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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留「寬鬆位」增民主成分
否決不知何時有普選 籲反對派通過政改

特區政府在公布政改方案後，問責團隊將總動
員到全香港18區進行宣傳。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
表示，示威者大肆干擾官員落區，反映有人心
虛，怕官員接觸市民。事實上，民意對推動政改
有決定性的作用。反對派對特區政府展開「民意
戰」十分害怕，恰恰說明官員落區宣傳政改，可
進一步凝聚支持普選的民意，推動更多市民發
聲，促使反對派議員轉軚支持普選方案。

期盼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實現500 萬合資格
選民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是本港社會的主流
民意和最大共識。特區政府完全可理直氣壯展開
「民意戰」。政改方案公布後，政府以「一定要
得」為口號宣傳政改，三司十二局周六會全員上
陣，乘巴士巡遊港九新界宣傳，包括行會非官守
成員在內的問責班子則會在未來兩個月「輪更」
宣傳，在上下班時間在人流最旺的地方，包括地
鐵站及天橋等派傳單，政改三人組則主力在周末
出動，並會與建制政黨、地區居民聯會及社團等
合作在地區宣傳。政改已進入見分曉的最後階
段，通過政改是「硬任務」，問責團隊全方位開
展「民意戰」，體現了完成「硬任務」的決心。

反對派對政府展開「民意戰」心虛理虧，進行

兩手反撲。一手是對官員落區進行狙擊、侮辱、
謾罵。對此，梁振英指出，留意到有批貌似學生
的年輕人，以極粗鄙的粗口和聲浪代替道理，他
反問這些不文明、只求發洩的人，是否稱得上
「民主派」。狙擊官員落區不僅是反民主的非法
暴力行為，而且暴露反對派對政府展開「民意
戰」十分害怕，企圖阻攔政府的「民意戰」。但
這恰恰說明，政府展開「民意戰」擊中反對派要
害，應該深入開展下去。

反對派另一手是在全港各區展開「反袋住先」
宣傳運動。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聲稱宣傳
攻勢可「一波到尾至投票」。這其實是反對派進
行的「民意戰」。反對派一方面狙擊政府的「民
意戰」，另一方面卻開展反對政改的「民意
戰」，這是只許反對派放火不許問責團隊點燈的
霸道行為。

多個民調都顯示，支持依法落實普選的比例，
持續上升至穩佔六成或以上。反對派內部也就政
改問題進行過民調，結果亦有超過一半受訪者支
持通過政改。反對派「反袋住先」悖逆支持依法
落實普選的主流民意，這注定了反對派反對政改
的「民意戰」難逃失敗的命運。

打好「民意戰」促立會通過普選方案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系列社評之二 針對日本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昨日指出，日本有關內閣成員參
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反映出
其對待歷史的錯誤態度，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日本首相安倍剛剛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承諾堅持「村山談話」，續走和平發展道
路，言猶在耳，安倍內閣卻肆無忌憚地「拜
鬼」。日本當局言而無信，如何改善與鄰國
關係，又如何在世界立足？

近年日本因為戰爭罪行及領土爭議，與
中韓兩國關係處於低潮，亞洲鄰國乃至世
界關注日本當局能否正確對待歷史，努力
改善與鄰國關係。4月22日傍晚，出席印尼
亞非峰會的安倍要求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
面。安倍在會談中表示，十分希望改善日
中關係，並承諾願繼續堅持包括「村山談
話」在內歷屆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認識，
決心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在亞非峰會上
發表演講時，安倍也表示：「日本對過去
的戰爭深表悔意，承諾永遠保持做一個堅
守這樣原則的國家。」可惜，安倍續走和
平發展道路的話音剛落，翌日安倍內閣的
成員就大模大樣地參拜靖國神社。更值得

留意的是，安倍儘管此次沒有親身參拜，
但早一天已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供奉
了祭品。

眾所周知，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對
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徵。
日本政客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導致日本與
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關係惡化。安倍當
全世界說要對二戰「深刻反省」，堅持
走和平發展道路，行動上卻為軍國主義招
魂，傷害鄰國人民的感情，在世人面前示
範什麼叫做說一套、做一套。安倍以為耍
弄兩面手段就可撈取最大政治本錢，既借
美麗謊言騙取鄰國及世界的好感和信任，
同時討好國內極右勢力，鞏固執政地位，
實際上他是自打耳光，在全世界面前丟人
現眼。歷史問題是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
的重大原則問題，日本只有切實正視和深
刻反省侵略歷史，同軍國主義劃清界限，
中日關係才可能實現健康穩定發展。日本
政界人物應該秉持正確歷史觀，多做有利
於同亞洲鄰國實現和解、增進互信的事，
才能真正獲得鄰國的諒解和世界的尊重。

（相關新聞刊A19版）

安倍不可言而無信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公布後，「政改三人組」昨日分別接受電台訪問。 領導「三人組」的林鄭月娥昨晨
先後接受兩個電台訪問，解釋政改方案。她在訪問中指出，在
人大「8．31」決定框架下，特首普選方案已增加選舉民主成
分、透明度和競爭性。
她舉例說，提名程序方面，分為「委員推薦」及「委員會提
名」兩個階段。「入閘」方面，方案建議降低「入閘」門檻至
十分之一、即獲120名提委推薦，就可成為特首參選人，比現
行選舉委員會要求的八分之一門檻為低。而為容納更多有志之
士參選，方案建議設立從前沒有的推薦上限，每人最多可獲240
名提委推薦，以免有人壟斷提名，故理論上可容許5人至10人
參選。

提委會成員可投「N票」
「出閘」階段方面，林鄭月娥表示，方案建議提委以暗票投
票方式提名候選人，每名提委可投票提名最少兩名至所有參選
人，獲提委會全體委員過半數支持並獲得最高票的兩名至三名
參選人成為候選人。同時，提委會成員可以投「N票」，這設
計較為寬鬆、開放，有助增加競爭性，讓不同政見、背景的參
選人有更大機會爭取提委支持，已平衡了進取和保守的聲音。
她指出，方案提出成立提委會秘書處，讓提委可了解參選人
的政綱理念，參選人可能會進行電視辯論、落區接觸市民，與
正式選舉分別不大，有助提高選舉的民主成分和透明度。提委
會為保持制度公信力，投票時一定會考慮公眾意見，若公眾心
儀的參選人未能「出閘」，相信對其後的選舉程序有影響。

反對派應交代可重啟理據
被問到特區政府是否已在人大決定的框架下為港人「爭取到
盡」，林鄭月娥強調，人大決定有法律約束力，必須作出平
衡。方案必須平衡各方利益，並非滿足了反對派提出的要求，
就代表建制派會支持，一旦2017未能落實特首普選，香港就會
失去普選時間表。各反對派議員需要向市民解釋，他們否決今
次方案後，有甚麼理據認為下次重啟就可以得到普選。
被問及若政改被否決，下次再啟動「五步曲」時是否一定要

按照人大「8．31」決定提出修改，林鄭月娥坦言「不可以這樣
理解」，因為重啟「五步曲」時，人大常委會在「第二步曲」
有權批准有關選舉方法如何修改，以及可按照當時中央與特區
的關係、香港實行普選後是否順暢等因素，有可能作出另外決
定。
她續指，特區政府今次花了很大力氣，有關分歧的爭拗不但
影響特區政府施政，而且影響社會和諧及人與人的關係，故下
屆特區政府未必有足夠信心、動力及政治條件重啟政改，下屆
特首是否一定會在2022年再啟動政改也是說不準的，要由下屆
特首按當時情況評估再決定。即使下屆特首啟動政改「五步
曲」，啟動「第一步曲」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同意再啟動
或作甚麼決定，也是未知之數。

籲停爭拗 助港府集中精力扶貧
林鄭月娥強調，民主是一個過程，先行出第一步，將普選變
成香港政治體制的重要一環，就不能再走回頭路，到時反對派
仍可按法律程序爭取改善和優化制度，故呼籲反對派通過政改
方案，令香港有喘息機會，不要再在普選議題上再引發激烈爭
拗和混亂情況，特區政府也可集中精力處理扶貧、人口政策等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公布

的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在法律框架下作出了

最民主的安排。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指

出，在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下，方案已設下多個「寬鬆

位」，如降低「入閘」門檻至十分之一、提名委

員會委員以暗票方式提名候選人等，增加了特首

普選的民主成分和競爭性。她坦言，若是次政改

方案被否決，不知何時再有機會落實普選，呼籲

反對派通過政改方案。

袁國強：反對派不能忘基本法共識

提名權因地制宜 普選無關「公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把特首參選人
「入閘門檻」大幅放寬至十分之一
提委提名，在憲制框架下達致最民
主的安排。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昨日指出，基本法在4年零8個月時
間的草擬和諮詢下，已考慮過不同
意見，並提醒反對派不能把以往的
共識「當粉筆字抹去」。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則希望全體立
法會議員負上歷史責任，通過方
案。

草擬諮詢兼顧各方利益
袁國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基本法經過4年零8個月時間的
草擬和諮詢，已考慮過不同意見，
無論是選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
四大界別，都是為了兼顧各方利
益，「這是香港人要求的。」香港
反對派不能把以往的共識「當粉筆
字抹去」。
對於反對派聲稱，方案維持提名

委員會由1,200人組成，「欠缺民主
成分」。
他解釋，方案提出提委會界別分

組和選民基礎大致維持不變，是評
估了政治現實，特區政府認為沒有
空間增減界別或改動公司票，不希
望因小失大，令更多界別或政黨反
對方案。
袁國強指出，過去選舉委員會負

責提名和選舉，但提委會只負責提
名，不能只考慮「自己想選的
人」，也會考慮整體香港利益，以
及人選是否為港人接受。「出閘」
時，提委會最少提名兩人，最多卻
不設限制，可讓建制及反對派委員
互相提名，相信即使建制派人士也
有機會支持中立人士，「民主元素
非常廣泛。」
他強調，參考近兩三個月的政改

民意調查，支持方案的比例約五成
半到六成，反對通過政改方案的受

訪者約佔三成至三成半，「民主
派」不應「說一套做一套」，只叫
政改口號、擺政治姿態，而不理民
意而繼續反對通過方案。

譚志源料反對派一兩人「入閘」
譚志源昨日在另一電台節目表

示，是次方案最大的民主元素，是
由現行1,200人的選委會，變為全港
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普選
特首，「入閘門檻」至十分之一提
委提名，可確保最少5名、最多10
名參選名額，如以現行選委會組成
分布，估計反對派可有一至兩名人
選「入閘」。
他續說，特首普選方案建議在

「入閘」後會設立平台，讓參選人
透過政綱證明自己，「參選人定要
向社會大眾『耍拳』。由『入閘』
到『出閘』，參選人在幕前及幕後
拉票都是必不可少，以確保參選人
公開及公平地向公眾及提委會委員
爭取支持。」
假如「入閘」參選或「出閘」候

選的人數少於兩人，屆時都要重新
開始提名程序。

冀議員負上歷史責任通過政改
被問及如何爭取反對派支持，譚

志源表示，特區政府未來兩個月會
馬不停蹄進行政改宣傳，一日政改
方案未表決，一日都不能掉以輕
心，「我明白『泛民』立法會議員
面對兩難，一方面越來越多市民支
持政改，另一方面溫和『泛民』又
被激進者狙擊。我希望全體議員負
上歷史責任，通過政改。」
他續說：「除了『泛民』議員外，

政府也會公道地向建制派議員拉票。
正如我留意到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沒
有參與建制派議員支持方案的聯署。
我知道梁家騮議員傾向聽從業界取
態，所以當局會與梁家騮及醫學界保
持聯繫，爭取他們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
對派聲稱綑綁否決不符合「國際標
準」的政改方案，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昨日指出，他留意到社會上有人混淆
選舉參選權、提名權和被選權的概
念，其實提名權在不同國家及地區都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特區政府提出的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即使沒有「政黨
提名」或「公民提名」，也不能被指

為「不是普選」。
袁國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選舉提名權在不同國家及地區有不同
處理方式，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也無包括提名權，故
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即使無「政
黨提名」或「公民提名」，也不能指
不是普選，希望外界不要混淆提名
權、參選權和被選權三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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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香港反對派聲言通過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就等於「袋一
世」，企圖恐嚇市民，拉倒政
改。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
成員、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
批評，「袋一世」說法「絕對
錯誤」，通過方案不代表會扼
殺往後的民主發展，日後仍有
法律基礎啟動政改「五步
曲」。

反對派口號姿態無助理性討論
特區政府前日公布2017年普選

特首方案，在憲制框架下把民主
程度最大化，但反對派繼續宣稱
一定綑綁否決，更展開所謂「反
袋住先」行動，聲稱通過方案就
要「袋一世」。
袁國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批評，反對派缺乏客觀和令人
信服的反對理由，而這些口號
和政治姿態無助理性討論，並
駁斥所謂通過政改方案等同
「袋一世」的說法是絕對錯誤
的。
他指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已清晰說明了兩個訊息：一、建
議方案已實現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規定，有關特首產生辦法最終達

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的目標，但這不代表扼殺往後的
民主發展；二、每一個地方的民
主發展都有一個過程，歷史巨輪
一定向前行，往後發展要平衡政
治穩定、民生經濟、民主向前走
等方面。
袁國強強調，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8．31」決定後來港發表
演說，已說明所有法律可以修
改。
他並強調，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一直存在，代表法律上有
基礎再修改特首普選辦法，
「在普選進程中，往後香港的
實際需要仍然存在，也有好的
其他方法，不會是『袋一世』
無機會發展的。」

現屆政府無法承諾何時優化普選
被問及特首普選方案若遭否

決，何時能再啟動政改，他坦
言，現屆特區政府無法開出空頭
支票，有待下屆政府審時度勢作
決定，自己也不是預言家，不能
為下屆特區政府代言可作哪方面
的修改。

■■譚志源用特別形式在銅鑼灣落區赴電台譚志源用特別形式在銅鑼灣落區赴電台
直播車論政直播車論政，，惹來市民注目惹來市民注目。。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林鄭月娥坦言，若是次政改方案被否
決，不知何時再有機會落實普選，呼籲
反對派通過政改方案。

林
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