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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
民主黨中委、前立法會
議員黃成智及堅持否決
政改的公民黨黨魁、反

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昨日
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二人言論針鋒
相對。梁家傑聲稱，在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下，港人的投票權
「要嚟把鬼」；黃成智則批評，否決
政改對爭取民主的新一輩「沒有承
擔」。

梁家傑在節目中聲稱，政改「袋
又死，唔袋又死；不過依我嚟睇
呢，袋咗會死得慘啲，因為你連最
起碼嘅尊嚴會無咗。」黃成智隨即
質疑其「袋咗更死」的說法，指維
持現狀會更沒有尊嚴。

黃成智之後說，令500萬名選民有
投票權是突破，「唔好覺得而家我
哋唔需要個票權，我諗我哋『泛民
主派』一直都係爭取呢個票權。」
梁家傑聽後聲言：「北韓（朝鮮）
都有票權嘅，伊朗式民主，好似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

毅教授講係最接近而家『8．31』嘅
選舉方式，咁你要個票權嚟把鬼
咩？」

當黃成智稱令民主向前走要多些
智慧後，梁家傑謂「我相信成智兄
嘅智慧一定高過我好多」，隨即稱
中央政府對「佔領」行動等的民意
「棄之如敝屣」。黃成智追問：
「 咁 你 點 做 吖 ？ 你 哋 諗 住 點 做
吖？」梁家傑被問到惱羞成怒，反
問：「你點解唔問共產黨，要問我
嘅？而家我揸住權咩，成智兄？」

梁家傑隨後聲稱，接受一個「連尊
嚴同希望都無埋」的方案，會對不起
民主運動的先行者和後來者，自己不
想為後來者留下爛攤子。黃成智嘆
道，希望梁家傑所說的不是整體反對
派的聲音，「如果咁係好不負責
任……你講畀我聽，你否決咗之後，
你交畀下一班後生仔自己去衝、去
撞，你就退後嘞，我覺得呢個係冇承
擔嘅表現。」梁家傑聞言再次失控，
不滿道：「嘩，咁樣抽我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論承擔 與梁家傑針鋒相對

黃成智籲反對派通過政改
讓500萬選民手握投票權 無懼處分或發起聯署

民主向前走 並非硬碰硬
黃成智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激進地否決政改沒有用，
也不滿聽不到聲言要否決政改的議員，說明將來的路如何
走，「大家都係用一種激進嘅方法去做，咁有啲乜嘢出路
呢？」他認為令民主向前走要多些智慧，並非硬碰、硬撞，
「唔該『泛民主派』嘅朋友，話返畀我聽：否決咗之後點樣
去做？如果你諗到一個好嘅方法，我立即出嚟話（支持）否
決；但如果唔係，希望大家考慮通過。」
他聲稱，擔心反對派的態度會令中央政府覺得已經賦予香

港普選機會，「你否決咗喎，我做乜仲要畀你？」他又稱，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通過政改是「迫不得
已」，但要令港人有投票權，從而令民意發揮得更好，「點
解我哋唔可以相信通過呢個政改方案，令500萬市民（應為
選民）有票喺手？呢個係一個權嚟嘅，呢個權可以實質選擇
一個特首。」

盼放低榮辱 共同轉變
黃成智說，他明白反對派承諾了的東西很難會轉變，但認

為從策略及大原則着想，他們應挺身而出，走多一步，「可
唔可以而家為香港嘅民主向前行多一步，有啲嘢係放得低
呢？正如我都放低我自己個人榮辱，黨可能會紀我（指紀律
處分他），甚至逐我出黨。」
對於有報道指，溫和派準備發起聯署，呼籲反對派議員先

通過政改，黃成智承認有溫和派人士，在茶餘飯後隨意「講
過吓」有關事宜，怎料最終報章報道了。他謂自己對聯署並
非太過緊張，也未決定會否發起或參與聯署，如果要做也可
能只有他一人去做，因為他至今沒有考慮過明年參選下屆立
法會。

民主黨高層約見了解想法
他續說，有關聯署並非「話做就做」，要探討細節及觀察

民情，及對政改是否有好處。他認為大家不要過於着緊聯
署，而是應檢視爭取普選的策略。被問到有否現任議員參與
有關討論，他未有回答，只稱「我負起晒所有責任」。
另有報道指，民主黨要求黨員不要呼籲議員先通過政
改，否則會受紀律處分。黃成智說，民主黨高層已約見
他，了解他的想法，若最終該黨認為他違規，而給予紀律
處分，他也會接受，「啱嘅嘢我就會去做。」被問到黨內
有沒有人支持他，他稱黨內有不同聲音，當中批評他的人
不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本港溫和力量逐

漸發放支持政改方案通過的聲音。民主黨中委、

前立法會議員黃成智繼日前在報章撰文呼籲反對

派接受政改方案後，昨日進一步表示，激進地否

決政改沒有用，不滿聲言要否決政改的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未有說明否決後的做法和出路。他希

望他們有多些智慧，從策略及大原則着想，先通

過政改，讓500萬名選民手握投票權。他又說，

無懼黨紀處分，可能會發起聯署，呼籲反對派議

員先通過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二
十五周年，惟社會上仍有不少人對基本法存有誤解。教育評
議會副主席、風采中學校長何漢權指出，加強基本法教育是
當務之急，建議由民政事務局、教育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成立跨部門委員會，邀請教師和法律學者，共同設計並推動
基本法課程，但強調不能以層壓式硬推基本法。
何漢權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經歷2012年「反國教」

事件和去年的「佔領」行動後，香港社會被撕裂，加強基本
法教育是當務之急。目前香港學生對香港基本法認識太淺，
批評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僅以商業角度推展中英文科，教

育局花了大量精力推行新高中學制，但對於基本法的「一國
兩制」和內地與香港關係的教育卻投閒置散，香港基本法教
育欠缺推動計劃，要為此負上責任。
他建議，教育局、民政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應組織

跨部門委員會，邀請教師、法律學者等人士，共同設計並推
動香港基本法課程。
何漢權又認為，應在小學及初中階段開始深入淺出、生活
化地教授基本法，並考慮將基本法的歷史及內容滲入在高中
經濟、歷史及中史課程。至於在公開試中應否考核基本法，
他認為應視乎情況而定，為免出現「反彈」情緒，暫不應在
小學和初中階段引入基本法考試，但中學文憑試則最終需要
考核基本法。
何漢權續說，現時高中課程太多、太雜和太亂，滲入香港
基本法內容存在困難。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全面取消校本評
核，騰出空間教授基本法。

教育局：已散見中小學各科
教育局昨日回應說，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學習元素目前已納

入中、小學課程內，包括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科、
高中通識教育科等，學校亦會因應學校情況和課程發展需
要，推行基本法教育。教育局又表示，配合基本法頒布25
周年，會加強現有課程中基本法的學習元素。

■教育評議
會副主席何
漢權接受電
台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2015博鰲亞洲
論壇」上月在海南圓滿結束，香港菁英會將延
續論壇精神，籌辦下月 20 日至 21 日舉行的
「2015博鰲青年論壇（香港）」，屆時邀請亞
洲各國青年來港，共同探討在亞洲面對的變革
中，如何發揮亞洲青年角色，協力打造亞洲命
運共同體。
曾於上月出席「2015博鰲亞洲論壇」青年領袖

圓桌會議的香港菁英會常務副主席盧金榮，將參
與籌辦「2015博鰲青年論壇（香港）」。他昨日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表示，剛結束的博鰲論壇主題
為「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亞洲經濟
體規模已超逾歐盟，亞洲未來變化值得亞洲人關
注，而香港的博鰲青年論壇，主題「結構變革中
的亞洲：青年的前瞻和角色」亦是繼承博鰲論壇
的關注點，期望透過邀請亞洲各國青年來港出席
論壇的機會，交流亞洲青年在未來擔當的角色，
碰撞思想，在博鰲論壇的基礎上集思廣益，集合
年青力量發展亞洲。

關注經濟文化環保醫療等
盧金榮強調，論壇主題「命運共同體」除關注
經濟外，也包括文化、環保、醫療、教育等多方
面合作，不只為方便做生意，亞洲未來發展值得
亞洲各國青年共同探討。是次論壇參會代表、香
港菁英會榮譽主席洪為民亦認為，博鰲論壇倡議
的「一帶一路」，值得香港各界青年關注，參與
論壇與亞洲青年交流意見。
「2015博鰲青年論壇（香港）」將設有一個主

題演講和四個分論壇，分論壇內容涵蓋亞洲青年
職場經驗交流、移動互聯網的智慧社會、亞洲的
創新時代、亞洲企業面臨的新環境。有興趣參與
的年輕人可於大會網頁報名。

■■洪為民洪為民（（中中））和盧金榮和盧金榮（（右右））接受電台訪問接受電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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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
民主黨中委、前立法會議員黃成
智昨日公開呼籲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通過政改方案。建制派認為黃
的取態符合社會民意潮流，也承
認政治現實，預計更多相對溫
和、理性的反對派人士會對反對
派「綑綁否決」的做法忍無可
忍，表態支持政改通過。反對派
則聲言，中央政府態度強硬，不
能接受黃的建議，其言論也沒有
任何誘因令反對派「轉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

聯會理事長陳勇昨日接受本報訪
問時指出，黃成智的說法是依法
律框架而行，而讓政改通過是符
合潮流的做法，預計臨近立法會
表決政改時，會有更多相對溫
和、理性的反對派人士表態支持
政改通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
示，近日有溫和反對派人士呼籲
通過政改，會令外界感覺到反對
派陣營內出現分歧。他認為，若
反對派堅持否決政改，未來區議
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將會受到選
民懲罰。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

為，黃成智的講法在反對派中是

「較為正常」，也承認了政治現
實，相信民主黨內甚至是整個反
對派中，也有「較為清醒同理
智」的人。他認為如果溫和反對
派佔整個反對派的主流，有利於
推進民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說，

黃成智說了公道說話。她認為，
溫和反對派可能對於反對派主流
要否決政改「容忍唔到，去到極
點，先行出呢一步，講呢啲說
話。」

湯家驊：尊重 梁耀忠：無誘因
準備自組政治平台的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湯家驊就聲言，尊重黃
成智的意見，但稱中央對政改態
度強硬，沒有絲毫讓步的跡象，
「喺呢種情況下，點可以接受黃
成智嘅建議，支持通過政改方
案？」
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稱，立

法會表決政改時，個人將會「跟
大隊」依照反對派的集體決定，
並稱黃成智提出的理據並非新事
物，反對派早已詳細討論，若要
接受的話早已經接受了，毋須等
到今時今日，自己看不出有任何
誘因令反對派改變立場。

■■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民主黨中委黃成智。。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反對派人士日前聲
稱，香港基本法當年起草時，有關產生特首選舉的方
案三曾提及「公民提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原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表示，方案三完全缺
乏公民元素，根本不可能是「公提」方案，而且多年
來從無人認為基本法起草階段已含有「公提」概念，
故此基本法起草期間的確沒有提過「公提」。她認
為，該方案當年已被否決，提之無用，社會各界應繼
續按照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落實普選。
民主黨創黨主席、原基本法草委李柱銘日前稱，

1988年基本法草稿曾有5個方案，其中方案三提到，
50名永久性居民便可提名特首候選人，但這方案是由
600人的功能選舉團選出特首，並非普選。譚惠珠昨日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出，當年提出方案三的人士非常
保守，當時的背景是有人要求普選很開放，亦有人要
求很保守，其中方案三只開放提名權，但選舉權最終
只落在600人手上。
譚惠珠強調，「公提」亦並非沒有要求：首先，

「公民提名」中的公民指的本是中國公民，但很多外
國人可能已在香港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方案三中提
及的永久性居民不一定是中國公民；其次，方案三並
無限制只許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提名，完全不符
法律上政治權參與的公民意識要求；第三，方案三也
沒有要求提名人必須登記為選民，連較廣義的公民意
識也沒有。她指出，這個方案並無要求提名人為中國
公民的嚴謹要求，沒有公民元素，因此不可能是「公

提」方案。

指從無人認可 遭否決提無益
她續說，當年倡議有關方案的人士，對於西方的民

主政治模式「不敢恭維」，亦絕非要東施效顰搞「公
提」，整個過程並無指其方案是「公提」方案。她
說：「這麼多年從來無人走出來指基本法起草時有一
個『公提』方案，即使李柱銘也承認是由於有記者問
起，他才去查找當年的起草文件確定起草時有否提過
『公提』。如果老早有『公提』概念，現在已是街知
巷聞。而且，在政改爭議一兩年以來，仍無人走出來
指原來有個第三方案是有『公提』的，原因是基本法
起草時根本沒有『公提』概念。」

譚惠珠進一步指出，當時根本沒有主流意見何謂建
制，提出方案三並非為了要在建制以外加一項事物，
讓永久性居民可提名政黨以外的人物，和現在反對派
為反對建制而提出「公提」，概念也不同。她又表
示，提出方案三的人士如今已離世，無意說明身份，
只透露是香港人；她當年亦曾參與四十多場講座講解
方案三。但無論如何，該方案現時已被否決，提之無
用，這就是事實。
李柱銘在同一節目中仍死撐方案三是「公提」，不

過他亦承認，講歷史不太重要，講基本法原文才是重
要的，「就算有人講『公提』，但基本法最後無接
納，這才重要。」他又稱，當年自己並無支持方案
三，只全力支持自己提出的方案二。

譚惠珠：基本法方案無「公提」概念

本港下月主辦博鰲青年論壇

■■團體支持落實團體支持落實20172017年年「「一人一一人一
票票」」選舉行政長官選舉行政長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