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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激沒有好下場
社民連覆沒 人民力量僅一倖存

陶君行辭職不知衰 續玩抗爭路線

撐政改顯理性
白鴿民協保盤

今屆區選結果揭盅，反對派在高
投票率下卻只取得82席，教不少學

者跌碎眼鏡。不過，選前不少人都預
測聲稱遭左右夾擊的民主黨、民協只是
「假告急」，有過去的地區工作基礎，兩
黨未必會被「一鋪清袋」。事實上，兩
黨的選舉結果或未如理想，但相較公民
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兩黨所得成

績已經「合格」。政界中人認為，兩黨能夠力
保不失，與他們去年支持政改方案未必直接
相關，而是因為社會更重理性論政、溝通包
容，而不喜歡激進衝擊、粗野暴力。
在反對派「全線見紅」下，民主黨今屆只

失3席，民協亦只少一席，可謂「異數」。但
政界中人坦言，結果既在意料之外，亦屬意
料之中，意料之外是今屆選民未有受反對派
打出的告急、悲情牌所迷惑，理智運用手上
的選票，表達重和諧、謀發展、求穩定的意
願，結果投票率高未見有利於反對派；意料
之中的則是民主黨及民協不會遭到「大敗」，
即使選情未必見好，但亦不會太壞。

走理性路線 吸溫和中間票
政界中人認為，民主黨及民協能夠穩守

「固有陣地」，與去年支持政改方案而吸納一
批中產溫和選票未必直接相關，但兩黨的
「表態支持」，無疑會令一部分選民認同其理
性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步伐，並與策動所謂
「五區公投」的公民黨、社民連及人民力量作
出「理性與激進」的陣線劃分，繼而守住溫
和中間選民的「基本盤」，並在告急效應下，
成功催谷這些中間選民出來投票，而鞏固了
原有的地盤，亦有隨大勢而遭滑鐵盧。
由今屆選舉結果亦可見，民主黨及民協都

出現「新舊交替」，多個「大佬級」人馬敗
選，同時有新人隔區「補位」，顯示選民對作
為反對派老牌政黨的民主黨、民協由「老面
孔」操盤多年，第二、第三梯隊遲遲未能上
住的做法已有所不滿，故今屆就用選票告別
反對派的「老人幫」，卻在多個選區寄望新一
代候選人能夠接棒。這亦令兩黨即使都有
「大佬」墮馬，在議席數目上卻只有輕微損
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在是次區選中，除了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
梁國雄在觀龍選區「狙擊」民建聯競逐連任的

葉國謙大敗外，4名現任區議員全數落敗，包括竹園北
區的陶君行，以1,660票敗於取得2,754票的丁志威；樂
康的「阿牛」曾健成以1,871票敗於取得1,916票的李進
秋；翠灣的古桂耀以1,926票敗於取得2,336票的關瑞
龍，樂活的麥國風更只得742票，以大比數敗給1,262票
的白韻 。
就此，陶君行決定辭去社民連主席一職，由該黨外

務副主席鄧徐忠出任代主席一職，直到12月改選為
止。他聲稱，他們會以「謙卑的態度」，承認是次選舉
策略失敗，又稱勝敗乃兵家常事，而議席只是平台，
並非他們參選的目的，最重要令他們明白該黨理念，
故他們會繼續堅持所謂「抗爭路線」。

「狙擊」阿謙慘敗 「長毛」不後悔
「長毛」聲稱，是因為社民連早前分裂，令原本屬

他們的選票被分散，但就聲言他們不會後悔，更不會
為遷就選舉而更改「創黨理念」，並聲言，是次區選結

果令他感到有「不祥的預兆」，聲言這反映了年輕人訴
求不為年長者接受，故不滿情緒將會爆發，反對派更
應帶頭發起「不合作」運動。
是次連任失敗的麥國風及古桂耀，更聲言在投票當

日，建制派「一車一車從深圳載人來港投票」，及致電
提名他們的人。麥國風更聲言，他的一名「核心支持
者」在投票前夕「突然失 」，原來是去了東歐「旅行」
云。
「人民力量」是次派出63名成員參選，最終只取得1

個議席。其中，狙擊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的立法會議員
陳偉業落敗，在大坑選區出戰的主席劉嘉鴻只取得141
票，被其「狙擊」的對象、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的965
票大幅拋離，而其「核心人物」、出戰黃埔東狙擊民主
黨黃碧雲的歐陽英傑，僅取得371票，而「對手」就取

得1,513票，可謂貽笑大方。

黃毓民認票債票償失敗
該黨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承認他們「票債票償」的行

動失敗，錯估了形勢，例如樂翠選區，何俊仁有一定
的地區實力，令陳偉業落敗，他對此感到失望，但就
否認該黨激進，並聲言這是被「主流媒體」以至其他
反對派政黨大肆批評及醜化，故該黨不會改變狙擊的
目標。
黃毓民又稱，「今日唔得，唔代表以後就唔得」，指

有部分地區議員辦事處的職員由於有服務地區的經
驗，故在是次區選中「得票率不差」，他們往後會投放
更多資源，讓年輕一代專心在地區服務，希望在10年
後培育到一批生力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
陣營多員「明星大將」被拉下馬，有
學者認為，這對明年立法會選舉部署
甚有影響，更有可能觸發香港政治版
圖的改變。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
導師蔡子強計算了今屆區議會選舉各
個政黨的得票率。他發現，民主黨、
公民黨、社民連的得票率分別由
49.6%、38.4%、33.2%跌至43%、
35.1%、23.3%，即分別下跌了6.6個
百分點、3.3個百分點、9.9個百分
點，反觀專注地區的細黨如民協、新
民主同盟及街工在選票上有進帳。

高投票率利「泛民」定律被打破
今次區議會選舉結果顯示，高投票

率對「泛民」有利的定律亦被打破，
蔡子強提到了3個值得觀察的現象：
山頂區投票率由去屆36.7%上升至
46.7%，但陳淑莊得票只增加了25
張、陳浩濂較上屆的林文傑多了826
張票；在葵青荔華，投票率高達
52.9%，但李永達只多了233票，對手
朱麗玲多得1,038票。黃埔東投票率亦

逼近5成，民主黨黃碧雲多了271票，而競逐連任
的梁美芬升幅比她更高，多得510票。

或改變立會直選「6：4」比率
蔡子強指，或許有很多人聲稱這個結果是因為

有人「種票」，但他認為未必是如此，因為要在
這些選區種票成本很高，也因為「社會上巿民好
想發聲，好想利用選票表達對泛民主派不滿」，
並預言反對派的地區樁腳被淘空，來年立法會選
舉有可能動搖到傳統上的「6：4」的比率。

另外，就是次區選對反對派明年爭取「超級區
議員」議席可能帶來的影響，香港城市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坦言，自己本來預期民
主黨和公民黨會各佔一席，但現在公民黨已經無
緣參選，民主黨的壓力亦很大，明年調兵遺將會
很困難。他認為，甘乃威的形象不及何俊仁，但
如果何俊仁參選，又沒有適合人選填補何的直選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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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在今屆區議會
選舉中共取得47席，較上屆的59個議席大幅減少了12
席。民主黨將多位「明星」是次落敗歸咎於「人民力
量」的狙擊，但整體形勢未見危急：該黨總得票較上
屆多了3.2萬張，尤其在受到「人民力量」狙擊的選
區，該黨候選人的得票率平均達40%，反之其他選區

的得票率平均只約34%，而該黨多名重點栽培的年輕
候選人亦得勝。

何俊仁歸咎「人力」狙擊
民主黨在是次區選的得勝率為35.6%，較上屆的

54.6%，大跌了19個百分點，整體議席亦減少了12個，
而多名領導層，包括
副主席單仲偕、立法
會議員李永達及黃成
智等均被對手以大比
數擊敗，民主黨主席
何俊仁將之歸咎於
「人民力量」的狙
擊。
不過，在是次選舉

中落敗的單仲偕，就
披露民主黨在上屆取
得的59個議席中，有
部分議員退黨及去

世，到今屆區選提名前只餘下50席，加上有4名現任議
員決定不參選，最後，只得46名現任議員角逐連任，
故是次選舉共取得47席，為原先訂出46至56席的目標
議席的「最低下限」。

死撐區選成績「勉強合格」
何俊仁亦形容，是次選戰成績「勉強合格」，故毋須

有人要負責下台，並稱建制派的實力與組織力愈來愈
強大，從選舉工程、部署及資源分配等均漸趨成熟及
具系統，未來民主黨會虛心聆聽民意，以更加掌握社
會脈搏，又坦言雖然有多名資深黨員在是次區選中落
敗，但亦有多名年輕參選成功當選，民主黨會為他們
提供培訓，分享經驗，讓他們可以更快投入議會工
作。
他又稱，自己成功連任區議員，加強了他明年參與

競逐新屆特首選舉的信心，但是次區選結果對該黨的
立法會選舉部署會帶來一定影響，尤其是「超級區議
員」的部署，故他稍後會與其他反對派政黨進行協
商，初步未有任何立場。

議席大減12席白鴿黨拒認「萎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人民力量」在區議會
選舉發動「票債票償」行動，曲線推高民主黨的得票
率，但亦因此而令該黨多名「政治明星」，包括副主席
單仲偕，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及黃成智等「落馬」，民主
黨主席何俊仁亦險此連任失敗。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
批評，經過是次區選，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已非他們的
同路人，「既然不是同路人，大家已經沒有什麼好
講」，故民主黨在未來選舉會和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劃清
界線，不會再磋商合作。

日後比拚 不再與對方協商
劉慧卿在民主黨的記者會上稱，民主黨以非暴力方

式參政，但就受到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狙擊，此
後「大家已非同路人」，未來選舉會各自比拚地區實
力，不會再與對方協商，並「下戰書」稱，對方即使
再來「 票」，「我 都未驚過！」
何俊仁亦指，「人民力量」以政治議題狙擊民主

黨，所為令人反感，「破壞民主團結」，而在是次選舉
中，「人民力量」所得支持並不多，證明他們所為得
不到市民的支持。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分析

指，「人民力量」從來「不志在要贏」，只是想打亂其
他反對派政黨的地區網絡，「重新洗牌」，為明年立法
部署試票，而從這層面來說，「人民力量」仍然算是

成功，並預言在是次區選後，反對派分裂是必然發生
的事，激進和溫和兩條路線的反對派政黨會分家。

斥社民連「人力」狙擊 劉慧卿：不是同路人

民主黨區議會選舉結果
年份 總得票數 參選人數 勝出人數 得勝比率

2011年 205,716 132 47 35.6%

2007年 173,968 108 59 54.6%

2003年 223,675 120 95 79.2%

資料來源：民主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穩守深水 「票倉」民協「3大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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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多名
重量級人馬落
敗，表示有必
要反思。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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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在今屆區選

中，擁有地區網絡，並被認為取態較「溫和」

的反對派政黨，包括民主黨、民協等投票支

持政改方案的，都取得一定的成績，但激進

反對派政黨的成績就非常慘淡，其中社民連

「全軍覆沒」，包括任議員20多年，競逐連任

的社民連主席陶君行。為此，陶君行決定辭

任主席，但就揚言是次失敗「並非因為路線

問題」，聲言會繼續走「抗爭路線」。另一激

進政黨「人民力量」，在派出大量「人頭」參

選的情況下，僅得競逐連任的麥業成1人當

選，但就揚言狙擊民主黨的做法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人
民力量」今年區議會選舉「狙擊」民協，反
令對方穩守深水 「票倉」，15個議席未有
「失守」。民協指，是次選舉令民協有「3大
反省」，包括反對派團結性、選區服務、政
治人才培育，承認高估民協在深水 的地區
網絡，令轉區的譚國僑連任失敗。民協月內
會舉行「路向檢討」，重新探討組織發展。
民協主席廖成利昨在記者會上稱，他們在

今年區議會選舉，以「精兵師徒」策略，派
出26人參選，較上屆的37人少，但今年同區
的總投票率增加1.1萬票，認為是他們在「人
民力量」狙擊、「真告急」下「置諸死地而
後生」，成績尚算合格，並相信穩守深水
「票倉」是「成也狙擊，敗也狙擊」，拉高選
民投票率。他又批評，「人民力量」在是次
區選中的「惡毒抹黑」，已嚴重傷害大家感
情，從此割蓆不再是「同路人」，考慮到明

年連場重要選舉在即，民協會繼續與民主黨
磋商合作，以至在「飯盒會」、「民主動力」
的平台協商。
另外，就馮檢基揚言會在區選後考慮是否

參與反對派所謂的「特首初選」，廖成利代
為回應說，他們會跟進「禮貌性」程序要先
與其他政黨磋商，有見反對派未有政黨表明
有意出選「超級議席」，待協調磋商會盡快
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