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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反對派夠人推合法方案
撐「公提」議員少於三分一 民主公民兩黨可扮演更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早
前約見立法會議員就香港普選問題交流，但
反對派對地點及形式諸多要求，如公民黨希
望全體立法會議員出席。署理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呼籲，反對派議員應珍惜溝通機
會，按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抱着有商有量的
態度溝通，希望能夠收窄分歧。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在

過去一段很長的日子，聽到很多反對派議
員，特別就政改的問題，希望能跟中央官
員、中聯辦官員面對面直接溝通，而特區政
府亦曾經安排4場早餐會，邀請中聯辦法律
部部長和議員溝通和交流；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在早前上海之行期間，亦表示回港後會積
極約見反對派議員溝通。

最重要真誠溝通 有商有量
林鄭月娥呼籲，反對派議員應該珍惜這些

溝通的機會，指政改最重要是真誠溝通，大
家抱着有商有量的態度，希望能夠收窄分
歧，而任何建立共識和收窄分歧的工作，都
要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來
做，「唯有是有這個法律基礎，出來的方案
才能夠可以通過法律和政治兩個層面的考
慮。」

馬時亨籲勿死抱「公提」
四界別可增代表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死撐
「公民提名合法」，令
政改陷入膠着。前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
亨昨日表示，希望社會
各界有商有量，不要抱
「 我 又 要 『 公 民 提
名』，又要咁又要咁」
的態度，他認為，「公
提」並不符合基本法。
在「均衡參與」的原則

下，四大界別一定要有參與，但比例和細節可調校，
如個別業界的公司票變成個人票。
馬時亨在昨日播出的一電視節目中表示，希望大家

在政改問題上有商有量，不要抱「我又要『公民提
名』，又要咁又要咁」的態度，只集中「樹木」而看
不見普選這個「森林」。他指若沒有普選，很多管治
問題都不能解決，必須顧全大局。
他強調，政改一定要根據基本法，而「公提」聽來

並不符合基本法，因為並不能實現均衡參與，而在
「均衡參與」的原則下，四大界別一定要有參與，而
所佔比例和細節則可調校，如包括金融界在內的個別
業界，由公司票變成個人票，有助提高業界代表性。
他續說，立法會功能組別有其重要性，可確保均衡

參與，其專業意見「民選議員未必做到」，應先達致
2017年特首普選後再討論其安排。
馬時亨又透露，自己早前與商界人士接觸，發現他

們對香港前途非常關心，但有人擔心目前福利主義興
起，在一人一票下，本港會變成第二個希臘。他自己
則認為，毋須太擔心福利主義抬頭，因基本法第一百
零七條規定政府要量入為出，「邊個做特首都要跟基
本法行事，邊個做財爺都要跟『金科玉律』。」

梁錦松表明無意選特首
另外，早前有傳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有意競逐下屆特
首，認識梁錦松44載的馬時亨亦公開讚揚梁有能力，被
指是「馬拉松」。馬時亨在節目中稱，梁錦松最近向他
表明無計劃競選下屆特首，自己亦沒有野心，「（梁錦
松）最近同我講，鬧鬼我，話成日講佢有興趣出嚟選，
令到人有誤會。」他認為，下屆特首要有心有力，無私
心地服務市民，同時要兼備親和力和凝聚力。

■馬時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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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鄭 月 娥 呼
籲反對派議員按
基本法及人大決
定，抱着有商有
量的態度溝通，
希望能夠收窄分
歧。 資料圖片

陳弘毅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從中央角度
看，「公民提名」並不符合基本法，相信中央

不可能接受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建議。整體而
言，部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也無堅持方案必須具
「公民提名」元素，預估計他們將成為政改能否通
過的重要關鍵，「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與郭榮鏗
並非堅持『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民主黨也有類似
看法。」

整合現有方案 技術上不困難
陳弘毅進一步指出，相信立法會中不超過三分一
反對派議員要求政改必須包含「公民提名」，說明
溫和反對派有足夠人數與中央「磋商」出一個沒有
「公民提名」但符合基本法的方案，「即使要整合
『泛民』現有方案，於技術層面上亦不困難，如湯
家驊、（香港 2020）陳方安生等方案已十分具
體。關鍵在於『泛民』是否願意與中央對話，民主
黨與公民黨議員人數最多，或可扮演更重要角
色。」
他個人認為，反對派較看重特首提名門檻多於提
名委員會組成，但提名門檻是最難解決的問題，

「可比較建制及『溫和反對派』多個方案，建制派
亦不一定要提委會過半數提名才可入閘，但其方案
較符合基本法。」

參考2010經驗 協商達致共識
在候選人數上限的問題上，陳弘毅形容，「溫和

反對派」方案與中央的方向仍有差距，中央能否滿
足他們的「要求」仍成疑，但相信只要中央提出的
方案，能打動部分反對派的議員，就可以順利通
過。
陳弘毅建議，各方應參考2010年政改先例，在未
來幾個月透過互動談判，拉近距離，「2010年政
改，因有協商和共識才可通過，但亦是限期前數日
才匆匆推出新方案，相信今年的政改不會歷史重
演，在最後一分鐘才出現變化。」
不過，陳弘毅強調，中央已多次強調行政長官要

「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否則會對國家安全
造成威脅，而從各方意見可見，中央並不傾向使用
特首任命否決權為普選「守尾門」，否則或出現憲
制危機。不過，在此問題上，即使「溫和反對派」
同樣與中央立場與原則仍存有很大差距。

■陳弘毅認為，溫和反對派應有足夠人數與中央討論出一
個沒有「公提」但符合基本法的方案，並估計民主黨與公
民黨在過程中可扮演更重要角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溫
和反對派醞釀另起爐灶，「香港
2020」召集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
安生日前更高調稱希望與提出「十
八學者方案」的「十八學者」合
作。不過，18名學者昨日發表聲
明，稱他們並非政治組織，故今後
仍以個人名義推動其方案，不會參
與任何政治行動或平台。
包括「十八學者方案」在內的多個
溫和反對派提出的政改建議，在上周
舉行的「佔中商討日」被「佔中」支
持者主導的投票篩走，結果引起溫和
反對派杯葛「真普聯」，醞釀另起爐
灶，其中提出「十八學者方案」的18
名學者成為「目標」。

學者拒加入政治平台
不過，該18名學者昨日發表聲

明，稱有關建議是由18名學者以個
人身份參與、以聯署方式發表，並
非政治組織，故不會以「十八學
者」的名義，參與政治行動或加入
政治平台。
聲明稱，他們今後仍會維持「十

八學者方案」的獨立完整，繼續以
「十八學者」的名義推動其方案，
又稱反對派內有不同意見，但應
「團結」表達所謂「真普選」的共
同訴求。
他們續稱，在政改討論的過程

中，巿民意見是政改討論中最關鍵
的元素。香港社會應保持多元方案
的討論格局，才能為公眾創造更廣
闊的討論空間，期望各大傳媒及大
學研究機構能發揮作用，以廣泛深
入的滾動民調，測試巿民對不同政
改方案的接受程度，反映民意。

■■十八學者提出政改建議方案十八學者提出政改建議方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拉攏「十八學者」 陳太慘食檸檬

「 終 極 普 選 聯 盟 」
（普選聯）於 2010 年 1
月成立，由 13 個爭取
「終極普選」的香港反
對派組織組成，召集人

為馮偉華，副召集人為蔡耀昌和黃碧
雲，成立目的是為「為2012年香港政
治制度改革爭取最大限度的民主」。

「普選聯」成員包括：公共專業聯
盟、民主動力、民主發展資源中心、
民主黨、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香
港民主民生協進會、香港民主發展
網、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香港教
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職工會聯盟、
新力量網絡。「關懷香港」及街工原
亦為成員，但後來以「路線不同」為
由退出。

2010年5月，「普選聯」與中聯辦
就政改問題進行討論，其後，政改
「改良」方案在立法會上通過，「普
選聯」亦沉寂下來。2013年，特區政
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
普選問題開展首階段諮詢，同年3月
21日，12個反對派政黨及團體，聯合
成立「真普選聯盟」（真普聯），當
時有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加入（其
後黃毓民因意見不合退出），「普選
聯」隨即進入「休眠」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早前均表明，「公民提

名」及「政黨提名」違法，惟激進反對派仍然死撐「公提必不可少」。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昨日強調，「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中央無

可能接受有「公提」的方案，但他相信堅持「公提」的立法會議員，比例不會超過全體

議員的三分一，溫和反對派應有足夠人數與中央討論出一個沒有「公提」但符合基本法

的方案，關鍵在於溝通，並估計民主黨與公民黨在過程中或可扮演更重要角色。

拒近「禍港四人幫」 擬重啟「普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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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真普聯」分裂在即，溫和反對派加緊謀組新合

作平台。一直覬覦新平台話事權的前政務司司長陳
方安生等，近日積極四出拉攏溫和反對派，圖繼續
「左右大局」。不過，一眾溫和反對派不願與身為
「禍港四人幫」的陳太走得太近，以免再被利用。

有人建議重新啟動已「休眠」了近3年的「普選聯」，
有人則認為應另組平台，目前仍莫衷一是。
激進反對派「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等成功騎劫「真普
聯」，激怒了一眾溫和反對派。民主黨率先發難，日前高
調聲稱要退出「真普聯」，「禍港四人幫」中的陳方安生
近日即積極拉攏民主黨元老級人物、18學者及公民黨議員
湯家驊等，密謀籌組新平台「溫和聯盟」。據了解，「禍
港四人幫」之一的黎智英，連日也利用其旗下報章，為陳
方安生造勢，積極將她打造成「溫和反對派的共主」。

陳太做「共主」構成障礙多
不過，有民主黨核心黨員向本報坦言，該黨有不少聲
音都認為，陳方安生早前高調到美國要求對方干預香港
的政改問題，其言論更仿如美國的代言人，已經令中央
極為不滿，倘推舉她成為新平台的「共主」，擔心對討
論政改會構成很多不必要的障礙。
他承認，民主黨設想中的「新平台」，只會邀請立法
會政黨、學者等組織參與，但「若踢走陳太（陳方安
生），擔心會被扣帽子，被人批評民主黨『怕咗阿
爺』，將會引起很大負面影響。所以要組新平台，需要
很高的政治技巧」。

鴿黨何時退出「真普聯」待討論
因此，民主黨會暫時先退出「真普聯」，未來再從長

計議。至於何時宣布退出，就需要開會討論。
湯家驊在接受本報查詢時則指，建議設立新平台，由
始至終都是為了推動「提名民主化」的工作，「本不存
在要推動某一個方案，因此也不存在需要成立發言人制
度，更不會有甚麼『共主』。」
他說，大家在討論新平台時，曾提到可以成立「三
人小組」，「我負責政制部分，陳太負責民間，學者
負責學界，但陳太不太buy（接受），還說自己在政
界及學界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可以扮演『更積極』的
角色。」

學者保「中立」 不與政治人物走近
他續說，受了「真普聯」的教訓，他們對設立「召集
人」心裡都有些「餘悸」。而學者也不想與政治人物走
得太近，擔心會影響到學者的「中立」形象，故有關的
討論最後不了了之。
湯家驊又認為，如其建立新平台，不如「重啟」過去
的反對派合作平台「普選聯」：「唔知我係咪有先見之
明：當初談論成立『真普聯』時，梁家傑（公民黨黨
魁）提出要解散『普選聯』，但我就極力要求保留。其
實，自『真普聯』成立首日開始，我已經有預感今日的
局面遲早都會出現。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激進反對派只會越來越激。我日前向單仲偕提及重啟
『普選聯』的建議，希望民主黨可以考慮。」
不過，民主黨核心黨員對湯家驊的建議有保留，指

「普選聯」最初以學者為主幹，但現在部分學者成員已
經「走了去搞『佔中』」，基本上稱得上是「散晒」，
如何將之「活化」需要詳細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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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
退出「真普聯」幾已成定局。「真普聯」
召集人鄭宇碩昨日稱，民主黨是重要政
黨，一旦退出離開會帶來很大的打擊，並
希望各黨派能夠「顧全大局」。
鄭宇碩昨日與「學民思潮」及學聯成員

會面。他在會後承認，「真普聯」正面臨
瓦解危機。民主黨是一個很重要的政黨，
一旦離開會對「真普聯」帶來很大的打
擊，並希望各黨派能夠「顧全大局」，但
又稱歡迎溫和反對派另組平台，不認為會
對「真普聯」構成威脅，他們也樂於與其

他平台討論交流。
「學民思潮」發言人周庭聲稱，他們在

下月22日「全民投票」前，與「真普聯」
會推動不同的方案。被問到雙方會否有合
作空間時，她則稱言之尚早。學聯秘書長
周永康則聲稱，中央不應「藐視」民間投
票的結果。
被問到會否接受「佔中」在民間投票

時，加入其他溫和反對派的政改方案，他
們稱會留待「佔中」秘書處決定，但聲言
即使民間投票加入其他方案，相信他們的
「公民提名」仍會得到最多支持。

鄭宇碩認「真普聯」臨瓦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以
「拍膊頭」來形容「非公民提名派」的公
民黨黨魁梁家傑，繼續淡化其言論的「破
壞力」。他昨日聲稱，反對派不應該再浪
費時間在互相「鬥嘴」的問題上。
梁家傑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訪問時

稱，自己十分「欣賞」黨友湯家驊及「香
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等提出各種政改
方案者，因為他們一直為香港人爭取在普
選有真正的選擇而出力，又稱大家目前不
應浪費時間「鬥嘴」，而是應該思考如何
在下月22日呼籲更多人參與「佔中」的
「全民投票」，以免令「親者痛，仇者

快」。
他繼續「降溫」稱，「佔中」行動早

前選出的3個方案，全部都有「公民提
名」的元素。自己認為可以考慮加入其
他沒有「公提」的方案，讓市民有更多
選擇，又或在「全民投票」日，進行民
調了解市民最不能接受的方案，及其中
的限制是甚麼等，以了解市民 在「公
提」以外的訴求。
另外，梁家傑又為陳方安生「造勢」，
稱陳方安生建議成立「溫和反對派」的新
平台，兩者都是爭取「真普選」，大家
「目標相同」。

為「拍膊頭」降溫
梁家傑：不應「鬥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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