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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批「重啟政改論」卸責搵笨
責反對派喊口號自欺 港未來民主路更難走

反對派在綑綁否決了2017年特首普選
決議案後，聲言他們會爭取「重啟政

改五步曲」。曾鈺成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被
問到有關問題時表示，中央及特區政府已
清楚表明，決議案一旦被否決，「無人知
道幾時會重啟政改。」事實上，在決議案
被否決後，2017年不會有特首普選，並維
持由1,200名選委會選出特首，2020年也
無法實行立法會普選。即使特區政府在政
治上能克服所有困難去「重啟政改」，但
在時間上也無可能做到。

梁家傑死撐是修補撕裂手段
不過，在昨日《城市論壇》上，公民黨
黨魁梁家傑堅稱，「重啟政改」是一個最
好的、修補目前香港社會撕裂的一個手
段，又稱「中央指『8．31』不可撼動，
不會修改，是一個政治聲明，政治一天都
嫌太長，中央其實應該有重新上路的一個
胸襟和視野」。
李慧琼在節目中反駁，反對派議員一方
面「閂門」，令香港不能實現普選，但另
一邊又卻聲稱要「重啟政改」，這只是漂
亮的政治口號，「自己呃自己」、推卸責
任的做法，只為爭取選民支持。事實上，
香港根本無條件空間可重啟「政改五步
曲」，「20個月的討論都凝聚不了社會共
識，短期內又怎可達至此效果。」

李慧琼：或迫人「袋足50年」
她續指，香港在短期內不能普選特首及
立法會，是鐵一般的事實，「（特首普選
法案的）投票結果很明顯，就是有28名反
對派議員反對。」李慧琼又引述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指，「香港未來的民
主路將很難走。」反對派否決了特首普選
決議案，有可能迫使全香港市民必須繼續
接受1200人選委會特首選舉模式，「袋足
50年。」
田北俊也認為，「重啟政改」目前無可
能發生，因下屆特首選舉將沿用過去1,200
人選委會模式，最快只可在2019年或2020
年重啟。他並指，反對派可繼續聲稱「爭
取『真普選』」，「『 689』下台」等口
號直至2022年，但卻嚴重阻礙香港其他方
面發展。

田北俊：令「特權者聯盟」延續
他並批評，梁家傑口口聲聲稱，目前

1200人選委會委員同時擁有提名權及選舉
權，是「特權者聯盟」，但特首普選決議
案卻將選舉權賦予500萬名合資格選民，
削減了這1,200人的權力，反對派否決了
特首普選決議案，就正正讓這個「特權者
聯盟」得以延續。

黃友嘉：完全唔現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昨日在一個青年
論壇後也表示，特首普選決議案已被否決，
反對派聲稱要「重啟政改」是「完全唔現
實」的，重啟政改或修改香港本基本法都是
沒有可能的，「我諗件事都已告一段落。」
他認為，自開始討論特首普選問題以
來，挑動了許多矛盾和分裂，現在既已有
定案，大家在「後政改時代」應將普選的
爭拗「擺埋一邊」，集中精神處理被政治
問題拖延已久的民生、經濟議題上。同
時，特區政府現階段應加強管治，在推行
任何政策時，也應多吸納和考慮民間意
見，提高達成共識的機會率，令施政更加
暢順。
黃友嘉相信，反對派否決了普選決議

案，「可能短期內睇到激進勢力抬頭」，
但這並非「主流勢力」，而部分溫和反對
派希望在決議案否決後與中央溝通，建制
派一方也如此希望，他希望雙方的溫和派
加強溝通，長遠解決未來有關普選的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提出的2017年特首普選

決議案，反對派在綑綁投票否決決

議案，扼殺港人爭取數十年的特首

普選夢後，聲稱他們會繼續爭取

「真普選」，要特區政府「重啟政

改五步曲」。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

日指出，中央及特區政府已清楚表

明，在決議案被否決後，「無人知

道幾時會重啟政改。」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健

鋒，及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昨日

則批評，反對派聲稱要「重啟政

改」，只是「漂亮的政治口號」，

是在「自己呃自己」、推卸責任的

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
森）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
在網誌撰文表示，身為問責團
隊成員之一，他對特首普選決
議案得不到立法會通過感到十
分可惜；身為一名香港人，他
難免對香港的前途和往後的政
治環境感到憂慮。但他強調，
2017年普選特首的願望已經
落空，今屆政府餘下的時間也
不會重提政改，相信很多市民
和他一樣，都希望社會各方可
以暫時放下政見立場，回歸客
觀理性，讓社會尖銳的矛盾得
以緩和，嚴重的撕裂亦能夠慢
慢癒合過來。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中坦言，

「作為問責團隊成員之一，對
於政改方案得不到立法會通
過，我當然感到十分可惜。而
作為一名香港人，我亦難免對
香港的前途和往後的政治環境
感到憂慮。但無論如何，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願望已經落
空，我相信很多市民和我一
樣，都希望社會各方可以暫時
放下政見立場，回歸客觀理
性，讓社會尖銳的矛盾得以緩
和，嚴重的撕裂亦能夠慢慢癒
合過來。」
他強調說，「雖然今屆政府

餘下的時間不會重提政改，但
我相信經過過去一年多，社會
各界對基本法、以及香港和國
家之間的憲制安排都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這對於我們未來再
討論香港的政制改革肯定有幫
助。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好
好總結今次政改的經驗，它肯
定會成為我們繼續推動香港民
主發展的重要資本。」

政改經驗港民主發展重要資本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中坦言，

相信經過過去一年多，香港社
會各界對香港基本法，以及香
港和國家之間的憲制安排都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這對於我
們未來再討論香港的政制改革
肯定有幫助，相信只要大家能
夠好好總結今次政改的經驗，
它肯定會成為繼續推動香港民
主發展的重要資本。」

一 如 所
料，在反對
派綑綁投票
下，立法會

結果以28票反對，否決了2017年行政長官
普選決議案。
反對派漠視民意，企硬反對，政改方案
可說是「神仙難救」，因為要通過政改方
案，就必須獲得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
的支持（即47票），換言之，只要有24票
或以上反對，政改方案就肯定會遭否決。
因此，令普選特首的黃金機會與我們擦身
而過，責任肯定在反對派。
在投票關鍵時刻，33名建制派議員因技術

問題未有投下支持票，是由於政改方案的表
決鐘聲響起之際，劉皇發議員正趕回立法會
會議廳，建制派議員希望全部41人能投下支
持票，因此向立法會主席提出休會15分鐘。
惟因議事規則的規定，主席無法應允我們的
要求，我們便決定集體步出會議廳，期望透
過點算法定人數，爭取時間，讓劉皇發議員
能及時趕回投票。由於事出倉卒，導致數名
建制派議員未能即時離席，以致表決按時進
行，令33名建制派議員錯失了投支持票的機
會，我們感到痛心和失望。
我們非常感謝廣大市民，在過去20個月
為支持政改方案所作出的努力，特別是在
表決期間，不少支持政改方案的市民前來
立法會聲援，我們深受感動。因失誤而未
能投下支持票，我們深感遺憾，並向一直
支持政改方案的廣大市民、民建聯的義工
和支持者，表示最衷心的歉意。

反對派必須承擔否決普選責任

曾鈺成：建制派將更團結

張建宗冀「後政改」化戾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立法會
建制派33名在表決特
首普選決議案時集體
離場，引發了不少討
論。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見圖、鄭治祖攝)
昨日表示，經過是次
事件後，在諸般壓力

下，建制派可以學習如何面對，客觀上或
會變得更團結，甚至加強與特區政府的溝
通與默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透露，
建制派周內會舉行小組會議檢討，又深信
建制派將來定可改善協調機制，縮窄彼此
的分歧，重新團結，應付年底的區議會選
舉。

讚建制議員勇於承擔責任
曾鈺成昨日在出席海港青年商會的青年

論壇後表示，建制派議員在集體離場事件
發生後，已表現得相當勇於承擔責任，

「睇唔到佢哋（建制派）互相推卸（責
任）。」
他認為，建制派議員在事件發生後已承

受相應大的壓力，是次對他們來說是個考
驗，學習如何運用清醒頭腦抵禦壓力，維
持與各黨派的團結，又引用了經民聯議員
林健鋒早前說，建制派並無分裂的條件，
相信在客觀上看，是次事件將促成建制派
進一步團結，及加強建制派與特區政府的
溝通與默契，並為市民服務。

各黨派必須與中聯辦溝通
被問及在事件發生後，多名建制派議員

與中聯辦聯絡，被反對派指稱是「破壞
『一國兩制』」。曾鈺成說，他們有需要
到中聯辦討論政改問題，「點會有問
題？」無論建制派或反對派都有需要與中
聯辦溝通，「（反對派）唔係一路都表示
話要同中央政府代表溝通的嗎？」
他續解釋，普選決議案被否決一事，對

香港政制發展是十分重要的變化，加上建

制派議員一直關心香港未來發展，故他們
與中聯辦會面是正常的舉動，加上中聯辦
的職權和責任包括香港政制，「發生一件咁
重要的事，各個黨派、議員同中聯辦的溝通
是必須的，……可能以後仲要再多啲口添！」

葉太：使建制痛定思痛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其社交網

站上再次回應事件。她表示，無論離場
這個決定是對是錯，現在已成為事實，
無法改變及挽回。但她相信，建制派陣
營經過今次事件後，將「知恥近乎
勇 」，痛定思痛，了解自身的缺失及弱
點。周內，建制派議員會舉行小組會
議，相信屆時將全面檢討是次失誤，及
查找問題所在。經過一輪深刻檢討之
後，「我深信建制派將來定可改善協調
機制，縮窄彼此的分歧，重新團結，應
付年底的區議會選舉。」
另外，林健鋒昨日在電台節目《香港家

書》中，再次對自己未能在決議案投票感
到後悔，「政改三人組」、建制派議員及
數百萬香港人都感到失望，他向各議員及
所有市民作出至誠的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實習記
者鄒詠詩）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反對派否決
已成既定事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昨日表示，進入「後政改」時期，希望重
新凝聚社會正能量，化戾氣為推動力，以
香港的利益為依歸，用務實理性的態度全
力改善現時本港面對的經濟及民生問題。
他指出，立法會已通過調高4.7%綜援及高
齡等津貼金額的建議，社署將於本月底前
發放上調後的金額。他又期盼議員能在往
後的日子與政府同心同德，凝聚共識，為
香港市民的福祉及香港的前途一同努力。

盼凝聚正能量 為港前途努力

張建宗昨日以《凝聚共識以民為本》為
題在網誌上撰文表示，應該務實地往前
看，重新凝聚整個社會，聚焦推展有利民
生與經濟發展的工作，讓香港這個城市能
夠發放正能量。他指出，立法會已通過調
高4.7%綜援及高齡等津貼金額的建議，社
署將於本月底前發放上調後的金額。他又
期盼議員能在往後的日子與政府同心同
德，凝聚共識，為香港市民的福祉及香港
的前途一同努力。
他指出，近年立法會出現的拉布文化，

令不少恆常的工作都受到影響，包括每年
通常於2月1日調整的綜援計劃標準項目金
額，今年也因此而被押後了。他表示，立

法會終在上月28日通過《2015年撥款條例
草案》，當中包括將綜援計劃的標準項目
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
貼及廣東計劃金額調高4.7%的建議，並追
溯至2月1日起生效。

優先撥款項目政府釋出善意
特首梁振英剛於日前宣布，將於本周五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時，優先安排立會
審議11個與經濟民生息息相關的項目，當
中包括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
津貼及傷殘津貼人士「出三糧」。如撥款
在本月內順利通過，7月底便可向120萬受
惠人士發放共55億元的額外津貼。張建宗
認為有關安排是釋出善意的舉動，他又對
通過方案感樂觀，因為現時政黨反應正
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行政會
議成員林健鋒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給香
港的信》中，批評反對派否決了特首普選
決議案，他對此感到失望和憤怒。他又形
容，反對派有如電視劇《大時代》中的角
色「丁蟹」。他希望香港社會此後應該以
理性和務實的態度，重拾「獅子山下」精
神，全神貫注去處理香港經濟和民生議
題。
林健鋒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給香港的

信》中，批評反對派否決了普選決議案，
「投票的最終結果就是28名立法會議員反
對議案，這意味無論如何，（決議案）都
不會得到三分之二，即47票的大多數通
過，令議案最終只會被否決。我們都對議
案被否決感到十分焦慮及失望，我們對此
表達憤怒。」

「街頭鬥士」思維 從不理性討論
他引用了《大時代》主題曲最開首兩句

歌詞，「如此年代滿障礙；如此時候預計
將來。」2017年的政改步伐充滿障礙，特
別是在反對派心存「街頭鬥士」和「道德
優越」的思維下，從不以理性和務實的態

度去討論政制發展，「只要大家閉上兩眼
想一想反對派自首輪政改諮詢起的所作所
為，相信大家都只會聽到他們叫罵聲、衝
撞聲及威嚇聲。」
林健鋒續說，政治就是妥協。香港是中

國的一個特區，有獨特的「一國兩制」，
中央政府的角色不能削弱，然而，反對派
卻一直抱持「反北京哲學」。「試問這
樣，他們在溝通時，還可以如何考慮對方
的意見呢？最終，每每有機會與中央官員
會面反映意見時，都沒有任何成果，只成
為他們的『政治秀』。」

永遠「我對你錯」無視國家穩定
他批評，反對派在「道德優越」的思維

下，其言行皆是「我對你錯」，令局面無
法扭轉。雖然中央政府已清楚解釋，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目的是要保障
國家安全和穩定，而這些都是民主之下最
重要的基礎，但反對派只「左耳入右耳
出」。
林健鋒續形容，「這種思維正正是《大

時代》主角之一，鄭少秋飾演的丁蟹，就
正正是一個充滿那種令人悶憋的『道德優

越感』，而這名殺人犯亦令所有人受害。
很不幸，反對派將這種『道德優越感』帶
到社會，不但引發了長達79日、有大量青
年參與的『佔中』，而香港的撕裂狀況亦
仍然維持下去。」

續暴力心態 民主路淪死路
他認為，若社會仍然依靠反對派和他們

的「街頭鬥士」心態，民主之路只會是一
條死路，因為「街頭鬥士」只是鼓吹暴
力，並訴諸感性，「大家在近年可以看
到，激進派在立法會冒起，討論和合作將
會被敵對、不合作，及無休止的拉布所取
代，最終令特區政府提出的政策，包括一
些不涉及政治的民生政策都被拖着，令整
個社會都受害，既令公眾的需求無法得到
滿足，香港的競爭力也會繼續下降。」
林健鋒指出，在民間挺政改活動中，市

民的決心令他相信「獅子山下」精神其實
仍然在我們心中，無論我們面對多少分歧
與抗爭。他呼籲大家重拾「獅子山下」精
神，停止政治爭拗，和諧地溝通，全神貫
注在經濟和民生議題，理性、務實、和彼
此理解地去解決問題。

■李慧琼 劉國權攝

■田北俊 劉國權攝

■於《城市論壇》中，市民對反對派高舉「票償」的紙牌。 劉國權攝 ■黃友嘉 鄭治祖攝

■曾俊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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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反對派似足「丁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