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昨日在立法會

大會提出書面質詢，稱中聯辦宣傳

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早前在本地報章撰文，指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政治制度是行政主導而非

三權分立，而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直轄於中

央政府並向其負責。上月初，另一份報章刊登

一篇評論文章，指中聯辦在特區政府審批本地

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上袖手旁觀才是失

職，並據此質疑特區行政和立法機關在自行管

理的事務作出決策時，是否已受中央駐港機構

影響。

獲中央授權履責

譚志源在書面回覆中指出，中聯辦是中央政

府授權的工作機構，按照其所獲的授權履行職

責，包括：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

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促進香

港與內地之間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

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

以及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等。回歸以

來，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和香港特區政府，均須

嚴格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基本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規定，以及各自

的職務範圍依法辦事。

憲制關係早訂明

就有關中聯辦官員在文章中提到香港立法機

關和各級法院與行政機關的憲制關係，譚志源

指出，基本法第二條清楚訂明，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享

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時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姬鵬飛

於1990年3月28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三次會議上，「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

中，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

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

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

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

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

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

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說明」中也指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

關係亦提到「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

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為了保持香港

的穩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長官應有實權，但同

時也要受到制約」。

港體制行政主導

譚志源續說，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基本

上是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制度。根據

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

首長。根據基本法第六十條，行政長官同時

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根據基本法，行政

長官領導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

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其他法律；簽

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決定政府

政策；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批

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

等。基本法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和第四節

亦分別列明了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

關的職權和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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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日前出席一個電視台節目時，

批評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提出的全票制是「篩

選」，「踏進一小步，好過原地踏步，我覺得，與其接

受『篩選』機制，倒不如原地踏步。」接㠥，她又不打

自招，表示「公民提名」不一定違反基本法，只要提委

會定下條件和程序，接受「公民提名」的候選人，就符

合基本法云云。陳方安生的原地踏步論隨即受到同場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反駁，表示在公在私也是

最討厭聽到原地踏步。

陳方安生大扣帽子毫無法治觀念

特區政府現正就政改進行為期5個月的諮詢，社會各界理

應務實討論政改，促進政制發展，落實特首普選。而務實

的前提就是要尊重法治、尊重現實。提名委員會是基本法

明確規定的提名制度，特首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是法

律的規定。而且，香港並非獨立的政治實體，在「一國兩

制」之下特首絕對不能出現與中央對抗的人，否則只會為

兩地帶來深遠的禍害，這是香港討論政改的政治現實。只

要尊重法治和現實，社會各界大可就政改提出不同意見。

然而，陳方安生以及一些反對派人士，卻拒絕依法理性討

論，對於政改諮詢肆意扭曲抹黑，動輒扣上「篩選」等帽

子，將提名委員會妖魔化，堅持所謂的「公民提名」，意圖

架空提名委員會，這是公然挑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反映

陳方安生毫無法治觀念。

陳方安生在節目上理屈辭窮，於是惱羞成怒，威脅指

如果中央不肯在政改上讓步，倒不如令政制原地踏步，

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中央不接納「公民提名」，反對派

就應聯手否決掉政改方案。這種一拍兩散的策略並非第

一次出現，在上次政改諮詢時，余若薇就曾說過「寧願

原地踏步也不要行差踏錯」，最終民主黨打破綑綁，政

制才得以向前。現在新一輪政改諮詢才剛啟動，陳方安

生又出來散播「一拍兩散論」，社民連、「人民力量」、

學民思潮等激進派已表明非「公民提名」不行，否則一

定會反對政改議案。現在連陳方安生也出來表示寧願原

地踏步，這顯然並非偶然為之。

基本法特意列明特首候選人必須由一個提名委員會提

名，這個設定是有明顯的針對性，就是要確保特首候選

人都必須得到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人士的接受，更要防

止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對兩地造成危害。作為

「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別行政區首長，特首不能與中央對

抗不但有法律上的必要，更關係兩地民眾的利益。所

以，提名委員會就肩負把關的功能。反對派中的一些人

知道在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內，其屬意人士成功

「入閘」機會極低，於是才會全力鼓

動「公民提名」，企圖衝破提名關。

中央依法辦事不怕威脅
然而，不論鼓吹者如何巧言令色，都改變不了「公

民提名」違反基本法的事實。反對派中的一些人要脅

沒有「公民提名」就會否決普選方案，繼而再發動

「佔中」，將香港變成「核災難地」。日前「佔中」發起

人戴耀廷就在《蘋果日報》撰文，威脅中央政府要不

「真普選」，要不就「佔中」。而所謂「真普選」不過就

是「公民提名」方案。

不過，他們以政制原地踏步威脅中央，但中央絕不會

讓步。當年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之始，戴卓爾夫人就曾

拋出所謂「災難論」，指由中國取代英國的管治，「香

港就會崩潰」，就會危及中國四化建設。針對這種論

調，鄧小平立即針鋒相對地回答：「如果說宣佈要收回

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

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當時中國的國力遠

不及現在，但面對大英帝國的「災難論」恐嚇尚且不

怕，現在中央領導人多次強調本港政改必須依法辦事，

難道會因為反對派的一拍兩散的要脅而輕易就範？反對

派的圖謀最終只會徒勞無功。

陳方安生發出威脅：如果中央不肯在政改上讓步，倒不如令政制原地踏步，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不接納「公民提名」，反對派就聯手否決掉政改方案。陳方安生企圖用一拍兩散的「原地

踏步論」來威脅中央，中央會怕嗎？請陳方安生回憶一下，當年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之始，英

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曾拋出所謂「災難論」，指由中國取代英國的管治，「香港就會崩潰」，國

家領導人鄧小平立即針鋒相對地回答：「如果說宣佈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

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當時中國的國力遠不及現在，但面對

大英帝國的「災難論」恐嚇尚且寸步不讓，現在的中央領導人會害怕威脅，放棄按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辦事的原則底線？陳方安生太幼稚、太一廂情願了吧！即使「原地踏步」，責任也完全

由否決普選方案的反對派承擔。中央的底線絕不可能退讓。

陳方安生的「原地踏步論」威脅不了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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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曾經代表反對派出選2012年的
行政長官，結果大敗而回。為什麼會
落選？在於他缺乏政治常識，缺乏對
中國國情的了解，缺乏對基本法的認
識，對於「一國兩制」更是「蒙查
查」。昨日何俊仁又鬧出笑話，他說，
「三名局長前往北京，會合正在北京述

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顯示中央領導似乎對梁振英的
施政效果感關注」。他又指，「若政策局官員要親自向

中央交代，會否導致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特區內部事
務，甚或會指示官員如何施政」云云。這可以說是胡
言亂語，不知所云。熟悉兩地情況的市民將會笑死，
不熟悉的就會被何俊仁嚇死。
在港英管治時期，香港的高級官員到倫敦開會，好

像家常便飯。陳方安生被彭定康委以布政司重任之
後，更加頻頻到倫敦商討重要事項，1995年，他到了
倫敦面見老細後，獲得面授機宜，直接飛到北京，和
中央政府商討有關政權交接的問題。至於英國要向香

港出售發電廠、要在九七年之前興建十大工程等，港
英政府的官員更是不停訪問倫敦。那個時候，何俊仁
對這種局面見怪不怪，他從來不會說，英國的首相已
經不信任香港總督，所以，英國首相直接向港英的司
級、處級官員直接下達命令，教導他們怎樣施政，港
督已經變成無權的人物了。
為什麼蘇錦樑、張炳良、陳家強三個局長前往北

京，和對口的官員商討經濟合作問題，立即被何俊仁
說成中央政府不信任梁振英，要直接指揮三個局長
呢？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何俊
仁怎麼連這樣的事實也不顧？這不是睜開眼睛說瞎話
嗎？

中國將會進行第二次改革開放，特別是金融領域和
現代服務業優先對香港開放，國家領導人將會對香港
特區送上聖誕禮物。在這樣的背景下，主管有關商業
貿易、服務專業合作、金融合作、交通基建的官員，
就需要建立一個互相了解和合作的機制，加強溝通，
提高辦事效率。這對於香港都是大大利好的事情。但
是何俊仁的思維方式，與正常的香港人不同，他想到
的就是香港將會一團漆黑，香港的官員訪問內地，就
會帶來許多災難。香港最好和內地隔絕，香港的經濟
最好停頓和倒退。若果何俊仁有一日做了行政長官，
香港究竟會變成甚麼樣？相信700萬港人都會有一個清
楚的答案。

徐庶何俊仁有心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展開政制諮詢工作，多個政團紛紛表態
會於諮詢期內提出具體方案。新民黨昨日
宣布成立「政制發展研究小組」，並舉行了
第一次會議，該黨主席葉劉淑儀昨在記者
會上簡介小組成員時表示，現時成員有3名
獨立的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還包括來自
工商界的人士，未來會廣納更多成員，冀
能夠廣納不同聲音，並計劃在明年5月諮詢
期完結前向政府提交意見書。
新民黨昨日宣布成立「政制發展研究小

組」，目的希望向政府提交考慮各方意見的
政改意見書，範疇包括2017年行政長官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小組成員目前包括

該黨主席葉劉淑儀、常務副主席田北辰、
執委及中委譚榮邦。為廣納不同界別人
士，小組成員還有該黨前副主席、醫學會
會董史泰祖，中華廠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黃
友嘉從事資訊科技界的黃仲翹，及金融界
的林家禮。此外，3名獨立功能界別立法會
議員亦是小組成員，包括屬新民黨法律顧
問的商界（第二）廖長江，建築、測量及
都市規劃界謝偉銓，及保險界陳健波。

依法律框架開放討論

對小組同時拉攏了3名立法會無黨派功能
界別議員，葉劉淑儀強調，仍然歡迎不同
界別及政見的人士加入，冀小組能收集各
方意見，提出更全面的方案。被問到小組
會否探討「公民提名」，葉劉淑儀表示，希
望政改討論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框架
內，認為框架外的討論「無補於事」。她強

調，小組會以開放態度研究及考慮不同構
想，但相信：「不合法（的方案）唔係好
有出路。」

研提委會與下屆立選

小組昨日並舉行了首次會議，討論議程
包括職權範圍、研究範疇及研究小組工作
時間表。葉劉淑儀表示，小組研究範疇將
包括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和組成、提名委員
會的選民基礎等細節，至於2016年立法會
產生辦法，會研究議席數目和組成、功能
界別的組成和選民基礎等方面。
田北辰指，研究小組至少每月舉行一次

工作會議，亦會就個別問題舉行小組會
議，與不同團體研究政改範疇。葉劉淑儀
補充指，小組歡迎不同類型意見，更強調
只要反對派樂意，不會「嫌棄」而不與對
方溝通。

新民黨設小組為政改獻策

中聯辦依法聯繫各界
譚志源強調無「干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昨

日立法會大會上，聲稱關注到特區政府和立法機關在決策

時會否受到中聯辦「干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回應說，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授權的工作機構，職責包括

聯繫社會各界人士、促進香港和內地的交流等，回歸以來

一直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和基

本法規定，在職務範圍依法辦事，不存在「干預」之說。

特首每年赴京述職，特首辦主任及新聞處處長都會隨團陪伴
左右。不過，今年訪京的陣容就特別鼎盛：特區政府於本月初
宣布原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專員（特別職務）聶德權，將於
明年2月24日接替黃偉綸「接掌」新聞處。為確保「無縫交接」，
聶德權「提早上班」，和新聞處處長黃偉綸一起隨特首訪京。
候任新聞處處長聶德權於日前在北京與眾傳媒茶敘，不談政

事，「風花說月」。他透露，雖然自己於明年2月24日才正式上任，
但他會提前在施政報告公布前上班，做好「接棒」功夫，又計劃正
式上任後就舉行新聞處傳統的「咖喱宴」，和傳媒交流。
被問到其「前波士」、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是否24小時全天候工

作，聶德權則笑說：「無咁誇張。我曾經收到林太的（電子）郵
件，最遲都是晚上12時前，最早電郵都只是早上7時。」

因綜援案變「人肉檔案室」

曾任社會福利署署長多年，在陪同特首赴京期間，碰巧終審法院
宣判一名持單程證來港女子申請綜援案件上訴得直，宣布有關居港
至少7年的申領要求「違憲」，令聶德權電話響個不停，他瞬即化身
成「人肉檔案室」，回應部門同事查詢。

憂記者「摸黑」邀搭順風車

即將「功成身退」的黃偉綸，盛傳很大機會接替廖漢波擔任海事
處處長。究竟是否屬實？他依然密密實實不願置評。
值得一記的是，無論是黃偉綸、聶德權，及特首辦主任邱騰華等

都非常關心記者的健康，尤其是北京氣溫驟降，擔心眾記者要在寒
冷天氣下「摸黑」回酒店，即誠邀各記者搭他們的「順風車」，眾
記者都感到窩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斯昕 北京報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與傳媒茶敘，並介紹「低碳環保聖誕貼

士」，呼籲市民在佳節期間採用電子賀卡、減少使用包裝紙及切勿浪費食

物，過一個「綠色聖誕」。葛珮帆又親身示範種植小盆栽，提倡低碳生

活，減少生活製造的「碳足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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