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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盼施政報告重化解矛盾
助向上流動置業居次 劉佩瓊：社會須溝通尋共識

特區行政長官將於本月 14日發表新年度施政報
告。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希望了解香港年輕

人對施政報告的看法， 包括留意途徑、習慣、對施
政報告了解及期望等等，以向有關當局反映意見，故
於上月透過問卷訪問了341名18歲至40歲的香港年
輕人。

顯「敵我矛盾」心態非主流
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發現，四成半受訪者認為，新一
份施政報告重點應在於化解社會矛盾。有四成人認為，
施政報告重點是協助青年向上流動及置業。劉佩瓊在記
者會上分析，調查結果與「佔領」行動有關，反映了
「敵我矛盾」的心態並非主流，受訪者都願意理性溝

通，想解決問題，這是健康趨
勢。
她續說，今次的問卷調查很
合時宜，並認為青年意見非常
重要，希望特區政府與社會各
方面都可加強與青年聯繫，做好青年工作。青年既包含
了學生，也包括從事不同工種的社會各界人士，「青年
工作並不是搞一個大會、唱歌跳舞就可解決」，而是要
建立一段完善的機制，去接觸不同的青年，並區別地按
照不同需要，去做青年工作。

劉：對話應「對事不對人」
被問及有近半受訪者認為要化解社會矛盾，劉佩瓊坦

言應「以和為貴」，認為社會是需要互相尊重對方意
見，透過溝通尋求共識，從而協調彼此間差異，而不是
透過鬥爭方式以反對對方所有事物。她希望，日後社會
對話應「對事不對人」，指香港這樣才可穩步向前行。
就有四成人認為，施政報告重點應是協助青年向上流

動及置業，劉佩瓊對此表示，這是由於現今社會的所得
分配出現問題：租金樓價高昂令很多人都背負沉重負
擔。

冀政府積極爭取社會支持發展
她認同特區政府「適度有為」的政策，在房屋土地政
策上，要採取積極的做法，保證市民能在合理的水平下
安居樂業，然後社會大眾才可安心發展事業，「再唔拎
地發展，無可能解決社會矛盾問題。」她希望特區政府
出更大的力量，爭取社會支持發展大嶼山、新界東北等
土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撕裂香港社會。國際青

年商會香港總會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發現，四成半受訪者認為化解社會

矛盾應該是本月14日公布的施政報告的重點。有四成人則認為，協助青

年向上流動及置業是重點。協助分析數據的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指出，

要化解矛盾，香港社會須透過溝通尋求共識，協調彼此間差異，又希望

特區政府可更積極協助青年向上流動及置業。

青年施政報告調查
青年認為以下哪個範疇應為2015年施政報告重點：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化解社會矛盾 154人 45%
協助青年向上流動及置業 135人 40%
扶貧 45人 13%
加強規範食品安全 7人 2%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香
港大學法律學院昨舉行「四中全會之
後的依法治國講座」，與會者之一
Susan Finder指出，四中全會強調依
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
統一，反映中國中央政府會依法保障
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支持特首和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保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

顯中央重視「一國兩制」
英國執業律師、「最高人民法院觀

察」博客Susan Finder昨日在講座上
提到四中全會與香港有關的內容，較
重要的包括強調了依法保障「一國兩
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反映了中
央會依法保障高度自治，支持特首和
政府依法施政，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並意味中國中央重視「一國兩
制」。
她又指，自己留意到四中全會所提
出的「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鑑
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外國
法治理念和模式」，可能與香港有
關，相信民事或商業的法律爭議調
解，處理例如在跨境商貿等方面的紛
爭。

不過，Susan Finder稱，中國在這條「依法
治國」道路上，也面對一些困難，特別是中國
內地與香港特區或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制上的
不同，其中有可能出現問題或法律層面上的爭
議，而社會上較少討論到這些問題。她希望包
括港大及其他學術界，可以研究有關的法制差
異間的互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違法「佔
領」行動擾攘79天後終於落幕，前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特
區政府在「佔領」行動中處理得宜，相反在行
動中起不到作用的反對派則「輸得最勁」，奉
勸反對派在政改表決時看準民意，跟民意走，
否則 2016年立法會選舉可能會「輸得好犀
利」。

「佔」行動政府「小勝」反對派「大輸」
馬時亨近日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形
容，特區政府是次「小勝」，反對派則是大輸
家，「埋單計數可能政府係賺咗，至少無大騷
動以至宵禁情況。輸得最勁的是『民主派』議
員，成個運動唔係走得最前，但又起唔到作
用，有少少進退失據。」
他並質疑，那些聲言不理民意也要否決政改

的反對派議員，走這步並不明智，奉勸他們在
政改表決時須看準及跟從民意，「唔係2016年
選舉可能會輸得好犀利。」
馬時亨又估計，在「佔領」過後，香港社會

撕裂要5年至10年才能修補，如果普選落空，
很多原本想選特首的有心人都會卻步。被問及
2017年年屆65歲的他是否「有心人」時，他則
笑指自己是「三無人士」，即無意、無計劃及
無打算，而「到現在都未見到」有人計劃協助
他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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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煽學生參「佔」團體教協門外「打小人」

袁國強：會考慮所有合法政改建議

馬時亨：反對派逆民意立選或「勁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佔領」行動曝
露了「雙學」的輕狂，繼多名港大學生成立「港
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希望推動港大學生
會校內「公投」退出問題叢生的學聯後，一直宣
揚「港獨」思想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
苑》，其副總編輯陳雅明公開撰文批評「學民思
潮」召集人黃之鋒缺乏基本史識，又稱港人把懂
得利用媒體的黃之鋒奉為「高高在上的領袖」，
是愚蠢和墮落，「死了才知道被帶進了死路。」

斥「雙學」「革命」怪論 黃講多錯多
「佔領」行動以來，黃之鋒享受被傳媒及示
威者的簇擁，如今行動慘淡收場。香港大學學生
會刊物《學苑》的副總編輯陳雅明，日前撰文
《黃之鋒是時候讀書了─你不知道「天鵝絨革
命」嗎？》，指稱黃之鋒有關「革命」言論的謬
誤。

陳雅明在文章指，學聯領袖岑敖暉在去年11月
發表有關「革命」的怪論，黃之鋒當時在面書附
和，惹來不少論者的批駁，而近日黃之鋒稱「革
命是要軍火的。香港連槍也買不到，搞什麼武力
革命？」的言論是「一錯再錯」，並批評黃之鋒
狹窄的學識基礎，窒礙了他的思維。

諷無論述得把口 批捧黃者走死路
陳雅明又稱，在「佔領」期間，未曾聽過黃之
鋒任何有見地的論述，相反口號居多，而黃之鋒
在行動中最大的「貢獻」，就是外媒吹捧他「宣
布衝進公民廣場」。
他坦言，黃之鋒懂得利用媒體是黃之鋒本事，

但香港人當黃之鋒是意見領袖，「就是香港人愚
蠢和墮落。政改漫漫長路，不假思索地奉黃之鋒
為高高在上的領袖，跟他走路，死了才知道被
帶進了死路，就是香港人活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代表性成疑的學聯內訌持續。香
港大學多名學生近日成立「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推動校
內「公投」讓港大退出學聯。學聯常委、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昨
日承認，校內確有人對學聯與港大學生會的做法有意見，學生會將
於假期後在校內舉辦論壇，討論港大學生會和學聯的關係。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連日批評，學聯選舉制度欠透
明，運作上的「小圈子」共識制也扼殺不同院校的自主權，而一
般大學生沒渠道向學聯問責，希望推動校內「公投」要求港大退
出學聯。
梁麗幗昨日回應稱，她知悉事件，而按照「憲章」，「關注
組」需先得到至少50名同學聯署，再由評議會決定是否需要啟動
「公投」，據其了解有關程序該尚未啟動。
她承認，校內有人對學聯與港大學生會的做法有意見，但聲稱

事件不代表內訌。學生會計劃於假期後在校內舉辦論壇，與同學
討論有關問題。她又稱，在「佔領」行動期間，自己有參與學聯
決定，若「公投」結果為同學贊成港大退出學聯，代表她亦需負
上責任。

港大《學苑》批黃之鋒「無料到」梁麗幗認港大生不滿學聯學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關據鈞）特區政府第
二階段政改諮詢最快於下周三（7日）啟動，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近日提出的
「白票守尾門」建議引起了廣泛討論。特區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昨日強調，當局會考慮所有建議，但前提是不能違反
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及在本地立法層面能否有效處理，包
括不會出現法律挑戰等。
陳弘毅早前以個人名義提出政改方案建議，包括在特首
普選階段可投白票、俗稱「白票守尾門」，倘白票過半將
視作選舉無效，並提出在「出閘」方面採取「綑綁式名單
制」，即單一名單可「綑綁」包括反對派在內最多3名特
首參選人，提委會須對整張名單予以通過或否決。
他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再解釋其構思，稱所謂「白票守
尾門」方案，可以讓市民有一個表達的意願的選擇，完全
符合民主原則。倘最終「白票過半」，選舉便無效。
被問及如何重選，陳弘毅建議兩個可能，一是提委會
變成選委會，選出兩年期臨時特首，二是維持2012年的
特首產生辦法，即1,200名選委變成選委會選出正常任
期特首，到2022年再以普選方法選出下一任特首。

陳弘毅：絕不贊成反對派杯葛諮詢
他認為，香港社會對他的方案有不同意見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身為學者，只會提出學理上成立的方案，但他絕不
贊成反對派杯葛諮詢。「第二輪諮詢仍未開始，我們只提
出不同的構想或方案，以便市民可以在諮詢時表達意見。
這個方案未必是最好的，可能有很多改善空間。」

袁：須兼顧其他選舉白票處理
昨日在北京訪問的袁國強被問及陳弘毅的建議時表

示，他不會用「守尾門」來形容處理白票問題，並強調
普選特首需要釐清何謂白票，倘單純從法律考慮，可以
由本地立法處理，但在法律以外，也須考慮香港其他選
舉制度如何處理白票。
他解釋，如何界定白票，可以包括是否不在選票上註
明、構成現行法例中的廢票，或在兩三個候選人以外加
多一個選項，列明「以上都不選」等，這些都要在法律
上界定，否則很容易產生混淆。
袁國強強調，特區政府會在法律層面考慮每個建議有

否違反香港基本法，倘沒有違反，在本地立法層面是否
可以有效處理，及會否出現任何法律挑戰，並重申任何
方案必須在法律、政治和運作三方面都可行。

「名單制」須視乎實情細節
被問及「綑綁式名單制」是否不符合人大決定，要求

每名候選人須獲得「過半數提
名」的規定，袁國強指，「名
單制」是否可行，須視乎實際
詳情及具體細節。如果兩人或
三人一張名單，法律上要考慮
是否可以表達每個人都獲得過
半數的要求。
他續說，同時要考慮如何界定建制或「泛民」，「若有

人舉手說是中間派或獨立人士，又不是『泛民』，又不是
建制，他應不應該可以加入呢？這類型的問題如何處理
呢？ 」他強調，設計普選制度需要長遠角度和眼光，
「是否應該保障或保證某一派別的人士必定要『入閘』，
這個從原則上是否正確的原則或正確的考慮呢？」

李慧琼：方案有難度關鍵在反對派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日出席一活動

後表示，「白票守尾門」方案有技術困難，如計算白票的方
法，及方案會否影響其他選舉等，而方案能否實行，關鍵在
於反對派議員會否接受，又指倘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但又
不提出、不討論更有說服力的方案，就是不負責任。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及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等反對派，
昨日已表明不會接受陳弘毅提出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團體「和平論壇」昨晨
一行20人到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銅鑼灣服務
中心門外進行別開生面的「開壇作法」，以傳統巫術儀
祀「打小人」，譴責教協早前出版一本「佔中」通識教
材，企圖將政治帶入校園，更煽動年輕學子加入「佔
領」行列，立場偏頗，間接把學生推入法網。
「和平論壇」一行20人由鵝頸橋底步行至教協銅鑼灣

服務中心豎起3幅橫額，並促請教協「政治歸政治，學
校歸學校，教協有良心，勿搞學生哥」，並舉行「打教
協，送瘟神」儀式。他們在背景音樂下改編「打小人」
口訣，「打你個小人頭，等你出門口遇尋仇。」「打你

個瘟神鼻，等你害人終害己。」

批教協將政治帶入校園不提後果
發言人趙子龍批評，教協是教育機構，卻將政治帶入校

園，於去年3月推出關於「佔領中環」的通識教材，但書
中內容卻十分偏頗，對「佔中」的負面影響陳述非常少，
若學生「佔中」後，需要負甚麼法律後果完全隻字不提。
他坦言，去年底「佔中」打頭陣的竟然是中學生，
「中學生幾多歲呀？教協竟然煽動學生『佔中』，還要
打頭陣！」教協變相鼓吹學生參加「佔中」，但「佔
中」後果輕輕帶過是漠視學生的危險，讓年輕學生受

罪，「所以今天必須聲討他們。」

舉「蝦」墨水畫諷「蝦」學生
趙子龍又舉起一幅以蝦為主題的墨水畫，不滿教協把政
治帶入校園，及「揀學生『蝦』」，「學生雖然今日為
蝦，他們很年輕，對政治不熟悉，但明朝必定成龍，是社
會的棟樑，我們希望教協不要有反中亂港的立場。」
「和平論壇」於上月曾向教協發表公開信，質疑教協是
否和「雙學」共同策劃衝入政總，及為何事後沒有譴責、
跟進和保護各學生。他們要求教協會長選舉應由教師及家
長廣泛參與投票選出，並促請對方停止將政治帶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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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er 指
出 ， 四 中
全 會 反 映
中 國 政 府
會 依 法 保
障 香 港 高
度 自 治 。
莫雪芝 攝

◀劉佩瓊指出，要化解矛盾，香港社會須透過溝通
尋求共識，協調彼此間差異，又希望特區政府可更
積極協助青年向上流動及置業。 鄭治祖 攝

■陳弘毅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