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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會計師，會為沒有普選而
失去優化公共財政的契機感到無

奈。」會計師Vincent昨日再接受本報專
訪時直言，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

決，意味着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繼續拉特區政府後
腿，拖累經濟民生，公帑則繼續浪費，誰扼殺普
選拖慢香港發展，市民心中有數。他認為，反對
派扼殺普選的歷史責任不可推卸，關心社會的市
民，應深思投下反對票的28名議員對社會產生的
深層次影響，算好「普選殺手」損害公共賬目這
盤賬。
Vincent在決議案表決前接受本報訪問時曾表

示，期望普選落實可減少議會爭拗，為維持公共
財政健康發展提供重要契機。然而，決議案最終
被28名議員綑綁否決，他昨日在訪問中表示，結
果雖是預期之內，但仍感到傷感，「政制始終要
原地踏步，2017年沒有機會再選特首，立法會也
未能如願在2020年實行普選了。」
他擔憂，沒有普選，「政改五步曲」在10年內
都不會重啟，這意味着10年內都會維持這種政治

爭拗風氣，立法會議員拉特區政府後腿只會繼續
肆無忌憚，最終還是會窒礙民生經濟發展，「大
工程撥款可能又遇拉布，從會計角度看，成本預
算只會隨通脹不斷上漲；不論房屋或鐵路工程成
本以至公共交通加價，過往經驗亦可知道物價增
長快速，拉布導致公帑損失，增加公共財政負
擔，政府可能因此減少對市民的補助，最終苦果
還是轉嫁到市民身上。這些浪費是不正常的虛
耗，議會爭拗令公共賬目蒙受不必要損失，實在
令人憂慮。」
Vincent批評，28個投反對票的議員，就是不

容許政制繼續發展，寧可不要一票，放任爭拗，
甚麼也不做，這顯然不會令社會進步，做法是不
明智的。作為理性的選民，顯然不會認同，自然
會用選票選出對社會有真正好處的人，進入立法
會做事。

反對派須負歷史責任
他認為，投反對票的議員應對香港政改停滯不

前負最大責任。他指出，會計行內判斷公司財務

狀況是否正常，不會只看財務報告的表面數字和
盈虧比較，而是會剖析數字背後的深層意義；同
理，即使今次普選決議案，由於一些原因令投票
結果是8票贊成28票反對，但這不會改變反對派
扼殺普選的歷史責任，關心社會的人，都可參考
一些會計原則，深思為何產生今日這個投票結
果，而不是只看表面情況，純作數字比較。

先審11撥款 證當局做實事
育有4歲女兒的Vincent十分關注幼兒教育，目

前政爭告一段落，他最期望特區政府能重新把精
力投入民生事項，特別是考慮到中產人士背負的
生活壓力。為貫徹民生為先原則，梁振英日前提
出本星期五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率先處理11
項涉及經濟民生的撥款項目，Vincent認同有關做
法，認為這顯示特區政府願把精力重新放到實事
上，而且言出必行，回應中產人士心聲。「目前
周邊地區的生活質素較好，中產自然更希望香港
集中精力，多做有利提升生活質素的事情。」

■記者鄭治祖

擁有工程管理碩士學位的工程
公司副項目經理蔡家熙，原寄望

落實普選可阻嚇激進議員不再違逆民意
肆意拉布，影響民生工程。在2017年特首普選決
議案被否決後，他昨日再接受本報訪問時預料，
工程業界仍會面對立法會拉布窒礙工程的問題，
香港發展仍存危機。他希望政爭暫時平息，香港
能回復正常發展，各項民生工程立即上馬，立法
會仍需在推行下一次普選前，及早修改議事規
則，確保拉布不再成為激進議員危害香港發展的
手段。
「當日聽到表決結果，感到十分遺憾和失
望。」蔡家熙昨日在訪問中說，雖然表決前希望
有反對派的溫和議員能投贊成票，但在反對派多
次綑綁下，28名議員的否決決定亦一如所料，已

不寄望會有奇蹟。「今次被否決，實在不知何時
再有這個機會，這個結果，意味我在人生中要再
等10年才有落實普選的機會，浪費了10年等了
又等。」
不過，政改暫告一段落，蔡家熙直言，反對派

已少了一個擾亂社會秩序的議題，反對派暫時再
無借口發動一系列違法暴力行動，香港社會可望
回復和諧穩定。「『泛民』多年來以所謂『爭民
主』，現在卻由他們一手扼殺香港民主發展，淪
為『普選殺手』，未來已不能再理直氣壯以『民
主』口號危害港人福祉。」
他說，社會已被政改爭議糾纏太久，「佔

中」、「鳩嗚」和連串違法行動，直接影響各行
各業，衝擊香港核心價值，香港實在是時候要重
建經濟信心。「現在很多工務工程早已排隊等上
馬，業界期望政改告一段落後，可盡快回復原
狀。」

憂續內耗 令工程淪「大白象」
然而，沒有了普選，蔡家熙對香港社會可能繼

續內耗不無擔憂，他坦言，「現在沒有普選，『泛
民』議員至少在未來十年仍有恃無恐，繼續在民生
事務上爭拗，拉布令工程淪為『大白象』的情況仍
難避免。」他續說：「我都想社會每日都有新建
設，唔想日日同一景象，『泛民』如繼續以前為反
而反態度，百般阻撓，香港只會越來越落後，作為
工程界人士的確擔心。」
目前高鐵有關「一地兩檢」的安排，因立法會爭
議仍未有具體方案，內部設計至今未敲定。蔡家熙
以此為例，「高鐵大樓需視乎出入境安排落實設
計，爭拗開支，爭拗高鐵『一地兩檢』，令大樓建
造仍停在一邊，政府就繼續白畀開支承建商等開
工，呢個並非承建商問題，呢筆錢最終都係由政府
承擔，根本就係燒銀紙。」他認為，反對派應深刻
汲取教訓，港人的普選權利已被否決，實在不應再
在這些事情上諸多阻撓，影響民生。
普選未能如期落實，結果令人無奈，蔡家熙

謂，現在惟有寄望立法會早日修訂議事規則，不
再讓反對派在拉布上有可乘之機，確保普選落實
之前，立法會仍能正常審議特區政府的撥款申請
和民生工程。 ■記者鄭治祖

寄望落實普選促進香港發展
的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系副

教授鄭利明，在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
被否決後，昨日再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在
反對派過去發動的多次反普選違法行動深受衝
擊，甚麼人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中產看得一清
二楚。現在，重回經濟發展正軌，已是包括中產
在內的社會各階層共同心聲，他寄望反對派議員
成為「普選殺手」後，不要再窒礙香港發展，知
所進退。
本身為九龍城區議員的鄭利明昨日在訪問中坦

言，對決議案被否決感到失望，「『泛民』已達
到扼殺普選的目的，令港人沒有普選。」他目前
只能寄望反對派不再執着政治口號，以免增加社

會矛盾。「一些『泛民』議員否決後仍聲言重啟
『政改五步曲』，甚至幻想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這些都是不可能的。」
他特別提到，為達致違法普選目的，反對派

不惜提出暴力違法的「佔領」行動，嚴重衝擊
香港法治和和平核心價值。「香港過去大半年
已被反對派的反普選行動困擾，今日政爭暫告
一段落，甚麼人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中產看
得一清二楚，再糾纏下去只會不利社會發展。
現在『泛民』是時候反省，讓香港回到正軌，
重新思考經濟民生發展。」
決議案表決前，鄭利明曾憂慮普選不落實，

激進勢力可能惡化。不過，根據最新形勢，鄭
利明認為，反對派已在扼殺普選上得逞，而建
制派表決時亦出現了意外，預料反對派暫時會
有所收歛，但長遠而言，香港未能落實普選，
今後要如何發展，反對派應知所進退，如果是
為香港好，在政爭後便應收手。
他續指，「現在是看反對派表現的時候，如

果是真心想香港發展好，便應與特區政府一
道，回應市民致力經濟民生發展的訴求，否
則，既拉倒普選，又在民生事務上不合作，這
就是要拖垮特區政府、與中央對抗，這豈能令
中產人士信服？」

回復社會正常 中產最看重
普選被否決大局已定，鄭利明說，香港目前

應盡快將以前滯後的工程動工，回復
社會正常運作，才能回應市民訴求。
「這始終是中產專業人士最看重的事
情，否則，政爭導致香港社會發展停
滯不前，本身已引起中產怨氣，如果
再任由香港放任下去，反對派再對民
生事務百般阻撓，只會令社會怨氣更
深。」
他說，特區政府應針對社會發展的

新形勢，善用巨額儲備，增加就業、
穩定房屋土地供應、為年輕人創造更
多機會，逐步減少政爭以來香港積累
的民生怨氣，讓社會在「後政改」時
期回復過來。 ■記者鄭治祖

中產中產「「心水清心水清」」「「殺手殺手」」該該「「收手收手」」
專業人士籲搵反對派算賬專業人士籲搵反對派算賬 促勿拉布損經濟民生促勿拉布損經濟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8名立法會議員綑綁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成為「普選殺手」，引起關注香港經濟發展的

中產階層強烈不滿。特首普選決議案表決前一日，本報曾訪問3位香港土生土長中產專業人士，暢談普選期望和憂慮。決議案否決

後，3人日前再接受本報專訪，表達手中一票被剝奪的失望和對香港未來發展的寄望。

他們都認為，決議案被否決，政制原地踏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仍繼續漠視民意阻撓民生工程上馬、破壞公共財政配置，拖累經

濟民生發展，公帑則繼續浪費，加上早前反普選的連串破壞香港的行動，甚麼人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中產看得一清二楚。因普選

未能如期落實的後果，社會應與28名綑綁否決的立法會議員算賬，「票債票償」。現在，重回經濟發展正軌，已是包括中產在內

的社會各階層共同心聲，中產階層寄望反對派議員在扼殺普選之後，不要再窒礙香港發展。

市民識「計數」否決必「壞賬」

窒
礙
香
港
發
展

豈
令
中
產
信
服

拉
布
礙
工
程
上
馬

拉
布
礙
工
程
上
馬

盼
息
政
爭
謀
發
展

盼
息
政
爭
謀
發
展

發展危機
盼返正軌

心中有數

■■ 會計師會計師Vincent ChuVincent Chu。。
黃偉漢黃偉漢攝攝

■項目經理
蔡家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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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副電子工程系副
教授鄭利明教授鄭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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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希望香港聚焦經濟市民希望香港聚焦經濟
民生民生，，繼續進步繼續進步，，不要原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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