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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請求，中央決定將深圳居
民赴香港「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事實
上，「一簽多行」政策自 2009 年試行以來，便利
了深圳居民赴港，促進了香港相關行業的發展。
由於近年來內地赴港旅客增速較快，給香港的旅
遊承載力造成了較大壓力。中央政府調整深圳居
民訪港政策，有利於香港維護旅遊秩序，有利於
深化兩地交流合作，更體現中央對香港一以貫之
的關心和照顧。

2003 年香港遭受沙士的沉重打擊，經濟一落千
丈，應特區政府的要求，中央推出自由行政策，刺
激香港消費，帶動香港經濟迅速從谷底反彈。2009
年，在深圳市試行戶籍居民赴香港「一簽多行」的
政策，也是中央根據特區政府的請求而推出。「一
簽多行」政策推出之後，便利了深圳居民赴港，也
為香港經濟發展、擴大就業和增進兩地民眾交流發
揮了重要作用。

如今，由於內地居民赴港旅遊人數增多，香港
面對承受壓力增加。中央政府接納特區政府的建
議，作出優化深圳居民赴港個人旅遊政策的決
定，廣東省、深圳市政府立即作出配合。現在，
國家對內地居民出境旅遊的政策日益放寬，世界
各地對中國內地民眾入境旅遊亦是越來越歡迎，
深圳居民來港進行經貿交流日趨頻繁。在這樣的

情 況 下 ， 中 央 將 「 一 簽 多 行 」 改 為 「 一 周 一
行」，反映了中央和內地省市優先考慮港人利益
和感受，體諒香港所面對的實際情況，盡最大努
力回應和滿足香港社會的要求。業內人士估計，
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每年將減少
400多萬人次內地訪港遊客，既緩解香港旅遊業的
壓力，減輕赴港人數過多給有關地區居民帶來的
生活困擾，同時對於打擊備受爭議的水貨客也有
一定作用。

實施「一周一行」，將推動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模
式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旅遊業的發展
不僅僅依靠人數的增加，更要重視加快旅遊基礎設
施建設，促進香港旅遊產品的提升及多元化發展，
使得遊客來香港不僅僅滿足購物的需求，還能有其
他娛樂享受，旅遊業更注重發揚香港「好客之都」
的傳統，以優質體貼的服務吸引更多遊客，促進香
港旅遊業持續良性發展。

香港回歸祖國近 18 年，內地與香港人員交流穩
步進行，中央政府將繼續支持任何有利於香港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舉措。本港極少數人製造兩
地矛盾，破壞兩地同胞的信任和感情，損害香港
整體利益，違背香港主流民意，香港廣大市民一
定堅決抵制。

（相關新聞刊A2、A3、A4版）

「一周一行」安排體現中央對港關顧
正值特區政府即將向立法會提交第二

輪政改諮詢報告及政改具體方案的關鍵
時刻，23名反對派議員昨天第三度發表
聯署聲明，聲稱定會否決人大「8·31」
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其實，反對派
議員的三度聯署反映他們之間缺乏互
信，企圖通過加強「綑綁」進行政治訛
詐，以迫使中央在原則底線上作出讓
步。但是，激進反對派綑綁否決政改的
政治訛詐不可能得逞。現在，落實普選
已經進入關鍵時刻，反對派中的溫和派
要拿出勇氣，擺脫綑綁，使激進派綑綁
否決政改的企圖落空，推動政改方案在
立法會通過。

在上個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即將訪港前夕，
反對派議員亦曾發表聯署，聲稱將否決
根據人大「8．31」決定框架制訂的政改
方案。李飛取消訪港與反對派議員見面
的安排，說明中央在原則底線上絕不會
讓步，激進反對派的政治訛詐不會奏
效。

反對派昨天發表的聯署聲稱，人大
「8．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決定違背

「一國兩制」的初衷，亦扭曲基本法條
文原意。這是混淆視聽，顛倒黑白。實
際上，人大「8．31」決定合情、合理、
合法，既體現了「一國兩制」初衷和基
本法原意，又表明了中央落實香港普選
的堅定立場。

必須指出的是，一再聯署的鬧劇，都
是反對派中的激進派綑綁溫和派的政治
行動。事實上，普選對反對派中的溫和
力量有利。有些支持普選的中間溫和選
民是溫和派重要的選民基礎。反對派的
一些溫和派議員並不認同聯署鬧劇，他
們只是怯於激進派的壓力。昨天的聯署
鬧劇還有一個背景，就是有些溫和派紛
紛走出來表達理性促普選的聲音，激進
派又急又怕之下，不但發起對溫和派人
士的圍剿，還以聯署聲明的手法企圖制
止溫和派繼續發聲，以加強綑綁溫和
派，達至否決政府即將提交的政改方案
的目的。在此情況下，市民和社會各界
更要支持溫和派頂住激進反對派的壓
力，鼓勵反對派中的溫和人士拿出勇
氣，突破綑綁，作出抉擇，讓香港民主
發展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激進反對派政治訛詐不會得逞
A5 重要新聞

方案下周三出爐 傳採10%提名「入閘」

各界﹕反對派三度聯署證「虛怯」
批缺互信「簽完又簽」增綑綁力 圖威脅中央難得逞

溫和反對派近日相繼「出
招」，為阻止有陣營中人在

政改表決時轉投支持票，在27名
反對派議員中，23人昨日第三度
聯署聲明（見表）。他們在聲明
中稱，香港基本法頒布25年，中
央政府對香港事務「過度介入和
干預」，賦予香港的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
審權「屢受衝擊」，「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形同虛設」，雙普選承諾「一
再落空」，「情況令人憂慮。」

聲稱方案公布啟動「機器」
他們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8．31」決定令2017年普選特首
「落閘」，為參選人加設「不合
理的限制」，「無視」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六條賦予香港人的被選
舉權，「普選承諾淪為包含政治
篩選的假普選。」人大「8．31決
定」違背「一國兩制」的初衷，
亦「扭曲基本法條文的意思」，
「我們將否決根據這框架定下的
政改方案，並繼續在議會內外爭
取基本法25年前對香港人許下的
普選承諾。」
反對派昨日更安排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以「香港基本法草
委」的名義發言，稱當日制定基
本法是為了保障「港人治港」及
高度自治，但香港一天未有「真
普選」，不能當家作主，即等於
未實現「一國兩制」中的「兩
制」。
「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則稱，23名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必定堅守否決政改方案的
原則，還聲言在特區政府公布政
改方案後，反對派就會啟動「機
器」，向香港市民交代對該份政
改方案的憂慮，以「抗衡」特區
政府的宣傳。

陳勇：別有用心曲解法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笑言，認真的誓言說
一次就夠，但反對派就同一議題
竟然聯署三次，「一對夫妻簽了
婚書就應該一生一世，沒有理由
每個月都要簽一次，擺一次喜
酒，這實在是一個大笑話。」反
對派的做法，證明他們「軍心虛
怯」，欠缺互信，才會不斷聯署
來提醒陣營中人不要「出軌」。
他批評，反對派陣營內有多名
法律界中人，對香港基本法的內
容理應十分清楚：香港基本法的
最終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
會而非某一名法律界中人。事實
上，李柱銘「別有用心」，是扭

曲香港基本法內容的「佼佼
者」，而反對派扭曲基本法，目
的只想推卸扼殺普選的責任。

林健鋒：應尊重選民意願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林健鋒批評，反對派議員三
度聯署綑綁聲明不接受任何人大
「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是
不尊重選民意願。他說，每個議
員也是由選民選出，議員應尊重
選民意願，而非被綑綁做決定，
所謂綑綁聯署的方式，對選民絕
不公平，促請反對派議員懸崖勒
馬。

梁志祥：怕損選情齊卸責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證明反對
派陣營內缺乏互信，各人均擔心
對方「轉軚」，遂不斷通過聯署
來「壯軍心」，更顯示出他們擔
心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市民會在
稍後的區議會以至立法會選舉
時，將不滿的情緒發洩出來，影
響反對派的選情，反對派遂想盡
方法推卸責任。

王國興：顛倒是非指黑為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

出，反對派三度聯署反對，相信
是看到近期「溫和反對派」發
功，迫使激進反對派需要進一步
「綑綁」其他「有離心」的「盟
友」，圖透過「聯署」「一棍打
死」溫和反對派的氣勢，不惜顛
倒是非、指黑為白，刻意扭曲事
實，以減輕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各
界不滿的壓力。

姚思榮：獨裁手段「綑綁」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表

示，不少基本法學者已清楚講述
了香港政改的法理依據，並有大
量文獻可供參考，絕非只由一、
兩個「別有用心」的人「說了
算」。反對派是次以獨裁手段，
在政改立場上「綑綁又綑綁」，
令反對派陣營內沒有另類聲音，
令他對通過政改不存厚望。

何俊賢：反對派指鹿為馬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指出，

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中已清楚訂
明特首普選的條件，反對派聲言人
大「8．31」決定違反「一國兩
制」是沒有道理的。香港有言論自
由，大家可以在合理、合法、合憲
的情況下提出意見或批評，但倘稱
人大「8．31」決定違反基本法，
只證明提出者是對香港基本法理解
不足，甚或指鹿為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即將公布政改

方案，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日突然第三度聯署，聲稱「必

定」會否決方案內容，更聲言中央政府未有履行基本法規

定，給予港人「真普選」。政界人士批評，反對派三度聯

署反映他們之間缺乏互信，圖通過聯署增加「綑綁」的威

力，又借質疑中央政府圖轉移市民的視線，試圖洗脫他們

扼殺普選的罪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府計劃下
周三（22日）公布第二輪政改諮詢結果及向立法
會提交政改方案。據消息指，當局在普選特首提
名時，傾向低於目前要八分一提委會提名，採取
較寬鬆的十分一「入閘」門檻，在「出閘」階
段，人大「8．31」決定規定須過半數支持和最少
有2名候選人；到全港選民投票時，傾向以一輪簡
單多數制方式，即候選人毋須取得過半數選票就
可當選 。消息強調，政改方案會嚴格按照人大
「8．31」框架，不容有任何讓步或遐想。
特區政府於2013年底啟動首輪為期5個月的政

改諮詢，並於今年初展開為期兩個月的次輪諮
詢。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去年作出「8．31」
政改決定，香港也歷經了長達79日的違法「佔
領」行動。經過近一年半的醞釀，關乎2017年特
首選舉的政改方案將於下周三揭盅。

嚴格落實人大「8．31」決定
消息指，特區政府擬定的方案會嚴格落實人大

「8．31」決定，但同時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根

據人大「8．31」決定，特首普選提名委員會由
1,200 人分四大界別組成，整個選舉分為「入
閘」、「出閘」及「一人一票普選」三個階段。
在「入閘」階段，參選人須取得十分一、即最

少120名提委會委員提名便可「入閘」，同時每名
參選人的提名上限是240個，避免出現壟斷提名，
削弱競爭性。在「出閘」階段，人大「8．31」決
定規定須過半數支持和最少有2名、最多有3名候
選人，而政府決定採用「逐一投票」或「信任
票」制度。例如有10名參選人「入閘」，每名提
委會委員便可投最多10票，但也可只投票支持部
分參選人。
最後，在「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時，當局傾向

採用一輪簡單多數制，即毋須取得過半數票才算
當選，而「白票」會當作廢票處理。

勿期望中央最後「退讓」
消息強調，外界不要期望中央會在最後關頭「退

讓」或給予反對派「轉身位」，因為一人一票選特
首已是中央最大的承諾，臨尾退讓只是縱容。當局

亦傾向不會在決議案中有任何承諾，但會嘗試在諮
詢報告中表述，指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款，以及
2004年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已提供了修改的程序。
在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後，有關程序仍然存在，
但要視乎當時的特首是否啟動程序。

政府目標「撬」13票至14票
由於政改方案要獲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通過才落

實，消息指，政府目標是從反對派中「撬走」13
票至14票，支持政改方案，其中手握6票的民主
黨和1票的民協，都是「撬票」對象，但承認現階
段並無把握。特區政府唯一可做的是「打民意
牌」，當局在公布方案後會推出新一輪宣傳攻
勢，期望鞏固支持通過政改的六成民意。
被問到會否擴大提委會的選民基礎，例如將公司

票改為個人票，消息指，由於有關改動在政治上幫
助不大，既不能影響反對派意向，也會令建制派不
支持，故傾向不作改變。至於有關新增提委會界別
或削減某些界別議席的建議，同樣不會在2017年
發生，也不會採納「白票守尾門」的元素。

黎汶洛表面「認衰」暗串民主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學民思潮」發
言人黎汶洛上周錯引消息，暗批前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張文光有意拉攏「溫和反對派」轉軚支持政
改，觸發民主黨非常不滿。黎汶洛事後發聲明
「收回言論」，但昨日「死撐」有反對派中人確
認其消息屬實，認為他毋須道歉，又稱「學民思
潮」會「實」反對派的政改投票意向，避免
「歷史重演」。
黎汶洛上周自稱引述反對派議員爆料，稱

「張×光」已把「佔領三丑」之一戴耀廷的「五
分四否決」方案呈交中央，「溫和反對派」可能
「轉軚」。被影射的張文光隨即反駁黎汶洛說法

是「子虛烏有」，黎汶洛事後發聲明稱「收回言
論」及致歉，但民主黨成員未能消氣，在face-
book留言對黎冷嘲熱諷。
黎汶洛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面「認

衰」，實質繼續暗串民主黨。他聲言今次風波
並非「消息流定堅」的問題，並否認自己「被
人利用」，但以後不會再以「聽說」字眼指控
反對派。他又堅稱有部分反對派選委會代表也
替他抱不平，認為他毋須道歉，「其實你不需
要道歉，因為根本就是真的，可能他（張文
光）不只拿了戴耀廷方案，他還有好多（嘢）
可以攞。」

稱將「實」反對派意向
他稱，考慮到民主黨內部有好多不同意見，

他寧願盡快解決事件，「避免影響團結性。」
但為免反對派忽然支持政改的「歷史重演」，
他稱在下次得悉任何消息後，會公開邀請涉事
人士對話，並要求相關黨派作出澄清，立此存
照。
黎汶洛並直認「學民思潮」會「實」反對派

的政改投票意向，否則任由他們沒有政治原則，
猶如機器一樣，大可以「求其搵個Uncle、Auntie
(叔叔阿姨)坐喺度跟民意走」。就公民黨議員湯家
驊另組議政平台，是否意味反對派分裂，他稱這
在於個人政治原則問題，質疑湯家驊此舉是否有
違當初競選政綱。

■■香港居民早前在街頭請願香港居民早前在街頭請願，，支持在基支持在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8．．3131」」決定決定
的框架下的框架下，，落實落實20172017普選普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健鋒林健鋒 ■■梁志祥梁志祥

■■王國興王國興 ■■姚思榮姚思榮 ■■何俊賢何俊賢

■■陳勇陳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