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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釋出善意，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到

上海訪問。但直至昨日立法會提出的截止

報名時間為止，立法會秘書處只收到 44 名

議員報名，其中反對派僅梁國雄一人報

名。事實上，主流民意都期望立法會議員

能夠在政改問題上與中央官員溝通交流。

中央已就反對派議員對見面安排提出的要

求多番釋出善意，反對派議員如果繼續扭

擰，只會給市民無心溝通的印象。反對派

中的溫和人士多次表示希望與中央溝通，

這次如果因為怯於激進勢力的施壓，就對

上海行趑趄不前，試問如何令市民相信他

們真心想促成普選？如果放棄訪問上海之

行，反對派的溫和人士是最大輸家。反對

派溫和人士應拿出勇氣擺脫激進勢力的綑

綁，走進政改的溝通大門。

昨日是立法會提出的截止報名時間，大部

分反對派議員仍然未有正式表態，部分反對

派議員更要求中央「白紙黑字」保證能夠單

獨與中央官員會面討論政改問題。然而，中

央對於這次上海之行已經釋出了巨大的誠意

和善意，專門委派負責政改的主要官員與立

法會議員交流政改問題，並且預留了半天的

充足時間討論，已經回應了反對派的要求。

反對派如果繼續提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

顯然是缺乏溝通誠意的表現。

應該看到，市民都期望 2017 年一人一票

選特首，面對爭議極大的政改方案，關鍵是

各方要有商有量，通過溝通對話縮窄分歧，

在法治軌道上凝聚共識。市民對這次上海之

行寄望甚殷，希望能夠為之後的政改討論開

個好頭。激進勢力從一開始已擺出對抗的態

度，並揚言不惜令政改一拍兩散，反對派的

溫和人士則認同理性務實溝通，現在上海行

正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沒有理由不積極參

與。

事實上，不少反對派議員曾以不同方式表

達希望與中央官員溝通之意，希望參與這次

上海之行。他們至今仍然舉棋不定的最大原

因，正是由於激進勢力的施壓和綁架。市民

對反對派的溫和人士確實有所期待。如果反

對派溫和人士連上海之行都不敢參與，連溝

通之門都不敢進入，肯定會令市民大失所

望。反對派溫和人士如果未能參與訪滬之

行，必將在市民面前成為最大的輸家。

（相關新聞刊A3版）

若棄訪滬 反對派溫和人士是大輸家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德國期間，批評日本的戰

爭罪行，日本政府竟然提出抗議。昨日，中國外

交部對日方的無理態度表示強烈不滿和抗議。同

為二戰發動國，德國全面深刻反省滔天罪行，取

得國際社會的原諒和尊重。試想，如果不是日本

刻意掩蓋和否認侵略歷史，公然挑戰國際正義和

人類良知，習近平主席會在德國指名批評日本在

歷史問題上的態度？習近平的講話，既是提醒日

本改弦更張，也呼喚國際社會共同敦促日方正確

認識和對待侵略歷史，莫再危害人類和平。

習近平主席訪德演講時，點名批評日本侵華

暴行導致中國3500萬軍民傷亡，製造南京大屠

殺，這些都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犯下

的殘暴罪行，鐵證如山，國際社會對此早有定

論，不容日本抵賴。日本政府不就習近平的批

評作出反省，反而提出抗議，不僅蒼白無力，

更凸顯日本忘記歷史，「在靈魂上生病」。試

問，如果德國膽敢否認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

歐洲會放過德國嗎？面對戰爭罪行的指控，德

國敢像日本那樣大言不慚地抗議嗎？

日本戰後一直想成為「正常國家」，但卻沒

有拿出實際行動深刻反省戰爭罪行，從爭取亞

洲鄰國的原諒做起。這一點，德國為日本作出

良好的示範。自1960年代起，聯邦德國開始對

戰時納粹犯下的滔天罪行進行全面和深刻的反

思。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的猶

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跪下，表達德國的道歉和

對二戰的懺悔，成為德國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

和尊重的轉折點。德國的反思並不止於認罪、

懺悔和道歉，還向波蘭、俄羅斯、原捷克斯洛

伐克等受害國家和受害的猶太民族給予巨額賠

償。此外，德國政府通過修訂歷史教科書等方

式教育青少年，正確認識二戰歷史，通過《反

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納粹

死灰復燃。

相比之下，日本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教科

書問題一直採取抹殺、掩蓋、歪曲的態度，近期

還蠢蠢欲動企圖對歷史問題翻案。安倍更不顧國

際社會的反對，執意參拜靖國神社，為軍國主義

招魂。日本對待戰爭罪行的所作所為，與德國相

比是天壤之別，也導致日本至今不僅得不到鄰國

和國際社會的原諒，還加深對日本反感。德國媒

體評論日本否定二戰罪行時也指出：「日本總是

一個反面教材。」其身不正，反倒埋怨別人批評

不公，日本繼續執迷不悟，只會更加令人反感。

（相關新聞刊A6版）

日掩蓋侵略罪行 面對德國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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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立會議員報名訪滬
建制派43人 反對派「扭擰」僅「長毛」參加

全體立法會議員獲安排於4月中下旬訪問上海，加上
立法會秘書處的隨後人員及傳媒等，人數眾多，立

法會秘書處需要及早作出準備，於是訂出昨日傍晚為截
止報名時間。但反對派對是否參加一直「懸而不決」。
昨日上午，民協議員馮檢基高調會見記者，稱他決定參
與上海之行。
不過，截至昨日傍晚，在全體立法會議員中，只有44

人報名參與，其中建制派全體議員均報名出席，反對派
中則只有梁國雄1人，馮檢基及其他反對派議員均「榜
上無名」（另稿）。
立法會秘書處在回覆傳媒查詢時指出，每名議員是次

上海訪問的開支約為7,800港元，包括經濟客位機票費用
2,360元。在昨日5時截止期後報名者，因未能代訂團體
機位，需要額外訂票，有關議員要自行承擔額外的開
支，秘書處將會在議員的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內扣
除。
曾鈺成昨日解釋，訂出昨日5時的「死線」是基於技
術原因，主要為了遷就機票及酒店安排，以便用最實惠
的價錢出訪，確保航空公司能安排機位。他已接獲個別
反對派議員的要求，由於需要開會決定是否參與，故稍
後才能有最後的定案，並提出要延後報名。
曾鈺成強調，即使議員未能在截止限期內報名，也不會視
為不參加，「不是說5時正前未報名，議員就不能參加，只
是方便確定機位及以團體出票，這是技術上的問題」。

曾鈺成：中央已「覆晒」訴求
被問及部分反對派議員要求中央要「白紙黑字」保

證能夠單獨與中央官員會面討論政改問題，才會決定
是否參團。曾鈺成強調，中央政府已回覆了反對派的
要求，「中央官員已經預留了半日時間，與議員討論
政改，已相當充分」，而按照一般慣例及情理，中央
已「覆晒」議員訴求，倘議員再要求作更多說明，實
屬不恰當。
他續說，自己不相信中央沒有明確表明會否與反對派

單獨會面，就會令是次訪問安排拉倒。雖然從個人的主
觀上看，他當然希望所有議員都能夠參與，但如果「太
過勉強」，則見面也意義不大。

譚耀宗：重視政改應參與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中央政府並無拒絕和反對派

單獨會面，並已安排了半日時間，約三四個小時讓他們
與中央官員會面，安排十分充足，建制派也歡迎分組討
論，故議員的討論會適可而止。反對派如果覺得政改是
一個重要議題，就不應該執着於小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也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珍惜機

會，強調與中央官員見面應「客隨主便」，應該尊重中央
官員的安排，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再「扭扭擰擰」，以免
延遲回覆，令市民要承擔他們的機票的額外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對反對派釋出善意，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海訪問，

但直至昨日下午5時正，即立法會提出的截止報名時間為止，立法會秘書處收到44名議員報

名，其中反對派僅「長毛」梁國雄一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中央政府已回覆了各議員提

出的要求，倘議員再提出更多要求是不恰當的。建制派則呼籲，反對派議員應該珍惜今次的機

會，不要再「扭扭擰擰」。

已報名上海之行的
議員名單

■民建聯：13人
曾鈺成 陳鑑林 譚耀宗 黃定光
李慧琼 陳克勤 葉國謙 何俊賢
陳恒鑌 梁志祥 葛珮帆 蔣麗芸
鍾樹根
■經民聯：7名
劉皇發 石禮謙 林健鋒 梁君彥
梁美芬 張華峰 盧偉國
■自由黨：5人
張宇人 方 剛 田北俊 易志明
鍾國斌
■工聯會：6人
王國興 黃國健 陳婉嫻 麥美娟
郭偉強 鄧家彪
■散人：4人
林大輝 陳健波 梁家騮 謝偉銓
■新民黨：2人
葉劉淑儀 田北辰
■勞聯：1人
潘兆平
■早餐派：3人
吳亮星 姚思榮 馬逢國
■獨立：2人
謝偉俊 廖長江
■社民連：1人
梁國雄（長毛）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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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環保喻政改：
按照基礎要求辦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改發展並非環保業界經常

涉及的議題，為讓業界掌握政改要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
昨日的環保業界政改諮詢會上，不忘以環保妙喻政改，提到
政改方案和政府現正向立法會闖關的「三堆一爐」方案一
樣，都要按照基礎要求辦事，不能天馬行空，而且同樣需要
有商有量，才能落實方案，推進社會發展。環保業界則關注
在政改方案上加入環保組別，加強業界代表性。

顧憲制法律框架 勿天馬行空
黃錦星在致辭時表示，環保議題一般會有一些基礎，如「三

堆一爐」會涉及既有的歷史、規劃和環評要求，電力能源組合
方案也要顧及相關背景和要求。他說：「政制發展也一樣，須
按照基本法辦事，也要顧及憲制基礎和法律框架，不能天馬行
空。」他認為「三堆一爐」等環保議題要有商有量外，政改方
案同樣要有商有量，香港政制才可向前發展。

查逸超：環保企業應盡社責
商界環保協會主席查逸超表示，香港經濟發展和環保表現

之間未能平衡，後者趨於劣勢，作為環保企業，亦應盡社會
責任，平衡香港在環保表現方面的大局。要提升環保表現，
離不開政府政策、措施和資源。
他續說，政策制定過程漫長，由諮詢到落實需花費不少

精力，這需要行政和立法互動。在這大前提下，政制發展
未來會影響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關乎行政立法方面
的互動溝通，環保業界也要發聲表達意見，香港一批關注
環保人士，亦希望在政制發展方面出一分力。
是次諮詢會以閉門形式舉行，約百多名環保業界人士出

席。商界環保協會行政總裁李家慧會後接受本報訪問時提
到，由於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並無環保組別，不少與
會者在會上關注在政制發展上如何增加環保業界的代表性，
加設環保組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會上未有正面回應，
但為加強環保業界人士對政制發展的認識，她主要向業界解
釋政制發展的一些主要原則，強調政府正廣納意見。

林鄭：須認清憲制框架政治現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首輪政改
諮詢尚餘1個多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社會目前就一些重大政改課題仍存分歧，政改工作在
政治層面上仍面臨重大挑戰，當局會和立法會議員以
至市民增加溝通促進交流，包括本月中旬安排全體議
員訪問上海。不過，她重申，特首普選須認清憲制基
礎、法律框架和政治現實，社會應將討論回歸到基本
法上，相信會有足夠空間達成共識，讓香港民主繼續
向前走。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商界環保協會舉辦的環保界別政
改諮詢會。她在會上致辭時提到，政制發展須顧及政
治現實，如何在政治光譜上與各黨派通過一套政府提
出的符合法律框架的政治體制方案，仍是政改的重大
挑戰。

重視本月中旬上海行
目前就一些重要的政改課題，社會仍有分歧，政黨
之間亦有不同意見，基於這個原因，特區政府特別重
視與立法會議員的溝通，除出席立法會會議，她並主
持了4場晚宴和4場早餐會和立法會議員交流政改意
見，亦重視本月中旬舉行的上海之行，其中半日會有
中央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交流。
她強調說，政制發展影響未來香港管治，市民對政
改的關心，最終會影響立法會議員的政改意向，故此
政府過去一段時間出席了百多場的政改地區諮詢會，
希望促進市民交流，表達政改意見。

兩原因社會聚焦特首普選
政改諮詢已展開了4個月，香港社會主要討論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林鄭月娥認為這有兩方面原因：
一、由於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的有關決
定，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普選有先後之分，即先落
實第五任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隨之以來的立法會
全體議員也可由普選產生，在此前設下，一般人都會
聚焦在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普選上。

二、由於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議席已由60席增至
70席，變化較大，功能議席亦包括5席由全港選民選
出的「超級區議會」議席，立法會民主成分大大增
強，故較少聽到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需要作出較大
的修改建議。

政改五步曲 兩步需人大啟動
林鄭月娥在諮詢會中重申，香港並非政治實體

或獨立國家，但享有高度自治權，政制發展在中
央和特區之間存在緊密關係，中央在憲制上有權
和責去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其中，政改五步曲
中，有兩步便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啟動，而且普
選後的行政長官，也要由中央任命。如脫離或漠

視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中的角色，就會令政制工
作很難開展。
她強調說，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是最重要的法律基

礎，方案亦要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和2007
年的有關決定，這些法律框架必須謹慎遵守，特區政
府日後提交的方案必須合法，否則不會得到大多數人
的支持。
林鄭月娥表示，自1997年回歸後，幾乎每屆行政

長官或立法會選舉，都有增加民主成分，符合政制發
展循序漸進原則，社會都不希望政制原地踏步，強調
香港要尋求政改共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只要將討
論回歸到基本法上，相信會有足夠空間達成共識，讓
香港民主繼續向前走。

各反對派政黨
仍在「扭扭擰
擰」，拒絕回應
是否參與訪滬

行。據悉，到目前為止，反對派
的民協馮檢基，公民黨湯家驊、
郭榮鏗，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
梁繼昌，衛生服務界李國麟已
計劃赴滬。民主黨、公民黨及
工黨則很大機會都會派員出席，
估計最終會有10多人參與。
反對派「飯盒會」今日舉行

特別會議，商討是否赴滬。馮
檢基昨日舉行記者會，稱會參
與訪問上海。他稱，溝通重
要，直接見面更重要，希望自
己可直接向內地官員介紹「三
軌制」，香港人要求普選「無
篩選」的想法等，以免有人
「歪曲」。
他否認自己率先表態參與反

映了反對派的分裂，認為不同
黨派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他
認為，根據曾鈺成的說法，反
對派可單獨會見中央官員的機
會相當高，又認為越多反對派
中人赴滬越好，有助他們接觸
不同的中央官員，推動「無篩
選」的「真普選」。
已報名的梁國雄稱，自己會

向中央官員表達港人對普選的
意見，並「面斥其非」，又會
提出3項要求，包括可錄音、開
記者招待會，及可隨時離開。

劉慧卿：周四晚開會討論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本周

四晚才開會討論是否成行，又
稱希望有足夠的時間與中央官
員會面，表達他們對政改的憂
慮及想法。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聲言，

反對派要求與中央官員單獨會
面是「合情合理」的，但一直
未獲得中央政府的正面回覆，
質疑中央是否「有商有量」實
現普選的誠意。
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則

稱，由於中央仍然未回覆是否
會分批與反對派議員會面，工
黨稍後會開會決定。
有反對派「飯盒會」成員私

下表示，目前距上海行仍有時
間，他們不希望這麼快「跪
低」，「中央想要和我們會
面，我們開甚麼條件都應該會
答應」，而即使成行，他們也
會挑剔一番，以保住反對派的
「面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出席環保界別公眾諮詢會。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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