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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促研修改議事規則免「拉傷」
批極少數議員騎劫立會 廿餘項惠民施政難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日聲
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激發民間不
滿」。東區區議會昨日就動議支持白皮書，並獲
得在席的33名議員支持，這是18區首個區議會通
過相關議案。

指「一國兩制」實施利社會發展
東區區議員（委任）馮翠屏昨在區議會會議上
提出動議：「支持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認為該書的發表有利於『一國兩制』繼續在
香港實施及對香港社會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東區區議會主席、民建聯黃建彬在發言時表
示，港英時期香港沒有什麼民主自由，但香港
回歸後，作為「一國」之下的特區，在「一
國」的前提下充分獲得國家的支持。他認為有
需要支持白皮書發表，讓香港進一步落實基本
法的成果。
獨立議員羅榮焜批評，有人在香港「搞搞震」
令香港得病，又批評反對派議員在基本法對他有
幫助時就援引條文，當有不合意時就「燒基本
法」，完全是「思覺失調」。

要求治港者愛國道理簡單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揶揄，有反對派稱對白皮書
感到「害怕」，那他們回歸時「咪驚到瀨尿？」
香港自回歸後「高度自治」是港英時期不能比
較，例如英國政府說什麼港英政府就要跟從。有

些反對派沉醉於自己解釋的高度自治中，認為香
港可以「自把自為」。
民建聯議員蔡素玉則形容，「愛國」的對立是

「叛國及漢奸」，若不要求法官愛國，「是否要
人做漢奸？」因此，要求治港者愛國是簡單不過
的道理，不能視之為「洪水猛獸」。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說，支持白皮書可增強市民
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因為一般人往往忽略香
港特區成立的背景及因由。工聯會議員陳靄群亦
指出，在「一國兩制」多年來的實踐及探索下，
白皮書能作出總結增強市民認識「一國兩制」起
積極作用。
工聯會趙資強質疑反對派的「憂慮」：「（香
港）民主自由轉好抑或轉壞？『一國兩制』一直
存在，例如一些人現時仍然可以日日鬧中央。」

支持動議獲大比數通過
民主黨及公民黨議員在討論動議前「小動作」

多多，包括高舉手上標語，聲稱白皮書「間接摧
毀高度自治」，「令市民憤怒」，又對支持白皮
書的動議提出修訂，但該修訂最終遭會議主席裁
訂無關。
最後，支持白皮書的動議以33票贊成，5票反對

大比數通過。動議文件又認為，發表白皮書「時
機恰當、內容豐富、意義重大」，有助香港及國
際社會更全面地認識「一國兩制」的含義，完整
地說出中央與香港的關係，顯示出中央對落實
「一國兩制」的決心，對香港社會發展起到積極
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
在港實踐白皮書，闡明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被反對派
質疑是「干預高度自治」。在昨日行政長官答問會上，特
首梁振英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
治，是史無前例的構想，並無國際先例。他並特別提到，
社會確實有不少人，不大清楚整個憲制基礎的具體內容及
其來龍去脈，如香港不是聯邦國家並無「剩餘權力」，並
建議反對派利用離場時間熟讀重要憲政及政治文件。

「一國兩制」從港實際出發
在昨日答問會上，民建聯議員蔣麗芸說，國務院早前發

表白皮書，部分港人質疑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是違
反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希望特首你說給全香港
市民聽，究竟白皮書哪一條，違反了基本法和《中英聯合
聲明》或有所牴觸呢？」
梁振英在回應時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
高度自治，是史無前例的構想，並沒有國際先例。17年
來，香港能夠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有效維持香港原有
的社會經濟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變，妥善解決了歷史遺留問
題，是因為「一國兩制」方針從香港實際出發。
他續說，社會上確實有不少人，就基本法規定也好演繹
也好，抑或白皮書內容也好，不大清楚整個憲制基礎的具
體內容及其來龍去脈，政府有責任繼續做好解釋說明工
作，「大家很關心中央跟特區的關係、中央與特區權力的
分配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不是讀一般的法律，在
學校有一般的教育水平就可以完全理解。」
梁振英並舉「剩餘權力」為例，指出港人要正確理解白

皮書、基本法及聯合聲明的內容，定要對其背景有一定認
識，「我舉一個例子，中央與特區間的權力問題，所謂全

面管治權問題。在白皮書中說：高度自治權限度在於中央
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
『剩餘權力』。用引號引着的，不存在『剩餘權力』。」

權力高過上海北京紐約
他指出：「白皮書一出來，有影響力政界人士演繹說：
香港現時連剩下的少少權力都沒有了，因為你說沒有『剩
餘權力』。我作為曾經參與過基本法起草和諮詢工作的一
個香港人，可以在這裡向大家報告一下，作為一個例子，
說明甚麼呢？說明我們要正確去理解白皮書、基本法及聯
合聲明的內容，我們是確實要對其背景有一定的認識。」
梁振英強調，香港回歸祖國，是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是中英談判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中國收回
香港並成立特別行政區，通過基本法向特區授予權力，使
得香港有高度自治，作為城市政府擁有的權力是大過內地
及國外其他城市政府，「這是中央授權，授予權力是高過
上海、天津、北京，亦高過東京、大阪、倫敦、紐約這些
城市。」
他再三強調，香港沒有「剩餘權力」，「香港回歸祖國

過程，不像聯邦制國家，就是那些邦走在一齊成立聯邦，
成立獨立國家一部分，並向聯邦政府授權，剩下來沒向聯
邦政府授權的就是其剩餘權力。中央向我們授權，那些權
力本來就不是香港的。」
梁振英坦言：「昨晚有消息出來，真普聯委託香港大學一

個民意機構做的民意調查，發覺有大比例大約七成半的人，
都不知那三個方案，『真普聯』、學民思潮和『人力』的方
案，是什麼方案等。所以，我看大家在衝出來然後離場之
前，我覺得或者可以利用離場的時間，可以拿着這些這麼重
要的憲政和政治文件，大家可以稍為熟讀一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政府重點
扶助青年發展。在昨日行政長官答問會上，特首
梁振英強調，歸根究柢，香港要經濟發展，從源
頭解決向上流動問題。因此，特區政府非常重視
房屋問題，既要求立法會盡快通過新界東北新市
鎮發展計劃，甚至要求區議會議員接受政府建議
改動土地用途，但不能夠接受青年以不當不法方
式宣洩不滿。他強調，擺在香港面前，既有挑戰
也有機遇；既有困難也有解困力量，盼各界實事
求是，不要埋沒優勢。
昨日，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在立法會特首答問大

會中指出，部分青年追求所謂「抗命」，已經有數
名少年因非法攜帶攻擊性工具被捕，特區政府應疏
導青年對社會不滿，及以政策協助青年向上流動。

拓經濟根治「上流」問題
梁振英回應說，十分重視青年人的教育和全人

成長，今屆政府更視青少年教育和成長作為重要
任務，為此，上任以來首兩份施政報告都以青少
年作為封面主角，新一份施政報告中，並提出向
所有受政府資助制服團體增加一倍資助的「相當
大動作」，說明政府不單重視青少年在學校教
育，同時重視其課餘生活，希望為青年提供有助
培養良好意識的課外生活。
他指出，協助青年向上流動，一定要多管齊

下，既要為青年提供多些健康的、正常的、校外
的、課餘活動，同時從源頭解決向上流動問題，
「青年在生涯中缺乏向上流動的希望或者機會，
因此感到前路茫茫，有些情緒需要發洩，我們應
該從源頭解決問題。」
歸根究柢，梁振英認為需要經濟發展，故政府
非常重視經濟發展；如果沒有經濟發展的話，
「上流」空間及升職機會就會不足，「我們不能
夠接受青少年用一些不當、不法的方式來宣洩他
們的不滿；但同時，我們亦要知道，我們的青少
年人確實對生活有不少的顧慮和不少不滿。所
以，希望全社會能夠一起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促拓新東北增房屋供應
房屋是另一個關鍵，梁振英說：「為甚麼特區

政府這麼重視房屋問題？為甚麼特區政府無論在
立法會要求大家盡快通過新界東北新市鎮發展計
劃，或於區議會要求區議會議員接受特區政府提
出的建議，在地區改動一些非住宅用途土地作為
住宅用途，都是為了這個原因。」

寄語實事求是勿埋沒優勢
梁振英強調說：「擺在香港面前，既有挑戰，

也有機遇；香港既有困難，也有解決困難的力
量」，寄語各界實事求是，既要知道難處，也不
要埋沒優勢，「如果香港沒有優勢、沒有機遇、
沒有力量，香港不可能有今日的經濟成長、全民
就業、工資增加，以及政府財政略有盈餘的局
面。我們面前的挑戰，不論政改或新界東北發展
都是發展中的問題。」

東區區會帶頭撐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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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強調，歸根究柢，香港要經濟發展，從源頭解決青年人
向上流動的問題。 資料圖片

阻瑪麗重建 礙低津上馬

梁振英昨批評，在立會70個議員中，三四個
絕少數議員就可以騎劫整個立法會的議

程，嚴重影響立法會工作進度，甚至虛耗其他
60多名議員的精力和時間，在財委會內包括重
建瑪麗醫院、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遏抑樓巿措
施及增加土地短中長期供應措施的20多項舉
措，已經不可能在暑假休假之前能夠獲得處理。

「騎劫全港社會經濟發展」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不能為立法會修改議
事規則，但雖然至今發生了這麼多事，議事規
則仍未有修改的跡象。「我覺得立法會確實是
需要考慮這個問題，為何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可
以被極少數的立法會議員利用，成為他們騎劫
我們整個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工具，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我們應該首先反思的問題。」
他相信，如果立法會有一套可以讓運作暢順
並避免騎劫的制度，「市民大眾是樂於見到。」

解決「塞車」社會可更和諧
他說：「行政機關已經做了行政機關該做的
事。如果有人有魔術棒，可以將今日立法會
『塞車』問題解決的話，我相信外邊各個行
業，無論是創新科技界，各個階層，無論是想
買樓的中產人士，或者正在等上公屋的基層人
士，又或者正在等候領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的70萬人、20萬個家庭，我相信他們的生活都
會好過些，社會更加和諧。」

續推民生福利政策 冀全港監督
雖然面對拉布，但梁振英強調，行政機關工
作從來沒有怠懈過，仍然會提交條例草案予立法
會撥款，不會因為在立法會有極少數人嚴重拖慢
程序而不做事，「無論是民生、福利、房屋、教
育、醫療等等，我們會繼續做，我們請全社會監
督特區政府做了幾多，立法會做了幾多。」
梁振英重申，政府會把工作不斷做好、努力
做好，「我的同事確實做得很勤力、很辛苦。
但我們做到某個階段時，我們又要來立法會，
所以還是懇求立法會，我知道絕大多數的議員
朋友都是十分配合的，我懇求立法會的極少數
朋友不要再用『拉布』和其他不當的方式，妨
礙特區政府施政。因為我們的施政成效，不只
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會感覺得到，而是惠及全社
會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

反對派於立法會大會以至各委員會拉

布，令多項撥款及議案未能於會期結

束前通過，波及民生及政府運作。特

首梁振英昨日在特首答問會上指出，

拉布已令財務委員會的20多個項目未

能於會期結束前處理，如重建瑪麗醫

院、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遏抑樓巿

措施，並批評絕少數議員騎劫整個立

法會議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嚴重

影響立法會工作進度，並虛耗其他議

員的精力和時間，但議事規則在屢次

出現拉布後，卻未有修改的跡象，

「我覺得立法會確實是需要考慮這個

問題。」

CY：中央授權治港無「剩餘權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內地居民赴港個
人遊政策為本港帶來龐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對港
人生活造成一些影響。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特區
政府重視及知悉問題，並一直與中央和地方政府商
討，目前還沒有決定。他強調，要處理好個人遊，
不單是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問題，還有香港內部問
題，即使減少「一簽多行」來港人數，仍然無法解
決市區擠迫情況，為此，當局盼望全面檢視問題，
確保決定具比較長的有效性，不會翻來覆去。

赴北區了解「爭位」吃飯
在昨日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民建聯議員陳

克勤提到，個人遊為香港經濟就業帶來正面作用，
同時對市民生活造成很大影響，社會更有聲音要求
限制個人遊，特區政府終究是調整至「一日一行」
還是「一年五十二行」，以及會否考慮在落馬洲興
建「邊貿城」。
梁振英在回應時指出，內地來港旅客大致分為三

類：一、「團進團出」，即跟旅行團來跟旅行團
走；二、內地600個城市中，有49個城市，以「一
簽多行」、個人遊，或社會一般說的「自由行」方
式來港；三、以「一簽多行」方式來港的，約200
萬至300萬深圳戶籍居民，而目前社會比較關注
的，集中在深圳戶籍居民的「一簽多行」。
他續說，特區政府完全理解社會關注，特別是深

圳與香港地理非常靠近，深圳已經成為相當港人
「生活圈」的一部分，香港也可以成為深圳居民
「生活圈」的一部分，為此，來港人次比較多，特
別影響北區居民生活，「我去現場看過，亦是知道
的。」

削「一簽多行」難解市區擠迫
梁振英舉例說：「白領中午吃一頓飯，坐下吃也

好，或買飯盒也好，過去不用排隊；現在要排隊，
一個小時吃飯時間已經比較緊張，現在還要去排
隊。由於內地人來港買金器，整條街變為金舖，令
原來提供日常生活物品的商戶搬遷；還有交通工具

擠塞問題。」
他強調，特區政府一直與中央和地方政府商討問

題，但現在沒有一個決定。他解釋，要處理好個人
遊的，不單是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問題，還有香港內
部問題，即使減少「一簽多行」來港人數，仍然無
法解決市區擠迫情況，「若能夠與中央和地方達成
一個決定，我們希望決定有效程度比較明顯，並具
比較長的有效性，不希望短時間內翻來覆去。」
就會否在落馬洲興建「邊貿城」的問題，梁振英
指出，增加接待能力，肯定是正面積極做法，政府
開發土地確實是不遺餘力，但「落馬洲河套發展計
劃」仍未有定案，盼今後盡快促成發展。在落馬洲
以外，特區政府也有很多短期和中長期的土地開發
計劃，譬如，大嶼山機場島北商業區，機場管理局
很快把頭兩幅可興建較大型酒店的土地招標。
梁振英續說，港珠澳大橋的口岸，原來是沒有接

待旅客的設施規劃，但政府現時把它重新規劃，使
從大橋過來的澳門旅客也好，或是珠江西岸旅客也
好，可以不進入香港市區就可以抵達大嶼山，並得
到需要的旅遊服務，「這亦需要立法會同意和財務
委員會撥款的。我懇求立法會極少數朋友不要再用
拉布和其他不當的方式，妨礙特區施政。因為施政
成效，不只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會感覺得到，而是惠
及全社會的。」

全面檢視個人遊 定「長招」解擠迫
■梁振英昨在特首答問會上指出，拉布已令財務委員會20多個項目未能趕及會期結束前處理，阻礙重建瑪
麗醫院、低收津貼及遏抑樓巿等措施。 彭子文 攝

■梁振英強調，要處理好「個人遊」，不單是香港
與內地的關係問題，還有香港內部問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