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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何俊仁以及民協馮檢基在區
議會選舉中雙雙墮馬，嚴重打亂了反
對派「超級區議會」選舉的部署，不
但令到「超選」蜀中無大將，更令到
眾多廖化紛紛磨拳擦掌要請纓做先
鋒。近日，前公民黨成員、南區區議
員司馬文已經四出向反對派政黨爭取

提名出選「超級區議會」，而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
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放風」表示有意轉戰「超
級區議會」。一時之間，反對派隨時有多達5條隊出
選。

不過，現在反對派參選「超級區議會」的最大問
題，在於「潛在候選人」知名度、資歷、水平、星味
都嚴重不足，但現在躍躍欲試的司馬文，同樣是名不
見經傳之輩，他對於外籍選民可能有一定吸引力，但
如果要在全港一選區下突圍，顯然是力不從心。比較
而言，梁耀忠不論實力、知名度都遠較司馬文以至民
主黨、民協的第二梯隊優勝，自然更令人關注。
梁耀忠突然沾指「超選」，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

兩名現任的「超級區議員」紛紛落馬，令反對派的
「超選」部署缺乏領軍之將，而梁耀忠是現任區議
員，街工在新界西也有不少樁腳，只要爭取到其他反

對派支持，梁耀忠就可以披掛上陣，勝算也較其他反
對派第二梯隊高。二是街工長期為梁耀忠一人黨，發
展前景黯淡，過去重點培育的尹兆堅，就是由於街工
沒有前途而被何俊仁「挖角」，現已成為民主黨副主
席。如果街工不改變一人黨的局面，不突破發展困
局，再過幾年當梁耀忠老去，街工再無前途可言。因
此，梁耀忠才要把握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由他取
「超級區議會」議席，新界西則由愛將黃潤達出選，
憑着在新界西穩固的地區樁腳，爭取兩席。這就是一
向低調的梁耀忠突然大動作的真正原因。
然而，對於梁耀忠的算盤反對派又如何反應？大體

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反對其參選「超選」，當中主
要是民主黨和民協。因為民主黨仍然打算取得兩席，
讓少壯派利用「超選」上位，而民協也要讓第二梯隊
出選，以紓解內部的上位壓力。但如果梁耀忠空降，

民主黨、民協的候選人基本上無戲可唱，這直接關係
其議席，自然不會支持。二是除民主黨、民協以外其
他反對派政黨，他們都對梁耀忠的建議表示歡迎，原
因很簡單，新界西當選門檻最低，各黨派都想在新界
西「插旗」，如果梁耀忠轉換軌道，不論換誰出選，
街工的票源肯定會流失，這對於其他反對派政黨肯定
是好消息，尤其是公民黨，他們正盤算在新界西出兩
隊。因此，他們自然支持梁耀忠，為的是乘機在街工
新界西地盤「抽刀」。
現在的形勢是，梁耀忠如果參選「超選」，勝算機

會較高，但隨時可能失去新界西一席，就如上屆民協
一樣，但不出選，街工又會繼續一人黨的命運。而其
他反對派政黨對於梁耀忠的動向反應不一。說穿了，
還是選舉利益使然，暴露反對派的所謂「同盟」實際
上各懷鬼胎的面目。

梁耀忠沾指「超選」 反對派各懷鬼胎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流會」是香港基本法法定人數規定過於嚴苛嗎？

香港反對派議員在本屆會期內要開展「不合作運動」
是經過宣告的。激進反對派議員拉布玩膩之後，反對派
議員又不斷要求點人數，造成流會。本屆會期不到3個
月，已經有3次流會，可謂樂此不疲。
香港市民普遍不歡迎流會。為何選民選出來的代表，
要故意浪費公帑、利用立法會的平台搗亂？很多選民不
理解，議員們高薪厚祿，為何不「上班」？也有人埋怨
香港基本法對法定人數的要求過於嚴苛，如像英國上議
院只有3人法定人數，像下議院只有40人法定人數（遠
低於十分之一），就不會流會了。

以西敏寺議事規則為圭臬不符基本法
有人把香港基本法沒有按英國西敏寺的規矩辦事，認為
是「一國兩制」的矛盾，是香港參照內地開會模式的結
果。香港立法會是行政主導下的地方性立法機關，不是西
敏寺式「議會至上」的議會，為何要以西敏寺議會為指導
思想呢？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如以西敏寺議會的議事
規則為圭臬，凡是香港基本法沒有規定的，統統按西敏寺
辦事；即使有規定的，也要想辦法偷樑換柱，這是否就是
香港基本法「走樣」、「變形」的根源呢？

香港基本法第75條第1款規定，立法會舉行會議的
法定人數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這不是西敏寺
的規矩，西敏寺議會的產生雖早，但世上沒有照抄的
慣例。世界各國議會法定開會人數不一：有三分之
二、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十分之一，還
有固定人數的，林林總總。二分之一法定人數並不罕
見，中國、美國、阿聯酋等國都要求半數的議員出席
會議，高於二分之一的也有，這並不是「一國兩制」
的固有矛盾。
西敏寺雖定下最低法定人數標準，並不是說出席人

數過半就算通過：上議院有2人贊成就通過，下議院
有21人支持就完事。英國的財政預算案，得到下議院
21名議員支持就通過嗎？英國上議院的改革方案，兩
院都沒有獲得過半數通過，迄今上議院議員還是由委
任產生。

拉布流會造成巨大浪費
拉布使立法會空轉，流會使立法會休眠，都造成立法

會工作時間的損耗，浪費了公帑。每年因拉布和流會的
浪費數以億計，還未計算總體社會損失。拉布和流會都

是反對派議員向政府或建制派議員發動的政治鬥爭。拉
布抵觸香港基本法，而流會卻不明顯抵觸。兩者的性質
不完全相同，應對的方法也就不同。
香港立法會法定人數不足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一）香港法律上沒有要求立法會議員全職，有部分

議員兼職，兼顧個人或家族生意或業務；兼任其他公
職。有事不來開會；開會時，有事需要離場等。對出席
或不出席會議的議員也沒有獎懲措施。
（二）立法會經常有拉布，非常瑣碎無聊，有的議員

按捺不住，就會離場，或臨時離場，喝咖啡，通電話，
看短訊，上上網，諸如此類。有的議員精神不佳，也會
離場，但也不排除請了事假或病假的。
（三）反對派議員覺察到場內人數較少，或自己點算

後不足，就會及時把握機會，要求立法會主席清點人
數，雖有15分鐘的召集時間，但有部分議員就召集不
回來。
（四）反對派議員要故意搗蛋，只留下一名議員要求

點票後就會全部離場。這樣建制派議員要有85%的出席
率，才能確保不「流會」。立法會議員所代表的社會利
益並不相同，對需要通過的法案，不是所有建制派議員
都感興趣，要確保高出席率並不容易。

解決流會並不難
然而，解決立法會的流會問題並不太難。主要有：
（一）議員年薪過百萬港幣，加上其他開支酬勞，在

200萬港幣以上，應當全職工作，並減少兼任其他公
職。下一屆參選議員應當簽署一份聲明，表示當選後可
以全職工作，並在就任議員期間提高工作水平。繼續參

選時，還應申報原來是否全職、考勤情況，讓選民們都
知道，作出明智的選擇。
（二）議員出席立法會會議應當成為義務，議事規則

應有適當的懲罰措施。香港基本法第79條第（2）項有
「未得到立法會主席同意，連續3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
合理解釋者」，喪失議員資格規定，但議事規則並沒有
將出席立法會會議視為義務，並規定懲罰辦法，這是議
事規則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
（三）對反對派議員提出點算人數的會議，建制派議

員事先要做好功課，避免「流會」。反對派議員之所以
當選，也有其代表的社會利益，如他們違背了選民的利
益，就會影響下一屆當選的機會，全部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不出席的情況並不多見，建制派在下一屆競選中要善
於把握。
（四）議員講話、議事要達到一定的水平，讓在場議

員和場外觀眾（和選民）覺得有可觀之處。提高立法會
會議的水平，是立法會主席、議員、秘書處和媒體的共
同責任。香港媒體應當製作有關的議事專輯，加以評
論，社會上應建立一種要把有能力的人選上去、淘汰故
意搗蛋、沒有水平的議員的風氣。
（五）對拉布和流會造成立法會工作時間的損失，立

法會應當減少休會時間補救，減少乃至消除公帑的損
失。
最後值得一提，立法會議員提出「點人數」的動議，

是有議事規則依據的，該規則並不抵觸香港基本法。為
防範濫用，議事規則還授予立法會主席暫停某些議事規
則的權力。這是立法會主席熟悉的，比埋怨香港基本法
的法定人數嚴苛更具有建設性。

宋小莊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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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
屆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將於明年中舉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
件，建議將特首競選開支限額，由
2012年時所定的1,300萬元增至1,630
萬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解釋，是次調
整主要考慮到2012年至2017年間，香
港的物價水平有很大的變動，加上
2012年特首選舉時候選人的實質選舉
開支情況，從而估算出有關款額。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向立法會政制事務

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指出，在2012年特
首選舉期間，3名候選人的選舉開支總額
分別為：梁振英1,120萬元、唐英年1,097
萬元，何俊仁129萬元。他們的開支比例
分別為86%、84%及10%。

物價水平變動大 限額應提高
局方認為，大部分候選人的選舉開支

佔開支限額一個較高的百分比，加上由
2012年至2017年，香港的物價水平有
很大變動，倘2017年特首選舉開支限
額繼續維持不變，將變相降低了選舉開
支限額，故決定將選舉開支限額由
2012年時所定的1,300萬元，增加至
1,630萬元。
同時，特首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將於今年底舉行，局方檢視了2011年
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經費開支情況，
發現每名候選人的平均實際開支，大幅
度低於相關界別分組的選舉開支限額。
由於2016年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
民基礎沒有重大改變，在各選委會委員
數目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局方建議有關
的選舉開支限額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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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愛港聲」請願批流會「極度混賬」

■「愛港之聲」成員昨晨在金鐘請願，狠批反對派議員不停點人數引致流會，「極
度混賬」，要求特首解散立法會。 梁祖彝 攝

14400單位因覆核受阻
梁振英早前談到土地及公屋供應問題

時，指特區政府在覓地過程中，有個別地
區人士以司法覆核手段拖慢土地改劃，令
政府「有地用不得」。同時，有地區人士
不想在自己區內興建公屋，令特區政府改
變土地用途建屋遇到阻力，更有14,400
個單位由於司法覆核而受到阻延。
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談到

司法覆核的問題。他指出，司法覆核是香港
司法制度內的一種機制，對政府的工作和管
治有一定的監察和制衡作用，「但我看大家
評論這件事的時候，亦承認和知道確實在過
去有濫用司法覆核這個機制，往往在特區政
府的一些土地和房屋問題上，以至到一些涉
及政治的問題上，利用司法覆核這個機制在

法院挑戰特區政府的決定。」
他坦言，「這些做法視乎是什麼案
件，有些時候對特區政府，或者對整個特
區的代價來說是比較大的，我們不希望有
任何濫用司法覆核的情況出現。」

續高度關注跟進李波事件
被問及銅鑼灣書店股東之一李波「被報稱

失蹤」事件，梁振英指出，他和特區政府繼
續高度關注這件事。雖然報案人，即李波的
太太已經向警方銷案，但警方仍在繼續調查
這件事，說明特區政府和警方對這件事的重
視，希望如任何人有任何可協助警方全面了
解是次事件的資料，能夠向警方提交這些資
料，全面配合有關的調查工作。
他續說，已經向有關方面轉達和表示

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對這件事的關注，

「是通過多層級和各個方面在內地了解這
件事和要求協助的。」
對於有指李波報稱「失蹤」當日為1月

1日，至今已經10多天，但香港警方通過
通報機制向內地當局查詢仍未有回應，梁
振英表示，香港特區通過通報機制，我們
經過這個機制要求內地警方協助的案件，
不同地方的警方回覆的時間「有長有
短」，「過去亦有其他案件內地回覆所需
要的時間比1月1日（報案日）至現在這
11 日的時間……比這個還要長的都
有。……我們會繼續跟進這件事。」
另外，就李波等3宗「失蹤人士」案
件，港島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已設立一條
24小時熱線（電話：67644385），並呼
籲市民如有資料提供，可致電熱線與港島
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人員聯絡。

濫覆核阻覓地建屋
CY嘆全港受「苦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反

對派中人經常通過司法覆核試圖

推翻特區政府的政策及措施，為

施政帶來不少障礙。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坦言，相信大家都承認

和知道過去確實有濫用司法覆核

機制的問題，包括挑戰土地開發

和房屋增建，以至涉及政治等問

題上，「有些時候對特區政府，

或者對整個特區的代價來說是比

較大的，我們不希望有任何濫用

司法覆核的情況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近日因有議員不停點人數引致流會，令
不少市民反感。有團體昨遊行請願，批
評立法會現在予人「極度混賬」的感
覺，令香港陷入「天天政治，日日爭
拗」的局面，又指若納稅人的錢繼續被
枉費於立法會上，等同一眾納稅人支持
搗亂分子的活動，故向特首梁振英及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表達不滿，同時要求解
散立法會及重新選舉。

批反對派議員「只懂破壞」
「愛港之聲」約20名成員昨晨在金
鐘請願，要求特首梁振英解散立法會。
請願人士帶同印有「垃圾議員只懂破
壞」等口號的紙牌，先在添馬公園近海
富中心集合。「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
斌表示，近日立法會內有議員不停點人
數引致流會，予人「極度混賬」的感
覺，加上該批議員以粗暴言行衝擊議
會，更鼓動群眾上街抗爭作要脅，令香
港陷入「天天政治，日日爭拗」的局

面。

議會事端太荒唐 港人憤怒
他強調，納稅人的錢倘繼續被枉費於

如斯不堪的立法會上，等同一眾納稅人
支持搗亂分子的活動，又指自己和廣大
市民已經給予極大耐性，並多番向立法
會提出抗議及建議，希望議會質素有改
善，但時至今日，立法會的情況非但沒
有改善，議會的事端更見荒唐，自己及
很多市民都感到絕望及憤怒，因此團體
呼籲一眾熱愛香港的市民，一起齊集表
達長期積壓的憤慨及心底心聲，要求特
首立即解散立法會，並重新選舉。

議事堂淪腐瘤 市民感蒙羞
有參與遊行的市民表示，由違法「佔

中」至近日的不斷流會，令他感到立法
會已再不是香港市民心中所期待的議事
堂，而是刺痛大眾內心、令人深惡痛絕
的社會腐瘤。自己作為香港人，他感到
蒙羞，更對無辜被拖累感到不甘心，因

此走出來參與行動。
請願人士其後遊行到特首辦，沿途揮

動國旗，並高呼「議員拖後腿，政府難

施政」等口號，向梁振英遞交請願信，
再遊行至立法會，在職員代表主席曾鈺
成接收請願信後和平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