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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學者」﹕
市民不想港撕裂

表達港人盼和平實現普選
指不應由「佔中」代表「談判」免反對派被綑綁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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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率領政改諮詢專責
小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昨日在美國《華爾街
日報》發表文章，提出了5
點觀察，說明中央有憲制
權力及責任決定香港政制
及其發展，對在港落實普
選也是真心實意的，並強
調基本法已說明香港政制
可循序漸序發展，可以繼
續完善，並非「沒有回頭

路」。她呼籲立法會議員不應採取「不容妥協」的立
場，應展現政治勇氣，以務實的態度落實特首普選，勿
重蹈2005年政改方案遭立法會否決的覆轍。
林鄭月娥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寫題為〈The
Rules for Hong Kong Electoral Reform〉的文章。她指
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料將於一至兩個月內知會行政長官

是否需要就2017年行政長官作出修改，相信常委會屆
時會「開綠燈」，故此已擬定未來展開另一個政改諮
詢，聚焦更具體的方案。
一、香港當年在英國的治下，香港立法局並無一席是
經由直接選舉產生，而特區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並非
來自《中英聯合聲明》，因聯合聲明只提到由選舉或協
商產生，而是來自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其中納入了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中央真誠推港民主 普選時間表可證
林鄭月娥指出，自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每次的特首選
舉及立法會選舉可說是越趨民主，而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年的決定確立，香港可以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時間表，更清楚反映中央政府是履行了基本法的承諾，
及真誠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的。
二、從憲制角度而言，國家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二條表明香港特區是一
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故此中央在決定香港的政制及其發展有憲制權力及
責任。
林鄭月娥續說，香港政制的設計及普選問題，與中央
對港行使主權，及「一國兩制」的全面落實相關：修改
選舉辦法既要獲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
意，也要獲得人大常委會接納，故普選特首並非僅僅香
港的內部事務、香港決定，而是和國家特區間的聯繫有
密切關聯。

提委會權力 不容削弱繞過沖淡
三、依法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
定普選行政長官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香港及內地法律專家均指
出，提委會的權力是實質的，不能被其他提名方法削
弱、繞過及沖淡（watered down），故在首階段公眾諮
詢中，特區政府主要了解市民對提委會組成人數、方
式、提名特候選人等方面的意見。
四、倘不能取得立法會47票的支持，經立法程序通

過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這意味着方案要獲得跨黨派的
支持，也意味着黨派間需要妥協。倘將來的政改方案不
能獲得通過，香港民主進程將會如2005年一樣原地踏
步，再次錯失機會，這結果將會令港人非常失望，更可
能不利政府日後的運作。

籲立會議員展政治勇氣 實現普選特首
林鄭月娥期望，立法會議員展示政治勇氣及務實，將
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帶給全港五百
多萬的合資格選民；倘政制不能再出修改的話，將會沿
用現時選委會的方法，故此要作出的選擇是非常清晰。
五、就有人質疑稱，2017年的普選制度是「政制發展
的終局」，故採取了「沒有回頭路，不容妥協的立場
（adopted a "now or never" or "all or nothing"
approach.）」。林鄭月娥強調，基本法已列明香港的政
制是根據循序漸序，及香港的實際情況發展的，將來選
舉安排仍可作出修改完善，如改善提委會的廣泛代表性
或民主程序等。
林鄭月娥在文章總結中重申，站在香港歷史關鍵的轉
捩點上，大家應採取冷靜、務實及妥協的精神，否則就
不能踏出普選的重要一步，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她會全
心全意，並承諾繼續與立法會及社會設計出一套符合法
律，獲得公眾及立法會支持，同時實際可操作及易明的
特首選舉方案。

林鄭：中央有權決定港政制發展
《華爾街日報》撰文提五點觀察 籲務實落實續完善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
融、吳秋北及執委簡松年，昨日

與林鄭月娥、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劉
江華，及特首辦主任邱騰華會面。周融在會
後表示，大聯盟向林鄭月娥表達9日來收集
90多萬個簽名，明確顯示港人想要和平及普
選的意願，希望特區政府聆聽並尊重所有民
意，及表達了不贊成特區政府推出中央不會
准許、違反基本法的方案的意見。

倡人大定出框架後中央會議員
他續說，不應拖長政改爭議的時間，直
言香港過去一段時間經歷非常撕裂的情
況，若再延續下去將令社會陷入不安。而
政改方案需要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方
可通過，立法會議員是香港有否普選的關
鍵人物，故大聯盟建議特區政府盡力安排
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下月底定出香港政改框架後，與中央官
員會面，及盡快推出政改方案。

周融：操控性民間團體對港不利
周融坦言，特區政府現階段應多聽民
意，而「佔中」3名發起人今日與林鄭月

娥會面也是合適，但到了「談判」階段，
特區政府應先與有票在手的人士溝通，更
不應讓「佔中」代表反對派談判，因他們
或會綑綁所有反對派議員及團體，最終令
香港無法達致普選：「如果將所有嘢放喺
一個無票嘅民間組織，令佢成為一個操控
性嘅團體，我覺得對香港大大不利。」
他並質疑「佔中」3名發起人涉嫌受人

操控：「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
主席黎智英早前被揭發捐出4,000萬元予
反對派，「佔中」財政來源交代不清，在
港人眼中構成合理懷疑，而「佔中」利用
所謂「全民投票」的結果威脅中央及特區
政府，而大聯盟目前收集的市民親身簽名
數字已遠超「全民投票」聲稱的數字，
「但係我哋都唔覺得用一個咁嘅態度去分
裂香港。」因此，大聯盟建議特區政府安
排反對派政黨及議員個別與中央官員討論
政改問題。

簡松年：基層民意堅定依法推普選
簡松年則透露，林鄭月娥在會面中，認
同「佔中」是違法的，普選必須依法實
現，故她會支持簽名行動。他又引述指，

特區政府希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下月底定
出框架後，於10月至 11月推出政改方
案，諮詢期縮短至不多於兩個月，並於明
年第一季向立法會提交方案。
吳秋北補充，基層過往難以發聲，是次
踴躍簽名反「佔中」，希望特區政府充分

掌握基層民意，堅定依法推行普選。
另外，周融被問及他持有居英權的問題
時表示，他昨日已向律師查詢放棄居英權
的方法：「既然我唔需要居英權，留住佢
都無乜特別作用……我係從此、真正、完
全放棄居英權。」

大聯盟
會林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

簽名行動獲得市民熱烈支持，9日來收集的簽名總數直逼百萬。發起簽名

行動的「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表達

市民希望和平、依法實現普選的意願，又建議當局安排不同黨派的立法會

議員與中央政府官員會面，但就不應讓「佔中」代表反對派「談判」，以

免整個反對派被綑綁，終令香港沒有普選。大聯盟又引述，特區政府希望

於10月至11月推出政改方案，並於明年第一季向立法會提交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及多名問責司局長已
表明，已經參與或將會參與「保
普選 反佔中」簽名大行動。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透露已
於上周末簽名。他說，反對「佔
領中環」，以守法、務實的方式
實現特首普選，特首及整個問責
團隊和多數市民的意願是一致
的。
梁振英日前在出席公開活動時

表明，他會支持「保普選 反佔
中」簽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及副局長劉江華都表示會支
持。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
長劉怡翔、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
及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徐英偉等
早前已率先簽名支持反「佔
中」。
曾德成昨日在出發前往上海參

加全國學生運動會時，被問及是
否已參加反「佔中」簽名行動時
表示，他在剛過去的周末剛好有
些時間，已經簽了名。

籲用守法平和方式促政改
他強調說：「反對佔領中環，

希望用守法、務實、平和的方
式，促進香港的政制改革，到
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
官。在這件大事情上，行政長官
和整個問責團隊是高度一致的，
我相信和多數市民的意願亦是一
致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中
環」撕裂香港，溫和反對派都有所保留。提出不
含「公民提名」的方案、被視為溫和反對派的
「18學者」昨日指，大部分市民都不想香港面臨
大型撕裂，若政改達成共識從而避免撕裂，將符
合市民期望，又認為只「入閘」門檻不太高，他
們傾向可「袋住先」。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劉江華昨日與提出「公民推薦」方案的「18
學者」會面。「18學者」之一、教育學院亞洲及
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方志恒會後稱，各界目前
對政改的意見兩極化，有市民接受政改方案「袋
住先」，也有市民認為方案應符合所謂「國際標
準」。
他續稱，「18學者」對「佔中」無統一立場，

但希望尋找獲多數港人及各黨派支持的方案，從
而避免撕裂，又認為大部分市民都不想香港面臨
大型撕裂，若政改達成共識將符合市民期望。特
區政府有責任在各方意見中尋找共識，因涉及選
舉上的根本安排，必須獲得廣泛民意支持。

有條件接受「袋住先」
被問到「18學者」是否接受「袋住先」，方志

恒稱，方案除須符合基本法外，也要符合「國際
標準」，而「國際標準」的「客觀判斷」在八分
之一提名門檻上，倘政改方案的提名門檻是八分
之一或低於八分之一，無論是否有他們建議的
「公民推薦」，他們都可以「袋住先」，其後再
探討。
他又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下月底對政改定下

的框架，應保留空間予各界討論不同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日前（7月26日）召開常董暨會董（擴
大）會議。各團體負責人表達了對2017年實現普選的期待，和對「佔中」
的憤怒，期盼香港社會保持理性、法制、秩序和安寧，並在此基礎上協商
政改，實現普選。有不少未簽名的會員當場簽名，表明「保普選 反佔
中」，並遞交了表格。
僑界社團聯會日前舉行會議，會長余國春，主席陳有慶，常務副會長陳
金烈，副會長王欽賢、梁淦基、李碧蔥、李潤基、李家傑、黃英來，常
董、會董及該會63個團體負責人及代表60多人出席。

余國春籲沿「政改五步曲」穩步走
余國春在會上指出，香港僑界堅決支持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
的報告，支持政府在基本法的框架內，依法有序地沿着「政改五步曲」向
前穩步發展民主。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南下深圳，釋放
重要信息，反覆強調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推動如期普選，表明反對「佔領中
環」立場。這再次表明，中央對香港如期實現普選充滿誠意和堅定信念。
他介紹，自己是「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發起人之一，該會是首批聯

署團體。該會的團體負責人及63個團體也陸續都加入了發起人及聯署團體。
「保普選、反佔中」簽名運動正式啟動後，該會會員、僑友等親身參加了簽
名。為和平、為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發聲，並讚揚僑友的高漲熱情。

陳有慶：「佔中」只會阻撓落實普選
陳有慶在會上表示，「佔領中環」只會阻撓順利落實普選，破壞社會繁
榮穩定。簽名反對「佔中」是表達自己的良好願望，大家都希望香港和平
發展，希望有更多的市民為和平發聲。
王欽賢表示，每一個簽名都是表達自己的心聲。他強調，大聯盟的簽名
如實反映香港市民的意見，希望全香港未簽名的市民都來參與。
副會長梁淦基稱，簽名行動有助凝聚共識，希望每個人都站出來表達自
己爭取普選、守護香港的願望。
李碧蔥說，「市民都明白，已經到了不能不發聲的時候了」。要讓沉默
的大多數全都發動起來，為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出聲。
各團體的負責人及代表等也在會上發言，表達對2017年實現普選的期
待和對「佔領中環」的憤怒，期盼香港社會保持理性、法制、秩序和安
寧，並在此基礎上協商政改，實現普選。有不少未簽名的會員當場簽名，
表明「保普選 反佔中」，並遞交了表格。

港僑聯會反「佔中」冀2017實現普選

■港僑聯會僑友齊聲「保普選 反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違
法「佔中」未開始，惡果已陸續浮現。經濟及
社會學學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昨日認
為，反對派採取「佔中」等對抗手段，中央或
會調整政策，減少對香港的支持，「（反對
派）以為向中央『施壓』，到頭來變成直接傷
害了整個香港。」
劉佩瓊昨日在一場合指出，「佔中」未發

生，已傷害了香港社會，負面影響也陸續浮現
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融資、貿易等活
動極為發達，尤其人民幣離岸業務，在國際上
佔重要的位置，市值額也十分高，但在反對派
鼓吹『佔中』後，已令中央開始調整對港的策
略。」

港最重要經濟支柱金融業將萎縮
她解釋，近期，不少涉及人民幣離岸業務的
金融活動，中央已開始不經香港，直接和外

國，包括韓國、新加坡及英國倫敦等簽訂人民
幣兌換協議，或發展人民幣債券、衍生工具等
業務，同時不斷發展深圳及上海的金融業。長
此下去，作為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金融業
務發展將會萎縮。
劉佩瓊坦言，香港很多重要的經濟活動，包
括貿易服務、交通運輸、銀行、物流等都會因
「佔中」的威脅而放緩，尤其旅遊、零售批
發、酒店、餐飲業等吸納了很多基層打工仔，
但反對派採取對抗中央的態度，就如早前反內
地個人遊一樣，立刻影響遊客來港人數，已直
接打擊了這些基層打工仔。
她批評，「佔中」是為了個人目的，而犧牲
別人和整體社會的所為，「『佔中』不是要表
達意見，而是要威脅他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完全談不上甚麼崇高情操。」市民都擔心社會
秩序受到破壞，故有近百萬市民參與「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行動，是理所當然的。

劉佩瓊：「施壓」累失中央支持

■林鄭月娥。 彭子文 攝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右三右三))在政府在政府
總部與總部與「「保普選保普選、、反佔反佔
中中」」大聯盟代表會面大聯盟代表會面，，
就政制發展交換意見就政制發展交換意見。。
旁為劉江華旁為劉江華。。

■■林鄭月娥及劉江華在政府總部與林鄭月娥及劉江華在政府總部與「「1818
學者學者」」代表就政制發展交換意見代表就政制發展交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