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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國教」風波中，已經進入歷史博物館的港英旗

幟至少先後兩次出現。第一次是「七一」遊行之日，有

人士揮動這支旗參與遊行；另一次則是有人士到上水火

車站抗議水貨客，當中也有人舉起這旗幟和「中國人滾

回中國」的牌子。回歸前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

表的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最近在香港說，這令他「感

到痛心」，他指出：「有對特區政府不滿，中央政府不

滿的地方，你盡可以提出來，幹嗎要請外國的旗幟來？

舉米字旗能有什麼幫助呢？這面旗幟應放在歷史博物

館，而不應該在街頭。」

「反國教」運動實際是要「去中國化」
最讓人驚訝的是，這群高舉港英旗幟的，竟然多數是

80後甚至是回歸後才成長的90後。據報道，「七一」當

天在遊行終點政府總部人群前不斷揮動 手上港英大旗

的伍敬忠同學才24歲，大學畢業剛2年，他表示高舉港

英旗幟是因為「我們是緬懷以前的日子」。伍敬忠同學

1997年7月1日前才9歲，他如何「緬懷以前的日子」？

這令人匪夷所思。

就連被香港部分輿論譽為「良心教師」的前庇理羅士

女子中學通識科導師吳美蘭，她「七一」當天與學生參

與遊行，看到「七一」滿場港英旗海的現象也慨嘆說：

「我們流的，畢竟是中國人的血，不用再被紅鬚綠眼的

外國人統治，是高興的事，但看到這幅景象（港英旗

海），我感到驚訝，也叫人可悲。」

9月11日正當兩岸四地和全球華人在為「保釣」群情

激憤之時，香港7個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的學生組織

「學聯」，卻在「反國教」和「去中國化」影響下，發起

「全港大學生罷課行動」，竟然指中央在香港推行「殖民

管治」，為的是要「搾取香港人利益」。輿論對「學聯」

的表現痛心疾首，社會各界也扼腕嘆息。實際上，正如

有論者指出，在國民教育問題上，可以反對怎麼去教

育，但真的不該把自己置身在國民之外民族之外，那些

無視自己民族的人，在其他族群裡肯定也是不受歡迎

的。

前民主黨黨員、南區區議員馮煒光，在報章撰文《反

國教反洗腦　保釣默不吭聲》，認為反國民教育組織者

如黃之鋒、陳惜姿等人只懂「反國教」，對釣魚島一事

默不作聲，並認為「反國教」運動實際是要「去中國

化」。筆者認為，此乃切中肯綮之論。

香港青年國民身份認同危機原因複雜
也要看到，香港80後和90後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危機，

原因複雜。

首先，香港在港英政府統治年代，缺乏民族、國家身

份，在心理上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港英政

府一直推行「疏離中國親近英國」的殖民教育，對香港

的影響深遠，令部分港人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較為淡

薄，這必然會對他們的子女形成影響。

第二，回歸後香港取消了實行了幾十年的中國歷史

科，不再是中學的必修科，使一些中學生連什麼是「夏

商周秦西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十國，遼

宋夏金元明清」也搞不懂，香港逐漸成為一個「去歷史

化」的城市，年輕人在歷史記憶的斷層中，迷失了自

己。

第三，香港有些人士一直主張隔離兩地，從陳方安生

女士提出「小心邊界模糊」，到有政黨指「灣區計劃」

是「香港『被規劃』」；從反高鐵人士聲稱高鐵是中共

希望藉高鐵來統戰香港和加速香港內地化，到有人指

「自由行」是「中國加快對香港殖民統治」，再到從妖魔

化國民教育、「反國教」、「反洗腦」，演變成「反共反

赤」、「抗殖」和「去中國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對青年

人產生負面影響。

第四，香港80後和90後20歲至30歲之間的年輕人，

人數多達百萬。他們沒有父輩和兄長那麼多向上流動

的機會。對他們來說，父輩和兄長「屋仔、車仔、老

婆仔、人仔」的「四仔夢」，似乎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想。年輕人之所以對「抗殖」和「去中國化」有某種

程度共鳴，主要原因在於香港產業單一化，年輕人缺

乏出路，因而產生對社會的不滿。再加上某些政治勢

力「反共反赤」和「去中國化」的負面影響，加劇了

香港80後和90後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危機。

兩地隔離承受代價的是香港年輕人　
要解決香港80後和90後面對的困難，香港必須加快擺脫

產業單一化困局，加

速經濟轉型步伐、扭

轉產業空心化和單一

化局面，才能為他們

提供更多的出路和向

上流動的機會。香港

的市場太小，80後和

90後發展空間有限。只有把香港的市場擴大，香港80後和

90後才有更多用武之地。香港青年應抓住國家大發展和

兩地融合帶來的寶貴機遇，拓展自己的未來人生。在香

港產業轉型的進程中，香港必須加快與內地的經濟融

合，將廣闊的內地，變成香港的龐大的經濟腹地，創造

更多高增值、高收入的職位，香港80後和90後才能得到更

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

但吊詭的是，明明加快兩地合作與融合，符合香港年

輕人開拓人生事業的需要，但在某些政治勢力的影響

下，部分香港年輕人又站在「反共反赤」、「抗殖」和

「去中國化」的第一線。但如果香港與內地隔離，將導

致香港自我邊緣化，最終承受代價的是香港年輕人。　　

「美國夢」(AmericanDream)源於英國對美國的殖民時

期，發展於十九世紀，是一種相信只要在美國經過努力

奮鬥便能獲致更好生活的理想，許多歐洲移民，都是抱

持 「美國夢」理想前往美國的。「美國夢」曾經吸引

全世界的人前往美國「淘金」，但現在「中國夢」

(ChinaDream)也初具雛形，英國《泰晤士報》的一篇文章

說，中國的經濟落後於美國，但它對於未來的樂觀情

緒、它的社會活力和它的愛國熱情遠超美國，「中國夢」

已取代了「美國夢」。香港80後和90後應走出「反共反

赤」、「抗殖」和「去中國化」的迷惘，抓住國家大發

展和兩地融合帶來的寶貴機遇，拓展自己的未來人生。

香港80後和90後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危機，原因複雜。部分年輕人之所以對「去中國化」有某

種程度共鳴，主要原因在於香港產業單一化，年輕人缺乏出路，因而產生對社會的不滿。再加

上某些政治勢力的負面影響，加劇了香港青年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危機。吊詭的是，明明加快兩

地合作與融合符合年輕人開拓人生事業的需要，但在某些政治勢力的影響下，部分年輕人又站

在「去中國化」的第一線。如果香港與內地隔離，將導致香港自我邊緣化，最終承受代價的是

香港青年人。因此，香港年輕人應走出「去中國化」的迷惘，抓住國家大發展和兩地融合帶來

的寶貴機遇，拓展自己的未來人生。

香港年輕人應走出「去中國化」的迷惘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區會補選 反對派又內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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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會主席人選 建制派有初稿

回歸15年來，香港特首的個人背景
先後經歷了商人、公務員，以及如今
的專業人士。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
部主任李彭廣在一個講座上表示，特
區政府接掌香港15年來仍然未正視
「港人治港」所需要的條件和相對應
有的知識，影響到整個施政水平，在

這個盲點解決前，無論甚麼人治港都注定
失敗。

政策需具管治考量
他提醒政府制訂公共政策時必需要有管

治考量，不可以重蹈2004年出售領匯的覆
轍，將經濟利益凌駕政治利益，否則會令
香港萬劫不復。他建議政府由大學開始作
「系統更新工程」，培訓公共行政人才時同
時培訓群眾政治人才，重建本土政策政治
的研究隊伍，為政府施政提供知識基礎。
李彭廣強調制訂公共政策時必需要有管

治考量，批評政府過去受新自由主義的經
濟學說影響，決策時只考慮經濟效益，
2004年出售領匯便是其中一例。他指出：
「如果領匯不上巿，仍然在房委會的『魔掌』
底下，可能(管理)不是最有效，但當經濟下
行的時候，政府可以透過這個工具去調節
社會矛盾。」李彭廣續說，學界和社會上
可以有不同的巿場學派，繼續高舉自由主
義經濟學說，「但作為管治者，作為決策
者，他(特首)就不可以單一地看經濟效益，
這會令到香港進入一個萬劫不復的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選舉過後，反對派內一些自認大黨隨即提
出和解、合作論，但從近日各黨派的言行可見，似
乎「呼籲無效」。在沙田區議會鞍泰選區補選一事
上，由前民主黨「千年老二」組成的新民主同盟野
心勃勃，不理是否有其他反對派成員參選，日前已
搶了頭啖湯報名，昨日更發表聲明批評民主黨黨員
蔡耀昌亂發失實言論，強調未與民主黨進行任何協

調云，而蔡耀昌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就指，確實有
民主黨地區黨員與新同盟接觸，現得知新同盟派員參
選，證明協調不果。
新同盟在譴責聲明中指出，他們對派員出選鞍泰選區

補選意向清晰，從來沒有就此與民主黨（或任何其他政
黨組織）進行協調，對蔡耀昌稱曾與新同盟協調，新同
盟全體上下均感震驚和憤怒。對被點名指責，蔡耀昌表
示，「我都唔知發生咩事！」他說，當日接受記者訪問
時，自己都是以民主黨黨員身份，「區議會選舉已經選
完，下一屆又有排未到，當然不會用協調機制負責人身
份，加上該機制亦未有包括補選」。
另外，民主黨社區主任游月華(Donna)亦準備於今日

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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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彭廣提醒特區政府制訂公共政策時要有管治考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下月10日
復會在即，建制派多名候任立法會議員昨日開會，
主要磋商來屆各個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人選安
排。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會後說，會上已經協商好43
名建制派議員座位安排，並遞交立法會秘書處作安
排，而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人選安排已經訂出初步名
單，當中部分會參考過去做法，分別輪流出任正副
主席兩年，但由於工聯會、自由黨及經濟動力代表
因事未能出席，仍然有待跟建制派其他黨派商討後
再作最後決定，倘有需要或會再多開一次會議，而
稍後亦會與反對派交流溝通。

譚耀宗：座次無問題
建制派多名候任立法會議員，包括民建聯的譚耀

宗及葉國謙、新民黨葉劉淑儀、專業會議梁美芬，
以及部分功能界別議員代表，昨日上午開會歷時約
一小時。譚耀宗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說，建制派

較早前已經召開首次會議，其後分頭醞釀，來屆事
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人選已差不多達成共識，務求
盡量協商，否則需各自報名再經由投票決定，至於
座位安排則無出現任何的大問題。

梁美芬有意掌司法委
專業會議梁美芬會後透露，她有意角逐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主席。至於同樣有意角逐的公民黨郭
榮鏗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揚言，雖然建制派票數會
較多，但仍然會堅持爭取擔任委員會主席，「據我
所知(梁美芬)好似無從事大律師工作，以致較少與業
界接觸，我擔心她無法反映業界問題及看法」。據
悉，建制派有意派人競逐財委會主席，但暫時未定
出人選，而上屆擔任財委會主席的民主黨劉慧卿亦
有意競逐連任。
另外，今屆立法會有43名建制派議員，但論背

景、政治聯繫就五花八門，且不少是議會初哥，令

磨合期也會較長。據了解，建制派將延續上屆做法
定期聚會，但未必一定以「飯局」形式，可能會因
應需要隨時碰頭商討：「在立法會搞個茶敘都得。」
由於人數眾多，聚會也不會強求「全部到齊」，傾向
各個政黨、政團委派代表出席，會更有效率。

「人力」社記或坐尾排
反對派昨日亦舉行首次「飯盒會」，礙於意見相

左，「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繼續缺席，而大部分
「話事人」相繼外遊「嘆世界」，留港議員亦尚未進
入狀態，首次會議都是遲到早退，故根本談不上討
論了任何實質的合作問題，只定了「最切身」的座
位問題。
70名議員在會議廳的座位亦初步編定，43名建制

派議員將坐近官員一邊，27名反對派議員坐另一
邊。「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合共4名議員，或要坐在
最後兩排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協」「策」兩會的第三次聯席會議，由「協進會」
主席李業廣與「策進會」董事長林振國共同主持。
會上，雙方對過去一年透過兩會就多個優先合作範
疇取得的成果表示鼓舞。同時，雙方就公共衛生及
食物安全建立恆常通報機制、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
裁決安排、航運收入避免雙重徵稅，以及保險業監
管合作四方面，簽訂合作備忘錄原則上已取得共
識，期望早日完成談判並落實簽署安排。

協議增政策確定性
針對台灣媒體報道指，台商對港台更緊密經濟合作

安排無積極訴求，曾俊華在晚宴致辭時坦言，他接觸
過不少在香港和內地有業務的台商，以及有意有能力
開拓內地及國際巿場的台灣企業，他們均認為港台簽
署全面的更緊密經濟合作安排協議，有助增加政策的
確定性，有利兩地企業的合作，加上香港和台灣的雙
邊貿易龐大、互補性強，不擔心香港公司帶來的競

爭，相信報道跟香港的理解有點分別。

鞏固國際市場份額
曾俊華強調，兩岸三地的交流在過去幾年有急速

發展，現時已經成為一個優勢互補、緊密相連的產
業結構，在全球價值鏈中佔據重要位置，未來必須
在過去緊密合作的基礎上抓緊機遇，在全球市場發
揮更大的協同效應，鞏固三地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
力和提升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和影響力，「我從香港
及台灣業界都聽到一個強烈的聲音，就是香港和台
灣經貿關係密切，但欠缺類似CEPA或ECFA的貿易
優惠和便捷化的制度安排」。
曾俊華重申，現時港台兩地業界均大力支持兩地

積極研究簽訂全面的經貿合作框架，以提升兩地的
經貿關係，增進商界投資兩地的信心，讓兩地業界
都得到實質的好處，「我了解台方亦希望落實一些

貿易便利措施，以促進兩地的貿易往來。其實這些
措施都可以納入在兩地經貿合作框架安排下討論，
以達致互惠雙贏。只要我們繼續進一步加強交流和
合作，相信必定有助兩地的全面發展，提升兩地的
競爭力」。

兩地業界共同願望
在繼續支持多邊貿易制度的基礎上，曾俊華認

為，香港必須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趕上區域經
濟融合的形勢，為此除了CEPA外，香港已經跟新西
蘭、歐盟國家及智利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同時亦已
向東盟表達希望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至
於台灣和香港互相是對方的第四大貿易夥伴，港台
商討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實在是當務之急，並重申
港台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是兩地業界的共同願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更緊密經貿安排
財爺：港台急需

正在台灣訪問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出席「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及

「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第三次聯席

會議，傍晚在協進會感謝晚宴致辭時強

調，雙方同意以務實的原則，透過兩會

的協商平台積極推動環保交流、文物保育交

流、檢測與驗證產業合作及不安全消費品通

報，以及促進投資機構相互交流這四項新的

合作範疇，為港台兩地的合作關係繼續向前

邁進，並重申港台商討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

是當務之急。
■曾俊華在協進會

感謝晚宴上致辭。

■曾俊華(左)與國民黨

榮譽主席連戰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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