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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政府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行
政長官梁振英也透露了上海之行的具體行程，包括考
察上海市的基建規劃及城市發展，並預留半天時間予
議員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座談。反對派議員沒
有因為中央的誠意和善意，表達願意溝通的立場。相
反，他們視上海之行如「鴻門宴」，以防範的心態提
出諸多要求，包括只談政改、單獨會見、閉門約見
等，還不肯明確是否出訪上海。筆者同大多市民一
樣，對反對派議員上述言行舉動感到納悶。他們既想
與中央溝通又扭扭捏捏，其對普選的立場、主張、期

望又是什麼？

中央真心誠意希望香港落實普選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人士及社會主流意

見，都希望盡快達成落實普選共識，引導政改討論進
入實質階段，開始對提名委員會組成等作更深入的諮
詢。儘管目前階段，立法會內對政改的意見分歧明
顯，但社會仍然期望，通過協商尋求最大公約數，有
商有量，最終實現普選。
中央領導及有關官員多次在不同場合，表達香港實

現普選的希望，同時強調普選的立場和原則，即按照

基本法45條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落實普選。儘管
反對派提出不同的主張，中央的協商渠道依然暢通。
一方面北京來的法律界專家學者及權威人士，多次就
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提出意見和解釋，另一方
面中央駐港機構代表，同立法會議員廣泛接觸，了解
各界意見。此次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除了
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努力外，相信也離不開中聯辦的善
意安排。
特區政府的政改諮詢專責三人組，對開展政改諮詢

和協商安排用心良苦，分別兩次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
委員會會議，三次在政務司官邸舉辦與議員的晚宴，
四次出席議員早餐會。每次的安排只有一個主題，就
是討論如何實現普選，期望透過協商溝通，達成最終
共識。政改專責三人組的努力，代表特區政府實現普
選的誠心誠意。

有商有量 普選有望
現時社會主流民意希望實現普選，但少部分反對派

議員不願意在政改問題上同中央和特區政府進行理性
的討論，不願意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落實普選，而固執地
希望在憲制之外另搞
一套，在香港落實所
謂符合國際標準的
「真普選」。因為反
對派的糾纏，增加香
港社會政爭，滋生怨
氣，如不及時合理合法排除阻礙普選的障礙，難免影
響香港的團結和諧，繁榮穩定。
在政改諮詢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在落實普選上扮

演最重要的角色，應搭建好協商平台，推動不同政
見、不同立場、不同意見的社會人士，按照依法辦事
的原則，有商有量談普選，務實理性論政改。對此，
應搭建中央政府與議員之間、特區政府與議員之間、
建制派與反對派議員之間、議員與社會團體之間的多
形式交流平台，增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和信任。這個溝
通交流平台很重要，將有助營造有利普選的寬鬆包容
氣氛，讓大家就共同關心但又存在分歧的普選問題，
進行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敷衍的交
流，為早日達成普選共識創造條件。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搭建協商平台 促進達成普選共識
在政改諮詢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在落實普選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應搭建好協商平

台，推動不同政見、不同立場、不同意見的社會人士，有商有量談普選，務實理性論政改，

增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和信任。這個溝通交流平台很重要，將有助營造有利普選的寬鬆包容氣

氛。讓大家就共同關心但又存在分歧的普選問題，進行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

敷衍的交流，為早日達成普選共識創造條件。

■鍾樹根

《蘋果日報》昨日發表名為「台灣：人民作主 香港：北京作
主」的社論，極力把「台獨」勢力策動的暴力主義，說成是「人
民作主」；把佔領「立法院」的行為，美化成「體現的正是人
民監察政府的權力，體現的是作為國家真正主人翁的決心」，
「讓政府明白當家作主的是人民，不是『總統』，也不是政府」。
《蘋果日報》的社論是對民主制度的最大顛覆。如果美國

有五百個學生，衝進了議會，並且威脅總統廢除與外國談判
所簽署的貿易協議，美國政府一定會把這五百個學生列為恐
怖主義者，立即拘捕。根據美國的法律，議會是神聖的立法
機構，任何人都不能夠對議員武力威嚇、阻止、中斷和剝奪
他們進行審議法案的權力，如果干犯了這些罪行，立即按照
刑事法律進行處罰。美國的法例還規定，任何人不得在議會
外面的指定範圍進行遊行和示威，否則是刑事行為。有關的
法律，就是保障議員的權力。選舉完了，人民已經授權給總
統和議員，落敗的一方必須尊重和遵守議會的決定，絕對不
能輸打贏要。少數派絕對不能胡作非為。
林飛帆帶了五百人，佔領了台灣「立法院」，綁架了兩千
三百萬台灣人民的經濟利益，居然還宣佈自己代表了全台灣
人民，真是無恥到了絕頂。他的授權手續和來源是什麼？究
竟是誰委任他當了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領袖？都沒有。他
不過是一個騎劫者，無法無天的暴力分子。
台灣已經進行了一人一票選「總統」，一人一票選「立法

院」的「議員」，這個民主模式一定要遵守。但是台灣的民
進黨是一個充滿權謀和無法無天的政黨，自己處在少數派的
位置上，所以幕後操縱暴力分子佔領「立法院」，改變了民
主選舉決定台灣事務的規則。
全世界都是由行政機關和外國商討貿易協定，所有的議會
都遵守一個原則，行政機關談判獲得的協議，國會可以審議
但不可以全盤推翻，否則就是徹底摧毀了行政機關的信用，
違約的例子一開，信用破產，全世界再沒有貿易對手願意和
台灣進行談判，台灣就要吃西北風。民進黨在「立法院」是
少數派，反對不了，居然動用了下三濫的「佔領」手段，可
以說是全世界最劣質的「民主示範」，創造了誰人也可劫持
議會的先例，用行動徹底否定了一人一票選舉「總統」和選
舉「立法院委員」的成果。香港反對派支持從台灣引入這種
「劫持民主」，但他們卻自稱要爭取所謂「真普選」，可以
說是虛偽到了極點。這種林飛帆模式爭取回來的「真普
選」，今後會令香港陷入烏克蘭、泰國模式的動亂中。

在香港註冊的上市
公司中信泰富宣布打
算全面收購其母公司

中信集團的全部資產。消息公布後，中信泰富
的股價上升。但是，我認為這不是一宗簡單的
上市企業的收購行為，這宗交易的內在意義比
股價升跌更重要。
中信泰富完全收購母公司之後，市值會三級

跳，成為一家規模宏大的紅籌企業。所謂紅籌
企業就是在香港註冊成立的中資企業，收購完
成之後，母公司會把註冊地點由內地搬到香
港。
過去幾年，上海步步進逼，要取代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競爭上，香港工資高、土
地貴，而且不像上海那樣有廣大的長三角腹地
為後盾。因此，香港人憂心忡忡，擔心上海會
超越自己。上海搞自由貿易區，香港人的神經
更跳一跳；上海要搞離岸人民幣中心，香港人
心驚膽戰，生怕生意被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
初，中信泰富、上海實業、北京控股、粵海投
資等大陸國企紛紛在香港設窗口公司並上市，
那是香港人信心爆滿的年代，香港人認為香港
可以成為中國唯一的金融中心。後來深圳、上
海交易所先後成立，紅籌股就差不多不再來港
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內地註冊的大型國企來香
港發行H股，與上海、深圳的A股、B股平分秋
色，各自競爭。逐漸地，上海股市的總市值、

股票交易額都遠遠超越了香港。近10年來，香
港社會忙於內耗，眼看競爭力日漸下降而束手
無策，士氣低落，士氣越低落，對政府越不
滿。
是的，不論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必須

重視重拾香港人的信心。
現在，國務院屬下的中信集團整體遷冊香

港，發言人說原因是香港的法治與監管水平比
內地高，通過高水平的監管與法治，可以推動
中信集團的進步。這方面，短期內上海顯然還
是沒法追上香港，中信集團整體遷冊香港，可

以協助香港人重拾信心。
接下來，該是迎接珠三角與香港大型基建落

成的日子，這些大型基建落成，對香港而言也
是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當然，香港不能只坐在那裡等中央政府不斷

地「送大禮」，香港也得不斷地主動尋找生
機、商機。近來，特首梁振英重提設立創新及
科技局，我認為是正確的，應該支持的。立法
會議員們應該知道香港在創新與科技方面已遠
遠落後於上海、深圳、新加坡，是急起直追的
時候了。

中信集團在港整體上市意義重大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落實普選必須令中央放心

中央對本港部分反對派人士不放心，由來已久，這是源於他們至
今仍然堅持要推翻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地位，甚至不
惜勾結外國勢力以圖達至此一目標。部分本港反對派人士以「結束
一黨專政」為口號，與中央對抗的立場已是彰彰明甚；其後一些打
所謂「民主派」的政黨，其領導層更頻頻訪問英美等國，與其總
統、官員、情報部門負責人見面，尋求他們認同以外，更公開要求
美國向中國實施制裁，這是不折不扣的勾結外國勢力以圖顛覆中央
政府的行為，難怪中央政府不得不加以警惕。

勾結外國勢力如何令中央放心？
時至今天，反對派政黨、團體和操弄民意的民調機器，繼續接受

西方援助，例如由美國國會直接撥款營運的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及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等，就
向本港的反對派提供過不少資金，協助他們舉辦一些反華、反中
央、反特區政府的活動、研究和「偽科學」民調；「佔中」行動策
劃者更安排「台獨」教父來港充當顧問，其用意何在，已是「司馬
昭之心」。所以，中央對香港實施全面普選存有戒心，障礙正在於
反對派自己的言行，而非中央刻意阻撓。
環顧世界各國，甚至一些民主的西方國家，維護國家安全都是首

要任務，有需要的時候，國家安全考量甚至可以凌駕於人權與法律
之上。例如美國的國土安全部和中央情報局，其運作一直保持隱
密，不用受國會監管；早前出走俄羅斯的前中情局僱員斯諾登，更

大爆了不少美國國內情報機關的
非法和侵害人權行為，反映出美
國這個自詡民主的國家偽善的一
面。這些事例帶出的另一個不可
忽略的現實是，任何國家都會把
維護國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香
港早在港英年代，殖民政府已經
在警隊內設有「政治部」，專門
監控一些本港異見分子或親中人
士，目的就是要保障英國在港的
統治和利益。

普選須顧及國家安全
回歸後，中央由於信任香港，所以除了象徵式駐軍外，不在港設

立任何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也不執行全國性的國安法律；只是依
據《基本法》第23條，罕有地賦予特區政府權力，要求特區應自行
立法保護國家安全。可惜本港2003年時就23條進行立法未能成功，
而香港往後的政治發展亦日益激進，反政府、反中央的言論越來越
多，「井水犯河水」的情況更形猖獗，例如有組織公然鼓吹「自
治」甚至「港獨」；有團體在鬧市公開「驅蝗」和反華；有人力挺
「藏獨」和「台獨」等分裂國家主張；組織「香港人優先」的成員
更闖入解放軍軍營高舉港英龍獅旗，嚴重挑釁駐軍。這些極端和激
進的行為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警惕香港內部危害國家安全的可能
性，而在23條立法未竟之際，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對國家安全的
一大挑戰，因為在行政主導下的香港，行政長官是特區的最高領導
人，擁有極大權力，故中央不得不謹慎行事。而採取高門檻的提名
方式，加上強調愛國愛港人士才有資格當選，實為當今情勢下「不
得已」的維護國家安全策略。
本港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是人大常委會決議的莊嚴承諾，與23條
是否已經立法沒有連帶關係；只要中央政府接納，香港社會能夠達
成共識，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通過，普選就能水到渠成。但若港人希
望中央能進一步給予香港更多民主，則港人首要讓中央政府感到放
心︰香港不會選出一個勾結外國、危害國家安全的「反中」特首，
香港不會成為外國利用以作為顛覆中央政府的橋頭堡。
香港要在2017年落實普選以後爭取更開放的普選模式，首務是要

讓中央政府有信心和感到放心；這方面除了履行特區的責任，盡快
促成23條立法外，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呢？這是本港社會及政府應該
手研究的課題。

2017年普選諮詢已進行了3個多月，惟反對派與中央

政府的分歧似乎沒有縮小的跡象。按照這樣的情況下

去，要就2017普選達成共識十分艱巨，但原地踏步對

雙方都沒有好處。事實上，中央政府一直堅持只有提名

委員會才可作出機構提名，這一方面是出於《基本法》

第45條的規定，另一方面則是源於中央政府絕不可能

讓與中央對抗人士成為特首，以免對香港利益和國家安

全構成嚴重威脅。若反對派真心希望香港能夠實現特首

普選，他們或許必須先接納以下兩件事︰一是返回愛國

愛港的正途，二是爭取中央政府對香港感到放心。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政經多面體

■中信集團在
港整體上市，
對增強本港金
融中心地位有
積極意義。圖
為港交所。

激進反對派企圖把台灣的佔領「立法院」暴力

行為引來香港，「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日前更表

示要聯絡台灣的暴力搞手林飛帆，支援香港的

「佔領中環」，向參加者傳授經驗云云。

■張學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