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昨日再審議政府提交的臨時
撥款議案，雖然反對派繼續投棄權
票，但在建制派支持下議案獲得通
過，解決了一次差點令政府運作癱瘓
的危機。無疑，在建制派擁有過半數
議席下，只要得到建制派支持，議案
通過基本上沒有懸念。然而，這次反

對派因否決臨時撥款引發的民意反彈，正說明反對派
過去樂此不疲操弄的「表態式政治」已經走到了盡
頭，反對派繼續將嚴肅的政策討論作為政治表演場
所，肯定自食其果。

反對派明知道臨時撥款議案與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並
無關係，而且撥款關係到政府的各種營運開支，關係
千家萬戶市民的生活，根本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否

決。然而，反對派最終卻將臨時撥款否決，原因並非
是不知否決撥款的嚴重性，而是他們習慣將撥款作為
政治表態場所，以示對政府不滿。而過去由於有建制
派護航，反對派的表態並沒有出現太大問題，議案同
樣可獲通過，市民也不太計較反對派是贊成還是反
對，只要工商百業不受影響就是。然而，這次反對派
議員趁多名建制派議員到北京開「兩會」之機，否決
臨時撥款，社會不滿反對派罔顧市民利益，紛紛口誅
筆伐，反對派受盡眾矢之的，正說明這種「表態式政
治」不是沒有成本。

近年本港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立法會淪為政客表演
場所，其中反對派議員由於立場定位問題，對於各種
議案政策較少有深入的研究分析，取而代之是民粹
式、非黑即白的政治表態，屢屢利用一些議案及撥款

作政治宣示，不顧後果的否決棄權，已超出議會鬥爭
的策略理性(Strategic Rationality)，是一種不負責任的

「表態式政治」。總之凡是政府與商界合作就是「官商
勾結」、樓價急升就是「地產霸權」、民生困難就是

「沒有民主的結果」，以簡單的二分法表態取代理性的
政策辯論。在投票上，不論政府的政策是否有利，反
對派都反對如舊，不必做什麼政策研究，只要在議會
上將官員痛罵一場，再將片段放上網讓支持者讚好鼓
掌，就當完成了議員的職責。

在過去一段時間，這種「表態式政治」確實是無往
而不利，費力少而傳媒又樂於報道，反對派也自我感
覺良好，黃毓民之流更以為政治就是「誇誇其談」。
然而，當出現偶發性因素時，反對派不負責任的行為
隨時引發嚴重的後果，就如這次如果立法會不是用酌
情權免去政府再提交議案的預告期，政府可能就會出
現十多日斷水斷糧的日子。正告誡反對派不要以為政
府在夠票之下他們可以只罵不做，不會有什麼後遺

症。
立法會議員代表市民監察政府，除了政治權謀之

外，更重要是判斷及負起社會責任，不能因為政治立
場就不問是非利害「為反對而反對」。在1940年美國大
選中敗給羅斯福的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Wendel l
Willkie，在敗選演說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向自己
說，你在未來4年的責任，是充當一個忠誠反對派⋯⋯
所以，就讓我們不要陷入黨派政爭的錯誤當中，徒然
為了反對而反對。反對之目的，必須是為了成就一個
更強大的美國，而不是為了削弱之。」

這說明一個忠誠的反對派，必須以社會利益為依
歸，令政策制訂得更完善，推行得更暢順，而不是
為了政治鬥爭，為了撈取政治油水。反對派如果繼
續沉迷於「表態式政治」，不但會令政府施政舉步維
艱，而且也會暴露其顢頇無能、不顧市民利益的不
堪面目，這次事件正是一個教訓。

反對派阻撓立法會通過特區政府關於2011/2012財政年度臨時撥款議案，

在香港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即使回歸以來，反對派慣於阻撓或反對歷屆

特區政府的歷年財政預算案，卻也未曾導致臨時撥款議案流產。儘管特區

政府關於2011/2012財政年度的臨時撥款議案最終獲立法會通過，但是，其

一度受挫反映當前香港政治形勢沒有因為特區政府修訂2011/2012財政年度

預算案而扭轉。

反對派推行堅決對抗特區政府的策略
表面上，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2011年3月9日立法會會議審議特區政府關

於2011/2012財政年度臨時撥款案時，或投棄權票或不投票是基於他們反對

特區政府已做大幅修訂的預算案，似乎是合乎政治理性的行為。然而，實

質上，從2010年下半年以來，反對派就推行堅決對抗特區政府的策略，其

動機和目的是要在2011年重演類似於2003年的政治形勢，以求在2011年11

月第四屆區議會選舉中取得類似於2003年11月第二屆區議會選舉的勝利。

尤其民主黨自以為在反對派政治團體中擁有最深厚的地區勢力，在2003年

區議會選舉中是大贏家，寄望於2011年區議會選舉再次成為勝利者。

2010年6月下旬，由於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以及其他若干名屬於反對派的

立法會議員在對待2012年政改方案上採取了務實態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制度得以在2012年沿㠥《基本法》指引的方針朝㠥普選目標走前一大

步。當時，善良的香港居民以為，香港政治從此可以擺脫之前兩大政治陣

營壁壘分明、嚴陣相對的困局。然而，殊不知民主黨這一所謂「溫和民主

派」的中堅，為了「洗底」立即向他們的政治盟友和香港社會證明他們沒

有在2012年政改一役中被「招安」，從2010年下半年以來，在對抗特區政

府和中央上表現得立場相當鮮明。

鼓吹民粹主義 煽動港人不滿
特別是在民主黨元老司徒華於2011年1月2日病故之後，民主黨、「支聯

會」、教協等三位一體，利用死人壓活人，竭力煽動一部分香港居民對抗

國家執政黨的惡劣情緒。1月下旬以來，北非、中東政局突變。2月，有人

企圖在內地策動「顏色革命」。反對派以為國際大氣候和內地政局趨勢對

他們有利。於是，民主黨、教協等率先以反對特區政府2011/2012財政年度

預算案為口實，打出在香港發動「紫荊花革命」的旗號。儘管3月6日下午

舉行的色彩斑斕的大遊行最終沒有使用「紫荊花革命」為標籤，但是，反

對派人士的用心已然暴露。

綜上所述，當前，反對派的政治策略是：竭力鼓吹民粹主義，竭力煽動

香港居民對特區政府管治的怨懟，竭力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務必陷特

區政府於「跛腳鴨」困境，以便他們在2011年11月第四屆區議會選舉和12

月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中爭取盡可能多的選票。

反對派企圖把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捆綁一起作為他們的鬥爭對象。這在

他們借司徒華之死大做政治文章中已

昭然若揭。不久前，公民黨企圖利用一

部分香港居民對於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

體經濟、尤其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

產生所謂「被規劃」的抱怨，來挑動更多香

港居民抗拒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尤其廣東

省珠三角區域經濟融合的情緒，則是又一例。

政治矛盾有別 反對派難以得逞
然而，2011年香港政治矛盾的主要表現畢竟與2003年時有顯著區別。8

年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激發香港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反對

或懷疑國家執政黨的情緒。2003年「七一」遊行的主題口號是「反對廿三

還政於民」，反對派在實際上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而今，反對派能夠利

用的是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的缺失。香港社會一部分人對於香港經濟融入

國家主體經濟、尤其廣東省珠三角區域經濟以構建大珠三角經濟圈的牴觸

甚或反對，不可能形成反對中央的氣候。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

年規劃要給予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全力支持，在香港社會廣獲好評。香

港的前途在於國家，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

所以，儘管特區政府2011/2012財政年度預算案發表後，香港政治形勢呈

現惡化，反對派以為有機可乘，加大對抗特區政府的力度，企圖將愛國愛

港政治力量逼入死角。然而，只要特區政府能夠堅定地依靠中央和愛國愛

港政治力量，明顯地改善管治和施政，在未來幾個月做幾件亮麗的事情以

爭取民意支持，那麼，可以預言，反對派欲重演2003年政治形勢的圖謀是

不可能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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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政治表演還能走多遠？ 卓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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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欲重演2003年政治形勢

中策組民調涉財爺
佳叔指恆常無動機

正當反對派屢借財政預

算案引發的討論製造社會

分化，企圖催谷市民上街作為其政治叫價籌

碼之時，政壇突然傳出中央政策組委託中大

傳播研究中心進行民調，研究市民對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去留的看法，又問及香港目前是

否有管治危機，惹起各方人馬揣測。中央政

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坦言，中策組經常會就

當前具爭議性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議題作民

意調查，此為恆常做法，並無任何「政治隱

喻」存在，只是為收集真實民情，以供政府

內部參考及評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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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資深評論員

踏入選舉年，任何
議題都動輒被反對派

用作撈政治油水的工具。昨日有傳媒
報道指中央政策組進行的內部民調內
容涉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應否下台，
反對派議員即煞有介事地指做法「極
不尋常」、「為曾俊華下台鋪路」，促
請政府「公開交代」，試圖借政府恆常
的內部民調掀起一場「政治風暴」。政

府消息人士就重申，無論民意及特區
政府都沒有要求財爺下台，曾俊華本
人亦沒有辭職意願，質疑有人自製民
意壓力，但在空喊口號前卻從不思考
官員下台的後果及影響，奉勸身為民
意代表的立法會議員，斷不能只求出
位搶鎂光燈，忘記了為市民及政府施
政把關的本份。

作為特區政府「心戰室」的中央政
策組，向來會就香江政治民生熱話恆
常地進行內部民調，以便特區政府掌
握民情，為香江把脈。不過，就有指
今次民調內容涉及曾俊華應否下台，
以及政府是否面對管治危機等內容，
反對派神經即時被觸動，聲言當局要
公開內部民調結果釋疑。

近期頻頻聲稱被政府「抹黑」的職工

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更自製「陰謀論」
指從未聽聞政府會進行類似調查，事件

「極不尋常」，相信內容並非「意外流
出」，而是「籠裡雞作反」，管治團隊內訌
加劇。他要求當局公布調查結果，又質
疑調查本身可能是為曾俊華下台鋪路。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亦稱，該民

調做法極不尋常，反映政府無法掌握當
前民憤，由於調查是使用公帑進行，當

局應該公開結果。民主黨黨團召集人李華明就指，
倘調查屬實，證明政府並無關上耳朵及眼睛，但他
相信結果只作內部參考，除非數據非常鼓舞，當局
才會公開。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則指，作為問
責官員要有氣魄才能做下去，「倘結果要求下台的
話，如果我係曾俊華本人，就一定走啦！」

林大輝：重視民情好事
不過，建制派議員普遍認同政府主動出擊了解民

情。「五散人」立法會議員林大輝稱，該調查有助
政府「分清聲音、雜音或嘈音」，較單坐在辦公室內
憑空想像不失為一件好事，希望當局不要逃避調查
結果，但也不能只傾向單一的民調數據。

王國興：政府民調正常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就指，應留待調查完成後才

再回應，暫不作評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
為，特區政府為深入掌握民意，進行相關調查亦屬
正常，但為免引起外界揣測，應該公布結果。自由

黨主席劉健儀相信，中央政策組欲了解民情，但涉
及官員下台的題目，由政黨進行會較為適合；又指
倘有3成被訪者認為曾俊華應該下台的話，當局必須
作出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乘機抽水

引發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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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策組委託學術機
構進行的內部民調內

容，理論上不應外洩，緣何相關「問卷」
卻突然「流出市面」呢？根據中策組和
受委託的民調機構中大傳播研究中心的
說法，保密與否出現「羅生門」版本；
但有民調機構中人坦言，保密委託者身
份是業界內的金科玉律，不明白何以今

番會出現這類不專業的「蝦碌意外」，
「做壞規矩」。

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查詢時表示「外洩原因還在調查
當中」，強調不是針對個別事件，而是
一般而言，負責民調的機構都應有專業
及合約上的責任保證委託者身份不被公
開，以免影響調查結果的客觀性。中大

傳播研究中心則有消息透露，中策組確
曾表示不欲委託外洩，但研究中心回應
指機構不會主動提及委託者，但若受訪
者問起，機構便會如實回答，雙方最後
並沒達成「保密協議」。

民調機構應交代說法
雖然有人認為「民調問卷」外洩可能

是有「精靈」受訪者敏感地意會到調查
的新聞性，進而向傳媒機構「報料」，
但政界中人坦言「可能性較低」，皆因
相關報道連「受訪人數」及「問卷有幾
條問題」都清楚羅列，並非一般受訪者
可以知悉，故「漏料人」必然是「相關
人士」，或是「有心人」刻意想製造新
聞，引起社會關注及討論。而無論白紙
黑字的「保密協議」是否存在，中大傳
媒研究中心亦應對此有所「警覺」，並
就問卷外洩主動查找「死因」，給委託
者一個交代。■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治懸案

洩委託者身份 做法不專業

佳叔坦言，就社會具爭議性議題及所有政府行為與政
策，中策組都有興趣知道市民的態度，以客觀、全面、
真實地掌握民意：「事實上有些問題，不少政黨、大學
學術機構及社會組織都會進行民調，中策組一樣也會
問，而且會問得更深入、更頻密、更全面。」

為掌民情不論議題
他解釋，中策組其中一項職責就是協助政府掌握民

意：「我們不想見到人家在某些議題上掌握了民意數
據，而我們沒有，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數據才可以作出
比較，亦避免被動地受制於人。可以說，我們所做的調

查量很大、面很寬，這樣才可以履行協助特區政府掌握
民情的職責，當中並不存在任何政治動機，而最敏感的
議題也毋須迴避。」

港府：供內部參考
政府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亦指，中央政策組經常就

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活質素以至社會所關注的
議題，委託學術研究機構和商業調查研究機構進行民意
調查，供政府內部參考。民意調查的問卷是由中央政策
組獨立自行設計，然後交由受委託機構調查。特區政府
不會就任何個別調查發表評論。

有線電視新聞台昨日報道指中策組委託中大傳播研究
中心進行民調，調查員以電話訪問大約1,000名市民，當
中共有24條問題，先問市民是否信任特區政府，以及是
否信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有非常信任至非常不信任5個
選項；然後再問及財政預算案，問市民應否派6,000元給
新移民或永久居民，還問受訪者認為曾俊華有否需要為
預算案引發的爭議辭職，可以在非常需要、需要、普通
及不需要中選擇其中一項。報道又指，調查還有幾條與
遊行有關的問題，包括是否同意家長帶同小孩去示威遊
行，以及警方當晚使用胡椒噴霧前有否遵守指引警告示
威者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劉兆佳表示，中策組經常會就
社會熱話作民意調查，以供政府
內部參考及評估之用。 資料圖片

■李卓人陰謀論指是政府內部
「籠裡雞作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王國興認為政府為掌握民意，
進行民調屬正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