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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五個月的2017
年香港特首選舉改革
方案第一輪諮詢工作

結束。據報，特區政府共收到約13萬份意見
書，首輪諮詢報告預計7月底由行政長官提
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社會各界表達了對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強烈訴求，普遍認為
香港政制發展應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相關決定，唯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凝聚共識；
一致認同行政長官需要由「愛國愛港、不和
中央對抗」的人出任。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日前提到，在這13萬
5千份的意見書中，關於行政長官候選人的
提名方式分歧較大。她重申，提名委員會擁
有實質提名權，政改要想取得實質進度，應
在提名委員會的課題上下工夫。在首輪政改
諮詢過程中，香港少數激進反對派堅持「公
民提名」，並舉行所謂「全民投票」，進行
「佔中」預演。其目的和效果，就是要癱瘓
中環，癱瘓特區政府總部和金融中心，迫使
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上向激進反對派讓步，
違反香港基本法，破壞香港法制，阻礙普選
順利落實，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社會各界
須堅決予以反對。

將正式啟動「政改五步曲」
特區政府希望本年年底可就較實際的方案
進行第二輪諮詢，隨後將會歸納政改諮詢意
見，即正式啟動「政改五步曲」。其中第一
步是由香港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
報告，特首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第
二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可就產生
辦法進行修改；第三步是如果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改，則特區政府

向香港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議案，並
經由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第四步
是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第五
步是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
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特區政府首輪諮詢工作成效顯著，社會各

界對2017特首普選已取得共識。在首輪諮詢
過程中，港人加深了對基本法有關普選特首
條文的理解，認識到香港2017年普選特首在
基本法早已規定。業界人士認為，這次首輪
諮詢獲得重大收穫之一，就是香港社會普遍
認同基本法第45條之「提名委員會」為唯一
提名機構，即由原則性的分歧迅速轉為技術
性的分歧，這使政改方案得以求同存異。因
為在首輪諮詢期間有了明確認識，各黨派在
提出政改方案時，也應以這尺度去提方案，
從而使香港有望成功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

提委會應由「四大界別」組成
基本法第45條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
候選人。據報，在首輪香港政改諮詢時，
大多數意見都認為，應該按現行的選舉委
員會四大界別的組成框架設計提委會的組
成，以體現「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
與」原則，提委會人數可介乎1,200人至
1,600人之間。而在目前選舉委員會38個界
別分組的基礎上，可適當調整分組，加入
如「婦女」、「青年」、「中小企」等新
的組別。
香港這次能否成功實現特首普選，對於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考
驗。筆者希望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維持四大

界別，以體現廣泛代表性和
均衡參與，可參照現行選舉
委員會四個界別的組成、人
數比例和界別分組架構，適
當增加婦女、青年和社團組
別，人數適當增加至 1,600
人，新增委員席位平均分配予
四大界別，然後按現行比例分
配予界別內各組別，以體現
「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
與」的原則。如果希望香港
實現真正的「普選」，就應
回到基本法框架上，坦誠務
實溝通，聚焦2017行政長官
候選人的提名方式，提出社
會各界認可的溫和方案。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佔中公投」的投票終於順利結束，當然所
謂黑客攻擊在投票時就再沒有出現過。「佔
中」搞手歡喜若狂地指有近80萬人投票，反映
了巨大的民意訴求云云。他們當然值得高興，
原因是在開始時，他們所定下的目標不過是10
萬至30萬票，及後「佔中三子」更推翻低於10
萬人投票就「退出運動」的承諾，說明他們在
投票前都是心裡沒底，認為投票人數可能就是
10萬多一些。現在「佔中公投」卻「造」出了
80萬票，是他們目標的8倍，自然令他們喜出
望外，但這究竟是所謂民意的勝利或是人為操
作的勝利呢？
筆者在上周一「佔中公投」開始了三日之時，

已經估計「按現下的形勢看來，『佔中公投』
『造』出七八十萬票是基本，『造』出100萬票
不足為奇，但當然超過100萬的機會不大，原因
是搞手也知道如果造得太離譜，更加無人信。」
現在結果正如筆者所料，是80萬票，即是他們造
數的下限，這個結果不但巧妙，更充滿了人為操

作的色彩，當中有以下兩點：

造假得來又不致太過離譜
一是80萬的數宇造假得來又不致太過離譜。
2010年社民連、公民黨的「五區公投」有50多
萬人投票，但溫和反對派卻杯葛，現在這樣一個
在網上隨便按幾個掣就可以投票的「公投」，參
與門檻低得多，加上反對派全面動員，聲勢上自
然不可能輸於「五區公投」，所以在數字上一定
要多過50萬，但100萬卻是反對派最大的政治光
譜人數，當中不少屬於中間游離人士，不可能會
支持「佔中」及違法方案，如果將數字「造」到
100萬，等於是明擺着造假，一眼就看穿把戲。
因此，「佔中」搞手最終將數字定在50萬至100
萬的中間數，即是約80萬，既造出聲勢，又不
會太過分，顯然是一個「造」出來的結果。
二是走勢上的古怪。「佔中公投」的投票日數
長達10日，但投票頭三日已經勢如破竹，有50
多萬人投票，更曾出現一個小時10萬人投票的

「奇景」，但奇怪的是，在三日之後有關投票人
數卻出現高度平穩、均衡地增加。以本港選舉的
慣例，投票人數最多的就是早上以及傍晚這一前
一後時間，但「佔中公投」除了在頭三日暴升之
外，其他時間卻極為平均，猶如電腦造數一樣均
衡，說明了什麼？說明「佔中」搞手是害怕按頭
三日的「造」票趨勢，在結束時隨時有過三百萬
人投票，這樣的結果還有可信性嗎？於是之後系
統顯然調整了，票數慢慢上升，確保數字在他們
可控制之內，在最後一日才拍板定案，得出最終
80萬這個得票數，如此高度的控制，令人嘖嘖
稱奇。
其實，這個「佔中公投」的網上投票數字，基
本上都是黑箱作業，自說自話，論公信力較民意
調查或街邊簽名更低。筆者認為，真正的投票
人數就是在實體票站投票的6萬多人，這些人
都是親身投票，有名有姓，較有保障。至於
網上的80萬民意，聽聽無妨，但不必過分認
真。

「佔中公投」的巧妙結果說明什麼？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一國兩制」在港實踐
白皮書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取
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白皮書舉出大量事實，說明
香港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由科學構想變成生
動現實。中央政府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辦事，認真
履行憲制責任，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和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特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享
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
律基本不變，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各項事業全面發
展。「一國兩制」在香港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國際社會的
廣泛好評。

中央鼎力支持香港

回顧回歸以來的17年歷程，香港風雨兼程，挑戰和
考驗接踵而至。在中央鼎力支持下，香港成功抵禦一
系列外圍衝擊，推動經濟平穩發展。特別是2003年以
來，中央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香港、促進內地與香
港經濟共同發展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支持香港國
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發展；支持香港開展個人人
民幣業務、發行人民幣債券、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
算試點等，奠定了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先發優勢；
繼續鼓勵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融資，並推出其他支持
香港金融業發展的措施；支持香港旅遊、零售業及內
地港資企業發展，逐步擴大「個人遊」試點城市，為
香港帶來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1.3%的增加值，創造了
超過11萬個職位，佔本地整體就業的3.1%；推進以粵
港澳合作為重點的區域合作，大力推動內地與港澳跨
境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大

型基建項目正在建設中；中央政府把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作為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十五」、
「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
穩定，鞏固和加強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
位；「十二五」規劃綱要首次將涉港澳內容單獨成
章，並進一步明確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這
些舉措對於港澳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拓展經濟發展
空間、增強抵禦外部經濟風險能力、提升港人信心等
發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制定的涉及香港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無論是政治法律、經濟民生還是社會生活
方面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政制發展處於關鍵時期
當前，香港無論政制和經濟發展都處於關鍵時

期，挑戰和機遇並存。在政制發展方面，中央的立
場和態度是一貫和明確的。習近平、張德江、俞正
聲和李源潮等多位國家領導人都先後表明，希望香
港依法如期實現普選，按照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務實討論，凝聚共識。白皮書也強調，
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經普選產生
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如果治港者
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
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而且香港的繁榮穩定和
廣大港人的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在香港政制

發展的關鍵時期，
社會各界按照上述
原則務實討論，凝
聚共識，就一定能
夠實現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國家全面改革香港角色更重要
在經濟發展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標誌中國的改革

已邁入嶄新的時代，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
人必將戰勝複雜困難，帶領中國人民走向更加富庶的
生活，未來的中國故事將更加精彩，也會給香港帶來
更加難得的歷史機遇。在國家改革邁入嶄新時代之
後，香港的角色不僅不會減弱，而且會更加重要，香
港在「引進來」和「走出去」這兩方面所起的作用，
將與日俱增，創造香港與內地更大的雙贏局面。2020
年正是國家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完結的一年，三中全會
列出了改革時間表，香港須在國家制定「十三五」規
劃的過程中，找出最佳定位，進一步拓展香港與內地
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促進互惠互補、共同發展，
與國家共享改革紅利。
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
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國兩
制」事業，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
同願望，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體
和長遠利益，也符合外來投資者的利益。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一國兩制」成功舉世公認 關鍵期香港要抓住機遇
香港回歸以來，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

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特別是在經

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和國際金融危機等嚴重衝擊後，香港各界人士從親身體驗中進

一步認識到偉大的祖國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國際社會也高度評價香港回歸後，

「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香港是「21世紀偉大的城市之一」。當

前，香港無論政制和經濟發展都處於關鍵時期，挑戰和機遇並存。香港需按照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務實討論政改，努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進一步鞏固和提升自身的競

爭優勢，保持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增進港人民生福祉。

■龍子明

卓 偉 學聯搶先「佔中」「逼宮」戴耀廷

「佔中公投」結束，戴耀廷昨日出席電台節
目時表示，現時需要時間分析投票結果，亦要
給予時間讓政府考慮，因此七一並非公民抗命
的時機。但戴耀廷話音方落，學聯及學民思潮
隨即高調召開記者會，宣布在「七一遊行」後
發起佔領行動，表示在遊行當晚，兩個組織會
兵分兩路，學聯會佔領中環遮打道至翌日早上8
時，學民思潮則會佔領特首辦，要脅特首梁振
英上班時與他們對話。顯然，這些行動已經是
一次提前「佔中」，意圖將中環交通要道佔領
一整晚，堵塞中環咽喉血管，而佔領特首辦，
更有佔領政府中樞之意。兩者都屬於刑事罪
行，參加者將要負上刑責。

綁架民意騎劫「佔中」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已明確表示七一遊行

後不「佔中」，不發動任何佔領行動，他是
「佔中」總指揮，而學聯和學民思潮則是「佔

中」的參與和支持機構，理應跟隨戴耀廷立
場。但現時他們卻儼然一副「將在外，君命有
所不受」的姿態，公然與戴耀廷唱反調，行為
極不尋常。戴耀廷堅持不提前「佔中」，原因
不難理解。社會「反佔中」仍然是主流，所謂
80萬的「公投」票不僅水分多，而且充其量反
映市民希望落實特首普選的期望，絕不能解讀
為支持「佔中」。現在如果貿然出手，隨時引
發民意大反彈，執法部門也會依法維持秩序，
冒進出擊將令「佔中」一鋪清袋，所以戴耀廷
等「佔中三子」一直反對提前「佔中」，並且
得到溫和派的認同。
然而，激進派卻不滿「佔中」遲遲未發動，他

們一直希望能夠將台灣的「太陽花行動」移植到
香港，佔領立法會和特首辦，製造轟動全港的事
件。他們不但對戴耀廷做法極為不滿，更不放過
任何機會去挑動衝突，製造事端。早前立法會新
東北發展的撥款計劃，多次挑動暴力衝擊的，就
是學聯、土地正義聯盟、社民連、「人民力量」
等一眾激進反對派政黨團體，目的不過是激化社
會對抗，令「佔中」可以提前上演。因此，學聯
與學民思潮這次與戴耀廷大唱反調，公然提前
「佔中」，一方面是要騎劫「佔中公投」民意，
將投票人士扭曲為支持他們「佔中」，為其違法
衝擊製造虛假的民意支持；另一方面就是要向戴
耀廷「逼宮」，意圖製造「佔中」的既定事實，
迫「三子」在形格勢禁之下參與其中。

項莊舞劍志在戴耀廷
激進派對戴耀廷早已看不順眼，但由於其

「佔中」發起人身份，才一直虛與委蛇，參與
其中，但在暗地裡卻已不斷侵奪其領導權，意
圖主導「佔中」引爆核彈。現在戴耀廷明言會
等政府方案出台後，再進行「公投」，之後才
決定是否「佔中」，這種取態明顯惹來激進派
不滿。於是，他們決定在「七一遊行」後提前
「佔中」，項莊舞劍，針對的其實是戴耀廷，
要奪取「三子」的領導權。

學聯、學民思潮與戴耀廷大唱反調，

公然提前「佔中」，一方面是要騎劫

「佔中公投」民意，將投票人士扭曲為

支持他們「佔中」；另一方面是要向戴

耀廷「逼宮」，製造「佔中」的既定事

實，迫「佔中三子」在形格勢禁之下參

與其中。激進派對戴耀廷早已看不順

眼，但由於其「佔中」發起人身份，才

一直虛與委蛇。現在決定在「七一遊

行」後提前「佔中」，並非一時衝動，

而是項莊舞劍，針對的其實是戴耀廷，

要奪取「三子」的領導權。可以斷定，

提前「佔中」的結果將影響到未來「佔

中」的走向。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4年7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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