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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普選方案創新開放
指否決未必下次更好「袋一世」不可信

饒戈平：若訂「特首任命辦法」於法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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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有報道引述消息指，
中央計劃今年內起草制訂「特別行政區長官任命辦
法」，規範港澳特首的任命事宜。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未有證實消息是否真
確，但認為相關做法有依據，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
就特首任命問題主動自行制訂相關法律，更全面地實施
基本法。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亦指出，中央
有權自行規定委任制度，不存在損害「一國兩制」的問
題。
身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饒戈平昨日接受記者
查詢時，未有證實消息是否真確，但認為傳出這樣的消
息是有依據。他指出，中央有特首任命權，基本法是憲
制性法律，涉及原則及框架問題，中央為了實施權力，

人大常委會有權及有需要建立一套制度安排，而訂定相
關法律完全正確，此做法亦不影響香港本地立法。
饒戈平續說，香港制訂本地法律，「並不能排除，
更不能限制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的、自行的制訂相關的
法律。這兩種不屬排斥的關係。」他又認為，制訂相關
法律可以更全面及更好地實施基本法，不明白為何香港
有人未了解法律細節，就假設相關規定是在基本法外另
搞一套。

梁愛詩：不存在損害「一國兩制」
梁愛詩昨日出席一電台節目後表示，沒有收到相關
消息，香港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任命由中央
決定，中央可規定任命辦法，具體辦法則由特區立法。

她強調，特首任命權力在於中央，中央有權自行規定委
任制度，不存在損害「一國兩制」的問題。
她續說，特首任命的法律一直都沒有寫明，倘立法
作出規定，亦非不好，即使內地省長、市長委任，亦有
一定制度。她相信任命規定不涉及特首候選人資格問
題，例如是否愛國愛港等，又認為特首任命問題有需要
納入特首選舉辦法中，並與中央配合。

袁國強：宜依基本法及人大解釋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未有聽聞中央計劃在今年
內起草制訂「特別行政區長官任命辦法」，難以憑空想
像及評論。他又強調，如果涉及選舉制度，應核根據基
本法、人大常委會解釋及決定、「五步曲」及本地立法

的層面去處理，在這個框架下，較為穩妥。
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認為，基本法訂明中央有特首

任命權，只是無詳細解說，並非突然出現的「守尾門」
辦法。他又認同有需要制訂特首任命機制，以決定若港
人選出的行政長官不被中央接納，應該如何處理，提高
透明度，避免引起猜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亦表示，制訂有關任命辦

法，可將例如宣誓等程序規劃化，確保行政長官服從中
央管治。
不過，多名反對派議員聲稱，現時沒有人質疑中央

對行政長官任命權，質疑是否有必要制訂「特別行政區
長官任命辦法」。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揚言，中央
是希望透過立法，為特首選舉「加入更多規限」。

梁愛詩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特區政府提出的
政改方案合理、可行，例如在「入閘」階段設立

「推薦上限」，參選人最多只可取得240名提委支持
「入閘」，令更多有志者可以參選，認為這是創新及更
開放的做法。同時，設立提委會秘書處讓參選人有機會
發表政綱、進行電視辯論，亦可提高選舉的透明度。

得票低≠認受性低
政改方案建議，特首候選人毋須取得過半數選票便

可當選，梁愛詩說，很多地方的選舉均無要求候選人
取得過半數選票，不認為此做法會令特首認受性低，
又指很多人對政治沒有興趣，得票低不等於認受性
低。
她強調，市民對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訴求十分清
晰，希望議員達成市民期望，但現時難以估計政改能
否通過。她對反對派多次提出違反香港基本法的方
案，甚至杯葛政改諮詢感到可惜，並重申人大「8．
31」決定合法、合情、合理，不能修改。

是否修改視各界意願
被問到是否可以修改政改方案，梁愛詩回應說，要

由中央和特區政府決定，視乎大家可否在人大「8．
31」決定框架下積極討論，但目前看不見反對派有意
願討論。至於政府是否有「後備方案」，梁愛詩說，

倘政改方案被否決，政府亦「無辦法」，但市民會十
分失望，港人亦不應期望下次啟動政改有更好條件，
因為特首選舉辦法是按照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
除非本港情況有變，否則人大常委會不會輕易改變條
款。
就反對派聲稱「袋住先等於袋一世」，梁愛詩表明

不認同，「我不覺得『袋住先』就代表以後都不改，
因為社會是不斷改變，選舉辦法都是會改變。（香港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最終目標是達致普選，但不代
表達致普選後，選舉辦法就不變。」

她強調，香港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後，距離2047年
仍有30年，「是否30年都只站在原地呢？社會有進
步，不能不變」，而且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列明可修改
選舉辦法，但她相信中央不會在原則上作出大改變，
「因為香港基本法規定，特區政治體制設計是有一些
原則的，不可與中央對特區的基本政策方針有所違
背。」
梁愛詩重申，中央在政改問題上有最終決定權，批

評反對派錯誤理解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以為
中央只能管香港的國防外交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日

前提出政改方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框架下，注入了最大的民主成分。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表示，

政改方案創新、開放，例如在「入閘」階段

設立「推薦上限」，令更多有志者可以參

選。她指出，倘政改被否決，香港市民會十

分失望，港人亦不應期望下次啟動政改有更

好條件。她又表明不認同「袋住先等於袋一

世」，指選舉辦法是不斷改變，但不能與中

央對港基本政策方針相違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行政會議

召集人林煥光昨日強調，最近數月的民意
調查顯示，較多民意贊成通過政改，若反
對派放棄普選的機會，亦等同放棄了普選
立法會的機會，「兩場波都輸埋」。他反
問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重新啟動
『政改五步曲』爭取更好安排，是否符合
實際？」他坦言，若果政改方案能夠增加
提名委員會組成的民主化，有助解決很多
爭議，但反對派卻長時間聚焦爭取「公民
提名」。

指重啟政改不切實際
林煥光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反問：

若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重新啟動「政改
五步曲」爭取更好安排，是否符合實際？
「在中央領導人不變、選委會挑選行政長
官、立法會功能組別不變、建制派繼續
（佔）大多數情況底下，我看不到能夠爭
取（到）較今日更好的方案。若反對派不
依從民意表決，今後功能界別同樣可以不
理民意。你憑甚麼壓迫他們取消功能界
別？」
他坦言，反對派放棄普選特首的機會，

等同放棄了普選立法會的機會，「兩場波
都輸埋。大家活咗咁多年人，都明白不能
單靠理想爭取目標，而是要因應環境作出
策略遷就。呢一步唔玩，下鋪俾你玩，都
係今日嘅起步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主流民意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但香港反對派堅稱否決。「香港
2020」召集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聲稱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是「假普選」，「背離」
港人意願，不能「袋住先」，否則要「袋一世」。但她
直認對反對派發動所謂「辭職公投」有保留，擔心市民
會感到厭倦。
陳方安生在節目中又稱，政改方案建議的簡單多數

制，候選人毋須得到過半數選民支持，便能擔任特首，
一旦出現候選人得15%支持當選，將無助解決特首認受
性低引發的管治問題。她又質疑政府策動整個問責團隊
落區宣傳的做法，揚言港人「眼睛是雪亮的」，不會支
持方案。

陳方安生憂市民厭倦「辭職公投」

陳弘毅：否決累立會普選冇得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陳弘毅昨日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明確
了普選時間表：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並在普
選行政長官後可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因此，今次政改
方案被否決，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民主化也會「冇得
傾」，而2017年特首將繼續由1,200人選出，只會延續
反對派口中所謂選舉委員會「受特權操控」的現象。
至於落實特首普選是否就能改善特區施政，陳弘毅坦

言，通過方案後，如有政治能量高的人競選，取得逾五成
提名又贏得香港民心，起碼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否決方案
原地踏步，香港只會維持困局。他又說，由於反對派公開
表明反對並否決基於人大「8．31」決定的方案，相信
「轉身」空間很小，但也不能排除將來有壓倒性民意支持
政改方案，可以成為反對派轉變立場的「下台階」。

李慧琼勸反對派搭上「民主列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宣稱「袋
住先是袋一世」，恐嚇市民，圖拉倒政改。政改民意
關注組成員、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昨日反駁指，反
對派一直「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而人類自由是世
界發展大方向，絕非一人說了算，「一人一票」正是
民主主要組成部分，「袋住先」又何妨？不過，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就「死撐」稱，若港人「袋住先」，中
央大條道理交完功課，「無得揀，一定要否決佢。」

施：市民有票政策傾斜
施永青及梁家傑昨晚出席電台《政改論壇》，就
「政改應否袋住先」針鋒相對。施永青強調，他作為
香港市民，一直以為「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是反
對派主要爭取內容，「『一人一票』正是民主主要組
成部分，絕對值得拎。綜觀其他國家，人民都較少參
與如何產生候選人，最重要是市民有機會投票，讓市

民增加影響力，政策會向市民意願傾斜。」
同場的梁家傑就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

決定「有闊有窄」，但特區政府「揀最窄嚟講」，包括
界別分組不變等，意味政改去到終結，「政府不斷話
『入閘』寬鬆，但『出閘』才是關鍵。篩完才選是造馬
的假普選。否決政改，未來才有希望繼續爭取。」
針對反對派三度聯署綑綁否決政改，施永青反問：

「民主投票就是要反映個人意願，若立法會投暗票會
否減低政治壓力？」梁家傑回應時宣稱：「『泛民』
啲阿姐阿哥，個個咁高咁大，好難綑綁，只係大家都
反對人大『落閘方案』，所以聯署。」

梁：中央再無誘因優化
施永青駁斥說，反對派不斷與中央對着幹，又恐嚇

中央指特首可以不「愛國愛港」，「即使香港人都不
會同意，特首利用香港行政權帶領港人與中央對着

幹，但『泛民』就成日嚇中央，立場鮮明地對着幹，
又動用所有『泛民』力量爭取『公民提名』。」
施永青坦言，人類自由是世界發展大方向，絕非一

人說了算，「袋住先是不會袋一世。內地會繼續發
展，唔會行行吓叫停。既然香港遲早都要『一人一
票』，這也是人民渴望得到的，袋住先又何妨？」不
過，梁家傑繼續理虧「死撐」稱，若港人「袋住
先」，中央就再無誘因、無理由優化，而係大條道理
交完功課，「無得揀，一定要否決佢。」

施永青舌戰梁家傑 證先通過有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反對派罔顧民意堅稱否決政改方案，行會成
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已定下政改框架，即使
反對派以「自殘」方式爭取政改，發動所謂「堅持初衷」的行動都是「緣木求
魚」。她奉勸反對派先通過方案登上「民主列車」，日後再優化，以免「蘇州過後
無艇搭」。
李慧琼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政府日前公布的政改方案有不少亮點，例如參

選人在「出閘」階段使用「2+N票」的做法，讓整個選舉更大彈性。她批評反對派
目前堅稱否決政改的取態是「自殘」，現時香港已投放大量政治能量在政改議題
上，無法處理其他深層次矛盾及社會發展，她擔心反對派堅持以「更激」或發動所
謂「堅持初衷」的行動，都是「緣木求魚」。
李慧琼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就香港政改作出「8．31」決定，呼籲反對派思考

政改方案的細節，在香港政制的十字路口登上「民主列車」，先接受現時方案，日
後再優化，「既然你有勇氣拉布或做違法的事，為何無勇氣同中央溝通？」

■施永青（左）和梁家傑（右）接受電台訪問。

■■李慧琼李慧琼（（前排右三前排右三））奉勸反對派先通奉勸反對派先通
過方案登上過方案登上「「民主列車民主列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右右））表示表示，，政改方案創新政改方案創新、、開放開放，，例如在例如在「「入閘入閘」」階段設立階段設立「「推薦上推薦上
限限」，」，令更多有志者可以參選令更多有志者可以參選。。

■林煥光問：否決政改方案，重新啟動「政改五步
曲」爭取更好安排，是否符合實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