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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法律學院在陳文敏治下江河日
下，但他似乎仍然沒有勇氣出來承擔
責任，日前接受電台訪問時，繼續
「賴天賴地」，將法律學院評分不濟
推卸到抽樣調查方法上；對於輿論批
評其只搞政治不搞學術，他卻反指：
「中央式攻擊最令香港人擔心。」陳

文敏的說法令人摸不着頭腦，所謂「中央式攻擊」根
本不知所云，他將外界所有批評上綱上線，拒絕理性
討論，沒有聞者足戒的胸懷。說穿了，不過是權慾薰

心，擔心影響他升任副校長的「青雲路」而已。
陳文敏指以百分比作為比較很誤導，因為參與評級的

法律學者基數不同，中大被評核的職員為廿六人、港大
則有五十六人，而他們每位參與評核的學者均提交四篇
論文，合共超過百篇達世界級，比中大與城大兩所法律
學院相加的總和還要多。陳文敏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狡
辯。學術不是人海戰術，而要看整體水平。如果單靠人
多，港大法律學院是本港最悠久、最具規模的法律學
院，教員也較其他院校多，論文總數超過其他院校又有
何出奇？但這就能反映其整體水平嗎？

「研究評審工作2014」的報告，是從學院的整體水
平着眼，以百分比評價學院的學術水平，是國際慣用
做法，何來誤導？陳文敏自身領導無方，學院水平一
落千丈，教職員的達標論文比率不濟，不先反躬自
省，反而倒過來指責評級機構「很誤導」，是輸打贏
要，盡顯其缺乏一個學者應有的操守和氣節。
「研究評審工作2014」的專家學者並非要與陳文敏
過不去，他們不過是如實、客觀地評價各院校的學術
水平，好令各院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陳文敏身為
法律學院院長，卻對結果產生極大的抵觸情緒，對於
有關報告以一句「很誤導」就全盤抹殺，對於報告指
出法律學院水平下降，他矢口否認。對於外界批評他
任內，法律學院變成政治抗爭基地，他竟反指是因為
他們「在公法研究是最強，即關於憲法、法律與社會

等有關」。原來，研究公法就是參與「佔中」、參與
政治抗爭、甚至接受「佔中」的匿名捐款，陳文敏的
狡辯盡顯其理屈辭窮。
為甚麼陳文敏對於外界指責反應極大？原因是下個
月港大將選出新的副校長，由於得到部分管理層支
持，陳文敏幾已「內定」接位，繼續在港大內發揮
「餘熱」。但「研究評審工作2014」報告卻揭露了港
大法律學院，在陳文敏治下管理烏煙瘴氣，評分排名
急跌，更隨時令港大失去大筆研究經費。面對這張成
績表，恐怕連撐他的管理層都感到左右為難。陳文敏
為了保住副校長高薪厚職，自然要出來反駁外界指
控，批評報告誤導，以免影響仕途。陳文敏與反對派
的政棍其實沒有分別，都是權慾薰心，掩蓋理智。至
於學院的聲譽、學生的利益，卻非其考慮之列。

陳文敏「賴天賴地」源於權慾薰心 申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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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溫和反對派人士建議，政府在政改方案上，白紙
黑字承諾未來會推動政制進一步發展，2019年重啟政
改五步曲，提出「優化」特首普選方案。這種以2022
年特首選舉辦法須作出改變的要求，並不符合重大政
制變革之後需要保持穩定的運作規律。

政制重大變革之後須保持穩定
任何地區政制都必須保持穩定性，不可能每屆都大

變。各國各地政制儘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爭議，但確
立之後都是多年保持不變。例如，美國「選舉人團」
制度是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一項確定，儘管美國一直有
人認為不合理，要求改變，但關於修改「選舉人團」
制度的多次憲法修正決議都被否決。即使大選出現波
折，美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依然有條不紊，這與
美國政制長期保持穩定分不開。同樣，美國憲法第一

章規定，無論人口眾寡，每個州在參議院都有2個席
位，這保障了小州在聯邦的地位和利益，但對人口眾
多的大州不公平，因此，美國一再出現要求改變參議
員選舉制度的意見，但最終也沒有改變，這不僅體現
美式民主的特色，並保證着美國憲政制度的穩定和有
效。

依人大決定制定的普選安排不能大變
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如果從起草香港基本法算

起，有關爭論已經持續了將近30年的時間；如果從香
港回歸算起，也有近18年的時間。從爭議的實際情況
看，要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必須對一些具有很大爭議
的核心問題予以明確，特別是糾正明顯偏離基本法的
錯誤認識，否則無休止地爭執下去，永遠不可能達成
共識。全國人大「8．31決定」為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奠

定了法律基礎，指明了方向。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分析指出，人大決定有三方面

的重要作用：一是立牌指路，明確指出了什麼是通往
普選的正道，什麼路走不通；二是定分止爭，圍繞香
港普選制度的爭論曠日持久，如果任由這種爭吵不休
的局面持續下去，香港社會將長期形不成共識，普選
將永遠無法落實，人大決定一錘定音放開普選；三是
扶正祛邪，人大決定是一個不信邪的決定，它以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法律文件的方式明示人們，凡事要講是
非，講原則，講規矩。可見，人大決定符合香港整體
和長遠利益，根據人大決定框架作出的普選安排慎
重、全面，不需要也不能夠大變。如果2022年政制要
改變，將再起爭論，社會將再次陷入內耗和紛爭，香
港根本承受不起。

現政府不能代下屆政府作決定
其實，特區政府2017年便換屆，現屆政府不能、亦

不會代下屆政府作出決定，現屆政府根本無法承諾
2022年的政制將作出改變。正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強調，要在當下要求政府就政制未來的路向給出確切
的講法，是強人所難。

更為重要的是，未來的政制是否改變？如何改變？
都須按照「五步曲」行事，怎麼能夠由現在的特區政
府自行作出決定。再說，未來特首選舉辦法的修改，
不只是遷就反對派的要求，而需要社會的廣泛共識。
不能因為要換取反對派支持通過普選方案，就作出不
應該、也做不到的承諾。

當然，林鄭月娥也指出，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
後，選舉制度仍可按既定機制逐步改善，她形容民主
前行後，就不可能「走回頭路」。不過，這裡所講

的，是指普選制度長遠的
改善與優化，而非指2022
年特首選舉辦法會作出大
的改變。2017年行政長官
普選已經是飛躍式的改
變，按照基本法規定的實
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兩大原則，2022年特首選舉辦法須
保持基本穩定，不應再有大的改變。

政制改變須符合「三個有利於」
必須指出的是，未來的政制優化，要符合「三個有

利於」的原則。
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根據基本法規定實行「一國兩

制」，「一國」是前提，香港特區與中央政府是地方
與中央的從屬關係。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香港普選
只是地方性的選舉，不可能以「主權國家」的普選模
式去推行，必須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推行。
香港政制發展要符合習近平主席所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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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歸以來，民主發展迅速。按照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的規定，香港在回歸20年的時候就可以落實特首
普選，足以證明中央對推進香港民主的誠意和決心。
落實普選，關鍵是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是憲制性的法律，必須
得到尊重和嚴格遵守。那種以2022年政制大改變為條
件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說法，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缺乏應有的尊重，也是一種變相的要脅。這當然是行
不通的。廣大市民也不會認同遷就少數人而動搖政制
的穩定性。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有人建議，特區政府可以在政改決議案中，列明2022年特首選舉辦法可以修改，以換取

反對派議員支持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雖然說落實特首普選後，選舉辦法長遠有不斷

優化改進的空間，也不能排除2022年的特首普選辦法作出細節上的技術性調整，但整體來

說，特首普選制度確立之後須保持穩定性。事實上，凡是重大政制變革之後都需要保持基本

穩定，這一規律世界通行。根據人大決定制定的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已經是飛躍式的

改變，同時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整體利益。按照基本法規定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兩大原

則，2017年落實普選後，2022年政制應以穩定為先，不應該也不可能再有大的改變。本港

政制已爭論很久，如果2022年政制再爭論，香港承受不起。況且，今屆政府不能就下屆政

府的政改作出承諾。就是未來的政制優化也不能只遷就少數人，而是要按「五步曲」行事，

要看各界主流民意和共識，需符合「三個有利於」的原則。

2017年若落實普選 2022年政制需保持基本穩定

《壹》遭擲彈屈「滅聲」
反對派「搶護金主」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昨日在立法會大會
上，就「傳媒機構被擲汽油彈事件

與香港新聞自由的關係」提出休會辯
論。她在發言時聲稱，正如前香港大學
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形容的「中央式攻
擊」，壹傳媒集團遇襲事件，「絕對與
新聞自由有關。……公眾不喜歡新聞機
構報道取向，大可以罷看，而不是採取
暴力攻擊。」

阿人收錢不避嫌「加把口」
曾收受黎智英捐款的工黨主席李卓人
（阿人）毫不避嫌，發言稱大家應齊心捍
衛新聞自由，譴責暴力，「建制派成日講
『黑金』，即黑社會及官商勾結。今次事
件是針對《蘋果日報》而不是黎智英，唔

係新聞自由係咩？」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將事件與法國
《查理周刊》遇襲事件相提並論稱，「針
對同一傳媒機構受到赤裸裸威脅，講真話
代價是否要流血？在本屆政府任內，已經
多次發生暴力襲擊傳媒事件，甚至放任成
為『無頭公案』。」

王國興：對毛言行「嘆為觀止」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在發言時坦言，他對
毛孟靜先入為主及「搶護金主」的言行
「嘆為觀止」，決定贈她一首詩─《核
突》：「恐嚇真相任人說，袒護金主毛爭
先，新聞自由作槍使，一舉數得莫須
有。」
他續指，「（襲擊）事件或許牽涉黑金

政治、黑道關係、國際政治，恩恩怨怨糾
纏不清。但她（毛孟靜）視作攻擊武
器。……不難明白收人錢財替人消災。」

葉國謙：涉《蘋果》表現勇猛「你懂的」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評，

反對派將事件與新聞自由相提並論，甚至
由「我是《查理》」變成「我是《蘋
果》」，「新聞自由旗幟涉好多道德光
環，但卻被別有用心利用作攻擊政府及中
央的藉口，甚至聲稱是中央與特區的『滅
聲計劃』，這些言論是缺乏事實基礎的廢
話。但凡涉及《蘋果日報》的利益，反對
派都表現非常勇猛，箇中原因，你懂
的！」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形容，《蘋果日

報》反共反華立場鮮明，回歸後不斷鼓
吹分離主義、扶植本土意識、反對國民
教育，更在「佔中」前後煽風點火，撕
裂社會、用心險惡。反對派收取黎智英
的資金，而最耐人尋味的是，「金主」
話有畀，毛孟靜話無收，故毛孟靜急於
「呼怨叫屈」並非為新聞自由，而是為
「自己友」發聲。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質疑，反對派將事件
比擬是法國《查理周刊》恐襲，大家就應

反思新聞自由的界限，「《查理周刊》多
次對回教先知穆罕默德不敬，大家又是否
認同侮辱他人宗教？」
她直言，黎智英是「泛民金主」，在
「雨傘革命」中更表現出極為強烈政治立
場，視《蘋果日報》為私人工具為其政治
立場服務，「《蘋果日報》是否報道新
聞？有否發揮社會公器的應有功能？它濫
用新聞自由不斷散播仇恨，還可否以新聞
自由作開脫？」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狠批，反對派「飛撲

護主」並將新聞自由「老調重彈」，
「《蘋果日報》牽涉多宗事件，反對派每
次都質疑是打擊新聞自由，是否捕風捉
影？其實它濫用自由抹黑別人，又有財政
危機，甚至在『佔中』期間（涉嫌）與黑
社會過從甚密，反對派是否收錢做事？」

馬逢國：新聞操守和自由同重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

強調，任何暴力行為必須予以嚴厲譴責，
但質疑襲擊未必以威脅新聞界為目的，
「目前警方仍未查明真相，難以排除任何
可能性。特區政府保證新聞自由是責無旁
貸，但新聞自由與新聞操守是同等重要
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壹傳媒大樓被擲汽油彈，一直接受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泵水」的反對派即群出「護主」，聲稱是

「打壓新聞自由」，更於昨日的立法會大會提出休會辯論，更上綱上

線稱這是中央與特區政府針對「講真話」的傳媒機構的「滅聲計

劃」。建制派議員指出，事件仍然在調查階段，或涉及個人的恩怨情

仇，反對派的言論是缺乏事實基礎的廢話，更揶揄反對派是次「搶護

金主」表現勇猛，箇中原因是「你懂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就壹傳
媒大樓被擲汽油彈事件，保安局局長黎棟
國昨日強調，警方非常重視案件，並譴責
有關案件涉及的暴力行為，但警方尚未完
成調查，不宜妄下判斷。他表明，明白案
件引起傳媒工作者的憂慮，警方會全力以赴
處理每宗案件，並不會為「涉及傳媒機構的
案件」作任何定義。
在立法會大會昨日辯論壹傳媒集團被擲汽

油彈事件時，反對派宣稱，警方對過往多宗
有關傳媒或新聞從業員暴力案件，破案率偏
低或進度不理想。黎棟國在回應時反駁指，
警方主要職責是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無
論案件是否涉及傳媒或其他人士，警方都會
一視同仁，全力偵辦，務求將犯案之徒盡早
繩之於法。

破案率近70% 曾破暗殺肥黎案
他強調，警方在2014年處理的案件中，
破案率超過40%，其中涉及傷人及嚴重毆打
的暴力案件，破案率更高達約70%。過去，
警方曾成功拘捕及檢控與公眾人物及機構有
關的案件，包括2008年策劃暗殺李柱銘和
黎智英一案，警方共拘捕2人，法庭其後分
別判處他們入獄3年及16年。在《獨立媒
體》被刑毀一案，警方也拘捕了4人。
黎棟國坦言：「須知全世界警隊，都沒有

可能百分之一百偵破所有案件。警方對任何
可以追查的線索都會全力跟進。」不過，警
方對每一宗案件都全力以赴，也不會為「涉
及傳媒機構的案件」作任何定義，「在警方

調查還未完成，犯案者的動機尚未確立之前，不宜妄
下判斷。」
他又強調，香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受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七條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特區政府
一直致力便利新聞工作，每當有重大政策或措施宣
布，或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有關的政策局或行政部門
均會適時發布資訊和盡量安排新聞界進行採訪，
「（特區）政府會繼續一貫寬鬆的政策，提供適合的
環境讓新聞業自由蓬勃發展，及便利專業及準確地報
道新聞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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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已表明
不再擔任來屆民建聯主席的譚耀宗昨日表
示，任內8年的工作值得欣慰，包括黨內
並無出現山頭主義、拉幫結派情況。他表
明退任後不會再「垂簾聽政」，並寄語繼
任人不用怕經驗不足，最重要有責任心。
譚耀宗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他

任內8年工作值得欣慰，包括幾次選舉成
績算有交代；黨內無出現山頭主義、拉幫
結派情況，同時也培育到一些有能力、有
承擔的新人。他寄語繼任人，不用怕經驗
不足，最重要有責任心，不怕吃虧，出現
問題時就會獲他人協助。
他說，自己退下來後只會擔任顧問，不會

「垂簾聽政」，否則其他人將會無所適從。
被問到會否再角逐下屆立法會選舉，甚至擔
任立法會主席，他只說：「言之尚早。」
被問及其繼任人是否坊間盛傳的現任副

主席李慧琼，譚耀宗讚賞李慧琼近年在各
方面的表現較好，言論也獲傳媒廣泛報道，
但最終由誰人出任主席，要由新一屆中央
委員會選出，他不想指指點點，而民建聯
已有成熟的選舉機制，主席交替不會影響
今、明兩年的競選工程。
目前民建聯約有3萬名黨員，譚耀宗希

望吸納更多年輕、專業及商界人才，以提
高整體會員質素，去年有500人加入，又
指民建聯總有一日會派人參選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反對派「佔
領」失敗後，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肆意拉布，
試圖阻撓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
同屬反對派陣營的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昨
日稱，業界爭取成立創科局已10多年，希望
其他反對派議員聆聽業界聲音，停止拉布，
「係咪（特首）梁振英推行一項民生政策，
就因為佢係梁振英，就唔接受呢？」他更質
疑曾支持成立創科局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
俊仁（AV仁）「走數」。
莫乃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下月14日
是通過成立創科局撥款「死線」，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目前僅餘8節、共16小時的會議，
但財委會現在仍在審議漁業貸款基金，其他
反對派議員正開始拉布，擔心財委會趕不及

討論成立創科局，要留待下一次會期，並須
由大會重新審議有關決議案。
他坦言，過去三屆特區政府都倡議成立創

科局，有關問題已討論10多年，他要忠於自
己的想法和政綱，不會因為建議由特首梁振
英提出就反對，並希望其他反對派議員聆聽
業界聲音，盡快通過撥款，「係咪梁振英推
行一項民生政策，就因為佢係梁振英，就唔
接受呢？」
莫乃光續稱，2012年特首選舉時，包括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在內的3名候選人，都
有建議成立科技局，故質疑現在有份拉布的
何俊仁「走數」。他又稱，很多人不明白「不
合作運動」目的，反對派各人對拉布的界線
不清晰。

■盧文端

「AV仁」曾挺創科局 莫乃光批「走數」 譚耀宗：接班最重要責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