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羞羞答答，拒絕承認這一
次突然爆發的政治活動，是為9月9日的選舉服務。
昨日《蘋果日報》終於圖窮匕見，不打自招這是一
次選舉行為，要把立法會選舉作為一次「國民教育
的公投」。《蘋果日報》標題是「群組促運用兩票
硬撼建制派鐵票」、「公投反洗腦用選票說不 」。
《蘋果日報》洩露天機，還報道了美國勢力對於這一
次9月選舉的關注和政治意向，企圖動員美國在香港
的勢力，參與投票，包括發動教會和大學方面的勢
力，反對國民教育，發起罷課運動。選民必須警惕
其禍心。
美國的報紙對於反對國民教育運動，興高采烈，

進行了近一個月的連續報道，為香港反對派連日利
用街頭活動反對國民教育拍手叫好。《紐約時報》
和《亞洲華爾街日報》前日動用了將近一個版的篇
幅，為香港反對派撐腰。《紐約時報》興奮地說，
「洗腦教育爭議可能會打擊親北京立法會候選人下周
日立法會選舉的選情」。《紐約時報》得意洋洋說，
多個民調均顯示香港人現時對北京政府的不滿程
度，創回歸以來新高。這種論調，與美國重返亞
洲，在釣魚島問題上面，鼓勵和支持日本的侵略行
為，在亞洲地區挑動對中國的不滿和製造領土糾
紛，然後站在其他國家的一邊反對中國的做法一脈
相承。

配合境外勢力的一場選舉炒作
這一次選舉，反對派和境外勢力，認為這是一個

要改變香港政治生態的戰役。如果反對派取得了三
個「超級區議會」議席，他們就可以宣傳獲得百分
之六十的民意授權，他們就可以繼續推行「去中國
化」，在香港製造更多的敵視中國政治活動，為美國
的戰略利益服務。
但是，反對派內部出現了不少利益收受醜聞和瞞

報醜聞，公民黨在大橋官司、「雙非」子女居權案
官司、支持外傭取得永久居港權官司，臭名遠播，
令到他們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大敗，多名政治明星
落選，難以派出有競爭力的候選人參加「超級區議
會」選舉，他們又缺乏地區工作和民生工作的實
績，更加缺乏實幹的政治明星，對於香港的經濟發
展和改善民生沒有建樹，反而製造許多障礙和麻
煩，浪費了大量公帑，出賣了港人利益。拉布是他
們在立法會的拿手好戲，至於潑婦罵街，掟香蕉，
潑水，抬棺材，污言穢語，更加成為了立法會的毒
瘤，令到廣大選民非常不滿。如果按照正常的立法
會選舉，沒有往績，沒有經濟民生的抱負和政綱，

只有劣跡，他們一定會敗下陣來。
反對派為了轉移選民視線，他們突然開闢了一個新題目，就是

反對國民教育，一可擾亂大局，二可為美國的政治利益服務。他
們精心設計了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等所謂「沒有
政黨背景的民間組織」，掩耳盜鈴。絕食學生中，李成康以學聯
秘書長的身份參與絕食。他本身是民主黨九龍東支部成員，曾擔
任李華明助理。反對派捧得大紅大紫的黃之鋒，父母都是公民黨
黨員，其父親長期從事內地地下教會的串連，帶同兒子參加公民
黨的政治訓練，訓練攻擊官員的技巧。黃瑞紅是國民教育家長關
注組其中一名發言人，但她從來沒有向外表露自己的真正身份是
公民黨核心黨員，曾代表公民黨參選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她也是
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辦公室當值的大律師之一，與余若薇份屬僱
傭關係，她亦兼任香港人權監察第二副主席，是反對派的中堅分
子。她的丈夫是工黨譚駿賢，目前正參與新界西的立法會選舉，
而反國民教育正是李卓人團隊主打政綱之一。

絕食黑手大都是反對派中人
在這一次反對國民教育的活動中，民主黨的教協成員更加扮演

了主力軍角色。他們利用青少年絕食自殘的手段，作為鬥爭工
具，製造悲情，效法台灣的民進黨，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
體，反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反對介紹中國的體制和成就，反對
香港青少年有保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的責任。所以，在美國日本聯
合軍事演習，合謀侵佔釣魚島事件中，他們不發一言。他們組織
群眾和網友攻擊在國民教育中主持公道的電視台，阻撓自由採
訪，踐踏新聞自由。他們對於參與國民教育的校長和教師進行白
色恐怖，不斷進行電話滋擾活動，用不民主的手段壓制教育學術
自由。
如果讓這一些每日搗亂的政客進入了立法會，香港的政治局面

將會更加動亂，香港的經濟民生更加難以改善，香港學生的德育
將會更差，青少年可以公開辱罵官員、校長和老師，可以想做就
去做，不認同國家，不認同社會整體利益，不合自己意思的就採
取激進的絕食，參加罷課不上學，如此下去，他們就是天不怕地
不怕的紅衛兵，他們在家裡更加不會聽從家長的教導。香港的選
民難道會支持這些在選舉中搞陰謀詭計的政客嗎？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

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A21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2年9月7日(星期五)

根據現行的票
價調整機制，港
鐵可以依照方程
式的計算，每年
自行調整票價，
坊間一般稱之為
票價可加可減機
制，但這個名稱
卻有了一廂情願
的味道，因為被
叫作「可加可
減」，令市民對
票價有減價的憧

憬，但實際上調整是有方法去跟從，而這個計算
方法在現時環境下卻是連年加價，加深了市民對
港鐵的不滿。
平情而言，港鐵是一間獲利甚豐的企業，在有

厚利的情況下還去加價，市民感受當然不快。可
港鐵是一間上市企業，假如港鐵不依照票價調整
機制去申請加價，則是管理層的失職。假如有心
搞事的人以此為由去攪局，港鐵也難免要面對訴
訟風險，尤其是香港今天的政經情況，更讓人不
得不按本子辦事，所以港鐵才有一面加價、一面
提供優惠之舉。在生意的角度看，這好像是讓乘
客得不到實利，因為減價的實效較大，但假如我
們將這些風險算進去，也可理解港鐵的難處，因
為港鐵背負了一間上市公營企業的原罪。

港鐵公私兼顧票價矛盾難解

在一般市民的角度看，港鐵的大股東是特區政
府，擁有76%的股權，所以應歸類為公營企業。既
然是公營企業，港鐵就必須要以市民的利益為大
前提，結果是大眾對港鐵有提供最優質服務的要
求，卻對港鐵有更便宜票價的期望。可是現實告
訴我們，除非有大量的補貼，否則是魚與熊掌不
可兼得之局。以前港鐵還未上市時，港鐵票價由
政府控制，所以問題也沒有浮現，但當港鐵上市
後，這種票價釐定究竟是以市民為先，或是以企
業盈利作主導，卻是一個尖銳的爭議課題。
兼且現時的政治環境，對港鐵更是不利，因為

不管港鐵在票價制定上有何種理據，總之要市民
付鈔就是一個問題，港鐵的票價調整永遠是一個
死結。
現時已有不少民意代表提出，要政府回購港

鐵，或是成立票價穩定基金，可是這兩項建議都
不可行。要回購港鐵，就必須使用公帑在市場購
入港鐵的股份，當中就產生公帑使用的問題。現
時港鐵的市值是1600多億港元，以流通股份的市
值計算已是400多億港元，假如政府真的要回購港
鐵，就最少要付出400億元的代價。可是，當回購
真的落實，港鐵的股東一定不肯以目前市價，將
手上的港鐵股份售出。換言之，政府要給予一個
更吸引的價錢，方有可能達成回購的目的。究竟
要付出多少溢價還未可知，但要付上遠超過400億
元卻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這樣的一個回購行
為，得益的是小市民，還是投資在港鐵的投資
者，這已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

解決爭議重在機制公平合理
至於票價穩定基金就更是令人費解，因為票價

穩定基金成立的前提，就是有一個指標回報，超
過這個指標回報要撥入票價穩定基金，不足的就
從票價穩定基金中拿出來。問題是，我們還未有
對港鐵定下何謂指標回報，一來定下指標回報所
花的心思和談判會很費時。從兩電的例子來看，
指標回報的制定也永遠是爭議之處。而且票價穩
定基金的資金來源更是令人頭痛，不少議員指可
由港鐵派給政府的股息來作起動，可是股息一經
派發，就已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將政府應得的
股息來作港鐵票價穩定基金，會令人質疑為何不
將這筆資源用在房屋、教育、醫療、福利等範
疇，也是不易理順的主張。至於以港鐵的售樓收
入來作票價穩定基金，更是將港鐵的收入運用自
主權拿走，是一種對私產權侵佔的行為，而以此
推論，我們也可要求地產商將旗下商場收入用來
成立樓價穩定基金；或是要求快餐店將早餐收入
用來成立晚餐價格穩定基金。我們不應只因看到
港鐵大股東是政府，因而作出不合理的要求，這
樣的後果對營商環境的影響可以是深遠的。
所以筆者以為，要解決港鐵連年加價造成的爭

議，可以在新的票價調整機制上花功夫，例如對
港鐵的收入封頂，又或是在票價調整機制上加入
其他元素，以令港鐵不再在大賺的情況下繼續加
價。我們要的是合理公平的票價調整機制，而不
是民粹的逢加必反，又或是要求政府無限制包
底。

機制調整得宜 可解港鐵票價爭議

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
有識人士皆知，國民教育全世界都在做。香港僑界

社團聯會的團體成員有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歸僑社團，
有來自歐洲的華人團體，也有來自北美和大洋洲的僑
民組織。他們都知道，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
等，以及周邊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全都普
遍推行國民教育。不論歷史悠久還是短暫，政治制度
和國體如何，幾乎每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教育，都把
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精神培養放在最重要的
地位。美國就是一個非常重視國民教育的國家，美國
許多中小學校每天都有升國旗、奏國歌儀式。法國的

國民教育偏重法蘭西民族優秀傳統，突出法國各個歷
史時期的光輝功業，培養作為法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
民族自尊心。新加坡教育部明確提出，致力培養自信
的、自主的、積極的和有愛心的公民，特別強調注重
「愛國」、「自信」等價值品質的培養，並對小學、中
學、大專的學生提出了不同層次的要求。新加坡迅速
崛起於東南亞，成為新興的現代化發達國家，國民教
育發揮的作用功不可沒。

華人華僑具有愛國的傳統
國民教育說到底就是愛國教育的範疇。華僑遠離自

己的祖國，他們在海外最能體會到：祖國強大，海外

華僑才有地位。身處海外的華僑從來都不會忘記對自
己的後代進行華文華語教育，培養他們對中華民族的
認同和感情。他們與祖國血脈相連，身處海外，心繫
家國，不忘大力弘揚愛國教育。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國家。同樣，香港的國民教育，

是不能與愛國教育及確定國民身份認同相脫離的。香
港開設國民教育，其核心是對學生進行國情及公民身
份教育，認識國家的山川地貌、天然資源、古蹟文
物，歷史淵源，提升對國家的歸屬感，思考國家和香
港的關係及未來發展，樹立理性、真誠、仁愛、孝
道、欣賞、團結、愛國心等價值理念。推行國民教
育，能夠使香港的青少年更好地了解國情，把握國家
發展的機遇，從中獲得自身的發展。青少年是香港未
來主人翁，宜盡早認知和接受國民教育。通過國民教
育讓青少年學生加深對國家國情的了解，加深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增強對國家的身份認同，以便更好地配
合香港社會及國家的發展，這是很正常的，應該由全
社會大力去做的事。

不應將爭議政治化
當然，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可自由表達不同意

見，反映多元訴
求。我相信大多數
家長是支持國民教
育的，即使持不同
意見的家長中，大
多數也並不是反對
國民教育本身，而
是對國民教育的推行模式、教學內容與價值觀及師資
等問題存有爭議。而這些爭議是完全可以心平氣和通
過理性討論來凝聚共識的，完全沒必要令爭議演化為
水火不相容的激烈政治議題和事件。「香港是我
家」，是700萬香港人的共同家園。已經回歸祖國15年
的香港，與內地交流愈來愈密切，港人越發認識到香
港發展與國家發展密不可分，這些都是香港推行國民
教育重要的基礎，也符合香港「一國兩制」下的社會
現實。香港回歸15年，醞釀國民教育用了10年，諮詢
跨越了2年，之後還有3年的開展期，我相信在廣納意
見的基礎上，循序漸進推行國民教育，正當其時。我
期盼港人珍惜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堅持理性，同心
同德，群策群力，共同把香港建設成為我們和我們下
一代引以為傲的美好家園！

由本學年起，政府容許學校按校本情況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本是正常的全人教育學

科，卻因一些反對人士不了解情由，不熟悉教材，被錯誤標籤為「洗腦科」。這幾日，反對國民

教育行動愈演愈烈。少數別有目的的人士，不僅置正面意見及理性討論於不顧，而且執意將問

題徹底政治化，極盡「內耗」之能事，越鬧越大，越反越「離譜」，事件引起社會各界莫大的關

注。本人呼籲大家都應珍惜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堅持理性、持平、溫和，大家有商有量，而

非將國民教育標籤化並肆意鞭撻，應還學校學術自主的空間，相信終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理性討論國民教育 共建和諧香港家園

青年須認識國情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7年7月1日香港回歸10

周年訪港時指出，「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
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
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胡
錦濤的講話點明了加強國民教育的含義，希望
香港人更多地了解內地發展，以及近年在各領
域所取得的成就，增進港人對國家的認識和信
心。我想，即使有人可能對國家執政黨有不同
看法，但是胡主席的提法對港人具有正確的指
導意義，畢竟香港和內地已密不可分，提醒青
年人與內地要多交流，作好事業發展準備，乃
理所當然。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內地，
改變了整個世界格局，其影響之巨，全世界都
在研究。香港回歸祖國已有15年之久，現時才
推行國民教育，加強認識國情已經太遲，如今
還要反對國民教育，更與世界認識中國的潮流
背道而馳。　
反對「國民教育」最刺激家長神經的口號

是防止學生被「洗腦」，這個論點其實最不科
學。學生若沒機會從不同材料中看待問題，
才是被迫「洗腦」。現在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的
條件極之寬鬆，允許不同意見參與其中，最
重要的是學校的教材自決。可惜的是，反對
「國民教育」的人士根本不看這些，甚至連為
何要撤回該科的理由都不提出，
就以絕食罷課等激進方法要求撤
回該科，這種不講道理的態度，
是理性包容？還是激進霸道？採
取絕食和罷課的激烈手段，要求
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是徹底封
殺國民教育的討論空間，缺乏起
碼的民主包容精神。　

反「國民教育」項莊舞劍
經濟改革開放，國家實力與日

俱增，如今舉世對中國崛起刮目
相看，讓學生多了解國家發展的
成就總不至於毀了孩子吧？這較

之向本港一些在「溫室」玩謾罵政治、專吃政
治飯的人學習強多了。有些港人就是喜愛抬高
自己形象，佔據道德高地，一味指摘內地，只
會激化兩地矛盾，無助於現實生活中互讓互
諒。今日把國民教育醜化到一無是處，批評者
亦不會因此而成為「正義」的化身。
對國民教育敢於提出完善意見值得尊重，但

將反對的題目做得過大了，甚至借題發揮，以
此作為攻擊政府和內地的工具，就難免露出項
莊舞劍的殺氣，須知國民教育在世界各地早已
推行多年，視為教育國民的基礎必修科。香港
不能咬定國民教育就是洪水猛獸，在「一國」
的前提下，有關國家的大道理，能夠有較一致
的理解才是好事，不然有人口口聲聲說要維護
核心價值，做的卻是「去中國化」。恕我直
言，反國民教育不過是又一個逢中必反的工
具，長此以往，必有損香港與內地最為珍貴的
互信基礎。

反「國民教育」走過頭了！

余國春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

施展熊 全國政協委員 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

蘇偉文 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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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大群中學生穿了黑衣服，佩黑絲帶在政府

總部抗議推行「國民教育」，要求政府撤回，甚至還

有師生絕食施壓、吸引眼球，擺出一副不逼到政府

讓步勢不罷休的姿態。其實，將國民教育妖魔化、

無限上綱為「洗腦科」，在港掀起一場反政府的軒然

大波，社會有必要冷靜深思，考慮反國民教育行動

是否符合香港理性務實的社會價值觀，否則港人慣

於激情高漲，不計後果，恐怕會一次又一次做「空」

自己。■施展熊

■余國春

■蘇偉文

■不少身穿黑衣的學生集會反國民教育，但其洗腦論不科

學，反過了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