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煽動外傭對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不滿
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已煽動起外傭對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的不滿，

在港人和外傭之間製造了矛盾和衝突，嚴重影響本港的社會和諧。在公

民黨的誤導和煽動下，外傭組織上街遊行示威，手持「我們是工人，我

們不是奴隸」及「給所有在香港的人公平權利」等抗議橫額，批評特區

政府誇大有資格獲取居港權的外傭數目。值得注意的是，外傭組織所表

達的對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的不滿，與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辯護和攻

擊特區政府的言論如出一轍。

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引起港人反感，本港多個組織和團體收集市民

簽名，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市民簽名踴躍。有組織更呼籲，「反對外

傭擁有居港權，港人團結一致，保衛家園」。這反映港人擔憂一旦外傭有

香港居留權，而直系親屬亦可能申請來港，將會出現與本港居民「爭學

校、輪公屋、逼醫院」等情況。

外傭與公民黨言論何其相似
在外傭組織上街遊行示威之前，公民黨辯稱「即使特區政府敗訴，只

有極少數外傭符合有關條件，對香港社會影響有限」，並聲言「特區政府

『放風』推出多個應變措施是『自己嚇自己』」。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接受電

台「烽煙」節目訪問時揚言，根據入境條例，外傭需要符合「苛刻條件」

才會獲批居港權，包括要在香港有慣常居所、要納稅、要家人在港等，

估計成功申請個案「不多」，「這些條件不容易符合的」，「輸了官司也

沒有大不了」。公民黨企圖淡化外傭取得居港權的後果。外傭組織按照公

民黨的口徑，聲稱政府誇大數字，即使住滿7年的12萬外傭獲得居留權，

也不會把40萬的家人帶來香港，因為香港生活費用高昂，而且就算來了

也不會都去 綜援云云。

公民黨攻擊政府和民建聯故意「散播謠言」、「危言聳聽」、「製造恐

慌」，指責「社會對此案的觀感，是變相向法庭施壓，衝擊法治精神」云

云。外傭組織亦步亦趨指責，「政府及部分政客不斷發放將有大量外傭

及其家屬湧港的消息，是製造公眾恐慌」云云。

公民黨污衊「人大釋法破壞法治」，聲稱港府「不應藉詞提請人大釋

法，衝擊法治制度」云云。外傭組織鸚鵡學舌，說即使特區政府敗訴，

不應尋求人大釋法，否則會「損害香港司法獨立」，若政府提請人大釋

法，是帶頭歧視外傭云云。

公民黨的如意算盤
公民黨的如意算盤是，一旦外傭有香港居留權，在香港已居住滿7年的

12萬外傭，就擁有選舉權，不斷增長的外傭及其親屬，都可能成為公民

黨的鐵票。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公民黨得票20萬，若果外傭有香港居

留權，公民黨的得票可能從20萬增加到30萬，此後可能遞增到60萬。這

樣，香港各種政治力量均衡參與的政治生態就會遭到破壞。

公民黨成立時，就奢談要成為香港的「執政黨」。公民黨要成為「執政

黨」，政治邏輯不通，政治野心爆

棚，徹底暴露公民黨妄圖把香港變

作獨立政治實體的「港獨」立場。夢

想成為香港「執政黨」而不惜為外傭

爭居港權，這也許就是公民黨冒天下之

大不韙協助外傭爭居港權的奧秘所在。

對公民黨為實現其狼子野心而不惜出賣香港，網民

抨擊：「公民黨一日到黑搵法律漏洞，一而再，再而三，為 外來人口的

選票，出賣香港人。」有網民呼籲：「好明顯，公民黨的狼子野心，路人

皆見，為擴大票源，不惜慷香港市民之慨，將居留權奉送。我在此呼籲，

各位香港同胞，一定要踢公民黨的人出立法會！」

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激起公憤，在選舉中必然流失中產選票。公民

黨既想通過為外傭爭居港權為自己增加大量鐵票，又想挽留被外傭居留

權案嚴重傷害的本港中產階級的票源，可謂機關算盡。但是，不管公民

黨如何狡辯和機關算盡，公民黨是外傭居港權案「幕後黑手」是他們無

法抵賴的。而調查發現，逾51%受訪者認為公民黨需要對出現這場官司負

上責任。公民黨必須為外傭居港權案帶來的惡果負上責任，為他們與港

人利益為敵的做法付出代價。廣大選民特別是中產階級選民，也將會在

選舉中讓公民黨「票債票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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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為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在
社會上引發了強烈反彈。公民黨提請
司法覆核的理據是現時的入境條例與

《基本法》有牴觸，有歧視外傭之
嫌。先不論公民黨提出的理據十分薄
弱，也罔顧了其他國家或地區同樣有
限制外傭取得居留權的做法。就是從

實際操作來說，入境條例訂立多時，公民黨為什麼
不早早提出覆核，在港英政府時不提出、在回歸後
十多年也不提出，而突然在近日發難，當中的時機
是否經過計算，值得社會深思。

有反對派中人近日私下指出，公民黨在區議會選
舉弄出這樣一「棘手」議題實在是「靠害」，對於一
班向來站在道德高地，自由人權不離口的反對派中
人來說，理應要支持外傭爭取所謂的「權利」，否則
如何保全其道德光環？所以民主黨、「人民力量」
及其他反對派近日也不情不願的支持公民黨訴訟。
然而，他們也知道這樣公然倒香港米的行為是選舉
票房毒藥，所以不斷要轉移視線，淡化外傭湧港的
衝擊，盡量將損害減輕。但現在看來民憤強烈，反
對派已經騎虎難下，難怪不少反對派特別是準備參
選者對公民黨大為不滿。

問題是公民黨為什麼要選這個敏感的時間發難？
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最低工資剛完成立法。如果
在以前公民黨要發動外傭提出司法覆核，外傭未必
願意與僱主對 幹，但在最低工資立法後，外傭假
如取得居港權不但可享用本港的各項福利，薪金也
將與最低工資看齊，加幅是現時的幾倍，這也是她
們一直爭取的目標。現在居港權等如與最低工資掛

了，自然增加了她們訴訟的誘因，否則誰願意跟
公民黨「拋頭露面」？二是立法會選舉在下年進

行，如果現在進行訴訟，假如官司勝訴，居港滿7年
的外傭正式取得居港權，剛好可趕上立法會選舉投
票，屆時逾十萬的鐵票將成為公民黨的巨大資本，
五區多取一席並非妄想，反對派龍頭之位也可手到
拿來。假如官司再拖下去，則難以趕及下屆立法會

選舉了。
由此可見，公民黨在這時提出司法覆核，在時間

上是有精密的計算，既可以最低工資為餌，吸引外
傭參與，也可通過為外傭爭取居港權，令她們在下
年立法會選舉中投桃報李。至於官司可能會影響區
議會選情，對於一向不重視區選，而且地區工作薄
弱的公民黨而言根本不會放在心上，拖累其他反對
派選情對公民黨也未必全是壞事，這樣一計算現時
發難也就順理成章了。不過，公民黨估不到的是事
件引發社會眾怒，甚至連中產階層及專業人士也反
感公民黨唯恐天下不亂，直接打擊了公民黨的基本
盤。而且儘管外傭官司勝訴，當局也不會任由外傭
湧港，開拓票源的目的也會泡湯。看來，公民黨機
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公民黨發動外傭官司的時間巧合 卓　偉

公民黨企圖淡化其協助外傭爭居港權的影響，但有關惡果已開始浮現，社會爭論趨激烈成兩陣對壘，外傭和港人各自發

動請願示威及簽名運動。一邊是外傭上街遊行示威，抗議香港政府和社會歧視外傭，一邊是外傭爭居港權引起港人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外傭組織所表達的對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的不滿，與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的辯護如出一轍。這正是公民

黨作為外傭居權案幕後黑手的重要證據。公民黨的如意算盤，是使外傭有居留權後便成為公民黨的鐵票，以實現其成為香

港「執政黨」的狼子野心。部分外傭團體對此心照不宣，言論與公民黨亦步亦趨，也就不奇怪了。

公民黨與外傭團體言論為何如出一轍？

■責任編輯：袁偉榮　

公民黨
■即使特區政府敗訴，只有極少數
外傭符合有關條件。

■政府和民建聯故意「危言聳
聽」，「製造恐慌」。

■港府「不應藉詞提請人大釋法，
衝擊法治制度」。

外傭團體
■特區政府誇大外傭獲得居留權的
數字。

■政府及部分政黨製造公眾恐慌。

■特區政府不應尋求人大釋法，否
則會「損害香港司法獨立」。

公民黨與外傭團體言論對照

民主黨與公民黨爭 代表反對派，參選新一屆特
首已是人盡皆知之事。目前，民主黨「去意已
決」，拒再為公民黨抬轎，尤其該黨「元老」、已故
的司徒華所著的回憶錄《大江東去》中，有關該黨不參與所謂「公
投」時強調了「不讓其他政黨（當時為社民連）掌握領導權」的重
要。政界中人說：「民主黨班領導睇完呢本書，搞到幾晚都 唔

！」

自製初選既定事實
他坦言，未來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的落實，勢將掀起連串爭拗，因

此，是次參選關乎到該黨未來的話語權及「領導權」，故民主黨「誓
死不讓」，而在將問題交由該黨黨員大會決定時，該黨主席何俊仁

（鐵頭仁）顯然已「未卜先知」，預早準備了供反對派「初選」用的
iPad，在大會「大比數通過」反對派派員參選特首後就即時向現場
採訪的傳媒展示，逼公民黨配合起舞。

政界人士說：「如果反對派各自為政，自顧自派員參選，結果只
會大家 唔到足夠提名，到時冇人 到入場券，就大家都難向支持
者交代，但 家民主黨推銷佢 iPad初選機制，講到頭頭是道，
公民黨睇怕都好難拒絕，所以鐵頭仁呢一招真係絕！」

公民黨倡輪流玩被拒
據悉，公民黨知「大勢已去」，一度「冠冕堂皇」地向民主黨建議

稱，「上屆行政長官選舉由公民黨出選，所以今屆就讓民主黨參

選，下屆再由公民黨來參選，每人參選一屆」。不過，
民主黨「睬佢都傻」，因為下一屆特首選舉正是2017年特首普選之
時，民主黨並非白癡，豈會中計？在民主黨黨內討論公民黨的建議
時，大家都嗤之以鼻，而結論就是「一人一屆？應該屆屆都係民主
黨！」

公民黨面對民主黨「來勢洶洶」，明知再顧左右而言他不再可行，故
正處於「進退兩難」境地，暫時先就反對派參選問題提一些無關痛癢
的批評，並繼續與民主黨搞所謂的「反對派協調小組」，再想辦法。

新舊丐靠狙擊搶鏡
有反對派中人則坦言，在舉行「協調小組」之前，其實民主黨及

公民黨已經就某些問題「傾掂數」，其他出席者只是「被知會」。不
過，他們仍然願意參與，只是想繼續在這個舞台上佔有一個角色，

「就算冇料做唔成主角，都可以做 配角，分分鐘可以由開場一直玩
到完場，已經抵晒啦！」不過，「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就計劃另闢
戰線，在多區與民主黨對撼，借「選特首」之機大抽其水，近期

「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更積極到油尖旺與地區人士「打招呼」，矛
頭直指該區的「懶將軍」、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看來這場多角混戰，
勢必一波接一波，好戲繼續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近年
推動新高中

課程改革，將通識列為必修
科，加強培育中學生的思考分
析能力，但亦令許多初接觸這
個科目的學校頗感頭痛。集各
方人才於一身的民建聯近日就

「諗緊點幫 忙」，準備主動向
學校「敲門」，組織不同專
業、行業背景的黨員，開辦另
類「通識補習班」。

民記領導層換屆後，十分積
極加強形象宣傳工作，既換了
全新口號，又出新書講黨史，
稍後亦計劃殺入學校，搞搞

「通識補習班」。
民記副秘書長、負責民記宣

傳及公關委員會的陳學鋒透
露，現在很多學校都想辦法
為學生舉辦很多課外活動，
協 助 學 生 掌 握 通 識 內 容 ，

「既然民記有這麼多來自不同
行業的人士，完全可以諗
幫 學生」，故他們正在黨內

「徵兵」，先找一些有興趣幫
手的黨員，之後會再與學校
聯絡，「好似（中大航空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羅祥國
就可分享 係咪應建第三條
跑道，佢最熟，唔備課都大
把 講，稍後民記會與有興
趣的學校商討合作。

推活動宣傳政策建議
民記早前向特首曾蔭權提出

一份羅列百多項政策建議的施
政報告建議書，不過內容繁
多，很難讓市民逐一記得其建
議。

學鋒透露，他們準備在施
政報告諮詢期間，推出一輪
民記政策建議宣傳，其中抽
出多個重點建議，向大眾宣
傳，亦會找一些與這些政策
相關的問題個案予傳媒，希
望大家可以更清晰地記得民
記的政策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發揮所長

自由黨刊廣告質問 訟棍黨續龜縮

政改方案通過，每次特首以及立法

會選舉都會朝 全面普選更進一步，

故各反對派政黨都視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以及明年的特

首和立法會選舉為爭奪政治曝光率的大舞台。其中，特

首選舉因關乎到全港市民的福祉而成為全港矚目

的大事，反對派各政黨自不放過「抽水」的機

會，除民主黨及公民黨為爭奪「反對派龍頭棍」

而「打生打死」外，還有蚊型黨就計劃全程

參與來「沾沾光」，而「人民力量」就決定

靠狙擊民主黨來爭取鎂光燈，大家齊借是次

選舉大抽政治油水，所謂市民福祉，在各反

對派政黨眼中不過是舞台上的紙板布景，做

做樣子而已。

「外傭爭取居港權」
的司法風波引發全城

恐慌，被質疑是「幕後始作俑者」的
公民黨，繼續「避得就避」，仍然不願
就「外傭居港權」問題公開立場，反
之四處推卸責任，企圖「掩耳盜鈴」，
分散港人注意力。不過，香港社會各
界並未被這種轉移視線的伎倆欺騙而

「放過」公民黨。自由黨就在報章刊登
題為《公民黨，你們是否贊成外傭可
享居港權？》的廣告，要求公民黨在
有關問題上還香港市民一個交代。

自由黨昨日在報章刊登題為《公民
黨，你們是否贊成外傭可享居港權？》
的廣告，指外傭若有香港永久居留
權，可能令特區政府每年綜援開支上
升60億元，教育和醫療開支上升86.8
億元，公屋輪候冊亦可能增加10萬個
家庭，又質問道：「公民黨，假若李
志喜（代表外傭爭取居港權的公民黨
創黨黨員）在官司中勝訴，請問香港
點算？」要求該黨交代他們在這問題
上的立場。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隨即發表「聲明」
還擊，聲言要尊重申請人興訟的權
利，並上綱上線地聲稱，該黨此舉是

「在廣告中曲解法律條文及公開施壓，
影響司法公正」，更「呼籲」自由黨主
席劉健儀帶領自由黨「捍衛司法獨

立，糾正謠言」，「維護香港賴以成功
的法治精神」。　

曲解居港權遭炮轟
同 日 ， 公 民 黨 亦 在 其 「 面 書

（facebook）」中上載所謂「立足事實，
認清真相，非中國籍居民申請居港權
知多 」的「小知識」，聲言要教市民

「認清」外傭就居港權提出的司法覆核
帶來的「真正」影響，卻令網民集體
反彈，接連在「面書」上留言譴責，
但公民黨卻「控制言論」，選擇性刪除
批評留言。網民「Jenell Lee」勸喻公
民黨回頭是岸，「不要浪費無謂精力
跟市民玩文字遊戲了，市民已經對公
民黨完全失去信心，為什麼總刪除一
些留言？」

選擇性刪異見留言
「Jacky Wong」亦在「面書」力數

公民黨「6宗罪」，包括扭曲事實、掩
人耳目、製造恐慌、濫用言詞、為票
損人、避重就輕，強烈要求公民黨將

「唯恐天下不亂」列為政綱，「我強烈
反對公文袋，為了自己黨派政治利害
而將香港社會安定搗亂、用港人福祉
換取選票。班狡猾政棍成日話人抹
黑，好令人討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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