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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戰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倒 數 3 天

3 反對派媒體 做選舉機器

立法會選舉走入直路，在各黨派政團紛紛插旗

搶攻議席的亂局中，除了建制及反對派的傳統陣

營對決外，反對派內的「鬼打鬼」鬧劇升級，趁

選戰拓展政治版圖爭做「反對派一哥」。在一場無

所不用其極的大混戰中，無論被嘲諷是「偽民主

派」的民主黨，還是因策動港珠澳橋訴訟及外傭

居港權而光環失色的「藍血大狀」公民黨，以至

一味靠激「教壞細路」的「人民力量」及社民連

等，都絞盡腦汁，厚 面皮「呃票」。

本報回顧個多月來的選戰風雲，踢爆反對派候

選人為求議席耍弄「十大損招」愚弄選民。反對

派既標榜「踢走功能界別」卻又參選，擺明「又

食又拎」；有人為求個人選票不惜炒作議題，分

化社會，以民生福祉作為政治武器；有人陷入誠

信危機，卻一味「三不」政策避談醜聞；有黨派

更公然進行「密室交易」，力保最大政治利益，甚

至由反對派媒體亂打「悲情告急牌」，攻擊抹黑對

手。為贏得議席，反對派甘於輸掉香港發展，不

惜挑撥港人，顛倒是非，做法令人髮指。為了香

港的明天，選民必須擦亮眼睛，投下關鍵一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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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保私利 密室交易
今屆立法會選舉競爭激烈，尤其是

一眾激進派向「偽民主派」磨刀霍
霍，「少壯派」另起爐灶倒戈相向，
白鴿與大狀為免「攬住死」，遂達成
「密室交易」。兩大黨私下互相配票自
保，公民黨承諾不會在超選中派人出
選，而民主黨則以地區直選的部分票
源作交換。自稱尊重民主法治的公民
黨，為了議席再次背棄選舉精神，不
惜犧牲一心放棄荷蘭籍參加今年「超
級議席」的南區區議員司馬文，非但
拒絕支持對方參選，還與民主黨合謀
以「格殺令」，最終令對方無癮退黨
又無法參選「兩大皆空」。司馬文更
投身民協「超選」候選人馮檢基陣
營，用實際行動抗議反對派的「大佬
文化」。

4 虛報冒認 誤導選民

8 奢談取消 照爭界別
公民黨向來自詡「民主」，但每逢

選戰即「民主」第二，「議席」第
一，連「自己友」也狂轟雙重標準。
公民黨法律界功能界別議員吳靄儀自
1995年以獨立人士身份當選後，長期
穩佔議席，至今年放棄競逐連任。但
該黨不做「直選黨」，卻以「參與為
廢除」、保持「立法會三分二關鍵少
數」等藉口，派出新人補位參選，難
以說服市民公民黨是「執 民主」。
民主黨也不遑多讓，初時為求將教育
界議席「代代相傳」，派出黨員馮偉
華從張文光手中接棒，直到馮偉華因
病退選，無奈改由非黨員的葉建源補
上，但坊間消息指葉建源大有可能在
選後加入民主黨，完成教育界議席的
「世襲制」。

5 茶敘「抽獎」似足買票

廉潔選舉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但反對派在競選期間，公然以名下
辦事處或友好組織藉「蛇齋餅 」
籠絡選民。資深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新界西候選人李永達，被揭在

報名立法會選舉期仍以其議員辦事
處名義，以低於成本價協辦一個地
區長者茶敘兼大抽獎，涉嫌賄選。
市民自發到廉政公署報案，投訴李
永達在參選期間以蝕本價舉辦茶敘

活動，有「買票之嫌」。
民主黨另一立法會議員黃成

智，在報名參選後以名下機構及
友好組織名義，在其新界東選區
貼有黃成智團隊的選舉宣傳海報
的地點，發動向長者「免費派麵
包」攻勢，被質疑涉及賄選。黃
成智在選舉海報列明自己是相關
機構主席，但在回應傳媒質詢時
卻聲稱已辭任主席，自己對派包
活動「毫不知情」。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規定，任何人為另一人提供
食物、飲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
供該等食物、飲料或娛樂的全部或
部分費用，以誘使該另一人或第三
者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
候選人；或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在
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
選人，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
為。

9 一味政治 不懂民生

6 攻擊施政 抹黑對手
立法會選舉在於選賢任能，作為民

意代表的議員既要監察政府，也要努

力參與香港向前發展。但反對派向來

站在「道德高地」，抱持逢政府必反

的態度，每當政府有缺失或不周詳，

即撲出來打擊政府威信，大撈政治油

水。選戰在前，反對派政黨政團貫徹

「走捷徑」、「吃方便麵」的作風，迴

避與競選對手比往績、比能力、比政

綱，只一味炒作政治議題，渲染「洗

腦教育」、「赤化香港」等論調，甚

至把政府新宣布動用10億元加建升降

機打造無障礙通道等利民工程，誣衊

為「助選損謀」，試圖挑起香港市民

的情緒。又藉官員僭建、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等事件，拖建制派對手落水，

抹黑招數拙劣。

1 醜化國教
絕食搞激

10 玩弄民調 悲情告急
今次選舉中，港大民調受傳媒委託

進行滾動式民調，市民對各候選人又
上又落的支持度看得眼花繚亂，反對
派則全面利用數據為陣營配票，同時
選擇性利用數字製造悲情，向街坊宣
稱自己「陷入墮馬危機」，或指票源
相近人士「已夠票」，試圖擾亂支持
者的心水選擇。
民主黨涂謹申及民協馮檢基參選以

來一直「打告急牌」。涂謹申聲稱，7
名參選人都具有高知名度，較量之下
必有「死傷」，已作好落選準備。馮
檢基更揚言「冒滅黨之災」參選，每
次選舉都有作好輸的準備。港島陳家
洛團隊同樣「假告急」，在穩奪一席
的良好勢頭下，仍瞄準民主黨及工黨
等盟友的票倉，呼籲每兩位支持者要
有一人投公民黨，才能力保陳淑莊入
局。超級議席候選名單還有劉江華、
李慧 、陳婉嫻和白韻 。

在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前夕，「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突然發起激烈
的絕食行動，多位反對派人士更粉墨登場，直接參與絕食。市民需要警惕
的是，反對派將會在投票的最後關頭，將絕食行動推向極端，製造絕食人
士昏迷之類的惡性事件，搞出更大的悲情以刺激市民的情緒，以影響選
情。
國民教育是向下一代進行歷史文化傳承和道德情操的教育，特區政府倡

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亦清晰訂明包括「個人」、「家庭」、「社
會」、「國家」、「世界」5個部分。但在選舉期間，反對派求票心切，刻
意把將快出台的國民教育政治化，糾纏細枝末節及拋出「洗腦」謬論，窒
礙國民教育在香港正常開展。
綜觀各反對派政黨政團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上，均視國民教育為打擊對

手的「王牌」，一方面在論壇上把課程抹黑為「洗腦科」，以此攻擊支持國
教科者的候選人為「支持洗腦教育」。另方面，又借助「學民思潮」等友
好政團，策動連串「非理性、踩場式」的「研討」活動，在民間炒熱「愛
國等同洗腦」的謬論，一旦非法擺街站遇到警方查問，更大扣帽子宣稱遭
受政府「打壓」及「政治迫害」云。　
直到臨近投票日，反對派直接騎劫在政府總部舉行的反國民教育集會，

許多直接參與絕食的人士，都是反對派政黨核心成員以及與反對派關係密
切的人士：如黃瑞紅是公民黨核心黨員；韓連山是立場偏激的教協理事；
黃克廉是高調鼓吹罷課罷教的教協副會長；李成康是民主黨成員；潘淑瑛
曾在反對派支持下參選選委；黃邦豪是反對派遊行的旗手；姚冠東是港大
校慶期間事件的搞手之一；黃之鋒的父母都是公民黨成員，是公民黨從小
培養的「明日之星」；陳惜姿是《壹週刊》前副總編輯、反對派金主黎智
英的得力幹將。這些人藉大打悲情牌博取市民同情，以求激化國民教育爭
議，挑動社會對立，為反對派選情造勢。公民黨、民主黨等反對派人士源
源不絕地到場聲援，鼓動絕食人士抗爭下去，正正說明反國民教育行動發
展至今，已演變成一場政治抗爭及選舉炒作。
而且，趁 爭議升溫，被視為「幕後黑手」的公民黨及工黨分別在政府

總部附近舉行告急大會，更將集會與政治、選舉赤裸裸地拉上關係，向集
會人士「吸票」、「催票」的司馬昭之心，可謂路人皆見。他們所高舉的
「道德旗幟」說到底只是美麗的幌子，只是藉反國民教育作為另類的選舉
機器及選舉招數，以掩飾其搶奪議席力保民主霸權的政治目的。

本屆選舉，選民盡見反對
派待人嚴律己寬的政棍嘴
臉。民主黨主席、立法會區
議會(第二)界別，即「超級區
議會」選舉候選人何俊仁，
一個月內數度被報章揭發涉
及多宗「瞞報利益」及「黨
產混賬」醜聞，何俊仁本人
及其他黨內候選人至今未向
公眾問責，為求淡化事件，
每每在回應傳媒質詢時搬出
「三不」—「不知道，不記
得，不清楚」，聲稱「年代久
遠」要翻查資料才能詳細回
應。
民主黨拒進一步解釋，反

意圖掀起「白色恐怖」—
「混賬事件」主角之一的新界
西候選人李永達到廉政公
署，投訴揭露事件的報章
「作出失實聲明」，而被傳媒
問及事件疑點時就前言不搭
後語。此舉明顯藉舉報廉署
向傳媒施壓，意圖蒙混過
關。民主黨鬧政府、鬧官
員、鬧對手，唯獨不鬧自己
的偏頗作風，令人側目。
新界西候選名單還有譚耀

宗、陳 鑌、梁志祥、郭家
麒、麥美娟、麥業成、梁耀
忠、陳樹英、陳強、陳偉
業、李卓人、曾健成、何君
堯及陳一華。

誠信乃從政者入門基本要求，反對派候選人卻在選舉中連番被
踢爆資歷失實。公民黨港島候選人陳家洛在宣傳品自稱「教
授」，被質疑原屬「副教授」的他「自我抬高身價」，有誤導選民
之嫌。陳家洛就此搬出「美式學術界慣例」聲言，助理教授以上
職位可宣稱為「教授」，但香港浸會大學發言人重申，陳家洛是
該校社會科學院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在大學架構上，教
授與副教授是兩個不同職位。
有政治學者指出，立法會候選人宣傳品的字眼理應準確，否則

有可能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涉及的虛假或誤
導性陳述條文。陳家洛起初堅稱以「教授」二字宣傳沒有問題，
但其後又在部分宣傳品改用「博士」名銜，明顯心中有鬼。
而標榜「專業民主」、與公民黨關係密切的立法會選舉資訊科

技界候選人莫乃光，繼上屆選舉時被揭涉嫌「瞞報利益」後，今
屆再被踢爆涉嫌冒認公司董事。莫乃光在其競選網頁的個人工作
履歷中稱，是「2011至12年雲谷網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但雲谷網絡刊登聲明，指該公司早於今年3月已與莫乃光中止顧
問關係，倘有人仍假藉該公司名義開展活動，會保留追究權利。
香港島的候選人包括：曾鈺成、鍾樹根、王國興、葉劉淑儀、

劉健儀、單仲偕、何秀蘭、劉嘉鴻、許清安、勞永樂、吳文遠、
吳榮春、何家泰。資訊科技界候選人還有譚偉豪。

選舉論壇是候選人闡述理念，比拚
議題的公開平台，但每當建制派候選
人談房屋政策、交通問題、打工仔權
益、青少年就業等小市民 緊的話題
時，反對派總會扭盡六壬將民生議題
拉扯到政治爭議，來來去去「兩三
招」，不是激動大鬧「西環治港」、
「國民教育」及「民主普選」，就是向
對手「翻舊賬」，要求建制派為政府
失誤「負責」。反對派一味打政治牌
的其中一大原因，是他們對地區情況
根本「不熟書」，例如公民黨候選人
早前就如何處置紅磡區違規骨灰龕問
題提出建議，竟要求豁免部分長期違
規的無牌骨灰龕，但事實上當區居民
一直期望「損宅」與「陽宅」分開，
公民黨的建議完全是幫倒忙。

反對派的「民主」充分體現「你『民』我『主』」精
髓，每當被踢爆犯錯即詭辯為「黑材料」，被要求問責
則宣稱「遭打壓」，隨即由與反對派利益與共的「友好
傳媒」為負面新聞消毒。何俊仁連番「漏報」公司董事
及股份利益，又聯同李永達未有申報以代名人身份持有
公司股份，他們一直拒交代真相，卻透過個別報章「反
駁」指，「漏報不涉個人利益」，「立法會利益申報寫

明不用申報」云。
作為大狀的公民黨新界東候選人湯家驊，被揭發「漏

報」7間用作持有多項物業、股票及高爾夫球會籍的公
司股份，以及持有公民黨總部物業的公司股份利益。事
件曝光後，他在個別報章「自我洗底」，聲稱相關公司
只用作持有物業，不涉個人利益。當傳媒踢爆社福界候
選人張國柱等的寓所僭建未解決時，反對派同樣自我消
毒，揚言相關僭建「大部分已依法改正」。若理直氣
壯，應向公眾交代真相，又何需猶抱琵琶半遮面，為醜
聞塗脂抹粉。
反對派傳媒同時全力反攻，利用任何空間，以大篇幅

抹黑建制派，包括藉連篇累牘的報道，炒熱國民教育爭
議，以炮轟建制派及特區政府官員不聽民意。同時捕風
捉影，更甚者無中生有，不斷製造負面新聞，以影響建
制派參選人的公眾形象。
新界東的候選人還包括：陳克勤、葛珮帆、葉偉明、

龐愛蘭、田北俊、邱榮光、劉慧卿、黃成智、蔡耀昌、
張超雄、陳志全、范國威、何民傑、梁國雄、梁安琪、
方國珊、陳國強、龐一鳴。另一社福界候選人為陳義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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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一方面鬼打鬼，另一方面卻不顧劣跡斑斑呃空心思

「呃票」。 資料圖片

■何俊仁拒交代「黨產混

賬」。 資料圖片

■陳家洛以「教授」銜頭印製的宣傳品仍

隨處可見。 資料圖片

■市民促廉署調查李永達茶敘「抽獎」涉賄選。 資料圖片

■反對派常炒作政治議題，抹黑建制派。 資料圖片

■陳淑莊(右)稱選情告急，大耍「眼淚攻勢」谷票。 資料圖片

■每當建制派候選人談房屋政策、交通問題、打工仔權益、青少年就業

等小市民 緊的話題時，反對派總會扭盡六壬將民生議題拉扯到政治爭

議。 資料圖片
■馮偉華因病退選，教協葉建源（前左）頂上。 資料圖片■司馬文（左）支持馮檢基，以行動抗議反對派大佬文化。 資料圖片

■莫乃光

(右)被揭

涉嫌冒認

公 司 董

事。

資料圖片

立法會選舉走入直路，在各黨派政團紛紛插旗

搶攻議席的亂局中，除了建制及反對派的傳統陣

營對決外，反對派內的「鬼打鬼」鬧劇升級，趁

選戰拓展政治版圖爭做「反對派一哥」。在一場無

所不用其極的大混戰中，無論被嘲諷是「偽民主

派」的民主黨，還是因策動港珠澳橋訴訟及外傭

居港權而光環失色的「藍血大狀」公民黨，以至

一味靠激「教壞細路」的「人民力量」及社民連

等，都絞盡腦汁，厚 面皮「呃票」。

本報回顧個多月來的選戰風雲，踢爆反對派候

選人為求議席耍弄「十大損招」愚弄選民。反對

派既標榜「踢走功能界別」卻又參選，擺明「又

食又拎」；有人為求個人選票不惜炒作議題，分

化社會，以民生福祉作為政治武器；有人陷入誠

信危機，卻一味「三不」政策避談醜聞；有黨派

更公然進行「密室交易」，力保最大政治利益，甚

至由反對派媒體亂打「悲情告急牌」，攻擊抹黑對

手。為贏得議席，反對派甘於輸掉香港發展，不

惜挑撥港人，顛倒是非，做法令人髮指。為了香

港的明天，選民必須擦亮眼睛，投下關鍵一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又食又拎」雙重標準 泛政治化玩殘香港

■反對派炒

作 國 教 科

「洗腦」，騎

劫集會為拉

票造勢。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自己利益相關的「友好傳媒」為己方負面新

聞消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