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馬文村屋再揭4僭建
漠視警告懶理釘契 測量界批不應做代表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補選候選人司馬文，被揭發其住所
有5處違規僭建，更被釘契10年，

至近日參選才安排拆除。根據「經濟通×晴報」聯合
舉辦的網上民調發現，截至昨晚11時半，在1,405名
參與投票者中，有84%不認同司馬文的做法，認同者
僅14%。
不少網民都批評司馬文知法犯法。「謝小強」批評

道：「人家係被動僭建，他是主動僭建。劣劣劣！」
「Ivan Fu」說：「十年老僭，你奈我什麼何，你有你
釘契，我有我繼續享受老僭得來的額外空間。平時土地
正義，實在是雙重標準。如何評價，自有公論。」
「Andy Yau」質疑道：「條友拖字訣、選上就全部
拆、落選就繼續保留僭建，叻仔！」「Lincoln Tso」
就拿司馬文的競選口號來恥笑：「『一起同建未來』
變成『一起同建玻璃牆』。」「Jerry Baldwin Ma」曲
道：「支持僭建，建立包容香港。」
不少人更批評其他反對派中人對是次事件視而不

見，包庇護短。「Fred Fred Lee」說：「捉人家僭建
就不遺餘力，自己人僭建就裝聾扮啞；咁叫『公平，
公正』！」「Ching Ming Ling」嘆道：「一早預左

（咗）啦，唔雙重標準就唔係反對派啦！」「Ip Ping Au」也
說：「見怪不怪，（反對派）一路以來都係嚴人寬己。」
「Wah Jai Lee」就諷刺道：「你哋香港人僭建叫違規僭

建！佢哋『泛民』嘅僭建呢就叫民主僭建！喺（係）大晒
嘅！」「MC Chan」揶揄：「『違法達義』，僭建為争
（爭）取民主，起多啲吖嗎！」

「代表建測界就慘」
「Nancy Chung」就認為司馬文不適合擔任建築、測量、都

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選他就慘了！他自己說代表建築界，
但是自己卻違法……如果他得逞的話，必會同流合污，成為烏
合之眾，害羣之馬，到時議會就斃（弊）傢伙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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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文位於西貢清水灣道五塊田的
村屋因為有僭建物，而被地政總

署發信警告，並早於2008年已將該村
屋釘契，但事隔10年仍不肯拆除。在
被傳媒揭發時，他始承認自己家中的
僭建物，是他在購入有關物業後，且
一直並無根據政府的要求處理，「當
時我考慮到生活上需要，決定不拆
除，『接受』物業釘契。」

拖足10年 參選才拆
他並向傳媒自揭在2011年，曾響
應屋宇署的僭建物申報計劃申報其
天台僭建物，及其他4件小型設施，
包括石櫈、熱水爐、存放熱水爐的
貯物櫃、廚櫃及天台簷篷上的玻璃
圍欄及玻璃簷篷，惟直到他決定參
加立法會補選時，才開始僱人清
拆。
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屋宇署前日正
式派員到司馬文的村屋視察，發現對

方已開展清拆工程，其中玻璃圍欄已
拆除，玻璃簷篷則已大部分拆除。不
過，屋宇署在有關的村屋外圍再發現
多項僭建物，包括圍牆、金屬支架、
玻璃簷篷及石油氣瓶的貯存箱，均屬
須予以取締類別。
屋宇署指司馬文已承諾將安排認可

人士拆除有關的僭建物，又強調僭建
物的清拆進度倘未如理想，屋宇署將
採取進一步行動，包括向業主發出清
拆令等。

不守法難當議員重任
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前主席潘永

祥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
調，立法會議員要維護公義，而市民
對立法會議員的操守要求就更高。司
馬文身為測量界立法會補選候選人，
應當很清楚僭建違反建築條例，知法
犯法實說不過去，更何況政府早已要
求他拆除僭建物，甚至釘契，他都不

予理會。「自己不守法，如何做立法
會議員？」
他坦言，司馬文在購入物業後僭

建，漠視相關法例，漠視政府有關部
門的警告，更在明知自己有此劣行的
情況下，仍報名參加立法會補選，可
謂「三罪齊發」，無論如何都是說不
過去，絕非立法會議員合適人選。公
眾也不會接受這樣的立法會議員，相
信市民會有明智選擇。
測量師學會前會長劉振江指，倘司

馬文並非主動僭建，還情有可原，可
如果是刻意僭建，置法例於不顧，那
就說不過去，「一名立法會議員怎麼
可以首先不尊重香港法律？」
特區政府地政總署前高官蘇振顯

指，僭建違法，違法就要承擔責任，
惟他不評論司馬文是否還適合參選立
法會。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候

選人還包括謝偉銓。

■司馬文的村屋再被發現多4項僭建
物。圖為他參選後才處理的其他僭建
項目。 資料圖片

■「經濟通×晴報」的民調顯示，有84%不認
同司馬文的做法，認同者僅14%。 網頁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殷翔）立法會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候選人司馬文，在被傳媒踢爆後承

認自己位於西貢清水灣道五塊田的村屋有5項僭建物。不

過，屋宇署連續兩日派員進屋視察後，再發現司馬文物業

有多4項此前未申報、屬須予以取締類別的僭建物。多名

業界中人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司馬文身為測

量界候選人，應該很清楚建築條例，但他故意僭建，更漠

視政府有關部門的警告，知法犯法，視法律如無物，「一

旦當選，他將如何履行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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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香港眾
志」常委周庭等被DQ後，日前蠱惑地不以
實名登記，更在反對派區議員「助攻」下硬
闖東區區議會，造成混亂。昨日，反對派中
人又濫用其立法會議員身份，在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上指當日有區議員被保安阻礙進入會
議室，涉嫌「阻礙公職人員行使職務」，要
求就此事在下周的立法會大會中作急切口頭
質詢。委員會最終大比數否決該動議。

動議追究保安 內會否決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昨日在內會上聲
稱，當日有保安阻礙區議員進入東區區議會
的會議室，而據她「了解」，有關的保安由
東區民政處所聘請，質疑他們涉嫌「阻礙公
職人員執行職務」，更聲言事態「嚴重」，
因為每周均有區議會會議，故有其「緊急
性」，要求在下周的立法會大會中作急切口
頭質詢。
其他反對派議員在發言時也不斷聲稱是次
事件「非常嚴重」、「違反核心價值」，更
形容保安如同「城管」云云，紛紛稱要就事

件徹查到底。
本身是東區區議員、當日亦

在場的邵家輝指出，當時的確
有4名「黑衣人」阻礙數名該
區區議員進入會議室，但在該
區區議會主席協助下，他們已
獲放行入內。
同為該區區議員的郭偉強亦

指，當時部分區議員已經成功
進入會議室，惟有反對派區議
員塞在門口不願進入會議室，
更令其他建制派區議員亦無法
入內，終令會議因法定人數不
足而流會。

周浩鼎：有問題應報警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認為，事件不應該在立

法會討論，並指當日「眾志」等人為抗議而
來，選舉主任的安全亦需要保障，若保安有
問題亦應由警方調查，「吓吓都係咁，反對
派衝擊吓區議會又擺上嚟講咩，我哋真係可
能好唔得閒。」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也強調，立法會沒有必
要處理區議會事務，區議會可自行調查，警
方亦可以就事件介入調查，不明白有何緊急
需要提出急切口頭質詢。
經過一輪爭辯後，議案最終在18人贊成、

32人反對下被否決。

庇「眾志」衝區會 反對派圖濫權質詢
「港獨」分子劉頴

匡及陳國強，均被裁
定其立法會補選提名

無效。劉頴匡日前在立法會補選候選人
簡介會上聲稱，自己當日曾持回鄉證到
深圳，並據此質疑選舉主任的決定。他
昨日就在fb上載他在福田口岸的照片，
以證其言非虛。
劉頴匡稱，他在前日下午2時左右順

利經福田口岸進入深圳，更站在福田口
岸的公安面前，並「沒有任何問題」。
他聲言：「如果選舉主任的判斷是正

確的話，是否她亦認為，『中國海關』
和『中國公安』失職，縱容『港獨』分
子入境？」
他續稱：「選舉主任『主觀』介定
『港獨』與否的權威，又是否凌駕於
『中國出入境部門』之上？選舉主任是
否質疑『中國當局』的判斷、挑戰『中
國當局』的權威，無視『一國』主
權？」
不過，網民「李匡晉」留言指：「講
呢啲無補於事，更被『左膠』趁機做文

章，何必呢？」
另外，同樣為「港獨」分子的陳國
強，一方面抹黑中央政府，一方面卻利
用其沙田區議員的身份，大搞內地遊更
大肆宣傳，看來有關部門應該有所行動
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

劉頴匡上深圳當消「獨」

■劉頴匡在fb上載他在福田口岸的照
片。 劉頴匡fb圖片

■「香港眾志」成員當日衝擊東區區議會導致流會。
資料圖片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訪問拉美前夕發表演講，警
告拉美國家不應過分依賴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形
容拉美不需要新的「帝國強權」。蒂勒森對中國
的指控，全無事實基礎，反而自暴美國的霸權思
維。美國把拉美視為自己的後花園，把自己的利
益和意志凌駕於拉美各國，長期大肆掠奪。中國
願同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經驗，不干涉他國內政，
不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拉美對此一清二
楚，誰是真正朋友，國際社會自有公論。

蒂勒森指責：中國透過經濟手段把拉美拉入中國
的衛星軌道；中國以不公平的貿易手段，損害拉美
的製造業，導致失業及工人薪金被壓低；中國的做
法有如當初的歐洲殖民主義……他還大言不慚地聲
稱，美國和中國不一樣，不尋求短期、回報不均的
協議，美國對待拉美是基於互惠互利的目標。

中國古語有言：「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
人」。只要看看美國在歷史上、現實上如何對待
拉美，就知道美國是否真的在「互惠互利、尊重
國際法和夥伴利益」的前提下，開展與拉美的關
係。今天美國的墨西哥州，本來是墨西哥的領
土，是美國策動其獨立，然後併入美國；阿根廷
在二戰前，經濟總量、社會繁榮與美國不相伯
仲，可是二戰後的數十年，美國通過掀起多場金
融危機，一再對阿根廷「剪羊毛」，導致阿根廷
經濟一落千丈，元氣大傷，馬爾維納斯群島（英
稱福克蘭群島）戰爭英國能夠打敗阿根廷，更少
不了美國的撐腰；巴拿馬強人諾列加敢向美國說
不，結果美國繞開聯合國，揮兵入侵巴拿馬城，
把諾列加捉回美國受審；更不用說，美國對古巴
制裁、封鎖超過半世紀。

特朗普上台之後，與拉美國家關係更逐步拉
遠。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退出跨太平洋夥

伴關係協定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又對拉美移民「不客氣」，提出並落實在美國與
墨西哥邊境興建圍牆；特朗普更出言不遜，海地
和薩爾瓦多都成為其口中的「骯髒國家」。美國
在經濟上剝削拉美，外交上看不起拉美，更把自
己所謂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強加於拉美，甚至不惜
動武。這些做法與殖民主義毫無二致。蒂勒森怎
麼就看不到美國的斑斑劣跡？

中國一向奉行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外交政
策，強調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
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中
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
就，如今向包括拉美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資
金、技術和人員協助，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倡
議，正是落實合作發展的理念。中國意願與全世
界分享成功經驗，完全沒有稱霸的意圖，更不是
搞「新殖民主義」。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擲地有聲地向全世界宣示：
「『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
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中國願同世界各國分
享發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會輸出社會
制度和發展模式，更不會強加於人。」事實上，中
國言行一致，近年積極投資拉美，開展大型建設，
為當地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
會穩定，受到拉美各國的普遍歡迎。

中國與拉美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
重複地緣博弈的老路，不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
團，而是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建設和諧共存
的大家庭，美國應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解除敵
意，避免誤判，與中國、拉美攜手合作，而非詆
譭中國，挑撥中國和拉美的關係，一再做損人利
己的事情。

蒂勒森詆譭中國國際合作 暴露美國霸權思維
本港連續24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

由經濟體，整體得分進一步上升。這一評價，顯
示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保持
法治和司法獨立、簡單及低稅率、自由開放貿
易、公平競爭環境和高效公營部門等傳統優勢，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
位；但另一方面，香港毫無疑問需要居安思危，
與時俱進，充分意識到發展創新科技和新產業、
加快產業升級的迫切性，政府須以新思維和積極
作為，引領經濟發展，「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
榮譽，不應成為政府綁手綁腳、固步自封的包
袱。

美國傳統基金會報告所載列的12項評估因素當
中，香港於其中8項取得90分或以上，財政健康
繼續獲 100 分滿分、營商自由得分上升 1.7 至
96.3，而金融自由得分亦上升1.1至84.3。香港能
夠連續24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當然難能
可貴，甚至堪稱世界奇蹟。這一結果充分證明，
香港回歸祖國，中央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
制」，香港保持了自由、開放、法治、廉潔、包
容等傳統優勢，經濟持續繁榮穩定，獲得國際社
會充分肯定。

香港長期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其中一個
很重要原因，是香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強調並
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堅持「大市場、小政
府」的施政理念。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
何」，香港作為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面臨產業
結構單一、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局面，面對周邊
和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要保持競爭力，要
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亟需突破傳統思
維框框，在新形勢下與時俱進，適度調整政府角
色，推動經濟升級換代。

新產業、新經濟發展初期投入大、周期長、風
險高，市場自主力量相對較弱，需要政府投入資
源、政策扶持，建設孵化器和搭建創新平台。特
首林鄭月娥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會用
好「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以積極有為的施
政新風格，樂於承擔政府新角色，善用理財新哲
學，為香港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新動力，為香港
未來經濟發展定下正確方向。另一方面，本港面
對貧富分化嚴重、資源分配不平衡等深層次矛
盾，這也不是依賴市場「無形之手」所能解決
的，需要當局善用財政盈餘，加強二次分配，促
進社會公平，令社會平衡發展，社會矛盾不斷化
解。

傳統基金會本次報告將本港的財政健康評為滿
分，固然值得欣慰，但不應讓它成為施政的包
袱，不應為了保經濟自由度而綁手綁腳。從經濟
和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財政盈餘並非越多越好，
財政用得其所，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產業和市
民，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凝聚民心民意，
這才是良好施政的應有之義。特區政府擁有超過
萬億元的財政儲備，在新產業、房屋、醫療、教
育等經濟民生範疇，當局應投放更多資源，照顧
有需要的產業和階層，讓經濟獲得新產業時代的
動力，讓市民分享到更多發展紅利，提升幸福
感，才是成功的施政。反過來說，如果「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排名第一，經濟卻龜速發展，民生
怨氣迭增，這個第一又有何價值？

當前全球面對轉型挑戰，國家進入發展新時
代，給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香港更應以
施政新思維、新風格，主動參與「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展身手落實治港藍圖，開
創發展新局面。

香港經濟自由連年稱冠不應成為發展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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