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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委會「機構意志」基本法早定
梁愛詩：須參照選委會組成「公提」「黨提」離太遠

反對派繼續鼓吹「公民提名」及「政黨提
名」，更質疑基本法條文中並無「機構提

名」。梁愛詩昨日在一政制論壇中強調，「公民
提名」及「政黨提名」會形成新的權力機構，既
不符合政治體制的設計，亦與現時選委會的組成
距離太遠，很難接受成為政改方案的一部分。

四十五條「經民主程序提名」可證
她說：「（『公民提名』）剝奪了提委會的自主
權，難以得到多數市民及立法會議員支持，亦難以
得到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基本法雖然沒有
『機構提名』字眼，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指出
『經民主程序提名』這已是體現『機構意志』。」

倘可不參照則毋須列明「參照」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委會「可參照」選委
會，被質疑是「可參照」或「可不參照」。梁愛
詩強調，倘「可不參照」，人大決定則根本毋須
列明要「參照」，並以普通法英文用語為例，說
明「可參照」意思並非可做可不做，「英文
『May』 不 等 同 『May not』 ， 其 實 內 有
『Must』意思，即是『必須』的意思」。
不過，她認為，人大決定既然使用「參照」的

字眼，即提委會組成不代表要跟足選委會的組

成，存在修改空間，否則就毋須進行諮詢，但
「穩定是重要的因素」，政制設計要講及穩定、
行之有效，「不能一變就變得很遠」，確保循序
漸進不會造成很大的震盪。

選委逾百萬非「八九不離十」
梁愛詩引述李飛在港的講話，「參照」要「八

九不離十」，「好多人不明白箇中意思：八與八
十相差好遠，例如，現時選委會由1,200人擴大
至120萬人，就並非『八九不離十』，我們要保
留行之有效的做法……由基本法起草至今，香港
政治體制均要符合「一國兩制」等原則，基本法
條文有延續性，參照選委會組成不會有太大差

錯」。

增第五界別未必符各方利益
被問及提委會應否維持四大界別，梁愛詩擔

心，倘提委會增設第五個界別，那社會各界就要
重新討論，擔心屆時變成以個人利益出發，未必
符合各階層利益，「四大界別行之有效，但不一
定由四大界別組成，如有第五個界別，就需要重
新檢視很多方面，例如應增加哪個界別以至該界
別的人數。香港社會2004年開始已經商討公司
票轉作個人票，至今仍未達成共識。所謂『彈
性』在於更改有多少把握達成共識，若符合所有
原則，增設第五個界別亦未嘗不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
任李飛表明，提委會作出的是「機構提
名」而非個人提名，而提名委員會「可
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組成，是「八九
不離十」。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昨日強調，提委會必須體現「機構意
志」，早在基本法條文中體現，而人大
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提委會「可參
照」選委會，是必須參照的意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有反對派中人提出「寧原地踏步也
不讓步」的口號，行政會議非官守
議員召集人林煥光昨日強調，某些
團體仍堅持保留部分未必取得大多
數市民贊同的建議，並呼籲大家不
應抱「買菜叫價」或「玉石俱焚」
的心態，而是要尋求最大「公約
數」。

林煥光早前公開呼籲各界在普選問
題上，不應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態。他
昨日在電台節目中坦言，自己有此感
嘆，是因為很多香港人也和他一樣，
希望可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和基本
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但有
某些團體仍堅持保留部分未必取得大
多數社會贊同的建議，到頭來很難
「談得妥」。

他續說，特首普選對社會、管
治、政府公信力均很重要，倘有關
人士不喜歡現屆政府，就更應以合
理、可達致的方法實行普選，由選
民作決定，尋求最大公約數，而非
抱「買菜叫價」或「玉石俱焚」的
心態，「我唔畀你玩、我唔受你
玩、我唔同你玩」，否則香港政制
只會原地踏步。

強調普選無國際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反對派聲稱特首普選要符
合「國際標準」，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強調，「國際
無普選標準，只有普及而平等規
則」，而合理限制與國際人權公
約更無牴觸，絕對不可以說因為
有規則就是「鳥籠選舉」。
梁愛詩昨日在一政制論壇上，
評論到香港反對派聲稱香港普選
必須符合國際人權公約，否則就
是「假普選」的說法。她指出，
國際人權公約須經由本地法律方
可實施，但英國在1976年已經
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作出
保留，這是事實，且「國際並無
普選的標準，只有普及而平等規
則，所謂『真普選』、『假普
選』，事實上，選舉民主只會不

斷更好，而不會有最好，若制度
未達致理想亦不可以批評是『假
普選』」。

合理限制無牴觸人權公約
梁愛詩指出，「人人都有選

舉及被選權」，但不代表選舉
全無限制」，基本法給予公民
參與選舉及被選權，香港應該
以基本法為依據，「基本法及
1990年通過的香港人權法例，
已經給予公民參與選舉及被選
權，毋須將國際公約與基本法
對立……任何選舉定要有規
則，不可以說因為有規則就是
『鳥籠選舉』，正如球賽都要
有規距，甚或打麻將，你玩你
的他玩他的，那如何進行？合
理限制與公約無牴觸」。

符三條件即愛國愛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公開表
明，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任特首。梁愛
詩昨日引述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愛
國者定義：只要支持香港回歸，不做損
害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事，就已經是
愛國愛港。
「愛國者治港」，一直是中央對港

的方針大政。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
在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別會見
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
士元等，發表《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重要講話，及在1984年6月會見
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時，就已經提出了
「愛國者治港」及愛國者的三個標
準。
鄧小平表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

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
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

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
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
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
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
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
梁愛詩昨日在一政改論壇上承認，難
以在法律上列明所有「與中央對抗」的
情況，但鄧小平當年已經提出了愛國者
的定義，而「很多人批評政府是希望國
家改善，這與希望推翻國家制度是有所
不同。老百姓在行使投票權，也是心中
有數的」。

倘不獲任命應重選
她又說，一旦中央不任命被選出的特

首，應該啟動重選，而非採取「遞補機
制」，否則兩名候選人得票差距或有相
當大落差，最終會失去認受性。

「政黨政治」港未合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立法關係膠着，令特區政府施
政舉步維艱，有建議香港應重視
「政黨政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席梁愛詩昨日坦言，「雖然基本法
無規定『政黨政治』，但不等同今
後不可行」，但香港政治發展未夠
成熟，現階段應先做好民主選舉，
及改善公民質素等，令公民明白香
港社會情況，理性行使投票權。

羅康瑞：特首缺政黨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瑞安集團董事長

羅康瑞早前指，特首在立法會缺乏
固定支持，即使未來特首由普選產
生，但立法會仍缺乏建制派支持，
繼續是「孤家寡人」。
梁愛詩昨日在政制發展論壇上，被

問及香港應否推行「政黨政治」時指

出，港英政府當年並不希望發展政黨
政治，中央政府也希望香港發展為商
業城市，不是政治城市，但「政黨政
治」是現實，不可能視之為「不存
在」，堅拒「政黨政治」的發展，就
有如「鴕鳥頭埋沙堆」。
她說：「民建聯最初組成同樣否認

是政黨，（但）今日香港情況有變……
基本法要求特首與政黨脫離關係，但
無提及『政黨政治』，不等同以後不
可以……『政黨政治』能夠讓他挑選
理念相同的主要官員。」
不過，梁愛詩認為，香港政治發

展未夠成熟，跟落實推行「政黨政
治」仍然有一段距離，未來加強相
關工作外，同時要做好現階段的工
作，包括推行民主選舉、改善管
治、改善公民質素，令公民明白香
港社會情況，理性地行使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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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社會各界均希望特首普選依法落
實。全國政協委員、港區婦聯代表
聯誼會會長楊志紅昨日強調，各界
對政改意見不一，不易達成共識，
希望各界務實討論，在相關法律要
求和框架內進行，「任何離開普選
法律框架提出天馬行空的方案，只
會使政改討論脫離正軌」。

林鄭張建宗與婦女界交流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出席由港區
婦聯代表聯誼會主辦的「政改發展
諮詢會」，20多個婦女團體、逾470
人出席參與。
楊志紅在會上致辭時表示，特區
政府展開政改諮詢，3名專責政改諮
詢的官員深入社區，認真講解政改
諮詢文件主要精神，行政長官及立
法會選舉辦法主要框架，讓市民清
楚明白以上原則，從而提出見解。

她讚揚林鄭月娥早前連日在官邸宴
請跨黨派立法會議員，聽取政改意
見，「為社會理性討論政改奠定良好
開局」，但各界對政改意見不一，呼
籲各界應在普選相關法律要求和框架
內討論，做到政改諮詢文件所提倡的
「有商有量、集思廣益」。
會後，楊志紅透露，林鄭月娥闡

釋政改「五部曲」及法律框架。楊
志紅說，會員關注到婦女界能否新

增成為提名委員會界別，以及各界
別委員人數比例，包括可否增加
等。有會員則不希望出現所謂「三
軌制」等不符基本法的方案。
被問及會上有否探討「佔中」等

激烈行為會否影響政改討論，楊志
紅回應指，大家沒有談及「佔
中」，但該會立場是反對「佔
中」，不希望看見癱瘓香港、有違
法治精神的激烈行為。

楊志紅籲法律框架內務實討論 林煥光：求最大「公約數」尋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近期聲稱，特首普選提名委
員會的「機構提名」是在基本法上
「僭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
長劉江華昨日指出，「機構提名」
雖非「法律言詞」，未有在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寫出來，但「有別於個
人提名」是清晰不過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指特首普選
的提名委員會是「機構提名」，在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的
公聽會上，立法會原「人民力量」
議員黃毓民聲言，基本法並沒有提
及「機構提名」，質疑「機構提
名」何來。
劉江華在回應時首先笑說，他喜

見黃毓民回歸到基本法上討論，並
坦言「機構提名」的而且確在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無寫出來，「唔係一
個法律言詞」，但強調有關說法是
一個「形容」：基本法提到「提名

委員會提名」的字眼，和附件一規
定不少於150名選委會可聯合提名
候選人不同，這是最清晰不過的。

劉江華：機構提名有別個人提名

1月18日(第14/008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月21日

頭獎： $20,291,470 （1注中）
二獎： $1,884,910 （1注中）
三獎： $83,080 （60.5注中）
多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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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不撤辣招
大增供應，加上一
手盤爭相優惠吸

客，以及預期未來息口
上升，心急二手樓業主
要出貨，惟有劈價。北
角柏景台有業主劈價
235 萬 元 ， 減 幅 達
12.7%。 詳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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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前
日就監控計劃提出
多項改革方案，但
拒絕廢除整個監控

計劃，並強調不會為此
道歉。外界批評奧巴馬
的所謂改革換湯不換
藥，只是「做騷」爭取
民意。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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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防科工局表
示，嫦娥三號探測
器在月面工作期
間，月基天文光學

望遠鏡成功觀測到 23
顆星象。而「玉兔」號
月球車測月雷達探到了
月表下140米內和10米
內的淺層結構。

詳刊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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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示威前日遭到
手榴彈襲擊，一人
傷重不治，反對派
昨日上街示威，要

求警方承認責任。不過
執政為泰黨稱事件有疑
點，質疑是反對派自編
自導抹黑看守政府的陰
謀。

詳刊A13

國
際

賀
歲
片
︽
六
福
喜
事
︾

為
「
幫
港
出
聲
」
籌
款

「幫港出聲」行動
昨日在記者會上公
布一系列籌募經費
活動，打頭炮的是

由黃百鳴監製的賀歲片
《六福喜事》1月28日
首映的籌款盛會，當日
的收入會作組織經費之
用。

詳刊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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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強調有關說法是一個「形
容」。 黃偉邦 攝

■林鄭月娥和張建宗昨出席由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主辦的「政改發展諮詢
會」。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早前指出，提名委員會在提名特首候選人時，可採取「全票
制」，選出若干候選人，但反對派就聲言「全票制」不可接
受。梁愛詩昨日指出，採取「全票制」將更有利反對派參
選，並寄語香港政黨以氣量及智慧凝聚共識方案，「先實現
普選，其後再改進」。

同陣營多人爭臝面細
梁愛詩昨日在一政制論壇上坦言，提名委員會採用「全票
制」，將更有利反對派參選，「無論任何派別都好，越多人
參選就越會出現自己人跟自己人鬥爭，當選機會就越少。據
過往的選舉經驗亦從無8名候選人參選。試想建制派會否派3
人參選？如果不是『全票制』會否更擔心？提委會大多數提
名建制派，『民主派』更無機會。事實上，提委會提名定要
考慮市民意願，不理會市民意願即沒有做好工作」。
她坦言，任何制度都不可以假設他人無良心，若定必跟着

他人投票，這是社會問題，不是選舉制度的問題，「我相信
提名委清楚自己的責任，不單挑選最合適人選，只是代表市
民行使提名權，即使提委會成員不同意該候選人，亦需要反
映民意。制度不可確保某一些人必然參選，要爭勝就要有好
的選舉工程」。
梁愛詩強調，「民主沒有終結」，絕對不會甫開首就十全

十美，只會不斷更好，不會有最好，「正如英國擁有百多年
民主經驗，前年提倡上議院改革，最重要先踏出第一步。
2017年停滯不前並非好事」。
因此，她寄語各界應以氣量及智慧凝聚共識方案，「做得
幾多，我們就行前幾多，最重要確保選舉公平廉潔，公民可
自由表達意願」，即使制度未達理想，也不應批評是「假普
選」。

需氣量與智慧尋共識
梁愛詩說：「有時政黨不斷講理想、講原則，但大家都要

生存，政治人物考慮與我的考慮好不同，希望政黨能夠坐低
商討，一人讓一步，這不是工會、民建聯、自由黨或民主黨
的方案，而是大家的方案，問題在於大家有否氣量及智慧？
不是要『你死我活』。如果中央不想香港有普選，基本法不
會有『普選』兩個字。中央是有誠意，不要問中央畀唔畀
（普選），而是問香港能否達成一個共識方案。」

■梁愛詩昨日強調，提委會必須體現「機構意志」，早在基本法條文中體現。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