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通脹猛如虎」。作為全港第一大黨
的民建聯，亦趁㠥農曆新年，大拍勇打通

脹「大老虎」的賀歲短片，並找來黨副主席劉江華化身「劉
師傅」，推出「抗通脹、保民生」的打「虎」兩式，建議政
府電費補貼，差餉屋租齊寬免，以及以房養老最安心等一系
列的扶助措施，促請財爺鬍鬚曾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多推
扶助措施，救市民於通脹的水火之中。

搵鬍鬚仔 抗通脹保民生
農曆新年期間，許多市民已大破慳囊，面對不斷升高的通

脹，未來的日常開支更是有加無減。民建聯新推出的兔年賀
歲片中，在鄉村開武館的「劉師傅」亦面對同樣情況，不但
有「大老虎」為患，衙門又要徵收糧餉，村長又要加租，連

轎公司也要加轎費，令到村民苦不堪言。徒子徒孫亦向他大
吐苦水，說師兄弟為打老虎，吃飯都要吃多兩碗，但㢫菜加
價，生活艱苦。
「劉師傅」聽完決定要找「話得事」的「鬍鬚仔」，討論

有甚麼辦法解決這隻通脹「大老虎」，但面對之前鬍鬚仔出
招，村屋租金都無跌價，「劉師傅」亦不得不自謀對策，遂
祭出武館的兩式絕世武功，「抗通脹、保民生」，要「打到
隻老虎打倒褪」。

補貼市民食住行 扶弱勢
他又大唸這兩招的口訣，讓師兄弟學習。第一式「抗通

脹」：「電費補貼家家享，3千6元好理想；交通費，有加無
減好淒涼，穩定基金有保障；差餉屋租齊寬免，綜援福利有
增長；政府收費要凍結，食物援助要加強。」第二式「保民
生」：「失業唔係人人想，短期扶助應可行；年紀大，以房
養老最安心；您同我，做夾心，免稅額，有得加，最興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政治政黨化始於1990年。是年，香港民主同盟成立，這是香港第一

個以參政—參與即將於1991年開始推行立法機關部分議席由分區直選產

生而出現的競選為目標的政治團體，也是香港最早舉「民主抗共」旗幟的

政治團體。在1991年立法機關部分議席開始分區直選推動下，1992年，愛

國愛港陣營最大政治團體民建聯成立。末代港督強行推行香港政制改革，

加劇「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分歧」。1993年、1994年，愛國愛港陣營另兩個

政治團體自由黨和香港協進聯盟相繼成立。1994年，香港民主同盟與議政

團體「匯點」合併，成立民主黨。香港政治政黨化從一開始，就形成「愛

國愛港」與「拒中抗共」兩大政治陣營對壘的格局。

本港政黨政治的變化
2002年7月1日，特區第二屆政府開始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行政長官及

其問責班子與立法機關中愛國愛港政治團體議員構建合作機制，形成「管

治同盟」。香港政治團體的政治目標，也由之前僅僅競選立法機關和區議

會，增加了爭取加入行政長官的問責班子以及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

「管治同盟」。

2003年「七一」遊行後，「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分歧」深化，愛國愛港

與「拒中抗共」兩大對立陣營的矛盾激化。2005年，民建聯與香港協進聯

盟合併。2006年，公民黨和社民連相繼成立。兩大對立政治陣營或者增添

了新政治團體，或者進行了政治團體重整。

2005年至2010年上半年，香港政治開始呈現錯綜複雜態勢，但是，兩大

政治陣營對壘依然是香港政治的主軸，也是香港政治政黨化圖景的基本色

調。主要表現在：行政長官及其問責班子與立法機關中愛國愛港政治團體

之間的「管治同盟」時有分歧；在兩大對立政治派別之間「走鋼絲」，卻無

法「左右逢源」。

2010年6月下旬，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議案在香港立法

會獲逾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嗣後，香港政治團體呈現全面分化、分裂或

重整，標誌㠥香港政治政黨化開始邁入一個新階段即第二階段。其主要特

徵是：第一，兩大政治陣營「涇渭分明」的格局出現鬆動，開始出現以中

間路線為標榜的政治團體以及企圖游走於兩大政治陣營之間的政治人物。

第二，政治團體的政治目標不滿足於競選立法會和區議會，爭取進入問責

班子和「管治同盟」，而是欲參與決定香港全面普選的模式，欲成為香港的

執政黨或執政聯盟成員。

從2010年下半年以來，一方面，民主黨、自由黨、社民連相繼或幾乎同

時呈現分化或分裂，另一方面，在前述分化或分裂的基礎上，新民黨、

「新民主同盟」、「人民力量」等政治團體相繼宣布成立或即將成立。有人

把這一系列分化或分裂歸因於香港立法會現行選舉制度—比例代表制和

最大餘額法鼓勵政治團體細化，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全面，也不剴

切。

事實是，決定政治團體或政治人物

的政治行為的因素，不只是眼前的政治

利益，還包括長遠的政治利益以及價值

觀和政治理念。

普選將臨 政黨須轉型
綜合近半年來香港政治政黨化最新演變，可以得出下

列觀點—

（一）愛國愛港與「拒中抗共」之間的對立是無法調和的，總有一些政

治團體和政治人物會堅持反對國家政治制度和國家執政黨的政治立場，而

欲改變既定政治立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香港七百萬居民的前

途和命運，要求並推動㠥香港政治政黨化朝㠥「愛國愛港」終將佔據香港

政治主導地位的方向發展。換言之，「拒中抗共」政治團體必將出現實質

性分化或分裂。

（二）當前，香港政治團體細化而增多的現象是暫時的。隨㠥香港愈益

接近於全面普選，香港政治團體或者將被淘汰，或者將趨於合併或重整。

（三）隨㠥香港政治轉變、經濟轉型和社會演進不斷深化，具有生命力

的政治團體必須具備制訂和實施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地位、推動香港

政治轉變、經濟轉型和社會演進的政治綱領和政策的能力。

香港政治政黨化第二階段結束、第三階段開始的標誌是：隨㠥香港實現

全面普選，香港政治團體將由政治團體轉型為政黨。可以預言，香港政治

政黨化第三階段的最主要問題是：形成國家執政黨領導下的香港本地若干

政治團體合作「治港」的格局？抑或由本地若干政治團體聯合「治港」來

對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作重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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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處處長黃華麒昨日最後一天上
班，他在回顧兩年任期時，認為香港
政治光譜愈趨複雜及兩極化，無論港
台偏左或偏右都容易引發很多政治批
評，必須審慎處理。他更寄語港台節
目要不偏不倚，才是真正的公共廣
播，尤其時事評論節目更要做到這精
神，希望可秉承下去。黃華麒的寄語

說明一個傳媒人應有的操守，特別是掌握大氣電波
月旦時政的時事節目主持人，更要秉持不偏不倚的
精神。聽到前任處長這番說話，不知吳志森有何感
想？

不論吳志森或近日不斷撰文為他「平反」辯護的
人，總是將批評他的文章說成是打壓言論自由，封殺
批評政府的聲音，例如陳雲日前就撰文直指《文匯報》
「以文章的數量來欺壓人」，目的「無非要孤立一位公
正的烽煙節目主持人，拿下一城，然後攻陷香港的言
論自由陣地」。這種論調是吳志森及其同道人最常引
用的論調，以抹黑抨擊他的聲音。固然，言論自由是
一項基本權利，但不能只說前半段的自由，卻遺漏了
關鍵的「言論責任」。僅僅講自由而無責任，將讓社
會以為不負責的言論是一種自由，到最後氾濫成一種
無節制的人身攻訐、謾罵、傷害，都假自由之名而
行。而且言論自由也絕不是誹謗、煽動的保護傘。然

而，吳志森的表現卻是徹頭徹尾的只說自由不談責
任，而他更在節目上濫用自由以達到政治目的，這就
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主持人的操守問題，是港
台應否作為反中反政府基地的問題。
早前《文匯報》的多篇文章已經用確鑿的證據，

揭露吳志森的三宗罪：一是借早前的「劉曉波事
件」、「趙連海事件」、「王光亞的發言」等上綱上
線肆意攻擊內地制度，「井水犯河水」，逾越了兩制
的界線，將港台作為攻擊「一國兩制」的基地。二
是煽動仇商情緒，多番以不實的資料抹黑誣衊李嘉
誠先生，不單用心不良，更涉及誹謗等刑事責任，
港台是公營傳播機構，怎能讓主持人不斷誹謗名
人。三是擔當反對派的政治打手，對建制派及特區
政府死咬不放，甚至民建聯被社民連侵犯商標，吳
志森也可在節目上大肆嘲弄，對於「維園阿哥」涉

嫌強姦卻閉口不談，更不要說節目上總是找反對派
人士上來作政治宣傳了。但對於有關指控吳志森及
其同道人一直都顧左右而言他。
傳媒人有觀點有立場不足為奇，大可在報章撰文、

寫微博、寫網誌，沒有人會阻止你。但問題是不能濫
用大氣電波，根據港台規定，主持人是不可以把時事
節目作為個人發表主張的平台。吳志森濫用電台時段
去宣傳其政治理念，甚至要鼓動風潮煽動民眾，只許
一種聲音出現，不許其他聲音並存，這種做法完全違
反了黃華麒提出公營電台主持人應不偏不倚的標準，
根本沒有資格繼續當港台節目主持人。
現在黃華麒走了，從他的訪問可看到他明顯「言未

盡」、「意未平」，怎樣處理節目主持人偏頗的主持風
格問題，如何保持時事節目不偏不倚，不偏幫任何一
方政治勢力，將是新任處長必須處理的問題。

香港政治政黨化第二階段結束、第三階段開始的標誌是：

隨㠥香港實現全面普選，香港政治團體將由政治團體轉型為

政黨。可以預言，香港政治政黨化第三階段的最主要問題

是：形成國家執政黨領導下的香港本地若干政治團體合作

「治港」的格局？抑或由本地若干政治團體聯合「治港」來對

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作重大變革？

香港政治政黨化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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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黃華麒臨別寄語 吳志森理當汗顏 卓　偉

財爺
曾俊華

（見圖）每年為做好預算
案的諮詢工作，扭盡六
壬，今年還在社交網站
facebook上開設諮詢專
頁，但被部分人質疑有
關的諮詢工作只是「例
行公事」、「假諮詢」。
正在撰寫預算案的財爺百忙中抽空拍短片回應，承認
自己的確無法將所有人的意見都納入預算案之中，但
市民的聲音有助政府了解市民大眾的需要，所提交的
意見或多或少都會影響當局制訂預算案的方向，故這
些諮詢工作絕不是做「騷」。
財爺在過去2個月已進行了一連串的諮詢工作，包括

分批會見不同界別人士，出席4場地區人士諮詢會，以
及訪問了青年中心，探訪了基層家庭，又在網上收集市
民有關預算案的意見。財爺昨日在facebook專頁「上亞
厘畢道」的短片中說，對於大家提出的各種建議，他和
他的同事會認真研究是否切實可行，並承諾「我會制訂
一份切實社會需要，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預算案」。
有不少網民在專頁中留言，討論有關民生問題，包

括樓市、交通費、貧富懸殊及通脹等。財爺希望，各
位網民可以耐心等候新的預算案出爐。

陳智思倡增職訓助港青
另外，就有報道指財爺在新年度預算案中會研究所

謂「微型貸款」，助年輕人創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
智思認為，當局應加強商界的角色，為年輕人提供就
業訓練，讓他們有一技傍身，爭取就業機會。他又表
明對預算案「派糖」有保留，認為此舉雖可滿足政治
需要，但只是短期處理方法。
全國「兩會」即將召開，陳智思指，內地和香港在

經濟上合作密切，但卻沒有足夠處理社會問題的溝通
渠道，故他會於兩會期間向中央反映如跨境上學、夫
婦分隔兩地等問題，冀引入有關的溝通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曾偉龍

預算案諮詢非做騷
財爺承諾細研意見工聯瞄準港島

潘醫生開新辦事處
香港近期鬧「奶粉

荒」，很多父母為求買
得一罐奶粉，不惜奔波港九各區，但剛
升任爺爺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卻
無此煩惱。他笑說，自己的新抱以人奶
和日本奶粉餵孫，故未受近日奶粉荒的
影響。
潘醫生昨日與傳媒聚會時說，日本奶

粉一向較為昂貴，但在目前其他品牌的
奶粉被炒高不少的情況下，反而覺得日
本奶粉不算太貴，又笑言BB仔其實最喜
歡吃人奶，不喜歡奶粉的味道：「如果
飲開人奶，轉食奶粉，BB仔會用嘴頂走
個奶樽！」
潘醫生又透露，自己在台灣出生，所以

孩提時與家人溝通都說普通話，直至6歲
搬來香港後才開始學講廣東話。現在，他
與兩名仔仔日常都會以普通話溝通。

全天候家教普通話
在憶述自己最初教導兒子說普通話

時，潘醫生說，兩名兒子當時都不大適
應，顯得很「沉默」，於是他就利用每日
放狗的45分鐘時間，與兒子以普通話交
談，待他們熱身一年、可以適應以普通
話交談時，自己就全天候與兒子以普通
話交談，直到現在仍然維持㠥這個習
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經驗之談

出謀獻策

現身解畫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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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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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演「劉師傅」的劉江華稱要找「鬍
鬚仔」出招。 民建聯短片截圖■民建聯賀歲短片，授打「虎」兩招。 民建聯短片截圖

民記賀歲短片 劉華授打「虎」兩式

自由黨、民主黨、社民
連分裂，新政黨新民黨成
立，意味今年的區選及明
年的立會選舉，競爭將較
過去更為激烈。潘佩璆昨
日在與傳媒新春聚會時坦
言，政改方案通過後，立
法會議席大增，令香港各
政黨開始分裂和整合，而
「政治光譜」拉寬了，相信
在今年區選和明年立法會
選舉前後，社會議題都會
變得更為政治化。

做好地區服務不靠激上位
不過，他坦言，工聯會在這方面和其他政黨不同，不

會「靠激」，而是將焦點放在改善基層勞工福利方面：
「工聯會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就算初時沒有甚麼議
席，仍然全力為工友服務。所以，我們不會為爭取更多
議席而有所改變，而是繼續為工人爭取權益，這是工聯
會最重要的工作目標。」

當然，若在立法會內擁有更多議席，要維護打工仔權
益就更能得心應手，故工聯會正部署兩名08年循勞工界
當選的議員，即潘佩璆和葉偉明，循王國興的成功模式
殺入地區直選。潘佩璆坦言，工聯會暫時未就立法會選
舉部署作決定，但自己會做好工聯會交託的「任務」，就
是搞好港島的地區服務，尤其工聯會會址最初就是在港
島區，有很多屬會亦都在灣仔一帶，他今年會加強與各
屬會的聯繫，並會落區與街坊接觸：「農曆新年期間，
我已經跑了港島區一次，未來亦會繼續落區。」
同時，除目前灣仔區的議員辦事處外，潘佩璆亦準備

在華富㢏開設第2個地區辦事處，由於要更改單位用途，
正待房屋署批准。

爭取標準工時統一勞工假
除忙於落區外，潘佩璆表示，自己新一年的重點工

作，會包括積極爭取標準工時立法，統一公眾假期及勞
工假期，讓香港所有「打工一族」都能享受相同的福
利：「沒理由有部分人可以有多幾天假期，基層市民也
應該有權享受家庭樂、照顧子女，所以公眾假期和勞工
假期必須統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議席明年會增加10席，各路人馬為搶佔陣地，紛紛將社會議題政治

化，期望爭取曝光率。被指來屆有意循港島區直選連任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

佩璆(見圖)坦言，工聯會一向不會靠政治議題爭上位，而是以「㟀石仔」的方式，透過細水長流

的地區服務爭取市民的支持，又表明自己現階段會先處理好工聯會交託給他的任務，就是「搞

好港島區」，稍後他會在區內增設1個地區辦事處，建立好地區網絡，才再考慮選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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