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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劏漁農議席損四界原意
政改討論須依法 非夠大聲便可推翻已有決定

鍾國斌：民主和管治無直接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反對派
一直將社會上存在的不同問題歸咎於香港
缺乏民主制度。自由黨主席、紡織及製衣
界立法會議員鍾國斌昨日指出，民主和管
治並無直接關係，最重要是特首能與不同
持份者多溝通。反對派發起「不合作運
動」拖垮經濟民主，卻歸咎制度「不民
主」，是無視自身窒礙特區政府施政的責
任。

星民主程度低 經濟發展勝台
在昨日的《城市論壇》上，有反對派聲

稱，特區政府推出甚麼政策，只要政治制
度不改善，都無法有效施政。鍾國斌在論
壇上質疑，是否只有反對派所要求的政治
制度出現後，特首才能施政。他說，很多
反對派認同的歐美民主國家都面對很多管

治問題，足以反映民主跟管治問題沒有直
接關係。他以新加坡和台灣為例，民主程
度低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卻較好。
鍾國斌認為，過往已有例子說明，只要

特首多與不同持份者溝通，亦能順利施
政。然而，目前反對派卻大搞所謂「不合
作運動」，議會效率極低，許多議案或撥
款都無法通過，不少工程亦因延工和通脹
影響被迫提高撥款。這些數以十億計的差
額，如投放在社會福利和教育等範疇上，
社會更能受惠。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亦

肯定今屆特區政府施政，認為政綱積極且
貼近民生，不少政策能「成熟一項推一
項」的確是好事，不過他慨歎，有好政策
的同時，在議會和社會上卻往往因種種原
因難以落實。

「學民」提出欲晤四名人圖重啟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煽動違法「佔
領」行動、令香港元氣大傷的「學民思潮」，為
了持續爭取曝光機會，昨日又有新「搞作」，就
是向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行政會議成員陳智
思、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4
人發出公開信，要求與對方個別進行公開會談，
聲稱要公開透明地討論「重啟政改的重要性和技
術可行性」，及討論化解社會危機的方法。唐英
年昨回應指，希望先了解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內容
和詳情再作考慮。
「學民思潮」發言人黎汶洛昨日在記者會上聲

言，上述4人在社會具影響力，故計劃尋求對話機
會，「『學民』希望透過他們的影響力，讓政府
知道學生的想法。」至於會談內容，黎稱可再討
論，可能包括廢除功能組別的時間表等；若4人拒
絕，會再聯絡其他社會人士，如行政會議成員胡
紅玉。「學民」又揚言，期望與特首梁振英和
「政改三人組」進行多方會談。

黎汶洛認「佔」不得民心
黎汶洛承認，「佔中」未必得到民心，但「學

民」仍不心息，揚言要擺街站、邀請中學生參與
所謂的「公民教室」、甚至入屋郵遞及派發「佔
中」小冊子，希望滲透群眾。
在特區政府未來第二階段政改諮詢會，早有衝

擊前科的「學民」揚言，會在會場內外以「和平
和非暴力」方式請願，屆時會在場內「爭取發
問」，若不成功，就集體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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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按照香港基本
法規定，行政長官須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選

舉委員會選出，組成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組別，起着一
個平衡作用。若如反對派所指，只傾斜某些界別的
話，社會便會步向民粹主義，香港能否承受得來？

反對派故意「貶低」漁農界價值
他說，一直以來，反對派拋出很多具「傾向性」的文
章，矛頭都是直指漁農界，令漁農業處於一個不公平
的討論中，「反對派好精，成功找到業界內較為薄弱
一環，看準在當今社會，農夫、漁民較少被市民所認
識，現代人只走入超級市場，甚少下田、登上漁船，
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反對派於是利用業界
這種「特點」，經常「貶低」漁農界的價值，又指漁

農界選民人數少云云。但事上並非如此。
「目前單是香港漁民的數目，已經遠超過法律
界。香港登記漁船牌照就有6,500個，漁排亦有
1,000個、漁塘1,000口，轉營為休閒漁業戶都有
1,000戶，從業人數實在不少，這點反對派為何不
提？」何俊賢又指出，漁農業涉及的範圍相當廣，
包括豬、雞、魚、菜、花。由於每個組別都有其專
門的技術，不能「互通」，即漁民不懂下田，農民
又不懂出海打魚，由於缺乏「互通性」，反對派便
可以藉此大做文章，不斷貶低業界的功能。

批反對派「GDP不及論」誤導市民
除了針對選民人數之外，反對派亦攻擊漁農界的

生產總值「GDP不及其他行業」，更提出要「取
消」漁農界在選委會內的議席。何俊賢批評，有關
言論根本是誤導市民，「若計GDP價值，漁農界並
非最低，還有很多行業更是負GDP，那他們是否又
要被取消？」

憂攻破漁農界 可再破其他界
對於漁農界一直成為反對派攻擊的對象，何俊賢
形容，漁農界一直都是傳統的愛國愛港、理性講理
的組群，反對派總想奪權，當然就會攻擊四大組別
內的最大持份者，「若能夠在四大組別內，首先攻
破漁農界，成功取消功能界別，其他界別便可以
『照辦煮碗』，達到逐個擊破的目的。」他續說，
作為「一國兩制」的擁護者，絕對不能輕易接受任
何「斬件」式的調整，任何改動必須有一個充分的
討論基礎，只單一討論某個界別的存廢問題是沒有
道理的。
何俊賢指出，在一個已經建立了的平台上（香港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選舉方法已有明確規定），最忌
一樣事情，就是單一抽出某部分出來『開刀』，
「把它如分豬肉般分割出來，今天刪某界別十席出
來，下次就可以用同一理由，再刪別的界別，令到
當初制定四大界別的理論基礎及其原意四分五裂，
變成一個豬肉檔，完全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他強調，政制的討論應該在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
框架內，不是某部分人大聲反對，就可以刪除自己
不喜歡的界別，將前人的決定全部推翻，視有關制
度如豬肉般「任意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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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違法「佔領」事件影響而押後的特區

政改第二輪諮詢工作，預計於周三展開。

多年來在政改討論中均遭反對派針對的漁

農界功能組別，相信是次亦不能幸免被反

對派「窮追猛打」。處身「風眼」的立法

會漁農界功能組別議員何俊賢認為，「一

國兩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構思，當中因

應香港社會的特殊情況，制定出一套關顧

到社會各階層、團體福祉的制度。若只單

一抽出某部分來「開刀」，只會令有關制

度如豬肉般被「任意宰割」，令當初制定

四大界別的原意蕩然無存。他強調，政制

的討論應該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不是某部分人大聲就可以刪

除自己不喜歡的界別，將前人的決定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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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政改第二輪諮詢還未正式啟動，反
對派已經高調聲稱會否決政改方案。一
眾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更「不務正業」，
在議會發動「不合作運動」，令政府的
政策「大塞車」。何俊賢認為，所謂
「不合作運動」是非常愚蠢的舉動，在
政治角力的情況下，若不理社會客觀環
境，只單純維護某個群體的訴求，不惜
犧牲其他組群的利益，這樣只會造成更
大的損失。他呼籲反對派放下心魔，解
開綑綁，重回政改談判桌。
何俊賢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8

月31日作出政改決定後，反對派不出數
小時，便以綑綁方式要求20多名反對派
議員立即簽訂「政改意向書」，聲稱
「必定會反對」云。近日更發表所謂
「民情報告」，再一次「提醒」一眾反
對派議員已被綑綁，擺出一套根本沒商
量的姿態。「他們（反對派議員）已經
有既定前設，只是想搞亂香港，甚麼也
無得傾」，何俊賢反問，「經過今次討
論後，特首選舉是否一成不變？不能修
改嗎？答案肯定不是。」

推普選須依習主席「三個有利於」
對於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何俊賢認

為，目前應在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框
架內討論，往後根據實際情況而將方案
完善。「若(反對派)需要一步到位，難
聽講一句，是否代表(反對派)永不再
傾？一步到位又是否代表可以天下太
平？」何俊賢強調，香港推行普選，必
須要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個有利
於」，即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
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何俊賢說：「過去
79天的『佔領』行動，從其規模、資
金及策略等部署，無不令人覺得，國家
的安全正受到威脅。」

籲破除「怕被指責轉軚」心魔
何俊賢續指，民主不是「死硬」不

變，因害怕被批評「反口」而不理實際
的環境變化，把其他有利的意見「拒諸
門外」。他認為，現階段反對派應該研
究找出一個有體面的下台階，破除「害

怕被指責轉軚」的心魔，找出一個技巧地「拆牆鬆
綁」的方法。若能成功「拆牆」的話，便有很大的討
論空間。
對對目前反對派策動的「不合作運動」，何俊賢
認為是非常愚蠢的舉動，他質問：「是否只為了單
純維護某集團或某群體的訴求，而不惜犧牲其他組
群的利益？」他說，作為立法會議員，除監察政府
之外，亦需要推動有利民生的政策項目，不能單方
面只擴大監察的職能。如果擺出一副「你唔畀我就
用槍指你」的態度，這並不是理性的討論。「就以
立法會財委會為例，當中每一項申請都與民生有密
切關係，現時反對派不斷提出阻撓，對整體社會是
否有利？」

■何俊賢年前碩士畢業，左為其黨友李世榮。

質疑反對派對漁農業「一竅不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不斷「矮化」

漁農界，更叫囂「取消漁農業」的口號。作為漁農界新
生代的何俊賢形容，反對派的手段完全違反世界潮流，
更質疑反對派只求爭取政治籌碼，對維持人類生命的漁
農業「一竅不通」。他提醒，若只依懶進口以解決本地
食材問題，但當輸入食材的價格不斷提高，定會增加市
民負擔，直接影響民生。因此，當局應該重新規劃一套
適合香港的漁農業發展模式，包括協助香港漁農界借用
內地的土地，生產專門供應香港的農產品。
何俊賢表示，過去特區政府未有對漁農業政策進行全

面的檢討，令到業界發展滯後，甚至被反對派套上「夕
陽行業」的標籤。直到近一兩年，當局才開始覺醒食物
安全的重要性，才願意大刀闊斧進行檢討。隨着市民對
食物安全的關注度不斷提高，作為食物供應龍口行業，
香港漁農界正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倡港農借用內地土地
就以蔬菜為例，目前本港出售的蔬菜八成是從內地進

口。何俊賢指出，目前這種模式內地菜農仍有利可圖，
但隨着內地經濟迅速發展，蔬菜需求量增加，菜農在內
地市場有豐厚利潤的話，尚有甚麼誘因會先行供應香
港？故此，現階段必須盡快找出一個長遠的對策，穩定
對本港食材的供應。何俊賢承認，香港土地珍貴，推動
漁農業會有一定的難度，建議兩地可否加強合作，讓香
港農戶借用內地的土地，專門生產一些供港的食材。
作為漁農界代表，何俊賢形容自己是一名「尊重歷

史、尋根究底」的人，香港是由一條小漁村發展起來
的，但現時只能在旅發局的標誌上，才能找到帆船的標
誌。他認為，作為第一產業、人類生存之源的漁農業，
理應該在香港有更豐盛的發展。

■作為漁農界代表，何俊賢形容自己是一名「尊重歷史、尋根究底」的人，質疑反對派對維持人類生命的漁農
業「一竅不通」。圖為他視察菜地運作情況。

■何俊賢指若只單一抽出「一國兩制」某部分來「開刀」，只會令有關制度如豬肉般被「任意宰割」，令當初
制定四大界別的原意蕩然無存。圖為他早前召開記者會談漁農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