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當全國各地及本港社會在為「保釣」

奔走吶喊之時，身為學生組織的學聯在

幹什麼？在幹「反中」的勾當。他們發

起大專生罷課行動，反對國民教育；他

們無視國家對香港的巨大支持，竟然誣

指中國在香港推行「殖民管治」，為的是

要「榨取香港人利益」；保釣本來是本

港大學生的優良傳統，但現在的保釣行

動從來不見學聯蹤影。國人一邊「保

釣」，學聯卻一邊「反中」，連一點中國

人的氣味都沒有。見到學聯的所作所

為，怎不令人氣憤？

青年應為國家前途走在最前
青年學生本來是社會的進步力量，在涉及國

家的核心利益、關係國家前途的事件時，青年
學生往往是走在最前，為國家的未來奮鬥。在
五四運動中，北京的大學生在象牙塔內走出來
抗議北洋政府的喪權辱國，為中國受到列強不
公平對待而怒吼，表現的是青年人「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知識分子入世精
神。著名報人鄧拓說：「莫謂書生空議論，頭
顱擲處血斑斑。」這種為國忘生的精神令人肅
然起敬。就是本港早年的保釣運動，也是一班
青年人發起，在街頭上宣傳，發動市民向日本
當局抗議，甚至不惜頂㠥日本強大的海軍，孤
船出航到釣魚島宣示主權。保釣勇士陳毓祥甚
至為此犧牲寶貴的生命。但他「一腔熱血勤珍
重，灑去猶能化碧濤」的精神，也鼓舞之後的
青年人前仆後繼去保護釣魚島。

現在日本軍國主義陰魂未散，野心勃勃地要
吞併釣魚島，損害中國領土完整，正是中華兒
女再次走出來為國家利益發聲之時，社會各界
都出來支持保護釣魚島的行動，向保釣勇士致

敬。然而。這些保釣行動從來不見學聯蹤影，也不見他們出來譴
責過日本半句。在保釣事件中，作為大專學生組織的學聯又在做
什麼？他們不但在保釣行動上缺席，反而與反對派一道，不斷挑
動國民教育爭議，配合「去中國化」圖謀，儼然成為反華勢力圍
堵中國的馬前卒。

污衊國家搞去中國化圖謀
香港多年來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領頭人及參與者多是滿腔熱

血的大專學生，他們懷㠥對國家的熱血，為國家的利益鼓與呼，
但現時一班學聯大專生對於國家的核心利益、領土完整卻是無動
於衷？學聯一門心思將國民教育抹黑，這樣的行為暴露出他們民
族氣節的蕩然。反國教人士不時說學生不需國民教育，因為愛國
不用他人來教。但看看學聯的表現，如此罔顧民族大義與國家利
益、缺乏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正說明推行國民教育的必要性，
否則香港的未來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

更令人憤慨的是，學聯昨日誣指中國在香港推行「殖民管
治」，為的是要「榨取香港人利益」。這完全是荒誕無稽之言。自
回歸以來，國家不僅沒有所謂榨取過港人一分一毫利益，反而在
香港每次遇到困難總是第一時間施以援手：香港經濟不景，是國
家開放自由行、推行CEPA為香港經濟注入活水；沙士期間，國
家的援港物資從來沒有停頓過；多年來對於香港的優惠政策也令
到外人眼紅不已。學聯竟然說出「榨取港人利益」這種顛倒黑
白、混淆是非的話，真是良心被狗吃了。在各國政府都高度評價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成功在港落實時，學聯卻要高喊「抗殖」
口號，將自己的國家視作英國般的殖民者，反暴露學聯對國家的
偏見及敵視，連一點中國人的氣味都沒有。難怪國人一邊「保
釣」，他們卻一邊「反中」。

不過，學聯的極端行為不能代表絕大部分的學生，借反國教在
推動「去中國化」、對抗中央，對本港社會並無好處，得益的只是
一小撮反對派政客。相信學生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昨日參與罷課
的學生終會看清學聯之流的誤導及欺騙，畢竟他們現在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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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小布什
傾美國全力入侵阿富汗
和伊拉克，前期勢如破

竹，很快推翻塔利班政權，並將薩達姆送上絞
架。正當華盛頓舉杯慶賀大獲「全勝」的時候，
吞噬美國肌體的經濟惡魔也悄悄降臨。2004年小
布什艱難贏得總統寶座後，發現因為持續戰爭，
已經導致國庫空虛、失業率持續上升、企業贏利
大幅減少、美元失控貶值和貿易嚴重失衡等十分
不妙的危險信號。反觀中國經濟卻持續增長，小
布什當即下令組建包括由前政府官員和專家組成
的「研究中國小組」，探索是什麼原因可以使基礎
並不太好的北京能夠保持快速經濟增長，希望能
從中找到困擾美國經濟問題原因。

由於當時的「研究中國小組」戴㠥有色眼鏡觀察
和分析問題，結果提供給白宮的報告基本離不開

「中國經濟增長是假象」、「中國將很快崩潰」、
「北京面臨巨大變革」、「中國政府無力繼續管治」
等臆想結論，並沒有給白宮提供有價值的東西。
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龐大的債務、持續下滑的
經濟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凸顯美國已經正式進入
經濟危機。奧巴馬上台後，面臨大堆難題無法破

解，眼看中國經濟增長為世界矚目、研發出世界上
最快的計算機、並闊步進入高鐵時代，立即下令

「研究中國小組」必須加大力度，研究、學習和分
析中國，務必找到中國神話的奧秘，得到對美國經
濟復甦有用的「秘方」。

西方國家睜大眼看北京
金融海嘯來勢洶洶，世界各國都不可能獨善其

身，但中國經濟增速仍是全球之首。無論「研究中
國小組」怎樣貶低中國的成就，美國、歐盟、日本
等大國無不睜大眼看中國。美國學者認為，為什麼
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會有這麼震撼的金融瘟
疫降臨美利堅，什麼人應該為這場瘟疫負責，美國
怎樣才能避免類似瘟疫？此時的「中國製造」，已
經從中低技術含量快速向高技術含量、創新型產品
挺進。中國接受新生事物速度之快、創新能力之
強，從輕鬆擊毀棄用衛星、神七施放伴飛衛星、神
九精確對接等就可領略一二。加快、加大力、加深
認知中國國情也就變得別無選擇。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發，中國已經取得巨大成
就，經濟總量已經位列世界第二，綜合國力亦顯著
提升。通過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

會，以及北京面對金融風暴的策略和勇氣，中國的
形象已經今非昔比。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情況下，
中國有效地阻擋金融危機的衝擊並保持快速增長，
並沒有像「研究中國小組」估計的那樣迅速崩潰。
中美兩國的年貿易額已經達到4500億美元，但白宮
官員、廣大民眾和新聞媒體對中國的了解仍然十分
不夠。由於傳媒的炒作，部分美國人總認為中國搶
走了美國人的飯碗。北京已經成為美國人既愛又妒
嫉的東方巨人。

超過千所大學開漢語課
2007年，筆者前往西方旅遊，剛下飛機入境美

國，芝加哥機場入境官員見我持香港特區護照，立
即用剛學會的生硬中文指㠥被他壓低又立刻彈起的
舊坐椅對我說，這是「中國製造」。我回應說：If
there are no made in China, American will be very
hard(沒有中國貨，美國不好過)，美國官員不好意
思地點頭稱Yes。這一幕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美
國官員在努力學中文。美國官員捧的是政府的「鐵
飯碗」，懂不懂中文，不會影響他們的工作和生
活。他們下工夫學中文，說明美國官員希望更好地
和中國人打交道、更多的了解中國。

白宮加大力度研究中國國情

今屆立法會選舉，在包括超級議席在內的35

個需直選的席位中，鍾庭耀的港大民調對當中

最少6席作了錯誤的預估。如港大票站調查評估

公民黨陳淑莊當選「機會較高」，選情較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及工聯會王國興的「機會均等」

樂觀，但最終陳淑莊落選，後兩人則當選；如

九龍西民建聯蔣麗芸，港大推測她當選「機會

均等」，最後蔣以該區最高票當選；屬九龍東的

「人民力量」黃洋達，港大票站調查推測他當選

「機會較高」，謝偉俊只是「機會均等」，最終謝

擊敗黃當選。

鍾庭耀的民調謬誤百出
鍾庭耀的民調如此謬誤百出，中大政治與行

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鍾庭耀有必要檢

討票站民調是否仍能準確反映民意，「這個民

調又是否有必要存在？」他說，除票站民調，

選舉前港大受委託的滾動民調，因次數太頻

密，亦對社會造成心理影響。

鍾庭耀主持的票站調查和「選舉滾動調查」，

不僅經常嚴重錯估選舉結果，甚至連最基本的得

票率，也與實際情況相差太遠。這不單在今屆出

現多項誤差，2008年立法會選舉，鍾庭耀的民調

也出現嚴重錯估結果的情況，例如，鍾庭耀預估

為「勝選」的有九龍西毛孟靜、新界東的田北

俊、新界西的周梁淑怡，但三人全都落選；而預

估「落選」的新界東陳克勤、新界西的陳偉業卻

成功入局。再溯至2004年立法會選舉，鍾庭耀民

調的錯誤更為嚴重。如當年的港島區蔡素玉由

「當選」變成「落選」、何秀蘭「落選」又成了

「當選」；更為離譜的是，五張名單，竟然有兩

張名單的所謂「滾動民調」與實際結果誤差率高

達百分之十一；另外兩張名單也有百分之五比率

差異。

鍾庭耀早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就承認其民

意調查接受美國的資助，在今次立法會選舉投

票日之前一個月，有網民就分別在多個網上論

壇再踢爆鍾庭耀連英鎊都「收埋」，接受英國網

絡觀察基金會（IWF）5萬英鎊（603,686元港幣）

的資助搞民調，更直言鍾庭耀「一定愈戰愈

勇」；有網民則指鍾庭耀最近收了美國7萬多美

金（約542,883元港幣）的資助。鍾庭耀英鎊美

金袋袋平安，網民強烈批評他收英美錢搞民調

為反對派助選。這不得不令人質疑，「鍾氏民

調」在「資金輸送」與

「服務輸送」之間是什麼

關係？「鍾氏民調」與香

港大學無關係但為何要用香

港大學的名義進行？「鍾氏民調」是學術活動

還是政治活動？「鍾氏民調」是否有必要存

在？

「鍾氏民調」是一盤生意
對於市民批評鍾庭耀收英美錢，其民調毫無

獨立性，鍾庭耀就以「學術不容干涉」來作擋

箭牌，乃此地無銀。眾所周知，學術被干涉，

莫過於學術被操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網站下

有一行小小的文字：「本網站內一切內容與香

港大學立場無關。民意專欄內的文章及民意平

台內的言論及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負，其餘內容

則由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負責。」既

然一切內容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為什麼「鍾

氏民調」卻一直用香港大學的名義進行調查和

發表結果？學術活動是一種求真的過程，它的

規律是進行這樣活動的人不得弄虛作假，如果

弄虛作假，這樣的學術還有什麼真實性可言。

對於受贊助的情況，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其

服務政策中，第三條列明「民意研究隊有權在

有關調查的問卷中加入贊助機構興趣範圍以外

的意見題目或被訪者背景資料。」這已經招供

出鍾庭耀的「民調」和「學術」是被英美金錢

操縱的，但他卻弄虛作假，借港大名義招搖撞

騙。鍾庭耀接受反對派委託和接受外國資助進

行民調，這顯示「鍾氏民調」是一盤生意，在

這盤生意中，學術獨立還有位置嗎？眾所周

知，沒有學術獨立，就沒有真正的學術可言。

對此，有網民指出：「『港大鍾庭耀』只不過是

個店名而已！你要什麼結果？先談好價錢，到

時打個招呼便是。」

黎子珍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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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情空前激烈的香港2012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香港

市民的理性表現值得稱讚。

本屆立會選舉有三大特點
首先，這是一次選民參與程度最高的選戰。地區直選

投票率約53%，有183萬人投票，創了回歸以來新高，亦

較2008年立會選舉的45.2%投票率，高出近8個百分點。

而超級區議會投票率為51.9%，約167萬人投票。雙雙寫

下新的紀錄。

其次，這是一次選前反對派動員程度最高，炒作政治

議題最赤裸裸的選戰。反對派甚至不惜騎劫中小學生及

家長，不惜聲言發動全面罷課，且直到投票前最後一秒

都還緊盯已就此問題作出巨大讓步的當局不放，企圖最

大程度以政治議題影響選舉結果。

其三，這是一場特首梁振英上任不足三個月、種種政

經難題集中爆發、政府施政面對回歸以來最艱困局面的

選戰。多方政治力量均對特區管治團隊橫加指責，令其

動輒得咎，民望下降情況下進行的立法會選舉。尤其是

由於第一次有超級區議會議席，進一步升高了拉票的激

烈程度和動員力，令許多人都認為將對建制派以及愛國

愛港力量不利。

可喜的是，選舉的結果是五個地方直選選區的35個議

席中，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選情失利，僅獲18席，比

上屆少一席，建制派贏得17席，比上屆大增6席。一向

堅持為港人服務，以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為宗旨的民建

聯，在新一屆立法會成為第1大黨，共取得13席。工聯

會也比現屆多2席。民主黨卻在今次選舉遭遇極大挫

折，直選議席由現屆8席減至4席。與此同時，此次選舉

再一次打破了所謂的「投票率高會有利於泛民」的「選

舉規律」。　

理性持平的主流價值觀不容破壞
然而隨㠥選舉結束，也是時間再次回顧香港社會各界

對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尤其是由於部分人士

依然要求罷課，實在與香港一向以來講求冷靜理性，不

走極端的傳統觀念大相背離。香港是個多元開放的社

會，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任何人均有表達不同意見的

自由和權利。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是理性、持平、溫

和、自由及進步。市民既了解自己所求的是什麼，亦能

以理性溫和手法表達訴求，這種公民意識正是香港社會

和諧穩定的基石。

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全球的先進國家和

地區皆然。香港醞釀國民教育已10年，並非突然提出，

過去在教育界和社會已有廣泛諮詢和共識。然而今次在

臨近立會選舉之際，反對派突然以「反國教」為選舉操

作，背面的主因正是由於他們拿不出像樣的往績和政

綱，故不惜走火入魔，拿市民的福祉和社會的和諧，尤

其是下一代的成長來作選戰賭注。實際上，香港打算推

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當代國情部分，全年只用3至

3.5堂課而已，更何況不是所有當代國情都是爭議性議

題。反對派卻將3至3.5堂課的問題，渲染為「洗腦」，變

本加厲演變成「反赤化」和「去中國化」。其蠱惑人心

以至不擇手段到何種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反對派妄圖把香港撕裂成兩大社群

反對派妄想把香港撕裂成非黑即白的兩大社群，聲稱

選民可憑國民教育作為投票決定的標籤，只需投票給

「反國教」的參選人。陳方安生、黎智英、李柱銘、陳

日君及反對派的其他頭面人物全部赤膊上陣，上演了一

場利用「反國教」進行選舉操作的大戲。「反國教大聯

盟」包圍政府總部和接力絕食後，黎智英、李柱銘、陳

日君多次到政府總部外向絕食集會人士煽風點火，呼籲

他們要作「全民長期鬥爭」的準備。這種做法，完全是

為了誤導和恐嚇市民以左右選情，進而分化香港社會，

挑動香港與內地對立，是違反港人根本利益，對香港造

成深遠禍害的卑劣行徑。

近年來，香港政壇激進主義抬頭，部分人士和政黨動

輒訴諸激進手法，排斥坦誠交流和理性討論，把少數人

和少數政黨的要求凌駕於整體社會之上。例如部分政黨

以激進手法反高鐵，阻攔菜園村收地，包圍立法會，慫

恿學生在立法會外絕食，導致高鐵建造工程受激進手法

狙擊而一度拖延，成本較原來預算的395億元大幅上升

至669億元。這次部分政黨和團體以激進手法要求政府

撤回國教科，不准再討論這個科目，與前述激進手法反

高鐵如出一轍。但是

否政府政策甚至社會

曾經達成的共識都可

用激進手法阻停甚至

推翻？事實上支持開

設國教科之中也有採

取絕食行動的人士，

那是否能以哪一方絕食得久或絕食者眾為勝利？若然這

樣，則香港的法治、秩序和理性持平溫和的主流價值都

將蕩然無存！

反對派「反國教」的選舉操作，其一連串大型示威

抗爭行動，特別是絕食佔領政府總部的行動，有組

織、有設備、有資源，涉及龐大金錢。作為反對派選

舉操作平台的「反國教大聯盟」，其主要人物都與反對

派政黨或其金主黎智英有千絲萬縷關係。這些人偽裝

成中立的家長、學生參與絕食，藉㠥大打悲情牌博取

市民同情，激化國民教育爭議，挑動社會對立，為反

對派選情造勢。這一連串的事實，其實也是一種活生

生的國情以及港情教育，值得我們每一個香港人多加

深思。

幸而，緊隨㠥上述反國教行動之後投票的立法會選

舉，反映出理性持平溫和的主流價值觀依然為大多數港

人所珍惜。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討論而言，筆者想強

調的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來，彼此的經貿往來和社

會文化交流不斷深化，國家的發展更與香港的將來密不

可分，因此加強我們年輕一代對國家的認識和歸屬感絕

對是正確的方向。何況現時不少本港中、小學均有在不

同的課程內包含了德育、公民教育等相關元素。我們相

信，學校、老師和辦學團體絕對有專業知識和辨別能

力，從客觀、包容和專業的角度，審視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的實際推行情況及需求，進而為本港年輕一代制訂最

合適的教材與教學方式。

緊隨㠥反國教行動之後的立法會選舉，一向堅持為港人服務，以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為宗旨的

民建聯，在新一屆立法會成為第1大黨，共取得13席。工聯會也比現屆多2席，反映出理性持平

溫和的主流價值觀依然為大多數港人所珍惜。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討論而言，筆者想強調的

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來，彼此的經貿往來和社會文化交流不斷深化，國家的發展更與香港

的將來密不可分，因此加強我們年輕一代對國家的認識和歸屬感絕對是正確的方向。我們相

信，學校、老師和辦學團體絕對有專業知識和辨別能力，從客觀、包容和專業的角度，審視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實際推行情況及需求，進而為本港年輕一代制訂最合適的教材與教學方式。

香港市民的理性表現值得稱讚
──兼論德育及國民教育抗爭的背後

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今屆立法會選舉，鍾庭耀的港大票站調查出現多項誤差。鍾庭耀的民調，不僅經常

嚴重錯估選舉結果，甚至連最基本的得票率，也與實際情況相差太遠。作為一個民調

機構，如果經常出現同樣的錯誤，實際上等同宣告該機構的民調毫無公信力。誠如中

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鍾庭耀有必要檢討票站民調是否仍能準確反

映民意，「這個民調又是否有必要存在？」實際上，真正符合學術研究的調查首先須

符合三個條件：一是調查經費要由學術機構提供，若是由政治組織或外國機構提供，

不僅不能保持學術性和獨立性，而且有關調查會淪為被操控的政治工具；二是調查機

構不能弄虛作假，冒名頂替；三是調查者不能有政治立場的預設。「鍾氏民調」恰恰

不符合上述三個條件，而是一盤生意，因此經常嚴重錯估選舉結果。

■陳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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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庭耀的民調是否有必要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