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佔
領中環」行動，試圖以違法方式爭取所謂「真普
選」，更試圖「學習」由「台獨」分子煽動的
「佔院行動」。有全國政協委員批評，「佔中」
者鼓吹破壞社會治安，極有可能爆發流血衝突，
像台灣般失控，衝擊香港經濟、民生，希望有關
人等「回頭是岸」。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港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譚錦球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反對派圖借台灣「佔領」行
動挑起「佔中」聲勢，做法絕不可取：台灣學生
「佔領立法院」，並非「好的經驗」，反對派不
應該「借鏡」。
他批評，「佔中」主事者是在鼓吹肆意破壞社

會治安，將衝擊經濟民生。雖然主事者聲稱會
「和平非暴力」，但從台灣近日出現流血衝突可
見，「佔中」將難以避免失控，故促請有關人等
應以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陳清霞表示，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自己身為律
師，定必要捍衛法治，而任何違法的行為均不會
得到市民的接受。

台「佔院」證和平進行不可能
她強調說，「佔中」衝擊經濟，影響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形象，以近日台灣學生強
佔「立法院」導致衝突為例，令人擔心「佔中」
根本不可能像發起人所聲稱的，可以和平進行。

2014年4月5日（星期六）■責任編輯：袁偉榮

政府近年大增土地供應，今年開始進入「收成
期」。差餉物業估價署昨預測，今年落成量將高
達1.761萬伙，創10年來新高，較去年8,250伙更
激增逾1.1倍，當中逾六成單位坐落新界區。本
港私人住宅落成量從谷底回升，既反映當局大力
增加土地供應逐漸發揮成效，也是由於多個樓盤
因工程延期而要押後落成，導致今年住宅供應大
升。不過，本港樓市的癥結始終在於供求失衡，
現時新增的住宅量還遠遠未能填補過去留下的巨
大供應缺口。當局依然要加大推地力度，適當增
加輸入外勞以應對大量的工程需要，以加快增加
樓宇供應。

本港2013年私人住宅落成量只有8,300伙，按
年跌17.8%，是2009年以來最低，其中一個原因
是多個樓盤未能如期完工所致。市場興建中的單
位多達5 萬個，可以隨時動工的有1.6 萬個，但
由於多個項目同時動工，加上大批基建上馬，導
致建築工人人手緊張，拖慢了工程進度，結果要
延遲至今年才告落成。同時，當局為配合未來10
年 47 萬個單位的建屋目標，大力推出地皮拍
賣，加快私人住宅供應逐步見效，意味本港樓市
供應已經在去年見底。

應該看到，本港在回歸之後接連遭受金融風
暴、沙士、通縮的衝擊，樓市一瀉千里，市面一

片蕭條，大批業主淪為負資產，當局為穩定樓市
多次暫停賣地，並且長期停建居屋，導致樓宇供
應出現斷層。2009年美國引發席捲全球的金融海
嘯，當局擔心樓市再受重創，於是繼續嚴控土地
供應，錯過了理順樓市供求的最好時機。及後美
聯儲推出多輪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大量熱錢流入
香港等經濟體，在超低息環境、超量熱錢湧入之
下，令本港樓價不斷攀升。更嚴重的是，由於早
年未有及時增加土地供應，導致住宅供應跟不上
需求，供不應求之下令樓市更加火上加油。

新一屆特區政府以穩定樓市作為施政重點，在
接連推出樓市調控措施之後，已經大力遏抑了市
場的投機性需求。不過，樓市的癥結始終在於供
求失衡，要填補供應上的缺口並非一兩年時間就
可以解決，必須持續增加土地供應，令未來住宅
供應拾級而上，逐步理順供求。因此，當局應繼
續積極開拓更多土地，保持住宅供應穩定。針對
現時建築工人不足導致工程延後的問題，需對症
下藥適度輸入外勞，以應對下一段工程的高峰
期。同時，因應早前有多個大型項目相繼出現流
標，可能會影響總體供應估算，當局應完善推地
機制，及時調整地價釐定與市場的落差，以免土
地供應再次出現斷層。

（相關新聞刊A1版）

落成量雖回升 供應缺口仍須補
日本小學教科書明年起將把中國的釣魚島

及韓國聲稱擁有主權的獨島，稱為日本固有
領土。中國外交部要求日方以誠實態度面對
歷史，韓國和台灣都提出嚴正抗議。不懂吸
取歷史教訓，注定重蹈覆轍。日本政府將錯
誤的歷史觀灌輸到下一代，使國民以仇視對
抗情緒取代和平理念，只會加深日本與鄰近
國家地區的矛盾，陷入更孤立的地步。日本
不能正視和反省侵略擴張歷史，不停止損害
他國領土主權的行為，甚至鋌而走險走「修
憲強軍」的道路，最終損害的將是日本自
己。

日本文部科學省今年一月修改教科書審定
標準，已在中學教科書中把與中韓有爭議的
領土視為「日本固有領土」，如今連小學生
也要被灌輸歪曲和掩蓋日本侵略歷史的內
容，充分暴露在安倍為代表的極右勢力主導
下，日本政府在國內大肆推行愚民政策，要
徹底清洗日本國民對日本在二戰中的罪行及
非法佔領別國領土的意識，將侵略擴張的思
維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下一代。

領土紛爭是日本與鄰國關係惡化的死結之
一。日本政府非但不對爭議「降溫」，反而
一再借領土問題挑釁鄰國，甚至不顧鄰國的

反對，刻意從學生手，搞歪曲歷史的教育
模式。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下一代，是日本
獲得鄰國諒解，改善與鄰國關係的關鍵一
環。日本應在教科書中告訴下一代釣魚島、
獨島的真相，以實際行動為改善與鄰國的關
係作出努力。

更須警惕的是，近期安倍政府擴軍備戰步
伐越來越快。日本修改教科書激起海峽兩岸
和韓國強烈不滿，昨日日本同時發佈新版
《 外 交 藍 皮 書 》 ， 惡 意 渲 染 「 中 國 威 脅
論」。這些處心積慮的安排，無非是要增加
日本國民的危機感，為安倍「修憲」、「強
軍」提供更多籌碼。修改教科書、修憲正是
安倍重建「軍國夢」的重要手段。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潮流，維護地區和
平穩定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日本逆潮流
而動，製造借口擴軍備戰，企圖推翻戰後國
際秩序，必將引起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高度
警惕。今年年初，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批評
安倍「拜鬼」時，引用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
名言指出：「不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人，注
定重蹈覆轍。」日本否認侵略罪行，對下一
代灌輸錯誤歷史觀，復辟軍國主義，終將難
逃害人害己的下場。 （相關新聞刊A5版）

誤導下一代 日本害人害己
A3 重要新聞

逾半港人盼普選 特首須愛國愛港
省級政協聯：提委會唯一擁實質提名權 反對違法「公提」「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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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九龍東區各
界聯會一直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該會會長岑
永生昨日強調，香港必須按照基本法，按步
就班、循序漸進地推行政制發展，不能偏離
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原則與規定。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昨日趁基本法頒布24周

年舉行「2014年《基本法》研討會」。岑永
生在致辭時表示，在24年前，即1990年4月4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
過正式頒布香港基本法，並由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歸祖國日起，取代殖民統治時期的
《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

「一國兩制」保障港制度

他續說，「一國兩制」的原則，令香港的政
治、法律、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都獲得憲
制上的保障，香港得以落實高度自治，並保持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
經過17年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行之
有效，香港在各方面的發展，都有長足的進
步，保持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及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
岑永生強調，香港必須按照基本法，按步
就班、循序漸進地推動政制發展。目前，香
港特區政府已就2017年特首的選舉方式開展
公眾諮詢，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及聲音，但
無論如何，所有建議都不能偏離基本法及人
大常委會的原則與規定。

岑永生：政改須依基本法人大決定譚錦球陳清霞：「佔中」恐失控

■岑永生昨於「2014年
《基本法》研討會」上致
辭。 梁祖彝 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委託獨立調查機
構「駿盈數碼民調中心」，於2月20日至3
月1日成功以電話訪問2,839名市民，了解他
們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意見，並於昨日公布
調查結果，發現52.7%受訪者希望通過政改
方案，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持相反意見者
僅佔6.8%。47%認同普選需按照基本法及人
大決定進行，反對者佔32.9%。

48%認同抗中央不利港發展
就特首人選方面，48%受訪者認同倘特首
與中央對抗，對香港整體發展不利，29.4%
不同意，22.6%表示無意見。就特首須由
「愛國愛港」人士擔任，56.1%受訪者認為
要求合理，24.5%表示不認同，19.4%人無意
見。
提委會的組成方面，45.9%受訪者認為應

由1,800人至2,200人組成，主張維持原有

1,200人的佔14.8%，19.9%則認為人數應在
1,600人至1,800人內。至於候選人數目，
47.8%受訪者認為5人或以上是合理數目，
有21%市民則建議3名候選人。
全國政協委員、該會名譽會長王惠貞表

示，是次民調在政改諮詢初期進行，反映民
意參差，顯示有一定數目的港人對政改持觀
望態度，而社會討論沒有聚焦在提委會組成
上，反而只集中在基本法以外的一些爭論。

王惠貞促加強宣傳基本法
不過，她指出，是次民調有三大共通點，
包括大部分市民支持一人一票選特首、政改
須依法辦事，及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中
央真心實意落實香港特首普選，她希望社會
共同努力，並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宣傳基本
法，令市民知道政改有法可依。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港

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譚錦球則表
示，該會堅決反對違反基本法規定的「公
民提名」和「政黨提名」，及任何試圖剝
奪提委會實質提名權的方案。
他強調，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普選制
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損害國家主權、
安全及發展利益，更不可損害特區與中央關
係及根本利益，任何方案均須符合香港的憲
制地位，保障繁榮穩定，而特首必須由「愛
國愛港」人士擔任，因基本法規定特首必須
對中央和特區負責，「這個原則不能逾越、
不能突破、不能扭曲的」。

譚錦球倡適當增委員人數
譚錦球又公布該會的政改方案建議，認為

現行的選委會應直接過渡成為提委會，並維
持4大界別，惟人數可在目前1,200人的基礎
上按同比例適當增加，以不超過1,600人為
限，又認為特首候選人以4人為宜，以免人
數過多耗費過多時間和選舉資源。
被問到為何建議提委會人數由1,600人組
成，而非民調多數人主張的1,800人至2,200
人，王惠貞解釋，政制須循序漸進發展，倘
一下子大幅增加提委會人數未必合宜，而倘
加入所有區議員可能打破均衡參與原則。就
有關候選人數的問題，她指候選人不能太
多，需考慮「可操作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已是香
港的主流民意。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有
52.7%受訪市民希望通過政改方案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反對者僅6.8%。
同時，有47%認為特首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落實，56.1%認
為特首應由「愛國愛港」者出任。聯誼會表明，提委會是唯一擁有實質提名
權的機構，並反對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

(尚有相關新聞刊A4、A7版）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有關特首普選的民調昨公布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