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計劃
在10月1日國慶日舉行遊行，有消息指活動
可能演變成「佔領中環」。旅遊業界指，近
日開始收到境外遊客查詢是否會影響行程。

董耀中憂部分旅客可能不來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昨日在接受

傳媒訪問時透露，近日有海外旅客查詢「佔
中」情況，以外地商務旅客的查詢比較多，
「因為他們大多住在中環附近，會擔心『佔
中』有影響，有部分人指可能會不來。」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酒店訂房比
去年同期減少約一成，而因應「佔中」可能
發生，部分國際性酒店以自身的聯網互相調
整，例如將中環區住客調往其他地區，「旅
客普遍較留意人身安全。」
不過，酒店業協會執行總幹事呂尚懷認為，

國慶黃金周有7日，預計即使「佔中」只會持
續一、兩日，估計整體酒店入住率與去年同期
差不多，可達到八成多。有鐘錶界則稱，十一
黃金周初期並非旅客訪港高峰期，即使有「佔
中」也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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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票」僅其中一部分 憂政客為選票派糖遺禍

反對派稱否決政改 黃友嘉：非常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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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定後，香港

反對派即聲言要杯葛特區政府下階段的政改諮詢。前財政司司長、南豐集團行政總裁

梁錦松昨日指出，民主需要配套，「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只是民主的一部分，並舉美

國為例，指政客為求選票而提出減稅和「派糖」措施，令其債台高築，故最重要的是

既有民主又有均衡參與。

「真兄弟」再爆料
黃之鋒屢會美官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人大常委會上月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
定，香港反對派議員聲言會否決普選方
案。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左圖）
昨日指出，特首普選牽涉國家安全問
題，香港反對派不理會這些原則，聲稱
要否決政改方案，是「非常錯」的做

法。他強調，現實上，不存在不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框
架下的方案，就可以換另一個「更好」的方案，向前踏
出一步落實普選，遠較原地踏步好。

特首掌機密資料涉國家安全
黃友嘉昨日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示，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的決定，首要是確保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因
為特首掌握大量機密資料，牽涉國家安全問題，反對派
將這些原則性問題置之不理，是「非常錯」的做法。
他形容，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審慎穩妥，特首提名委
員會的組成及要求「過半數提名」，可確保特首候選人
得到四大界別的廣泛支持，而提委會有「把關」作用，
有責任提名出「不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
被問及香港反對派聲言要否決政改方案，黃友嘉表

示，現實上，不存在不接受普選方案，就可以換另一
個更好的方案，如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提出的方案，不獲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香港政
制就會原地踏步，他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不希望看見此
情況。

應集中人大決定框架內推普選
他強調，香港仍有時間商討政改問題，目前應集中考
慮在人大決定的框架內推動普選，重申向前踏出一步遠
較原地踏步好，並期望反對派冷靜思考政改問題。他又
說，反對派中人將來也可以參與特首選舉，甚至當選特
首，但最重要是他們的定位要有大調整，因為他們習慣
做反對派，無考慮過一旦執政時會如何調整。
被問及特首梁振英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廣東考察，

黃友嘉認為，反對派不應因政改爭拗而拒絕參加、停止
與內地的正常交流。他強調，香港與內地的交流應恆常
化，例如食物安全、跨境老人照顧等，「如果同廣東省
沒有好的協調，就解決不到香港人關心的問題。」

拒改維園集會期
民陣威脅搞「應變」

循道衛理發指引 促理性持平論時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繼聖公會、東華三院等香港多個辦學團體表明

不鼓勵師生以罷課形式表達訴求，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學校教育部
部長簡祺標日前亦向屬校校監及校長發指引，表明不鼓吹屬校學生罷課，並鼓
勵同學以理性及持平的態度討論社會議題。
轄下有近20間中小學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在日前發出的指引提出，會尊重
及諒解學生關心社會問題的熱忱，但不鼓吹屬校學生參與任何罷課行動。對
有意罷課的師生，該會指教師須秉持專業，肩負教學責任及維護學生安全；
罷課學生則須得到家長書面同意，在罷課期間不可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也
不可干擾不參與罷課的學生。

華仁「中立」不主張離校集會
香港及九龍華仁書院校監周守仁昨日在出席香港華仁活動後指，他目前未

收到師生的罷課通知，而校方對罷課「中立」，不鼓勵亦不會阻止罷課，但
罷課的學生須提供家長信，證明家長同意，就可不當作曠課，也不會有處
罰。香港華仁校長校長蘇英麟則強調，校方不主張學生離校參與罷課行動，
並期望學生能回校，屆時將提供場地安排學生舉辦活動，在課室以外的校內
地方罷課及集會，以確保學生安全。

署名「民主真兄弟」人士連日披露「真普選
聯盟」的會議紀要，揭發「佔中三丑」是鼓吹
中學生罷課的幕後黑手後，昨日再在網上列出
罷課旗手「學民思潮」的「大事記」，聲稱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多次邀請「學民」召集人黃之

鋒會面，探討赴美留學問題，也有「美國國家民主基
金會」向黃承諾，一旦被警方檢控，將獲安排全額資
助赴美英留學。不過，有關消息並無文件佐證。

「學民大事記」網上曝光
署名「民主真兄弟」人士昨日在社交網站列出

「學民」成立3年多來的「非正式大事記」。他
稱，2011年7月，美國商會曾邀請「學民」召集人
黃之鋒及其父母到澳門遊玩；2012年8月，時任美
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與黃之鋒父親黃偉明、公民黨
主席余若薇4次開會，每次長達3小時。
「大事記」續稱，2012年11月，美國駐港總領事

館教育部門官員Tin Dalton與黃之鋒餐聚，探討黃
赴美留學及申領獎學金問題。2012年11月，「美國
國家民主基金會」臨時撥款10萬美元，通過「天主
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葉寶琳交給黃之鋒，作為
活動經費。
「大事記」稱，今年5月，該基金會又向黃之鋒
承諾，如他被警方檢控，將獲安排全額資助赴美英
留學。今年9月，黃之鋒與工黨主席李卓人座談，
李擔心解放軍駐港部隊介入「佔中」，黃「回應」
稱，倘駐港部隊介入，他會發動和組織學生包圍駐
港部隊軍營，並在軍營外靜坐示威。

大爆「學民」多次內訌原因
「大事記」並列出「學民」內部多次內訌及其原

因，包括在2012年10月，「學民」 改選召集人
時，現任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得票高於黃之鋒，
但張突然以「不再是中學生」 為由讓位。今年3
月，「陳某某」交給黃之鋒160萬港元，「學民」
內部就款項使用問題發生分歧，有成員懷疑黃挪用
款項，引發「學民」內訌，成員林朗彥、黃莉莉隨
後退出「學民」。
不過，由於「大事記」的內容並無提供任何文件

佐證，故難辨真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錦松昨日出席由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大學主
辦，恒生銀行支持的「恒生銀行－青年領袖

教室2014」論壇，並以《亞洲中產崛起》為題發
表演說，與現場超過300位青年領袖分享其見解，
並勉勵香港青年人應把握機遇、為貢獻社會作好
準備。

美債台高築 泰爭拗不斷可為鑑
梁錦松在論壇上談到香港政制發的問題。他指
出，民主需要配套，「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只是
民主一部分。環顧國際經驗，不少政客或政府為
求選票而提出減稅和「派糖」措施，一旦無錢就
借債，將留給子孫的盈餘都花費掉，就像美國，
現在已債台高築，「民主是一個理想概念，在實
施過程於古今中外皆有瑕疵。」
他續說，「在『一人一票』選舉制度的國家

（及地區），比如泰國，由於居於農村窮人較城
市的中產知識分子多，導致城市人不斷作反。
『一人一票』就是民主？最重要的是，既有民主
又有均衡參與，確保少數人的話語權。靠舉手是
否絕對公平值得思考。」
梁錦松坦言，香港基本法「白紙黑字」要保護
香港特區的資本主義制度，但香港社會有部分人
的呼聲及做法「是否符合有關的自由市場原則，
則值得商榷」。

「中央講話是『算數』並絕對會體現」
梁錦松強調，中央希望「一國兩制」成功，所
以也希望香港實現特首普選。不然，中央早在
1997年就可以要求香港實行內地的法律，毋須今
天「搞到好似好辛苦……中央想香港採用內地的
一套，就不會讓香港有直選。我理解雙方的落
差，但大家無需一面倒批評中央『收緊香港權

力』。既然中央已經對香港作出承諾，特別是國
際間的承諾，中央講話是『算數』並絕對會體
現。」
有參與論壇的學生在答問環節時聲稱，中央早
前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重新演繹」了
香港基本法的條文，是否代表中央已「收緊」香
港特區的「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方針政策？梁
錦松指出，英國也曾發表聲明及文章，明確表明
白皮書並無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也沒有重新
演繹「一國兩制」，只是清楚闡明了「一國兩
制」的概念。

白皮書無重新演繹香港基本法
他強調說，香港基本法與《中英聯合聲明》，
已就「一國兩制」作出清晰規定，如香港不可以
擁有自己軍隊，不可以有自己外交政策，及自行
訂定貨幣及稅制等，即使大家未必喜歡白皮書的
語調，但它並無重新演繹「一國兩制」及香港基
本法，只是澄清了社會似是而非的爭論，「港人
以普通法看待法律，即除非規定不可為否則可
為；內地採取大陸法，即定明可為先可為。大家
不能過分簡單演繹兩套不同法律。」
梁錦松並以東江水輸港及CEPA為例，說明「一

國兩制」是香港發展最好的保證，香港人毋須多
疑，「正如當年未收回香港，中央仍然將東江水
輸到本港，並為香港提供最佳的食物。2003年，
香港市道死寂，中央答應與香港簽署CEPA，令經
濟迅速反彈。中央並非為求賺取外匯，而是香港
屬於中國的地方，中央希望香港好。」
他說：「內地與香港當然有不同制度，既然港

人不希望將內地的制度帶來香港，同時亦不應將
香港制度強加國家身上。大家應該互相理解及支
持。這正是香港發展最好保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有人近期在網上披露「香港2020」
及公民黨在今年9月5日與學生組
織舉行會議的文字紀錄，顯示多名
與外國政府有緊密聯繫者煽動香港
青少年學生使用暴力以達到目的。
「愛港之聲」昨日發表聲明，指不
少學生家長和關心青少年的市民都
對此感到十分憂慮，故要求執法機
關應主動調查及防止有關團體煽動
青少年學生作出違法行為。
「愛港之聲」在昨日的聲明中指

出，根據近日網上公開的、「香港
2020」及公民黨在今年9月5日與
學生組織舉行會議的文字紀錄，有
與會者稱要推動青少年在「民主運
動」中扮演「先鋒」的角色，並煽
動學生不惜以暴力、違法、甚至流
血來迫使政府讓步。

打着民主旗號
推青少年充「炮灰」

「愛港之聲」質疑，香港有某些
政治組織正借助外國政治勢力，打
着爭取民主的旗號，利用青少年學
生關心社會的熱情，策劃和推動他
們擔任先鋒，進行長期抗爭運動。
甚至不惜使用違法和暴力手段以求
達到目的。「這是一眾學生家長和
關心青少年人的香港市民所強烈反
對的。」
「愛港之聲」強調，他們支持青
少年學生以和平理性的態度關心社
會事務和表達意見，但青少年在行
使公民權利時要尊重其他同學的選
擇，及兼顧社會大眾的利益，並強
烈譴責一些別有用心的政治組織成
員，利用青年學生關心社會的熱
情，打着爭取民主的旗號，來煽動
他們進行抗爭，以至使用群體暴
力、違法活動來達至目的。
「愛港之聲」認為，為了保護青
少年學生免被政治組織利用推往前
線作「炮灰」，他們建議執法機關
應主動調查及防止有關團體煽動青
少年學生作出違法行為，並呼籲全
港市民提高警惕，防止青少年同學
被煽動作出違法的行為；全港市民
同心協力，保護學生，以免他們成
為政治犧牲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陣於9月
30日及10月1日國慶假期舉行遊行，並申請
在維園集會，惟負責管理場地的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指早有團體於當日在維園6個足球
場舉行大型活動，故不能再批給其他後來申
請團體使用而拒絕其申請，並建議民陣考慮
在10月2日公眾假期使用維園舉行活動。民
陣昨日「威脅」稱，他們將會啟動「應變方
案」，並「請市民繼續留意未來的行動公
布」。
就民陣聲言康文署拒絕他們在9月30日及

10月1日以維園6個足球場和中央草坪作為
遊行集合點，康文署發言人昨日表示，當局
已聯絡申請團體，解釋署方在審批10月1日
申請所面對的困難，和該申請與當天在維園
活動可能帶來公眾的不便和混亂。

康文署協調 提議10月2日交場
發言人解釋，由於早有團體於10月1日下

午在維園6個足球場舉行大型活動，因此不
能再批給其他後來申請團體使用；且有關團
體所擬舉辦的公眾集會活動涉及人數眾多，
預計參加者為5萬人，遠超維園中央草坪可
容納的人數，康文署經審慎考慮及與相關部
門研究後，基於公園管理和人群控制，及希
望讓市民均能安全及舒適地享用公園設施等
考慮因素，故不宜接受有關申請。
因此，康文署建議有關團體考慮於10月

2日公眾假期使用維園舉行活動，而為方便
及協調各申請團體，康文署會要求另一活
動舉辦單位在10月1日活動完畢後，盡快
清理並歸還場地，以便署方可以於10月2
日盡量騰出更多空間，以供申請團體考慮
使用。
民陣昨晚發表聲明，稱民陣不會在申請場
地等問題上與特區政府「糾纏」，並將啟動
「應變方案」，「請市民繼續留意未來的行
動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學聯發起的罷課一星期的行動，香港大學學
生會會長梁麗幗昨日聲言，他們會視乎特區政府及社會的反應，不排除將行
動升級，揚言包括考慮「無限期罷課」或其他所謂「公民抗命」行動。中文
大學學生會會長張秀賢則稱，期望參與罷課人數超過8,000人。
張秀賢昨日在電台節目稱，有來自24間大專院校的學生表示會參與下星期的
罷課，期望首日於中大百萬大道的集會可超過8,000人參加。梁麗幗則稱，罷課
期間各院校的「罷委會」會一直留意同學及社會的反應，又聲言不排除將行動
升級，包括考慮「無限期罷課」或類似七一遊行後留守遮打道的行動。

■梁錦松指出，民主需要配套，「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只是民主的
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既有民主又有均衡參與。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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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界憂「佔中」損港旅遊業

唐偉章：理大按程序處理請假缺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有學生團體發起罷課，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

昨日重申，校方的一貫立場是不鼓勵學生罷課，但不會反對他們參與，相信
同學可以自己思考後作決定。他又強調，已與學生會進行溝通，大學基本上
會按照既定程序處理教師及學生的請假及缺課事宜。
唐偉章昨日解釋，大學各學院、學系的老師平日都要處理缺課問題，學生有
時候生病或有不同原因要缺課也經常發生，涉及「罷課」的缺席，校方會照慣
常的規矩處理。他又指，不鼓勵學生以退學來表態對抗政府。

學聯恫嚇或「無限期」罷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