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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明「匿名」捐款 教局跟進
吳克儉：政府收30投訴 轉交港大促清晰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佔中三丑」之一的朱耀

明早前匿名捐款予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有議員質疑是借學術

研究作政治活動，破壞院校政

治中立和學術自由，要求特區

政府規管。特區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昨日強調，公眾關注院校

運作是「應有之義」，並透露

局方至本月12日共收到30份

相關投訴書，已轉交院校跟

進，特區政府也會繼續跟進，

並要求院校清晰交代。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早前聲稱，朱耀明先後
四度以「無名氏」名義，向香港大學捐款共145萬，
以支付進行「佔中」工作的研究助理薪酬，及資助民
意研究計劃進行「全民投票實踐計劃」等與「佔中」
有關的活動，但坊間質疑相關資金的真正來源及捐款
動機仍然是個謎。

陳鑑林質疑「政治黑金干預學術自由」
昨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民建聯議員陳鑑林就朱耀明

神秘捐款予港大一事提出質詢，質疑有人在資助學術
研究的幌子下進行政治活動，是「政治黑金干預學術
自由」，嚴重破壞專上院校的政治中立及學術自由，
要求特區政府規管。
多名議員也關注到是次捐款事件的真相。民建聯議

員黃定光質疑，有關捐款指明部分要用作支付個別研
究助理薪酬，可能涉及利益輸送。民建聯議員葉國謙
也擔心出現「捐款買學術」的問題，關注當局如何確
保院校學術研究工作名聲。

吳克儉在回應時表示，特區政府和公眾關注各院校
的運作，是合情合理及應有之義，而政府及教資會致
力維護各院校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權，亦不代表可
以罔顧公眾利益或各界批評。

局長：收捐不應有任何附帶條件
他強調，包括教資會資助院校在內的11所高等院

校，曾編定相關最佳執行指引，一般而言，院校不會
接受來歷不明或匿名捐款，收取捐款也不應有任何附
帶條件。
就朱耀明聲稱捐款來源的「熱心巿民」身份是否已

核實，吳克儉說，院校運作要保持透明度和向公眾問
責，確保院校所得的經費用得其所，但院校會否公開
捐款人身份要尊重對方意願。
他又透露，局方在本月12日收到30份相關投訴書，已
轉交院校跟進，由於近期社會上對捐款來源及用途有廣
泛關注，特區政府會對這類事件作進一步了解，並強調
院校應就來源及用途等事實作出清晰交代。

沈祖堯促建設性參與重建未來

包
致
金
：
警
方
法
庭
皆
無
政
治
考
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反對
派經常聲言警方甚至法庭「淪為政治工
具」。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
昨天不認同有關指控，強調無論是警方
或是法庭，都只是做自己的工作，不會
在任何政治層面上考慮，亦不存在律政
司「擺法庭上枱」。他又認為，無論社
會有任何聲音，大家都應設身處地。
包致金昨日獲樹仁大學頒授榮譽博士

學位，他出席儀式後接受傳媒訪問時，
強調警方特別是前線警務人員，都是按
指示工作，及按照行動評估來辦事，特
別是他們是紀律部隊，不會基於政治考
慮來行事，而法庭同樣沒有政治考慮。

法官政見應不影響裁決
他說：「法庭不能選擇審理甚麼案

件，而是案件被帶到法庭，然後由法庭
去審理。法庭按照理據判案，而且是公
正作出判決的。我不是說法官不能有政
見，但任何政見都應該不影響他所作出
的裁決。」
身為法官的包致金多次表示不會就

「佔領」行動作出評論，因為目前已有
不少案件帶到法庭，將來也會有相關的
案件出現，而事實上自己對有關案件的
了解亦不深入，就算真的有很清楚的想
法，亦不會在法庭以外發表。
被問及目前的「佔領」是否在破壞法

治，他稱，由於爭論已變得政治化，他
亦不會評論，但相信法治最終仍然會在
香港保存，「因為市民和傳媒都一直維
持法治。法治亦曾多次受到衝擊，但仍
然能維持，因為我們市民一直在守護
着。」
就香港社會因「佔領」而出現分裂，

包致金提醒市民，一個社會很自然會由
持有不同利益的人組成，總不會有所有
人都有相同利益的社會，「可能我們應
該要進步一點，無論社會有任何聲音，
我們都應該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想一
想。」

「守護香港」今送花撐陳新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

新滋出面糾正學生以政治表態干擾畢業典禮之舉，獲得
不少市民的大力支持。團體「守護香港」發起今日下午3
時到浸大贈送鮮花和心意卡予校長，並希望其他院校能
明白政治中立的重要性。
不過，另一方面，浸大學生會昨日再發文章批評陳新

滋，寫到「從來你都不是我們的校長」，稱學生沒有選
校長的權利，批評「校政不民主」。有關文章引來不少
網民留言批評，並指「有這樣的大學生真是恥辱」。

「佔領」者竟獲法援 吳亮星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佔領」道路屬違法

行為，有立法會議員質疑「佔領」者竟獲批法律援助，
向法庭申請撤銷旺角「佔領區」的臨時禁制令。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表示，法援署不能就個別法援申請
作出評論，但重申霸佔道路是違法行為，特區政府會堅
決維護法治。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提出書面質詢，質疑有市民

獲批法律援助提出訴訟以繼續進行違法「佔領」活動。
曾德成昨日書面回覆時指，法律援助的政策目標，是

確保所有具備合理理據在香港法院提出訴訟或抗辯的
人，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

曾德成：依既定原則程序審批
他續說，法律援助署會依照既定原則和程序審批法援

申請，民政事務局不評論具體申請個案的處理，法援署
亦不能就個別法援申請作出評論或披露具體理據。不
過，霸佔道路、堵塞交通是違法行為，特區政府堅決維
護法治，承擔責任保障社會秩序。

沙官為出卷風波致歉 持守政治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沙田

官立中學早前一份中文科測驗卷，以
「警民對立」的短文去測試學生成語知
識，引來支持「佔中」者的「力撐」，
及反對教育政治化者的批評。該校兩位
副校長杜景文和江碧芝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強調，該校並無政治立場，
對於試卷引起誤會致歉。面對近年政治
議題入校的趨勢，他們表示作為學校，
會一如既往地持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在
教學方面亦會注意多元和多角度的探
討，確保學生取得最真實的資料。
該份中二級中文科的試卷，在成語運用
的考評部分，以今年9月28日警方施放催
淚彈驅散非法集結的示威者為題材，行文
以褒貶成語分別形容示威者和警方，引起
不少人的批評，兩位副校長在本報訪問中
澄清，該校沒有政治動機，並對試卷引起
誤會致歉（見另稿）。

副校長：將更注重多元多角度探究
近年政治議題紛紛入校，家長最擔心的是學校會否偏
頗，學校最關注的是如何保持專業操守。總結是次事件
的經驗，杜景文坦言，校方日後處理政治相關的教學議
題，會更注重多元和多角度的探究，「作為學校，我們
無法迴避社會議題，但會堅守政治中立。以後在出題方
面，我們會多方面、多角度地探討事件，確保學生可以
取得真實的資料，再去作出獨立思考。」

教師不能將己立場放進教學中
面對有人倡議以「佔中」為教學議題，杜景文亦有點
保留，「『佔中』是發展中的事件，我認為還需要有更
多的資料，再進行分析會更好，現階段並不適合用來教
學。」假如學生問起，杜景文認為教師應從多元、多角
度去教學，及不能將自己的立場放進教學當中，「這是

完全沒有需要的。」
確保了教師的專業，學生在政治議題中的情緒疏導，

也成為學界一枚一觸即發的炸彈，兩位副校長則慶幸該
校於最近的「佔中」議題中都能順利「拆彈」。就有團
體早前發動中學生成立「政改關注組」和罷課，江碧芝
表示，該校確有個別學生成立「關注組」，但只是轉載
新聞訊息，而罷課嚴謹來說不曾於該校發生。

強調學校學生互信重要
江碧芝說，「我們不是罷課，只是在9月29日當天，
讓學生轉移至禮堂作討論。9月28日之後大家都有點情
緒，學生想表達意見，作為學校，我們讓學生表達，亦
回覆他們校方明白他們的訴求，大家第二天就如常上
課，部分學生甚至當日不想錯過下午的課堂。我想在這
樣的情況中，學校和學生的互信很重要，慶幸我們一直
在這方面都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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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官立中學早前的中二
級中文科測驗卷，在成語運
用的考評部分，以今年9月
28日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非

法集結的示威者為題材，內容寫到「警方
的催淚彈，無情地從四方八面飛來」，並
出題「即使抗爭者＿ ＿ ＿ 膽，仍四散逃
竄」，及「難明警方為何如此＿ ＿ 人
＿！」該校副校長杜景文澄清，答案應為
「一身是膽」及「不近人情」。校方和出
卷教師進行了兩次面談，對方解釋出卷原
意是想以學生較為熟悉的時事議題為題
材，讓他們易於聯想有關成語，並無任何
動機或政治立場。
該份試卷早前於網上流傳，不少網民都

指答案是「渾身是膽」和「草菅人命」，
引起一片熱議，支持「佔中」者「力撐」
學校「有膽識」，反對教育政治化者則質
疑有關做法有違教育專業。

考核內容早定 限一至四劃成語
杜景文澄清，該部分一早已定了考核內

容，限於《五用成語手冊》一至四劃的成
語，故答案應是「一身是膽」和「不近人
情」，但明白到有關答案仍會令人認為學
校讚揚示威者而貶低警方，他表示該校願
意為此道歉。
杜景文指，校方和出卷教師進行了兩次

面談，教師解釋，出卷原意是想以學生較
為熟悉的時事議題為題材，讓他們易於聯
想有關成語，並無任何動機或政治立場。
他又指，學校教學團隊會透過協作和交
流，完善專業的教育素質，希望事件能早
日平息，讓學校和師生能回歸至平靜的教
學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佔領」行動
已持續逾50日，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昨日強
調，學生應以和平、理性、守法的方式表達意
見。他關注參與「佔領」行動的學生之學業及身
體狀況，不希望再發生衝突事件，並期望「佔
領」盡快結束，讓學生重返校園、市民回復正常
生活，並勉勵學生應透過和平理性、互相尊重，
和有建設性的參與，重建香港的未來。

冀學生和平理性互相尊重建港
中大昨日舉行第七十六屆畢業禮，在典禮開

始前，有學生會成員在場地附近派發黃色雨
傘，典禮開始奏起國歌時，約20名學生在台下
舉起黃傘。沈祖堯 在致辭時表示，港人在過去
一段時間經歷了艱難與困惑，並發生了一場
「波濤洶湧的社會運動」，學生站在最前線。
他坦言，事件發展如何沒有人說得準，但受過

高深教育的年輕人，是家庭、社會及國家的未

來，故期望他們可成為謙卑、有知識、懂包容的
人。他以教宗方濟各為例，指對方上任後為不同
信仰和種族的人建立溝通的橋樑，並呼籲年輕一
代播下信心、樂觀、仁愛、體諒、希望及和平的
種子，勉勵學生應透過和平理性、互相尊重，和
有建設性的參與，重建香港的未來。

籲「重返」校園 結束「佔領」
沈祖堯在典禮後會見傳媒時指，小部分學生
舉傘的行為並無影響典禮進行，校方無作特別
安排。他強調，很關注參與「佔領」的學生之
學業及身體狀況，不希望再發生衝突事件，並
期望「佔領」盡快結束，讓學生重返校園。他
坦言不知道如何令「佔領」結束，但若有需
要，他和其他大學校長會均願意幫忙。
另外，中大崇基學院昨日下午亦舉行畢業

禮，有畢業生上台領取畢業證書時「打傘」，
隨即引起在場家長報以噓聲，表示不滿。

■沈祖堯期望「佔領」行動盡快結束，讓學生重返校園、市民回復
正常生活。 梁祖彝 攝

■吳克儉表示，教育局將會繼續跟進朱耀明匿名捐款事件，並要求港大清晰
交代。 莫雪芝 攝

■沙官兩位副校長杜景文(左)和江碧芝(右)強調，該校並無政治立場，
對於試卷引起誤會致歉。 歐陽文倩 攝

■包致金強調，無論是警方或是法庭，都只是做自
己的工作，不會在任何政治層面上考慮。圖為他獲
香港樹仁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黃偉邦 攝

■吳亮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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