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任區議員的
去留問題一直備

受關注。有傳媒報道指，當局有
意分3個階段逐步取消目前的102
個區議會委任制議席，初步建議
每屆區議會約減34席，即新一屆
的委任區議員數目將不會超過68
位，到2020年第6屆區議會則會完
全取消所有委任議席。民建聯歡
迎分階段取消委任議席，認為有
關安排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

分3階段 任兩屆先叮走
特區政府將於年底新一屆區議

會選舉前，交代如何處理委任議
員。據無 電視引述政府消息人
士指，當局擬以分3屆，每屆削減
34個委任議席的方式，逐步取消
委任制，其中擔任兩屆或以上的

委任區議員會成為首批不再獲委
任者，與委任公職人士不超過6年
的原則看齊。

據悉，現屆已獲委任兩屆或超
過兩屆的區議員共約41人，有關
消息人士稱，該批委任議員較當
局計劃削減的人數多7個，當局有
意委任新人擔任填補7個空缺，維
持削減34人的計劃，而當局已向
來屆不獲委任的區議員解釋當局
的看法，而大部分委任議員都接
受此安排。

連續3屆獲委任為區議員的深水
區議會主席陳東表示，自己願

意功成身退，絕對沒有依依不
捨，指倘來屆不獲委任，他只會

「笑一笑就算數」，日後亦可以通
過不同渠道繼續在社區內服務市
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父親節前夕，

一場激進的天橋

示威，令一個家庭無辜失去了父

親、失去了丈夫，亦令市民失去了

一名好警察。20多位網民自發地到

警察總部，悼念於中區墮橋殉職的

警長劉志堅，大家靜默地逐一在鐵

欄綁上紀念的黃絲帶，無聲抗議越

演越烈的激進示威。在網上看到悼

念號召的杜女士更帶 小朋友一同

前來，希望言傳身教，給小朋友一

個正面的公民教育，「我們對非理

性的抗爭已忍無可忍，激進的抗爭

行動對他們爭取的訴求毫無幫助，

卻令劉警長的屋企人失去了一位父

親，更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上周四立法會提出有關國民教育的動議辯論，聲

稱「確保新科目不會被利用成為灌輸政治思想工具」，「教導學生區別熱

愛國家跟支持政府的不同之處」。同黨的教育界議員張文光則稱，新科目

課程「報喜不報憂」，難免令社會擔心學生被「洗腦」。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指是次議案本身是基於不符合事實的命題及歪曲的觀點。民建聯議員

李慧 指，對中國人來說，國民教育是「應用之義，應盡之責」。教育局

局長孫明揚回應時反駁「洗腦」指摘。何俊仁議案最終被大多數議員否

決。

漢語中的「認同」一詞，譯自英語名詞「Identity」以及其具有動態含義

的衍生詞彙「Identification」，因此同時具備「認同感」與「認同行為」的

含義。「認同」實際上是關於「我是誰」這一問題的回答。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是個政治概念，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歸屬哪個國

家的認知以及對這個國家的構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評價和

情感，是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的昇華。按照國際慣例，國民教育的核心

是國家認同。

香港人仍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
英國是在「借來的空間和借來的時間」對香港進行管治。另一方面，

英國人也意識到，一個擁有強烈「中國意識」的香港對於殖民統治來說

是危險，所以英國人在香港盡力淡化身份認同，有公民教育而無國民教

育。在這特殊的情況下，部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就發生了身份認同的

危機。在一些香港人看來，他們無論相對於中國，還是對於西方世界，

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他」者。由於長期殖民教育的影響，更造成少數

本地居民數典忘祖，拒絕認同國家，甚至「要擺脫中國人的味道」。　

西方很重視對國民的國家認同培養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必修科，實際上是國際慣例。西方發達國

家從來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國家利益，他們對國民的國家認同培養很重

視，而且很有效。例如，美國系統完善、無孔不入的國民教育，令美國

人普遍都有一種優越感和自豪感，一項調查顯示，在歐美18個發達國家

中，美國人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最強，也最願意為保衛他們的國家

而戰；法國的每個學校都必須懸掛法國的紅白藍三色國旗，法國增強國

家認同感的政策主要涉及學生和移民兩種人群，目的是培養法國人的民

族自豪感，並保證移民更好融入法國社會；新加坡教育部明確提出，致

力培養自信的、自主的、積極的和有愛心的公民，特別強調注重「愛

國」、「自信」等價值品質的培養；韓國學生從小到大就被告知韓國有哪

些值得驕傲的地方，培養學生對國家的熱愛和認同感；俄羅斯一向十分

重視國民教育，是最早把愛國主義教育寫入國家教育法規中的國家之

一；波蘭在學校專門設立了愛國主義教育課程，學校通過組織各種有意

義的活動，把愛國主義的內容糅合在其中。

按照國際慣例，愛國主義和公民對國家群體的責任和義務，是公民教育

的核心內容。對於公民來說，「國家」是一個由疆域、民族、歷史、文

化、語言、傳統等原初因素形成的總體，愛國主義是公民不假思索的感情

自然流露，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政治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指出，「公民性」需要

「凝聚力」，而凝聚力的基礎，則是

「直接的群體成員感，它來自於對共同

擁有的文明的忠誠，來自對國家的忠

誠」。按照《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的定義，公民身份指的是：「個人同

國家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個人應對國家保持忠誠，並因而享有受

國家保護的權利，公民身份意味 伴隨有責任的自由身份。」可見，香

港部分人士把國民教育說成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倒退做法，這種說法恰

恰違反了國際慣例和時代潮流。

國家認同是公民對自己國家歸屬的自覺認知
有論者從法理上闡明了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其中提出，認同「主權中

國」，就要認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是「主權在民」的制度化；尊重「政治中國」，香港居民可以不贊成內地

實行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但須尊重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讓「兩制」

和諧相處；融入「經濟中國」，香港和內地就會雙贏；包容「文化中國」，

使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和而不同」地共生共存。筆者認為，有關法理分

析，對「一國兩制」下國民教育的核心是國家認同，具有一定啟發意義。

實際上，國家認同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國家歸屬的自覺認知，包

括對國民身份、國家領土主權、國家政權、制度等的自覺認知。在當年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中，堅持「一國」就是一個根本前提，國家主

權是不容談判的。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民族才

得以洗雪百年恥辱，港人才有可能真正享有民主和更加廣泛的權利。香

港回歸之後，伴隨 主權的恢復行使，國家認同問題無法避免地擺到了

香港市民面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人只有一個祖國，這應該是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廣大中華兒女銘刻心間的共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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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周六就立
法會替補機制舉行公聽會，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在會上指
替補草案有三個壞處，包括：第一，
扭曲民意；第二，令議會的民意基礎
會變得薄弱；第三，引致政治不穩
定，「如落後國家參照香港實行遞補

機制，可能會發生暗殺事件」。他又認為，以「被人
濫用」為由而取消機制是不合邏輯。

馬嶽先生言重了。首先，立法會地區直選及「超
級區議會」議席採用的是比例代表制，如出現空缺
需要補選時卻採用「單議席單票制」，這本身就扭曲

民意，不合邏輯，出現前後矛盾的情況，十分荒
謬。因此採用比例代表制選舉的國家和地區，需要
補選時就不採用單議席單票制，而採用較為合理的
替補制度。

第二，替補不會令議會的民意基礎變得薄弱，因
為議會選舉的輸贏只是相對的，比例代表制最高票
的當選者，比最低票的當選者，其票數差距可能達
數倍，馬嶽先生為何不去質疑？而替補者的得票雖
然沒有辭任者高，但在可能的替補者中，卻仍是最
高的，民意基礎仍是最廣泛的。

第三，馬嶽先生認為替補機制「可能會發生暗殺事
件」，不僅言重了，而且有危言聳聽之嫌。其實，馬嶽

先生的觀點源自沈旭暉在5月28日在《明報》發表的
《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沈文稱，替補
制度令「選民心裡明白自動填補的落敗候選人，很可能
就是議員被殺的幕後黑手。從此選民對選舉暴力態度
更犬儒，暗殺之風大起，有能者逐漸發現新遊戲規
則，也就是情願高票敗選、再勒索當選人，比當議員
更實際，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後補議員治國制』」。沈
旭暉這位年輕學者把亞洲的遺孀與孤女政治與替補制
度掛 ，雖然想像力豐富，但卻荒誕不經。亞洲的遺
孀與孤女政治，指亞洲有關國家的女性政治領袖冒
起，是因為其父親或丈夫，都不幸死於政治暴力，使得
她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以寡婦孤女的身份參政，繼續
其家族的執政。事實上，亞洲女性政治領袖冒起的背
景，源於有關國家的政治暴力傳統和家族政治傳統，而
非源於替補制度。沈旭暉這位年輕學者雖然想像力極為

豐富，但他把亞洲的遺孀與孤女政治與替補制度掛 ，
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馬嶽先生蹈襲沈旭暉的想像力繼
續發揮，則令人有「自鄶以下無譏焉」之感。

馬嶽先生又認為，以「被人濫用」為由而取消機
制是不合邏輯。但恰恰是現行的立法會分區直選的
補選制度「不合邏輯」：一是「正選」採用「比例
代表制」，「補選」卻採用「單議席單票制」，互相
矛盾，不合邏輯；二是讓有心之人利用補選作出挑
戰中央公權力、違憲違法的所謂「公投」行為；三
是導致大量社會資源不必要的浪費。因此，鑒於立
法會分區直選的補選制度「被人濫用」，政府建議修
例取消「補選」而採用替補機制，體現了市民希望
政府採取行動懲罰「辭職補選公投」，既符合民意，
也符合邏輯。馬嶽先生稱替補草案有三個壞處並指
不合邏輯，確實言重了。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核心是建立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國家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

對自己祖國的國家主權、政治制度、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的認同，即建立國民認同。國家認同是一種重要的國民意識，是

維繫一國存在和發展的重要紐帶。在「一國兩制」下，「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只有認同「一國」，認同「主權

中國」，尊重「政治中國」，融入「經濟中國」，包容「文化中國」，香港的公民教育才算成功，香港才真正實現人心回歸。

國民教育絕非「洗腦」而是國際慣例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網民悼殉職警長
責激進教壞細路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時
評

■責任編輯：袁偉榮　

馬嶽教授言重了 柳頤衡

民間團體「愛護香港力量」於facebook建立「沉
重哀悼墜橋殉職警長．譴責陳偉業顛倒是非」群
組，並吸引逾萬市民加入支持。昨日，20多位網民
響應「愛護香港力量」的網上號召，自發地到警察
總部悼念劉警長，大家即場默哀一分鐘。發起人並
向警方代表遞交了事發後在多個地區收集到的3,800
個市民簽名，以及一封致劉警長家屬的慰問卡。

批大口舊鼓吹抗爭釀悲劇
對曾協助有關示威者劉玉棠的「人民力量」議員

陳偉業（大口舊）近日不斷把悲劇的責任推諉於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網民王先生不點名批評陳偉
業這種做法，又質疑當有示威者受傷時，部分政黨
就將之無限放大，但警員受傷則變得「無所謂」，
還把責任推諉予官員身上：「若協助示威者的議員

（陳偉業）當時主動勸說示威者用理性一些的方式
去表達意見，這場悲劇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他只
是坐視，甚至去鼓吹這些激進抗爭行動。」

不應危害他人生命安全
他表明，支持警方嚴厲執法，絕不容許影響社

會安危的激進行動，維持社會秩序。

網民施先生嘆言，近年香港的抗爭行動越來越
激烈，這些激進示威者知道衝擊警察有新聞價
值，可以吸引傳媒，因此每逢示威，便嘗試衝
擊，但這種行為事實上與他們所爭取的訴求並無
任何關係。他坦言，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但
希望這些採取激進抗爭的朋友在抗爭的同時，不
要影響到其他人，更不要危害到其他人的生命安
全。另一網民李先生表明，這次自發來到悼念，
就是希望向社會表達有許多人並不贊成這些激進
示威行為，希望令現時扭曲了的激進抗爭風氣可
以撥亂反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禍及無辜

在香港工作考察
期間，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在回應記者提問時
說，特區政府要處理好房屋問題，
引發社會熱論，有人更認為這是

「中央未來會適度介入香港事務」
的先兆。「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
裁張志剛認為，香港實行「一國兩
制」，最終要在管治上有作為，始
終要由特區政府自己想辦法。

在昨日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
上，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聲言，特首
曾蔭權對民意已有強烈共識的事
務，包括復建居屋等問題一直不肯
推行，才會導致今日的「管治失
效」；更稱據他所知，市建局曾向

當局提出收購舊樓建居屋，並承諾
會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但當局

「連進一步研究也拒絕」。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

統籌宋立功就此聯想到，香港目前
的形勢可謂穩中有危，複雜多變，
故相信王光亞關注到香港的樓價及
通脹問題，反映中央政府將來會進
一步調整對港政策，採用「適度介
入，擴大影響」，主動了解香港政
策以至提出建議。

不過，張志剛說，樓價是特區過
去2年的最大挑戰，最終還是要特區
政府自己解決：「特區政府管治成
功，才能真正顯示『一國兩制』的
成功。」■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張志剛：香港好 靠自己
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在香
港出席青年座談會時，有港青就問
到他們甚麼時候有出任國家外交官
的機會。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
此為引，強調理想的追求，立足於
自身的努力，故鼓勵有志氣的年輕
人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待將
來有一天能在不同崗位上，忠於國
家，服務香港。

曾局長在網上專欄《局長隨筆》
中撰文指，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日
益舉足輕重，香港從事這方面研
究的學者見到前景日益海闊天
空，師生欲進一步登高望遠者大
不乏人，「我就不止一次聽到有

香港學者向中央外交官員問及港
生投考外交部的可能」，而在出席
群力資源中心與駐港部隊合辦的
軍事夏令營結業禮時，他也聽到
學員詢問當兵的可能。

他說，外交與國防都有共通之
處：一文一武，都是為了保衛和
平，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尊嚴和
人民利益，香港年輕人想當國家
的外交官，想當解放軍，「既是
出於個人興趣，也可體悟為光榮
的承擔」。不過，港青何時才能夠
實現夢想，須視乎客觀條件，而
主觀因素也很重要，就是：要達
成理想，港青就要先裝備好自
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局長勉港青 報國打好底
根本問題 裝備自己

區會委任 傳新屆先削34席
循序漸進

特首曾蔭權在
訪問澳洲前後，
多次提及希望當
地的礦業公司來
港上市。昨日，
他就由柏斯飛往
澳洲西部市鎮卡
拉沙，先後參觀
了一個鐵礦場，
及了解當地的液
化天然氣計劃。他說，天然資源
企業需要龐大資本，故認為這些
企業大可利用香港的金融設施集
資。

常振明傍實參觀
曾蔭權上午到 後，首先赴香

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的子公司擁
有的「中澳鐵礦項目」鐵礦場參
觀，並在中信泰富主席常振明及
西 澳 洲 發 展 事 務 廳 署 理 總 監
Stephen Wood等陪同下，參觀礦
場並聽取採礦工作的介紹。原
來，該礦場是澳洲最大的開採及
加工磁鐵礦的項目，現仍在建設
中。項目設計總產量為每年2,400
萬噸。投產後將為中信泰富在內
地的鋼廠及其他鋼廠提供穩定及
高品質的鐵礦產品。

他其後前往西北大陸架的旅客

中心，了解當地的液化天然氣計
劃。該項目是澳洲最大及最重要
的資源發展計劃之一，其中部分
液化天然氣是售予一家廣東公
司，部分則輸往香港。目前，香
港住戶使用的煤氣約一半來自西
澳的天然氣，而港燈部分發電廠
亦是使用西澳的液化天然氣發電
供應港島住戶。

趁此機會，曾特首「強力推薦」
澳洲企業來港上市，強調於過去
兩年，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
額高踞世界第一，透過首次公開
招股籌集的資金去年就超過580億
美元。他表示，澳洲企業來港上
市，除吸引香港和亞洲資金雄厚
的投資者外，亦可吸引內地的機
構投資者，藉此提高有關企業在
內地的形象和聲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煲呔訪鐵礦促來港上市
積極招手

■曾蔭權（左一）在常振明（右二）等人陪同
下，聽取海水化淡廠的介紹。

■20多位網民昨日自發到警察總部外默哀，悼念
日前殉職的劉警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