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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委會洩密風波引起社會
輿論的反彈，反對派以為放料可
以打擊個別校委，結果卻因為此
舉違反了社會的法律界線和道德
界線，因而弄巧成拙，輿論矛頭
紛紛指向有預謀的洩密者以及顛
倒是非為洩密行為背書的反對
派。於是反對派政客紛紛走出

來，企圖為洩密行為辯護，他們其中一個「理
據」，就是指《文匯報》有關港大副校長事件的大
量獨家報道，涉及一些不為人知的資料，為什麼
《文匯報》的報道沒有受到譴責，但洩密者和播放
有關錄音的傳媒卻被窮追猛打呢？

日前，李柱銘就在《壹週刊》撰文，指責「只許文
匯放火，不許商台點燈」，內容是說「去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文匯報》率先洩露港大前法律學院院長陳
文敏，獲推薦出任港大副校長一職」，「當時教育
局、教資會與校委會均沒有任何舉動，既沒有公開譴
責，又沒有追究機密資料為何洩露。」繼而批評港大
校委會與教育局在事件上存在雙重標準。李柱銘文章
要說的其實是，為什麼《文匯報》可以披露一些不為
人知的內情，但洩密者和播放有關錄音的傳媒卻被指
責，是不合理云云。
看來，李柱銘要麼是分不清何謂知情權何謂洩密，

要麼就是故意誤導大眾，意圖為卑劣行為辯護。所謂
知情權，意思是公民都有權知道他們應該知道的事

情。而傳媒的責任就是滿足市民的知情權，將一些關
係到公眾利益和市民大眾福祉的事件，運用新聞專業
的手法去挖掘並披露出來。縱觀《文匯報》有關港大
副校長風波的報道，都是該報記者以高度的專業精
神，運用新聞專業的手法，發現線索、挖掘新聞、抽
絲剝繭、深入報道，讓社會大眾了解港大副校長風波
的前因後果，以滿足讀者的知情權，也為社會提供了
有高度參考價值的資訊，這些報道更是在事後證明全
部屬實。當然，《文匯報》具體是如何挖掘到這些新
聞的，這是該報的業務機密，絕不會對外洩露，這是
傳媒的行規，也是傳媒的操守，更是確保新聞自由的
原則。
至於洩密行為則是另當別論。首先，洩密者明顯不

是記者，極可能是有份參與會議的人士。而且，洩密
行為是為了達到某些人的政治目的，以此攻擊個別校
委，在校委會內製造寒蟬效應。加上校委會有保密協

議，所有校委都要簽署，但有人卻公然違反協議，非
法錄音，行為不但卑鄙，更隨時觸犯法網。因此，洩
密行為絕對不容於香港社會，因為它不僅使用了違法
的手段，其出發點是源於卑劣的政治目的。請問洩密
與知情權又怎可能相提並論？李柱銘連兩者都搞不
清，就寫了一大篇文章以為可以打擊《文匯報》，結
果只是自暴其醜。
傳媒運用新聞專業的手法，通過發掘並採寫新聞，
滿足讀者知情權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監察社會的作
用，這是新聞界的天職，這與一些反對派用卑劣手段
來竊取機密，為達私利而打擊他人，完全是風馬牛不
相及的事情。顯然，現在放火的並不是《文匯報》，
而是李柱銘之流的反對派，他們之所以四處煽風點
火，就是為了混淆視聽，一方面不甘心推陳文敏上台
的圖謀失敗；另一方面企圖製造有利反對派的區選選
情而已。

李柱銘顛倒是非混淆洩密與知情權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

2008年以來，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建立並增進互信，開闢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取得豐碩成果。海協海基
兩會協商簽署了23項協議，解決了關乎兩岸同胞切身
利益的一系列問題。兩岸經濟合作持續深化，實現全
面直接雙向「三通」，給兩岸同胞帶來了許多實實在
在好處。2014年2月，國台辦和「陸委會」在「九二共
識」基礎上建立兩部門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開闢了
新的兩岸溝通管道，妥善處理和解決了兩岸交往中的
許多問題。兩岸各領域交流蓬勃發展，密切了兩岸同
胞感情。兩岸協商處理有關涉外事務，減少了內耗。
受這些成果鼓舞，兩岸許多同胞和海外僑胞呼籲兩岸
領導人舉行會面，共商推動兩岸關係更大發展之計。

「習馬會」是兩岸雙方長期努力的成果，兩岸政治互
信不斷深化，是兩岸領導人會面得以實現的最關鍵基
礎，「習馬會」的實現不是偶然，而是水到渠成。

推進兩岸制度化常態化協商
有輿論認為，「習馬會」在台灣地區大選前的敏感

時點舉行，有助提升藍營的選情。事實上，「習馬
會」並非着眼於一時，而是為了鞏固台海和平與繁榮
的現狀，謀劃兩岸和平發展長遠佈局。兩岸領導人此
次會面，將就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換意見，探討
深化兩岸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增進兩岸民眾福祉等重
大問題，以維護和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
給兩岸人民帶來更大的共同發展的信心。

兩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開啟兩岸制度化、常
態化協商機制，建構兩岸交流秩序、增進人民福祉，
彰顯雙方維護台海和平繁榮的決心，把兩岸的和平穩
定和「九二共識」做更具體的連結，向台海同胞乃至
全球華人鄭重宣告「兩岸關係不能倒退」，未來不論
台灣政局如何變化，不論由誰執政，都必須接受並維
護「九二共識」的架構與前提，否則，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就難以持續，破壞者就要付出沉重代價，承擔開
歷史倒車的責任。

凸現習近平務實開創的政治風格
醞釀多時的「習馬會」，能夠最終成功舉行，再次凸

現了習近平務實與開創的政治風格。習近平2013年就
任大陸最高領導人後，兩岸官方高層交流與時俱進，
兩岸事務主管國台辦主任和「陸委會主委」多次會面
互訪，包括「張王會」與「張夏會」在內，正式、非
正式會面共6次，進一步鞏固了兩岸的政治互信。

此次「習馬會」從不可能變成可能，最為關鍵的，
是把中國人的政治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此次會面雙
方以兩岸領導人身份和名義舉行，見面時互稱「先
生」，是經雙方商定的。這是在兩岸政治分歧尚未徹
底解決的情況下根據一個中國原則作出的務實安排，
體現了求同存異、相互尊重的精神。此次會面地點選
擇在新加坡，新加坡與兩岸均保持良好關係，更是首
次「汪辜會談」兩岸關係破冰的地方，在兩岸交流中
具有超脫地位。可以看到，「習馬會」通過平等、平

和、平實的安排，不存在誰矮
化誰、誰壓制誰的問題。在同
樣的平台、同樣的高度，為今
後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溝通交
流，實在是功德無量，造福兩岸。

兩岸和全球愛好和平者廣泛支持
兩岸領導人克難而為，以博大開闊的胸襟、理性包

容的自信，推動了兩岸關係的新發展，獲得兩岸和全
球愛好和平人們的廣泛支持。台灣民調顯示，八成以
上台灣民眾支持兩岸領導人會面。台灣《旺報》發表
社評說，「馬習會」終於成局，無論其過程如何、考
量如何，「馬習會」成局本就值得中國人光榮與驕
傲。兩岸中國人自己搭起了象徵苦難時代結束的和平
與希望之橋，創造兩岸中國人更緊密的命運共同體關
係。

台灣《中國時報》發表社論說，這個自兩岸分治以
來，跨越一甲子、首次的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不但
對兩岸關係是一項重大的歷史突破，甚至可以這麼
說，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本身，就是一份沒有文字、無
須簽署的兩岸和平協議，是兩岸正常化、制度化交往
向前邁進的一大步，也將在未來發揮固化和平的重大
歷史作用。這可以說是「馬習會」最核心也最重要的
意義。

完全可以相信，「習馬會」氣氛一定會融洽，將給
兩岸人民帶來更大的共同發展的信心。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萬眾期待的「習馬會」明日在新加坡舉行。兩岸領導人實現會面，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將兩岸交流互動提升到新高度，開闢兩岸關係發展新空間。這有利於

兩岸雙方加強溝通、增進互信、管控矛盾分歧，鞏固共同政治基礎，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也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習馬會」展示「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的原則不可動搖，開啟兩岸最高領導人制度化協商的機制，習近平務實創新引領對台工作新

進展，以求同存異、相互尊重的精神，推動兩岸關係取得重大突破，說明兩岸中國人有智

慧、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為兩岸人民創造持續和平發展、共享繁榮的大好局面，符合兩

岸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望，符合歷史潮流的大勢所趨，必將在中華民族史上名流千古，垂範

後人。

■姚志勝

「習馬會」推動兩岸關係大突破 順應潮流名垂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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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議員黃碧雲昨日繼續「炒冷飯」，動議將《防止
賄賂條例》適用範圍擴大至特區行政長官。她在發言

時聲言，近年本港廉潔度於國際排名接連下跌，當中梁振
英涉及的「UGL事件」，廉政公署從未對他立案調查，情
況令人關注，要求當局將《防止賄賂條例》適用範圍擴大
至行政長官，「條例不適用於特首是存有缺憾，不可能一
個政府、兩套標準。」

聲稱條例不涵特首有缺憾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也借題發揮，稱特區政府成立獨立委員

會研究條例，但卻不落實相關建議是「禮崩樂壞」，「終審
法院前首席法院領導的獨立委員會作出的檢討報告，建議將
特首納入有關條例的規管範圍，但特區政府卻不落實報告建
議。點解唯獨特首可以逍遙法外？香港真係禮崩樂壞。……
梁振英上任後袋咗5,000萬，袋袋平安連稅都冇交。」

譚耀宗批避提憲制問題
民建聯議員譚耀宗批評梁家傑的言論誤導。他指出，防

賄條例有其他條文已適用於特首，加上第三條的原意，是

任何人索取或接受利益需要得到上司批准，但特區行政長
官是特區之首，沒有任何直屬上司，如果將特首納入第三
條適用範圍，就會出現憲制問題。
他批評反對派刻意迴避修例帶來的憲制問題，又建議特

區政府考慮尋求中央政府下放權力，成立獨立委員會作為
行政長官的「上司」，「條例第三條的立法原意是：任何
人索取利益要得上司批准，但行政長官是特區之首，沒有
直屬上司。但『泛民』議員卻迴避修例可能帶來的憲制問
題，特區政府可尋求中央政府下放權力。」

何秀蘭亂上綱屈建制拉布
其後，工黨議員何秀蘭又無限上綱聲言，特首是否違法

及犯法屬香港內部事務，應由特區內部法律自行解決，
「係咪佢雙白線爬頭，都要國務院先可以懲治？梁振英上
任後從未兌現承諾，點解要咁樣走數？點解有本事走數？
因為建制派幫手拉布（拖延落實）囉。」
會議期間，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準備總結發言時，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長毛」突然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導致流會，令有關動議須留待下周復會再續。

譚Sir反駁誤導言論
反對派借防賄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為打

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香港反對派

不斷在特首梁振英與澳洲公司UGL達

成的離職協議問題上死纏爛打。在昨

日的立法會大會上，反對派又動議將

《防止賄賂條例》適用範圍擴大至特

區行政長官。他們聲言現行法例存有

缺憾，質疑適用於問責官員但不適用

於特首，是「一個政府、兩套標

準」。有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的言

論誤導，更刻意迴避修例帶來的憲制

問題，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尋求中央政

府下放權力，成立獨立委員會作為行

政長官申報利益時的「上司」。

財爺：紅酒經港北上 拓「一帶一路」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在國家提出的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下面臨龐大商機。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昨日指，內地擁有龐大、健康的紅酒市場，本
港去年的葡萄酒進、出口金額不斷上升，再配合香港
與內地進口葡萄酒通關徵稅便利措施擴展，相信葡萄
酒能由香港進入北京、上海、天津等內地大城市，從
而連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商機。
香港國際美酒展由昨日開始，一連三日在灣仔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來自32個國家及地區逾1,060家參展商
呈獻環球特色佳釀。主禮嘉賓曾俊華致辭表示，香港去
年的葡萄酒進口金額達84億港元，按年升5%；葡萄酒出
口額24億元，比前年升超過5成，即按年升52%，其中
有10億元皆出口到內地，按年升87%，上升近九成。

通關徵稅便利措施擴至京津滬
他指出，內地擁有龐大而健康的紅酒市場，對葡萄

酒需求增加及不少內地人傾向相信香港人對葡萄酒的
口味。特區政府昨日已經宣佈，專為經香港特區輸往
內地的葡萄酒即時通關便利措施，其應用範圍已由深
圳及廣州的指定口岸，擴展至北京、天津、上海、廣
州及深圳關區內所有口岸。

他指出，香港與內地去年9月已簽訂了進口葡萄酒通
關徵稅便利措施，在香港備案的出口商只要在網上預
先遞交相關資料後，到指定口岸就可獲即時清關，而
有關措施昨日已正式擴展至北京、天津、上海、廣州
及深圳關區內所有口岸，他相信葡萄酒商家能更便利
地透過香港進入這些大城市的市場。同時，「一帶一
路」發展涉及60個國家的貿易，相信香港能夠成為進
口葡萄酒的渠道，連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貿發局總裁方舜文則指，香港是世界知名的葡萄酒

免稅港，與內地的商貿關係也非常密切，葡萄牙酒商
正把握商機，致力透過香港平台開拓中國內地及亞洲
市場。今屆美酒展邀請了葡萄牙為夥伴國家，集合超
過40家葡萄酒參展商，組織Wines of Portugal地區展
館，展示當地多個酒莊逾500款精選佳釀，及舉行一連
串葡萄牙試酒和教育活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也參觀了美酒

展。他首先參觀了香港海關的展區，聽取海關人員介
紹專為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提供的通關便利措施
的最新發展，又參觀了多個主要釀酒區的展館，向參
展商了解酒品的銷售情況，並與他們就香港作為區域
葡萄酒貿易樞紐交流意見。

他指出，香港作為免葡萄酒稅的亞洲葡萄酒樞紐和
進入內地增長中葡萄酒市場的大門，將繼續是協助世
界各地葡萄酒進入內地市場的最佳地方。自2008年豁
免所有葡萄酒稅項，香港的葡萄酒業發展迅速。今年
首三季，香港的葡萄酒進口額超過65億港元，較去年
同期上升約17%，轉口總值則達27.8億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約88%。

特首梁振英在開設個人facebook（面書）後，和
市民分享其種花心得。昨日，他分享了與訪港的蒙特
利爾市長科德爾會面的「公務」，其後又在fb介紹以
自種的香茅煮咖喱的照片，更自讚「Yummy」。
梁振英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科德爾會面，就雙方

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梁振英表示，香港與加
拿大一直以來在商貿、社會、文化和人才等多個領
域都有緊密聯繫，而香港亦是亞洲區內最多加拿大
人居住的地方。香港會繼續與加拿大合作，進一步
鞏固兩地在經貿和文化方面的關係。
他並鼓勵更多加拿大企業到香港發展和投資，善

用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開拓亞洲、特別是
中國內地的商機。
其後，他又分享了一批自己參加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嘉許狀頒發典禮，和得獎的公務員同事的合照。
公務忙了一天，特首在晚上7時42分左右，在其

fb上載其自家製的香茅煮咖喱及兩幅自己種植的香茅
相片，並留言道：「新鮮香茅煮咖喱，Yummy。香
茅是盆種的。」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他的晚餐？帖子上
載不久，已有不少網友「畀Like」，有人更笑稱「好
想試試」、「配多碗白飯」等。 ■記者 鄭治祖

自製香茅咖喱 CY讚Yummy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右二）參觀香港國際美酒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