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民主發展路 基本法早寫明
不搞「國標」「公提」「黨提」選委會變提委會是「鹿」非「馬」

各界促反對派「鬆綁」 免港不進則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
政改面臨關鍵時刻，中央官員盡百分百
努力，呼籲立法會議員勇於承擔，通過
特首普選方案，但反對派仍然執意要否
決。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昨日強調，
全世界的選舉均沒有「倒模式民主」，
最重要是切身享用民主，讓香港實現
「一人一票」選特首，呼籲反對派不要
再停留在政綱的「空中樓閣」。港大政
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則指，反
對派堅持所謂「真普選」，亦毋須急於
否決任何可能性，期望雙方退一步調整
策略。

施永青：勿留在「空中樓閣」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昨日舉辦「工商龍
門陣：2017點先至得？」論壇，探討政改
前路。施永青在論壇上發言時強調，任何
國家（地區）的選舉制度，都是因應時空
限制及既得利益者的較量演變出來，沒有
所謂的「倒模民主」，呼籲反對派不要停
留在政綱的「空中樓閣」，試圖將個人理
想「倒模」笠落香港，而是切身享用民
主，依據當前形勢，讓香港實現「一人一
票」選特首。
施永青又批評，反對派爭取民主毫無策
略，強調「拎咗先」肯定不會阻撓民主發

展，「『泛民』是『原教旨主義』，『倒
模民主』無法套用全世界。『一人一票』
就是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內容。『泛民』最
喜歡搞『公投』，落實『一人一票』，正
是容許『泛民』每幾年搞一次『公投』。
民主的最大功能就是擁有否決權，而不是
確保選出好特首。」

陳祖為：依人大決定再商量
同場的陳祖為形容，目前中央與反對

派陣營策略強硬，在中央強調香港發展
民主，要顧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同時，反對派亦強調民主是「真普
選」，認為雙方應退一步調整策略，盡
量爭取通過特首普選方案，「在人大『8
．31』決定下，特首普選仍然有政治性
競爭。『泛民』堅持『真普選』原則，
也不一定要急於否決『8．31』的可能
性。」

湯家驊：反對派做法不中用
同場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批

評，反對派多年來堅持以「壓力團體」
的心態論政，並選擇了最不中用的「談
判」方式，向中央政府施壓，最終令政
改淪為意氣之爭，「由始至終，『泛
民』都深信在社會製造最大壓力，將會

得到最大成果，從來都不稀罕坐低討
論。」他又透露，未來計劃成立智庫平
台，提供香港多一個選擇，以痛定思痛
思考未來角色。

嚴志明：務實為民通過政改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嚴志明強
調，該會支持立法會通過特首普選方
案，促請反對派以香港700萬市民福祉
為重，「鬆綁」投票支持通過普選方
案，「中央官員明確表明，『8．31』
決定不單適用於2017年，日後選舉仍然
依據『8．31』決定推行。本會期望立
法會把握最後機會，以香港700萬市民

福祉為重，務實理性支持通過政改，否
則香港只會不進則退。」

張華強：依法邁步向前便可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常務副會長張華

強以「長跑」比喻政改，期望反對派勇
往直前，「正如我早前到撒哈拉沙漠參
與長跑，過程間要攀登高山，有隊友想
放棄，有隊友想衝線，最重要是繼續前
行。目前政改正值『大直路』，終點在
望，最重要是依據香港基本法勇往直
前。究竟2017點先至得？我想起幾句
歌詞：你有你繼續跑，我有我繼續追，
追上前與你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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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團體揚言
在立法會表決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當日，包圍
立法會並發動「二次佔
領」。嘉華集團主席呂
志和昨日在集團網站發
表《主席嘉書》，批評
破壞安寧的手法必影響
社會繁榮安定，無一港人樂見，社會紛爭不斷
更令香港經濟動盪，削弱競爭力。他強調，民
主真諦在於求同存異，香港的民主更不能失去
祖國，兩者必須相輔相成，寄語社會各界應居
安思危，不僅力免作出損害經濟的行動，更應
同心協力、包容多聽、互諒互讓，在政改問題
上以求穩步漸進，達致雙贏。
呂志和昨日發表題為《珍惜新機遇 邁向新

里程》的文章指出，香港從戰後只有100多萬
人口的小城市，躍身成為今天擁有700多萬人
的國際大都會，可謂累積了老中青幾代人的豐
碩成果，身為香港人應該引以自傲。

激進式抗爭必損社會
他說：「此時此刻，我與大部分香港人一

樣，心繫着香港特區的未來政制安穩發展。
『民主』這個議題，在香港的政壇上爭論不
休，有部分人士及組織以激進行為及抗爭方式
表達意見和訴求，甚至演變成為暴力事件，破
壞社會秩序，影響市民生計。縱然這些意見或
訴求可能有其論據，但激進、肆意破壞安寧的
手法，長遠而言必影響香港社會的繁榮與安
定，是無一港人所樂見。」
他在文章中強調，回顧國家曾經積弱百多

年，飽受外侵內患，經歷百年苦難。今天，祖
國走上開放改革之路，無論科技及經濟的發展
及成就亦已晉身國際水平，在世界大國之中昂
然崛起。身為炎黃子孫，香港人與有榮焉。所
謂「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民主社會的
真諦亦在於求同存異，在矛盾中尋求一個平衡

點，香港的民主不能失去祖國，兩者必須相輔相成。
呂志和指出，假若香港社會紛爭不斷，受到衝擊，將
會令香港經濟動盪，嚴重削弱本身的競爭力。環顧香港
周邊城市的綜合競爭力迅速提升，香港應該居安思危，
不要做出任何損害香港經濟的行為；反之，應該同心協
力，以包容的心態多聆聽，互諒互讓，以求穩步漸進，
達致雙贏局面。

選舉制度需時間磨合
他在文章最後借用《三國演義》的開卷詩，對香港
政局不無感慨說：「回憶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
矣。我目睹這些年不少國家都因政治爭拗不停，導致
經濟發展落後，民怨載道。如果一個社會所走的民主
過程操之過急，缺乏一個充分吸收學習的時段，從而
理順優化的機制，反而損害繁榮興盛。香港要獲得一
個完善選舉制度，需要時日使各方磨合，以達至共同
理想的模式。」
呂志和強調，香港回歸多年以來，祖國不斷給予支持和

關懷，常以香港繁榮穩定為重。身為港人精英，實不應再
長期爭拗下去，當以促進經濟繁榮安定的目標為己任，和
諧協作，讓香港成為一顆更璀璨亮麗的東方明珠。

吳光正昨日發表題為《普選的立足點在哪裡？誰
想搬龍門？》的文章，談及特首普選的重要基

礎。他強調，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
內容，就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制度的穩定，維
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資本主義不變，兩方面都不
能偏廢，若忽略了這些重要問題，普選基礎也就不存
在，「當路徑已經形成，若倒行就會撞車。」

港人有權建議 制定權在人大
他特別提到，落實「一國兩制」大政方針的兩大原

則：第一、主權問題：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強調，
制定香港基本法要徵求香港人意見，但制定的許可權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是有關主權的問題，「這點論
述被許多香港從政者忽視了。換言之，制定香港基本
法的許可權在中央，『8．31』決定也是中央許可
的，是有憲法地位的文件。」

有中國共產黨 港有繁榮穩定
第二、制度的延續性問題：「鄧小平反覆強調，香

港在1997年回歸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包括

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他還指出，說不
變是『兩個方面』的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
就是堅持國家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堅持共產黨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
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要保持香港50年繁
榮和穩定，50年以後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吳光正強調，香港基本法清楚寫明香港民主發展的

路徑，也很直白：不是搞什麼「國際標準」，而是根
據香港特區實際情況；不是搞一步到位的民主理想，
而是循序漸進的原則；不是什麼「公民提名」、「政
黨提名」等五花八門的選舉機制，而是由一個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選舉由選舉
委員會過渡至最終「普選目標」。

圖推翻「8．31」決定「下下策」
他形容：「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普選，是中央許可

下龍門內的架構，是中央一早指定的『鹿』，不是
『馬』、也不是洪水猛獸。所以，再想推翻 『8．
31』決定是『下下策』。『佔中』79天的結果是什

麼？讓全世界公開透明地看到香港自由、法治、包
容、顏色革命和平結束，彰顯了『一國兩制』的成功。
中央一寸一分也不動。民意智慧不支持『佔中』。」
吳光正又批評，香港反對派「追求民主」30年不成

功，不是什麼民主「理想」的問題，而是沒有正視「一
國兩制」的核心利益，「不接受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
採取與中央對抗的方式，來爭取『自主自決自治』的民
主選舉方案。他們的方案其實就是搬龍門的把戲。……
香港不能被激進的反對派牽着鼻子走，非激進派的議員
要站在民意智慧這邊，向激進派說『不』。」

普選特首再普選立會為上策
在香港政改關鍵時刻，吳光正呼籲反對派成全香港

實現普選，「若是為民生、為基層福利着想的『泛
民』議員，當今的否決是要否決B餐，不回歸去
1,200人的選委會；要成全500萬香港選民已袋了的A
餐『一人一票』選特首，優化2020年立法會普選，
始為上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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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正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將於本月17日表決特首普選方案。全國政協常
委、九龍倉前主席吳光正昨日撰文強調，香港基本法清楚寫明香港民主發展的路徑：不
搞「國際標準」、不搞「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而是由選舉委員會過渡至具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這是中央一早指定的「鹿」，不是「馬」，也不是洪水猛獸。他
又指，一些人還想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下下策」。他呼籲反對派向激
進派說不，成全500萬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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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一國兩制」必貫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中央政府官員與
立法會議員會面後，反對派繼續大肆攻擊中央官
員的言論，更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言論曲解成「否決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等同破壞『一國兩制』」。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強調，「一國兩
制」是國家的基本政策方針，無論方案表決結果
如何，「一國兩制」也會繼續下去。
立法會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小組委員會

昨日舉行會議，完成審議普選方案的議案草擬本。
工黨何秀蘭聲言，看不到否決普選方案如何等

同破壞「一國兩制」及與中央搞對抗。譚志源回
應指，「一國兩制」是國家透過香港基本法制定
的基本政策方針，無論香港發生什麼事，「一國
兩制」也會繼續下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也於會面中表示，無論方案獲通過或否決，都不
會影響「一國兩制」繼續貫徹落實及執行。
工黨李卓人聲言，中央官員已表明反對派中人

於特首普選不能「入閘」、「出閘」，即使當選
中央也不會任命，其言論把提委會看成「傀

儡」，中央可「全面操盤」。民主黨劉慧卿聲稱，
為何譚志源仍指普選方案可以讓不同政見人士參
選，並稱中央官員已經說清楚會有「篩選」。
譚志源表示，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曾有意參選

特首，但得不到足夠提名「落場」，後來在特首
選舉制度沒有改變下，民主黨何俊仁及公民黨梁
家傑都成功「落場」，強調制度中性，視乎有意
參選者的政治實力，不能混為一談。他又指提名
委員會雖然仍未組成，但按現時選舉委員會組成
來看，看不到有什麼可攔阻反對派中人取得120名
提委推薦。

林大輝批反對派曲解京官言論
工業界（第二）林大輝批評，反對派對中央官

員的言論誤導公眾，認為譚志源應糾正、澄清，
說明什麼人是破壞「一國兩制」，什麼議員是為
反對而反對、為對抗而對抗，「我講一個例子畀
你聽，（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就係喇！」譚志源
回應說，不會點名指什麼人是破壞「一國兩
制」，希望全港700萬市民都擁護「一國兩制」。

梁錦松籲少想私利顧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最快本月17日表決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惟反對派議員至今仍堅稱會否決。
前財政司司長、「團結香港基金」顧問梁錦松昨日表示，希
望反對派以香港長遠利益為重，顧全大局通過政改，「少啲
諗個人政治利益。」

港「三權」須服從中央授權
梁錦松昨日出席嶺南大學籌款晚宴，並以《均衡參與和有效
管治》為題發表演講。他首先指出，香港不是獨立國家，而是
中央授權的高度自治的特區，香港的行政、司法、立法的權力
來源，必須服從於中央授權，強調中央與特區關係不可分割。
他續說，現代社會管治需要民主化、科學化，社會各界別
需要更積極主動參與社會事務，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現代治
理過程。他認為，選出好的特首只是開始，香港還需要在保
持法治、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等7個方面努力。
梁錦松指，由普選產生並得到中央同意的特首，具有完全
合法授權，其行政管治權的合法性空前堅實，這是有利實現
有效管治的重要前提條件，而候任特首需廣納人才，提高決
策效率。
他建議，由普選產生的特首應延攬立法會內擁有眾多票源的

政黨及其議員，出任司局長，令政策討
論和制定較易進行，「有多位立法會議
員參與的聯合政府，可以減少無謂內
耗，提高管治績效。」同時，有需要加
強政府諮詢機構角色，延攬更多不同政
見人士，令意見多元化、決定高質化，
「在議事廳上解決紛爭，總比在街上口
角動武可取得多。」

集中發展經濟擺脫內耗
梁錦松在會後表示，希望反對派以香港長遠利益為重，顧

全大局通過政改，令香港可以集中發展經濟，擺脫內耗，
「少啲諗個人政治利益。」他強調民主發展永無休止，提名
委員會是目前保持均衡參與的最有效方案。
被問到政改通過機會有多大，他直言只能「盡人事」，

「相信上天有它的安排」，又指港人必須尊重由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國家，「無咗國家支持，香港經濟唔會咁（繁榮）。」
被多次問到會否參選特首，梁錦松都未有正面回應，僅說

目前最重要是說服反對派通過方案，但強調很多人參政並非
為錢或榮譽，而是服務社會。

■香港青年工
業家協會昨舉
辦 政 改 研 討
會，嘉賓們在
台 上 發 表 意
見。

曾慶威 攝

■吳光正昨
強調，香港
基本法清楚
寫明香港民
主發展的路
徑。
資料圖片

■梁錦松希望反對
派顧全大局，通過
政改方案。

■呂志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政改方案預計本
月中表決，恒基地產(0012)主席李兆基（四叔）昨
日出席記者會時公開支持通過政改。他指，政改
通過對本港金融、政府運作都有好處，有助經濟
繁榮，恒指更可突破3萬點。但政改若不能通
過，股市會趨向「牛皮」，未必上到3萬點。
四叔曾承諾，假如恒指見3萬點，每年會捐10

億元做公益。他昨日預料，如政改不通過，股市
雖然未必會大跌，但就會出現「牛皮市」，短時
間內都上不到3萬點。他說，通過政改對香港經
濟有正面作用，「政府基建開支的進展順利好
多，對金融都好，『袋住先』好過唔袋。」
近年反對派在議會中不斷借故拉布，拖累政府

施政，令各項基建工程未能及時上馬，四叔亦看

不過眼。他相信，通過政改後「好多嘢唔好咁麻
煩」，可免卻拉布，大家有商有量，和氣生財。
現場有傳媒問四叔，希望政改通過是否有如他曾
計劃的「十里銀灘」養老計劃一樣，只是他個人
的一廂情願時，旁邊的四叔長子李家傑馬上表
示，「依家係大部分港人接受喎，只係小部分人
唔接受！」

四叔：通過政改股市可破3萬點

■李兆基昨就政改發表意見，左為李家傑，右為李家誠。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