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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間大學的「學生會代表」，在六
四晚會上當眾火燒基本法，惹來社會
各界炮轟。昨日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質疑燒基本法的動機，反問是否不
想要「一國兩制」，而希望「一國一
制」或者「港獨」。不過，激進學生
的愚蠢行為也不是沒有捧場客，黃之

鋒之流就大力支持燒基本法的行動；吳志森更撰文大
發謬論指，燒基本法是表達自由的一種方式。套用一
句古語：曹操也有知心友。主要原因是他們都不安好
心，無所不用其極煽動學生抗拒「一國兩制」，甚至

發動二次「佔領」，藉普選問題再掀反中亂港惡浪。
據筆者了解，燒基本法根本就是激進社運人士與「學

生代表」合謀的一場政治宣示行動，希望以此作為下一
波抗爭的主題，藉所謂修改基本法，重新聚集曾參與
「佔領」運動的市民。其實，民陣早前內部討論今年七
一遊行主題時，有激進社運人士就提出修改基本法，但
由於不少反對派政黨組織反對，建議才作罷。但這些激
進社運人士並未死心，於是就藉六四晚會作為突破口，
提出修改基本法的口號，騎劫了晚會。吳志森說，六四
晚會本土化，年輕化，雖然做得「半桶水」不太理想，
但卻是一個不錯的嘗試，應繼續努力。吳志森的文章，

正正說明「雨傘一代」要透過焚燒基本法顯示激進勇
武，要搶奪未來抗爭行動的話事權。
激進社運人士和學生公然打出「命運自主、港人修

憲」，也意味他們要延續「佔領」期間的「命運自
主」的圖謀，在政改表決時發動另一場「佔領」行
動。現在政改表面上看是死路一條，但筆者始終認為
反對派心底裡是希望政改通過，原因是通過政改對他
們利大於弊，將可大大擴闊他們的活動空間，只是現
在沒有人願做「死士」。但只要出現一點鬆動，發生
一些轉折事件，整個局面是可以扭轉過來的，反對派
等的只是一個轉軚的下台階，所以，政改成敗恐怕現

在也難斷定。
可以斷定的是，政改通過，激進人士必定會發動
「佔領」；就算否決了，也不見得他們就會鳴金收
兵。既然已經有成千上萬人聚集在立法會周圍，身懷
利器，殺心自起，他們會放過再次「佔領」的機會
嗎？肯定不會。而發動二次「佔領」的理由，將會是
「命運自主、港人修憲」。即是說，他們在六四晚會
上已經發出了動員令，政改表決之後，不論結果如何
都肯定會有事發生。而主要領軍者將是學民思潮以及
被「本土派」控制的4間大學學生會，至於已經分崩離
析的學聯，則主要在後面支援。激進分子已經磨刀霍
霍，警方及立法會保安必須及早布防，尤其是吸取去
年「佔領」的經驗，做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之」。

焚燒基本法圖二次「佔領」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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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投票在即，儘管反對派執意要綑綁否決方案，
儘管近日有激進分子竟然狂妄到當眾焚燒《基本法》，阻
止政改方案通過，但是，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任何力量
都阻擋不了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得出這個論斷，基於四
大理由：中央推進政改的誠意毋庸置疑，香港支持通過政
改方案的民意佔據主流，普選方案的法律基礎牢不可破，
香港民主「向前一步」的趨勢不可阻擋。有此四大理由，
市民應堅定信心，敢於擔當，力挺政改方案獲得通過。

中央推進政改誠意毋庸置疑
中央推進政改的誠意可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角度來看。
從歷史的角度看，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並未

提及「普選」，而在中央的主導下，1990年公布的基
本法明確做出了「普選」的法律承諾；回歸後，中央
積極推動香港政改，在香港回歸「五十年不變」不到
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順應了
香港社會的民主訴求，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期。

從現實的角度看，中央支持香港普選的立場一貫清晰
明確。去年12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行政長官
梁振英時指出，香港政制發展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
有序進行；應該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

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關切之殷，
前所未有。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政改報
告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南下深圳，與香港政
黨和各界人士見面。規格之高，前所未有。政改諮詢階段
和政改方案公布後，中央官員王光亞、李飛、張曉明先後
兩次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人士。溝通之廣，前所未有。經
過深入溝通，方案對於香港社會普遍擔心的問題進行了積
極回應。比如，降低「入閘」門檻，由八分一降低至十分
一；實行「暗票出閘」，提委實行無記名投票，且可以投
「2＋N票」，支持所有參選人，讓所有提委有更大的發
揮空間。

支持通過政改民意佔主流
綜觀一年多來圍繞政改的爭執，儘管反對派鼓噪的

聲音很大，一旦「沉默的大多數」發聲，香港的主流
民意就清晰起來。

去年「8·17」 和平普選大遊行，數天之內180萬人簽
名支持普選，佔香港居民的四分之一，這麼大的比例
足以證明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渴望普選。 今年4月22日
普選方案公布後，儘管有個別民調把支持和反對普選
方案的差距壓得非常近，但前不久「保普選、反暴

力」大聯盟短短9天收集到121萬個簽名，而18個區議
會接連以大比數通過支持落實普選的動議，都證明了
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通過普選方案。

香港的主流民意之所以支持政改方案通過，是事實
給了人們一劑「清醒劑」。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反對
派中確有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看清了「港獨」勢力興
起會給香港帶來無窮後患，看清了政改方案夭折必然
帶來「雙輸」結局。民意是支持政改方案通過的強大
基礎，順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

政改方案法律基礎牢不可破
普選方案有堅實的法律基礎。基本法規定：「行政

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
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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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明確2017年可以實
行行政長官普選，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立法會全
體議員可以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這為普選定出了時
間表。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決定，
規定了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為
推進普選定制了「合法軌道」。由此可見，政改方案
源於基本法，遵循了人大決定的原則，合憲合法，有
堅強的法律支撐。

民主「向前一步」力量勢不可擋
聚焦香港170年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出香港政治制度變

遷的四個階段。1985年以前為「無民主」階段，香港總

督都由英國女王任命，港人沒有
選舉權，香港立法局也僅是港英
政府的諮詢機構，沒有表決權。
1985年至1997年為「假民主」階
段，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英國人自知在香港的統治為
時不久，便啟動立法局改革，部分議員從間接選舉過渡
到直接選舉，名為政改，實為奪權，以民主的方式安插
更多代理人進入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以達到間
接控制香港的目的。1997年至今為「民主起步」階段，
香港民主政制發展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循序漸進」原
則穩步推進。比如，行政長官的推選委員會和選舉委員
會由400人組成增加到800人、1200人；立法會直接選
舉議席從20逐步增加到24、30。現在，香港即將進入「民
主跨越」階段，即2017年將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選
特首，如果進展順利，2020年立法會也將普選，實現歷
史性跨越。

回顧歷史，是為了走好通向未來之路。以歷史的眼光
看待香港的政治制度變遷之路，也讓人更加明白今天通過
政改方案的至關重要。如果這個方案順利通過，香港政制
向前行，民主有進步，人人是贏家；如果這個方案沒有通
過，再次推動行政長官普選將遙遙無期，「雙普選」的夢
想更是遙不可及。是「向前一步」，還是「原地踏步」？
顯而易見，大部分香港市民願意向前走，香港民主「向前
一步」的力量勢不可擋！

綜上所述，中央有誠意，香港有民意，法律有支撐，
前行有動力。廣大市民應堅定信心，積極發聲，力挺通過
政改。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政改方案投票已到了緊要關口，儘管一些反對派議員興風作浪，一再聲稱要否決，令人感到

落實普選希望渺茫，但廣大市民應登高望遠，看到大局，把握大勢，堅定信心，全力爭取政改

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因為，推進香港政改向前走，中央有誠意，香港有民意，法律有支撐，

前行有動力。無論經歷什麼風風雨雨，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香港政改前進的步伐。

■屠海鳴

堅定信心 全力爭取通過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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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發起拉布及「不合作運動」，令
香港各項基建工程嚴重延誤。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昨日透露，2013/2014年度有23個
工程項目因未獲批撥款，而需要延至2014/
2015年度才獲得批准，以致工程延遲展開
平均超過6個月，項目費用也增加了約24
億元，並可能會引致在數年後出現多項工
程同時進行的施工高峰期，令建造業的人
力資源更形緊絀。他呼籲立法會議員以整
體社會利益為重，回應市民的期盼，把握
時間，務實審議各基本工程項目，令各項
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工程得以順利推展。

今年撥款申請僅通過約三成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昨日在立法會大會

上提問指，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及工務小組
委員會審議工務工程項目撥款申請的進度
緩慢：特區政府原先預計會在今個立法年
度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提交89項工
務工程項目，但該兩個委員會截至上月底
只分別通過了28及22項，即不足32%和25%
的撥款申請，要求當局交代過去5個立法年
度的有關數據，及因此而造成的相關損失。
陳茂波在回應時指出，特區政府的基
本工程計劃對經濟增長、改善市民居住
環境、創造就業和維持香港長遠競爭力
都起重要作用。當局一直有秩序地推
展基本工程項目，但立法會在新工程項
目上撥款的進度，會直接影響未來數個
財政年度的基本工程開支。
他指出，如果基本工程開支的持續和

穩定性受到影響，將會對香港未來數年
的經濟增長、建造業從業員的生計、學
員入行的意慾及其他相關行業如物料供
應、採購、物流等造成嚴重打擊。工程
項目延誤也可能會引致在數年後出現多
項工程同時進行的施工高峰期，令建造
業的人力資源更形緊絀。

陳茂波籲務實審議 順利推工程
陳茂波指出，自去年5月開始，財委會及

工務小組審批基本工程項目的進度放慢。
相比2012/2013年度的39項，2013/2014立
法年度獲財委會批准撥款的新工程項目只
有13項，項目取得撥款的時間平均延長了
超過6個月，金額由2012/2013年的909億
元下跌至36億元。有多項上一年度提交的

項目更於近月才獲
批撥款。
他 續 說 ， 在

2013/2014立法年
度，有23個工程項
目因未能獲批撥款
而需要延至本年度
才獲得批准，以致工程延遲展開平均超過
6個月，項目費用也增加了約24億元。今個
財政年度，財委會及工務小組審批項目的
進度仍然較計劃為慢，多個工程項目也受
到不同程度的延誤。
陳茂波呼籲各立法會議員以整體社會利

益為重，回應香港市民的期盼，把握時間，
務實審議各基本工程項目，令各項與民生
息息相關的工程得以順利推展。

拉布延誤基建半年 費用增24億

■陳茂波 黃偉邦 攝

帶人闖葛立會辦
民記譴責范國威

據悉，一批自稱是由「一群關心政治及
社會的中大學生」組成的「中大諗！」

的示威者，於早前向身為中大校董的范國
威、葛珮帆，及自由黨議員張宇人發出電
郵，「邀請」他們出席下周在中大舉行的
政改論壇。他們更於昨日上午趁立法會舉
行大會，在立會大樓稱要向范國威、葛珮
帆及張宇人遞交「邀請函」。當時，范國
威接收了信件，其後更「應對方要求」，
私下帶同該批示威者進入立法會大樓內的
議員辦公室樓層。

葛珮帆發聲明 斥無掩雞籠離譜
葛珮帆昨日發表題為《實在太離譜！
立法會變無掩雞籠！》的聲明，並在立
法會會見記者。她指，昨日上午約10時
45分，范國威帶領六七名男女年輕人，
在未經許可下進入位於立法會大樓6樓的
葛珮帆議員辦事處示威，並要求她親自
接信，騷擾辦事處職員。

葛珮帆說：「我尊重所有市民表達意
見的自由，但必須合法合理，不能強行
犯規，騷擾他人，同時亦應有基本禮
貌。立法會規定登記訪客只可進入指定
樓層，只有立法會議員可以進入所有樓
層。行管會和秘書處不能坐視不理，絕
不能縱容任何立法會議員利用議員身份
衝擊立法會的管理和保安，威脅在立法
會工作的人員安全。」

議員濫用職權 立會須檢討保安
陪同葛珮帆會見記者的民建聯議員鍾樹

根批評，范國威帶領搞事分子進入立法會
內的議員辦事處，做法可恥，更令他非常
擔心，「下星期就辯論政改，竟然有呢啲
『籠裡雞』帶領搞事分子入去不同樓層，
對我哋人身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民建聯何俊賢則指，是次事件反映了

立法會保安有問題，特別是有議員可以
濫用職權，令議會保安受到好大衝擊，

立法會須深切檢討問題。
民建聯強烈遣責范國威的行為，並要

求行管會和秘書處嚴正處理，特別是立
法會將於下星期表決政改方案，立法會
內外的保安情況尤其緊張，今次事件更
反映立法會的保安存在問題，必須盡快
解決。
張宇人也證實，其助理在辦公室門外

接收了示威者的信件。他批評示威者
「離譜」，到其辦事處遞信是不適合的
做法，「中文大學的學生教養應該好
啲，大學生無需要做咁嘅嘢。」他又指

身為議員應該自律，「唔需要咁無禮貌
地對待同事。」

范國威狡辯：指控誇張失實
范國威承認，他曾帶該批示威者到葛

珮帆辦公室，但狡辯稱，該批學生已透
過多個途徑聯絡對方但不果，自己是民
選議員，又是中大校董，理應為學生
「提供方便」，才會帶他們進入立法
會。他聲稱，該批學生在遞函過程中未
有叫囂，「十分斯文有禮」，有關指控
是「誇張失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違法「佔中」期間，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利用其身為議員的特權，將立法會大樓變成「佔中」指揮部。昨日，

「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竟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帶六七名自稱中

文大學學生的示威者，私闖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位於立法會大樓內的辦事

處示威，騷擾該辦事處職員。民建聯強烈譴責范國威議員的行為，威脅

在立法會工作的人員安全，並要求立法會行管會和秘書處嚴正處理。

■■葛珮帆等民建聯議員譴責范國威私帶示威葛珮帆等民建聯議員譴責范國威私帶示威
者進入其位於立法會大樓內的議員辦公室者進入其位於立法會大樓內的議員辦公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城市大學學生
會又爆出醜聞！該會幹事會早前被指打壓「退聯
公投」，並遭踢爆「公費遊日」，引起校內同學
不滿，發起簽名聯署罷免。「罷免城大學生會幹
事會關注組」近日指，早在上月中已成功收集足
夠學生簽名，但卻遭幹事會以行政手段阻撓，無
故扣起最新會員名單，令大會難作最後覆核，使
罷免公投有機會「流產」。關注組狠批幹事會會
長朱國智玩弄程序，破壞城大學生會近30年的名
聲。
「罷免城大學生會幹事會關注組」近日在社交

網站透露，指早於5月15日已向評議會提交簽名
以發起「罷免公投」，但至今近一個月仍未有任
何消息，事件引起不少基本會員的疑惑。關注組
就事件近日特意致電評議會主席詢問進度，才得
悉幹事會以行政手段從中阻撓。
關注組引述評議會主席稱，早前已初步完成

聯署簽名的覆核程序，但仍需要幹事會提供最
新會員名單，作最後覆核之用。但當評議會主
席向幹事會索取名單時，卻遭幹事會以「要些
時間，唔係好得閒」為由拒諸門外。而有關會
員名單由朱國智持有。經關注組查證後，發現
朱國智已於6月4日離港，需要待其回港才能
繼續簽名覆核程序。

同學不滿 質疑幹事會玩弄程序
關注組批評，無人知道朱國智確實的回港日期，

也未知他是海外旅行還是赴外公幹，並質疑是幹
事會有意拖延「公投」，使「公投」有「流產」
可能。關注組呼籲「城大學生會（幹事會）能夠

勇於面對群眾，以選票決定自身的命運，停止玩弄程序，
破壞城大學生會近30年的名聲」。
關注組成員、城大創意媒體學系三年級生黎安敏昨日

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指，關注組早已收集超過1,200個
簽名，亦已聯絡評議會，正等待核實程序，惟一直聯絡
不到會員名單唯一持有者朱國智，結果因其一人而令所
有程序停滯，令關注組無法發起公投，事件也已引起校
內廣泛議論，不少同學感不滿。本報昨也曾就事件聯絡
朱國智，惟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至截稿前仍未有回覆。
在昨晚凌晨，關注組稱接獲評議會主席回覆，指朱

國智已承諾於明晚12時前向評議會呈交會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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