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政情與評論

港大校長馬斐森昨日表示，港大有
五個副校長空缺，只餘一個未處理，
他指聘用程序的最後一步，是物色委
員會向校務委員會推薦人選，但現時
這步驟仍未進行。馬斐森的說法證明
了所謂特首干預遴選完全是無中生
有，原因是物色委員會至今仍未有推

薦任何副校長人選，又何來一致推薦陳文敏之說？特
首干預又從何而來？最早散播這些捕風捉影謠言的資
深傳媒人劉進圖，不但對指控提不出任何證據，更有
製造既定事實，迫使港大校務委員會聘用陳文敏為副
校長之嫌。陳文敏一眾機關算盡，到處造謠，大打政

治牌，更煽動遴選風波「倒梁」，令人質疑究竟他是
競逐副校長還是立法會議員。
所謂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最早爆出來的是資深傳

媒人、港大法律學院校友劉進圖在2月11日的一篇文
章。他在文中言之鑿鑿的引用「了解情況的人士」、
「有港大校務委員」及「一些本地左派人士」的說
法，指「一些極具影響力的政府人士」致電校委會成
員，要求他們否決物色委員會成員一致推薦陳文敏任
副校長的建議。如果以新聞學理論而言，這篇文章肯
定不合格。劉進圖在文中作出如此嚴重的指控，涉及
到政府最高層官員的施壓，他就有責任直接指出官員
的名字，更加要指出被施壓校務委員的名字，具體列

舉出兩人之間的對話以及內容，絕對不能說「有人進
行了游說」，含糊其詞，製造出「杯弓蛇影」的效
果。
昨日馬斐森的說法，更令劉進圖的造謠原形畢露。
原因是劉進圖指控政府高層向校委會施壓，否決了物
色委員會一致推薦的人選，而這人就是陳文敏，之後
才有了所謂特首施壓的炒作。但原來，有關遴選程序
根本未完成，物色委員會仍未物色到副校長人選，馬
斐森並指當完成有關程序時會向外公布。這裡說得很
清楚，既然遴選仍未完成，人選仍未確定，又何來物
色委員會一致推薦陳文敏？劉進圖甚麼時候成了物色
委員會一員？

所謂一致推薦陳文敏的說法根本是子虛烏有，但劉
進圖以及一些反對派人士卻不斷散播這些謠言，指責
特首要阻止陳文敏出任副校長。這根本是一場政治操
作，目的是要製造米已成炊的效果，令外界產生錯
覺，以為陳文敏其實早已內定擔任副校長，反過來
「焗」校委會接受這個結果。這一招相當陰險。眾所
周知，陳文敏本身學術資歷並不合格，在領導法律學
院時管理得烏煙瘴氣，更公然支持違法行動，不論學
術、往績、人格、操守都不過關，恐怕難以得到物色
委員會青睞。於是有人便想把水攪渾，將遴選工作政
治化，並將特首拉落水，意圖製造陳文敏被打壓的形
象，並且發動反對派及其喉舌施壓，為陳文敏抬轎。
然而，馬斐森的「無心之言」卻揭破了整場政治風波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以八個字形容：就是「利慾薰
心，不擇手段」。

馬斐森證實未有推薦副校人選 劉進圖造謠原形畢露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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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出席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並發
表重要講話，其中，特首普選的問題最受外界關注。張德江指出，香港政改工作將進入見分
曉的最後階段，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的期望，也是廣大香港民眾的共同期
盼，關鍵在於立法會能否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張德江的講話，不僅表明中央真誠
希望依法如期落實普選，而且指明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能否得到立
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人大決定為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奠定了憲制基礎，開啟了大
門，落實只有一步之遙。掌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切莫辜負中央和廣大市民的期望，應
該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張德江在講話中，不僅高度評價特區政府和警隊成功平息非法「佔
中」，而且提出了三點希望：一是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
威；二是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護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三是積極釋放正能量，不
斷促進港澳與內地民眾的團結和諧。這對香港今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張德江寄望香港落實普選 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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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
澄）學聯行政混亂兼欠缺透明
度，引發不同大學的學生成立
組織，發動學生會退出學聯。
繼香港大學正式退聯後，中文
大學及理工大學的退聯代表亦
蓄勢待發，積極在校內舉行不
同的論壇，公開討論退聯的理
據。據了解，中大及理大目前
取得104個及320個退聯簽名，
只要收集到足夠的簽名，即可
推動校內學生就退聯問題「公
投」。
中大本土學社召集人劉穎

匡、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郭
翠瑩、理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
注組召集人陳浩天以及理大學
生會幹事會校政秘書鄭國明昨
日出席港台節目《千禧年
代》，就應否退聯一事作出討
論。
劉穎匡表示，中大本土學社

現正收集同學的退聯簽名，截至本月3
日，已收集到104個簽名。他指根據會
章，如得到院校學生會會員中5%學生
的簽名，即830個簽名，就能啟動公投
程序。他對成功收集簽名充滿信心。
理工大學的情況亦跟中大相近，陳浩

天稱，由本月2日開始，暫收集到320
個支持退聯的簽名聯署，數目比預期中
多。他預計簽名數字達900個，就能通
過校內評議會，10日內就可於校內啟動
「公投」程序。
劉穎匡及陳浩天均質疑學聯的代表

性，又提到院校學生會每年都會向學聯
繳交會費，要求學聯公開財政狀況，增
加透明度。劉穎匡指出，退聯是「破中
有立」的做法，建議各大院校的學生會
可按議題而結成合作模式，毋須受現時
學聯的「共識制」所限制。
郭翠瑩及鄭國明均反對退聯，稱「學
聯累積不少學界長期抗爭的力量，是重
要的合作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
屆區議會選舉將於今年11月舉行，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昨日公布，特首會同行政
會議已於2月24日通過有關建議，按照
通脹率調高今年11月底舉行的區議會選
舉，候選人的資助金額由目前每票12元
上調至每票14元，增幅為16.7%。
同時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提高今年

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選舉開
支上限，由原來每名候選人最多花費
53,800 元 增 至 63,100 元 ， 增 幅 為
17.3%，有關加幅相等於2012年至2015
年的累積通脹率。
有關建議於明日刊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心澄）違法「佔領」行動雖已
結束，但社會上政治分化的風氣依然困擾校園。英皇書
院的「政改關注組」早前在學校發起「政改意見調
查」，該校校長陳胡美好向學生重申校規列明「任何學
生如欲在校園張貼或派發告示、海報及單張等，必須先
得負責老師及副校長批准」，卻被少數學生扭曲為「打
壓」及「威脅記大過」，更利用媒體「公審」學校。一
群家長及舊生昨日就事件親赴學校獻上鮮花及感謝卡，
讚揚校方的處理手法，並呼籲教師應繼續發揮專業精
神，勿因政治而犧牲教育。
近10名家長及舊生昨日親赴英皇書院，向校長陳胡美

好獻上鮮花及感謝卡。由於校長出外開會，由校方代表鄭
小姐接收。於1984年畢業的校友李先生表示，自己畢業

後一直都對母校十分關注，他留意到「佔領」行動期間，
學校出現「政改關注組」，「『關注組』名義上是跟學生
討論政治議題，但實質上卻存有既定立場。」
就早前「政改意見調查」一事，李先生認為「以校規規

範行為是正確的」，並直言不認同「關注組」成員的做
法，「他們試圖避過校方的監察以掩飾行為的不當，亦將
校方的勸解扭曲為打壓，只是美化其失當的做法。」
另一名參與活動的家長劉小姐也對政治入侵校園感到

失望。她表示，幸好就讀中二的姪子一直專注讀書，沒
有理會過任何有關政治議題的討論。她坦言，知道姪子
的同學之間雖有不同意見，但大家都很少高調表態。對
於學校的處理手法，她認為校長絕對有權指導學生，亦
希望教師會持平處理校內涉及不同意見的議題。

馬斐森昨日率領港大一眾管理層人員與傳
媒茶敘。首年出席港大春茗的馬斐森在

致辭時提及，「去年香港社會發生不少事件，
期望港大來年可聚焦教育發展。」被問及是否
有足夠政治智慧去應對局面，馬斐森笑言，自
己的政治智慧永遠有進步的空間，「但與去年
剛上任時比較已有進步。」他又指，擔任港大
校長一職甚具挑戰，但他無悔上任，也會把握
機會力求港大進步。

踢爆反對派「陳獲薦」屬老作
就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的遴選情況，

身兼遴選委員會成員的馬斐森重申，現階段遴
選委員會仍未向校務委員會推薦人選，他亦不

會對揣測作出評論，而遴選工作會按既定程序
進行，有進展時會對外公布。有關言論推翻了
反對派早前聲稱，陳文敏已獲委員會「一致推
薦」的說法。
負責大學拓展的副校長蘇彰德、工程學院院
長田之楠以及港大法律學院院長何耀明均表
示，副校長的遴選工作仍未完成，難以評論事
件，並相信校方會按既定程序處理。

未收過CY電話電郵
就反對派虛張聲勢稱特首梁振英「干預」港大

副校長遴選程序，馬斐森回應指，梁振英沒有就
聘任副校長一事與他接觸，他亦沒有收過特首的
相關電話或電郵等。何耀明亦指，自己沒有收過

任何有關干預遴選的電話。對於陳文敏被傳「獲
薦」副校長一事，何耀明指不評論是否支持陳文
敏任副校長，期望社會能耐心地等待遴選工作完
成。二人的說話再次還特首清白。
被問及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涉及「秘密捐
款」一事會否動搖社會對港大的信心及影響捐
款，蘇彰德指，會盡力讓公眾了解港大的捐款
運作機制。他續指，校務委員會轄下的審核委
員會正審視有關捐款是否按照大學的指引和程
序處理；如有需要，審核委員會可向校務委員
會提出建議，探討現行大學接納及使用捐款的
情況是否有改進之處。他又透露，去年港大共
收到逾5,000人捐款，希望日後能有更多熱心
人士支持港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教資會的最新研究評審工
作（RAE）報告顯示，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在前院長陳文敏的
領導下，研究質素被中文大學
拋離，受各界批評，但反對派
就「放風」稱陳文敏因獲薦任
學術人事及資源副校長而遭
「打壓」、又炒作所謂的「特
首干預遴選」事件云云。港大
校長馬斐森昨日強調，特首梁
振英沒有就聘任副校長一事與
他接觸，而現階段物色委員會
仍未向校務委員會推薦人選，
有進展時將對外公布。有關言
論粉碎反對派虛張聲勢、製造
既定事實、威迫港大委任陳文
敏為副校長的「如意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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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普選由夢想變成現實
張德江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規定了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普選的核心要素和制度框架，為香港實行
行政長官普選奠定了憲制基礎，這是香港民主發展進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事實上，嚴格按照香港
基本法辦事，穩步推進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是
中央的一貫立場。否則，中央就不會把在中英聯合聲明
中根本沒有提及的「普選」概念寫入基本法，作出莊重
的法律承諾，更不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底的決定
中明確普選時間表。人大「8．31決定」明確了特首普
選的基本框架及核心要素，為2017年首次實現一人一票
選舉打開了關鍵之門，獲得本港社會主流民意擁護。

香港政改將進入見分曉的最後階段，關鍵在於立法
會能否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在支持政改的
主流民意面前，反對派應調整反對政改的錯誤立場，
順應主流民意，支持政改方案通過，與廣大市民共同
把普選由夢想變成現實，譜寫「一國兩制」偉大實踐
發展的光輝一頁。

成功平息非法「佔中」堪稱世界範例
張德江高度評價特區政府和警隊成功平息非法「佔

中」，稱讚這是在世界各國各地區處置同類事件中堪稱
範例。對比起來，2011年的倫敦大騷亂和佔領華爾街運
動，以及不久前英國和美國發生的示威行動，都是以大
規模武力流血清場結束。特區政府和警隊實現了大規模

動亂以和平清場結束，整個處置過程沒有發生嚴重流血
衝突、沒有發生死亡事件。這有賴中央全力支持、愛國
愛港力量積極配合，特首梁振英領導特區政府和警隊，
力挽狂瀾，以堅韌不拔的管治意志和周密的執法準備，
最終對「佔中」和平清場，挫敗美國策動、香港反對派
傾巢而出配合的這場高風險的街頭政治活動，維護了香
港的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事業。

發展是香港的第一要務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確保「一國兩制」事業

始終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
的重要內容。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
其中之一就是「全面依法治國」，從世界歷史看，文
明國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從來沒有離開過法治
能力的彰顯。中央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將「依法治港」明確納入了「依法治國」的範疇。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是「一國兩制」實踐深入發展
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不可動搖的根基。

香港社會各界需準確理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實質和內涵，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對反對派挑戰「一國」的行徑進行堅決的揭
露和抵制，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有損香港市民福祉、
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確保「一國兩制」事業始終沿
着正確的軌道前進。

當前，香港的形勢總體不錯，但也都面臨不少急迫
的、深層次的問題和挑戰。張德江指出，要解決這些
問題和挑戰，歸根到底還是要靠發展、靠法治、靠同

舟共濟。張德江 2013 年 4
月27日在北京會見香港訪
京團時就強調，發展是硬
道理，當前香港的首要任
務，是發展經濟，只有經
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地
改善民生，否則，其他一切都是空談。張德江今次又
再強調，發展是當今世界大勢、時代主題，也是港澳
的第一要務。這是對香港的提示，指明了香港努力的
方向。若香港社會陷入泛政治化和無休止的內耗，忽
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其後果必然是空談誤港，失
去重要的發展機遇。社會各界須致力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不允許破壞兩地同胞信任和感情
近一段時間來，香港極少數人借水貨客問題，大肆

謾罵和攻擊來港旅遊的內地同胞，目的是要挑起兩地
民眾間的對立和矛盾，傷害兩地同胞的感情，破壞兩
地民眾的信任，不僅對兩地交流合作大局造成不利影
響，更直接損害香港的利益。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
重視。張德江希望香港積極釋放正能量，不斷促進港
澳與內地民眾的團結和諧，特別是要防止一些別有用
心的人搬弄是非、挑撥離間兩地關係。香港與內地同
胞休戚與共、血濃於水。香港同胞對國家現代化建設
和改革開放貢獻良多，內地人民對香港的發展和繁榮
也給予大力支持。香港各界應激濁揚清，弘揚正氣，
促進香港市民與內地民眾的團結和諧，決不允許少數
人借水貨客問題破壞兩地人民的信任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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