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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2017年香港舉行普選前的最後一次特首選
舉，沒有人預料到會出現今天的局面。出現如
此局面，是任何一位關心香港未來發展的市民
都不願看到的。市民不禁要問，到底是候選人
處理負面新聞手法欠佳，還是幕後有黑勢力在
操縱「爆料」，影響正常的特首選舉？

製造混亂 削弱行政主導
出現當前這種情況，最為開心的無疑是反對

派。實際上，當所謂的「醜聞」曝光後，反對
派中重要人物如民主黨特首候選人何俊仁，公
民黨余若薇、梁家傑，工黨李卓人等空群而
出，對事情無限上綱上線，將矛頭直指現行的
特首選舉制度「不民主」、「扼殺市民」，進而
要求立即落實「雙普選」。如此迫不及待，無異
於欲蓋彌彰。
據民主黨一名中常委透露，早在特首選舉報

名之前，反對派中的公民黨、民主黨、工黨等
就曾一起開會，在研究制定整體特首選舉策
略時，提出分三個階段展開，一是選舉提名
期前，二是提名期間，三是投票過程。雖然
民主黨候選人何俊仁不可能獲勝，但必須在
三個層面「有所作為」，從多方面努力，盡可
能為「泛民主派」爭取更大利益。當時更曾有
人事先「預告」，唐、梁必定會有「黑材
料」、「好戲在後頭」。一如公民黨成員所
說：「黑材料」讓市民看到特首候選人有多
麼不濟，那麼日後當上特首，還有多少市民會

認同「行政主導」？

渾水摸魚 騙取選舉承諾
以公民黨與民主黨為首的反對派，並不奢望

何俊仁有任何當選的可能性，按其構思，兩名
最有實力的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目前均因
「黑材料」而形象受損，實力可謂旗鼓相當，最
後勝負可能在較少票數之間。因此為了獲勝兩
人都必須盡可能去爭取每一票的支持。在此期
間，反對派所擁有的逾200票則會成為關鍵票，
可以「吊高來賣」。「實際上來講，就是要建制
派候選人作出選舉承諾，而這些承諾又是平時
幾乎不可能會答應的。換句話說，這200票有點
像『魚餌』，願者上釣。」民主黨這名中常委如
是說。
反對派希望獲得的「選舉承諾」有三點：第

一，至少在未來5年任期內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第二，2016年立法會的產生方法，必須
減少甚至朝取消功能界別的方向發展，同時2020
年全面實行普選；第三，研究修改基本法有關
立法會表決的辦法，即取消「分組點票」制。
以上三點是反對派所謂的「長遠訴求」。當然，
他們也明白要建制派候選人答應幾乎是不可能
的事，圖的是能從討價還價過程中，甚至是競
選辯論中，向對方施加壓力，迫使新當選特首
日後必須認真對待。

「白票」策略 對抗選舉制度

公民黨現任黨魁梁家傑早前曾公開明言，該
黨所擁有的29張選委票會一致投給民主黨何俊
仁。這話說得冠冕堂皇，但梁家傑卻沒有講
明，一旦選舉進入第二輪投票，公民黨或者是
整體反對派的選票走向會如何。
實際上，據公民黨成員透露，當進入投票

時，即他們稱之為「第三階段」，反對派將會按
照準備好的「沙盤推演」行事：一旦何俊仁在3
月25日首輪投票中被淘汰，選舉進入第二輪
時，反對派所擁有的200票將不投給任何人，全
體選擇投「白票」（廢票）。此舉目的有二：第
一，表達對現行制度的不滿；第二，表達對當
選特首的不滿。當然，這兩條不滿，最終目標
無非是要營造反對派「抗爭」的公眾形象，以
贏取選民的「同情」與支持。
當然，反對派還有一層考慮，一旦出現他們

口中的所謂「中央欽點」結果，便會考慮以集
體離場抗議為手段，騙取市民同情與好感。2008
年選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反對派就使用了
同樣的手法。
反對派精心策劃的特首選舉策略，背後獲得

境外政治勢力的支持，目的在於要破壞新一屆
行政長官的順利誕生，破壞特區政府的行政主
導威信。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連番爆出
建制派候選人的負面新聞。
（本文轉載自2012年3月號《紫荊》雜誌，內

容有刪減。）

反對派希望在特首選戰中謀取什麼利益?

目前距新一屆特首選舉揭盅不足1
月，選情激烈，未來特首的任務也將十
分艱巨。選出什麼樣的特首，才能引領
香港這艘巨輪揚帆起錨，倍受各方關
注。有意參選特首的候選人都已拿到足
夠選委提名入閘競逐，進入臨戰狀態。
隨㠥選舉時間的迫近，所有參選者及其
助選團隊已高調亮相，並進入宣傳政綱
的緊張角力。
那麼，針對下屆特首選舉所面臨的複

雜社會背景與香港經濟轉型的關鍵時
刻，究竟什麼樣的特首才符合香港社會
與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什麼樣的特首
才是香港廣大民眾的心意所屬。我們認
為不管是誰勝出，新一屆特首必須具備
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和作為，這也是港
人評選新特首應關注的重要標準。

特首須具備四個方面的優勢
首先，必須具有崇高的政治理念和政

治誠信，始終堅持「愛國愛港」的重要
政治前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是97回歸以來，中央政府賦予香港特區
的治港方針和獨特的政治創舉。對促進
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與構建和諧的大中

華政治格局發揮㠥積極的實踐和示範作
用。因此，未來特首必須具備較高的政
治威望、政治智慧與政治誠信。同時應
積極維護「一國」之前提，建設發展
「兩制」的成果。且應具有清晰、長
遠、系統和循序、健康的香港經濟與政
制發展規劃。
第二，未來特首必須果敢堅毅，應建

立強有力的行政管治與施政團隊，並建
立高效嚴謹的問責機制。香港特首也是
全體港人民意凝聚的表達，是全體港人
的公僕；而不是狹隘的「政客」和普通
的「打工者」。因此，必須具有博大胸
懷和主人翁的承擔姿態，真正行使港人
當家作主的權利。同時必須具備高超的
治港謀略與政治智慧。必須強化政府行
政主導的施政格局，進一步加強立法，
完善條例，健全完善立法會選舉體制與
運行機制，淨化立法會議政文化，清除
淤泥，逐步構建起和諧、理性、科學、
健康的立法會議政環境，為政府施政管
治保駕護航。做到「議而速決、政令暢
通、執行有效」。去年7月中旬，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已明確指出：「香港
已進入新的選舉階段」，同時，他還提

出了參選特首必須具備的三項主要條
件：「首先要愛國愛港；第二要有很高
的管治能力；第三要有比較高的社會認
受度，即能讓老百姓滿意接受，有較好
的民意基礎」。可見，下屆特首人選的
「管治能力與民意基礎」已被提升到重
要的高度。應充分重視民意的訴求和表
達。

抓住戰略機遇加快經濟轉型
第三，未來特首必須緊緊「抓住國家

十二五發展規劃和中央挺港36條」的戰
略機遇，加快香港產業重建與經濟轉
型。應盡快建立發展香港科技產業研發
中心、國際教育中心、人民幣離岸中
心、環保節能創新中心，及現代金融、
物流、商務龍頭，促進香港經濟全面轉
型。同時應吸取歐洲長期高福利模式債
務危機的深刻教訓，因地制宜，盡快建
立科學的扶貧和退保機制，革除懶蟲寄
生環境，強化社會生肌造血功能，㠥力
改善基層民生，化解社會矛盾。對公屋
與居屋的建設，應根據社會需求、經濟
形勢、家庭負擔、市場價格等因素，進
行科學測算、論證和系統規劃，而非空

想胡亂定義，早日實現「居者有其屋」
的社會訴求。應秉持「服務為本，民生
為重，發展經濟」的治港理念，杜絕官
商勾結、利益輸送和財閥經濟，管治香
港需要的是能力；而非關係。應保持香
港客觀、公正、公平與透明的施政環
境。
第四，新特首應建立香港政務官和

公務員團隊常態化的訓練機制，強化
國家主權意識、忠誠意識、道德情
操、職業操守與專業誠信的培養。建
立與內地的公務團隊的溝通培訓網絡
機制，加強交流互動，全面加強、提
升國民教育、國情教育和愛國主義教
育。同時要加強內部管理體制改革，
增強團隊凝聚力和執行效率，建立特
首、政務官與司局長對公務員團隊的
威信和絕對領導地位。並要優化配置
經濟資源，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拓闊
稅基，擴充儲備，增加發展經濟投入
力度，提升資源運用效率，盡快推動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西九龍文
化區、前海合作開發區等政府大型基
建工程的上馬，加快與內地經濟融
合，不斷提升香港競爭力。

2012年第四屆香港特首選舉將於3月25日舉

行，本次選舉有別於首屆特首董建華時期的維

護「平穩過渡」大局和第三屆特首曾蔭權時期

的穩定公務員團隊、避免社會分化的「安定團

結」原則。但都具有一個共同不變的重大前提

就是必須具備「愛國愛港」的忠貞情懷和堅持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治方針。同

時，本次選舉還具有重要的歷史內涵和深刻的

現實意義。因為新一屆香港特首將產生於歐美

債務危機瘋狂肆虐，陰霾難消的當下時局；產

生於國家「十二五」規劃所賦予香港的重要歷

史機遇期；產生於香港產業經濟面臨轉型、變

革與突破的關鍵時刻；也產生於香港政治生態

日益扭曲，「泛政治化」和暴力民主阻滯香港

經濟、民生健康發展與社會深層次矛盾不斷累

積的複雜歷史時期。同時下屆特首選舉也是為

順利實現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的過渡準備和開

篇佈局。因此，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香港未來特首的條件和作為

民主黨日前舉行內部諮詢會後，決定派
出2張名單參選新一屆立法會的「超級區
議會」議席，經黨內區議員投票後，九龍
西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及葵青區議員尹兆堅
所得的票數最高，雖然有關結果還要經過
民主黨中委會及黨大會討論確認，但已表
示民主黨很大機會由這兩人爭奪「超級區
議會」議席。至於一直表示有興趣參選的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投票前才通知黨，
指稱為了民主黨未來發展，決定退出云
云。這次投選結果有兩個啟示：一是民主
黨內難以找出具條件的人才出選「超級區
議會」議席；二是何俊仁退選並非是因為
什麼為民主黨發展，而是新界西的內鬥愈
發競烈，需要他親自坐鎮防止亂局。

蜀中無大將大佬懷鬼胎
首先，民主黨最終選出涂謹申和尹兆堅

兩人參選，正反映其蜀中無大將，而大佬
們又各懷鬼胎所致。涂謹申在九龍西一直
疏於地區工作，只是靠傳媒曝光的紙上政
治明星，甚至連黨內大佬李永達也曾罵他
為「懶將軍」，上屆立法會選舉已經危危
乎，就是連黨內也認為他今屆再選勝算不

高。黨內早已決定派出新貴黃碧雲取代涂
的議席，但說到底涂都是立法會議員，不
能說撤就撤，於是黨內大佬決定借助其全
港性知名度出選「超級區議會」，知名度
佔優之餘，也可藉此掩飾其地區工作一無
是處的「死穴」。
至於尹兆堅能夠高票當選，卻頗令不少民

主黨中人大跌眼鏡。此人本屬街工梁耀忠的
愛徒，當年全靠街工樁腳才能當選區議員，
後見街工發展空間有限，梁耀忠胸無大志，
於是毅然轉投同屬新界西的何俊仁麾下，以
求大樹底下好乘涼，由於他在葵青有一定地
區基礎，對於有意開拓葵青的何俊仁而言自
然是大喜過望，自此成為何的親信，甚示在
黨齡極短之下就可負責何俊仁參選特首的重
任。因此，尹能夠在民主黨內迅速冒起，與
何俊仁的支持是息息相關，何甚至發動派系
內的區議員讓他上位出選「超級區議會」議
席。不過，此舉也引發不少第二梯隊的不
滿，南區區議員馮煒光上位之心人所盡知，
參選意慾也是各人最強，羅健熙、黃國桐等
也有一定地區實力，但這次竟然輸給一名
「轉會新丁」，怎可能心服？可以預期在中委
會及黨大會確認有關名單前，黨內的暗鬥還

會繼續加劇。　

「大佬文化」嚴重加劇黨內權鬥
當然，事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為什麼何俊

仁突然不選，他參選特首爭取曝光，原意也
是為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積累本錢，而
且有關議席成本極高，理應找最有勝望最具
全港性知名度的人士出選，何俊仁自然是不
二之選，為什麼突然改變了？這自然不是什
麼為了民主黨發展的理由，而是逼不得已。
初時何確實是打算出選「超級區議會」議
席，並藉此空出原來的新界西議席讓第二梯
隊上位。然而，空缺只有一個，但區內的第
二梯隊卻有一大批，人人想上位，如李永達
的太太及區議員陳樹英、何俊仁從前的愛將
張賢登及多名年輕區議員也是虎視眈眈，黨
內大佬多次希望協調解決也不得要領，而在
區內各人甚至已開始明爭暗鬥，如果最終指
定其中一人出選，結果都難以得到其他人支
持，面對今屆新界西群雄割據的形勢，派出
新人出選已經是冒險，再加上內部不穩，隨
時有可能會丟失議席，重演當年李永達大熱
倒灶的一幕，這是民主黨所不願看到的。
最終，為免內鬥加劇，何俊仁才在最後一

刻決定留守新界西，與李永達一同穩住大
局，其他第二梯隊眼見主席留守新西自然難
再發難，而以兩人的實力也可確保民主黨在
新西保住兩席，何忍痛不選「超級區議會」
議席，可以說是無可奈何的決定。事件再次
暴露民主黨內鬥之劇烈，而且黨內「大佬文
化」嚴重，不但大佬不願意讓出議席，讓黨
內成功交班，而且更要掌握選舉安排，公然
扶植親信結黨營私，恐怕只會加劇第二梯隊
的不滿，甚至演化另一次的改革派內亂，何
俊仁雖然暫時防止後園失火，但卻未能解決
內鬥的根源。

何俊仁留守新界西以防後園失火

蒯轍元、馬建波

郭中行資深評論員

路羽翔

在工聯會及多個團體爭取下，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終於宣佈放寬「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計劃」(新交津)的入息及資產限額，雖

然這算是好消息，但我認為若要真正幫到低收入人士，政府除要
進一步放寬計劃行「雙軌制」外，更應考慮設低收入家庭補貼，
方能真正為有經濟困難家庭提供足夠支援。
統計處在上月底公布了一項「2011年人口普查簡要結果」，當中

有些結果卻是令打工仔無奈，因為在2001年至2011年這10年間，個
人收入中位數只微升10%，由10,000元上升至11,000元；而同期的家
庭住戶收入中位數則由18,710元增至20,500元，更只是增加了9.6%。
但同期的「家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中，私樓租金中位數由

5,300元大幅增加至7,500元，增幅達41.5%，遠遠高過打工仔收入
中位數。
我引述這些數據是想清楚指出，普通打工仔根本未能享受經濟

成果，但日常生活支出卻大幅上升，最無奈是租金、水電煤等根
本「無得慳」，往往是肉隨砧板上，故由勞工界努力爭取的交通津
貼計劃，對低收入人士來說，算是可解燃眉之急的措施，稍為減
輕他們的生活負擔。
政府去年推出新交津計劃所設的申請門檻卻異常苛刻，早已受

不少團體詬病，我與新界東「民生脈搏」較早前進行一項有關曾
領取交通津貼市民對新交津計劃看法的調查，結果顯示多達8成曾
領取舊交津的市民，在新計劃下僅有一成再提出申請，逾五成人
因家庭入息超出規限，根本連申請也沒有機會。這反映計劃的苛
刻嚇怕了不少人。
即使現時放寬了入息及資產限額，是否真會多了很多人合資格

申請，則仍有待觀察，例如以2人家庭為例，全家住戶入息限額由
12,000元增至13,300元，故只要兩人的薪金平均各超過6,650元，便
沒有資格申請交津，但大家深知若他們每月有600元交通津貼，將
會是一個莫大的補助支援。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政府有何想法，因為就業交通應是個人的

事，但申請卻以家庭總入息及總資產為單位，究竟政府是想幫個
別低收入人士還是要為低收入家庭紓困呢？
若政府不願意推行「雙軌制」讓低收入人士選擇以個人或家庭

名義申請交通津貼，那麼政府應積極研究實施低收入家庭補貼，
讓低收入家庭可以稍舒一口氣，較早前新加坡政府已決定在未來5
年以總值逾200億元的消費稅長期補貼措施，透過現金、水電費等
幫助低收入人士，故坐擁千億盈餘的特區政府應更有條件去協助
低收入人士及家庭去應付沉重的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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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理為

初時何俊仁確實是打算出選「超級區議會」議席，並藉此空出原來的新

界西議席讓第二梯隊上位。然而，空缺只有一個，但區內的第二梯隊卻有

一大批，人人想上位，黨內大佬多次希望協調解決也不得要領，而在區內

各人甚至已開始明爭暗鬥。最終為免內鬥加劇，何俊仁才在最後一刻決定

留守新界西，可以說是無可奈何的決定。事件再次暴露民主黨內鬥之劇

烈，而且黨內「大佬文化」嚴重，不但大佬不願意讓出議席，而且更公然

扶植親信結黨營私，只會加劇第二梯隊的不滿，甚至演化另一次的改革派

內亂，何俊仁雖然暫時防止後園失火，但卻未能解決內鬥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