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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有普選總比無普選好
籲激情過後想想要不要一人一票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委員會

日前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

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反對派連

日不斷發放激進言論，企圖挑起市民的對立情

緒，拉倒特首普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日表示，明白到社會上有部分人不滿意中央今次

就普選框架制度的決定，有些人有些激情，但激

情過後，大家應想想中央同港府的關係，要不要

一人一票普選。他強調，有普選總比無普選好，

希望市民能夠了解中央的誠意和顧慮，以一貫的

平和、理性、務實態度，朝着民主這個大方向踏

出重要的第一步。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向傳媒表示，關心普選問題
的香港市民，應該仔細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

飛等前日的講話，了解中央的想法，「李飛副秘書長和兩位
中央官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簡介會上，向現場數百名
嘉賓，及透過在場採訪的傳媒，向全香港社會講解了2017年
開始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中央的決心、中央的誠意和中央
的顧慮，『打開天窗說亮話』，將中央的種種想法都向香港
人清楚介紹了。」
他續說，明白到香港社會上有部分人不滿意人大常委會就

香港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選舉的框架決定，更有一些人作出
激情的反應。但在激情中，大家都要反問自己，「激情過後
怎樣呢？香港社會和中央有的是一個怎麼樣的關係？……激
情過後，2017年之後，各屆的行政長官選舉，我們要不要普
選呢？抑或維持在2012年那種1,200人選舉委員會選舉的那
種方式呢？香港市民要不要一人一票的普選呢？」

倘選委會選特首 500萬人家中看電視
梁振英坦言，雖然中央的決定與一些人的理想有差距，但
不應該只與理想比較，也要與現實比較。「現實是，如果香
港不接受這決定、否決這方案，便不會有一人一票的普選。
究竟2017年後的特首選舉要實行普選，還是繼續由選舉委員
會選出行政長官，當1,200個選舉委員投票的時候，500萬人
坐在家中看電視，而不是去票站投票，這一點值得大家深
思。」

2017方案非終極 盼踏出首步
他並強調，自己的個人看法是，「有普選總比沒普選
好」，李飛副秘書長也說明了，2017年開始實施的特首普選
方案，並不是一個終極的方案，故他希望全香港市民，包括
已經表示反對有關決定的立法會議員，都能夠和大家一起，
朝着民主的一個大方向踏出第一步。

快啟動次輪諮詢 冀全城理性參與
梁振英指出，特區政府很快便會啟動下一輪的諮詢工作，
有了決定框架之後，還有不少重要的具體事情，需要透過香
港全體社會，有商有量達成共識，希望社會各界，包括反對
派議員，能夠一起做好今次的諮詢工作，繼續以香港人一貫
的平和、理性、務實的方式參加這場諮詢活動。
另外，就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日前聲稱，「有良心的特區主
要官員應該辭職來抗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梁振英強調，
特區政府支持是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特區政府下一步的工
作，就是按照人大這個具法律地位的決定，做好2017年普選
行政長官的後續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政
府還未提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反對派20
多名立法會議員已聲稱「一定會否決」。香港
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強調，香港政制
一旦原地踏步，本可以投票選自己的行政長官
的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將會失去投票的機
會。她呼籲大家珍惜普選特首的機會，支持和
配合政府推動依法落實普選，攜手促進香港的
民主發展，「有票，梗係要！」

「港民主進程一大跨越」
林鄭月娥昨日傍晚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出席

Ｑ嘜成立36周年暨准用證頒發典禮上致辭時，
主動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就香港政改問題
所作的決定。她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就2017

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作出決定，確定香港人可以從2017
年開始以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長官，「這個
是香港民主進程的一大跨越，亦是香港發展的
一個歷史性時刻。」

明年向立會交決議案
她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前日在一

場簡介會中強調，在香港現今社會的政治情況之
下，要能夠確保普選在理性氛圍之下進行，並最
終取得成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特區政府會
竭盡所能、迎難而上，盡快啟動第二輪的公眾諮
詢，並於明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決議案。」
林鄭月娥強調，「2014年肯定是香港政制發

展極為重要的一年。」如果要落實2017年特首

普選，「我們要爭取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大多數
議員的支持，唯有這樣，香港的政制才能踏出
重要的一步，否則我們就會原地踏步。原地踏
步的意思，就是我們繼續由1,200人組成的選
舉委員會選出下一任行政長官，而500多萬合
資格的選民本來可以投票去選自己的行政長
官，將會失去投票的機會。」
她表示，在首輪公眾諮詢時，香港工業總會

給了特區政府很大的支持和配合，「我希望當
我們啟動第二輪公眾諮詢時，仍然得到香港工
業總會的支持。我亦希望在座的朋友會珍惜這
個普選特首的機會，支持和配合政府推動依法
落實普選，攜手促進香港的民主發展。我們正
推出另一輪的宣傳計劃，今次的口號是這樣
的：『有票，梗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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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珠：人大決定是「開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反對派20多
名立法會議員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
改問題所作的決定是「落閘」，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
形容，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是「落閘」，而
是「開閘」讓香港可於2017年落實特首普
選。她提醒，香港所有立法會議員均已宣誓
擁護香港基本法，有憲制責任落實決定。她
又呼籲希望爭取普選的香港市民，一旦政改
方案被否決，就要令阻止方案通過的議員
「票債票償」。
譚惠珠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各方

都應先思考一下，不應太早就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下結論：「李飛剛解釋完為何有這樣的方

案、配搭、安排，大
家不要馬上說『要』
或『不要』。因為他
給予了一系列的理
由，而各支持不同方
案的人亦有不同的理
由，大家可以將兩方
面的理由先吸收，然
後才作出決定。若太
早表態，跟我心目中
方案不同便否決，那
便沒有商討空間，往
後思考過發現接受，
便會『無彎轉』。」
被問及香港反對派

聲稱人大常委會是次
決定是「落閘」，譚
惠珠認為這是香港社

會部分人的誤會。人大決定是「剪布」，不是
「落閘」，特別是很多人都不依基本法來討
論，因此要「剪布」，並「開閘」讓2017年可
落實特首普選。
譚惠珠其後出席香港青年聯會、香港菁英會

及香港華菁會聯合主辦的「香港普選向前走」
青年領袖座談會時。她強調，人大常委會就香
港政改問題所作的決定，對香港特區有約束
力，「（人大）常委有憲制責任遵守香港基本
法，但我們所有的立法會議員，他們宣誓了甚
麼？就是擁護香港基本法。我們所有議員都有
憲制的責任去落實有關決定。」

不考慮最大民意 需「票債票償」

她續說，當然有些人不考慮憲制上的責任或
不考慮最大的民意，在法律上也沒有什麼法
子，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票債票償。」
根據香港法例第十一章《宣誓及聲明條例》

的附表二，立法會誓言如下：「我謹此宣誓：
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議員，定當擁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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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廖長江：沒有所謂「國際標準」
出席同一場合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

議員廖長江分析了所謂的「國際標準」。他指
出，不同國家及地區都有不同的選舉方法，並
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
他以屬於香港反對派陣營的、立法會資訊科

技界議員莫乃光提出的所謂「國際標準」來分
析，「他的標準就是公民參與及沒有不合理的
篩選。我質疑，他說的參與是投票還是提名？
若是提名部分更加沒有『國際標準』。如果是
選舉，那（特首普選框架）都已經一人一
票。」
廖長江指出，英國根本沒有「公民提名」，

只是議會多數黨的領導成為首相。「如果沒有
公民參與就不符國際標準，那就是對我們現時
認為民主的國家作出一個很大的控訴，因為很
多都沒有。」
就莫乃光所提到的第二點「沒有不合理的篩

選」，廖長江認為目前唯一的所謂「篩選」只
有一個門檻，就是「愛國愛港」。他反問道：
「難道這個要求不合理嗎？」

反對派行錯兩步
劉兆佳：「抗爭」無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面對反對派企圖拉倒政
改，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
兆佳昨日指出，反對派在爭取
政改的過程中，行錯了兩步，
分別是透過「佔中」手段，壓
縮溫和反對派的生存空間；其
次，是「佔中」被激進反對派
騎劫，引發無可估量的動亂因
素，令中央對特區的管治方針
趨向強硬。劉兆佳認為，若政

改原地踏步，對香港沒有任何好處，他寧願接受現有的普選
框架，再通過普選制度，逐步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

不容對抗中央者任特首
劉兆佳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人大常委會已經為本
港的政改問題訂出了底線，且姿態強硬，港人再「抗爭」，
並沒有任何好處，更會影響雙方之間的關係。
被問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政改問題的決定很「緊」，
他對此結果不感到意外，反映中央不能容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
任特首。而綜觀內地和國際形勢，即使香港反對派不再提出「公
民提名」和「佔中」等訴求，反對派與中央根本沒有任何共識
可言。香港的政改問題，中央不會採取寬鬆的態度。
劉兆佳並分析，在今次的政改討論過程中，反對派行錯了
兩步。第一步，就是拿「佔中」壓縮溫和反對派的生存空
間；第二步，就是「佔中」行動到了中期階段，已經被激進
人士「騎劫」，更以「佔中」作為對抗中央的「武器」。倘
若「佔中」過程引發嚴重動亂，甚至惹來外國勢力介入，中
央與反對派之間的互信勢蕩然無存。
他認為，「抗爭」不但無效，反而影響雙方關係。若政改原

地踏步，對香港亦沒有任何好處，寧願接受現有的普選框架，
再通過普選引發的政治動力，逐步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

珠姐兩度駁張達明歪理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
昨日與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
師張達明在一個電台節目激辯香
港政改問題。張達明在節目上，
多次說錯概念或基本資料，被譚

惠珠即時駁斥。譚惠珠強調，人大決定按照選
舉委員會組成普選特首的提名委員會，可以確
保了解建制重要性的人有較大發言權。她又
說，港人毋須急於決定是否接受政府的政改方
案，政改的焦點應該在於市民可以一人一票投
票。

提委會只提名 票在選民手中
譚惠珠與張達明昨日在商業電台節目激辯香
港政改問題。張達明在節目上聲稱，特首參選
人須獲提名委員會得過半數支持方能成為候選
人是「高門檻」，是有所「倒退」，馬上被譚

惠珠駁斥，「你是教基本法的，我想你忽略了
一點，提名委員會由『會』提名，因此要有集
體意志，而且跟以往不同，以往選委是同時參
與投票選舉，而《決定》的提名委員會只參與
提名，投票的票則在選民手中。」
她續說，香港特區在回歸後17年走了其他國
家超過100年的路，英國和美國均要150年後才
能不分膚色、性別投票，而香港的一人一票，
外籍人也可以選，這是一點都不慢。

基本法承諾普選 說明視乎情況
張達明眼見「輸了一仗」，再度「發炮」欲收
復失地，但又再說錯香港基本法的內容。他稱：
「若不是基本法承諾我們有普選，我們的失望不
會有這麼大……寫明2007年已有，不用等到
2017年，現在已推遲了10年。」譚惠珠馬上指
出：「這一點你又說錯了，寫的是『可以』不是

『一定』。希望你不要一開口便說10年前已承
諾給予，因為已說明要視乎當時情況。」
在兩度被駁斥後，張達明都無力反駁，居然
以「不要說太多那些法律用語」來回應，及後
張達明的意見被譚惠珠認為是有不對，但張達
明仍堅持發表，譚惠珠便說：「我很尊重你，
已說了近一小時，你繼續說吧！」
譚惠珠又提醒港人，政改的焦點應該是可投
票的人由千多人增至數百萬人，結果會是貼近
民意，才能當選，整個政治生態，政府民望等
都會因此而出現變革，這才是重大的轉變。
她強調不走政黨政治下，所以才有四大界別
的設計，令香港不同界別都能均衡參與，選出
的社會領導，兼顧各階層利益，而不是利益集
團或政黨的代表。「有競選之下，而票在人民
手中，當選者不可能不顧及人民的意願、福
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關據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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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呼籲市民珍惜普選特
首的機會。

■劉兆佳。 資料圖片

◀梁振英強調，有普選總比無普選好，希望市民能夠了
解中央的誠意和顧慮，以一貫的平和、理性、務實態
度，朝着民主這個大方向踏出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圖片

■「香港普選向前走」青年領袖座談會，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廖長江、全國政協第十二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方方主
講。 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