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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局長斥拉布勞民傷財
陳家強：損基層生計 憂立會激進歪風蔓延

陳家強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立法會暑假休會前，
只餘下一次財委會會議，但有待審議的項目接近50項，

包括瑪麗醫院重建、低收入家庭津貼、公屋免租、以及綜援
「出雙糧」等民生議題。這些項目不可能在餘下一次的財委
會內全部完成。

恐「雙辣招」通不過 予樓市壞訊息
陳家強說，雖然已向財委會建議加開會議，但估計要多開7
次會議，才能夠完成審議累積的多項撥款議案，相信大部分
撥款要在暑假後復會才能處理。
他又指，下周三立法會大會將審議政府「雙辣招」議案，雖
然議案得到多黨派支持，但因為涉及多個修正案，議會亦不能
為了加快審議而禁止議員提問，預料議案需長時間審議。
他並特別提及上周三大會因有議員不停「點人數」而被逼流
會，希望議員今次不要再以「點人數」等方式，影響「雙辣招」
審議，因為「雙辣招」沒法通過會給予樓市不好的訊息。

阻新界東北發展「很壞的轉捩點」
陳家強強調，現時行政與立法失去互相合作的關係，並不
是因為政府和黨派的溝通問題，而是因為有個別人士有心拖
延。當局一向尊重制度，與議員互信及合作，但個別少數議
員激進行為最近已蔓延至溫和人士，情況令人擔心。
他以新界東北發展的議題為例，指出議會內的爭拗，並非政
府和議員有溝通問題，而是有個別人士故意利用激進行為，掀
起議會外的反對聲音，並形容這是議會文化「很壞的轉捩點」。

高永文促「加時」保瑪麗重建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在另一場合表示，憂慮重建瑪
麗醫院的前期工程撥款，未能在今個立法會會期內通過，屆
時將難以估算開支會增加多少。目前，3節6小時的會議並不
足夠，當局已去信財委會要求加開節數，希望各議員能合作
令會議回復正常，盡快通過撥款。

撥款倘「塞死」梁栢賢料造價漲10%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也表示，立法會財委會仍有多項撥款
未審議，拉布會影響瑪麗醫院重建。如果超過撥款時限，工程
隨時要重新招標，相信屆時造價將上升10%。假若日後財委會
仍有拉布，亦會影響佛教醫院及聯合醫院等重建計劃。

黃錦星籲顧及港福祉 盡快審議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則表示，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及
財務委員會上年度已經開始討論新界西堆填區和打鼓嶺堆填
區，即新界東北堆填區，經過1年後，個別的工程造價已經升
了約5%至6%，倘再延遲，工程造價將面對更大壓力。
他強調，本港必須擴建三個堆填區和興建焚化爐，因為「三
堆一爐」是香港整體在廢物管理藍圖中有整全的需要。政府已
採取措施減低對相關地區所帶來的影響，亦將會成立地區聯絡
小組，加強與地區人士聯繫，減少可能引起的問題。
被問及會否調整議程優先次序，將「三堆一爐」的撥款申
請提前處理，黃錦星指出，每個項目都各自有時間上的需
要，有些已完成招標。如果財委會可以暢順地審議，理論上
是可以在暑假前完成，所以不存在個別項目排序的問題。他
呼籲議員考慮香港整體福祉，盡快處理議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鮑旻珊）反對派議

員就新界東北前期撥款在立法會財委會發起拉

布，令財委會積壓關乎民生近50項撥款議案未審

議，包括綜援「出雙糧」，以及瑪麗醫院重建

等，但財委會在今屆立法會會期只餘下一次會

議，三名局長昨日均表示憂慮。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批評議員拉布，已影響大量基層家

庭未能及時取得福利金，並擔憂以往個別議員的

激進行為，已蔓延至其他「溫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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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近期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拉布，甚至
在會議期間包圍財委會主席，擾亂議會
秩序，令多項惠民措施遲遲未能落實。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日坦言，立法
會中的混亂和暴力已令到市民失望。民
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評，有
議員不按議事常規表達意見，有如向市
民「開戰」。工業界議員林大輝則指，
議會現時「烏煙瘴氣」，更令人擔心的
是「暴民政治」已開始抬頭。

「盼為港做實事勿意氣爭」
立法會財委會日前舉行會議，各反對

派議員無視議會秩序，衝前包圍財委會
主席，令會議無法有效處理各項惠民措
施。羅范椒芬昨在一公開活動後指出，
行政立法關係似乎很緊張，但反對派議
員近期的行為不過是一種姿態。
羅范椒芬坦言，近年，立法會中的混

亂和暴力行為令到市民失望，立法會議
員應該做實事，「（我）真的希望立法
會為香港做實事。有不少民生議題，不
少關乎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都因為
大家意氣之爭，浪費了在立法會（的爭
拗上）。」
被問及特區政府應調動議案的次序，

先討論「沒有爭議」的議題，羅范椒芬
坦言，政府倘更改立法會議程，將會令
議員因「個人意氣」拖延下去，並促請
議員要「擺事實，講道理」，才能走出
「怪圈」，避免爭拗下去。

葉國謙：少數人威脅大多數人
葉國謙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說，立法

會是「唇槍舌劍、議事論事」的場所，
「社會千萬不要各走極端。拉布是少數
人威脅大多數人。街頭有別於議會，大
家應該按議事常規表達意見，否則只是
全面向香港市民開戰。」

林大輝：「暴民政治」恐抬頭
在另一電台節目上，民協議員馮檢基
為其他反對派議員在日前財會上包圍主
席辯護，「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更聲
稱，政府應為此「好好反省」。林大輝
即場駁斥：「你們每次都選擇圍住主席
台，個議會點開？是否要我們坐喺度，
等你們（反對派）做完戲？這個不是癱
瘓是什麼？」
林大輝批評，現在整個議會「烏煙瘴

氣」，每天出席立法會仿如「日日打擂
台、天天打摔角」，更令人擔心是「暴

民政治」抬頭，例如有反對派議員在財
政司司長面前撒溪錢，甚至有議員掟
杯，「這類行為已經超過『拉布』（對
議會）的創傷性。」
他呼籲，無論政府、立法會各黨派持
份者都應該處理好這個關係，冀各方將
服務市民為目標，不要以市民作「人
質」。

蔣麗芸：「圍」主席阻會議進度
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在同一節目上也
指出，不要因少數極端議員而認為行政
立法關係轉差，不過是有少數人不時提
出臨時動議、不斷數人數等，相信在議
事規則中可處理。她續說，財委會上可
能主席吳亮星有時對主持會議不太純
熟，不過反對派卻在生事，走到主席座
位前抗議，甚至每每利用議事規則作為
藉口，然後發表自己意見，是嚴重影響
會議進度。

葉兆輝：拉布百害無利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

授葉兆輝也說，拉布百害而無利，盼反
對派不好再「拉政府後腿」，「撫心自
問，過去拉布及（暴力）言詞曾拉倒哪
些政策措施？我不相信政府會傷害人
民，不如給予政府施政空間。社會仍然
有好多市民等待幫助，特別是興建特殊
教育服務大樓受阻。成日話幫 700萬
人，事實是，700萬人要去但去唔到。」

劉達邦：憂議會暴力損商界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

劉達邦昨在一電台節目上也直言，議會
暴力絕對不能認同及容忍，更不是爭取
自由民主的途徑。他擔心，議會暴力為
商人帶來主導性影響，「我理解市民有
不同訴求，但政治不穩定及法律法規不
完善，會影響公平公正營商環境，甚至
影響香港整體經濟。希望大家透過協
商，而不是中傷。」

市民痛心：暴民手段影響和諧
多名市民在該節目上坦言，對香港現況

感到無奈痛心。易先生指出，任何行為背
後均有其理念及動機，但希望大家要清楚
分析及理性反思，「現時看到的，全部是
暴民手段。不論正邪對錯，都會影響社會
和諧，最終香港要負擔沉重代價。」許先
生坦言：「最近鏡頭畫面，全部都是暴力
衝擊，包括青年示威衝進立法會等，都涉
嫌觸犯刑事行為。」

■市民不滿反對派在立法會內拉布，以其他國家及地區的規
定，質疑立法會議員應該先處理好所有積壓的議案，才可以放
暑假。 網上圖片

■陳家強(中) 批評立法會議員拉布，已影響大量基層家庭未能
及時取得福利金。

■低津、重建瑪麗醫院、公屋免租，以及綜援「出雙糧」等接
近50項民生議案，仍有待立法會審議。 資料圖片

■羅范椒芬 資料圖片 ■葉國謙 資料圖片

要法官不愛國不執行基本法別有用心
在政治學上，政府的概念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

種。狹義的政府指的是行政機構；廣義的政府則包括
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本港的司法系統屬於特區管
治架構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行使基本法賦予的公權
力。基本法第四章規定本港的「政治體制」，當中分
為六節：分別為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
法機關、區域組織、 公務人員。將司法機關載列其
中，說明基本法將各級的法院和法官都視為「政治體
制」的一部分，法官自然屬於「治港者」一員，有關
規定與本港獨立的司法權並無矛盾之處。而且，白皮
書對獨立司法權亦已作出明確表述，強調在嚴格按照

基本法規定的基礎上，香港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充分
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各級法院是特區的
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當中並沒有任何削
弱香港獨立司法權之意，所謂將法官列為「治港者」
就會損害香港司法獨立的立論，完全是邏輯不清，惡
意歪曲。

至於要求法官愛國愛港以及「肩負正確理解及貫徹
執行基本法」，這不但是法律上的要求，更加是現實
上的需要。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
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要求「特區行政長官、主

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百分之
八十以上的議員、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
都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
公民擔任。」這裡已經清楚說明法官必須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這種效忠不只是口頭上的宣誓，更要體
現在判案之上，在涉及香港和國家利益的案件上，判
決時理應顧及國家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必須貫徹落實
基本法精神，否則就有失職之嫌，當中的思路和邏輯
是明確的也是一以貫之的。

然而，彭定康卻指法官如果愛國愛港，在判案時顧
及國家的利益和基本法，就會令他們不能中立判案，
就會損害到司法獨立，這種說法顯然是別有用心。就
以彭定康的老家英國為例，英國的樞密院顧問官通稱
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上任時必須宣誓：「謹向全
能的上帝發誓，身當女王陛下真心忠誠的僕人，在陛
下的樞密院中效力……盡全力忠於陛下、擁戴陛下，
在他國君主要員教士政權或首領之前，協助和維護上
天賦予陛下、國會立法申明王位應有的全部裁決權、
尊嚴和權威，或其他。」當中明確要求法官當女王真
心 忠誠的僕人、盡全力效忠擁戴。英國將大法官視作
女王的僕人，一切以女王的利益為出發點，如果按照
彭定康的邏輯，英國的司法獨立早已蕩然無存，為什
麼彭定康的憂心不為其祖國而發呢？既然彭定康是來
自一個將法官當作女王僕人的國家，他又有什麼資格
批評香港法官必須愛國愛港呢？

企圖將港司法變成抗衡中央平台
當然，彭定康並非真傻而是扮懵。他怎可能不知道

所有法官必須為其國家的利益服務，怎可能不知道法

官必須按照憲制性法律辦
事，判決不能違反憲制性法
律？他針對白皮書的種種批
評，說穿了，不過是向香港
法官施壓，向他們傳達一個
歪理：就是法官絕對不能愛國愛港，不能貫徹基本法
的精神判案、不能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否則就是
損害了香港的獨立司法權，這是顛倒是非，更是別有
用心，要將香港司法系統變成與中央抗衡的平台，鼓
動法官在判案時不必理會基本法，因為這是獨立司法
權的體現；更將人大釋法視作「洪水猛獸」。其目的
不過是將司法系統變成基本法的法外之地。彭定康攻
擊白皮書損害香港的獨立司法權，但其實向法官施壓
的正正是彭定康及反對派之流。

彭定康還鼓動港人「認為聯合聲明所保障的條款被
削弱，可以向中英兩國表達關注」云云。然而，在香
港回歸的過渡期，正是他搞出違反聯合聲明的「三違
反」方案，破壞了立法局的「直通車」。 彭定康才是
最沒有資格談論聯合聲明的人。

彭定康在歐洲政壇早已聲名狼藉，在政壇失勢後轉
任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信託基金主席，又屢被揭發醜
聞，在已故主持人薩維爾鬧得沸沸揚揚的性侵事件
中，彭定康被指阻礙調查進展，有違職業操守，最終
狼狽下台，賦閒家中。彭定康的仕途生涯漸趨暗淡孤
寂，而且年齡也不饒人，但他老人家卻不甘寂寞，隨
外國勢力近期 大力插手本港政改，彭定康也走出來
渾水摸魚，為主子效犬馬之勞。但其說法信口雌黃，
顛倒黑白，反而自暴其醜。莊子有句名言：「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正道出了彭定康的晚年處境。

是誰在向香港法官施壓？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攻擊「一國兩制」白皮書將法官視為

「治港者」，指「在(香港的)法治制度下，法官是獨立的，不應被質疑受到指示或因某些政

治考量而被逼放棄對程序公義和何謂合法的看法。」彭定康的批評當然不是出於無知，而是

故意誤導港人及國際社會。白皮書將法官視為「治港者」，要求法官愛國愛港以及「肩負正

確理解及貫徹執行基本法」，不但是維護香港和國家利益安全的必要之舉，也是世界各國共

有的要求，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政府包括英國會說法官效忠國家就會損害司法獨立。彭定康反

對法官愛國，實際是要法官在判案時不必理會基本法，不用考慮國家安全和核心利益。 白

皮書重申香港的獨立司法權，彭定康卻施壓要法官不用愛國，不必理會基本法，現在究竟誰

在向香港法官施壓？彭定康居心何在？當年，正是彭定康搞出違反聯合聲明的「三違反」方

案，破壞平穩過渡。 彭定康才是最沒有資格談論聯合聲明的人。彭定康在歐洲政壇早已聲

名狼藉，古稀之年還為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改大放厥辭，不過是自暴其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