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反對派中央交流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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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出席青年論壇時，有在內地工作超
過10年的專業人士表示，感到近年香港與內
地的矛盾已影響內地對香港專業服務的信
心。梁振英坦言：「我們沒有第二個鄰居，
而這個鄰居好大，就是內地。香港與內地的
和諧關係、和諧程度，決定了我們日後香港
社會『食粥』抑或『食飯』。」
昨日在青年論壇上，梁振英以香港貨櫃車司

機為例，指目前香港司機駕駛貨櫃車到內地交
收，不需要工作證。所有往來香港與內地的貨
櫃車中，沒有一輛由內地司機駕駛，「若有一
日內地同我哋講，發一個內地牌畀香港貨櫃車
司機，就要發一個牌畀內地貨櫃車司機。考慮
到內地貨櫃車司機薪水低，競爭力高，香港有
一半貨櫃車司機馬上失業。」

處理問題 要考慮對內地影響
他強調，處理香港與內地關係的問題時，

需要雙向考慮，不能只看對香港的影響，亦
要考慮對方的看法。
被問及部分反對派媒體不時炒作內地與香港

的矛盾，梁振英指出，聲音大、動作激烈的並
非社會主流，認為只是沉默的大多數「無出
聲」。他呼籲專業人士多從專業、第三者角度
發聲。這並不是要為支持、反對政府兩個陣營
來站台，而是希望憑一己的專業講道理，「甚
麼叫公道，甚麼叫良心，大家要多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聲稱要取得回鄉證，才會考慮返內地與中央官員會
面。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未來的重點工
作，包括協助反對派與中央之間交流，但坦承「有一
定難度」。
梁振英昨日在公開活動上表示，他知道有反對派議

員提出希望能與中央負責香港政改的官員會面，而每
一次收到有關信息，他都會第一時間如實向中央傳
達。收到中央回覆，會即時向議員轉達，但坦言其中
有一定難度。
他續說，在政改問題上，社會有一些關鍵性分歧，

要同時做好不同意見人士，包括反對派與中央之間的
交流工作，是特區政府未來幾個星期的重要工作。當
局會繼續做好橋樑角色，發揮溝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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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政府站在民主高地
目標時間表均中央授予 籲踏第一步「袋住先」

聯合聲明無提普選 外部介入徒添緊張

香港最快可於 2017 年普選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指出，推動政改落實，一定要有共同
基礎認知，特別是從歷史角度「正本清
源」，「普選目標出自何處？」無論普
選目標以至時間表，均來自中央政府，
並透過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落實，
「正如張德江委員長上周末與特區政府
會面時重申，中央真心誠意希望香港
2017年達至普選。」

政改必須符合「三點重要考慮」
她強調，政改方案必須符合「三點重

要考慮」：法律、政治、實際操作性，
「香港政制發展不是『閂埋門』自己
事，中央有其憲制權力，任何方案最終
的落實，需要有本地市民、立法會三分
之二大多數議員通過、並獲中央批
准。」
被問及「公民推薦」是否可行，林鄭

月娥未有直接回應，但指出現時社會有
意見質疑未必符合基本法要求，「首階
段工作完全配合行政長官按政改『五步
曲』，任何具體方案不作評論亦不作否
定，小心翼翼不偏離相關工作。比如
『公民提名』難符合基本法要求，『公
民推薦』社會亦有相同看法，未必能符
合基本法要求。」

不能忽視中央能否接受的考量
她強調，「最重要是符合基本法，即

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予市民
普選，並評估能否獲立法會大多數支

持，實際操作能否做到公開、公平、公
正，更不能忽視中央能否接受方案的考
量。事實上，民意也是非常重要的。」

過半人接受非最理想都接受
她特別引用「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

早前發表的民意調查結果，發現「過半
數市民接受即使政改方案不是最理想都
袋住先」。港人應向前看，先踏出「第
一步」，再按基本法訂明的實際情況及
循序漸進原則，增加民主成分，「無論
反對派與建制派均認同，大家手握一票
具有決定性作用。」
她強調，基本法列明政制發展按實

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兩大原則，中央政
府肯定認同按基本法行事，而經民選
產生的行政長官不可能不向選民負
責。
她說：「每階段是否時機成熟修改選舉
辦法有好多考慮，無論如何，先走第一
步。經民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無可能不向
選民負責……不因為任何政府的主觀願望
而停止民主進程，市民亦有不同方法表達
訴求，問責政府必須有所回應。」

政府不因被攻擊而變被動
她強調，特區政府熱切希望按中央

給予的目標及時間表推動民主發展，
正是「站在民主高地」，不需要因攻
擊變得被動，「政府推動政改的工
作，是『企在民主高地』。我時常提
醒自己，我們正是推動民主的人，不
需要因攻擊變得被動，應與市民一起
推動民主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普遍支持政改方案應「袋

住先」，確保如期落實「一人一票」行政長官普選。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昨日強調，香港無論是普選目標以至時間表，都是由中央政府授

予的，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所指，中央真心誠意推

動香港2017年達至普選，香港政制不能「閂埋門」發展，更不能忽

視中央能否接受方案的考量。她強調，政府站在民主高地，在法律問

題上不會退讓，並呼籲市民先踏出「第一步」，再按基本法訂明的實

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增加民主成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香
港政改諮詢敏感時刻，英國下議院外
交事務委員會決定調查《中英聯合聲
明》落實情況。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強調，聯合聲明並無提及香港普選，
香港如何落實普選，必須遵從「一國
兩制」基礎討論，愈多外部勢力介入
及評論，只會增加緊張程度，並為心
平氣和討論氣氛造成負面影響。

尊重憲制框架 港府直轄中央
外部勢力連月來高調干預香港政制

發展。林鄭月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強調，要尊重憲制框架。香港是中國
一部分，中央通過基本法授權香港享
有高度自治，但特區政府仍直轄於中
央政府，並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行
政長官也不是國家首長，獲選行政長
官仍然要中央任命，既向香港特別行

政區負責，同時要向中央政府負責。
她續說，中央在香港推動民主進程

時，或需要考慮及擔心國際情況以至
政治較量，「政府當然希望大家按
『一國兩制』基礎討論政制發展，往
往愈多外部勢力或外國政府介入及評
論，會令緊張程度增加，對心平氣和
討論如何發展民主政制，有一定負面
影響。」
她強調，《中英聯合聲明》並無提

及香港普選，只表明行政長官透過當
地選舉甚至協商產生，「不知為何，
看似如此清晰的訊息，有時會出現混
淆。突然會在海外傳媒看到一句說
話：『要快點叫英國政府介入，否則
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中英
聯合聲明》其實並沒有提到普選，只
表明行政長官透過當地選舉甚至協商
產生。」

■林鄭月娥出席電台節目，談及對普選的看法。

「澳洲碩」稱被「抹黑」
拒「回歸祖國」續搞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真普聯」召集
人、城大講座教授鄭宇碩被揭發於香港回歸前放棄中國國
籍、僅保留澳洲國籍，又涉嫌再度學術剽竊，個人誠信備
受質疑。鄭宇碩昨日回應事件時，試圖以被「抹黑」輕輕
帶過醜聞，更懶理其澳洲公民身份令人質疑與外國勢力勾
結，稱他不會放棄擁有30年的澳洲公民身份。

稱身為永久居民有政治權
鄭宇碩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回應被香港《文匯報》踢爆
他擁有澳洲國籍一事。他稱，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已入
籍澳洲，身邊反對派及媒體朋友都知道他擁有澳州籍雙重身
份，故對相關新聞「並不驚奇」。因為其澳洲人身份，不能
擔任公職，故多年來從未參選，今次只是以「義工」身份
「捱義氣」推動「真普聯」工作。
雖然鄭宇碩在訪問中稱不想移民，也沒有移民打算，但

又稱沒有理由因為別人的「攻擊」而放棄30年的澳洲籍，
並狡辯稱香港有過百萬永久居民持有外國護照，只要自己
是香港永久居民，就應擁有基本政治權利，有權投票選特
首，否則人人都有些問題，就個個都不能講普選，「我行
使基本權利有何不妥？」

隨時可離棄香港移居澳洲
被問到入籍澳洲需要宣誓效忠當地國家，他隨時可離棄

香港移居澳洲，而其澳洲籍身份難免令人質疑他勾結外國
勢力，鄭宇碩承認，國籍事件對他有打擊，但聲稱他並非
「佔中」主要搞手，「真普聯」與「佔中」一直在組織上
分開，並輕描淡寫地說：「如果一定要扣帽子也沒有辦
法……普通市民都看得出對我的指控是『抹黑』。我擔心
事件會令人感到『政治好醜陋』而考慮不參與政事，甚至
移民。」

回應涉學術剽竊 匆匆結束話題
對於被指涉嫌學術剽竊，鄭宇碩聲稱，自己以最高票當

選高教界選委，足證行家給予最高評價，而自己已發出聲
明交代，他與有關人士是長期合作夥伴，更稱市民可親自
查閱已上載至「真普選聯盟」網站的聲明及書信來往，隨
即結束話題。
不過，鄭宇碩涉嫌學術抄襲早有前科，1995年，時任城大

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的他，已被投訴其著作及論文涉嫌抄
襲，城大成立4人專家小組調查。校方最終認為，其採用他
人材料而沒有足夠註明出處，不為學術界接受，於是罷免其
院長職務並減薪，以及免除其擔任的行政工作兩年。

盼反對派「易地而處」 平和表達意見

譚惠珠：實踐普選才是硬道理

2014年全國拔河公開賽昨日在甘肅臨潭舉行，來自
甘肅、內蒙古、香港、澳門等地的12個代表隊、200多
名運動員參加。圖為港隊小將傾力以赴。 圖：新華社

港隊甘肅拔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表明，會抓緊剩餘5周時間，促成
中央與立法會議員溝通工作，但反對派
卻不斷刁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
坦言，中央與特區政府跟反對派仍然
「互信不足」，特區政府會努力反映反
對派希望與中央官員會面的意願，努力
創造機會，並寄語反對派把握溝通機
會，在溝通過程中「易地而處」，以平
和方法表達具體憂慮及看法。

政府努力反映 創造溝通機會
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林鄭月娥回應反
對派能否再與中央官員會面時坦言，她
目前仍無「進展匯報」，「（我）早前
與『泛民飯盒會』會面，他們提到最好
在人大常委會作決定前，盡快與中央負
責政改官員有會面機會。正如行政長官
所講，政府會努力反映並創造機會，無

任何事情更勝溝通。當有機會溝通，
『泛民』應把握溝通機會，減少口號式
宣示，更多表達憂慮及具體看法。」
有反對派質疑她的「袋住先」是

「天仙局」，林鄭月娥坦言，這正是
溝通難處所在，中央與特區政府跟反
對派仍然「互信不足」，對政改成功
機會不表樂觀，「我真的不表樂觀，
但都要努力做。無論如何，（政改）
定要合法，並需要有好強的法律基
礎，否則會出現被挑戰的場面，對政
府管治無好處。」
被問及政改是否她為官以來最難處理

的事，林鄭月娥笑言：「我覺得都係
啦。」香港政制發展能以「一人一票」
選出行政長官，是香港民主進程「一大
步」。政改這個課題對香港實在太重
要，但社會有很多不同期望。比如有人
說，爭取民主多年定要尋求最好方案，

又有人說應該先行出「第一步」，再逐
步改善制度。

冀下階段有空間探討分歧部分
她說：「這個任務太重要，如何兼顧中

央考慮，又能滿足市民和政團訴求？這真
是非常考工夫的事，我不單感到任重道
遠，有時還覺得（我）是否有能力做這件
事？」現階段，她仍然無辦法輕易歸納，
包括提名委員會組成以至提名候選人方法
等幾方面的主流意見，希望下階段諮詢有
足夠空間探討分歧部分，「我不低估難
度，但仍然希望能尋求更多空間，讓不同
政團妥協，互諒互讓。」
林鄭月娥表示：「我明白政團組織希

望於選舉勝利，特別是部分香港市民沒
有政治立場，中間選民受當時的事件影
響……儘管政府已經提交報告，但仍然
會爭取溝通機會，與提出具體方案組織

會面，包括已邀請18位學者會面。」
她又強調，處理任何政治問題時，都

會遇上不同的、廣闊的「光譜」，「兩
極」中既有激進、有極端保守、也有中
間溫和力量。特區政府將繼續努力向共
同目標匯集，「不能堅持個人原本立
場，而是要大家願意行一步及有妥協空
間。是次諮詢，絕大部分人都希望2017
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這是不錯的基
礎。」

若政改原地踏步 後果令人擔心
被問及激進反對派是否企圖「拉倒民

主進程」，林鄭月娥說：「我仍然真心
相信大部分人認同，民主是普世價值，
『一人一票』是好事。清楚講，普選對
政府施政、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及
繁榮穩定有正面作用，如果政改原地踏
步，後果將令人非常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普選將踏進
「第二步曲」，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強調，
香港政制是家內事，「一國兩制」要符合中國主權，
不可以被外國力量左右香港管治。中央政府起草基本
法時，已支持香港要達至普選。她又認為，政制原地
踏步絕不可取，應該先實踐再檢討：「摸着石頭過
河，實踐才是硬道理。」

憶張德江南下深圳3點重要信息
譚惠珠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上指出，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南下深圳，會見特

區政府官員及多名建制派人士。有份參與會面的譚惠
珠認為，張德江南下帶出的信息有三點：
一、中央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
二、堅定地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特首須愛國愛港；
三、特首普選必須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
定，循序漸進、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下進行。
她強調，香港政制是家內事，中國收回香港設立特
別行政區，「一國兩制」要符合中國主權，更不可以
被外國力量左右香港管治。

起草基本法 顯中央支持普選
她憶述，起草基本法時，香港草委只佔全數59個中
的23個，每條都需要三分二、即39票才能通過。若
容許香港最終達至普選特首的第四十五條，以及規定
香港立法機關最終達至全部由普選產生的第六十八
條，沒有內地草委支持，根本無法通過，「這表示當
時中央已支持香港要達至普選。」
譚惠珠表示，國家內部正在肅貪、政府職能轉變、
經濟結構轉型、照顧貧窮人口等，擔當這個「家長」
非常不容易，「但對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訴求，絕沒
有忽視。」
她認為，政制原地踏步絕不可取，指能讓選民一人
一票選特首，是締造歷史跨出去的一大步，每一個候
選人都要爭取選民支持，不再只停留在向一千多人爭

取選票：「香港政治生態一定有改變，向着群眾的意
願走，更緊貼民意，這不就是有強烈民主訴求的人所
想見的改變嗎？」
譚惠珠坦言，有普選是否就萬事大吉，此刻無人可
料，唯一答案是先實踐再檢討：「摸着石頭過河，實
踐才是硬道理。」

港人心惶惶不再 西方社會羨慕
對於違法的「佔領中環」，譚惠珠表示，港人都不
願見到「佔中」發生，但亦不要因此喪失對香港的信
心。她憶述，1983年中英談判停滯不前時，港元暴
跌，超市貨品被搶購一空，最後要實行聯繫匯率與美
元掛鈎。當時新加坡在香港招聘人才，給予移民機
會，「人心惶惶的年代已經過去，現在的香港卻是很
多西方社會羨慕的地方。」

勿讓政治爭拗磨盡精力時間
她形容，香港像一個浮在水面的球，把它按下

去，一放手，又彈回水面，「所以有信心香港會達
成普選，只要大家不洩氣。」中央政府、特區政府
和市民都期盼2017年普選特首，「只要大家求大
同、存大異，就可以既有循序漸進的民主，逐漸改
善的普選制度，亦有餘力去發展經濟，勿讓政治爭
拗消磨盡我們的精力和時間，我相信這是廣大市民
最大的心願。」

■譚惠珠強調，香港政制是家內事，「一國兩制」要
符合中國主權，不可以被外國力量左右香港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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