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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前禮後謝 四萬推磨禍港
本報逐一檢視三階段 480萬贈受何其默契

陳方安生在擔任特區政務司司長期間，多次稱公務
員應廉潔正直，並因此被部分西方傳媒冠以「香

港良心」的稱謂，但如今作為退休高官的她，卻連番捲
入「政治獻金」爭議，包括「十成按揭」事件（見另
稿），及前後兩次的「政治獻金」事件。
黎智英與陳方安生一直以來過從甚密，黎7年來向陳
太豪捐480萬元。2011年Foxy引爆「政治黑金」事件，
陳方安生已被揭發在參與港島區立法會補選後，於2008
年「突然」獲黎智英捐贈130萬元。被揭發後，當事人
一直拒絕解釋事件，令人懷疑該筆獻金的「真正用
途」。
日前，有自稱「壹傳媒股民」踢爆陳方安生在去年6
月、7月及今年1月，先後收取黎智英三筆合共350萬元
的捐款。身兼「香港2020」召集人的陳太日前回應醜聞

時聲稱，個人不
接受捐款，但歡
迎任何人捐款給
「香港 2020」，但
「 不 能 有 附 帶 條
件」。
不過，政治從沒

有 「 免 費 午

餐」，「袋袋平安」之人自然要向幕後金主俯首稱臣。
香港文匯報綜合資料發現，陳方安生7年來直接或間接
收受黎智英捐款的前後，都巧合地有「亂港動作」：

獲選議員→收130萬→邀美干預
2007年底，陳太當選立法會議員後，黎智
英向她捐贈130萬元。被批「忽然民主、
忽然民生」的她，在立法會內8個多月期
間主攻政治議題，在多次特首答問大會中

關注高官問責制、2012年政改
諮詢等事宜，但其議會表現平
平，未能達到「統領」反對派
的效果。
在任期結束後，陳方安生聲
稱在與家人商討及考慮到年
紀問題後，未有競逐連

任。但她繼續透過於
2008 年 成 立 的
「 民 間 策 發
會」，聲言爭

取雙普選，又與外國勢力交往頻繁。2009年，她與時任
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會面時，更公然「鼓勵」美國應
干涉香港事務，並要求對方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
意見。

收50萬→「香港2020」→催谷遊行
2013年6月及7月，陳方安生再收黎智英共50萬元。
在此之前，陳太又恰巧地於4月成立了「香港2020」，
聲言要爭取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
「真普選」，其後又聯同反對派為「七一」遊行造勢，
要求特區政府「立即啟動」政改諮詢。

收300萬→會晤肥彭→赴美英告狀
2014年1月，陳方安生一次過收受黎智英高達300萬

元捐款，事後她就「巧合地」開展了連串針對香港政改
的行動。3月，她與訪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會面談
論「香港問題」。
4月，陳太與李柱銘訪美「告洋狀」，更與「路過」

的美國副總統拜登會面，搭建平台讓美方插手干預香港
事務。7月，她再度與李柱銘訪英「唱衰香港」，在英
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公聽會上借機肆意批評「一國兩
制」白皮書。
在被踢爆收受黎智英捐款後，她不肯承認也不敢否

認，只聲稱這是「白色恐怖」。不過，黎智英日前在接
受旗下網台訪問時，就承認曾經資助陳太成立「香港
2020」。陳方安生實欠公眾一個清晰的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之一的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被揭發向

反對派「豪泵」4,000多萬元。「四人幫」另一成員、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陳四

萬」）被揭自2007年至今共收受了黎的480萬元捐款。本報記者在翻查資料時

發現，陳方安生在三個階段收受捐款前後，都頻頻做出「亂港動作」，

包括游說美國駐港總領事「鼓勵」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成立「民間

策發會」及「香港2020」，在政改問題上另搞一套，又聯同民主

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走訪英美「唱衰香港」。本報並發現，在陳方

安生涉嫌接受的捐款中，有逾100萬元去向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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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肥水 回報《蘋果》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涉嫌在

過去兩年收取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
智英350萬元的「捐款」。今年6
月，陳方安生在接受英國《金融時

報》訪問時，就為壹傳媒出頭，「控訴」匯豐和
渣打抽起原該落在《蘋果日報》的廣告，更去信
匯豐、渣打及東亞三家銀行，質問三行為何抽起
《蘋果日報》的廣告，實有「投桃報李」之嫌。

傳媒揭發陳方安生在過去兩年曾收受黎智英
350萬元捐款，黎智英日前在接受旗下網台訪問
中亦承認，他年初曾捐300萬元予陳方安生。陳
方安生連日既不肯承認也不敢否認，只稱自己不
會接受任何「有條件」的捐款。

不過，「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陳方安

生對壹傳媒「關懷備至」。年前，壹傳媒報稱，
坊間出現了一系列疑似針對黎智英及壹傳媒的事
件，陳太當時即「配合」地公開聲稱，「擔心新
聞自由受損」，更借事件質疑特首及保安局何以
沒有「強烈譴責」。

質詢港府 申訴英國
商業機構根據各報章的形象和銷量去決定在哪

份報章刊登廣告，原是香港這個自由經濟社會的
運作。不過，《蘋果日報》近年廣告銳減，不將
問題歸咎於該報銷量大跌，及予人「唱衰香港」
的惡劣印象，反屈多家大型商業機構不在該報落
廣告是受「政治壓力」才會「抽走廣告」。

陳方安生對壹傳媒廣告收入銳減十分「肉

緊」。她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赴
英，在英國國會聽證會上作供時，
就為《蘋果日報》被抽廣告向英
國國會議員申訴。在接受《金融
時報》訪問時，點名指控匯豐
銀行和渣打銀行「抽起《蘋
果》廣告」，「為何好像匯
豐、渣打等國際巨企，屈
服於中聯辦的壓力，抽起
《蘋果》的廣告？」她更
去信多家銀行，要求對方
「解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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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按揭」事件左閃右避

$
0� 「禍港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生捲入金錢醜聞早有前科。陳方

安生在1993年發生「十成按揭」醜聞，包括透過私人公司成交以
減付印花稅，其女兒也在同一年獲銀行九成一按揭購買豪宅，涉
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涉嫌以權謀私。

陳方安生於2007年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時，被傳媒揭發她在1993年擔任
布政司時，涉嫌以十成按揭購入玫瑰新邨一個豪宅單位。陳方安生事後一直聲
稱當年是以兩個物業作抵押，並無取得任何特權。
不過，傳媒進一步揭發，陳太聲稱的「第二物業」是一個她與丈夫共同持有

的單位，但該單位在玫瑰新邨獲得十成按揭後，已迅即向恒生銀行贖回。換言
之，陳方安生確實獲得銀行「十成按揭」，並非以「兩個物業」作抵押。
當時，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專門就此舉行會議，邀請政府解畫，民間批評

聲音不絕，質疑其中涉及嚴重的利益衝突。但由於已事隔多年，許多細節難以
查證，再加上陳方安生一直迴避，「十成按揭」醜聞至今仍是個謎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之一的壹傳
媒主席黎智英被踢爆向反對派「賞賜」4,000萬元政治獻金，
其中「禍港四人幫」成員、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最受「恩
寵」，「獨得」最高的350萬元。不過，身為前高官的陳方
安生，退休後多次收取黎智英的巨額捐款，令人質疑背後是
否涉及獲得延後利益。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今次捐款事
件不難令人聯想到涉及政治交易，質疑陳太是否「受人錢
財，替人消災」。
陳方安生自2001年4月辭任政務司司長後，至今仍每月領
取公務員長俸，並在2005年起重新活躍於香港政壇，與反對
派過從甚密，言論往往偏幫壹傳媒，被揶揄是「忽然民
主」，其後更被踢爆多次收取黎智英捐款。
2008年8月，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退休

後，出任新世界發展子公司新世界中國地產的高層，被質疑
在任職政府期間，用低於市值的價錢將居屋紅灣半島賣給新
世界發展，但退休後卻轉投旗下，屬「利益輸送」。當時，
陳方安生不忘「抽水」，聲稱梁展文為公務員樹立壞榜樣，
促請梁自動請辭，又要求時任特首曾蔭權就事件「好好檢
討」，又稱香港公務員素來廉潔及奉公守法的文化，「日日
被摧毀」。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是次捐款事件，正正顯示陳太

「自打嘴巴」，更可能涉及延後利益。

盧文端：有口話人 無心律己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陳方安生現時仍「咬緊長糧（公
務員長俸）」，但就不斷為壹傳媒「發聲」，背後或涉及延
後利益。
他批評，陳太擔任公務員多年，理應清楚法律和操守的重

要，「佢退休後幫《壹週刊》、《蘋果日報》講咁多說話，
有咩企圖及動機呢？」他並以「梁展文事件」為例，批評陳
太「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質疑陳的事件比梁展文嚴重
得多，「梁展文都只係打工，但陳方安生直接收錢，明顯係
政治交易……就算法律上過到關，道德上肯定有問題。」他
促請有關部門依法調查事件。

王國興：廉署應查政商交易
日前有份聯署要求立法會調查捐款事件的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認為，陳方安生作為前公職人員，退休後多次收取
黎智英的巨額捐款，有延後利益之嫌。雖然陳方安生已離開
政府多年，而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收受巨款會令人懷疑背
後是否涉及政治交易。
他認為，陳太秘密收受政治獻金，絕對屬於廉署調查範圍

之內，促請執法部門嚴正調查，否則就是失職，「公眾有需
要知道有無延後利益。」
「黑金政治」引起公憤，不少市民熱議「陳方安生涉『延

後利益』」。網民「dannyjai」質疑陳方安生如此賣力跟進
《蘋果日報》聲稱被抽廣告一事，「肯定有陰謀」，「佢
（陳方安生）私人寫信比（畀）各大銀行質問點解唔同毒果
買廣告已經是證據了。」「ED-209」就要求立會徹查事件，
「你哋唔好屈『香港涼心』，快點用特權法查清楚。」「cc-
wtf」則質疑道：「一個生意失敗商人（黎智英）累蝕九億，
又點可能咁有財力？商人只是個假面具，『美國特派分化專
員』才是真面目。」

陳方安生收錢前後「動作」
時間 金額／動作
2007年至09年 130萬元
2007年9月 參選立法會港島區補選，20萬元用作選舉經費，10萬元成立醫

療組織「長者之光」，另100萬元用途不明。
2008年月 成立「民間策發會」，推動市民爭取2017年特首普選及2020立

會普選。
2009年7月 與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會面，「鼓勵」美方應不時「提

醒」中國政府，美方關注他們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並
「通報」美國不再參選立會。

2009年8月 游說楊甦棣「鼓勵」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並要求對方多就支持
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2013年6月 30萬元
2013年4月 與部分反對派中人成立「香港2020」，冀再當反對派「共

主」，推動「真普選」，但拒絕透露營運資金來源及數額。
2013年6月 出現一系列疑似針對黎智英及壹傳媒事件後，陳太稱擔心新聞自由

受損，又質疑特首及保安局沒作出強烈譴責，令人懷疑政府取態。
2013年6月 造謠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特首不咬弦，且不獲重用，建議林

鄭必要時應考慮辭職，林鄭其後澄清「絕無此事」。
2013年7月 20萬元
2013年7月 參加反對派舉行的「七一」遊行，要求政府立即啟動政改諮詢，

促請中央貫徹「一國兩制」，停止「製造矛盾」。
2014年1月 300萬元
2014年1月 參與元旦遊行及「佔中」公投，呼籲市民爭取「真普選」。
2014年4月 與李柱銘訪美「告洋狀」，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唱衰香港，獲國

會議員保證繼續「監察」香港情況，更獲美國副總統拜登「路
過」接見，拜登稱美國一直支持香港發展民主。

2014年4月 「香港2020」聲言聯同「民陣」或學聯等，提前於今年7月1日
策動「佔中」。

2014年6月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稱不滿滙豐和渣打抽起《蘋果日
報》廣告，並去信滙豐、渣打及東亞三家銀行，質疑為何抽起
《蘋果日報》的廣告。

2014年7月 與李柱銘訪英，與英國副首相克萊格等官員會面，要求英方發表
更有力的聲明，確保香港落實「真普選」；出席英國議會外交事
務委員會公聽會，肆意攻擊「一國兩制」白皮書。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及各傳媒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方安生和反對派催谷「公投」。 資料圖片

■陳方安生今年收300萬元獻金後，先與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白宮
會面，要求美方關注香港政改。 資料圖片

■陳方安生(背向鏡頭者) 在日前赴英國議會公聽會，要求英國介
入香港事務。 資料圖片

■■陳方安生訪英返港陳方安生訪英返港，，市民在機場市民在機場
抗議抗議「「接機接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方安生收取黎智英首筆陳方安生收取黎智英首筆130130萬元的獻金後萬元的獻金後，，即成立民間策法會即成立民間策法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