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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政改須回歸法律框架
責「公投」「佔中」添落實難度 冀務實提意見減爭拗

譚耀宗在本報專訪中指出，政制發展一向都是爭議性話題，難
以一下子解決，基本法起草之初，佔用最多時間處理的都是

有關政制方面的問題。對於如何推進政改達致普選，草委後來想
到利用一個時間表，頭10年先規劃好政改的推行進程，然後檢
討，最終達致普選目標。10年過去，檢討亦做過兩次，香港現在
就是進入達致普選這個最終目標的最後階段，也是最重要的一
步。

普選不依法 中央不會批准
他續說，基本法起草階段已就政改討論多時，甚麼情況也想

過，最終已定下普選框架，現階段應基本沒有特別矛盾，他認為
到了這個階段，社會只需按照基本法便可，毋須再天馬行空，減
少了很多爭議。
然而，達致普選期間有很多變化，難度很大，他說：「現在政
改至少要過兩大關，一個是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這是很難的，
建制派在立法會只有43票，尚差四五票才夠支持，不夠票，反對
派擁有少數票數就可以有否決權。即使立法會勉強通過反對派的
違反基本法的普選方案，但中央不會批准。」

非法行為無益 誤導市民無理
不過，譚耀宗強調，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能以務實態度處
理，事情也不是太難處理。所謂務實態度，就是按照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落實普選。故此，中央領導人每次提到香
港的政制發展時，都會強調這兩個法律依據，不能拋開。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近日提到不願見到政改諮詢各走極端、劍拔弩張局
面，調子是有商有量，可以「大家食吓飯」，避免對罵，有利政
改討論。
不過，現時反對派將於明日元旦舉行所謂「政改公投」，又從
未放棄「佔中」，譚耀宗謂，有些人故意迴避這些法律要求，誤
導公眾政改甚麼都可以改，拋開基本法，甚至企圖用非法行為來
達致落實普選的目標，這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亦絕不可能，這
已引導社會走向違法方向，脫離法律依據，普選就很難成事：
「我唔想形容現時政改討論氣氛好差，但反對派如繼續以叫囂方
式甚至是實際行動來迫使中央就範，放棄法律依據，這樣不成事
的機會就很大。」

建制派齊心 有望達共識
被問及普選能否達致共識，譚耀宗認為建制派齊心機會較大。
他說，建制派議員重視法律依據，儘管在民生政策有不同意見，
但在依法推動普選卻早有共識，認為離開法律框架行不通，共識
容易建立，相反，反對派要建立共識就很不容易。
他說：「反對派連和中聯辦食一餐飯、同中央駐港機構官員溝
通這麼簡單的事情都有爭議，請埋你入去，大開中門，不用再在
中聯辦外示威，別人都不介意你去，但反對派卻無法提出充分的
理由唔出席。」
反對派在「請客吃飯」的事情上都出現分歧的原因，譚耀宗認
為這與反對派內部矛盾有關：「佢哋驚出席了，反對派相互之間
會被對手責罵，你話我乜，我話你乜，形成他們中有啲人唔敢
去，對於呢種事，我都感到很無奈。」
譚耀宗指出，當年民主黨也能和中聯辦商討，現在卻連飯宴也
不敢出席，他個人感到十分失望。

不信提委會 心態不健康
他理解目前個別人士擔心在基本法框架下無法入閘，遂提出很
多天馬行空的方案，寧願以其他更難實施的方法去提名候選人，
也不願意相信提名委員會。然而，他們抱這種心態並不健康，
因為提名委員會是基本法規定，並授權去提名特首候選人，沒有
其他方法可以代替。故此，他希望在政改諮詢期間，大家都能歸
於現實，這現實就是依循法律依據：「法律的事情在社會中就是
在社會中，這是事實。」

特區政府本月初展開政改諮詢至今，各界普遍關注

政改如何達致共識落實普選，當年為基本法草委的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普選已

到最重要一步，只要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的法律框架，務實提出意見，便可減少不必要

的爭議，但反對派仍提出政改「公投」和「佔中預

演」一類違法行動，內部又自我設限關閉溝通大門，

增加了落實政改的難度。他呼籲各界回歸法律框架，

提出現實可行的政改方案，回到溝通大門，政改共識

才有望早日達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漢、陳嘉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雖然中央專責法律事
務的官員已多次說普選須符合法律框架，但政改諮詢開
展後，反對派仍經常提到基本法沒有提及的「公民提
名」。譚耀宗認為，基本法的表述已具體指出提名委員
會提名特首的步驟和要求，而沒有寫入其他提名模式，
說明提名委員會就是唯一提名模式，否則毋須詳述提名
委員會的提名細節，包括反對派在內的法律界人士理應
明白，不應再對提名委員會以外的「公民提名」抱有幻
想。
有反對派的法律界中人聲言，基本法沒有規定的事

情，就意味並非不可以做，包括「公民提名」。譚耀
宗反駁道，基本法的表述已層層遞進清楚指出，普選特
首須先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再由民
主程序選出候選人，特首再經普選產生，步驟清晰具
體，當中沒有「公民提名」的規定。
他續說，如果基本法認為其他提名模式可行，便會

把其他可行模式寫出來，更毋須把提名委員會產生特首
候選人的過程寫得那麼細緻。但基本法沒有把其他模式
寫入，反而具體表述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步驟，說明提名
委員會是惟一提名模式，他認為法律界人士理應明白。

社會提出很多天馬行空方案
至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上月訪港期間就基本法與特區政治體制有關議題與
各界特別是法律界人士作交流。其間有份和李飛午宴的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聲言，李飛未有明確表明「公
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故「公民提名」未被中央完全否
定。譚耀宗坦言，現時社會提出很多天馬行空的普選方
案和要求，中央專責法律事務的官員不可能對這些方案
一一回應「肯定」或「否定」。故此，雖然李飛當時沒
有直接否定「公民提名」，但仍會以嚴謹用字反覆強調
中央的要求，譚耀宗當時亦有份出席午宴，認為李飛說
法的意思，其實已否定了「公民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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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呼籲各界回歸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法律框架，提出現實可行的政改方案，回
到溝通大門，政改共識才有望早日達致。 劉國權 攝

■譚耀宗強調，提名委員會就是唯一提名模式，大家不
應對「公民提名」抱有幻想。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展開政改諮詢近一個月，提
名委員會如何組成、「民主程序」為何，成為政改討論的「重中之
重」。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2007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指出的「可參照」，意思是「不可離得太遠」，
即提委會需參照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而且比例應屬一致，不
應偏重某一界別，以符合均衡參與原則，強調「可參照」具有法律延
續性。
政改諮詢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討論焦點落在提名委員會組成方式，
2007年人大決定指提委會「可參照」選委會組成；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指，提委會組成方式跟選委
會是「八九不離十」。

「可參照」不能理解成「可不參照」
譚耀宗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可參照」不能理解成「可不參

照」，指基本法附件一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在1997年
至2007年的10年內有廣泛代表性的選委會選舉產生，「所以寫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時，就用返『廣泛代表性』這個字，但不是用在選委會，
因為選舉權已經給予將來的普選(指市民)。所以選委會只剩下一個功
能，就是提名，所以名字都改為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委會」。
他續說，2007年人大決定將四十五條「進一步明確」，強調了當年

的立法原意是提委會「可參照」選委會，「其實我們當時都是這樣
想，選委會能代表社會縮影、四大界別，作一個均衡參與，這些全保
留下來，然後用這個模式同樣地去組成提委會，『可參照』的意思是
有延續性的」。他續稱，內地法律文件的用語「有一套做法」，「好
多事是要這樣做的，它都是寫『可以參照乜乜』，這是他們（內地
使用)法律用語的習慣」。

當年立法原意 李柱銘錯演繹
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聲稱，「可

參照」同時意味「可不參照」，又稱當年起草基本法時，沒有提及提
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譚耀宗直斥李的說法「唔啱」：「好可惜佢無
坐到尾，佢1989年已經走咗(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有些事去到埋尾
時，你又唔喺度！所以佢無咗整個(立法)過程。」他認為李柱銘錯解立
法原意，「但你話佢時，佢就會話『我有我理解』、言論自由云
云……我們只講返當年的立法原意，而且有好多法律觀點支持」。
被問及李飛所指的「八九不離十」，譚耀宗認為同時適用於四大界

別的比例，即各佔25%，「選委會最大特點就是四大界別，包括社會
各階層，四個(界別)比例一樣先叫『均衡參與』。」他強調不應偏重或
傾斜某一界別，「可能基層人數最多，但在均衡參與原則下，唔係人
多就代表比例多啲」。他指選委會體現均衡參與特質，故應同時體現
在提委會。
就反對派聲言「機構提名」是在基本法上「僭建」，譚耀宗直斥反
對派對基本法毫不理解，強調提委會本身便是一個「機構」。他指提
委會是一個「集體、整體」，「一個人就唔會叫委員會，集合好多人
先可以組成一個委員會、一個組織，內地術語就叫做機構，提委會實
際上是一個組織，所以就叫機構」。
至於「民主程序」如何體現「集體意志」，他強調提名「一定要由
整個提委會決定，而非個別人士」，而按一般理解，「民主程序」應
是「少數服從多數」。

提委會四界別 比例一致不可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
貴為立法會第一大黨，黨員人數近2.5萬
人，無論提出政改方案、協助政改宣
傳，以至最終的投票取態，對政改發展
均舉足輕重。譚耀宗表示，民建聯本周
五(3日)將舉行中委會擴大會議，與「政
改三人組」在黨總部舉行座談會，屆時
民建聯的中委、常委、監委和支部主席
等，會聯同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共約60
人出席，當面聽取領導政改的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講解諮詢文件，直接交流和
對話，其後會落區收集市民的意見。
譚耀宗在本報專訪中指出，民建聯早

前在中常委成立「政改小組」，計劃將
會推出政改宣傳單張，嘗試以「一問一

答」形式協助市民了解普選問題，並附
上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2007年人大決定
的原文。

料4月形成最終方案交政府
譚耀宗又透露，最近不少人質疑民建

聯身為第一大黨，為何至今仍未提出政
改建議方案。他解釋，首輪政改諮詢期
長達5個月，現時仍有充足時間，強調民
建聯希望先讓多些市民理解普選，例如
在18區舉行座談會，收集意見，並於4
月形成最終方案，交予特區政府，「如
果現在就提出方案，恐防欠缺了一個廣
泛收集意見的過程，同時我們想多聆聽
各方看法……如果有些是明顯違犯(基本
法)的，便不用討論」。
他期望，民建聯最終提出的建議方案

是一個各方能接受的方案，強調有關方
案必符合法律依據，並吸納各界可行意
見，「如果匆匆忙忙提方案，『誘發討
論』，但到頭來可能仲衰，因為你都未
想清楚和吸納意見，之後又改來改去，
所以民建聯寧願遲少少」。

暫無合適人選推舉選特首
在早前舉行的民建聯會員大會上，譚

耀宗指，不少人認為民建聯最有條件成
為執政黨，而這是民建聯發展的最終目
標。被問到民建聯會否派人參加2017年
特首選舉，譚耀宗說，由於民建聯創黨
主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早已表明「裸
退」，故現階段暫未有其他合適人選，
但倘於2017年找到一個廣受支持而獲民
建聯認同的人選，便會推舉，又指倘最
終沒有黨內人選出戰，而發覺有其他社
會人士更合適，民建聯願意考慮支持他
人。
就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月

前「推薦」他參選特首，譚耀宗隨即搖
頭稱「無考慮過」，又說民建聯對特首
是否可擁有政黨背景，一直持開放態
度，「關鍵是市民看法」。

周五「三人組」座談
再落區蒐集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代表中央落
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須符合「愛國愛港」
底線才能履行行政長官的職責。譚耀宗說，從現
實和歷史角度看，不能輕率認為「非愛國愛港」
人士出任特首後就不敢造次，讓這些人有機會綑
綁香港整體利益，肆無忌憚脅逼中央。只有通過
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智慧和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
人，才能確保「愛國者治港」，避免中央不任命
特首的憲制危機。
譚耀宗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從基本法的主
體看，特首代表中央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地位十分重要，不但要有中央信任才能勝
任，更要有一分愛國心才能履行行政長官的職
責。否則，行政長官無心做好行政長官的工作，
中央不可能信任這個行政長官，把管治香港的重
任和權力交給他。

符「愛國愛港」底線者才信得過
他續說，特首要執行中央的指令，從這點說，
特首不可能不「愛國愛港」，全國人大常委會專

責法律事務的官員喬曉陽及李飛都先後強調特首
須符「愛國愛港」底線，因為中央具有實質任命
權，而這條底線就是中央任命特首的準則，中央
認為要「愛國愛港」的人才能信得過，喬曉陽和
李飛把這個準則提早表達出來，可讓各界及早了
解到中央任命特首的準則。
就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早前曾指港人不會

選擇只懂對罵的人做特首，獲選者也會注重民
意，認為非愛國愛港人士、社民連主席梁國雄也
能當特首。譚耀宗批評這種說法不負責任。他
說，當選特首者不是一部機器，而是一個人，過
去有人說，當選特首後，如果中央不給予支持，
這個人就不敢「作反」了，自然「動彈不得」，
但譚耀宗指出，與中央對抗的人管治香港出現的
問題，現實上並非不可能。

防700萬港人利益被綁上戰車
他續說，如果不「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甚
至可以把700萬港人的利益綁上戰車，將香港所有
利益綑綁一起，作為脅逼中央的籌碼，衝擊中

央。這些人只重視個人利益，根本不會在乎整體
利益，無所忌憚，令人無可奈何。所以，不能只
用口說「非愛國愛港人士」被選上，便輕率認為
這些人不敢造次。
有意見認為，可通過宣誓形式確保特首「愛國
愛港」，譚耀宗質疑單憑宣誓能否解決確保特首
「愛國愛港」的問題。他說，現時個別立法會議
員就任宣誓時，只以「應酬」心態勉強讀出誓
辭，個別甚至未完整讀完或截斷原文斷章取義，
毫不尊重誓辭。
譚耀宗強調，在起草基本法時就如何確保特
首「愛國愛港」已有討論，中央任命是必然
的，因為這是《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然而
特首若由一人一票選出，如何不會出現中央不
任命的憲制危機，提名委員會就可發揮這樣的
功能，當時就是特意提出提名委員會來避免這
種憲制危機。
他認為，只有集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的提名

委員會，通過集體智慧和民主程序，才是確保
「愛國愛港」者擔任特首的最好方法。

確保「愛國者治港」 關鍵把好「頭關」

■譚耀宗表示，民建聯本周五(3日)將舉
行中委會擴大會議，與「政改三人組」
在黨總部舉行座談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