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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
反對派以為中央會在「最後關頭」就政改問

題讓步，是錯判形勢：中央已反覆強調，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是香港政改的底線，
「如果『泛民』最終企硬不讓，他們的選民是否
樂意見到？」

即使重啟政改起點一樣
他並質疑，反對派以為否決2017年普選，下次

就可以爭取一個「更好」的方案，在
邏輯上有問題，「OK，當我這個
（2017年普選方案）不夠好，是

否等多5年就會好一點？」即使幾年後重啟「政改
五步曲」，起點也只會在「8．31」決定，等於浪
費了全香港社會幾年時間。
陳智思強調，中央一向以循序漸進方式做事，

「由經濟特區、人民幣開放到自由貿易區，都是
一步步來，不會有一次過的大改動。」因此，香
港實行首次特首普選，不可讓中央覺得會「出
事」、「出亂子」，「因為會影響到佢（中
央）。」

證不會選出對抗中央者
他呼籲先行出特首普選的第一步，「證明給中央

看，香港人是理性、不激進，不會選出與中央對
幹的特首，如果能夠讓中央看到此訊息，我絕對相
信中央可以再放一步（完善選舉制度），2017年普
選不是『終極』。」
陳智思進一步解釋指，落實普選關乎中央與港人
的信任問題，「佔領」行動帶來反效果，令中央更
具戒心，「如果你（香港）唔能夠令到中央有信
心，點解你會覺得佢（中央）會畀多啲空間你？」
他並以「湊仔」為例，「如果我屋企兩個小朋友，
無法令我相信係有自主能力，我點有信心畀空間佢
哋獨留在家？」
就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提出，倘中央承諾於

2022年取消立法會所有功能界別，他願意支持政改

方案，陳智思認為，如果欠缺信任基礎，「好難叫
上面（中央）開張『空頭支票』畀你，佢點知你會
搞成點？」他相信中央不會作出有關承諾，「因為
你香港都畀唔到任何承諾佢，確保選出的人（特
首）不會出亂子、過分地衝擊中央」。

專業人士可循界別參政
被問到普選立法會是否等於取消功能界別，曾任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10年的陳智思表示，普選立法會
的議題複雜，社會應聚焦討論如何落實特首普選，
而非節外生枝。功能界別將不同聲音帶入議會，有
重要角色，也提供機會予專業人士參政，有保留價
值，「如果我唔係循保險界晉身立法會，我可能無
機會參與咁多公職。」
陳智思又說，自己絕對樂意擔任中間人角色，盡
力游說「泛民」支持政改，因為絕大部分人都希望
香港有普選，倘無法通過政改，爭拗內耗會沒完沒
了，更不能聚焦解決房屋、扶貧等問題，「過唔
到，全部人都係輸家。」

籲以選票向反對派施壓
他坦言，「唔係我講佢哋（反對派）就會聽，唔

需要買我帳」，而是靠廣大市民發聲施壓。反對派
一旦否決政改方案，選民自然懂得在區議會及立法
會選舉投票中反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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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遭否決全部人皆輸 願當中間人游說反對派
普選先行一步 支票不能亂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香港反對派堅持要否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普選

方案，令政改討論陷入僵局。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中央不會亂開「空頭支

票」，輕言取消立法會功能界別，一旦政改方案無法通過，「全部人都係輸家。」他呼籲大家先

踏出普選特首的第一步，證明普選不會「出事」，「（我）絕對相信中央可以再放一步（完善選

舉制度）」。自己願意擔任中間人，游說反對派支持政改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指，不容有人借高度
自治散播「港獨」言論。行政會議成
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智思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指出，有香港年輕人提出「港
人自主」等口號，令人擔心源於面對外
來競爭的保護主義。他坦言，很多年輕
人都看不通香港的經濟命脈與內地緊密
相連，香港不能「閂門」，否則會「無
前途」。
陳智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香港只有極少一撮人主張「港
獨」，雖然他不擔心這種思潮會成為社
會主流，但中央政府為免「港獨」生
根，一定要「擺明車馬」反對，不能馬
馬虎虎。

「閂門」拒內地無前途
他指出，部分香港年輕人比較理想主

義，未有深入理解中央與特區的互相扶
持關係，「部分學生可能覺得，『無問
題，香港唔需要大陸（內地）。』但他
們『睇唔通』香港的經濟命脈及其他很
多事情，倘香港與內地沒有互信，香港
會無前途。」
被問及「命運自決」、「港人自主」

等口號被批評有「港獨」性質，陳智思
分析，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衍生的保護
主義，世界各地都面對同一問題，「每
次我去倫敦，市中心都好少倫敦人，全
部都是歐洲人、中東人等，紐約亦如
是。」面對外來競爭壓力，他完全理解

港青要提出保護自己利益。
不過，他強調，保障港人利益的同

時，更需要互相競爭，「不可能每樣工
作都用本地人、全部事都『港人優
先』，行不通的……香港不可以閂門，
否則更無可能生存。」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聲稱，香

港正在「一國化」，陳智思坦言，回歸
17年來，香港與內地在政治上完全沒有
融合，因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有
獨特地位和角色，相信中央也希望保持
現狀，「不會想香港變為一個內地城
市，失去特殊性和競爭力。」

「社會融合」影響難免
不過，他坦言，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

合已經30年，「社會融合」則在近10
年開始，「13億人就在旁邊，每年有
4,000萬旅客來港，數量都壓死你，香
港無可避免會受內地影響。」因此「好
多事情都變緊」，「如果我是批發商，
我賣貨會為了那4,000萬人內地旅客的
口味，還是香港300萬人會買東西的人
的口味呢？唔使諗。」
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建議，在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未立法前，將
《國家安全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並在
香港實施，陳智思認為，這種做法十分
複雜，現在並非成熟的階段去討論，因
為特區政府目前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政
改，但強調特區政府應自行就二十三條
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違法
「佔領」行動有不少年輕人參與甚至主
導，令人擔心香港新一代拒抗國家的情緒
會不斷蔓延。曾任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的
陳智思在訪問中強調，認識自己國家的發
展和歷史是理所當然的，而隨香港與內
地融合不斷加深，倘香港不去認識內地的
制度，只會衍生更多的矛盾。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早前公開

表示，香港回歸後，部分香港青年的公
民意識存在很大的缺失，說明香港教育
出現問題。陳智思認為，內地不明白香
港為何會爭拗「愛國」概念，並以其新

加坡籍太太為例，「佢唔明點解香港人
成日爭拗是否愛國，佢話新加坡人個個
都要愛國。」
他續說，在外國人眼中，認識自己國

家的歷史是理所當然的，但這一切在香
港都變得政治化和異常敏感，「香港與
內地融合不斷加深，倘雙方不去認識各
自的制度，會產生很多矛盾。」
陳智思與妻子於2011年創辦一間私立

學校，以普通話和簡體字授課，部分年
輕人稱對此「反感」，陳智思反駁指，
學生家長是認同該校理念及教學方法才
報讀，「香港的國際學校，絕大部分都

是教簡體字，全部講普通話，因為這正
式是中文official（官方）的言語。」

港人竟怕被標籤「愛國」
他坦言，當外國學生不斷爭取去認識

中國，例如上中文及普通話課時，港人
反而因為怕被標籤「愛國」而尷尬，在
本地主流學校以普通話和簡體字授課，
更必然會引起反彈，實在令人感到奇
怪。「（有些人）太過政治化了。」
陳智思認為，特區政府雖不能即時解
決有關問題，但不能避開不處理。他建
議當局以低調的方式推動青年工作，例
如多舉辦內地交流團、成立姊妹學校
等，「高調出來講，反而可能又會有
『信任』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成
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智思昨日表示，中
央不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
架下讓步，反對派向中央「施壓」只會適得
其反。香港社會應在法律框架內，集中討論
本地立法有關提委會組成等細節，例如擴大
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等，以爭取最少七成民
意壓倒性支持政改方案，打破僵局。
陳智思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後提到，中央

一向採取循序漸進的原則去推動各項政策，
香港政制發展也不會一步到位。在政改問題

上，香港反對派即使向中央「施壓」，中央
不會讓步，也沒有讓步的空間。反對派倘否
決今次政改方案，日後也不可能爭取到更好
的方案。
他坦言，雖有多個民調反映，約有五成至

六成受訪市民希望通過政改方案，但比率未
必有足夠壓力，令反對派議員改變他們的投
票決定，故期望表決前支持比率可增至近七
成，如考慮在部分提名委員會的界別分組，
將選票基礎擴大至個人票來爭取民意支持
等。

今屆特區政府任期已過一半，行政會議成
員陳智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
首梁振英絕對有心做事，希望解決香港社會
的深層次問題，但是否做到是另一問題，因
為反對派不斷借拉布等「不合作運動」，企
圖拉他下台。

陳智思在訪問中以特區政府早前抽起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部分議程、以讓路予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為例，批評反對派拉布令議程大塞
車，當局抽調議程是無可奈何的，「（特
區）政府盡量唔想改變遊戲規則，但的的確
確係反對派改變遊戲規則，用各種方法阻撓
香港發展。」

曾任保險界立法會議員的陳智思笑言，他

非常敬佩長期留守立法會的議員，因為現時
工時長、工作效率成疑，而且很多時候是
「被動」的一方，「主導權在人哋（反對
派）度，人哋玩呢場戲，其實你只係陪玩，
更加沮喪。」

被問及他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陳智思坦
言，特區政府正面臨政改、區議會及立法會
選舉等幾個考驗，「現任特首如何處理，對
他連任有直接影響，如果處理得好，爭取連
任會好大機會……如果搞得掂所有嘢，梗係
繼續去！我諗唔到有原因我唔支持佢。」

謙稱難兼顧 堅持不參選
雖已多次表明無意參選特首，但政界不少

人仍一直視陳智思為未來特首的「黑馬」。
他被問到自己會否改變「不參選」的決定
時，斬釘截鐵地道：「絕對唔會改變！」他
解釋，自己要處理家族生意，而且「睇唔到
自己有能力解決咁多問題」。

本報記者其後在一公開活動上，遇見陳智
思父親、亞洲金融集團董事長陳有慶。問到
他是否贊成兒子參選特首時，
他即笑「耍手擰頭」道：
「唔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嘉洛

不認識內地 融合矛盾多

「港獨」源於年輕人怕競爭

批反對派拉布阻特首施政

籲法律框架內商政改細節

■■陳智思近日接受香港陳智思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文匯報訪問，，大談對政大談對政
改的看法改的看法。。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陳智思認為需爭取七成民意支持政改方案陳智思認為需爭取七成民意支持政改方案。。圖為圖為
去年的去年的「「保普選保普選」」簽名活動簽名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智思指陳智思指，，普選關乎中央與港人的信任問題普選關乎中央與港人的信任問題，，

「「佔領佔領」」行動令中央更具戒心行動令中央更具戒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智思批評反對派拉布陳智思批評反對派拉布，，阻礙特首施政阻礙特首施政。。
圖為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去年在立法會會議上圖為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去年在立法會會議上
企圖衝擊官員企圖衝擊官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智思指陳智思指，，香港人認識自己國家是理香港人認識自己國家是理
所當然的所當然的。。圖為香港一學校圖為香港一學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智思指陳智思指，，若香港不去認識內地若香港不去認識內地，，只會衍生更多矛只會衍生更多矛
盾盾。。圖為去年有示威者當街辱罵內地旅客圖為去年有示威者當街辱罵內地旅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