香港邁向雙普選時有存在的必

要，其組成可以有很大的空間，但改革方案不可以偏離

《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定下的框架，故大家不應浪費

時間討論沒有憲制基礎的方案，而應該根據《基本法》盡

快落實雙普選。

曾淵滄何濼生倡擴提委會

在增加提名委員會的認受性方面，出席會議的曾淵滄建

議，可考慮由數萬名選民提名1名提委候選人，而有關選

民須來自不同的界別。嶺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何濼生則認

為，可以考慮擴大提名委員會內4大界別的選民基礎。梁

美芬同意，可擴大提名委員會的基礎，以增加其認受性，

待2017年特首順利由普選產生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進

一步研究改革，但改革絕不能偏離有關的法律框架。

司法立法行政分裂 寸步難行

梁美芬並強調，在行政立法制衡下，還涉及落實有效施

政的問題，期望香港的司法、立法、行政應是三權互相制

衡，而不是三權分裂，令香港寸步難行，故在發展優質民

主上，新機制應讓各界放心，讓香港健康發展，讓有能力

管治香港、保持香港經濟優勢的人當特首及立法會議員，

這是反對派及建制派須共同思考的問題，而非單以能否入

閘為目標。

她又認為，必須在不犧牲現有香港優勢的情況下，在特

首2017年普選後爭取2020年落實立法會全面普選。在過程

中，必須考慮到如何令不同代表都能在改革後的選舉制度

中有合理機會當選，爭取各界議員支持，以得到立法會三

分之二同意，故目前應聚焦如何改革功能界別的選舉辦

法，循序漸進直到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

普選過程 政治經濟考慮均重要

梁美芬續說，在邁向普選過程中，政治及經濟考慮同

樣重要，而選民教育同樣重要，故制度改革的方向不宜

朝令夕改，必須循序漸進，絕對不能以「試水溫」的思

想推行一個模式後，到下一屆又推翻，否則社會難以適

應過來。

華人學術網絡：雙普選路須建基憲制
梁美芬宣布啟動政改研究 籲不同政見人士縮窄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將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開展正式諮詢，由海內外的華人學者

組成的「華人學術網絡」宣布正式啟動研究工作。「網絡」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一研討

會上表示，「雙普選」的路必須建基在憲制基礎之上，即須根據「一國兩制」這大原則，按照《基本

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及解釋，而爭取民主與自由的方向同樣須建基在法制基礎之上。他們呼

籲不同政見人士應該縮窄分歧，不要在一些沒有憲制基礎的方案上糾纏及浪費時間。

「佔中」註冊公司被拒 法律界：完全合理魔僧：普選「佔中」俱無助解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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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時》警告反對派莫學「台獨」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律
委員會主任委
員喬曉陽，早
前提出普選特
首的前提是愛
國愛港，不能
與中央對抗。
行政會議成員
羅范椒芬在昨

日播出的電台訪問中表示，特首候選
人的基本要求應包括「擁護憲法、擁
護《基本法》」，故認同要求任何人在
成為特首候選人前，須宣誓效忠中央
是一好建議，可向把關的提名委員會
顯示其擁護國家的憲法。

「不尊重憲法就是對抗中央」
身兼港區人大代表的羅太在昨日播

出的港台訪問中指出，國家的憲法說
得很清楚是共產黨執政，不尊重憲
法，就是對抗中央，而選特首與選立
法會或區議會都很不同，因此對特首
候選人是肯定有基本能力的要求，包
括擁護憲法：「唔可以有個入㝯攪局
㝍人，總之我㟊夠票，就有頂光環，
我就自動可以出來競選。提名委員會
就 是 要 把 好 這 個 關 ， 把 好 質 素 的
關。」

對於有建議要求在成為特首候選人
前需宣誓效忠中央，她形容這是一好
建議，因提名委員會是要把關的，而
做候選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擁護憲
法，通過宣誓可向提名委員會展示其
擁護憲法。

被問及有人提出就候選人數目設
限，羅太認為，倘有3名候選人，就可
以讓市民有充足時間去認識及分析每
名候選人的政綱，但如果有8名至10名
候選人，就會令人感到很混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表明要以
違法手段的「佔領中環」發起人，於今年
5月向公司註冊處提交資料，申請成立一
間無股本的擔保有限公司以籌款及推動

「佔中」，被公司註冊處質疑他們成立公司
的 目 的 並 非 「 合 法 目 的 」 ( l a w f u l
purpose)，3人舉行記者會聲稱這是「政治
打壓」。不過，有法律界人士在接受本報
查詢時指出，「佔中」是違法行為，公司
註冊處質疑其註冊為公司，是完全合理的
做法。

成立目的涉違法 有權撤註冊
資深律師、油尖旺區議員莊永燦昨日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在有人申請公司註
冊時，公司註冊處會考慮到申請為註冊公
司的組織的成立目的是否涉及違法活動，
及有權據此而取消其註冊，而「佔中」本
身涉及違法行為，政府阻止其註冊為公司
完全合理。

他舉例說，任何組織以「大中華打劫有
限公司」為名，並公開招攬人手「劫富濟
貧」，公司註冊處也不會容許這種公司註
冊公然違法，避免扭曲社會價值觀。「佔
中」組織知法犯法，話公然要註冊做合法
公司，反映這些組織十分囂張，其步步進

逼的意圖正向社會響起警號。如果繼續任
由這些組織在社會煽動市民違法，後果不
堪設想。

莊永燦認為，除不批准「佔中」組織註
冊為公司外，執法機構更應採取行動，停
止其煽動行為，捍衛社會秩序。

執業大律師馬恩國則指出，申請為註冊
公司的團體可方便籌款，但申請為註冊公
司涉及複雜的申請程序，包括要委聘會計
師和律師處理與財務和法律相關的事項，
以符合稅務條例的要求。「佔中」組織者
申請被拒，顯示「佔中」組織內部只是鬆
散的烏合之眾，純粹貪圖註冊公司可以籌
款圖利之便，現在把不能申請為註冊公司
的責任諉過政府，只能說明這些人惱羞成
怒。

馬恩國批戴耀廷不懂法律實務
他又批評，「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

所謂是法律學者卻貿然申請註冊，更凸顯
他對法律實務一竅不通，向市民講法律沒
有說服力。

他又坦言，成為註冊公司將令這些組織
籌款更容易，如果成功註冊更會坐大「佔
中」行動規模，後果非常壞，值得社會高
度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全力鼓吹的違
法「佔領中環」，近日引入「台獨」勢力，被人質詢
行動變質為「港獨」。《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於頭
版刊登專欄評論，狠批反對派把「台獨」的理念和
做法引入香港，推動「港獨」，無疑是分裂國家的危
險玩火行徑，最終損害的是香港的根本福祉，並正
告香港的「佔中」亂港分子：「你們玩火玩過了
頭，不要忘記：玩火者必自焚！」

早前「佔領中環」發起人及部分反對派議員，到
台灣與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商討「佔中」，其後施公
開表明支持和樂於支援「佔中」，並稱自己不排除到
港親自參與「佔中」。同時，「台獨理論大師」林濁
水也在香港演講，鼓吹「台獨」經驗。

反對派向「台獨」取經 令人吃驚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於頭版的「望海樓」專

欄，刊登題為《擁抱「台獨」，禍亂香港的「升級版」》
的評論文章，形容香港反對派向「台獨」取經，令
人十分吃驚，批評「台獨」勢力曾把台灣帶進了社
會分裂、經濟停滯的泥淖，但香港反對派現在卻要
向「台獨」「取經」了，更已有多批香港人找施明德
討論「佔中」。

煽動暴民政治礙普選進程
文章質疑，香港反對派向「台獨」取經，讓人聯

想到之前有反對派鼓吹暴力政治，揚言「要流血，

要犧牲」，香港民眾不免擔心——反對派與「台獨」
勾結推動「佔中」，會不會升級演變成港版的街頭暴
力事件？反對派若是搬來了「台獨」勢力用過的激
進手段，會不會在香港煽動暴民政治？「果真如
此，只會阻礙香港普選的進程；果真如此，將給香
港帶來極大的禍害。」

「台灣和香港，是全體13億中國人民的台灣和香
港，要想搞『台獨』、『港獨』，首先要問問全體13
億中國人民答應不答應。」文章指出，反對派擁抱

「台獨」的活動引起港人的強烈不滿，他們此次想搞
的名堂，說到底是把政黨的利益凌駕於港人利益、
國家利益之上。

對於「台獨」勢力積極支援香港「佔中」，文章分

析，「台獨」願意介入「佔中」，跟其在島內的日益
邊緣化不無關聯。「台獨」勢力有㠥大勢已去的深
切悲涼，對他們來說，借助「佔中」與「台獨」的
合流，在香港搞「港獨」以聲援「台獨」，也是一種
爭取利益空間的別樣手段。

暴力對抗分裂國家是必輸爛棋
文章又認為，香港反對派想抱㠥「台獨」取暖，

可民意盡失的「台獨」哪有溫度？事實會證明，不
管怎樣打㠥民主的幌子，如果選擇的路徑是暴力對
抗、是分裂國家，那麼不管怎麼走，都注定是一招
必輸的爛棋。

「佔中」分子推「港獨」《人民日報》海外版批害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英國在港反
華勢力要員、前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
問顧汝德出版新書，指回歸後香港貧窮問題

「惡化」，與特區政府對弱勢群體「欠缺關懷
熱情」和福利制度「支離破碎」有關，但直
指民主普選無助解決貧窮問題。他認為，現
任特首梁振英已㠥力回應房屋需求，社會應
給予特區政府時間優化福利制度，推行惠民
措施。

唱衰港施政失誤 貧窮惡化

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智囊、有「魔僧」之稱
的顧汝德，是英國特務機構軍情六處(MI-6)
要員。港英政府回歸前便派出霍德與顧汝德
兩名間諜要員來港，為港英撤出前，在香港
本地華人精英中培養「戰略潛伏者」，滲入
社會各個階層，為西方反華勢力在回歸之後
打下「暗樁」，包括反對派的頭面人物。他
最近推出新書《繁華底下的貧窮——香港施
政失誤(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
分析回歸後貧窮問題惡化和政府施政的關
係。

顧汝德昨日在新書記者會上稱，香港社會
問題有惡化趨勢，弱勢群體要等更長時間才

能受到政府緩助，香港過去的完整制度也在
回歸後搞得「支離破碎」，例如前兩任特
首、董建華和曾蔭權在任時經常強調重視教
育，要讓學童有平等的學習機會，令他們透
過學習改變命運，但目前富有家庭和貧窮家
庭子女進入大學的入學比例，和1991年並無
太大差距，令富有家庭的優勢反有越來越強
的趨勢，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他續稱，目前問題的癥結在於政策制定者
沒有看到這些社會問題的真實情況：過去政
府公共服務體制已被破壞，需要現政府細心
評估目前情況，檢視現時的缺陷，做好長遠
規劃，然後動用政府開支對症下藥。雖然社
會可以追求民主普選，但這些社會問題不論
政治框架如何仍會持續下去，因為這關乎到
政府的熱情和是否尊重弱勢群體的基本需
要，故不認為普選甚至「佔中」有助改善貧
窮問題，社會也不能依賴政黨向政府施壓改
變。

梁振英致力房策 社會應支持政府

顧汝德指，梁振英已指出了問題，並願意
動用更多開支支援社會，又㠥力針對房屋問
題，但社會不能寄望他即日就可以重建原有
的社會制度，各界應給予特區政府時間優化

福利制度，推行惠民措施，而特區政府應續
堅持「應使則使」的原則，令社區真正受
惠，自能得到社會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昨日聯署要求，「佔領中環
運動」發起人朱耀明等停止勾結「台獨」
分子，並要求他們停止「佔中」。《環球
時報》昨日亦發表社評，直言如果香港
反對派學習「台獨」，他們做不到把香港
推向中央政府的對立面，但這兩撥人合
流有可能帶來港內的極大混亂，迫使中
央考慮採取維護香港穩定的更為堅決措
施。「『台獨』是被中國大陸社會普遍視
為『敵對勢力』的，我們希望香港反對
派別跟他們往一起搞，那樣做不會對他
們有好處。」

極端政治缺條件成逆流

《環球時報》昨日發表題為《香港反
對派莫學「台獨」做敵對派》的社評，

形容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政治城市」，
今天反對派引「台獨」勢力來港搞極端
政治活動，既不合香港主流民意，也毫
無做成事的戰略環境條件。他們的作為
不可能有前途。「表面上轟轟烈烈的
事，只要中央和港府下決心抑制它，它
最終就是『茶杯裡的風暴』。」

《環球時報》社評強調，反對派的
「佔中」等抗議活動都把目標指向2017年
普選，他們試圖讓對抗中央的人出任特
首成為可能。中央已經明確否定了這種
可能性，普選產生的特首必須忠於《基
本法》。「香港反對派人士根本沒有要求
整個國家向他們退讓的資本。」

民意挺基本法不應幻想

對於反對派引入「台獨」勢力，社評

坦言，香港反對派必須清楚，他們是中
國特別行政區裡的反對派，而不是一個
獨立國家裡的反對派。而且香港與台灣
的情況也不同。香港有中央派駐的駐港
部隊，有中央政府派駐機構，全中國的
民意高度支持《基本法》。香港反對派不
應做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是反對
派，但不應是『敵對派』。他們在香港和
全中國促成這樣的信心，他們自己將是
最大的受益者」。

籲反對派表現出建設一面

社評希望，香港反對派應表現出他們
建設性的一面，他們需要創造性的思想
能力和政治大智慧。香港反對派做什麼
樣的表現，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香港作
為「東方明珠」的成色。

■顧汝德的新書談及普選無助解決香港的貧

窮問題。 鄭治祖 攝

■羅范椒芬。

資料圖片

■「華人學術網絡」宣布正式啟動研究工作。梁美芬（中）表示，「雙普選」的路必須建基在憲制基礎之

上，即須根據「一國兩制」這大原則，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及解釋，而爭取民主與自由

的方向同樣須建基在法制基礎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