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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黨的角色及發展  
(立法會CB(2)911/04-05(01)至 (02)、956/04-05(01)至
(04)、 989/04-05(01)及 1078/04-05(01)號文件 ) 
 

與團體會晤  
 
  團體代表應主席所請，陳述他們在意見書提出

的意見。團體的意見摘要載於附錄。  
 
政府當局的回應  
 
2.  政制事務局局長多謝各團體提出意見。他表

示，政府當局肯定政黨在政制發展方面擔當的重要角

色。政黨由一群志同道合和政治理念相同的人士組成。

他們根據他們的信念及從社會不同界別收集所得的意

見，制訂本身的政綱。此等政綱引發社會討論及推動政

府制訂公共政策。他認為，香港的政黨仍處於發展階段。

政黨的會員人數由數百人至數千人不等。政黨有助培養

政治人才，因為很多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都有

政黨背景。  
 
3.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會就下述團體提出的某

些評論作出回應。  
 
工程界社促會 (下稱“社促會 ”) 
 
4.  政府當局贊成社促會的意見，同樣認為政黨發

展應符合 “一國兩制 ”的原則。  
 
民主動力  
 
5.  政府當局的立場依然是不適宜在現階段制定政

黨法，因為此舉會限制政黨的活動。民主動力及部分其

他團體也曾就此方面表達類似的意見。  
 
香港中文大學關信基教授  
 
6.  政府當局與關教授同樣認為，政黨的角色分

明，會有助政制發展。政府當局致力締造促進政黨成長

及發展的環境。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政制改革關注組 (下稱 “港大畢業同
學會 ”) 
 
7.  對於港大畢業同學會要求讓政黨有更多機會參

與管治香港，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黨雖然不

能成為執政黨，但可以參與管治香港。行政長官曾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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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黨背景的人士擔任主要官員及／或行政會議成員，

此等人士可參與制訂公共政策的過程。  
 
思匯政策研究所 (下稱 “思匯 ”) 
 
8.  思匯提出了兩個主要事項，就是為政黨提供公

共資助，以及設立政府與立法會的常設選舉事務聯合委

員會。就首個事項而言，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

局已踏出第一步，為 2004年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設立資
助計劃，並正檢討該項計劃。就後述事項而言，政制事

務局局長表示，該項建議必須仔細研究，因為建議的安

排有別於現行由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委會 ”)這個獨
立的法定組織專責所有選舉事務的安排。  
 
民主建港聯盟 (下稱“民建聯 ”) 
 
9.  政制事務局局長察悉，民建聯促請政府研究其

他鼓勵政黨發展的方法。對於民建聯建議提供更多機

會，讓政黨成員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一事，政制事務局局

長回應時表示，此事會在檢討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 (下稱 “產生辦法 ”)的過程中加以考慮。至
於為政黨而非個別候選人提供資助的建議，則會在檢討

向 2004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提供資助的計劃時一併考
慮。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下稱 “中華出入口商會 ”) 
 
10.  政制事務局局長察悉，中華出入口商會關注到

年青人參政的事宜。他表示，近年有很多功能界別、專

業團體及商會已設立青年團隊，以期為年青人提供參與

公共事務的機會。民政事務局亦聯合青年事務委員會建

議組織青年論壇。  

 
11.  政制事務局局長總結時表示，政府當局打算在

現階段從 3個層面處理政黨發展的問題  ⎯⎯  
 

(a) 委任有政黨背景的人士擔任主要官員及行
政會議成員的政策已經確立，並會繼續實

行；  
 
(b) 政府當局在檢討 “產生辦法 ”時會考慮如何

締造空間，讓政治人才參與公共事務；及  
 
(c) 政府當局會檢討向 2004年立法會選舉候選

人提供資助的計劃，並探討其他促進政黨

發展的財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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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出的事宜  
 
政黨的角色及其對管治的影響  
 
12.  湯家驊議員詢問 “政黨 ”的定義為何，以及國際
上有否任何用來確定某組織是否政黨的認可特徵。思匯

的代表扼要解釋澳洲的政黨註冊制度。他表示，澳洲是

由市場決定某組織是否政黨的。在澳洲，有關政黨註冊

的規則非常簡單。關信基教授表示， “政黨 ”一直未有界
定，是因為並無廣泛接納的定義。政黨可憑本身的功能

從其他組織區別出來。政黨的主要功能是歸納及中和社

會上的意見，並把此等意見轉化為政策方案。政黨充當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中介人。在人民積極參政的社會中，

政黨都會出現。政黨的存在，以及政黨在制訂政策方面

的參與，都會確保公共政策橫向或縱向都貫徹一致，不

論領導層有否變更。如沒有政黨的參與，便會導致由個

人色彩支配的管治。  
 
13.  劉慧卿議員詢問，非政黨化做法導致的問題，

即出現由個人色彩支配的管治，以及公共政策橫向和縱

向都不貫徹一致的情況，是否一直是香港面對的問題。

吳靄儀議員詢問，缺乏政黨參與有否影響管治。民主動

力的代表認為，在沒有代議政制的情況下，香港由人 (即
行政長官 )管治。他表示，現有領導層關係並不和諧，因
而削弱了管治。現行政治制度令政府、政黨及普羅大眾

陷入三輸的局面。  

 
14.  關信基教授表示，自回歸以來，雖然政黨沒有

參與管治，但政府提出的大部分立法和財政建議都獲立

法會通過。然而，在這情況下，政府便需爭取個別議員

而非數個政黨的領袖的支持。如議員並未就某項政策建

議達成共識，政府便需爭取民眾的支持。政府在推展某

項工作時越是訴諸民粹主義，成本便會越高，風險也會

越大。政府如為了權宜之計而順應民眾的訴求，在確保

公共政策橫向和縱向都貫徹一致時亦會有困難。過分依

賴民粹主義來解決政治衝突，可能導致社會不穩。  
 
15.  劉江華議員詢問，香港短期內會否面對社會不

穩的危險。關信基教授表示，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國

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導致發生 2003年 7月 1日的
大遊行，自此，政府當局在處理具爭議性的事項時都非

常審慎。他表示，除非政府有重大的政策失誤，否則預

期在未來數年都不會有社會不穩的局面。其中一個主要

原因是香港人珍惜穩定，而且容忍力高。此外，從政人

士對於訴諸民粹主義來解決政治衝突的做法存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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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楊森議員詢問政黨與管治有何關係，以及行政

長官的管治會否因他沒有政黨背景而受到影響。關信基

教授表示，有效的管治取決於多項因素，而政黨支持只

屬其中之一。如行政長官沒有加入任何政黨，他便會依

賴其政治班底支持。然而，如行政長官或其政治班底與

立法會內的政黨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行政長官有否加入

任何政黨根本不成問題。在實行總統制的國家 (例如美
國 )，總統可委任反對黨的成員擔任他的內閣閣員。在實
行議會制的國家 (例如英國 )，首相會依賴所屬政黨的支
持。如議會通過針對他提出的不信任議案，他便須辭職。

香港實行類似總統制的制度。行政長官掌握大權，凌駕

於政黨之上，並與政黨隔離。至於有政黨背景的行政長

官可否有更佳的管治，則會視乎有關政黨的實力而定。  
 
17.  張文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按港大畢業同

學會的建議，刪除行政長官須退出所屬政黨的法定規

定。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在首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中，

有政黨背景的人士不得參選。在第二任行政長官的選舉

中，有政治背景的人士可以參選，雖然他一經當選，便

須退出所屬政黨，在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安排方面已有

進展。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安排現正進行檢討。政制

事務局局長察悉，港大畢業同學會就如何一方面確保行

政長官公正持平，另一方面又容許他無須退出所屬政黨

的事宜提出了詳盡的建議。政府當局在檢討 “產生辦法 ”
的過程中會考慮該會的建議。  
 
政黨的發展  
 
18.  李永達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除了推行例如為

候選人設立資助計劃的小措施外，並沒有積極促進政黨

發展。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在有限的資源下，政黨應

為至今取得的成果感到驕傲。他表示，委任有政黨背景

的人士擔任問責制主要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是一個好的

開始，有助加強政府與政黨的溝通。政黨的發展道路十分

漫長，政府及政黨應攜手合作，共同推動政制發展。 

 
19.  關信基教授表示，影響政黨發展的首要因素是

中央及行政長官的立場、政治體制的設計，以及香港的

政治文化。過往 10年，政黨一直穩步發展，並逐漸得到
社會的接受。此外，有跡象顯示政黨逐漸獲中央及行政

長官接受。委任有政黨背景的人士擔任主要官員及行政

會議成員的做法，可視為向前邁進一步。  

 

20.  何俊仁議員表示，鑒於行政長官現時由選舉委

員會 800名委員選舉產生，行政長官缺乏民意授權。由於
市民無權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投票，他們或會訴諸社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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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何議員詢問，此現象最終會否影響本港的穩定性。

關信基教授表示，他不打算在會議上詳細討論香港的整

體政治體制及有關體制對本港的穩定性有何影響。他只

著眼於政黨的角色及發展。鑒於香港並非處於革命時

代，並沒有理由禁止政黨發展。政黨的發展取決於兩項元

素，就是有否提供機會讓政黨成為執政黨，以及讓政黨參

與制訂政府政策。在同時缺乏兩項元素的情況下，政黨發

展的空間有限。關教授又表示，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過

程遠較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重要。他認為應容許政黨提名

候選人參加行政長官選舉，藉此鼓勵政黨發展。 

 
21.  李永達議員詢問，政府應採取甚麼行動，使中

央對本港政黨的發展有正面的反應，以致最終容許由單

一政黨或政黨聯盟組成執政黨。關信基教授表示不應對

行政長官或政府寄予厚望，期望他們在政制發展方面可

影響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政府能做到的最多也是反映民

意。以往，香港雖然沒有執政黨，但也能達致有效的管

治。中央對香港政黨的發展存有戒心。中央察覺到社會

上有某些界別可能同樣對政黨發展有所保留。  

 
22.  關教授又表示，中央有其他考慮。舉例而言，中

央關注到執政黨或執政聯盟對香港、內地及 “一國兩制 ”的
影響。他認為，在消除中央的疑慮方面，政府可以做的不

多，此方面的工作反而是社會及政黨的責任。政黨應竭盡

所能，向中央顯示政黨可為社會作出的貢獻。關教授相信，

雖然或許需要一段時間，但中央最終會對政黨改變立場。 

 
23.  張文光議員表示可根據兩項重要因素評估香港

政黨的發展，該兩項因素是立法會內是否有執政黨或政

黨聯盟或確立的反對黨，以及行政長官可否是政黨成

員。張議員又表示，他不同意關教授提出本港政黨的發

展取決於政黨表現的意見。他指出，鑒於中國共產黨的歷

史、文化及特性，該黨不會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或把權力

轉授給其他黨派。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共產黨或會在考

慮到該黨可取得的政治利益後改變立場。舉例而言，為了

達到與台灣統一的目的，中國或會容許台灣保留現有的政

治體制。然而，香港的情況並不相同，因為中國已恢復對

本港行使主權。 

 
24.  關信基教授表示，他就政黨角色及發展提出的

意見並非針對某一地方或某一政黨。關於張議員就共產

黨作出的評論，關教授表示，儘管每個政黨有其特性，

有關的特性會隨着時間而轉變。共產黨是在革命年代誕

生的，當時最重要的是掌握控制權，確保能在最少障礙

的情況下在國家推行改革。當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較

為穩定後，革命黨會變為執政黨。執政黨在執政時會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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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人民謀求福祉。他認為，共產黨正學習如何充當政

府與人民之間的中介人。舉例而言，該黨曾邀請企業家

入黨。該黨亦曾確認有必要作出改變，以顧及人民的需

要及應付不斷轉變的世界。  

 
25.  關教授又表示，他認為中央並不相信有需要促進

香港政黨發展。因此，政黨務須有效發揮中介人的功能。

有必要時，政黨可考慮組成聯盟，以期就某些政策事宜達

成共識。成功收窄社會上的意見分歧會有助達致有效的管

治。當行政長官及中央確認政黨的貢獻時，政黨便會有健

康發展的空間。 

 
26.  劉江華議員要求與會人士就如何化解不同政黨

之間的分歧發表意見。關信基教授表示，妥協的藝術取

決於政黨在領導、組織架構、理念、與人民及政府的關

係等方面是否成熟。他認為，香港的政黨仍處於摸索路

向的階段。  

 
27.  港大畢業同學會的代表表示，政黨應代表社會

不同界別的整體利益，以嬴取廣大市民的信任。他認為，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政黨在爭取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應

採取漸進及務實的方式，並以實行普選為最終目標。政

府應制訂實行普選的時間表，以及考慮刪除候任行政長

官須退出所屬政黨的法定規定。他亦呼籲政黨積極參與

即將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  
 

28.  民主動力的代表認為，除非現行政治體制作出

轉變，否則政黨難以擔任中介角色化解所有界別的分歧。 

 
29.  社促會的代表認為，《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 ”
均沒有否定政黨的存在。只要政黨的表現符合市民的期

望，香港的政黨便有發展空間。  
 
功能界別與政黨發展的關係  
 
30.  劉慧卿議員及吳靄儀議員詢問，功能界別的存

在如何窒礙政黨的發展，以及應否廢除功能界別。關信

基教授表示，功能界別阻礙政黨發展，因為功能界別與

政黨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功能界別代表社會上某些界別

的利益，而政黨則代表社會的利益。此外，功能界別亦

與政黨爭相羅致政治人才。關教授進一步回應劉議員時

表示，在現階段考慮廢除功能界別是不切實際的，因為

一項調查顯示，本港約有六至七成的市民支持功能界別

的選舉制度。他認為不應設立新的功能界別，但可擴大

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以加強代表性。此外，亦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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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漸失卻代表性的功能界別所產生的議席轉為地方選

區產生的議席。  

 
31.  社促會的代表表示，功能界別是香港政制的一

部分。在現階段，功能界別有需要存在，因為政黨不能

代表社會不同界別 (例如中產階級及專業人士 )的意見。他
認為，當政黨發展更為成熟後，功能界別的角色便會減

弱。社促會為了就日後的普選作好準備，將會積極參與

公共事務。  

 
32.  吳靄儀議員詢問，在功能界別存在的情況下，

政黨能否發揮中和社會不同界別意見的功能。關信基教

授表示，香港的政黨不能有效發揮此功能，因為本港的

政黨既不能成為執政黨，亦不能積極參與制訂政策。至

於政黨何時能發揮此功能，則會視乎有多少具政黨背景

的人士獲委任為主要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以及有關人

士所擔當的角色 (即以個人或政黨成員身份擔當的角色 )
而定。關教授又表示，雖然在理論上，政黨可考慮派出

候選人同時參加功能界別及地方選區選舉，但由於功能

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及地方選區選舉產生的議員代表不

同利益，政黨實際上難以協調社會不同界別的意見。  

 
33.  楊孝華議員詢問，擴大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例

如以個人票取代團體票，會否有助政黨發展。關信基教

授表示，雖然這是一個進步的方案，但此方案會否對政

黨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極視乎擴大選民基礎的程度。

他認為，如提出的方案是擴大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例如

把在有關界別工作的所有人士納入為選民，則該方案大

致上會符合地方選區選舉的原則，並會有助政黨發展。  

 
政黨法  
 
34.  湯家驊議員請與會人士就是否需要制定政黨法

及為政黨提供公共資助發表意見。關信基教授認為沒有必

要為促進政黨發展而制定政黨法。由於政黨法會適當地

確認政黨的角色及地位，政黨法的制定並非政黨發展的

原因，而是政黨發展的結果。使用公帑資助政黨的問題

值得深究。由於政黨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政黨不

應單靠政府提供資助。關教授又表示，儘管如此，制定

政黨法及為政黨提供公共資助有其優點，例如可防止貪

污及利益輸送的情況出現，以及為不同政黨提供一個公

平競爭的環境。  

 

35.  思匯的代表表示，澳洲在政黨註冊方面的規則

非常簡單。公共資助制度亦十分簡單，政黨會根據所得

的選票數目領取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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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鑒於政制事務局局長較早前表示，部分政黨可

參與管治 (上文第 7段 )，鄭經翰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提
交政黨法，規定政黨申報資助來源。此做法會提高政黨

的財政透明度，以及避免政府與政黨之間存在勾結及利

益輸送的情況。  

 

37.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已表明立場，

就是應讓政黨有足夠的成長及發展空間。在現階段就政

黨的運作施加法定管制或會阻礙而非鼓勵政黨發展。目

前，所有參加公共選舉的候選人均須申報其選舉開支及

所接受的捐贈，供公眾查閱。選舉事務處若發現任何不

妥當之處，便會向有關當局舉報，以便採取所需的行動。

過往的公共選舉是以公開、公平及誠實的方式進行的。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為防止利益衝突，現時設有機

制讓主要官員及立法會議員申報利益。任何涉嫌與利益

衝突有關的刑事活動均須由警方及廉政公署調查。主要

官員及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操守亦受到傳媒及市民的監

察。  

 
政府當局的回應  
 
38.  政制事務局局長應主席邀請，作出下列評論⎯⎯ 
 

(a) 香港是 “法治 ”而非 “人治 ”的社會。根據現
行的憲制安排，所有立法及財務建議均須

獲得立法會批准，政府當局方可推行有關

的政策措施。此外，政府受到傳媒、市民

及獨立的司法制度監察。香港的制衡制度

可媲美西方民主社會的制度；及  

 

(b) 在《基本法》下，政制有發展的空間。行
政機關及立法機關應藉此機會，推動政制

發展及政黨發展，為香港謀求福祉。  
 
39.  主席多謝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出席會議。  
 
40.  會議於下午 1時 0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7月 29日  
 



附錄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5 年 2 月 26 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團體就有關 2007 年以後的政制發展的意見摘要  
 
 

團體 /個人  

(立法會文件 ) 

政黨的角色及發展  

1. 工程界社促會  

(CB(2)956/04-05(01)) 
 
 
 
 
 
 
 

! 肯定政黨的角色有助香港政制長遠發展。  
 

! 政黨可幫助選民分析及選擇政策的方向，監察政府公
共政策的執行，及培養政治人才。  

 

! 政黨的產生主要是由下而上的民眾政治活動及訴求
促成，而非政府法例所促成的。  

 

! 政黨發展須符合「一國兩制」精神，包括須與中央合
作，尊重國家領導，這是社會的共識。  

 

! 香港可說是已具備了發展政黨的硬件，但目前的軟
件，包括行政與立法機關的相互妥協、容忍、尊重等

的軟件，則還有很大不足之處。  
 

! 需加強政治人才的培養。  
 

2. 民主動力  

(CB(2)956/04-05(02)) 
 
 
 
 
 
 
 

! 特區政府有責任採用更積極和全面的措施在政策、財
政及立法層面協助和促進政黨發展以及加強政黨的

角色。  
 

! 政府應全面確立政黨在政制體制中的地位。  
 

! 現時的政黨沒有參與公務的角色，是極不恰當的。  
 

! 立法會選舉模式弱化了政黨的發展。功能組別選舉及
直選中採用比例代表制中的「最大餘額法」計算各參

選組別所獲議席數目的做法，亦對政黨不利。  
 

! 要求當選行政長官退出所屬政黨等安排，均不利政黨
發展。  

 

! 反對任何限制或打壓政黨活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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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個人  

(立法會文件 ) 

政黨的角色及發展  

3. 關信基教授  

講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CB(2)1078/04-05(01)) 
 

 
 
 
 
 
 
 

! 政黨是跨階層、跨功能、跨特殊利益的組織。政黨的
主要功能在於凝聚政治共識，綜合及中和社會上的利

益。  
 

! 沒有政黨發展的國家，將會出現人治，政策出現橫向
發展，沒有連貫性。  

 

! 影响香港政黨發展的因素包括中央及行政長官的取
向、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歷史發展的軌跡和社會本

質等等。  
 

! 政治制度方面，目前的功能組別選舉制度會限制政黨
的發展。  

 

4.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
政制改革關注組  

(CB(2)956/04-05(03)) 
 
 
 
 
 
 
 
 

! 政改方向應鼓勵政黨政治。  
 

! 政黨應加強議政及參政的能力，不應甘於做所謂「保
皇黨」或反對黨，應決志參與政府運作，形成執政聯

盟。  
 

! 政黨應照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政黨應立黨為民、立黨
為公、立黨為國。  

 

! 政黨應協助建立融洽協調的行政立法關係。  
 

! 建議修改現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31 條，使行
政長官可有政黨背景。  

 

5. 思匯政策研究所  

(CB(2)911/04-05(01)) 
 
 
 
 
 
 
 
 

! 現時無需立政黨法。  
 

! 制訂一個非強制性的政黨登記制度，讓已登記的政黨
可獲公共財政支助 (基於在選舉中獲得的票數 )及可

獲一些稅務減免，但其收支賬目必須具透明度。  
 

! 不登記為政黨的團體亦可獲資助，例如在選舉中每取
得一票可獲 $10。 

 

! 政府及立法會手成立一個常設委員會，負責研究香
港選舉及政治架構發展等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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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個人  

(立法會文件 ) 

政黨的角色及發展  

6. 民主建港聯盟  

(CB(2)989/04-05(01)) 
 
 
 
 
 
 
 
 

! 本港的政黨發展尚未成熟，政府協助政黨發展是責無
旁貸的。協助政黨的發展，並非單靠研究是否需立政

黨法，政府還可透過不同的措施提供協助，包括：   
 

1. 大幅擴大立法會議員人數；  
 

 2. 積極委任政黨人士參與各大小諮詢組織；  
 

3. 盡量公開政府各部門的各項研究項目、資料及成
果；  

 

4. 修改選舉辦法，增加對獲得一定選票數目的政黨
 的資助；  
 

5. 研究可否對政黨及向政黨作出捐獻的人士，就有
關捐獻提供稅務減免，以助政黨籌集資金，獲取

足夠的資源，以發展其黨務的工作。  
 

7.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CB(2)911/04-05(02)) 
 
 
 
 
 
 
 
 

! 在政制發展的過程中，政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政黨能為市民在政治、經濟、民生等政策方面反映意

見及為不同階層及界別爭取利益。  
 

! 政黨能感染及鼓勵市民關心政治，亦能協助培育政治
人才。  

 

! 政黨應吸納及培訓更多有識之士，尤其是年青人及專
業人士，讓他們有機會晉身政府的政策諮詢架構或參

與公共事務，深入了解政府的管治運作及政策的研究

制訂。  
 

! 政府應鼓勵商界人士多參與政治活動，政黨亦應吸納
更多商界人士參與政黨活動及參政，有助推動香港與

海外的貿易往來及持續維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 為了促進政黨發展及鼓勵更多人士參與選舉，政府可
研究根據政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就選舉開支向政黨

提供資助。  
 

! 建議提高區議會議員的津貼額，以減輕政黨應付黨員
辦事處開支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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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個人  

(立法會文件 ) 

政黨的角色及發展  

 

! 制定政黨法並無迫切性，此事應詳加研究。  

 

! 長遠來說，政府應讓更多政黨代表加入特區政府的核
心管治層，出任行政會議成員及主要官員，直接參與

決策及管治，從而提高施政效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 年 7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