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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經常聲稱要爭取所謂「無篩選」的「真普
選」。但日前出席立法會政改公聽會的多位市民均質
疑反對派所謂的「無篩選」說法，強調提名委員會限
制普選特首候選人是必要的，提委會不是「篩選」候
選人，而是「精選」候選人，又認為觀察參選人的言
行，便能判斷他是否愛國愛港。

世界上大部分民主選舉都有「篩選」
深水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增選委員侯鎮球生動形
象地指出，特首需要獲中央任命，港人很擔心選出不稱職
的特首，「就算是馬會，隻馬心律不正常都不批准牠入閘，
都要試閘，這個不是篩選，是精選」。馬會對參加賽馬的
馬匹能否入閘，都要「篩選」、「預選」和「精選」，這
與世界上大部分民主選舉都有「篩選」的道理是一樣的。
即使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選舉，也有非常嚴格的
提名和篩選機制。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立於1863年，由
當時的美國總統林肯授權創建，是一家由科學家和工
程師組成的私立機構，致力於為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科
學技術方面的諮詢和建議。能當該院院士，不僅被認
為是美國學術界最高榮譽之一，在世界範圍內也將享
有盛譽。與至高的榮譽相對應的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有着非常嚴格的篩選和監督機制。要成為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士候選人，首先從提名開始。正式提名只能由
院士提交。每份提名材料應當包括候選人的簡歷、一

份250字左右的概述候選人學術成就的說明，也就是當
選理由，以及數量不超過12篇的代表性論文和著作。
一旦獲得提名，這份候選材料就會送到科學院31個專
業領域中的某一個專業委員會主席手裡。每個專業都
有自己遴選候選人的流程，由該專業的院士多輪投票
篩選候選人。候選人一旦通過多輪投票篩選，就有機
會被全體院士們來評選了。

「篩選」、「預選」是世界各地推舉
候選人的主要選舉工具
在大多數民主政治制度裡都有「篩選」、「預選」

和「精選」，即決定候選人資格的選舉。自從二十世
紀初期以來，預選一直是推舉候選人的主要選舉工
具。除很少的例外情況外，在預選中獲勝的候選人總
是被其所在政黨提名為大選候選人。例如，美國總統
選舉的過程漫長而複雜，主要包括預選、總統候選人
提名、競選運動、全國選舉、選舉團投票表決以及當
選總統就職儀式。預選階段通常於大選年2月份的第三
個星期二在新罕布什爾州拉開帷幕，到6月份結束。

反對派說外國普選沒有提名機制是謊言
反對派造謠說外國普選都沒有提名機制，這是徹頭徹
尾的謊言。法國總統選舉採取兩輪淘汰制，首輪投票如果
未有候選人取得過半選票，就最高得票的2位進入次輪投

票決勝負。有人指法國兩輪淘汰制的候選人資格都不會設
限，但實際上候選人需獲得至少500名民選代表的擔保提
名，由於這500人必須是國民議會議員、參議院、社會經
濟委員會委員、地方議會議員或者市長，其中必須包括
30個省和海外領地的代表，並且10%以上的代表不得來
自同一省或者海外領地，顯然要成為總統候選人也並不容
易。這500名民選代表的擔保提名，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事實上，500名民選代
表的擔保提名就是一種限制。
可見，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機制和「篩選」、「預

選」和「精選」，普遍存在於世界上大多數民主政治
制度裡。但是，反對派聲稱特首普選要符合「國際標
準」，但又聲稱爭取所謂「無篩選」的「真普選」，
這完全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必須把反對派顛倒了的東西再顛倒過來
因此，不能因為反對派竭力妖魔化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規定的提名委員會，不能因為反對派污名化大多數
民主政治制度裡都有的「篩選」、「預選」和「精
選」，建制派就噤若寒蟬，不理直氣壯地為「篩
選」、「預選」和「精選」正名。必須把反對派顛倒
了的東西再顛倒過來。
實際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已為提名委員會的「篩
選」、「預選」和「精選」正名。張曉明去年7月16日與
立法會議員午宴，民協馮檢基向張曉明送上載有「筲箕」
（篩子）的小船，企圖寓意「特首選舉無篩選」。張曉明
回應說，「篩子」即香港人稱為「筲箕」，是祖先的一項
智慧發明，如果沒有「篩子」怎可以從大堆稻穀中很容易
挑選出優良品種，又或者把敗滓過濾，因此他覺得不應簡
單否定「篩子」的功能。張曉明的回應充滿智慧，巧妙地
駁斥了反對派聲稱提委會提名是「篩選」、要爭取所謂「無
篩選」的「真普選」的謬論。
「篩子」的功能，在唐代詩人劉禹錫的《竹枝詞》

中有經典的表達：
「千淘萬漉雖辛苦，
吹盡狂沙始到金。」
意思是說，淘金要經
過千遍萬遍的篩選，
要歷盡千辛萬苦，最
終才能淘盡泥沙，精
選到閃閃發光的黃金。淘金如此，提委會「精選」特
首候選人也是如此。

豈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反對派又捏造謊言說，普選就是讓選民有權決定提

名什麼人，就是所有選民都有被選舉權。這種說法違
反基本常識。《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講
「普及而平等」，僅僅是指投票選舉權，並不是指提
名權和被選舉權。例如在法國，有總統候選人提名權
的人，只能是500名民選代表。在美國總統選舉年的6
月，各政黨由各州選派代表參加全國代表大會，在會
議上提名總統候選人，決定提名什麼人，不是一般的
選民，而是各政黨由各州選派的代表。至於被選舉
權，那是要經過各種各樣的「篩選」、「預選」和
「精選」，才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其實，香港社會也有不少人為提委會的「篩選」、

「預選」和「精選」正名。例如，行政會議成員葉劉
淑儀指，任何民主選舉都有預選機制，外國選舉亦
有。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亦直言預選機制不一定等
同篩選，即使設有預選亦非針對任何人，只是確保候
選人有一定公眾認知性。但是，由於反對派是戈培爾
信徒，信奉謊言重覆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所以他們天
天講要爭取「無篩選」的謊言而毫不臉紅，形成了黃
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情況。現在的當務之急，建制派應
理直氣壯地為提委會的「篩選」、「預選」和「精
選」正名，必須把反對派顛倒了的東西再顛倒過來。

蒯轍元

提委會「篩選」、「預選」和「精選」特首候選人天經地義
反對派竭力妖魔化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規定的提名委員會，聲稱提委會提名是「篩選」，誤

導公眾稱要爭取所謂「無篩選」的「真普選」云云。日前出席立法會政改公聽會的多位市民

均質疑反對派所謂的「無篩選」說法，強調提委會限制普選特首候選人是必要的，提委會不

是「篩選」候選人，而是「精選」候選人，真是一語道破天機。實際上，世界上大多數民主

政治制度都有「篩選」、「預選」和「精選」，反對派聲稱特首普選要符合「國際標準」，

但又聲稱爭取所謂「無篩選」的「真普選」，這完全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蒯轍元

在21世紀，發展科技已經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如何
做」的問題，政府多年前已經思考「如何做」，並且提出了「數
碼21資訊科技策略」、「六大優勢產業」等發展藍圖，但是時至
今日仍然成效不彰，甚少人會視科技產業為香港強項，根本原因
就是缺少了一個「科技局」將發展藍圖付諸實行，多少計劃都淪
為空談。
政府並非沒有機構推動科技發展，只是層級太低，寄居負責商
務的政策局之下，未能受到應有重視。從零二年成立的「工商及
科技局」，到零七年重組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都是把工商
及科技視作一體，甚至僅僅視科技為發展經濟的工具，而歷任局
長雖說都是幹練的通才，卻不是科技專才，「科技」在政府架構
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工商及科技政策都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單一政策局實在難以兼

顧，勉強為之可能顧此失彼，甚至兩者皆失。況且，科技絕不只
是經濟工具，振興工商只是科技的好處之一，除此之外，科技更
是生活的方式及態度，為市民帶來方便，締造精彩。讓科技部門
屈居商務局之下，是未能充分明白科技的意義，所以，我們需要
一個名正言順的「科技局」，果斷有為推動科技發展。
政府一向以韓國、新加坡等經濟體為對手，但是這些對手全都

奮力發展科技。
韓國於九八年設立「科技部」，九九年更由總統親自領軍成立

「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其後再擴大「韓國科技評估及計劃研
究院」職能，苦心經營多年，成績斐然，手機、電視業務享譽全
球。
新加坡亦有科技研究局之設，並於九一年開始訂立科技發展五
年計劃，刻意培訓人才，二零零六年起又矢志建立智慧城市，二
零一零年更一擲千金鼓勵科研，至今已成科技重鎮。反觀香港，
仍然議而不決，裹足不前。要衡量一個地區有多大誠意發展科
技，科研投資比例就是很好的指標，韓國的科研投資佔
GDP3.7%，新加坡是2.3%，香港卻只有0.7%左右，如此怠慢，
怎能不落後於人呢？
今天，設立「科技局」已經是廣泛共識，無論建制、「泛

民」、業界都鮮有異議，特首本人在二零一二年提出政府架構重
組時也有意成立「科技局」，可惜拉布誤事。然而，是否遭遇挫
折就輕言罷休呢？特首喜歡以「迎難而上」自勉，目前或者仍有
少數激進派拉布阻撓「科技局」設立，但是知難不難，希望特首
可以排除萬難，在香港科技發展上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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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電腦平台已成生活一部分，年輕一輩大都懂得上網，街頭
隨處可見低頭族，資訊發布渠道便利，難免造成消息泛濫，掛羊
頭賣狗肉者眾，有傳媒把政治理念包裝成為新聞資訊，更離譜的
是把不雅訊息以新聞形式展示，甚至繪聲繪影，荼毒下一代。
流動電視概念或許會是未來的新媒體，商家都望在此領域的廣

告市場分一杯羹，各出奇謀，為了吸引觀眾眼球，有媒體立心不
良，無所不用其極，三番四次挑戰道德底線，出賣良知，賤賣新
聞從業員操守，把一些渲染色情或不良資訊包裝成為「新聞」，
踐踏女性尊嚴，扭曲社會價值觀，道德淪亡。
不難發現壹傳媒轄下的網上媒體「蘋果動新聞」的部分報道，
與「新聞」性質不符，甚至仿如成人電影的宣傳片，充斥不雅動
作，賣弄女性胴體作招徠，標題、旁白和字幕均有挑逗性，惹人
遐想。以一月十一日在「動新聞」的內容為例，相信令很多仍在
求學孩子「大開眼界」，其中標題包含「女優乳量驚人」、「咸
濕手」、「拋胸」、「魔鬼胸」、「谷胸」、「晒事業線」、
「挺巨咪」、「倒奶戰肌男」、「肉搏」、「吹耳誘(女藝人)」等
惹火字眼，對女性性徵作出不必要的誇張描述，該些「新聞」內
容更涉及性愛情節畫面，再加上「情挑黑厘士」、「摸耳調
情」、「埋身肉搏」、「晒長腿」、「谷胸倒奶」、「床上狼
吻」、「叔叔不行鳥」等，充斥色慾情節，旁白煽情，片段畫面
內容更涉床戲和性愛遊戲，部分「新聞」點擊率達廿餘萬，不知
當中又有多少名小學、中學學子被色情動新聞的「色慾陷阱」迷
惑了。
同日另有兩則標題「(女主播)白滑靚腿任睇」及「44吋長腿數學
老師」，其實此兩段訊息被包裝成新聞極有問題，放大女性外在
美並把身段作賣點，評頭品足，是侮辱女性，並對新聞從業員和
教師的專業不尊重，此等訊息與「新聞」風馬牛不相及，卻被包
裝成為「新聞」，這是在滋擾當事人的隱私，不要以公眾知情權
作盾牌。
新聞就是新聞，「蘋果動新聞」以情色性愛等話題魚目混珠，
包裝成為「新聞」，是在貶低新聞的價值，愚弄大眾。以情色包
裝成新聞是在蠶食社會的道德觀，「蘋果動新聞」的底線低處未
算低，是傳媒業界之敗類，是文化社會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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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爵士以107歲高壽走完精彩人生，雖
說「福壽雙歸」，但港人仍萬般不捨，因為他
締造的影視王國陪伴無數港人成長，家喻戶曉
的集體回憶彌足珍貴。邵爵士耄耋之年仍身體
硬朗、精神矍鑠，思維十分敏捷，乃大家羨慕
愛戴之人瑞。人稱「六叔」，倍感親切，其影
視大亨傳奇讓人津津樂道，龐大的慈善事業更
令人肅然起敬。香港富豪很多，樂善好施的也
不少，但能像邵爵士捨得在卅年內捐出近50
億元支持科教及慈善的屬鳳毛麟角矣；他還擔
任香港紅十字會會長近卅年，筆者亦服務該會
卅餘年，他待人接物謙和有禮、富而不驕，慈
悲為懷、富而好仁，確實令人折服。
與香港很多富豪白手興家不同，邵逸夫爵

士出生富裕之家，但他並沒有高枕無憂安享
祖蔭，而是勇於開拓另創天地，初闖當時新
晉的影壇新領域，他的成功得來不易，除了
過人膽識與智慧，還有大導演張徹所說的：
「邵逸夫當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見。」
上天賦予他創業天份，勤奮將天份變為天

才，造就其影視大亨的傳奇，可見「天道酬
勤」是公平的法則，無論是白手起家或是享
有祖蔭，若想大有作為青出於藍，除了勇於
創新，勤奮拚搏也是重要因素，值得香港年
輕一代借鑒。

贏得中央政府到香港各界尊崇
古語「仁者壽」是邵爵士的最佳寫照，他被

稱為史上最長壽的上市公司CEO，很多人喜
歡向他討教養生之道，他曾笑答：「秘訣有
三，勤奮工作，笑口常開，每天練功。」簡單
平實，彷彿人人可以做到，論道理大家都知
道，「勤奮是事業成功的基石，寬容是人生快
樂的源泉，生命在於運動」，但能坐言起行堅
持如一的又有幾多呢？尤其當今香港社會充滿
怨氣，希望「六叔」的成功之道與長壽秘訣能
帶給人們一點啟發，大家多些寬厚包容之正能
量，於己於人都大有好處。
邵逸夫爵士在內地亦盛譽遐邇，除了中央歷

任領導發唁電慰問與讚頌，民眾亦自發悼念邵

爵士，與香港不同的是，據調查八成網民是因
為「逸夫樓」而認識他，全國各地成千上萬年
輕人在網絡上共同緬懷這位「好人」，有學生
留言「人已去，樓仍在，我們每一屆畢業生都
要在逸夫樓前留影，今日我們緬懷您。」言辭
誠摯感人，邵爵士在天有靈，當含笑九泉。希
望這些祖國未來棟樑以邵逸夫爵士為榜樣，將
中華民族的慈善精神發揚光大，以報答他無私
奉獻科教之善心。
邵爵士對慈善一擲億金，喪禮卻低調從簡，

人們不感意外，因為他的節儉一如其慷慨慈
善，早已傳為佳話，簡樸掩不住其人生的光
輝，他贏得了從中央政府到香港各界的尊崇緬
懷，全國各地學生感恩致敬，還有國際媒體一
致讚揚，可謂極盡榮哀，一生無憾。「影視傳
奇千秋在，碩德流芳百世揚」。邵爵士的傳奇
前無古人，但希望後有來者，他為廣大富豪及
青年學生樹立了良好典範，逸夫精神永留人
間！
謹此懷念邵逸夫爵士，祈願他在天國安息。

逸夫精神 永留人間

楊孫西 香港駐軍的重要意義

體現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
1982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時，

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因香港前途問題與她進
行中英談判。鄧小平提出，關於收回香港
主權問題，可以用「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的方案解決。他強調：「關於主權問
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轉餘地」。
駐港部隊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在港履行防務職
責，這是國家主權的象徵。連當年英國外
交大臣賀維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既然
收回主權，就有權在香港駐軍。顯而易
見，包括中環軍營在內的所有駐軍營區應
受到法律保護，不容侵犯，個別人無視法
律規定，擅闖駐軍營區，理應受到法律懲
處。

防禦外侵保衛香港的安全
據權威人士介紹，香港駐軍由陸軍、
海軍、空軍部隊組成，是一支合成部
隊，主要為了防外、治安，其裝備精
良，現有14個營區，共約六千人，總部
設於香港金鐘。香港駐軍的職責是防備
和抵抗侵略，保衛香港安全；擔負防衛
勤務；管理軍事設施；承辦有關的涉外
軍事事宜等，不干預香港地方事務。香
港駐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
會領導，具體執行香港特區的防務任
務。1997年後，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
府負擔，不用港人承受。
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駐軍，是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

護祖國的統一和安全的需要。香港駐軍人
員除了遵守《基本法》、《駐軍法》等全
國性法律外，還要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法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必要時，還可向
中央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
助災害。

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眾所周知，香港是個國際商業城市，被

英國殖民統治了一百五十多年。1997年7
月1日零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升起，經歷了百多
年滄桑的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政府
開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回歸後，
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執行「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保
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
不變，法律基本不變。香港回歸後，中央
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務和防
務。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據基本法享有行政
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項權利和自由。
香港特別行政區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
實際情況的政治制度。
偉人鄧小平曾經指出：「在香港駐軍還有

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香港回歸祖國
後，繼續保持自由港的地位，繼續發揮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作用，繼續同各國
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發展經濟文化關係，
使所有國家和地區在香港的正當經濟利益都
受到法律保護，這一切有賴於香港駐軍的堅
強保衛。廣大香港居民不會忘記香港駐軍對
香港的奉獻，不能讓中央對港的憲制地位和
權力受到挑釁和破壞。否則，香港的政制和
經濟發展都將停滯不前。
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相信，有香港駐軍做

「保護神」，香港一定能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香港回歸以來，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官兵依法履行防務

職責，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近期，

香港有一小撮激進人士闖入香港中環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範圍示威，嚴

重挑釁國家在香港的主權地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日前亦表

示，中央政府嚴重關注事件，稱個別人無視法律規定，擅闖駐軍營區，

理應受到法律懲處。事實上，絕大多數香港居民都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

部分，有關行為是「港獨」行為，必須予以譴責。

揚清激濁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1月14日（星期二）

■解放軍駐港部隊是國家主權的象徵。圖
為添馬艦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