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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籲各界聚焦框架內商政改
強調有空間增競爭性及市民參與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鄭治祖）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

弘毅早前就政改提出的「白票守尾門方

案」，引起各界關注。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

日表示，「陳弘毅方案」可在本地立法階段

處理，但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

決定仍需探討，呼籲各界在快將啟動的第二

輪政改諮詢中，爭取在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

委會決定的框架內聚焦討論。

袁國強昨日在北京出席活動後向傳媒表示，政改時
間緊迫，特區政府會按照時間表，很快會公布第

二輪政改諮詢詳情，希望各界可較聚焦、理性和務實討
論普選。
被問到「白票守尾門」方案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和

人大常委會決定，袁國強指出，在法律空間裡，每個
政改發展均不可能無框架去做。香港是特別行政區，
香港基本法適用於香港，人大常委會亦已在8月31日
作了決定，在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基礎上進
行政改討論，看不到有任何改變空間。至於如何處理
白票，相關人等可在第二次諮詢時提出具體意見，
「政改三人組」定會考慮任何符合香港基本法和人大
常委會決定的提議。

須考慮如何界定白票
袁國強續說，現階段仍需更多細節資料，目前難以一
概而論陳弘毅方案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
定，然而，陳弘毅的白票方式大致上可在本地立法階
段，透過香港法律處理。但他重申，仍要考慮包括如何
界定白票的問題，才能在細節或整體上確定是否符合目
前法例或會否抵觸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
被問到白票方案是否有助爭取更多反對派議員支持
時，袁國強並無正面回應，但強調人大常委會決定公
布後，當局曾多次強調仍有空間增加整個競選的競爭
性和市民的參與程度。不論用於提名過程或之後、提
名人如何選舉、透過一輪選舉或多輪選舉方式，在人
大常委會決定下，都仍有空間在細節上研究，這些都
包含在今後處理的細節範圍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
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日前表示，其「白票守尾門」方案合理合法。
不過，包括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和自由黨榮譽主席田
北俊在內的建制派人士，則不認同有關方案，認為建議實際操作
不可行，舉行第二輪投票至特首候選人取得過半數支持，才是世
界普遍做法。

葉國謙：本末倒置非好做法
葉國謙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中指出，「白票守尾門」方案沒有

違反香港基本法或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不過方案本末倒置，
不是好做法。他說，民建聯一直主張，如果特首普選無人取得過
半數支持，應舉行第二輪投票，選出有過半數支持的特首，這才
是世界最普遍的做法。至於如何處理白票，則是本地立法範疇，
他認為可在第二輪政改諮詢討論，民建聯持開放態度研究。

田北俊：「白票」獲選或缺公信力
田北俊昨日亦表示，陳弘毅的建議初步看並不違反香港基本法或

人大常委會決定，惟實際操作的標準過寛，未必可行。他解釋，如
有3名候選人，即使總得票多於白票，但得票最多者的票數，有
可能少於白票。若3名候選人得票接近，當選者僅以些微票數勝
出，更會造成實際支持他的選民，遠遠少於不支持者的現象。田
北俊認為，在這情況下，獲選特首將缺乏公信力。故此，白票元
素的普選特首當選條件必須更嚴緊，當選者不僅要在所有候選人
中得票最高，而且其票數也必須多於白票，這樣才有利管治。
「十八學者」方案聯署人羅致光則擔心陳弘毅的建議過於極
端，建議只需計算白票及得票最高的候選人票數，以決定是否重
選。如白票較多，就要重選。如重選，「臨時特首」應付數月便
可。
「十三學者」方案成員之一、中大經濟系教授宋恩榮昨日則在

一個電台節目上強調，香港特首選舉不是獨立政體的選舉，提名
制度有限制並非不合理。普選現時觸手可及，惟政改方案須立法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香港民主運動要有前景，包括反

對派議員在內的社會必須接受「一國兩制」下「一國」的現實。
民主黨中常委張文光在同一節目中提到，國家安全關係到政改能否通

過，是香港日後爭取民主必須考慮的問題。然而，陳弘毅建議由提委會提
名臨時特首以處理白票過半數否決選舉結果的情況，等同原地踏步，並不
可取。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則聲言，絕不認同「白票守尾門」方案，認

為該機制讓提委會選出「臨時特首」，與正式經選舉產生的特首無分別。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鄭治祖 )外交部副部
長劉振民昨日在北京表示，「一國兩制」實
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中央會堅定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行政，亦會在外交層面為香港爭
取更多對外合作機會，社會應堅持「一國」
和「兩制」的有機結合，任何時候都不能偏
廢。
劉振民昨日出席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擴展服

務到香港的簽署儀式上表示，香港回歸以
來，中央政府始終堅定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

香港基本法辦事，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行
政。他說，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一個
整體，要全面準確理解和堅定貫徹執行，既
要堅持「一國」原則，又要尊重「兩制」差
異；既要維護中央的權力，又要保障特區的
高度自治權，要堅持「一國兩制」的有機結
合，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他續說，涉及香港的外交是國家整體外交

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政府和外交部將繼續
從外交層面，支持特區政府對外交往合作，
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爭取更多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1
月4日起，香港特區成為擁有100多年歷史
的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開展解決爭議程序的新據點。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常設
仲裁法院建立框架，讓其負責管理的解決爭
議程序得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效進行，猶
如對香港及其法律制度投下信心一票，有助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仲裁中心的
地位，同時為香港的國際商貿提供更完善服
務。
常設仲裁法院在香港特區開展爭端解決程

序的東道國協議及相關的行政安排備忘錄簽
署儀式，昨日在北京舉行。外交部副部長劉
振民和常設仲裁法院秘書長斯布勒斯簽署了
東道國協議；袁國強與斯布勒斯簽署了行政
安排備忘錄。根據協議和備忘錄，由常設仲
裁法院管理的解決爭議程序可在香港以臨時
安排方式進行，並獲提供相關設施和支援，
毋須設立法院的常設實體。

劉振民：港在區域仲裁發揮更大作用
劉振民說，中國政府一貫支持香港建設區

域法律服務中心的努力，此次東道國協議的
簽署將有力推動香港在區域仲裁服務上發揮
更大作用，並通過優勢互補，便利地區和國
家充分利用法院和香港優越的條件，為妥善
解決各類糾紛創造條件。他同時強調，中央
和外交部在外交層面上，會繼續支持香港的
對外交流合作，為實現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爭取更多機會、創造更多條件。
袁國強表示，常設仲裁法院歷史悠久，近

期在處理國際投資仲裁方面遠近馳名，今次
簽署備忘錄將有助推動香港仲裁業的發
展。 「我們希望在推動香港仲裁發展的過
程中，今後可以有更加多常設仲裁法院的
仲裁個案在香港進行，尤其是國際投資仲
裁，這對今後香港的仲裁業發展將十分有
利。」
常設仲裁法院根據第一屆海牙和平會議

的建議於 1899年成立，總部位於荷蘭海
牙，是一個推動國家之間採用仲裁和其他
解決爭議形式的政府間組織，是世界上歷
史最為悠久的國際爭端解決機構。截至
2012年11月，已有115個國家加入了該院
的建院公約。

劉振民：「一國」「兩制」不能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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