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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提出辭職
引發全港「變相公投」，現在看來民
主黨在少壯派全力「催票」之下，很
大機會通過有關決議。何俊仁日前更
揚言會在立法會就政改方案投票當
日，發表辭職「宣言」並投下否決票
云云。何俊仁決定於政改表決日辭

職，目的是要趕在 11 月區議會選舉前進行「公
投」，意圖為民主黨選情造勢，並且將政治議題帶入
區議會選舉，令區選變得政治化，有利反對派的選舉

工程。
何俊仁要選哪日辭職是他個人的事，但他以為可以

決定哪日補選，卻只是他的一廂情願。現時法例並沒
有明確指出在立法會議員辭職後要在多長時間內安排
補選，只是規定議員辭職後六個月內不能再參與補
選。《立法會條例》第十四條，只規定任何議員可隨
時藉向立法會秘書給予書面辭職通知而辭去議員席
位；第三十六條亦只規定選舉管理委員會必須在立法
會秘書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時安排舉行補選。
2010年公民黨、社民連「五區公投」的經驗，他們

的辭職在1月29日正式生效，政府於5月16日安排補
選，前後3個半月便完成，但有關做法並非慣例，也不
是法例規定。決定補選日還是要考慮不同因素：
一、當年辭職的是五名地區直選的立法會議員，而
何俊仁辭去的卻是「超級區議會」議席，兩者本質上
有極大不同，在具體安排上也不無爭議之處，需要較
長的時間處理。
二、特區政府在11月就要舉行區議會選舉，其間有

大量安排工作需要處理，並不適宜在之前就舉辦一場
全港性補選，以免耗用大量資源之餘，也避免出現
「選舉接選舉」的情況，兩者舉行之間應有一定的合
理區隔。
三、「辭職公投」在社會上有極大爭議，將來政府
要在立法會爭取補選撥款，幾可肯定會遭到議員和民

意的大力反對，能否成功撥款也說不定，更不可能知
道何時完成撥款程序。可以斷定的是，有關程序可能
要花費大量時間，怎可能幾個月就完成？
因此，何俊仁打算趕及在區議會選舉前進行補選，

在操作上就面對大量的問題。而且，這次辭職不是正
常的辭職，是一場別有用心的政治操作，特區政府不
應為他人作嫁衣裳，為何俊仁及反對派的政治騷提供
方便，不如乾脆將補選延至區議會選舉之後，不是更
好嗎？對付反對派的胡攪蠻纏，不斷鑽法律空子的行
動，政府不能每次都任由他們予取予攜，稱心如意，
更不應配合何俊仁「辭職公投」鬧劇，將補選延後既
符合政府的工作需要，也可打斷反對派的政治攻勢，
在戰略上以守為攻，遏抑一下反對派氣焰，不是壞
事。

政府不可配合何俊仁「公投」鬧劇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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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間名牌大學來說，大學校長和副校長的選拔
工作，至為重要。大學校長和副校長必須是一流的管
理人才和學術領軍人才；必須能夠吸引和組織一流的
科研和教學隊伍。一流的科研和教學人才，絕對不願
意屈居在三流人才的旗下當一個小兵。

觸犯法律隨時成為階下囚
香港大學負責人事陞遷和表現評審的副校長，如果

是一個包庇罪犯，違規收取「黑金」的人，說明其品
格不誠實；他還鼓吹教職員從事非法政治活動，破壞
社會秩序，癱瘓香港經濟，挑戰國家的憲制和基本
法。那麼，所有遵守法律，不想結黨營私，擁有一流
學術水平的教授和科學家，肯定不願意加入這所大

學。由這樣一個品德敗壞的人，每年去評核大學教職
員的教學水平、管理表現和學術水平，一流的人才必
定會卻步不前。香港大學就永遠招聘不到一流的教授
和研究員隊伍。香港大學的百年基業，就會被一個副
校長所敗壞，一直沉淪下去，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
將不可能攀登學術和科技的高峰。

選擇甚麼人當副校長，關係到香港大學未來的發
展，一定要非常慎重，絕對不能馬虎苟且。陳文敏現
在能夠氣焰囂張於一時，在於他有外國勢力和公民黨
撐腰，有反對派的背景，有一些參與組織「佔中」的
少數教職員和學生的聯署支持。而他競爭副校長的對
手，都是學術界的知名人物，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政治
背景。

香港大學要選拔副校長，究竟是需要「黑金政治」
和政黨背景，還是需要一流的學術人才和管理人才？
這個問題一定要講清楚，校務委員會一定無法迴避這
個問題。美國的哈佛大學或英國的牛津大學，絕對不
會挑選一個反對自己國家憲法和法律、並且違規收受
「匿名捐款」，管理烏煙瘴氣的人出任副校長。因為
這樣的人沒有誠信可言，對於自己國家和國家的憲
法，完全沒有忠誠，而且又觸犯了法律，隨時可能成
為階下囚。香港大學有那麼多優秀的副校長候選人可
供選擇，為甚麼偏偏要選一個對香港和港大造成傷害
的人？選擇大學副校長，一定要考慮憲制和法律，要
考慮他有沒有牽涉在刑事案件中，從法制的角度而
言，陳文敏不宜擔任副校長。

學術資格不足如何服眾？
在道理上講，陳文敏曾任法律學院院長，他的管理

表現，非常糟糕。他和戴耀廷狼狽為奸，為了策動
「佔中」荒廢教學，當時一批法律學院的學生家長去
信港大管理層，質疑戴耀廷花大量時間處理「佔領」
事務，根本無法履行副教授工作。而且他自己觸犯了
香港的法律，隨時受到警方的拘捕，可能入獄，將影
響學生的學業。但陳文敏收了投訴信，居然包庇戴耀
廷，並且在「佔中」失敗之後，還讓戴耀廷放半年假

期，暫避風頭。 這種管理方式，就是獎勵犯法的下
屬，獎勵無心教學、不斷曠課的大學教授。陳文敏是
怎樣評核戴耀廷的表現？有關評核結果一定要公開，
讓香港市民看一看陳文敏是否公正？是否有管理能
力？有沒有徇私舞弊？這樣一個法律學院院長，把學
院弄得一塌糊塗，學術水平下降，居然憑着這樣的
「政績」竟妄想登上副校長寶座，這是完全沒有道理
的，也是不能服眾的。

在學術水平方面，陳文敏也不適宜擔任港大副校
長。陳文敏連博士也不是，怎麼能夠擔任副校長？世
界上所有名牌大學的副校長，在學術上都有顯赫地
位，是一個領域上的翹楚人物，這樣才有威望和地
位，有學術的實力，帶領大學攀登世界高峰；並且可
憑着個人的聲望和魅力，吸引更多出類拔萃的科研人
才和教授，吸引工商界捐款予香港大學進行科研活
動。很明顯，陳文敏沒有這種才華及能力，他不過是
一名熱衷搞政治的「政棍」，是令科研人才、工商界
人士敬而遠之的負面人物。論學術水平，他完全不合
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絕對不應該選拔為副
校長。

天涯何處無芳草？為甚麼港大要選擇一個不及格
的副校長？社會輿論的意見，校務委員會必須重
視。

高天問

廉署已經對香港大學的「匿名捐款」案件展開調查，而港大校務委員會仍未完成副校長

的遴選程序。根據各方面的證據，陳文敏一直未有交代「匿名捐款」的來龍去脈和如何處

理捐款，企圖拖得就拖，蒙混過關，造成米已成炊的局面，心存僥倖希望將來案件就算真

的進入審訊程序，他已經當上副校長了，社會公眾也奈何他不得。這種手段對其他副校長

競爭者，絕對不公平不合理。事實上，在法制、道理、學術資格上，陳文敏都絕不適宜擔

任副校長，否則難以服眾。而他有官司在身，也會對香港大學的未來發展和聲譽造成極大

負面影響，港大絕對不能因為「一粒老鼠屎」而壞了大學的百年聲譽。

陳文敏有官司在身 豈能「帶病」升任港大副校長？

政府設諮詢組織
創科發展不「讓賽」

由於反對派拉布，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未能在2月
14日「死線」時表決創科局的相關撥款，令新

政策局成立程序需要「重頭開始」。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當日會見傳媒時，批評反對派
向香港的競爭對手送上一份難得的「情人節禮物」，
特區政府會在新年假期研究應變、應急的做法，使得
香港不至於太過落後於競爭對手。

二次闖關不成 業界嘆無奈
政壇消息人士昨日指出，創新科技是香港其中一個
未來，但反對派居然連這個本應沒有甚麼爭議的政策
都要搞拉布，最終第二次闖關不成，相關的業界及學
術界都大嘆無奈。無論如何，路仍然是要走的，特區
政府也有「兩手準備」，並相信會在短期內成相關將
諮詢組織，集合不同範疇的意見和擔當聯繫的中間人

角色。
該消息人士續說，特區政府亦明白諮詢組織與決策

局的分別，但強調就算今天已有決策局，也不代表諮
詢組織不用成立；反之，短期內成立諮詢組織後，特
區政府仍要再次爭取設立決策局。他解釋道：「決策
局是執行，有實權制定策略甚至立法，而且也有義
務，例如要到立法會申請撥款等；諮詢組織則是向社
會以至特區政府提出發展方向，集合業界意見等，較
為概念的工作。」

領導人選需有心有力有時間
該名認為兩者決一不可的該政壇中人又建議，特區
政府在物色諮詢組織領導人選上，應重視該人是否有
心、有力、有時間工作，而並非其名氣。「若找來一
個星級大忙人，一年才飛來香港一、兩次開會的人，

最終的效果很有限。」
事實上，目前香港有不少科研，特別是應用科技，
都有很高的成就。然而，香港對科研的關注始終有
限，相比如日本、台灣、印度、甚至以色列，香港的
高科技氛圍「十分麻麻」，不要說較難明的技術，就
連簡單如科普也不曉，所以才見大學生連直流、交流
電兩個基本概念也搞不清；買手機時以為四核芯必然
較兩核芯快的大笑話來。相信立法會70名議員，知道
APICTA獎的人或許少於10人。
無論如何，面對數碼化，電子化這場第三次工業革
命，創新科技已到了不能走回頭路的局面，在不進則
退下，香港絕對不能再停濟不前。據悉，在一眾香港
有優勢的科研範疇上，梁振英對物流的應用科技，例
如RFID應用上甚感興趣，因為大可以配合他主張的
「高增值航運服務業」。
據了解，前特首董建華的東方海外，也曾投放以十
億計的資金研發IRIS-2這個獲獎的業界著名航運物流
管理系統。或許對物流及應科有興趣的
創業者，大可以從這方法找尋機會，說
不定將來會有不錯的成就。

■記者 連嘉妮

創新及科技局被反對派「拉布拉死」已是不爭的事實，相信很多真心希望香港有新出路

的人都大嘆無奈。然而，特區政府不能「坐以待斃」，任由競爭對手繼續「贏在起跑

線」。有政壇中人透露，特區政府將於短期內宣布成立相關的諮詢組織，希望香港的創科

發展不會繼續「讓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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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11月是新一屆區議會選舉的
大日子，各大政黨已經磨拳擦掌，開動選舉機器。有消息人士昨日
透露，為迎戰「後佔中」首場重要的選戰，積極推動黨內年輕化的
民建聯已成功招攬前青年民建聯副主席、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徐英
偉「回巢」，擔任民建聯總幹事一職，並於今年5月正式履新，主
要為區議會這場硬仗擔任「大腦」角色。
2008年，徐英偉獲邀出任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是首批問責制官

員之一。在上屆任期屆滿時，徐入讀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
行政學院攻讀博士課程，其後再獲邀擔任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一
職。

配合推動黨內年輕化
有消息人士昨日向本報指出，經歷79天的「佔領」日香港的政壇

已經出現重大變化，民建聯領導層認為，應該交棒給年輕一代，故
新一屆領導層改組，無論是正、副主席等職位都會以年輕面孔示
人，而今次徐英偉離開特區政府，返回民建聯擔任總幹事一職，也
是配合民建聯推動黨內年輕化的其中一環。
該名消息人士續表示，今屆區議會選舉將會是一場硬仗，需要一

位具地區經驗、人脈網絡強、懂得選舉遊戲規則，及具魄力的人士
擔任後勤角色，而徐英偉實屬於不二人選。徐英偉是次能夠「回
巢」，也體現了當初提出政治「旋轉門」的理念，即政黨人士入特

區政府問責團隊後，日後也可以返回政黨參與其他的政治活動。

鴿黨擬派100人參選 憂「傘兵」搶票源
民主黨對新一屆區議會的議席也虎視眈眈，更計劃派出約100人

參選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不過，有多名親歷「佔領」行動的年輕
「雨傘族」，及多名激進的網民「高登仔」聲稱將會「全程投入」
參與今年區議會選舉，或分薄民主黨的票源。在民主黨昨日與傳媒
團拜時，副主席尹兆堅稱，由於這些「傘兵」不在反對派協調機制
內，暫時只知約三四個選區「撞區」，包括有人選擇在他居住地區
參選，但無評估整體大局，未來會繼續協調云。
據了解，部分「傘兵」組織最近曾開會摸底，初步發現，最少在
五六個選區包括葵青、中西區、北區等，有可能與有意參選的反對
派政黨「撞區」，包括中西區的堅摩選區，目前有兩名反對派中人
欲參選，挑戰現任區議員民建聯陳學鋒。陳於2011年的區選中，以
1,721票擊敗取得1,468票的民主黨的伍凱欣。
有政界人士分析，在「佔領」行動結束後，多個由年輕人組成的
民間團體應運而生，部分積極落區部署，聲稱考慮出戰11月的區議
會選舉，挑戰建制派云。由於「佔領」行動破壞社會秩序，未能取
得大部分市民的支持，有部分團體刻意淡化「雨傘」標誌，只打民
生牌，冀吸納一些中間派選民的支持，初步估計至少約有20名「雨
傘族」青年計劃出戰區選。

香港文匯
訊 （ 記 者
鄭治祖）行
政會議秘書
處 昨 日 公
布，由於任
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的行
政 會 議 成
員，包括鄭
耀棠、羅范
椒芬、史美
倫及陳智思
須赴北京出
席第十二屆
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三
次會議，行
政會議將於
3月3日及10
日休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特區
政府早前透露，正安排反對派與中央官員會面，
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昨日向傳媒透露，自己新年前
曾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及和副局長劉
江華會面，譚志源當時指，中央對會面反應正面，
但須於3月全國「兩會」結束後才會作出安排。
馮檢基昨日在與傳媒聚會時稱，新一年，他對
政改抱着「凡事盼望，盡力爭取」的心態，未來
數月會盡力走可行的路、盡每一個可能達致「真
普選」，並稱只要有能夠就政改問題決策的官員
願意會見他，無論職位大小，無論是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或中聯辦主任他都願意出席，並盡力游說
中央同意在2017年落實「真普選」。
他又稱，希望屆時的會面並非流於各自表述基

本立場，中央與反對派會面不應有前設，特首普
選應符合「國際標準」及沒有不合理的限制。
被問及反對派與中央的會面安排，馮檢基表

示，自己單獨與中央會面，比與其他政黨一起更
好，更稱自己一票不影響政改方案通過與否。他
又否認與反對派互相猜疑，又笑言不理解每次外
界揣測反對派議員「轉軚」都有他份。
「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昨日在與傳媒聚會時

則指，「中環（特區政府）、西環（中聯辦）、
北京（中央政府）」三方都暫時沒有人接觸過
他，但他個人認為在哪裡會面也沒有所謂，也不
會抗拒在中聯辦會面，但與「高層次、有影響
力」的官員會面會比較好。他續稱，如果政改方
案沒有改動空間，會面不會有實質效果，但會面
即使是各自表述，他至少也要盡責任表達意見。
不過，「公共專業聯盟」梁繼昌聲稱，他不會
接受在中聯辦會面，因為中聯辦「在香港基本法
上沒有憲制地位」，會面應在北京舉行。他又
稱，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不能「鬆動」一些，
即是「無得傾、傾都無謂」。

馬逢國對政改通過仍感樂觀
另外，立法會6位獨立議員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馬逢國、金融界吳亮星、旅遊界議員姚思榮、保險界陳健
波、商界廖長江，以及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謝偉銓昨
日與傳媒新春團拜。其中，馬逢國對政改通過仍感樂觀。
他指出，反對派在議會中仍有議價能力，並非弱小社群，
會謹慎利用手中一票，推動政改，又認為反對派目前正尋
求下台階，最終仍會支持政改通過，而且不止4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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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偉「回巢」民記 任區選「大腦」

違法分子賀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