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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面對學聯將於下周發起大

學生罷課，八所資助院校大致採取「不鼓勵，但尊重行動自

由」的態度。昨日八大校長及副校長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高等教育發展進行會面，亦有討論有

關問題，有份參與會議的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在會後表明，

特區政府並無就罷課問題向大學「施壓」或給予指示，並認

為學生行動應在合法和理性環境進行。林鄭月娥在另一公開

場合亦表明，政府一定不會干預大學處理罷課問題，但她強

調，中學生大部分都是未成年，政府和各主要辦學團體立場

清晰一致，絕不贊成在中學進行罷課。

沈祖堯：空檔開會非「施壓」
八大院校校長及副校長昨午與林鄭月娥及吳克儉會面，歷時一個多小
時。沈祖堯於會後指，八大校長每年都有機會就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政務
司司長交流意見，今次正值林鄭月娥在兩輪政改諮詢之間有空檔，因此
選擇在這個時候開會，不認同約見的時間有「施壓」的意思。他指，今
次會面屬非正式會議，討論範圍廣泛，主要談及高等教育的發展，例如
學位與宿位不足問題及港生和內地生的關係等，在會議最後約10多分鐘
才提到罷課和「佔中」。

「絕對無畀壓力和指示」
沈祖堯表明，特區政府沒有就罷課或「佔中」向大學施壓或者給予指

示，並引述林鄭月娥指，不會給予八大任何壓力，大學生是成年人，應
有判斷能力，但希望所有活動是在合法的情況下進行，同時要尊重其他
不參與罷課的學生，不會對學校構成影響；林鄭又表示，尊重和同意院
校的處理做法，「絕對無畀任何壓力和指示如何做。」沈祖堯指，與會
校長有向林鄭月娥提及有學生打算「佔中」，而對方主要想知悉情況，
並無任何指示。
面對大學界罷課，沈祖堯指，院校所有學術活動如常，學生照常上課，
各院校亦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自由，亦相信他們關心社會才這樣做。
同場的科大校長陳繁昌則表示，社會大眾都關心「罷課」議題，無論

立場如何，這個時候討論是可以理解，也是很自然的事，已經透過互相
溝通，表達大學的立場。他又指，大學校長不時見面討論大學發展情
況，亦有討論包括政改、「佔中」和罷課等議題，但各院校就此並無
「共同意見」，由校本處理，但基於目標相似，各校的處理手法也差不
多。港大校長馬斐森則指，各所大學很多時就不同議題互相溝通，並非
僅討論罷課，但對於大學領袖而言有關議題都重要。

籲大學生三思及自己負責
林鄭月娥則在昨傍晚出席國慶酒會時交代會面情況，她指已向八大表
明，政府一定不會干預大學處理罷課的問題，尊重大學自行用適當的方
法處理。而據她了解，大學無新措施和政策應對，即一切如常，以比較
包容的態度處理有關問題。她又強調，希望學生合法和理性進行活動，
並不影響其他不參與罷課的學生。如果大學生參與罷課，要想清楚及負
上個人責任。
對於有意見稱與大學校長會面或有干預校政之嫌，林鄭月娥再解釋，
會議並無預設議程，更非專程開會討論罷課，個多小時的會面有關議題
只佔10多分鐘。她又指，自己作為政務司司長，有時間便會與不同界別
的持份者見面，加深了解，如是次會議便是討論高等教育常見的問題。
另被問及中學生被煽動罷課，林鄭月娥以較強硬態度指出，政府和各主
要辦學團體立場清晰一致，絕不贊成在中學進行罷課，她強調中學生大部
分都是未成年，而中學是講求有紀律的地方，罷課行動完全不適合。

林鄭：絕不贊成中學生罷課
晤八大校長表明不干預 冀學生合法理性進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面對
政治團體不斷煽動學生罷課及參與違法
「佔中」，再有辦學團體發表反罷課指
引，抗衡歪風。香港佛教聯合會昨日發
表的聲明，開宗明義表示「學校應盡力
保護學生避免捲入任何可能違反法例的
活動中」，直言「不認同學生參與罷
課」，並表示該會及會屬機構「不會參
與或支持任何相關活動」。香港中學校
長會昨日亦發表聲明，守護學校教育專
業自主。

罷課須家長同意 承擔後果
佛聯會表示，在學校層面，該會一直
教導學生遵守法紀，「就目前社會政治
議題爭論激烈之際，學校應盡力保護學
生避免捲入任何可能違反法例的活動
中。」該會亦直言不認同、不支持、不
參與罷課或任何相關活動。
假如有學生要參與罷課，該會強調
「任何個別學生的行動不可、亦不得影
響學校的正常運作或騷擾其他人士」，
如有違反則按校規處理。若學生執意要

參與，該會表示學生必須先獲得家長同
意，學校亦應該讓學生了解活動對其本
人造成的影響，以及需自行承擔後果。
至於員工能否參與有關活動方面，佛聯
會表示，該會的各服務單位都有其既定
服務目的，員工不應因表達個人立場或
意見而影響正常服務。
為免該會及會屬單位的立場被騎劫，

佛聯會聲明亦提到︰「在未得本會及相
關單位管理委員會同意的情況下，均只
屬其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會或會屬單
位之立場。」

中學校長會斥政治損專業
另外，香港中學校長會昨日亦發表聲

明，守護學校教育專業自主。該會於聲
明指出，「個別不同背景的團體嘗試以
政治方式左右學校管理及正常運作」，
譴責這些行為「干擾學校專業工作，破
壞校園和諧生活，更加劇現時社會互不
信任及分化」，認為這些政治壓力「必
須在校園外止步」，呼籲各界「對學校
給予支持及專業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有反
對派組織計劃在本月下旬發起罷課，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表示，大學
生有獨立思考能力，希望參與的學生在
罷課之餘，也應思考如何向前推動香港
政制發展，實現民主化。

應和平訴求 勿阻他人學習
張炳良又認為，政制發展應該在香港

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定下的框架中
進行，但細節未進入討論，如提委會組

成的細節仍有一定討論空間。
至於學生罷課對社會的影響，張炳良

認為大學生追求理想是正常之事，只要
不影響他人學習，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
是無可厚非，社會要尊重，相信各院校
校長或管理層有制度及智慧處理事件。
不過，他認為中學對於課堂管理及紀律
要求與大學不同，初中生與高中生的成
熟程度亦不同，他沒有正面評論中學生
應否參加罷課，只引用教育局的意見指
中學生不應罷課。

羅范：「佔中」罷課阻港經濟

佛聯會反罷課：學生勿違法 張炳良盼大學生推動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特區政府即將展開政改第二輪諮詢，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透露，有關籌備工作正在努力進行，希望能夠在下
月展開諮詢。她又指，隨着全國人大常委會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決定
了明確的框架，當中一些具體細節需要敲定，所以政府要盡快啟動第二
輪諮詢，希望可以爭取在明年第一季，將有關細節，及關於修改《基本
法》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產生方法的修正案提交給立法會。

盼反對派續有商有量
林鄭月娥又指，政府已經過很大的努力，並獲得中央政府支持，確認
2017年開始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讓行政長官的誕生由原由1,200人的
選舉委員會決定，變成為可以讓超過500萬名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
是民主進程的一大步，回應了巿民訴求。她希望反對派接受這次的民主
進程，在下一階段繼續和當局有商有量。

冀下月政改次輪諮詢

李國章：罷課終害中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學聯及「學

民思潮」分別煽動大專生及中學生罷課，妄言
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對香港政改的決定。行
政會議成員、前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昨日指
出，罷課的目的不可能實現，行動形同「做
騷」，更浪費學生自己的時間。他強調不支持
罷課，認為大專生罷課犧牲不大，而將政治引
入中學的做法完全不適當，最後受害的只是學
生。

批明知無作用「做騷」嘥時間
學聯發起大專生下周罷課，以要求全國人大

常委會撤回決定並向港人道歉，和特首梁振英
及特區政府負責政改的官員辭職。李國章昨日
於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不支持罷課，而全國人
大常委會不會改變決定，批評策劃罷課的人士
明知目的不可能實現，行動形同「做騷」，浪
費學生自己的時間。

退學犧牲最大 做不到僅做戲
他指大專生有權選擇罷課，但罷課對社會沒

有什麼影響，也看不到本身有什麼犧牲：「大
學生罷課，說可以犧牲一個星期不上課，這是
否一個那麼大的犧牲呢？大家也做過大學生，
我們很多時候也不上課。」他認為如果大學生

要讓人看到為政改犧牲，就應該選擇退學，將
學位讓出給副學士學生或未能升上大學的學
生：「要讓人看到有犧牲，最大犧牲就是你退
學，你做不做到？如果你做不到，即是做一些
又不做一些，簡直讓人看見你在做戲。」
李國章認為，大專生關懷社會完全沒有問

題，但關懷社會有很多途徑，例如做義工，罷
課只會傷害自己。他又指已感受到大專生的不
滿，並寄語他們作為成年人，「不能你要什麼
就全給你」，訴求要逐步、有商有量的處理。
被問到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指會支援罷課學
生，曾任中大校長的李國章不評論沈的言論，
但表示尊重他的做法。

絕大部分家長反對政治入中學
對於中學生罷課，李國章強調做法完全不適

當、不可接受，指絕大部分家長都不希望將政
治引入中學，情況令人聯想起文化大革命，
「我們又弄一班『新紅衛兵』出來，是否大家
想這樣？」他說，紅衛兵當時是如何不聽家長
和老師的話，大家也很清楚。

■李國章強調不支持罷課，將政治引入中學的
做法完全不適當，最後受害的只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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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表明，
政府一定不會干預大學
處理罷課問題，但她強
調，中學生大部分都是
未成年，政府和各主要
辦學團體立場清晰一
致，絕不贊成在中學進
行罷課。 曾慶威 攝

◀沈祖堯（右四）昨表
示，今次正值林鄭月娥
在兩輪政改諮詢之間有
空檔，因此選擇在這個
時候開會，不認同約見
的時間有「施壓」的意
思。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行政會議
成員羅范椒芬昨日在公開場合再次回應大專
生發起罷課，她指大專院校學生是成年人，
學生自行決定以罷課的形式去表達情緒「無
可厚非」，但希望他們發洩過後，認真認識
國家及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她又認為，全
球經濟向前發展，「佔中」和罷課等不合作

運動會拖慢香港的發展，非香港之福，而中
央的決定不會動搖，希望香港不會有「自
殘」的行為出現，期望港人在政改的議題上
凝聚社會共識，思考香港的出路。

盼凝聚共識 選特首帶領香港
羅范椒芬表示，欣賞年輕人關心社會，並

願意「行出來」，證明他們愛香港，但認為
表達民主有多種方法體現，包括溝通和包
容，「有很多核心價值不能夠只看選舉的方
式。」她又認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改
框架下，於本地立法上仍有很大討論空間，
而多數港人都希望將來政府的政策能回應社
會所需，行政立法及施政也更暢順，所以她
希望在2017年一人一票的普選香港特首中
能凝聚共識，確保選出來的特首有心有力帶
領香港。

■張炳良認為，政制發展應該依法進行，提委會組成
的細節仍有一定討論空間。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