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即將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政改進入最後見分曉的

關鍵時刻。為了進一步推動立法會議員通過普選方案，本報特約評論員從今

日起連續刊文，專門就香港社會關注的「中央何以衷心希望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細

節安排如何體現普選方案民主開放公平」、「普選方案實施以後是否可以優化」、「中央

對『泛民朋友』抱有什麼樣的期待」等問題，作出權威性的闡述和解讀，敬希垂注。

編者按

堅定不移地推進香港民主發展，落實行政長官由普選
產生的目標是中央的一貫立場。1990年4月4日，全國
人大通過的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並規定
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這既是中央的承諾，也是
法律的規定。1997年7月1日，基本法正式實施後，中
央始終嚴格執行基本法的規定，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
循序漸進地推進香港的民主發展。

中央堅定不移推進落實普選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在推

進香港民主制度發展的同時，明確提出2017年可以實行
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辦法。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

大常委會再次通過決定，明確從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選
舉可以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並規定普選制度的核心問
題。人大「8‧31」決定作出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
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深入與香港各界人士溝通交流，闡釋
決定各項內容依據，支持特區政府開展第二輪諮詢，凝
聚社會共識，這充分體現了中央支持香港依法發展民主
實現普選的一貫立場。

經過兩個月的諮詢之後，特區政府於4月22日公布了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並將於本月17日提交立法會審議表
決，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到了最關鍵
時刻。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決定，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充分反映諮詢期間香港社會

各界和廣大市民提出的意見，是一個好的方案。中央希
望社會各界支持方案，希望立法會通過方案，推動香港
的民主發展邁出關鍵一步，如期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由
普選產生的目標。

落實普選符合香港和國家利益
2017年如期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符合香港的根本利

益，也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香港回歸以來，政制發展問
題逐漸成為香港社會的焦點議題，圍繞這一議題的政治爭
拗，愈演愈烈。受此影響，香港社會以及特區政府難以集
中精力解決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經濟發展、民生改
善和各項社會事業受到阻滯。去年發生的「佔中」事件及
少數議員發起的不合作運動，更令廣大市民深受其害，香
港的國際競爭力受到嚴重侵蝕。香港許多有識之士萌生強
烈的憂患意識，迫切希望停止政治爭拗，凝心聚力共謀發
展。在這種情勢下，如期實現普選，不僅可實現香港的民
主夙願，進一步提升「港人治港」的主人翁意識，而且可
將特區政府和各政團從多年的政治爭拗中解脫出來，把整
個社會從緊繃的對抗性政治氛圍中釋放出來，使香港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同時，實現普選後，行政長官由500多萬選民「一
人一票」選出，社會認受性進一步增強，也有利於行
政主導政治體制的良性運轉，有利於行政長官有效施
政，帶領香港整個社會謀求發展。因此，實現普選不
是一個簡單的民主問題，而是一個對香港未來發展有
重大影響的問題。

如期實現普選也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改革開放30
多年來，國家建設與發展的實踐表明，保持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對實現國家發展戰略至關重要。堅定不移地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包括落實普選
目標，才能更好地保持香港的特殊地位，更好地維護香

港居民根本利益，更好地實現國家發展戰略目標。

是否支持普選方案是試金石
支持還是反對普選方案，是支持還是反對民主、支持

還是反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試金石。從香港過渡
時期以來，中央一直指出，愛國愛港力量與反對派的分
歧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維護「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問題。香港各種政治力量對普選方案的
取態，將是這一論斷正確性的又一次最好檢驗。

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切合
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也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具體體現。在這個方案面前，只能有兩
個選擇：選擇支持普選方案，就是選擇站在支持民主、
順應民意、支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一邊；選擇反
對普選方案，就是選擇站在反對民主、漠視主流民意、
反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一邊。在這個關係到香港
長治久安、關係到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問題上，不可能
也不應該有中間立場。

中央雖然非常希望如期落實普選，但絕不會為了換
得某些反對派議員的支持票而在原則底線上妥協。任
何人寄望中央在最後關頭讓步都是不切實際的。希望
反對派能夠兌現他們對香港居民的民主承諾，而不是
以一已之利或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否決普選
方案，從而剝奪香港居民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
行政長官的民主權利。

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某些反對派議員一意孤行，執意
否決普選方案，天也塌不下來，在中央政府的強有力支
持、特區政府的堅強領導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一國兩制」依然能夠繼續有效運作，香港也不會陷入
無法管治的局面，而投反對票的人就必須承擔扼殺普選
的歷史責任！

中央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更衷心希望立法會能夠順利通過方案。必須指出的
是，中央雖然非常希望如期落實普選，但絕不會在原則底線上退讓，否則，將會對「一國兩
制」造成毀壞性的衝擊，釀成香港和國家都難以承受的嚴重後果。反對派必須放棄中央在最
後關頭讓步的幻想。普選方案貫徹落實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是
最佳制度安排，也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如期實現普選，符合香港和國家的利益。支持還是反
對普選方案，是支持還是反對民主、支持還是反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試金石。希望掌
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給普選放行。如果某些反對派議員一意孤行否決普選方案，就必
須承擔扼殺普選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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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特約評論員

中央何以衷心希望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批評香港立法會
少數議員在小圈子裡「綑綁」，且「自
我感覺良好」。曾德成強調，政治是可
行的藝術，民主政治當然也是可行的藝
術；無視現實，不顧民意，不知妥協，
就始終走不出死胡同。他呼籲那些「勇
於敢」而自我感覺良好的議員從「綑
綁」中跳出來，看清大局，拿出勇氣作
出道德的選擇，將智慧用於「勇於不
敢」，放棄偏執，與多數人一起踏上進
步之途。

批少數議員固執 硬要否決
曾德成昨日以《拿出勇氣，推動進

步》為題在網誌撰文，並引用《道德
經》中：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
活」來批評香港少數立法會議員一直固
執己見，在自己的小圈子裡要「綑綁」
一起，硬要否決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方
案，「勇於敢」而自我感覺良好。
曾德成指出，「勇於敢」的匹夫之勇

常見，但「勇於不敢」的大智慧則難
見，難以做到，因為這可能要甘於被
人，特別是同道中人，扣上「轉軚」、
懦弱、妥協、放棄原則等等污名。曾德
成指，沒有廣闊的胸襟、遠大的眼界和
真正的智慧，難以走上這一步。

曾德成進一步解釋，勇敢的表現在電影銀幕上
一般都會受到讚賞，但現實中則未必能夠得到大
家的共鳴，如這些年來在世界不同地方發生的一
些恐怖主義活動，包括有充當人肉炸彈的，不惜
為了自己認為崇高的目標而粉身碎骨，那勇氣不
是一般人可以擁有，但這樣的「勇敢」反而被視
為怯懦，要被絕大多數人譴責。因為物極而反，
一個事物的發展到了極點，「執着」至極，判斷
價值就完全顛倒過來了。
他續說，「執着」原為佛家語，指片面而孤立

地理解並固執於事物的妄想；所有事情，若堅持
己見，不肯變通，都會走向反面。或許有人會用
「擇善固執」為這樣的行為解脫。然而，在一個
多元的社會中，「善」有不同的選擇。對某一事
物堅持不放，不能超脫；把自己認同的善作為唯
一的善而強加於人，走向極端，後果會很可怕。
人肉炸彈正是這樣出現的。
曾德成續說，良知也如是，如果只以自己少數人
有良知，把其他多數人都當作缺少良知、不顧尊嚴，
那就完全無視現實，脫離大眾。他強調，政治是可
行的藝術，民主政治當然也是可行的藝術。無視現
實，不顧民意，不知妥協，就始終走不出死胡同。
曾德成呼籲那些「勇於敢」而自我感覺良好的

議員從「綑綁」中跳出來，看清大局面，是否應
該考慮「勇於不敢」？拿出勇氣作出道德的選
擇，將智慧用於不敢，放棄偏執，與多數一起踏
上進步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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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大眾陸續發聲，要
求立法會通過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讓他們有票在
手。一名曾受肝癌煎熬、
徘徊生死邊緣的船長製作
短片，以抗癌經歷呼籲立

法會議員把握機會，圓其普選特首的心願：「錯過咁嘅
機會，唔知我仲有無命可以睇到。」

「『保普選 反佔中』簽左名揮手區！」facebook專
頁前晚上載一段短片，短片由一名叫潘勝的69歲男子

出鏡並讀白。潘勝表示自幼家貧，無錢交學費，於是就
讀赤柱航海學校，之後由低級船員做起，「一步一步挨
到（去做）國際船長」，但於2003年不幸患上肝癌，
當時瑪麗醫院拒絕為他換肝，輾轉之下他爭取到天津醫
院換肝的機會。

慶幸當年把握換肝機會作明智決定
他憶述，當年很多朋友告訴他內地醫療水平不可

靠，「但我諗，呢個機會唔把握，唯有坐喺度等
死。」最後，他選擇在內地換肝，並慶幸當時作出明

智決定，否則今天將看不到兒女大學畢業及外孫女成
長。

潘勝感慨道，現在每過一天都是賺回來的，「人生有
幾多個十年呢？有時一個機會可以影響一生，現時香港
人亦面臨一個機遇，就係『一人一票』揀特首。錯過
（特首普選）咁嘅機會，唔知我仲有無命可以睇到。我
好想有生之年有機會可以投票選特首，希
望各位議員可以投票支持政改（2017年
特首普選方案），圓我呢個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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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抗癌勇船長 冀償普選特首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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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將

於9日後在立法會表決，特首梁振英昨日在出訪美加前，

再向「泛民」議員喊話「拉票」，指出包括中央、特區政

府和支持通過方案人士的道理已經說得很清楚，表決前的

一段時間，「泛民」議員應保持冷靜理性，讓這些道理沉

澱一下。他強調，現有方案能獲得立法會四十多位議員支

持並不容易，特區政府日後即使重提方案，能否再獲建

制、反對兩派議員多數支持更值得深思，促請「泛民」議

員表決前正視這些道理，投票通過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日發表題為《從概念回歸
現實》的文章，以牛市時便會出現的簡單及口
號化的投資理念，吸引人「跟大隊」，投資者
在沒有做足功課下，最終只是面對泡沫爆破的
現象。他以此來比喻指，政治問題不能單靠簡
單概念解決，要將理念化為現實，冷靜思考現
實，在政制改革踏出一步，不能空談概念。

羊群心理「跟大隊」增風險
陳家強在昨日的文章中指出，牛市時便會出現

好多流於簡單及口號化的投資理念來捉心理，令
不少散戶在羊群心理的影響下爭相入市，忘記了
「做功課」，如研讀複雜專業的分析報告，往往
「跟大隊」而行事，令投資風險不斷增加，最終
更出現如2001年美國科網股泡沫爆破的股市調整。
他在提醒散戶小心入市的同時，也以此作比

喻，指出複雜的政治論述往往難以明白，爭辯
雙方的分歧背後亦各有考慮，並非人人願意花
精神去理解。

陳家強說：「每次選戰或出現重大爭議時，
各方政治力量都努力捕捉群眾心理，爭奪輿論
支持，博取更多市民的認同。在這時以簡單易
明的口號，搶佔道德高地，訴諸大眾的情感，
為的是能夠有效動員，穩固並擴大支持。」

將理念化為現實才能進步
他解釋，在民主社會上，再激烈的選戰或政

治角力也有回歸平淡的時候，激情過後，就可
能發現理想與現實很多時候有落差，長年累月
的政治社會問題是不能單靠簡單概念就能解決
的，是要將理念化為現實，社會才能夠進步。
陳家強呼籲，立法會即將就2017年特區行政長
官普選辦法方案進行表決，而這是個千載難逢的
機會，讓社會一同建立一個制度化的普選方法。
他說：「我希望社會能夠早點放下包袱，冷靜思
考現實，在政制改革踏出一步，因為要香港的民
主社會進步，不能空談概念；概念『要落地』社
會才能夠向前走。現在就是抉擇時候，我希望立
法會能夠作出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選擇！」

陳家強投資喻政改：不能空談概念

■陳家強(右二)與林鄭月娥早
前落區派發政改宣傳單張。

陳家強網誌圖片

—— 普選方案系列述評之一

梁振英昨日赴多倫多及芝加哥訪問前在機場會見傳媒時表示，今次
出訪多倫多和芝加哥是大型的「邁向亞洲 首選香港」宣傳活

動，主要是向兩地以至加拿大和美國的政商界推廣香港，期間會特別
介紹「滬港通」、今年下半年可望開通的「深港通」、7月1日開始的
香港和內地兩地基金互認措施，以及「一帶一路」國家策略下香港經
濟發展的潛質等。他將於本星期五回港。

道理已說清楚 續與各方見面
被問到他在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前離港，會否擔心影響特區政
府的游說工作，梁振英在回應時強調，為何香港社會，包括「泛民」
議員應該支持通過特區政府提交的普選方案，道理已說得很清楚；不
單特區政府已經表達意見，上星期日也安排了中央負責政改的3位官員
當面向全體立法會議員講解清楚。特區政府緊接下來會繼續和各方見
面。
梁振英續說，希望各方，尤其是已表示會否決方案的「泛民」議員

能冷靜下來，讓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以至香港社會有關支持、要求
他們通過方案的人所提出的一些論據，可以沉澱一下。現在所有建制
派議員基本上有四十多票支持方案，這是不容易的，特區政府還欠幾
票。如果不是以這個方案，而是以「泛民」提出的任何一個方案，
「今次也好，將來也好，是否能拿到四十多票的支持票，事實上是一
個很大的疑問。」

籲冷靜客觀讓道理沉澱
梁振英強調，如果今次無法通過，便不只是特區政府何時再啟動
「政改五步曲」的問題，因為建制派和「泛民」是否願意接受特區政
府重啟「五步曲」後所提方案同樣是一個疑問，到時所缺票數可能更
多。他希望「泛民」議員能在這段時間保持冷靜客觀，讓這些道理沉
澱，最終投票通過方案。

■梁振英促請「泛民」議
員在表決前正視理據，投
票通過方案。

特首促反對派正視理據通過方案
冷靜理性沉澱深思 日後能否拿到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