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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於二月二十二日召開中執會，黨
主席蔡英文提出敗選報告，並推舉陳菊為
代理主席，新任主席將在五月選出，蔡英
文任期迄二月底為止。蔡英文在會後記者
會表示：「民進黨不能完全否認選戰最後
『經濟恐嚇牌』對選舉結果的影響，而民
進黨從過去至將來，都要面對一個很嚴酷
的問題：我們要如何面對中國(編按：應
是中國大陸，下同)？」「要處理中國，不
是坐在家裡想，而是必須了解中國，要了
解中國，必須在互動中去了解。」一如既
往，蔡英文仍然維持「空心蔡」風格，除
了華麗詞藻以外，對敗選本質並未真實面
對，而是用「繞口令」打圈圈，無怪乎呂
秀蓮率先開炮，「選舉搞成蔡英文個人
秀」，甚至有黨內人士要求蔡英文的「敗
選報告」「退回重寫」。
旁觀者都深切理解，民進黨敗選可歸納

三項因素：一、「九二共識」承認與否問
題，二、陳水扁所留下的負面政治資產，
三、蔡英文的領導力，但「敗選報告」卻
「顧左右而言他」。如果結論是「選民對民
進黨執政信賴感不足」，為何不一針見血
針對上述三項本質探討，反而空幻地提出
「需加強處理中國問題的能量與能力，在
互動中了解中國」？旁觀者看見民進黨的
「敗選報告」，只能感慨哪怕民進黨再度挫
敗以後，仍然無法面對現實，有人譏諷這

是「國民黨勝選分析」，蔡英文臨去秋
波，只不過是交差了事而已。

民進黨對蔡英文「信賴感不足」
拿破崙說：「由馴鹿所領導的獅子軍

團，再也不是獅子軍團。」蔡英文在三年
多前出掌民進黨主席，是派系共治下的產
物，蔡英文在任內的縣市長選舉、立委補
選使民進黨支持者重燃執政希望，但那並
非來自蔡英文的領導力；在關鍵的議題
上，比如「九二共識」、陳水扁的歷史定
位等，蔡英文都意圖模糊化，蔡英文所提
出的「台灣共識」，即使黨內人士也莫知
其所以然，遑論具關鍵性的中間選民；至
於與陳水扁的切割問題，蔡英文一路模糊
到底，最後是陳致中參選「立委」使國民
黨得漁翁之利，陳水扁奔岳母之喪，更催
出泛藍的歷史記憶。馬英九勝選的八十萬
票，不是如此催出來的嗎？至於與蔡英文
有關的優惠利息、宇昌案，蔡英文是一貫
閃避，始終不願面對質疑，如此沒有領袖
擔當，即使民進黨的票倉也發生「分裂投
票」，民進黨的「立委」票比「總統」票
還多，顯示民進黨對蔡英文也「信賴感不
足」。

未擺脫低迷士氣
蔡英文敗選以後，士氣伊於胡底，她

卻一副事不關己模樣。開春以來，美國
牛肉進口以及物價通脹問題已浮上
面，民進黨卻陷入權力空轉。列寧說：
「不要讓權力在街頭睡 了。」民進黨敗
選後竟在街頭昏迷不醒，除了台聯黨團
有戰鬥力以外，民進黨在敗選一個半月
後仍在「小過年」，無法跳脫敗選氛圍。
「大事難事看擔當」，蔡英文在敗選後的
表現，也使外人「看破手腳」，民進黨舉
黨竟成為「馴鹿軍團」。
陳菊出任代理黨主席，主要是借重她

在黨內的輩分與重量。陳菊目前是高雄
市長，握有行政資源，比台南市長賴清
德更孚眾望，而黨內防蘇貞昌再起的疑
慮亦不少，陳菊被黨內主流派推舉出來
是有脈絡可循，如果運作順暢，陳菊在
五月「真除」黨主席是有可能。陳菊在
二月二十九日接任以後，首務是鼓舞民
進黨士氣，提出願景與目標，而美牛進
口與物價飛漲是切入的要點；民進黨也
要將台聯、親民黨組合成「在野監督聯
盟」，對國民黨形成監督制衡力量；而在
最重大的大陸政策問題上，先由黨內進
行政策辯論，凝聚共識，形成新政策，
也是必走之路。尼采說：「痛苦的人，
沒有悲觀的權利。」除非民進黨甘於長
期在野，否則只有趕快上緊發條上路，
民意對民進黨的低迷士氣已不耐煩了。

迷宮中的民進黨
首宗外傭爭取居港權上訴案剛於上周

審理，代表雙方的大律師已完成陳詞，
上訴庭押後裁決。
本港各界都極度關注此案件的裁決，

因為對社會資源分配、就業、人口結構
和政策都有 短期及長期的深遠影響。
並不是仿如代表涉案菲傭一方的公民黨
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資深大律師李
志喜在庭上稱，法庭不應考慮社會及經
濟等因素，此簡直是單方面扭曲《基本
法》條文的原意，並赤裸裸的出賣香港
的資源福利，陷法律行業於不義。
於案件中，代表政府的英國御用大律

師彭力克重申了三個理據：
第一、立法機關有權解釋「通常居港」

定義。
第二、根據終審法院案例，外傭應歸

納為非「通常居港」。
第三、《基本法》的第24條應與第

154條一併解釋。
就上述提及的三個理據，首先，立法

機關有權解釋何謂「通常居港」，實屬
合情合理，以避免對香港社會資源和人
口政策構成打擊。有些政團及政治聯繫
組織肆意借外傭居港權案，企圖煽惑市
民認同他們取難捨易，硬銷支持修改

《基本法》，意圖否定人大釋法權力的現
實。另外，李志喜竟然舉了在港工作的
部分外籍公務員在港可以申請居港權的
例子，試圖混淆視聽，斷章取義，卻未
有道出外傭來港的目的是「工作」，而
非屬於「通常居港」。再者，法庭就
《基本法》第24條的解讀，須一併考慮
《基本法》第154條賦予入境處處長實施
出入境管制的權力，以界定「通常居港」
的定義，來否定外傭從事家務助理工作
屬於「通常居港」。
法律是人們用來規範和保障人民自

身權利而定立的，其功能之一是令社
會發展得更健康，所以，法律是為社
會發展而衍生及不斷更新以迎合社會
需要，而不是成為立法者的絆腳石，
阻礙社會發展。而且，解讀法律條文
時必須依照立法原意作解讀，並為社
會負責，不可以斷章取義以曲解法
律，罔顧對社會的影響。畢竟，法律
洋溢 見證社會發展的溫情，不該只
是冰冷的詞組。法律是人和社會創造
的，是為人和社會服務的，而不應該
以法律作手段來謀害人和社會；否則
玩弄法律、扭曲公義者實在太低劣，
早晚玩火會燒 自己。

兩地文化差異不等於文化衝突

何俊仁一味抹黑攻擊他人
所有人都知道何俊仁參選特首是沒有

勝出的機會，這不但是因為其能力、聲
望、政綱等都不足以擔當特首這個職
位，而且反對派一直以對抗中央為綱
領，試問一個這樣的人怎能擔任特首
呢？但儘管如此，既然何俊仁決定參選
特首，就算不能勝出，為了自己以至政
黨的聲譽，他都應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綱
來爭取市民及選委的支持，以改變社會
對反對派的印象。然而，自他宣布有意
參選後至今的幾個月，社會從來沒有聽
過他提出什麼樣的政綱，對於社會的政
經問題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解決的辦
法。整天到晚就如時事評論員一樣，去
指點抹黑他人。如果他只是一個立法會
議員，他這樣做問題不大，但他已經是
一個特首候選人，怎可能以攻擊他人為
首務，對自己的政綱卻一句話都說不出
來。再看另外兩位建制派候選人，正在
風塵僕僕的向市民介紹其政綱，與不同
團體切磋交流，比較之下，市民會問何
俊仁除了抽水究竟還會做什麼？

當然，何俊仁不提政綱全力抹黑抽水的
做法，其實也不難理解。一方面是提出政
綱並非何俊仁以至反對派的強項，他們的
強項是為反對而反對。當要求他們提出建
議時從來都顧左右而言他，在立法會會議
上，反對派議員質問官員時咄咄逼人，彷
彿官員做事一無是處，但他們從來沒有提
出過任何可行的政策；相反一些廣受爭議
的政策其實不少正是反對派提出的，例如
在財政預算案中向強積金注資6000元等，
但他們在每次政策遭受民意反彈時，往往
第一時間劃清界線，盡顯其人的投機。所
以現在要何俊仁提出一套「見得人」的政
綱未免是強人所難，唯有靠四面開火掩飾
弱點。

為參選「超級區議員」積累資本
另一方面，何俊仁參選特首並非是為

了當選，而是懷有兩個政治目的：一是
吸引傳媒曝光，拉抬自身聲望，為之後
參選「超級區議員」作準備；二是通過
抹黑各特首候選人，藉此攻擊污衊現時
的選舉制度，為之後的立法會選舉製造
彈藥。所以他才會評論員上身，不斷批

評其他候選人，並將所有的黑材料都上
升至選舉制度的層面，目的就是要擾亂
特首選舉，煽動市民對選舉制度以及特
區政府的不滿。只有市民的怨氣加大，
反對派才會有活動的空間，特別是今屆
立法會選舉反對派面對不少不利消息，
外傭居權案、「雙非」問題隨時會衝擊
反對派選情，所以何俊仁才要先下手為
強，干預特首選舉，這完全是為了反對
派選情，而非為了市民的福祉 想。而
且，何俊仁亂潑污水的做法只會令到特
首選舉趨向「劣質化」，也無助社會討論
各候選人的政綱，對市民百害而無一
利，理應受到社會的批評。
不過，何俊仁的如意算盤能否打響卻

不得而知，原因是他的食相太過難看，
市民都知道其參選目的就是為了抽水，
儘管能夠吸引傳媒訪問，但社會大多視
作笑話觀之，結果只會不斷打擊其公信
力。另外，他希望藉此為參選「超級區
議員」積累資本，但看近幾個月民調他
的表現對拉抬民望一點作用都沒有。反
之，由於他參選「超級區議員」的野心
太明顯，他現時的新界西議席卻引起了
黨內的明爭暗鬥，協助他參選並由街工
過檔的尹兆堅參選意慾人盡皆知，而他
全力為何輔選也得到其賞識，但民主黨
在地區上的樁腳也對議席蠢蠢欲動。李
永達的太太兼區議員陳樹英早已明言有
意參選，民主黨的「元朗新秀」鄺俊宇
也在角逐，加上李永達要鞏固現時的地
盤力保議席，民主黨的新界西的選情已
經暗湧四起，何俊仁在外面四處抽水，
也要小心後園失火，以防重蹈新東改革
派出走的覆轍。

何俊仁參選除了抽水還有什麼？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胡忠信 台灣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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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須積
極透過不同的
渠道，開拓更

多可發展的土地，例如：加快市區重
建、開發更多新界及邊境的土地、郊野
的土地。但要香港持續發展，必須不斷
有充裕的土地供應，因此，重啟維港以
外填海的諮詢，確實是有必要，且需正
面和積極地去進行。
根據政府估計，到2039年，香港的人

口將上升到890萬；香港的產業也需持
續發展的空間，故預算未來需要額外多
1500公頃土地去應付人口的增長和發展
的需要。早前，政府就維港以外填海展
開諮詢，並提出25個填海選址讓公眾討
論，希望藉此提供更多土地作未來發展
用途。
25個填海選址中，也不乏大膽創新的

建議，例如：在長洲或南丫島附近興建
人工島、透過填海連接坪洲及喜靈洲
等。諮詢公布後，坊間討論熱烈，發展
局也因此將諮詢期延長一個月。
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有利用填海造

地，提高香港發展的空間。為配合以中
環作為發展核心的策略，不少填海計劃
都在維港以內，現時中環、灣仔的沿海
商業區，大部分都是填海得來的土地。
但經過多年的填海，維港範圍愈縮愈
窄，幾乎變成一條小運河，令維港作為
香港東方之珠的標記失色不少。市民也
因此對維港的填海計劃愈來愈反感，
2003年更有逾萬人參與保護維港大遊
行。

正面看待維港以外填海
其後，法院在灣仔填海工程的訴訟

中，裁定政府敗訴，並提出政府需在
「有迫切及凌駕性的當前需要」的情況
下，才能在維港填海。自此以後，政府
對任何填海工程均慎之又慎，亦絕少提
出任何大規模的填海計劃。而經此一
役，不少市民至今對填海仍抱持負面態
度。
然而，隨 近年社會不斷發展，香港

的土地供應漸見不足，住宅、寫字樓、
酒店用地均見缺乏，對市民的生活質
素、各行各業的發展，公共社區的發

展，已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政府必須
積極透過不同的渠道，開拓更多可發展
的土地，例如：加快市區重建、開發更
多新界及邊境的土地、郊野的土地。開
發岩洞也是一個可行的做法， 魚涌港
鐵站正是一個成功利用岩洞的例子。但
要香港持續發展，必須不斷有充裕的土
地供應，因此，重啟維港以外填海的諮
詢，確實是有必要，且需正面和積極地
去進行。
回顧過去香港新市鎮的發展，也是依

賴填海造地而來。屯門、東涌、荃灣、
沙田、大埔、將軍澳等地，都是建築在
填海的土地上，擴充了香港的住宅用
地，同時也紓緩了市區過於擁擠的壓
力，並騰出了更多市區空間作別的發展
用途。

考慮其他開拓土地方法
另一方面，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

坡，也同樣面對土地資源不敷應用的問
題，一直依靠填海支撐人口的增長和提
升發展的空間。過去30年，新加坡便透
過填海增加了13,700公頃土地，佔其原
有面積26%。現時部分填海區，成為了
藝術和娛樂中心區，有建築獨特的酒
店、娛樂中心、藝術科學博物館等，成
為新加坡另一個重點發展區。鄰近的澳
門在填海造地方面更是積極，過去百
年，澳門的面積由1912年的只得1160公
頃，增加到近年的2970公頃，填海面積
是原有面積的兩倍有多。相較之下，香
港百年來填海的總面積，只有6824公
頃，僅佔香港的面積6%，和新加坡、
澳門相差甚遠。
填海造地，相對收地等方法，是一個

較便宜而取得珍貴土地資源的做法。但
這不是說填海是唯一造地的方法，也不
是最主要的方法，而是我們必須考慮的
一個方法，與其他開拓土地的方法，
如：市區重建、開發岩洞等，一同提升
土地儲備。當然，筆者也明白公眾對填
海的憂慮，擔心會破壞生態環境，也擔
心部分填海建議的可行性。因此，政府
和各有關方面需多作研究，開放更多資
料供公眾參考，讓社會有更深入的討論
和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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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慶東並不代表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2月21日發佈消息稱，北大高層

要求每一位北大師生都要 眼於國家和民族
發展的大局，以理性、平和、文明的方式，
看待香港與內地的社會文化差異。北大高層
強調，北大每一位師生都必須做到「不說不
利於兩地合作、和諧與友誼的話，不做不利
於兩地合作、和諧與友誼的事，自覺維護內
地人民與香港同胞的血肉情感，與香港同胞
一道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共同奮
鬥。」此舉被外界看成是北大對「孔慶東事
件」的回應。
今年1月，北大中文系孔慶東教授評論內

地兒童於香港港鐵車廂食麵事件，罵「香港
人是狗」，又指「用法治維持秩序的地方就
證明人沒有素質」。該言論引來香港、內地
各界一片嘩然。孔慶東把因香港與內地社會
文化差異而產生的一些問題，視為兩地文化
衝突，激化兩地民眾的對立和仇視，並不代
表北京大學，更加不代表內地廣大同胞。

將內地同胞「妖魔化」用心不良
在香港，也有個別政黨和少數人把兩地文

化差異，說成是所謂「中港文化衝突」，肆
意將內地同胞「妖魔化」，存心激化港人的
「仇內」情緒，甚至把兩地社會經濟互惠互

利的合作與融合，說成是衝擊「香港核心價
值」，其用心不良，實難令人茍同。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文化是某

個社會或某個社會群體特有的精神與物質，
智力與情感方面的不同特點之總和。兩地文
化差異不等於文化衝突。原因首先是香港自
古至今與祖國的關係非常密切，其文化以中
國文化傳統為根，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千
百年的文化積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流淌
在香港文化血液裡的文化傳統有 強勁的連
續性；其次，由於歷史原因，香港與內地之
間有文化差異，有時甚至於互相看不慣，不
過中華文化的共同淵源總是最強大的，貴在
包容。
孔子向來主張泛愛，此思想後來發展為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無論內地人還是香
港人，大家都是中國人，親如兄弟，骨肉相
連，血濃於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急」，發生在港人和內地人之間，是「親者
痛，仇者快」的事情。對於兩地融合過程中
產生的矛盾當然要認真正視，妥善解決，但
決不應誇大、政治化，煽動兩地同胞互相仇
恨。所謂「中港文化衝突論」，就是將兩地
融合過程中產生的矛盾變為不可調和的衝
突，其用心令人質疑。

所謂「重申香港核心價值」的玄機

「內地兒童港鐵食麵事件」、「雙非」孕
婦來港產子、名店購物人潮、以及「自駕
遊」引起的兩地民眾的一些摩擦和齟齬，
凸顯了兩地在文化和文明程度上的差異，
以及在兩地迅速融合中所出現的一些矛盾
和問題。兩地同胞如何在日趨頻繁的接觸
中認識彼此歧異，並設法深化了解，而不
是增加猜忌，值得探討和反思。要警惕有
人趁機煽動兩地同胞互相仇恨，圖謀分化
香港人與內地人，損害「一國兩制」方
針，破壞香港繁榮安定。
個別政黨的議員在立法會提出議案，非但

將「雙非」爭議「卸膊」在特區政府身上，
更稱有關問題是因為「個人遊」政策所致，
乘機因應社會的疑慮而提出「擱置自駕
遊」。議案一邊說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多元
包容、和平仁愛」，一邊卻妖魔化內地同
胞，反對兩地融合，其虛偽性顯而易見。值
得指出的是，議案名為「重申香港核心價
值」，其玄機是將兩地融合的趨勢與香港的
「核心價值」對立起來，這是改頭換面和更
具挑撥性的「中港文化衝突」。

不應將「雙非」與「自駕遊」混為一談
事實上，「雙非」孕婦湧港是個別政黨大

狀當年種的禍。個別政黨其核心人物在2001
年策動了「莊豐源案」，為「雙非」孕婦來

港產子潮埋下伏筆，對本港醫院的婦產科、
兒科、母嬰健康院以至未來的人口政策和社
會福利造成嚴重影響，並引發了香港人與內
地人的矛盾，造成分化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惡
果。現在，個別政黨又企圖將「雙非」與
「自駕遊」混為一談，不僅是企圖為自己推
卸責任，更是借機煽動兩地同胞互相仇恨，
圖謀分化香港人與內地人，損害「一國兩制」
方針。
在港英時代，港英政府利用香港和內地

之間的邊界，長期實行排拒、隔離和疏遠
內地的政策。回歸後，港英此種政策演化
為反對派經濟上的「隱性港獨」。所謂「中
港文化衝突論」，是「隱性港獨」的一個變
種。
事實上，兩地文化差異不等於文化衝突，

「自駕遊」是粵港融合的互利安排，有利進
一步刺激香港旅遊、消費旺盛，擁有私家車
的中產階層更可率先受惠。少數人將「自駕
遊」政治化、妖魔化，將「自駕遊」說成是
所謂「中港文化衝突」，其根本用心是反對
和阻止香港與內地的社會經濟融合。當然，
「自駕遊」衍生的一些問題需要慎重解決，
根據特區政府的安排，首階段「自駕遊」屬
試驗性質，只是港車北上，次階段開放內地
車輛南下還未有時間表，要進一步研究，這
是非常穩妥、慎重、合理的做法。

說地天藍

飛揚聲龍
兩地文化差異不等於文化衝

突，某些人所散布的所謂「中

港文化衝突論」，其本質就是

拒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

但是，香港若希望不被邊緣

化，最重要的就是與內地經濟

融合。香港背靠祖國內地，在

經濟上已經與內地形成密不可

分、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關

係。香港可以在國家發展中加

快發展自己，可以從內地獲得

廣闊的市場空間和不竭的發展

動力。為此，香港要加強與內

地的合作，特別要加快與泛珠

三角的經濟融合，努力爭取成

為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和發展的

核心力量。

特首選舉進入最後直路，現時有三名參選人提交了選委提名正式成

為特首候選人。兩名建制派候選人已提出了各自的政綱及願景，展現

對香港未來的抱負，供選委及市民評價。然而，反對派的代表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雖然是最早提交了選委提名，但主要的選舉工程並非是

向外界展示政綱爭取支持，而是不斷四處亂潑污水，評論這個批評那

個。每次面對傳媒鏡頭，他都不會放過任何抨擊他人的機會，但對於

自身的政綱卻未有置過一辭，所有的發言不是抹黑就是抽水。在何俊

仁心目中，參選特首不過是為了爭取傳媒曝光，抹黑建制派的機會而

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