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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精英促按決定尋求民主發展
組「百人一匯」聯署聲明 倡各界「和衷共濟」建互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署理局長劉江華昨日出席
大埔區議會會議，大埔各界人士昨日到
場表達對特區政改的支持，同時遞交意
見書。劉江華呼籲市民要繼續發聲，向
立法會議員表明希望政改能通過的意
願。
包括大埔鄉事委員、大埔商會、大埔
社團聯誼會、大埔青年協會，大埔不同
村落、議員辦事處以及大埔的康娛組
織、漁民組織等近百個團體昨早於大埔
綜合大樓外集會，表達對政改的支持，
以及向出席大埔區議會的劉江華署理局
長遞交意見書。他們高呼「2017機不可
失」、「支持政改向前走，一人一票選
特首」，以及「接納民意，通過政改」
等口號。
劉江華到場接收不同團體的意見書後

指出，自己在走訪本港不同區份時，都
聽到不少市民表示希望政改方案能通
過，特區政府明白目前在立法會仍未有
足夠票數支持政改方案，希望市民能夠
繼續發聲，從而向立法會議員表明，市
民是希望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林泉：社會需政制改革
不同團體亦表達對支持政改的意見。

香港（國際）地產商會兼大埔區議員林
泉表示，目前是香港關鍵時刻，社會需
要政制改革，所以要通過政改。
他說：「我們需要民主步伐向前走的

同時，亦要香港保持繁榮穩定，香港不
能亂，我們就是在繁榮穩定的基礎上令
政制走前一步，要民主亦要保民生。若
70名立法會議員中，有不支持政改的，
我希望大家在將來，要他們票債票
償。」

黃容根：民意清楚表達普選特首
新界漁民聯誼會主席黃容根強調，民意清楚

表達希望能夠500萬人選特首，希望立法會議員
能夠聽取市民意見，在表決時就政改方案投下神
聖一票，讓方案得以通過。

大埔區會通過動議撐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政改第二輪諮詢期明日
結束，大埔區議會昨日在19票支持下通過動議，促請立
法會支持政改方案，推動香港民主的發展。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署理局長劉江華在會上重申，無論政改通過與
否，包括反對派在內的立法會議員都有權在來屆繼續投
票，是「既得利益」者，相反市民卻喪失政治權利成為
「輸家」，因此呼籲反對派議員三思不要反對方案，以
免令市民期望落空。
劉江華在政改諮詢期結束前夕繼續馬不停蹄捉緊時間
推介政改，昨早到大埔區議會聽取該區意見。會上，區
議員劉志成動議：「大埔區議會呼籲社會各界以和平、
理性、務實的態度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工作，並促請立
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如期依法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推動
香港民主的發展。」最終有關動議得到19人支持下通
過。
區議員張國慧批評，一些不尊重基本法和中央的人立
心不良：「任何人破壞『一國兩制』、破壞中國在香港
行使主權，以及破壞香港憲制地位，都是立心不良。任
何人不尊重法治，不尊重基本法，這些人也是立心不
良。」區議員陳志超亦強調，能夠通過方案，不僅是特
區內的事，這也代表國家內首個城市開放了選舉權，令
整個國家可以在將來參考，令13億人可以有一個借鑑。

劉江華促三思 莫負市民期望
劉江華發言時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改決定是不
可能撤銷，因為這個決定是憲制「五步曲」的第二步，

而且已完成，是一個堅實的憲制和法理基礎，如果將此
剔除，普選特首根本無從談起。
他又重申， 2017年的方案不是終極方案，可以在日後

再優化，而環顧全球不同國家，都知道一個政制總不會
一成不變，回顧特首選舉委員會亦在不斷優化，由一開
始的400人，到800人，然後到1,200人。
對於反對派議員仍未聆聽主流民意支持政改，劉江華
指出，有些至今仍表示反對方案的立法會議員，曾多次
反對1,200人的特首選舉，而他已不斷提醒那些議員，
若不通過政改，最終亦只返回1,200人的選舉。他解
釋，否決方案只會令市民成為「輸家」：「原地踏步是
甚麼，就是500萬選民的政治權利會喪失，但70名立法
會議員，由於是當然選委，他們仍然可以有票。因此我
們希望有票的立法會議員，特別是反對派議員可以三
思。」
劉江華表示，重視與反對派的溝通，而反對派希望和
中央官員有溝通，特區政府也盡能力做這方面工作。他
強調，無論支持和反對政改方案的人都有同一目標，就
是可以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又反問反對派是否因
為不同的方法而放棄共同的目標。
劉江華又指，在落區宣傳政改期間，不少市民特意前
來為政府團隊加油，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希望能
在4月整理好諮詢期內的意見並提交決定案，在5月至6
月進行表決。他又呼籲社會各界在未來數個月繼續發
聲，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實現港人一人一票普選
特首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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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人方案」複雜 反對派糾纏挨批呂志和：各黨邁步政改創和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嘉華集團主席呂志和昨日於

集團網站發表「主席嘉書」，就政改方案發表意見，指若各方
的論點未能達至互諒，長此下去恐會有損香港經濟，並對未來
帶來深遠影響。他深盼港人能從香港經濟繁榮穩定出發，刻苦
忍耐，切實的推進政改方案，同時寄望各黨派摒除分歧，以香
港的整體利益為依歸，一步一步邁向目標，以逐步建立健全的
制度。

籲港人珍惜普選機會
呂志和昨發表一篇名為《和諧需共創 邁步譜新篇》的文
章，稱有感政改方案爭拗繁多，憂慮長此下去，恐會有損香港
經濟，對未來帶來深遠影響。他呼籲港人珍惜普選機會，稱
「普選行政長官正是回歸以來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大事，關係到
香港的政制發展邁向更理想開放的新局面；身為香港人，必須
珍惜來之不易的機遇。」
同時，呂志和促請社會各界從香港經濟繁榮穩定出發，刻苦
忍耐，切實的推進政改方案。他認為縱然這方案難以令各方稱
心滿意，但相信只要彼此包容忍讓，一步一步邁向目標，制度

才能健全。他又援引外國例子指，
古今中外，世界各地停滯不前的國
家，往往都因為政治動盪、社會經
濟民生受影響所致，指出金字塔非
一天建成，操之過急定會引起社會
不安，受苦的莫不是市民大眾。
呂志和提出，各黨派之間亦應該

摒除分歧，以香港的整體利益為依
歸。他指目前香港面對的核心問
題，需要各方面精英人士包括立法機構，以宏觀角度全方位來
分析、處理，並且要放下歧見，透過理性溝通，才可以逐步解
決。寄望各界有效處理各項議案，尤其涉及民生的問題，向全
港市民以及選民負責。
呂志和在文中感慨，內地走過三十多年逐步改革開放的歲

月，在國際間徐徐崛起，進入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的新階
段，發展前景一片廣闊光明。身為中國人深感可喜之餘，他認
為要進一步發揮香港自身優勢，設法讓這顆東方明珠實現更好
發展，才是明智之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
幫」之一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早前以
「偷換概念」手法提出違反基本法及人大常委
「8．31」相關決定的「候補人方案」，試圖為
反對派參選人暗築「入閘隧道」。陳方安生昨
日還聲言要求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又
稱樂意與中央官員商討，但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等政界人士均質疑「候補人方案」令選
舉複雜化，反對派繼續糾纏在無意義的議題
上，只會浪費提委會民主化的機會。
「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日前拋出所謂
「候補人方案」，明顯是要確保反對派取得
「參選入場券」。陳方安生昨日在電台節目中
稱，已把方案提交特區政府，並要求與林鄭月
娥會面，又稱樂意與中央官員商討。
她揚言方案並沒有剝奪提委會的提名權利，

只想在人大「8．31」決定的框架中找出「可行
方案」，又稱如果「候補人」得票比候選人
多，反映市民認為提委會選出的候選人「食唔

落」，提委會必須重啟提名程序，確認得票高
的「候補人」成為候選人，再進行第二輪投票
云。

梁美芬：首次推普選 制度應從簡
梁美芬在另一電台節目中，質疑「候補人方

案」聲稱只涉及本地立法，但有關內容與「白
票守尾門」方案相似，在政治層面上較為複
雜。
她認為，香港首次推行普選，應該採用較為

簡單的制度，又反對在基本法附件一加入2022
年「需」再修改普選辦法的承諾，因為該說法
是違反了全國人大在2007年制定政改「五步
曲」的內容。
張國鈞在同一節目中亦指，行政長官選舉方

法應有優化的空間，但反對派在過去兩年不斷
糾纏在一些無意義的議題上，及後更策動違法
「佔領」行動，將提名委員會民主化的機會白
白浪費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改第二輪諮詢期明日
結束。香港工業總會昨日向「政改諮詢三人小組」成員
之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遞交意見書，強調香港的政
改步伐應按照社會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邁向民主之
路。該會又期望香港能夠停止爭拗，把握今次機會「起
步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框架，落
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為香港民主制度展開新的一
頁。
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副主席嚴志明及總幹事蘇家碧

等，昨日向當局遞交政改意見書。該會強調，普選行政
長官須按照基本法，以及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框架下進
行。
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該會建議提名程序分為

「委員推薦」和「委員會提名」兩個階段。為了讓更多
有志之士參與，以及提委會有足夠選擇，在推薦階段的
門檻可以較寬鬆，「入閘」提名數目定於100名，上限
為200名。

倡「出閘」不記名
「出閘」方面，該會建議採用不記名方式，從參選人

名單選擇支持人選，若取得過半數提名，便可以成為正
式候選人，以「一人二至三票」的投票程序較為合適。
這樣可確保當選人有足夠的民意基礎，提高特首的認受
性，將有利管治。若首輪投票未獲過半數，即最高票的
兩名候選人，便進入第二輪投票，在第二輪投票中，取
得較多及過半數有效票的候選人，便告成功當選。
反對派聲言要中央政府承諾在2020年取消立法會功能

組別，才會支持今次的政改方案，劉展灝就此反駁指，
特區政府不能單方面作出承諾，又強調功能組別議員憑
着本身擁有的豐富專業知識，可以大為提高立法會的議
政水平，更有助特區政府改善施政，達至均衡參與的原
則。

昨日，「百人一匯」以中大經濟系客座教授宋恩
榮、港大教育系前系主任黃錦樟、香港普通話研

習社前主席冼錦維、浸大客席副教授彭泓基、公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趙雨樂等，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遞交有關聯署聲明。宋恩榮在會後引述林鄭月娥時表
示，政府非常鼓勵中間發聲，態度正面。

集學界醫界政界170多人
聯署聲明中，一百七十多位人士包括中文大學經濟系
教授宋恩榮、港大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香港科技大
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港大前校長鄭耀宗、徐立之、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醫學界如醫學專科學院創院主席達
安輝、港大外科學系主任盧寵茂、仁安醫院院長李繼
堯、皮膚科醫生陳衍里，立法會議員謝偉俊、馬逢國，
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等，組成「百人一匯」，以倡「釋
善意、建互信、促民主」及「和衷共濟」為宗旨，促
特區政府、政黨和社會各界釋出善意，建立互信和溝通
平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下尋求
民主發展的空間。

籲議員釋善意找理想方案
團體同時亦呼籲全體立法會議員釋出善意，找出理想
方案，讓香港民主發展多走一步，同時強調各方透過溝

通，從而定出香港政制民主發展步伐，如在2020年立
法會選舉前決定取消功能組別與否，或是在2022年前
進一步將提委會民主化。
聲明亦表示，自「佔領行動」後，香港社會出現嚴重
分歧，認為有關局面深藏管治危機，並強調2017年一
人一票普選特首是民主進程中重要環節，若屆時未能落
實普選，全港市民必蒙受損失，而特區政府管治更舉步
維艱，故冀發起聯署聲明以建立各方平台，達至互信，
並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框架下尋求民主空間。

趙雨樂：框架內容「豐富」非「落閘」
趙雨樂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
並非「落閘」，他亦言其內容「十分豐富」，而且更存
在很多合作空間，同時充分考慮到本港民主發展現實、
政治格局及國際政治大氣候。
他解釋，根據外國經驗，小黨亦能發揮「關鍵小黨」
角色，在聯合政府方式參與行政管治。他續分析，反對
派亦可在當中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
趙雨樂又認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定下的框架中，提
委會接受較多候選人參與初選，在足夠透明度讓市民關
注不同政綱，而且在其門檻中亦能使反對派躋身候選人
之列，作為小黨亦能成為拉攏關鍵的小黨。
對於反對派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政改的決定，趙雨

樂坦言，現時有不少人將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的框架邊緣化，甚至「妖魔化」，非常負面，他認為
此等看法是對全國大人常委會的決定憑空想像，而且更
抹殺中央為香港落實普選的善意，同時認為有關框架是
經中央深思熟慮，並容許加以優化，故冀社會各界能加
以正視。

宋恩榮：落實特首普選是里程碑
宋恩榮明言，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是非常重要的里

程碑，冀設立有關平台使各界，如「黃、藍絲帶陣營」
可「和衷共濟」，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
尋求民主發展的空間。
他亦建議提委會方面應增加代表性，取消公司票轉個

人票，而在其提名程序中能降低「入閘」門檻，如八分
一至十分一等；同時在「出閘」方面採用提高不同政見
者參選機會投票方式如「名單制」，至於投票安排上，
冀能採用反映民意的投票制度，界定白票等。不過，他
強調有關團體並無特定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改第二輪諮詢即將結束，逾百多位專業人士發起聯署聲

明，促特區政府、政黨以至社會能釋出善意，找出溝通平台，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的框架下尋求民主發展、優化的空間，若2017年普選無法落實，對香港的管治將會帶來極

大危機，同時亦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定出有關政改框架是經深思熟慮，並存在許多合作空間。

■逾百學者發表聯署聲明，冀社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下尋求民主發展空間。 鄭治祖 攝

■林鄭月娥(右二)與工總代表會面，並接收政改意見書。

▶近百個大埔團體向劉江華遞交意見書以表達
對政改支持。

■呂志和 資料圖片

工總籲停爭拗 盼政改「起步先」
▲大埔區議會通過支持政改動議。

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