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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三十五天

反對派擬再「公投」各界批違法
訟黨懷鬼胎推鴿黨送死 議員責無法律依據浪費公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為延續「佔領」聲勢，香港反對派又再

宣布與學聯計劃通過議員辭職引發變相「全民公投」。不過，眾反對派

政黨難免私心作祟，並無「超級議席」的公民黨，「力撐」由「超級議

席」議員辭職，在3個反對派「超級議席」議員中佔兩個的民主黨，就堅

持「五區請辭」較好，掀起內部爭議。有政界人士則批評，所謂「公

投」並無法律依據，反對派此舉是在浪費社會資源。

學聯擬闖京 外交部：依法處理

立法會議員梁君彥提出動議，引用《權力

及特權條例》（下稱「特權法」）調查「佔

中」的組織策劃，昨日被反對派議員否決。

「佔中」毫無疑問傷及廣大公眾利益，有必

要動用特權法追究事件的來龍去脈，保障公

眾的知情權，將「佔中」組織者、參與者應

承擔的法律責任公諸於眾。反對派議員刻意

阻礙調查，袒護包庇「佔中」，暴露反對派

議員與「佔中」沆瀣一氣，害怕特權法查到

自己，查出真相。反對派議員充當「佔中」

「保護傘」，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包藏禍

心，與民為敵，必定會遭到選民的嚴懲。

特權法被喻為立法會的「殺手鐧」、「尚

方寶劍」，專門用於監察政府施政和調查關

乎香港重大利益的事件。「佔中」是回歸以

來最大型的集體違法行動，示威者長期癱瘓

交通，公然違反法庭命令，暴力衝擊警方，

嚴重破壞法治精神，市民蒙受難以估計的現

實和潛在的損害。「佔中」組織策劃嚴密，

有大量物資、資金支援。種種跡象顯示，

「佔中」就是外國勢力策動的港版「顏色革

命」，企圖觸發政治危機，令香港變天。運

用特權法這把「尚方寶劍」調查「佔中」真

相，可讓違法亂港的惡勢力無所遁形。

反 對 派 議 員 為 違 法 「 佔 中 」 做 「 擋 箭

牌」，連查都不讓查。反對派議員阻礙動用

特權法追查「佔中」，就是因為他們與「佔

中」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是「佔中」的參與

者、支持者和組織者。反對派政黨幾乎都收

取過「佔中金主」黎智英的鉅額捐款，何俊

仁、梁家傑主動教唆、煽動「佔中」示威者

違反法院的禁制令，黃毓民更視旺角「佔領

區」為自己地盤，是旺角暴亂衝突的罪魁禍

首之一。如果用特權法追查「佔中」，最終

會追查到反對派議員頭上。為免引火燒身，

負上法律責任，反對派置法治公義於不顧否

決動議。

反對派議員不要以為包庇「佔中」，就能

掩蓋「佔中」破壞法治、禍害香港的事實，

就能讓反對派議員蒙混過關。市民的眼睛是

雪亮的，反對派議員不為民作主，不保民利

益，不徹查「佔中」，為「佔中」保駕護

航，必定遭到千夫所指，日後選舉必將票債

票償。

袒護包庇「佔中」 反對派縱容犯法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證實，「佔領行

動」團體正討論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變

相「公投」，以承接「雨傘運動」。在香港特

區搞「公投」，是違法違憲的行動。辭職變相

「公投」不過是公民黨及社民連2010年搞「五

區總辭，變相公投」的翻版，反對派欲故伎重

施，不僅是要為敗象畢呈的「雨傘革命」轉移

戰場，而且進一步暴露「佔中」的底牌是「港

獨」。但是，任何人企圖搞「港獨」必定失

敗，包括港人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絕不答應。

「公投」是由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的，是一

種憲制性安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義，

而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投」制度。香港特區的

一切權力都由中央授予，根本不能用變相「公

投」挑戰中央權力和國家主權。2010年公社兩

黨搞「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當時港澳辦、

中聯辦和特區政府都嚴正指出，在香港以任何

形式對未來政制發展問題進行所謂「公投」活

動，都是與香港的法律地位不相符，都是沒有

憲制性法律依據，沒有法律效力，有損於廣大

香港市民的福祉。

反對派要搞承接「雨傘運動」的辭職變相

「公投」，不僅僅是2010年「五區公投」的故

伎重施，而且是企圖令敗局已定的「佔中」換

一個形式延續下去，是一場企圖以所謂「公民

授權」挑戰中央主權，為反對派搶奪香港管治

權鳴鑼開道，最終實現「港獨」的罪惡陰謀。

善良的市民必須識破反對派的險惡用心，挫敗

反對派利用「公投」禍港殃民的陰謀。

2010 年公民黨及社民連策動的「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是效法陳水扁以「公投」謀「獨

港」之手法，對抗人大常委會 2007 年底的決

定，挑戰中央憲制權力，實質就是「獨港」向

「一國」挑戰。現在，反對派議員計劃辭職引

發變相「公投」承接「佔中」，是要轉移戰場

對抗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但是，「佔中」作

為港版「顏色革命」企圖撼動人大決定已經失

敗，辭職變相「公投」也必然落得失敗下場。

回歸後，絕大部分港人反對「港獨」，這是客

觀事實。雖然說從法理及客觀條件而言，香港根

本沒有任何「獨立」條件及依據，但這不等於香

港沒有人想搞「港獨」。回歸以來，反對派已經

屢次鼓吹「民族自決」分裂國家，並屢次搞變相

「公投」謀「港獨」，港人需要警惕和抵制。

變相「公投」暴露「佔中」「港獨」底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佔領」行動持續，學聯前晚稱，
他們會考慮在北京下月舉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APEC）時，
前往北京向中央官員反映要求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改決定。據
報，中國外交部昨日在回應時重申，內地執法部門將依法處理各方面
的事態。香港各界人士批評有關人等闖京搞事只會碰壁。

學生堅持己見定失敗
學聯前晚稱，會考慮在北京下月舉行APEC會議期間，前赴北京直接

向中央領導人表達他們對香港政改問題的意見。有線新聞報道引述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我們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理『佔中』行動，
同樣的在國內，中國的執法部門也將依法處理各方面的事態。」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指出，在事先無安排下以闖關方式要求與中

央官員見面，未必能成事。倘若學生訴求不變，即使能與中央官員見
面，亦未必有建設性。被問到是否願意當中間人，安排中央官員與學
生見面，他說，要視乎學生會否改變立場，倘學生堅持立場，就連與

特區政府重開對話的機會也會減少。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

議的行程緊密，中央未必有時間處理香港問題，而這個也不是適合的
場合，有關人等只是「博見報」。倘有關團體希望與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面，應向中聯辦提出要求。她並批評，「佔領」者提出「命運自
決」等要求，有「港獨」意味，令人感覺到有人想「翻天」，將粉碎
香港落實普選的機會。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也指，要求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
改問題的決定是沒有可能的。他理解部分人也明知不可能，純粹只是提
出要求，但他們在提出要求的同時，也要考慮是否可改善目前情況。
部分留守「佔領區」的集會者也同樣向學聯大潑冷水，有集會者坦

言，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應該由特區政府解決，「上北京是一個姿態來
的。你上到去，你想和他（中央官員）做些甚麼？你和他談，但問題
是現時連我們和香港（特區）政府也談不到的時候，你上北京談其實
是沒有用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為轉移各界對他們涉嫌收受壹傳
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獻金」的注意力，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日在立
法會內委會提出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特首梁振英涉嫌
擁有DTZ（日本）股份，在處理港視牌照時可能有利益衝突。各
主要黨派議員批評反對派連番提出調查梁振英，是試圖再打擊其公
信力，但他們自己收外國資金就避而不談，做法自相矛盾。最後，
內委會以20票贊成，31票反對，否決有關動議。
在立會內委會昨日會議上，工黨議員何秀蘭及會計界議員梁繼昌

聯署，要求內委會主席在11月12日的會議上，動議引用特權法成
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英涉嫌未有根據香港基本法申報利益，及
其涉持有DTZ（日本）股份而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相關的事宜。
何秀蘭聲稱，梁振英未有清楚交代他是否擁有DTZ（日本）股

權一事，而有關公司為香港興業提供在日本投資的服務，香港興業
集團主席查懋聲是亞視股東之一，因此關注梁振英拒絕發牌給港視
時，有否作出申報及有否涉及利益衝突問題。

民主黨、公民黨、「人民力量」等支持動議，聲稱有需要運用特
權法「了解真相」。早前被揭發「私袋」黎智英150萬元「捐款」
卻沒有申報的工黨主席李卓人聲稱，他支持調查是要特首廉潔奉
公，是「光明磊落的政治目的」。公民黨議員毛孟靜更稱，香港人
非常憂慮有「外國勢力」滲透特首辦。

李慧琼批收受外國資金避而不談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批評，反對派接連提出運用特權法查梁振

英，是要不斷打擊特首的公信力，為此而妖魔化一份正常的商業合
約是「勾結外國勢力」，立法會不應變成「倒梁法庭」。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質疑，反對派此舉是為了「推倒梁振英」，並

相信所謂的調查與目前「佔領」行動等政治事件有密切關係，又批
評反對派聲言梁振英收取外國資金，但對自己收受外國資金卻避而
不談，是自相矛盾。
最後，內委會以20票贊成，31票反對，否決了有關動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佔
領」行動陷入膠着狀態，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弘毅
近日指出，「佔領」已經分化及撕裂社
會，而學生愈來愈激進，特區政府不可
能無限期容忍，最終不會有好結果，故
呼籲學生認清政治現實，現在叫停仍然
算贏，否則將適得其反。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稱「佔

領」行動是「公民抗命」，陳弘毅近日
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指出，「公民抗
命」理論有客觀標準，判別何時要叫
停。首兩星期的「佔領」行動，可以用
西方「公民抗命」理論支持及解釋其合
理性，但行動持續到今天，已對社會很
多人的生活及生計構成不利，也造成很
大的社會分化及撕裂，故已不足以支持

此行動。

籲認清政治現實撤「佔」
他續說，「佔領」已演變成弊多於
利，分化及撕裂社會，加上目前的「佔
領」運動沒有退場機制，學生愈來愈激
進，特區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容忍，「時
間愈長，將來的結果可能愈差。」
陳弘毅強調，中央政府在權衡輕重

後，已決定要堅持香港民主普選的底
線，既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就香港政改
問題作出決定，香港各界理應從務實理
性的角度去看問題，認清政治現實。
他表示，「佔領」有很多人參與，這

已經是成果，學生要適可而止，現在叫
停仍然算贏，否則很可能有反效果，適
得其反。

陳弘毅：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容忍

圖打擊特首公信力 反對派擬查未得逞

「佔領」情況仍然膠着，反對派各政
黨正與學聯等多個團體，計劃通

過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補選以「變相全民
公投」，並讓市民趁機思考是否退出佔領。
所謂「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立法會於2012
年通過由特區政府提出的遞補機制，即所有
辭職議員在半年內都不得再參選。
面對或會「斷送議席」的危機當頭，尤

其在立法會內並無「超級議席」的公民
黨，其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昨日就「撥恆
火」，聲稱目前反對派較傾向選擇「超級
議席」作「全民投票」。
另一反對派議員黃毓民稱，倘要辭職引
發變相「全民投票」，他願意參加，但相
信成功的機會不大，「如果你把『全民投
票』視為退場手段，可能我們便有不同的
看法。我舉一個例子，如果找某個『超級
區議會』的立法會議員要求他辭職，但他
給你一個條件，辭職『公投』都可以，不
過要你們全部撤退3個佔領區，如果開這條
件即是辦不成。」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同日稱，倘多方都認
同「辭職公投」是有效爭取普選及值得討
論的方法，民主黨會樂意參與商討，而循
「超級議席」當選的黨友何俊仁早前已表
明樂意參與。

「超級」VS「五區齊辭」
不過，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其後稱，民主
黨經初步評估，因「超級議席」屬於功能組
別，補選時並非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部分
專業功能界別，如醫生、教師、律師等傳統
較支持反對派的組織都沒有機會投票。
他續說，反對派在「超級議席」中佔了3

個，包括民主黨的涂謹申、何俊仁，民協
的馮檢基，3人得票共約80萬，而建制派共
取得約78萬多票，相差少於2萬票，在補
選時難以估計投票取向，存在風險，故由5
區立法會議員辭職，由各反對派政黨各負
責一區，較由1個擁有「超級議席」的議員
辭職更為合適。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則稱，該黨並非只以
民主黨的利益作考慮，考慮的因素還包括
希望達成的目的，及資源、勝算、議題
等。他們現正聽取及考慮不同意見，其後
會舉行黨內大會決定，而他們現階段未有
時間表。

建制派指不能撼動「決定」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出，他不希望反對
派發動辭職「公投」，認為作用不大，
「畢竟辭職要再進行補選，需花好多社會
資源。」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反對學聯與「學民思

潮」和「佔中運動」醞釀發動立法會辭職
補選引發「變相公投」，「『公投』沒有
法律基礎，辭職的議員亦不能即時參選，
有關行動只會被視為一場議席出缺的補
選，相信市民不認同這樣浪費公帑。」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也指出，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決定不會改
動，即使發動「變相公投」也是沒有作
用，更是浪費公帑，「香港意見很分歧。
不論支持或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又
或反對與支持『佔中』的市民都有。我看
都不可以令中央政府改變立場。中央已經
多次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法
定機構，她作的決定不會受撼動。」

■「佔領」情況仍然膠着，反對派計劃通過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變相「公投」。圖為鼓吹「無政
府主義」的「V煞」在旺角「佔領」區出現。 黃偉邦 攝

■譚耀宗批評所謂「公投」並沒有
法律基礎。 曾慶威 攝

■黃毓民（右）稱辭職引發「全民投
票」成功機會不大。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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