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案件日前在高等法院審結。這次居港權官司不但是攸關民生的重
大議題，更是牽動本港的政局的事件，特別是在區議會選舉即將來臨之時，各政治團體
在處理外傭居港權問題肯定要加倍小心，以免因處理不善而衝擊選情。建制派由始至終
不支持外傭取得居港權，站在大部分市民的利益及立場上發聲，立場清晰，理據有力，
相信有利爭取市民的認同；就是同屬反對派的民主黨、民協等，在外傭居港權上也不敢
公然支持，於是採取了模糊化手段，黨的立場由何俊仁定調，既不支持釋法，又不支持
外傭取得居港權，而地區樁腳則可見機行事，如果是在中產區，自然要大力反對討好中
產，否則選也不用選了，可見外傭官司對選情影響極大，各黨派都不敢掉以輕心。

目標吸納青年及偏激選民
在這次官司之上，公民黨是始作俑者，不論梁家傑如何「切割消毒」，吳靄儀如何裝出

理直氣壯的樣子，都騙不了市民雙眼。同時，與公民黨同氣連枝，同屬於激進反對派的
社民連、「人民力量」以及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人權團體，卻不怕失盡民心，流失選
票，公然力撐公民黨的禍港行為，支持外傭取得居港權，確實令不少政界人士感到奇
怪。當然，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之流出來力撐公民黨，如果說是因為同志之誼難以
令人信服；說是為外傭爭取平等權利，以他們過往「口頭民主」的作風看來都是噱頭居
多，那他們這次公然與主流民意為敵，到底是為了什麼？

以筆者分析，激進反對派在外傭案上的取態，也是為了選舉考量。或問，主流民意都
不支持外傭取得居港權，激進反對派此舉失盡人心，理應是票房毒藥，激進反對派怎會
如此「倒自己米」。這種說法對於民建聯、民主黨等跨階層大黨而言確是如此，因為他們
都要 力爭取大多數中間選民的支持，但不要忘記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單是掌握到某一
個選民群體的支持，再加上一點明星效應，已足以取得議席。這些例子屢見不鮮，梁國
雄、陳偉業、黃毓民過去的行事立場從來不是爭取中間選民支持，都是集中吸納極端的
一群及年輕選民，所以哪管他們不斷煽動議會暴力，屢屢受到主流民意抨擊，但都不怕
失去立法會議席，他們的行事好似衝動激進，實際每個行動每個鏡頭都是對準目標群
眾，一個人可以取幾萬張選票，不是阿牛曾建成那些只懂死衝死撞的人可以做到的。

而在這次居港權之役，激進反對派的取態也是在配合選舉工程，做法是藉 為外傭爭
取居港權，以樹立堅定不移為弱勢爭權的形象，甚至為此不怕失去選票，目標觀眾是新
增得最多的青年選民、社運人士、人權組織及立場取向較偏激的選民。哪管中間選民口
誅筆伐，但目標觀眾卻看得拍爛手掌，不要忘記雖然近日在各網上討論區追打公民黨的
確實不少，但也有些人為公民黨行徑搖旗吶喊，這正是激進派最要爭取的目標。

90後選民4年來倍增成「處女地」
更重要的是，從選票的結構分析，各個年齡層的選民人數都出現增長停滯以至下降趨

勢，唯獨青年階層的人數持續大幅增加，最新資料顯示18至20歲的新登記選民，於2007年
至2011年這4年間，人數翻一番，由7萬人增至14.4萬人。試想激進派如果可以吸納這7萬
的新增選票，可以取得多少個區議會議席？多少個立法會議席？不要忘記，餘下已登記
的7萬人過去曾投票的也不多，是潛力極大的「處女地」。激進派知道在其他階層再開拓選
票不易，於是將精力都放在青年之上，當然如果外傭勝訴，以十萬計的外傭也是他們的

囊中之物，這十多二十萬的新增票源，如果要做地區工作，一點一滴為居民服務，要多久才可以得到？但一
宗居港權案件不但有機會取得外傭票，而且更可向青年展示社民連、「人民力量」的抗爭立場，令青年覺得
跟 黃毓民等與社會主流對抗很酷、很有型，加上一班公民黨大狀也在催眠說為外傭爭取權益是所謂「反對
種族歧視」，青年要爭取公義就要犧牲，自然容易吸引一些憤世嫉俗或入世未深的青年加入，並與民主黨、民
協等反對派進行了政治光譜的區別，這樣一加一減未嘗不可一博，於是便有了激進派力撐外傭一役。

激進反對派固然知道官司會影響區選選情，但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有多少區議員？加起來還遠
少於民主黨，要學民主黨、民建聯做地區服務要等至何年何月，而且難道你要「維園阿哥」去為長者量血壓
嗎？於是激進派決定背水一戰，對區選持半放棄態度，利用官司開拓新票源，在立法會選舉時才全力出擊。
不過，青年選民雖然增加迅速，但熱衷抗爭，認同激進派路線的相信只屬少數，大部分還是希望社會穩定，
得到一份好工作，經濟發展繼而改善民生，對激進反對派的一套未必受落，激進派隨時既得失中間選民，又
不能得到青年選民的支持，最後在選舉中自食其果。

重要時刻中央都送「及時雨」
回歸以來，當香港的社會經濟遭遇拐點之時，中央總

是及時制定各項政策給予支持。
2003年，才從亞洲金融風暴和科網股爆破衝擊緩過勁

來的香港，又遭受沙士的打擊。就在香港各方面發展遭
遇空前困難的時候，中央政府及時與特區政府簽署推出
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
稱CEPA協議），給予香港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貿
易投資便利化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時還開放內地居民赴
港個人遊政策（即俗稱的自由行），催谷香港旅遊人
氣。中央推出的政策對香港有如「及時雨」，對恢復香
港經濟和增強港人信心起到很大幫助。

此後，連續七年每年一度的CEPA「補充協議」簽
定，更陸續不斷地為香港發展注入強心劑。其中，文化
產業受惠良多。就電影產業而言，在CEPA所提供的優
惠政策之下，港資電影公司紛紛北上和內地公司合拍影
片。2009年香港電影發展局成功向廣東電影部門爭取批
准香港獨立製作粵語版的電影，在廣東地區同步上映(以
往只限合拍片)，促進兩地電影文化交流，令香港電影業
重現生機。此外，CEPA II實施後，香港業者可在內地
設立獨資、合資/合作經營的演出場所、畫廊/畫店、藝
術品展覽單位，亦可設立合資/合作經營的演出經紀機
構。內地在世貿的框架下，並沒有開放這方面的市場予
外國公司。這些對港優惠政策，促進了香港文化產業的
發展。

2009年國家發改委公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
劃綱要》，中央把粵港合作確定為國家政策。2010年，粵
港兩地簽署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將粵港合作推向
新的高度。在此框架協議之下，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得
到了凸顯，具體政策包括探索香港高等學校在廣東辦學
的新形式，支持雙方高等學校合作辦學，推動雙方中小
學教育資源相互開放，繼續開展教師協作與培訓交流合
作。支持香港名牌高校在珠三角地區與內地教育機構試

行合作設立高等教育機構；建立粵港聯合產學研合作基
地，推進建設聯合實驗室、聯合工程研究中心、人文社
科研究基地、聯合科學創新園，支持兩地高校共同承擔
國家和省部級重點科研項目。

在今年3月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更是首次在國家五年規劃
中將港澳部分單獨成章，對於港府銳意推動的六大優勢
產業給予特別支持，綱要表示：「支持港澳增強產業創
新能力，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社會協調
發展。支持香港環保、醫療服務、教育服務、檢測和認
證、創新科技、文化創意等優勢產業發展，拓展合作領
域和服務範圍。」

青年是最大受惠者
中央在各個階段推出的惠港措施中，文化教育領域佔

了相當大的比重，在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的同時，受惠最
多的應是青年人。

近年來，兩地學生交流的願望越發突出，內地學生赴
港求學，香港學生也看好內地的名牌大學，這種交流使
得兩地學生開闊眼界，並拓展了學生升學和深造的空
間。國家允許香港的大學優先到內地錄用考生，出現了
內地狀元湧香江的現象。目前不僅高考尖子大量湧港，
香港的碩士研究生也有二成是內地學子。這些人才學成
後，大都留在香港發展，成為香港受歡迎的寶貴人力資
源。

中央同時鼓勵香港學生到內地求學，李克強副總理在
訪港期間宣佈了中央惠港一系列新措施，其中就包括內
地部分高校試行免試招收香港學生的做法。過去，香港
中學生如果想報讀內地大學，少不了要參加「聯招考
試」，但考試內容與香港高中的授課內容並不完全「接
軌」，有意願赴內地讀大學的香港學生往往要為「聯招
考試」單獨備考，這無形中加大了部分港生的負擔。新
措施結束了這種局面，港生以後只要全力以赴應對香港
本地的高中文憑考試就可以了，學生們壓力減小了，但
求學的選擇面卻拓寬了許多。

在此之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會見香港青年
代表團時表示，國家關注香港青年人的「三業」問題

（學業、就業、置業），將拿出更多資源為香港青年人解
決「三業」問題創造更好的條件。目前深圳、廣州、珠
海等地正在考慮建立專門的開發區，為香港願意北上創
業的年輕人提供更多的機會。

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李克強副總理港大
之行所體現出的是對香港文化教育和年輕學子的重視，
回首中央對香港文化教育的一貫重視，以及兩地文化教
育不斷的深入交流與合作，可以預見中央將順應兩地文
化教育界的交流與合作願望，更加積極地給予優惠政策
與大力推動。香港應把握良機，實現新的發展；香港年
輕人更應把握良機，實現人生夢想。

（紫荊雜誌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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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永遠是最大的政治。有人說，特區政府的民望下
跌，肇因於政制，政制一天不實現普選，無論誰擔任特
首，亦只會是弱勢政府。此論述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如董
建華及曾蔭權上任之初，他倆的民望也是相當高企的，後
來，由於外圍及內在的種種原因，他們的民望才逐漸落
下，當中，主要又由於民生問題。如政制決定了民望，又
怎樣解釋，他們剛上任時的高民望呢？美國總統及日本首
相，也是由選舉產生，亦同樣面對 民望低企，施政舉步
維艱的問題。可見，施政本身，絕對較特首的選舉辦法，
更影響民望；而搞好政治，先要搞好民生。

問題在於，我們社會的精力，逐漸被政治議題所壟斷，
普羅市民所接觸到的社會資訊，大多是與經濟民生無關係
的政治爭拗，被擅長發酵政治議題的政黨牽 鼻子走，導
致社會內耗，港人分化。相反，一些踏踏實實，聚焦於民
生議題，落力社區服務的政黨，由於不擅長煽風點火，譁
眾取寵，也就得不到鎂光燈的青睞。其實，搞地區工作，
就如愚公移山，一石一石地搬，一家一家地幫助，難以於
一時三刻得到全港性的知名度，但對於受助者而言，地區
工作者的工作是重要的，其成果也是實在的。那些專注搞
政治議題的政客，口舌之爭，或可博得傳媒注意，助長知
名度，然而，對市民而言，除多了一場政治show、多了一
則政治新聞，還有什麼實質的益處？

專注民生關心社區方是正途
毫無疑問，辛勤的蜜蜂，較花枝招展的蝴蝶，更應值得

尊重和注視。香港實在需要更多踏實、沉穩的政團和地區
工作者，擱下虛無縹緲的政治爭議，重新專注民生，關心
社區，方可帶領香港走回正途。在政府管治層面，其實問
題更加嚴重。由於政治議題可輕易的搶得曝光，所以各政
黨積極發掘政治爭端，向政府狂轟猛炸。官員光是到立法
會解釋，招架議員的質問，已疲於奔命，又如何專心致志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政黨小事化大，奢求零錯誤，動輒
得咎，最直接的後果是，助長了官場「多做多錯，少做少
錯，不做不錯」的風氣。更糟糕的是，政客窮追猛打，反
製造了政府管治上的惡性循環：「政客愈猛烈批評，政府
除忙於招架外，也愈來愈弱勢；政府愈無法專注於施政，
愈弱勢，政客也就批評得愈猛烈」。

事實上，有些外圍及結構性的問題，不可能一時三刻解決的，政客加
緊催逼，除了贏取曝光外，根本就無甚意義，更反而虛耗了政府的精
力，壞了大事。管理學的書籍，經常提到，董事會要給予空間管理層，
管理層也要給予空間員工，予以耐性及包容，只顧批評不一定有用，損
及士氣，於事無補；換了舊人，新人亦未必更勝一籌，頻繁的人事變
動，更會導致政策及管理不穩定。公司對待員工如是，官員也是人，政
客和市民看待官員，也許亦應如是？如政客為求曝光，咄咄逼人，不問
效果之風不改，就是香港實行普選了，亦只會重蹈今天美國和日本政府
寸步難行、民望低落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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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成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國民教育促成長 增撥資源助推行

張海祥 時事評論員

美國成欠一屁股債的「世界警察」

從選票的結構分析，各個年齡層的選民人數都出現增長停滯以至下降

趨勢，唯獨青年階層人數持續大幅增加，激進反對派知道在其他階層再

開拓選票不易，於是將精力都放在青年之上。激進反對派的算盤是居港

權案件不但有機會取得外傭票，而且更可向青年展示社民連、「人民力

量」的抗爭立場，令青年覺得跟 黃毓民等與社會主流對抗很酷、很有

型，加上一班公民黨大狀也在催眠說為外傭爭取權益是所謂「反對種族

歧視」，自然容易吸引一些憤世嫉俗或入世未深的青年加入，這樣一加一

減未嘗不可一博，於是便有了激進派力撐外傭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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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期即將屆滿，期間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討論。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觀察到現今學生的價值觀薄弱，對自己的國民身份感
到迷失。如何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是老師不可推卸的責
任。

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容易迷失自我，甚至作出有違道德的行為。最
近英國發生了青年人的暴動，在這次暴動中，青年沒有訴求，只有搗亂、
破壞、搶劫。在事件中我們看到，這些青年人缺少了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
—道德的約束。因此，從小和學生一起探討、分享，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
道德觀、價值觀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至於推動國民教育，對下一代的成長和發展都有好處。可惜，有些別有
用心的政客刻意大做文章，高舉「洗腦」的旗幟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其
實，「洗腦」本來就是一個十分主觀的論斷，如果說教導學生認識國情是

「洗腦」，那麼為何灌輸其他價值觀就不是另一種「洗腦」呢？說到底，反
對者根本就是持雙重標準罷了。再者，身為前線教師，當知道有人將教師

教導國民教育等同向學生「洗腦」後，無疑會感到十分失望和痛心，這是
對教師團隊的一種不信任和侮辱！教師受過專業的培訓，懂得如何引導學
生多角度思考，更何況現時社會資訊流通，學生能夠從多方面的渠道了解
國事，從而自我形成一套理念和價值觀，「洗腦」根本無從發生。

但是在這裡，我也必須為我們的老師鬆一鬆手腳。課程的發展需要長時
間醞釀，故推行此科不宜過急，必須讓教師有時間消化應付。新學科的推
行應按部就班，分級、分階段逐步推行，並因應校本的需要，靈活落實推
行。由於此乃屬全新的學科，教師一般欠缺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故需要接
受額外的培訓。

且從教改後，教師的工作量倍增，根本就難以抽身進行培訓。早前教聯
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成半受訪教師期望增加人手，減少課節。有關
當局應藉 推行此科的契機，增撥資源，設立額外的常額教席，以釋放教
師空間，進行培訓。此外，由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內容甚廣，當局應提供
相應教材和教學資料配套，以減少教師備課的壓力。

美國副總統拜登於2011年8月17日對中國進行為期6天的正式訪問。在與
溫家寶總理的會談中，拜登強調美國政府非常重視美國國債的安全和穩
定。8月21日，拜登在四川大學發表演講時重申，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是
安全的。保守估計，中國持有美國的國債總額超過1.1萬億美元。

拜登對中國領導人和老百姓一再保證美國國債信用的主要原因，是由於
美國國會剛好在8月2日通過了總統奧巴馬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的
法案，從而避免美國政府出現債務違約的危機。該法案使美國的國債上限
由原來的14.29萬億元上升至16.39萬億元。以2010年美國的名義GDP總額
14.52萬億元和同年GDP年增長率2.9％計算，就算美國國民用盡2011年的
GDP，仍然未足夠清還所有的債務。

美國以債支「軍」
這次美國國會通過提高國債上限和削減赤字的法案不是沒有條件的，其

中的一個條件就是在未來10年內削減3,500億美元國防開支。新任國防部長
帕內塔卻隨即警告，如果國防開支再遭大幅削減，將會危害美國的國家安
全。自2001年開打阿富汗戰事以來，美國共用去直接的軍事開支總額達到
3,210億元，平均每年32億元。此外，自2003年軍事入侵伊拉克以來，美國
在伊拉克的軍費總額就達到7,840億元，平均每年980億元。儘管2008年全
球金融危機爆發使美國的GDP增長率在2009年跌到負2.66％，美國2010年
的國防開支預算仍然達到6,923億元，比2009年的5,154億元還多出34%，佔
全球各國國防開支預算總和的43%。2012年美國的國防開支預算總額為
7,074億元，其中海外軍事行動開支預算(含伊拉克和阿富汗戰事)為1,175億

元，佔國防開支預算總額的17％。這些都是美國自詡為「世界警察」之名
而實際上推行「全球霸權主義」之實的代價。

儘管債台高築，美國的全球軍事部署並沒有收縮之勢，除了伊拉克和阿
富汗的戰事還在持續外，2010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乘出席在越南首
都河內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之機，高調聲稱美國要「重返亞洲」，並提出
美國高度關注從來未有發生過的所謂「南海自由通航問題」的「南海言
論」。顯而易見，美國企圖利用南海的主權爭議，聯合越南和菲律賓等一
些東盟國家，對我國實行圍堵和遏制的戰略部署。

華盛頓的「有心無力」
雖然美國已經認定全面遏制中國崛起是其主要的國家目標之一，但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經濟態勢每況愈下，並且可能要面對
二次衰退的厄運。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仍然持續，美國在未能從中
抽身之餘，對亞太地區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是「徒有軍事心，而無經濟
力」。

在南海主權爭議的問題上，近期那些有意染指南海資源的東盟國家對美
國「眉來眼去」，非要把這位「世界警察」拉下水不可。然而，美國心中
的如意算盤卻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除非「野火直接燒身」，否則美國只
會願意對這些東盟國家提供「口惠而實不至」的「等距離支援」。除了在
外交上「聲援」從而煽動這些東盟小國長期與中國對抗外，美國最大可能
做到的就是提供有償的軍事援助，乘機大做軍火生意，這是美國歷史上一
貫慣用的「脫貧伎倆」。

李克強副總理訪港三天的行程，向香港各界闡述了中央挺港六大政策和三十六項措施，從促

進經濟發展的大政到直接惠及民生的項目，其中最主要的優惠政策在於金融貿易方面。但我們

也不應忽視的是，在短短的三天的行程中，李克強副總理出席香港大學百年校慶是作為一項重

要活動來安排的，其彰顯的是中央對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視與期待。

李副總理帶來文化教育政策造福青年
和　風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典
禮，勉勵學子有志、有為、有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