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仍然死不認錯
說公民黨無識，是偉大的中國就矗立在眼前，你們卻有眼無珠，

自從成立之日起，就不承認香港早已回歸祖國懷抱，不承認「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不停鼓吹「分裂
合法」、「高度自決」和「公投」「港獨」。此一分裂國家的領土和主
權完整之「叛國」行為，公民黨今日為何不敢向全國人民和香港市
民致歉？這是幡然悔改的表現嗎？
說公民黨無知，是你們對法律之無知。先哲亞里士多德早在《政

治學》中就已指明：「法治應當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
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是本身制訂得良好」。公民黨唆擺
外傭居港權官司，既任意解釋《基本法》，又無視其二十四條的立法
原意和劃斷與第一百五十四條的聯繫，這是你們「未能解釋港珠澳
大橋和外傭居港官司的疑慮」嗎？公民黨操控兩項官司一要截斷香
港與國家血肉聯繫，二要使香港不堪負荷而沉沒，原意不清楚嗎？
說公民黨無識，是有眼不識泰山。泰山者誰？香港選民也。港人會

分清對錯，辨別真假，獎勤罰懶，區分忠奸。余若薇污衊市民支持做
實事區議員是「通渠佬」；梁家傑污衊選民投建制派票是因「蛇齋餅
粽」；公民黨遵從港版「四人幫」和洋主子的旨意，搞「五區公
投」、「全民起義」為「港獨」試水溫、做實驗，並領得1,369萬元黑
金，今年又「獎賞」400萬元，大奸、奴才、貪婪敢不敢承認解釋？

不如自行解散謝罪
公民黨之無知，是不識時務。現何年今何世也？美國「圍堵」中國逾60載，結果是越堵

中國越強大。公民黨卻在香港與外國反華勢力勾結，頑固配合反華勢力在立法會內外扮演
「堡壘由內部攻破」的特洛伊木馬。問公民黨如何向香港市民解釋？

公民黨從組合到成立，十數名「大狀」就野心勃勃要在香港「執政」，這夥無識之徒一開
始就是法律盲，是瞎子點蠟燭—白費。你們權慾熏心而鬼迷心竅：《基本法》明擺 香港
特區政府的權力是中央政府授權的，以公民黨的反骨、投靠、媚外，中國政府和13億人
民、700萬港人會讓你們「執政」？
掉淚博不了同情，嗟歎難挽敗局；「致歉」難贖罄竹難書的罪惡，一紙難抹污糟行為。

唯一的出路是幡然悔改。秋風蕭瑟，此樹婆娑，但生意盡矣；今看搖落，一片凄愴；樹猶
如此，人何以堪！還不如自行解散謝罪！

法國戛納的G20峰會甫閉幕，美國夏威夷就拉開了
APEC峰會的大幕。相比G20峰會的全球性和大國性，
APEC峰會具有地區性和包容性。不過，由於APEC國家
橫跨太平洋兩岸，經濟總量在全球的比重超過一半，貿
易量佔全球總量的40%以上，峰會重要性絕不亞於G20峰
會。加之中美日俄等全球大國參與，APEC峰會更為世人
關注了。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APEC國家的經濟前景也面臨挑

戰，但這個鬆散的國際組織沒有歐盟那樣牽一髮動全身
的債務危機，因此，APEC峰會更能從容淡定地探討一些
攸關亞太區域發展的現實問題，以及對未來願景進行展
望。
毋庸置疑，由於這次峰會在美國的夏威夷召開，夏威

夷是奧巴馬總統的故鄉，作為東道主的美國是當仁不讓
的主角。但和G20峰會一樣，中國也是此番峰會的另一
個重要國家。夏威夷APEC會議組委會主席莫妮卡．威莉
認為，奧巴馬總統在峰會上的 眼點有三個：一是 眼
於促進亞太地區的經貿一體化；二是強化美國在亞太經
貿中的領導力；三是實現美國出口翻番、促進就業等目
標。
外交部部長助理吳海龍則列明中國的四個期待：一是

推動各成員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力爭盡早實現亞太
經濟平衡、包容、可持續、創新、安全增長；二是全面
推進本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區域經濟一
體化；三是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建立均
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繼續積極推動多哈回
合談判；四是加強經濟技術合作，提升各成員特別是發
展中成員的發展能力，縮小發展差距，實現共同繁榮。
可以看出，區域一體化是中美的共同目標，綠色、環

保、創新也是中美兩國未來合作的發展方向。大局一
致，即可在求同存異中實現共贏。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之間也有明顯的分
歧，美方強調的是美國在區域的領導力，這種領導力不僅止於經貿，也蔓延
至地緣和政治層面。經貿層面，中美尚可合作互利；但在政治和地緣層面，
中美雙方發生衝突則是必然。事實證明，美國以巧實力重返亞洲的策略，已
經在南海和東海地區掀起情勢不穩的波瀾，美國的戰略支持和策略鼓動使得
中國和周邊國家在島嶼主權和能源安全上的摩擦加劇。

區域一體化是中美的共同目標
此外，在貿易層面，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導致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忌

憚，在全球性危機和美國大選的情形下，雙方的貿易攻防戰變得頻繁激
烈。雙方立場世人皆知，但雙方利益攸關乃至利害攸關的經貿聯繫同樣為
區域內國家所認知。之前，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英《每日電訊報》發
表文章，強調中國在未來5年將進口10萬億美元，和出口基本持平。由於中
美為重要貿易夥伴，這恰與奧巴馬總統未來5年的出口翻番戰略不謀而合，
中美完全可以在貿易方面合作而不是爭吵。如果美方在高科技產品上稍微
鬆一下口子，中國的「10萬億美元進口」和奧巴馬的「5年出口翻番」目標
均可完美實現。
有趣的是，作為自由貿易導師的美國不提自由貿易，反而是中國把反對貿

易保護主義作為峰會的主要議題。凸顯亞太乃至世界經貿秩序的新變化，凸
顯美國的貿易立場變得保守，而中國正成為地球村時代貿易自由的引領者。
亞太區域，要實現經貿一體化，沒有自由貿易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區域老大
美國的謹慎保守，反而讓人感覺到區域經貿一體化的前景迷茫。
人們更為擔憂的是，APEC峰會偏離經貿合作的主體，變成政治議題的辯

論場。果如是，峰會的實際意義就大打折扣，也會讓世人大失所望。在政治
意識形態不同、地緣矛盾複雜、文化種族多元的亞太區域，偏執於單方或集
團利益的訴求只能帶來更大的分歧和矛盾。只有經貿合作，而且是自由開放
的經貿互利合作，才能平衡各方利益，讓各方滿意。對此，美國和中國首先
要達成共識，中美和則區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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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內的無識之士：

說你們無識，是你們自區選落敗、落淚、落寞至

今，仍不知敗在何處、敗之原因、敗字應怎寫？說你

們無知，是你們不識自己、不識港人、更不識時務，

是一群自詡「藍血」、自稱「精英」、自言「高等」的

激進反對派。因而，乃妄圖以一紙空文、二字「致

歉」、三聲「辜負了」就以為可以洗刷污糟、愚弄港

人、再欺世盜名。這是狐狸的把戲、老千的騙局、巫

婆的咒語，香港人再不會相信，善良者已經覺察，不

知不覺者已經警醒。公民黨只有向人民投降，向真理

低頭，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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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債危機觸目驚心
2012至2013年，我們要面對世界經濟的各種不明朗因素。長

路漫漫而且充滿波折的歐債危機，可能成為世界經濟的又一顆
「定時炸彈」；早前興起的「阿拉伯之春」，在北非、中東迅速
蔓延；日本經濟受到大地震等災難的沉重打擊；美國金融財政
問題惡化，復甦缺乏動力，以及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都將加
劇全球經濟的動盪不安，乃至出現再度衰退的威脅。
我們希望歐洲可以雨過天青，歐元可以重整。但歐債危機對

全球經濟的破壞力，分分鐘遠超投資者的意料之外；即使暫時
緩解，但拖泥帶水，步步驚心。希臘利用公投、退出歐元區等
議題「攪局」，「捅歐盟一刀」，時而要搞公投，時而不要公
投，令市場反覆波動，投資者受到損失，企業經營風險大增。
歐債危機涉及多達17個國家，日前已有美國期貨商明富環球，
因歐債危機而成為雷曼之後最大宗的金融機構倒閉。香港作為
一個外向型和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外圍的激烈波動，必然觸
動投資者的神經，憂慮另一波金融危機的到來。

二、香港經濟面對挑戰
今年及明年，香港的中小企將面臨前所未見的金融、經濟挑

戰，其中包括環球經濟收縮、信貸緊絀、銷售低迷、租金上
升、材料價格難以預測、勞工短缺、工資上漲、人民幣和其他
主要貨幣匯率趨升或波動、各地經濟不景以及市場整固令對手
風險大增等等。
與對外貿易有關的企業會首當其衝，出口到歐、美、日本和

內地的貨值下跌，拖累本港整體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有
企業突然倒閉，而債務再融資或融資的需求有所增加。這種趨
勢在未來數季將會持續，挑戰亦將更大。
有一個情況值得我們關注，在珠三角一帶數以萬計的港資企

業，過去幾年一直如牛負重。08年金融海嘯淘汰了三四千家之
後，近期由於招工難、信貸難、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成本上
漲、歐美的訂單減少，不少港資企業又進入了新一波的難關，
受影響的包括各種製造業和加工業。他們為了應對困境，必須
盡力開源節流，爭取訂單，如果出口訂單少了，就要考慮內
銷，但手續複雜，稅項繁多。如果未能解決，到了今年底、明
年初，又可能會有部分港資企業面臨停產甚至倒閉。

三、必須加強金融監管
我的金融界朋友告訴我，本港金融市場的種種問題，並沒有

因為金融海嘯而有所收斂。現時，低佣金炒賣衍生工具的活動
激增，媒體太多推介股票的專欄，對投資者的教育內容偏少，
令眾多散戶產生依賴、僥倖、貪婪和投機的心理，形成所謂的
快餐文化或賭場文化，很多人已經跌入陷阱而難以自拔。他們
擔心，歐債危機可能比金融海嘯更難處理，美國有些金融機
構，可能類似明富環球，挪用客戶資金，去炒賣歐債而走入末
路，未來或有更多的金融機構出事。
金融市場，包括股市、樓市，都必須確保公平、公正、公開，

以避免投資者在資訊不透明，或時間過於倉促的情況下，被誘惑
「入錯市」，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檢討的，對正派的經營者
也未嘗不是好事。雖然明富環球事件未必如雷曼事件那樣嚴重，
但為了防範雷曼事件重演，保障投資者的權益，減少市民可能遭
受的損失，我希望特區政府對歐債危機不能掉以輕心，要吸取雷
曼、明富環球倒閉的教訓，切實提高警惕，對金融機構加強監
管，包括嚴格審查上市公司的集資功能、收緊衍生工具的推銷、
改善會計帳目的申報方式、提高沽空活動的限制，等等。

四、集思廣益未雨綢繆
政府應考慮如何善用國家「十二五」規劃帶給香港的契機，

落實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期間宣佈的各項中央挺港招式，構思和
推出更多刺激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措施，包括開發及利用更多
土地，興建更多居屋和公屋，以免經濟活動和市民生活受到土
地短缺、租金上升的掣肘，同時，要加強對六項優勢產業的支
援，增加對中小企的扶助，擴大對教育、醫療、長者、青少年
等方面的投入。由於美元貶值，導致出口貨品價格上升，通脹
加劇，直接影響到經濟民生，造成中小企難以經營。政府應集
思廣益，未雨綢繆，有所作為，承前啟後，作出全面的檢討，
制訂長遠的規劃，採取有力的措施。
政府在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應按照中央對香港提出的總

體要求，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協助各階層、各行業的市
民，特別是中產家庭及中小企，應對通脹、就業、信貸和開拓
內地市場等問題，化危為機，化險為夷，盡量化解歐美經濟低
迷對市民和企業的影響。

上個月，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明年香港經濟要面對的下行風險明顯增加」，政府要「做好準備，密

切監視外圍形勢變化，特別關注中小企面對的困難，有需要時會推出措施協助他們渡過難關」。政府在新一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應按照中央對香港提出的總體要求，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協助各階層、各行業的

市民，特別是中產家庭及中小企，應對通脹、就業、信貸和開拓內地市場等問題，化危為機，化險為夷，

盡量化解歐美經濟低迷對市民和企業的影響。

經濟風險增加 港須做好準備
黃宜弘 立法會議員

公民黨在區選後，如夢初醒，發現中產階層
選民轉向了，寧支持建制派，也不肯把票投給
公民黨和激進反對派，理由是中產階層選民不
喜歡暴力和劣質民主，於是公民黨刊登廣告道
歉，說「在選舉中辜負很多市民的期望」，
「深感不足」，「重新出發」云云。公民黨開會
定計，「重新出發」的第一步，是與「人民力
量」和長毛劃清界線，宣告斬纜。他們分析大
量失票的原因，諉過於選民不喜歡黃毓民和長
毛的爛仔形象，只要今後扔掉這些爛包袱，公
民黨就會形象光鮮，聖潔正義。他們的形象可
以像川劇的變臉技法一樣，事先準備一大批臉
譜，選民不喜歡，立即用手一拉，把第一副臉
譜拉走，瞬即以新面目示人，以為依舊可以招
徠大批選票。

斬纜只為變臉 老闆同屬一人
他們忘了選民最恨的是黑金政治，公民黨背

後的金主黎智英和美國人，是永遠扔不掉的。
要他們按劇本戴上面譜演出的也正是幕後老
闆，老闆操控了一切。「五區公投」、「全民起
義」，公民黨和社民連義結金蘭，一齊起事，難
道他們可以說一句割蓆，兩者就擺脫同一個金

主的同僚關係嗎？他們都收了黎智英巨金，難
道當年並肩搞「公投」，是臨時才湊合結盟嗎？
余若薇當時欣然擔任「公投」總指揮，領導兩
黨策劃「公投」，許下「不達百分之五十一的投
票率就辭去立會議員之位」，難道不就是金主的
「柯打」嗎？公民黨與「人民力量」、社民連表
面割蓆，背後仍從屬同一老闆。
他們早有一個選舉的分工，為免重複爭取同

一批選民，故互相指罵也可以。但互罵不妨礙
他們在議會上綑綁投票，反對政府的臨時撥
款，反對政府派六千元，反對遞補機制立法，
反對高鐵撥款，「七一遊行」，他們就是一
夥，步伐一致，攻守同盟，進退與共。市民早
將他們看成是一個團體，因他們的目標和立場
高度一致，沒有一點分歧。難道他們現在說一
句「劃清界線」，昔日的同枝連理的歷史就不
存在了嗎？他們聽從老闆按分工而表演，難道
不會繼續嗎？

分開政治光譜 企圖盡取選票
公民黨說，「人民力量」的暴力行為和形

象，是他們不認同的，兩者從來是正邪不兩
立。然而，公民黨在參與保安委員會會議時，

黃毓民向警隊一哥掟衫，他們說看不見，不作
處置。曾蔭權在答問大會受到黃毓民暴力語言
狙擊時，曾蔭權反駁一句「爛仔所為」，公民
黨立即像毓民上身，感同身受，與黃毓民綑綁
一起，黃被驅離場，他們也拉隊離場「抗
議」，還質問為何立會主席不把曾蔭權驅逐離
場，因為曾蔭權辱罵了議員云云。
不到一個月，從綑綁變成斬纜，完全是基於

愚弄欺騙選民的騙局。這是一種遮眼法，製造
假象：我們分手了，維護暴力、熱衷暴力的不
是公民黨，以後投票勿以為我們的政治立場一
樣。人人都知道，他們為了明年九月立會選
舉，不外把政治光譜調校得更清晰而已。在比
例代表制下，分區直選最少只要有8%的選
票，就可以爭取最後一席，這次「人民力量」
出動60多個候選人，已經試出夠票了。既然中
產選民有變，就讓「人民力量」和梁國雄在新
西、九西、新東去爭取那些低層的憤青好了，
免得中產階層住宅區的票也受拖累。
請市民記住：他們的金主不變，故他們反政

府、反中、反《基本法》的取態並沒有改變；
他們要搞「七一遊行」時，一樣是共同參與，
斬纜云云，只是一齣大騷而已。

公民黨怎麼可能「與激進路線斬纜」？
徐 庶

教育改革推行了十年，是成是敗，且看事
實。
十年教改之路是曲折的，也可說是崎嶇的，

對它的評價，也就不宜輕率，流於簡單化。整
體而言，有成有敗，成多於敗。
最大之「成」，是實行「三三四」學制改

革，其次是廢除了學能測驗，然後是修訂和更
新了課程。最大之「敗」是教師的工作量不降
反升，其次是某些教育政策多變，令師生無所
適從，從而打擊師生教與學的積極性。此外，
大學入學率較低，不利於教育發展。
現在亟須興利除弊，採取果斷的政策和措

施，為教改的深化、教育質素的提高以及教育
的發展清除障礙。

減少教師工作量
當務之急，首先是切實地減少教師工作量。

所謂「切實」，指的是「動真的」，而且是「顯
著的」。過去也講減量，可惜只是空談，教育
局僅允略增一些教學助理，實在無補於事；那
邊廂卻因某些措施（例如校本評核）反而增加
了教師的工作負擔。最近的幾項調查均顯示，

認為工作量超重的教師達八、九成之多。大家
仍然認為行政性的工作過多，影響教學工作。
其實，這只是表面上的感覺，教師擔課節數嚴
重超額，才是問題的實質。這是因為課堂教學
（包括課時和相應的備課、批改習作及試卷等）
佔教師大部分的工作量，只有將現時每周約三
十課節削減至二十上下，才能真正減輕教師的
工作負擔，這比推行小班教學更有成效，而且
對提高教學質素更有保證。因為後者只是減少
班級學生的人數，若教師的課節不變，其工作
量仍然過重，更遑論按照小班教學的特殊要求
取得成果。最近，教聯會等一些社團強烈要求
教育局在減少教師擔課堂方面有所突破，不無
道理。

調整校本評核
調整校本評核，也是學界的呼聲。這種評核

方式，源於外國，其優點是有助於對學生學業
的全面考查，亦可減輕僅憑會考（明年變為文
憑試）成績評分的缺陷。不過，推行此法耗費
了科任教師過多的精力，形成一種困擾，因此
大都主張予以削簡。外國能推行，乃因教師擔

課量較少。香港情況不同，不宜全盤照搬。當
局應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迅速作出調整。

增加大學學位
增加大學學位，此乃學界多年的願望，當局

卻裹足不前，其理由是耗資太大，這難以服
眾。須知本港大學入學率只有百分之十八，遠
低於美、日等國家百分之三十的水平。隨 社
會經濟發展對人才日益迫切的需求，這一入學
率顯然偏低，必須打破常規，邁開步伐，以多
種形式開拓學位課程。這幾年政府庫房充裕，
為改善民生而增加財政開支，派錢、退稅等等
接踵而至，惟教育經費（特別是大學經費）增
幅不足，是何緣故？市民普遍要求政府制訂長
遠政策，包括增加對教育、醫療的資助，這都
關乎香港未來發展和市民的根本利益，不可等
閒視之。
香港教育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諸

如考試的牽引力太大、教育全面發展的方針未
能充分貫徹，德育尤為薄弱。克服這些缺陷，
還須付出很大的精力。上文提出的三項舉措乃
是「開路先鋒」，其作用不可低估。

教育政策的當務之急
桂 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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