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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與訪滬議員座談
闡釋溝通「四要義」

■一、以誠相待：溝通如同交友，貴在真誠。

■二、理性務實：所謂理性，就是注重講道

理，講法理，心平氣和，以理服人；務實，

就是注重從實際出發，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

現實可行的辦法。

■三、求同存異：多一些理性溝通，總有助於

增進理解、縮小分歧，起碼可以避免不必要

的誤會。

■四、放眼長遠：溝通不僅着眼通過政改，還

是增進政治互信，改善長遠關係的契機。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張曉明8月7日關於政改
及「一國兩制」講話重點

政改
■我們看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還要多一個國家安
全的視角。

■香港發生的許多事情，包括極少數人與外國
勢力、外部勢力勾連的活動，也不能不引起
我們許許多多善良人們的警覺。

■鄧小平先生說，要防止一些人「把香港變成
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
地」，我想這句話的深刻內涵，是值得我們
去認真領會的。

■對於中央強調必須堅持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
愛港標準、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
政長官的立場不難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天經
地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一國兩制」
■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
■有些人將白皮書解讀為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
策變了，或者說中央要收緊對香港的方針政
策了。這些說法如果不是故意歪曲的話，我
認為就是過慮了。

■鄧小平先生還說，「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
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
國，而不是一個中國了。」

■不管這次政改方案能不能獲得通過，也不管
在此過程中香港會遇到多大風浪，中央都將
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於政總會見議員於政總會見議員 分四場討論政改分四場討論政改

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本月底對香港政改作出決
定，中央向反對派釋出善意，聆聽他們對政

改的意見。特首辦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宣布，張曉
明主任樂意應邀於本周五起與反對派「飯盒會」議
員會面。會面在本周五及下周一至下周三分四場於
政府總部舉行。

「政改三人組」出席 林鄭主持
會面由林鄭月娥主持，袁國強和譚志源也會出
席，並預料中聯辦會有其他相關官員出席。參與首
場會面的是民主黨，隨後是民協與「飯盒會」中的
個別成員，之後是公民黨及工黨，多個政黨已表明
答允出席。
張曉明主任於今年4月立法會訪滬期間，表明願
意與反對派議員交流政改。他當時表示，願意在回
港後兩個月內，與沒有單獨談過的所有議員，包括
沒有訪滬的議員，「逐一約談……吃飯不吃飯都
行，進中聯辦大樓或另外找地方談都行，悉隨尊
便。希望某些議員不要再拒絕我。」
不過，反對派獲邀與張曉明會面時「扭扭擰
擰」、要求多多，一時稱不會進中聯辦大樓，一

時又聲言不能單獨會面而要集體會面，結果已赴
約的僅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和教育界議員葉建
源兩人。

中央積極溝通 反對派頻設障礙
針對反對派議員要求見面的訴求，中央一直以來

都積極回應，例如今年4月在特區政府要求下，全
體立法會議員獲邀訪問上海。不過，反對派議員在
行程上不斷製造障礙，一時提出中央須確定哪一位
官員參與會面，才會考慮出席，一時又要求安排反
對派單獨與中央官員會面。
在反對派多多要求的情況下，中央及特區政府都

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滿足反對派的訴求，安排中
央3名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包括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和張曉明主任會見反對派議員。
最後，立法會全體70名議員中，最終有54人訪

滬，反對派部分議員堅拒出席，而訪滬的反對派議
員更在行程中各自「做騷」，社民連主席「長毛」
梁國雄更「自編自導自演」，入境時拒絕繳交其攜
帶的違禁品而自行決定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反對派議員早前提出希望由特區政府反對派議員早前提出希望由特區政府

作橋樑作橋樑，，安排與中央政府負責香港政改的官員會面安排與中央政府負責香港政改的官員會面。。特區政府昨日公布特區政府昨日公布

好消息好消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將應邀在本周五及下周一至下周三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將應邀在本周五及下周一至下周三，，分四場分四場

與反對派與反對派「「飯盒會飯盒會」」議員在特區政府總部會面討論政改議員在特區政府總部會面討論政改。。會面將由領導會面將由領導

「「政改三人組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律政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也會出席長譚志源也會出席。。

張曉明張曉明周五起晤反對派周五起晤反對派

除了目前備受矚目的2017特首普
選討論外，其實在2010年亦有一次
政改討論，經民主黨與中聯辦官員
會晤後，最終取得共識，令該次
的政改能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的
議員通過，香港政制發展邁進了一
大步。

民主黨曾赴中聯辦商談
在上次政改，原本的情況跟這次

政改接近，均處於「膠着」局面，
社會有較嚴重的分歧。2010 年 5
月，當時民主黨的正、副主席何俊
仁、劉慧卿以及張文光「破冰」，
到達中聯辦與副主任李剛等人會
面。雙方溝通雖然仍然有分歧，但
評論認為，有關會晤有助收窄分
歧，增加互信。

事實上，有關的會面只是約兩個多
小時，但整個安排的商討就進行了兩
個多月。在商討過程中，中央政府先
派代表與民主黨領導層初步接觸，中

聯辦又派出法律部部長馮巍等多位
高層官員，慎重、認真地商訂晤談的
各項細節安排，更願意應民主黨要求，
延至補選結束後才作晤談，盡顯中央政
府的誠意。在較後時間，中央亦多次與
民主黨商討，進一步確立互信。

2010年政改大比數通過
最後，2010年6月，立法會以46

票，即以近77%大比數，先後通過
2012年特區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修
改方案，以及2012年立法會選舉
辦法修改方案。

當時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指出，
政制要尋找突破點，方能跳出死
胡同，並認為不見得只有街頭抗
爭有任何出路，皆因只會令市民
感到無力與厭倦，捨棄對民主長
遠支持，這對於民
主長遠發展不利。

■香港文匯報
記者關據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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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港人意見 中央「門常開」
長期跟進香港事務，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上

任後，中聯辦多次與不同派別的政治人物接
觸，主動了解及聆聽各界不同的意見。這反映
中央長期打開溝通之門，就香港事務尋求社會
最大共識，但多次會面均因有不同的反對派
「搞事」而難以順利溝通。

張曉明赴立會「破冰之宴」
張曉明主任曾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工

作，參與香港回歸事務，他在被委任為中
聯辦主任前，任職港澳辦副主任。在上任
後，他強調： 「西環不治港，但是西環要
盡職，要把中央賦予我們的職責履行好，
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
在2013年7月初，張曉明應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邀請，與一眾議員會面。是香港回歸後首次
有中聯辦官員到立法會出席午宴，而且無論是
建制還是反對派議員均無任歡迎，因而被譽為
「破冰之宴」。
「破冰」後， 張曉明亦計劃在年底回請
議員，不料反對派竟然因為「宴會地點在
中聯辦」而拒絕參與，特別是公民黨、工
黨、社民連等，至於民主黨則認為地點並
不太重要。雖然社會意見均認為作客後在

主場回宴十分合乎禮節，但在反對派堅持
下，最終「回請飯局」亦告吹。
今年2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安排了幾

場與立法會議員的政改早餐會，中聯辦法
律部部長劉新魁亦有出席。不過，早前已
有9名反對派議員，包括公民黨的陳家洛、
毛孟靜；工黨的李卓人、何秀蘭；「人民
力量」的陳偉業、陳志全；以及梁耀忠、
梁繼昌及梁家騮表明不出席。

邀議員訪滬 反對派耍花招
在出席的反對派議員當中，激進的「長
毛」梁國雄及范國威中途離席；公民黨的
郭家麒更以「感覺、印象」來訛稱在會上
被恐嚇沒有「Plan B」，最終被一同與會的
其他反對派議員揭發是子虛烏有。
今年4月，中央為政改加強溝通，安排立

法會議員訪滬，即所謂的「上海之行」，
有參與訪滬的反對派議員亦認同是次會面
有助雙方之間的溝通。但亦有反對派繼續
無風起浪，「長毛」先自行返港後，工黨
兩人亦表示因長毛未能入境而退出；梁家
傑同樣找理由不參與行程；另有多名議員
拒絕參訪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關據鈞

&
�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將於本周五起於政府
總部分四場會晤反對
派議員，討論政改。

■■張曉明與反對派議員的會面將由林鄭張曉明與反對派議員的會面將由林鄭
月娥主持月娥主持，「，「政改三人組政改三人組」」均出席均出席。。

■■反對派議員昨日開記反對派議員昨日開記
者會者會，，部分人繼續擺出部分人繼續擺出
強硬姿態強硬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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