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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波在會見中就香港政改發表意見。他首先
強調，中央對政改的支持，對香港推動民

主發展，支持香港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的立場
和態度是一貫的、明確的，也非常堅定，且誠意
也是不容質疑的。

指方案是現階段最佳
他續說，特區政府提交的政改方案，合憲、合
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目前的實際情況，是
現階段的最佳方案，照顧了香港社會各界別、各
方面的訴求，體現了均衡參與原則。
周波強調，普選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也
沒有所謂的完美方案，關鍵就是要真正符合當地
的實際情況。香港特區是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並非
獨立的政治實體，香港的任何制度包括民主制度
的設計都不能離開這一實際情況。
他說：「當前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勇氣向實現
普選邁開這一步，只有真正的依法實現普選，大
家擔憂的問題才能得到紓解，得到某種程度的解
決。否則香港還是沉浸在原來政治爭坳中，社會
不斷撕裂，經濟和民生無法發展。」
周波指出，通過政改方案，就有了500萬合資

格選民的投票權，特區行政長官的認受性也會大
大加強，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會逐步改善，特
區政府的施政會朝着更有效、有力的方向發展。
他強調，當下政改已經到了最關鍵時刻，如果

方案不能通過，香港將沒有贏家。500萬合資格
選民的投票權將被剝奪，香港的民主進程會受
阻。「但是，不通過天是不會塌下來的。」不
過，如果政改不能通過，中央一直要做的減少香
港社會撕裂和政治爭坳的工作將客觀上受到影
響，開展存在難度。

促回歸理性權衡利弊
當前，香港反對派中人仍在聲稱要綑綁否決政

改方案，周波就此奉勸他們回歸理性，從大局出
發，從香港整體利益和市民福祉出發，認真思考
否決政改方案後產生的影響和後果，權衡利弊，
憑良心投負責任的一票。
周波質疑，香港反對派一直聲稱自己是「真正
的民主」，如果此次方案通過，才能證明他們沒
有違背自己的初衷；如果他們一定要受到極端的
激進的反共的少數人的裹挾，去否決政改方案，
那就說明他們所標榜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
主，只是打着民主的旗號在做真正阻礙民主的事
情。「這一票怎麼投，香港市民都看在眼裡，現
在到了檢驗他們是不是真正民主的時候。」
周波還強調，香港不能政治化，如果老是政治
化對香港沒有好處。香港最重要的首先就是經濟
發展，只有經濟發展了才有條件解決其他問題，
發展才是硬道理。他說，無論政改方案是否通
過，香港都應該重點考慮的是未來經濟如何發
展，民生如何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香港立法會表決政

改方案進入倒計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昨日在會見香

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訪京團時指出，香港反對派一向標榜自

己是「真民主」，此番投票將考驗他們是不是真正的民主，

如果他們受到極端的激進的反共的少數人的裹挾，投下反對

票，就說明他們的「民主」是自己標榜的，是打着民主的旗

號做阻礙真正民主的事情。他又說，如果否決政改方案，香

港將沒有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立法會下
周將表決特區政府提出的2017年特首普選
方案。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會長李秀恒早前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特區
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是好方案，商界普遍希
望通過方案，以循序漸進方式發展民主。他
討厭諸多政治爭拗拖垮香港發展，又反對取
消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強調「廣泛代表」
及「多數代表」制度的混合是香港特色，行
之有效。
李秀恒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商界中人
普遍希望通過普選方案，並認為循序漸進發
展民主是比較好的、務實的方式。他解釋，
商界想法比較務實，營商也要投放資本，故
不希望香港社會突然間有大變動，令投資環
境有機會變差，也不希望香港變成福利社
會，因福利易放難收，從不少歐洲國家外債
纍纍可見一斑。
他認為，特首普選方案若獲通過，香港社
會及營商環境理論上會更穩定，也滿足大部
分港人的期望，不過面對民主選舉，有些人
一定是為政治而政治，作出不理智的舉措，
政治爭拗不會因而消失。
若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李秀恒坦言，商
界「死就唔會死，生意照做」，但香港要進
步就十分困難，政治爭拗增加令香港難以緊
握未來的發展機遇，而需要經濟發展支持的
民生項目也難以改善。
他強調，商界討厭並憂慮太多政治爭拗，
令不屬政治範疇的事情也會無故變得政治
化，如部分立法會議員動輒拉布，「連市民
綜援『出雙糧』都要拖，基建工程更加拖得

犀利啦！又好似（成立）創科局，大家都希
望香港藉此走出一條新路，但都因為政治問
題，好多嘢都被拖死、拖垮。」

反對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
李秀恒形容，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是好
方案，因混合了「廣泛代表」及「多數代表」
制度的長處，符合香港特色及社會實況，特別
是在提名特首候選人階段實行「廣泛代表」，
確保各界別均可參與，但為了確保基層聲音不
限於由少數工會及社會領袖代表，故在選舉時
實行「多數代表」，票多者勝。
對於反對派要求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議

席，他批評有關建議不智，因從香港回歸前
後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表現來看，現有制度行
之有效，「點解要將成功制度一下子否
決？」他說，除特首普選外，立法會組成也
是「廣泛代表」及「多數代表」制度的混
合，「兩者結合，係最好、最perfect（完
美）嘅做法。」

李秀恒：商界普遍希望方案通過
■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組團訪京，昨日拜訪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前排左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香港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日前在央視播出的《朝聞
天下》節目中表示，當年的聯合聲明寫的選舉特首沒說怎
麼選舉，到最後香港基本法寫的是普選產生，是一個很大
的進步，所以當時大家普遍都很接受，現在有些人故意在
誤導市民，想把當年他們爭取不到的東西現在來爭取，但
這是不可能的。大家應該思考，怎樣做才是對香港、市
民、對下一代有利的。
譚耀宗在節目中指出，香港基本法保證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理念的實施，也讓許多香
港的現實問題得以解決。無論是談到中央與地方關係，還
是特首普選的問題，大家首先應該回過頭，讀一讀香港基
本法的相關表述。只有依據當年形成的共識和基礎，才能
為香港找到對的出路。
譚耀宗回憶，在特首選舉這方面，當時爭議並不大。因

為大家覺得當時聯合聲明寫的選舉行政長官沒說怎麼選
舉，到最後香港基本法寫的是普選產生，是一個很大的進
步，所以大家普遍都很接受。
他批評，現在有些人故意在誤導市民，想把當年他爭取

不到的東西現在來爭取，但這是不可能。他認為，不可能
把人家清清楚楚寫進基本法裡面的東西丟棄，而民主的發

展也不光是喊口號，也要做出來，建立市民的信心。如果
只是怕自己不能當選的話，就太過分了。
對於香港政制發展，譚耀宗既充滿期望也直言不諱的表

示有憂慮、有擔心。他說：「強調本土，什麼都以香港為
中心，我覺得這樣來想、來處理問題是不對頭的。我們不
能很短視，要看得遠。要做的事情來講，是甚麼對香港有
利，對市民有利，對我們下一代有利。」

劉皇發：停住不動 起不了步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劉皇發在昨日播

出的《朝聞天下》節目中則表示，他認為香港政改「要說蝕
底其實有着數」。如果停住不動，就起不了步，只能坐在那
裡原地踏步，沒有進步。一定要有進步，一定要開步。
在劉皇發的記憶裡，香港基本法每一條都得來不易。其

中，討論政治體制的條文，時間長，爭論多，但最後也達
成了共識。當時，大家都同意政制發展是應該循序漸進。
劉皇發認為，香港基本法當年的大原則現在依然是適

用，「我們經過好認真去研究，去調研，得到今日的結
果。大原則和框架不能變。正如鄧小平先生所講：50年不
變。人就有信心，在這裡投資才有信心，經常變，信心在
哪裡啊？」

譚耀宗：應走對的出路

周
波
：

如果方案遭否決如果方案遭否決 香港沒有贏家香港沒有贏家
投票取態考驗是否投票取態考驗是否「「真民主真民主」」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昨日表示，希望香
港特區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如果否決政改方
案，香港沒有贏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政制發展何
去何從，已進入倒數階段，領導特區政府「政改
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接受報章訪
問時強調，她真誠相信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
目前環境中唯一可行的方案，中央負責香港政改
的官員都很想方案獲得通過。香港反對派一旦否
決方案，將令幾百萬人不能行使選特首權利，令
香港政制不單是原地踏步而是退步，他們可謂
「非常忍心」。

指方案是目前環境中唯一可行
《香港經濟日報》昨日刊出林鄭月娥的專訪。
她坦言，今次推動政改工作是自己「做官30多年
來最沉重的一次」，政改方案若不能通過，是非
常可惜的事，她會很不開心。
林鄭月娥表示，她今次推動政改，經常有反對
派議員私下挑戰她說：「你是一個好人，明知這
不是一個好東西，是『假普選』，為何你不老老
實實告訴市民？為何要把自己的誠信押上？」她
都會義正詞嚴地回應：「對不起，我的信念，是
認為現在負責的工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在目
前的環境中，唯一可行的方案。……如果我不是
truly believe（真的相信這個方案），是很難做
的。」
她強調，中央負責香港政改的官員都很想政改

方案通過，「特首是指導我們，差不多是拍住一
起做。」她坦言，今次政改最大的「結」，是政

府與反對派之間在憲制基礎上有分
歧，「若一開始大家有共同憲制基
礎，之後大家談的就是用甚麼手法達
致普選特首，但大家在憲制基礎上有
分歧。他們（反對派）一開波就說
『公民提名』、『三軌提名』等。」

相信一人一票能迫候選人承諾
林鄭月娥坦言，若2017年不能普選

特首，政制原地踏步是說得太輕了，
應該是退步。她質疑反對派否決方
案，令幾百萬人不能行使一人一票選
特首的權利，「『泛民』為何講極都
不明白，這麼『忍心』去剝奪選民的
權利。」
她強調，「選票的力量很大」，若

沒有普選，就沒動力迫使特首候選人
作出承諾；若一人一票，特首候選人

就要面對幾百萬選民，相信承諾優化政改的候選
人會得到更多選票。
林鄭月娥承認目前方案獲通過的機會微乎其

微，但回想到在處理政改工作期間，自己經常心
情凝重，笑也笑不出來，對她來說，立法會表決
後某程度上是一個解脫。被問到政改若被否決，
會否辭職？她笑着反問記者：「你很想我辭職
嗎？」

表決後專心處理安老幼童西九
她指出，在政改告一段落後，今屆特區政府餘
下兩年任期都不會再處理此問題，並希望可以集
中精力處理三方面工作，包括長者安老、幼童及
西九文化區。不過，政治工作仍會繼續做，她希
望令新生代明白憲制基礎的重要性，加強溝通，
令他們感到政府關心及重視他們的意見。
被問到特區政府能否如願集中精力處理經濟民

生議題，林鄭月娥說，這要取決於社會上的抗爭
程度，但她對此較樂觀，因經歷違法「佔領」行
動79天後，大部分市民都不認同這種手法，加上
反對派若繼續「全面不合作運動」，建制派在區
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相信都會以此打選戰。
被視為下屆特首熱門人選之一的林鄭月娥又

說，在今屆任期結束後，將結束公務生涯，不會
選特首或在政府擔當任何職位。至於會否加入非
政府組織、基金或智庫？她回應：「現在不可講
得這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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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討厭諸多李秀恒討厭諸多
政治爭拗拖垮香港政治爭拗拖垮香港
發展發展，，反對取消立反對取消立
法會功能組別議法會功能組別議
席席。。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林鄭月娥早前落區宣傳政改，遇上擁躉要求合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