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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盟擬千街站蒐簽名撐政改
下月全港18區擺放 即場助選民登記「踢走」反對派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執委簡松年昨日透露，
大聯盟將於下月5日至17日，在全港各區舉行

「保普選 反拉布」簽名行動，讓廣大市民發聲撐政
改，期望借民意向反對派議員施壓，但暫未有目標簽名
人數。

籲以選票懲罰否決政改者
大聯盟的街站並會協助市民登記做選民，令他們可於
今明兩年舉行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投票，以選票懲
罰否決政改的反對派，及反對「拉布四丑」就審議財政
預算案拉布，阻礙惠民政策落實。
廣東社團總會會長兼秘書長簡松年指，該會將委託香
港研究所於6月進行民調，及在方案表決前公布結果，促
請議員按市民意願投票。他強調，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
方案，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尋求最大
的民主空間，香港社會應先落實特首普選，日後再優化
普選制度，又指中央的原則底線十分清晰，即使與反對
派會面，「8．31」決定也會是「一字不改」。

吳秋北冀中間選民醒覺發聲

工聯會理事長、「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吳
秋北昨日與傳媒茶敍時透露，大聯盟會調動全港想要有
權投票選特首的社團和團體表達訴求。早前，聯盟最高
曾收集到183萬個支持政改方案通過的簽名，遊行達19
萬人。他期望平日不太關心政治的市民，即所謂中間選
民都醒覺，為自己選票出來發聲。
他批評，反對派發動「佔領」，撕裂社會，令都很多
理性的市民唾棄，而「反對派」聲稱擁護民主，但在面
對巨大、強力的民意支持方案時，卻堅持去反對方案，
反映他們只為着個人、政黨、選票的利益，而犧牲整個
香港，只會被更多市民唾棄。

林淑儀：工聯助展民意力量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表示，工聯會決心支持政改，希望
香港合資格的500多萬選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
特首，故該會將於4月19日起至6月30日，在各個工
會、地區辦事處等設立100多個協助選民登記街站，展
示民意的力量。
吳秋北補充，打工仔都很希望政改方案可獲通過，工

聯會將發動各個工會，向「要綑綁和不負責任」的議員

展示民意力量。
被問及有部分民選立法會議員稱，即使民意稱要求通
過政改方案，他們也未必根據民意投票，林淑儀強調，

民選議員應代表民意，若民意代表不依民意投票是十分
「搞笑」的，有關議員應反省他們是甚麼的「民意代
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羅繼盛）特區政府前日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民意要

求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呼聲愈來愈高。曾發動183萬市民簽名反「佔中」的「保

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計劃於下月初在全港18區擺設逾千個街站，爭取市民簽名支持通過

政改方案，並即場協助市民登記做選民，務求把欲剝奪500萬市民普選權的反對派「踢出議

會」。工聯會亦計劃於4月19日起至6月30日，在各個工會、地區辦事處等設立100多個協

助選民登記街站，展示民意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
馮煒光再反駁反對派的歪論。程翔日前在報章撰文
稱，特首普選「變成經中共篩選的普選」。馮煒光撰
文反駁程翔的歪理，指強調中央初衷從沒變，而是反
對派突然改變，並在近兩年堅持提出「公民提名」。
他強調，中央堅定推進特首普選，並批評程翔刻意誤
讀基本法。
程翔於本月15日在《明報》以《什麼是基本法初
衷？》為題撰文，稱1997年後，「香港已成為中國的
囊中物」，「政治上已經不怕香港人不願意回歸，經濟
上也由於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香港的作用相對下降而不
再覺得要依靠香港，於是當年制定基本法時的初衷就被
人漸漸忘記了，當年那種『戒慎恐懼』的心情也就被今

天『頤指氣使』的氣焰取代了。」
馮煒光當日撰文反駁程翔的觀點，但《明報》編輯以
「文章不合用」為由拒登。昨日，樹仁大學「新傳網」
就刊登了馮煒光該篇題為《基本法的初衷始終如一》的
文章。

中央落實基本法的初衷與承諾
馮煒光在文中指，要理解香港基本法的初衷或政治承

諾有否落實，主要可看三點，包括香港原有制度不變、
中央不派人管理香港，及在香港實行民主改革。
他指出，在制度方面，香港回歸後仍然實行資本主義
和香港其他原有的制度，政治、司法、法律、經濟、金
融、教育，以至港幣發行制度等均和內地的截然不同。

目前，由特首到主要官員都是香港人，中央從來沒有派
人來管理香港，「反而在反對派中卻有放棄了中國國籍
或在外國有居留權的，繼續以外國人身份參與香港的政
治。」
在民主改革方面，馮煒光指出，回歸以來，香港的民
主化進程一直向前發展，立法會選舉的直選因素不斷增
加。中央更設定了特首普選時間表。事實上，中英聯合
聲明內只規定特首可由選舉或協商產生，「普選」是中
央寫進香港基本法的，「香港近200年來，從來沒有像
今天一樣和普選這麼接近，這樣還不算實行民主改
革？」

中央指引特區普選符合法理基礎
就程翔聲稱，經過幾次人大釋法、決定後，「我們希

望得到的普選，變成經中共篩選的普選」，馮煒光反駁
指，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楚訂明，特首由中央人政

府任命，「中央對經由任何方法（選舉、協商或普選）
產生的行政長官都有任命權。倘若程兄是希望透過普選
罔顧中央政府的角色，那程兄實在誤讀了25年前已頒
布的基本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政府工作報提出「嚴格按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程翔又借題發揮稱中央「以『一國』
壓倒『兩制』」。馮煒光反問道：「香港特別行政區源自
憲法第三十一條，沒有憲法，基本法和特別行政區也失去
法律基礎。那麼『嚴格依照憲法辦事』，又有何問題？難
道程兄想連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基礎也不要？」
馮煒光強調，30多年來，中央堅定不移地按其在

1980年代宣示的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的基本方針政策
辦事，並以基本法規定之。中央初衷沒變，反而是反對
派突然改變，近兩年堅持提出「公民提名」之後普選，
「中央政府是堅定地，循序漸進按其普選承諾，一步一
步地推進。是誰忘記了初衷，不是一目了然嗎？」

馮煒光駁程翔：中央初衷從沒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公布後，香
港社會各界普遍接受，但反對派就堅稱這是「假普選」而要否決。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強調，該方案已是可拿出來的最
好方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則強調，普選特首的投票
權，是香港市民根本的政治權利和人權，市民有權為此發聲，要求
議員尊重民意，否則普選不知何日再來。

珠姐：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
譚惠珠昨日指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已是可拿出來的最好

方案。」她期望香港先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香
港）基本法已列明往後的特首產生辦法，能夠按照實際情況循序漸
進，因此應先行一步，往後的政制可按實際情況作改動，否則就缺
乏改善的基礎。」
她又認為，政制發展並非一場「民意戰」，「大家不是對立，也

非戰爭狀態。」不過，她強調，有必要讓香港市民明白，根據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制訂的方案，是現在所能取得的最好
的方案。
陳弘毅昨日分別接受了電台和新華社訪問。他分析說，特區政府
提出的兩階段提名程序，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下
尋求開放、透明及引入競爭選舉的方法。

陳：保證更多人可被推薦成參選人
他指出，新方案的設計更加民主，參選人在提名的第一階段，即

推薦階段只需得到120人，即提委會十分之一人數的支持，每位參選
人獲得推薦的提委人數也有上限，這樣也保證了有更多人可被推薦
成參選人。
他續說，若較多人被推薦成參選人，他們之間在第一階段後即可

相互競爭，向提委會及社會人士介紹其政綱，社會人士也可通過一
定渠道表達他們是否支持某位參選人，提委會可參考民意調查作出
提名決定，屆時每位提委可投票支持2個以上參選人，這個設計有利
於產生比較多的最終候選人，將更有利於競爭。

投票是公民權利 市民應發聲
陳弘毅強調，香港市民一直無特首選舉的投票權，而普選權利涉

及公民權利，是港人應得的權利，故香港市民有權為此發聲，並要
求議員聽取他們的意見。議員在表決政改時，須考慮到投票權為市
民基本權利，並尊重民意，確立市民的投票權，然後再優化制度。
他提醒，一旦方案被否決，就不知何時再有普選，而若2017年仍
由選舉委員會1,200人選出特首，該特首可能未必熱衷民主化，也無
民意上的問責性，就可能不會重啟「五步曲」，立法會普選更是遙
遙無期。
陳弘毅指出，通過方案對反對派事實上利多於弊，一旦政改遭否

決，而反對派在下次選舉時繼續以「真普選」作競選綱領，務實的
選民就未必會支持他們，更會令選民聯想到他們在爭取時，會否要
再經歷如「佔領」行動等行為。因此，反對派應讓政改通過，日後
再與較溫和的建制派和屆時的特首推動進一步的民主化，包括優化
提委會組成等。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昨日在接受新華社時則表示，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入閘」的要求比以前降低了，「出閘」時每位提
委可以投2票到N票，也是放寬了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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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松馬時亨籲反對派支持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屢掀爭拗，主要原
因是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國家制度和發展的不理解，前財政司
長梁錦松昨日指出，中國是全球的焦點，特別是在金融服務業方面，
內地生已成為不少跨國企業的招手目標，故香港學生不應拒絕到內地
交流，否則只會放棄增強自己優勢的機會。
梁錦松在一個有關金融業就業的大學論壇上指出，中國目前是全球

的焦點，經濟發展速度極快，在全球的地位越來越高，不少跨國金融
企業都已放眼中國。內地的學生了解國家的文化，也有其人際網絡的
優勢，而英語能力都很好，「甚至比香港的學生更好。」

「為何要放棄自己的優勢呢」
他續說，香港學生目前還是有優勢的，就是同時具備中國及國際視

野。因此，他希望香港的大學生不要對往內地交流反感，甚至要走出
來抗議：「為何要放棄自己的優勢呢！去了解自己的國家，有什麼問
題呢？」
梁錦松強調，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但不少香港大學生只想在香

港工作，其實他們應該放眼國際，特別是有意投身金融業者，「一筆
港幣，不用一秒便匯到美國換成美元。金融就是資金到處走的行業，
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到處去工作。」
他不希望所謂的「本土主義」在香港出現，也不必憂心其他地方的

人來香港工作「搶飯碗」，因為大家應該要「遇強越強」，歡迎任何
的挑戰。「如果將門關起來，不讓（錢）財和（人）才流入，香港就
沒有將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
鈞）「2017，一定要得！」特區
政府兩名前官員，包括前財政司
司長梁錦松，和前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馬時亨昨日攜手呼籲香
港社會，尤其是反對派都應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讓方案獲
得通過，令香港民主向進邁步。
馬時亨強調，方案「百利而無一
害」，而政改方案最終倘無法通
過，香港將會是最大的輸家。

梁：已向前邁出一大步
梁錦松昨日在出席一論壇時形
容，特區政府公布的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已經兼顧了「均衡參
與」和「一人一票」兩個元素，
並得到中央的肯定，比起現時產
生特首的辦法，已經向前邁出一
大步。或許，這未必是最好的方
案，但在目前香港的政制發展現
實而言，卻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所以大家應該接受、應該支持。
他又說，「我很希望所有關心
香港政制發展的香港人、關心香
港前途的人，以及希望香港有更
好發展的人，都能夠支持這個方
案，特別是青年以及反對派議員
都應該積極支持，讓香港人將來
能以選票，來理性地表達他們對

香港的訴求和願望，最終令香港
有更好的發展。」
出席同一場合的馬時亨形容，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百利而無一
害」，或許這個方案未達到部分香
港人的要求，對於某些人而言仍有
落差或覺得較保守，但就民主的發
展而言，已有很大的進步，倘方案
被否決，香港更會是最大的輸家，
「如果我們不接受方案，民主的進
程不只是原地踏步，更可能會出現
倒退，對特區政府的管治也不見得
有什麼好處。」
被問到反對派會否最終「轉軚」
支持方案時，梁錦松坦言，這要視
乎反對派的政治智慧有多少。馬時
亨就透露，自己是其中一個向反對
派游說的說客：「身為一個香港市
民，也作為他們的朋友，我私下有
跟『泛民』討論過，但至目前為
止，似乎他們仍未能放下包袱和成
見。我認為，他們應放下成見接受
方案，令香港在民主發展和管治方
面，都可以有進步。」
被問到會否主動落區宣傳政改

方案時，馬時亨坦言自己不是官
員，不會主動參與，但笑說若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願
意，或有司長邀請他拍攝宣傳
片，他會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依法
必須在各方面都做好平衡。全國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
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劉兆佳昨
日指，方案綜合考慮了維護國家
安全、維護「一國兩制」及保證
香港繁榮穩定等因素，兼顧了各
方利益和需求，因此是目前最實
際、最合適的安排。
劉兆佳昨日表示，香港首次允
許出現特首普選，反映中央政府
對香港人的民主訴求作出積極回
應，及主動推動香港的民主進

程。他說，方案中的兩階段提名
程序，允許選舉結果有某種程度
的不確定性，使結果不會受任何
一方控制，從這個角度看，也是
允許更多方面的人能夠參與行政
長官選舉過程，而提名委員會提
名投票不記名會對中間溫和派的
參選人有利。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宋恩

榮昨日在一公開場合指出，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中提出的選舉制
度，雖非「百分百」理想，但有
嚴格管制入閘及出閘的要求，已
經有足夠的競爭性。

阿松：不應拒絕到內地交流

劉兆佳：方案兼顧各方利益

■梁錦松（左）和馬時亨（右）出席「在香港發展金融事業：過去、現
在與未來」研討會。 黃偉邦 攝

■去年8月，「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和平普選大遊行」表達對普選的渴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