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在今後四年內，營造得到北京支持的行政長官沒有辦法
治理好香港，得不到反對派所代表的選民的支持的氣氛，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作
好準備，隨時奪權上台。面對反對派已完成的兩項轉型的部署，建制派尚有不少工作
需要加快完成，以應對未來的發展形勢。

2017年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將進行普選，反對派如今提前四年就作好了轉型部署的
準備，在兩個層面上協同並進，反對派分別形成主力的政黨部隊和側面迂迴的「關注
組織」游擊隊，以多元、多層次、或明或暗的方式展開政治鬥爭。作為選舉工程的發
動機，反對派已經形成功能性的統一協調機器，即傳媒、政黨、教會、側面組織的整
體統籌和配合，建立高度集中的指揮系統，可以短期集合群眾上街，或者包圍政府總
部。

在政黨方面，反對派已經實行了大改組、大整合，作出了細緻的分工，形成全港工
作和地區工作的統一協同效應，擴大政治光譜，而且作出了明確的策略安排。公民黨
代表激進的力量，統合「人民力量」和社會民主連線，挑戰「一國兩制」，挑戰基本
法，極力展開「去中國化的鬥爭」。

這部分力量在選舉中可以擁有52萬張選票。民主黨和民協則爭取中間狀態的重視社
會秩序的選民，可以影響到25萬張選票。工黨則不斷在議會製造勞工的議題，大力呼
喊勞工福利的口號，吸納受薪階層的選民，可以爭取到11萬張選票。

在反對國民教育的一場戰役，三個不同政治光譜的政黨，聚合在一起，利用各自的
所謂「關注組織」，發動社會群眾、教師、學生、教友，上演了初試鋒芒且極具煽動力
又頗顯協同效應的一幕。

所謂「關注組織」，其實是反對派政黨的白手套，有利於動員不明真相的群眾，也有
利於欺騙社會輿論，更有利的是，一旦激進的路線引起了社會公憤，立即可以金蟬脫
殼，政黨毋須承擔任何政治後果，溜之大吉。否則，在選舉的時候就會受到理性和溫
和的選民的拋棄。公民黨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因為發動三項官司嚴重損害港人
的利益、大量浪費公帑曝光，使他們眾多政治明星落馬，輸得很慘。反對派很快就吸
取了教訓，於是越激進的鬥爭，越不用政黨的名義發動，改用關注組、學民思潮、學
生會的名義去發動。

反對派心戰室的那隻手
許多人都說，香港究竟有沒有一個反對派的心戰室？現在的情況已越來越明朗，右

派的傳媒已經和反對派的三個層次的政黨高度結合。那家《生果日報》、某電台，已經
成為大旗手，傳遞鬥爭的訊息。另外一些免費報紙，則成為衛星傳媒，予以配合。每
一次鬥爭，輿論先行，挑動和影響社會情緒。在選舉之前的兩個禮拜，反國民教育突
然出現高潮，就是傳媒和政黨在後面策劃，側面的社會群眾組織出擊的結果。

公民黨的黨魁陳家洛突然成功上位，能夠讓余若薇、陳淑莊讓出位置， 余若薇與郭
家麒又能夠轉移到新界西出選，得到民主黨的協助；九龍西的毛孟靜又能夠與「人民
力量」的黃毓民冰釋前嫌，在選舉辯論中互相配合，成功上位。在在說明，反對派內
部雖然有各種利益的不協調，但是背後一直有一隻「上帝之手」進行調動指揮。美國
勢力的支撐就是這隻「上帝之手」，以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陳日君、陳家洛形
成了新的指揮核心，操控㠥香港的政治。從五區公投到2012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以及
反對國民教育，都有人作出長遠的規劃，短期隨㠥形勢變化作出策略變動和調節。

四場鬥爭抹黑特區政府
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反對派迅速組織了四場鬥爭。第一場鬥爭：為綁架立法會選舉，反對派發動激

進的青年人，包圍了政府總部，反對國民教育，要求撤科。第二場鬥爭：反對特區政府解決香港的房屋
問題，反對開發新界東北，理由是，開發新界東北是把香港變成了「深圳的後花園」、「為內地的大富豪
興建豪華住宅」、「讓地賣港」，主張不要開發新界。第三場鬥爭：利用水客問題借題發揮，高舉代表殖
民管治香港的龍獅旗，鼓吹「港獨」意識，高呼「中國人滾出香港」的口號，公然在香港進行反對中
國、反對「一國兩制」、挑戰基本法的活動。第四場鬥爭：反對特區政府雙倍提高長者高齡津貼的鬥爭，
準備在立法會否決政府的提案，讓政府改善民生的措施無疾而終，然後反過來攻擊政府未能為民興利。

與此同時，反對派還發動了多場官司，配合這四場鬥爭：通過所謂司法覆核的手段，企圖要拉梁振英
下馬；立法會復會之後，反對派議員有計劃要拉教育局長吳克儉下馬。反對派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在今
後四年內，營造得到北京支持的行政長官沒有辦法治理好香港，得不到反對派所代表的選民的支持的氣
氛，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作好準備，隨時奪權上台。

建制派應有的應對部署
面對反對派已完成的兩項轉型的部署，建制派將準備如何應對？若從建制派方面來觀察，尚有不少工

作需要加快完成，以應對未來的發展形勢：
一、以目前的情況看，建制派的最大弱點，是未能夠把自己的訊息和網絡延伸入最近15年新近落成的

私人屋苑。這些私人屋苑裡住㠥大量20歲到40歲的專業中產階級人士。這有利於反對派的公民黨，他們
不需要做多少地區工作，就可以取得26萬張選票， 佔了投票人口的20%。這些居民的特點是：承受㠥高
樓價的壓力，分期付款的開支，佔了其收入的一半；所居住的地區大都在新界西和新界東，包括將軍
澳，遠離市區，距離上班的地點非常遙遠，交通費用昂貴；所在的地區社區設施不齊全，日出康城更是
一個典型的屋苑，環保問題突出，政府還要在這個區設立堆填區，附近沒有購物設施和街市。如果說，
東涌和天水圍是低收入人士的「悲情城市」，那麼，日出康城類型的屋㢏就是中產專業人士的「怨氣城
市」。建制派怎樣反映這些中產專業人士的呼聲，怎樣接近他們，是一個非常新的課題。

二、建制派喜歡用政黨的名義去接觸群眾，利用關注組接觸和發動群眾的手段不夠多。按照不同的社
會題目，動用不同的名義發動群眾，這種跨越階層和地區的行動應該更多進行。

三、建制派內部須有充分的協調。自從唐梁相爭之後，建制派內部似已貌合神離，現在應想辦法進行
戰略性的協調，使建制派的力量形成協同效應。特別是身為港區人大代表或更高位置的那些人，更應起
到引領性的、正面的表率作用。

四、針對青少年的工作，特別是校園內的工作，建制派明顯落後於反對派。建制派有需要進行新的整
合和轉型，開拓新的工作方式，更加注重面向多層次的群眾做工作。建制派若要在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
舉中爭勝，做好以上工作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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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在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
的反美示威，顯示穆斯林對美
國的仇恨；而美國駐利比亞大

使命喪班加西，則標誌㠥中東確實進入「仇視美利堅」
階段。華盛頓如果繼續對中東國家實施操控，不反思其
扭曲的擴張國策，反美浪潮還將此起彼伏，美國亦會繼
續「衰」下去。就好像英國的皇室後裔、滿清八旗子弟
因為享有特權，養成非實事求是、屢屢犯錯的務虛習
慣；二戰後的美國上至總統、國會議員，下至平民百
姓，也養就了居高臨下、傲視世界的不正靈魂和心態。
即使是21世紀的今日，白宮仍不肯正視自身制度的缺
陷，今天制裁這個國家，明天警告那個政府，將自己當
作世界太上皇。

華盛頓各級官員面對糟糕透頂的財政狀況，仍大手花
錢裝闊；五角大樓無視身陷伊、阿戰場不能自拔的事
實，繼續開闢新戰場。美國如果不校正亞健康靈魂，找
不到、或者不去找衰落的原因和治病良方，將面臨更加
糟糕的未來。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一方面反覆向全球吹
噓「削減軍費不會影響美軍向亞太增加兵力」，另一方面
又頻頻警告國會議員「削減軍費將使美軍變成『紙老
虎』，徹底喪失超級大國地位」；看不到美軍戰線太長，
已經導致「身陷泥潭」的事實。戰爭是殘酷的，每一
天、每一分鐘都可能死人，單邊主義將繼續迫使美國為
戰爭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

唯恐天下不亂瘋狂策反
華盛頓的務虛心態還表現在瘋狂向他國策反、唯恐天

下不亂。不管是什麼國家，甚至是美國的盟友，只要你
內部出現動亂，美國中情局都會積極加油添火。希拉里

公開支持莫斯科反對派，在經濟極其拮据的情況下，仍
然撥出900萬美元「慰勞金」，期望花小錢見到「俄羅斯
之春」。但結果不如其願，還提醒了俄羅斯，到頭來賠了
夫人又折兵。希拉里訪問緬甸時挑動說：「你們要做一
個聰明的受援國」、「警惕那些只對挖掘資源感興趣的援
助國」。企圖靠口水干預鼓動、挑撥緬中關係，凸顯白宮
靈魂和賭徒沒有什麼區別。

《華盛頓郵報》近期發表了一篇評論，指總統候選
人心術不正，爭相對中國出言不遜，催化出種種誇
張、權謀、欺詐與蠱惑的政治泡沫。讓「中國快速崛
起」與「經濟衰退的美國」之間產生了一個人為交會
點。繼而衍生出「中國人『偷』美國技術」、「北京

『侵入』美國計算機系統」。羅姆尼甚至叫囂，「如果
當選，進入白宮的第一天便宣佈中國為『貨幣操縱國』」
等奇談怪論。說明西方政客為了獲得自己的最大利
益，什麼伎倆都做得出來，什麼話都說得出來，什麼
事都敢做出來。

東南亞國家都需要中國
華盛頓近期做了不少無用功夫，與菲律賓等多國聯合

軍演、鼓動他們對抗北京，就是典型的一例。美國參加
遠程軍演，都要聯合軍演方提供所有費用，為他們的軍
艦加油、加水和添食，美國除了省去大筆軍費開支外，
其實毫無效果。菲律賓政府被評為世界上最腐敗的政府
之一，GDP僅為香港的60%，白宮將其當作棋子，本身
就是笑料。美國無論如何縱容越南和菲律賓同中國折
騰，或者利用同印度的戰略對話機會下注，都是一廂情
願。因為東南亞國家和印度都知道，他們需要崛起的中
國，需要和北京共創未來。

不反思國策美國將繼續「衰」

轉眼間，香港已踏入回歸後第十五個年頭，不少有
心人已趁這時間對香港過去十五年發展作總結和建
議，而引起一些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思考。其實，早於
九七回歸時，出現過兩本書：《香港優勢》（The
Hong Kong Advantage）和《香港製造》（Made by
Hong Kong），均對香港經濟發展作出過深入研究，其
中兩者都論及高技術發展的重要，而前者更認為香港
已由體力勞動型轉變為資訊及知識為本的經濟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based economy）。兩本書都
成為許多日後研究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之一。今
日，再思考香港經濟發展，又該何去何從呢？

創新科技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工具
發展創新和科技不單可以成為高增值的行業，而且

在支援和促進整個經濟各行各業的發展中擔當重要角
色。於一九九八年，由已故的田長霖教授所帶領的

「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就曾指出「香港面
對的最基本挑戰，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紀以知識為本的
全球經濟中定位」，因此，必須「把香港發展成為創
新及科技中心」。其後，政府亦於1999年設立50億元創

新及科技基金支援相關行業發展，並於2000年成立香
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基礎設施方面有發展香港科學園
項目的實施。到了2009年曾蔭權在其施政報告提出發
展六項優勢產業，其中亦包括了創新科技產業。大概
而言，香港政府在回歸後，對於創新科技的發展已有
所努力和嘗試。

可是，面對全球化競爭和朝向發展高增值、知識為
本的經濟，政府對於創新及科技的發展重視是十分不
足。今年五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中國城市競爭
力報告》，在294個城市的競爭力排名，香港雖然繼續
蟬聯榜首，但同時指出競爭力不足是香港未來競爭力
的重要制約，香港對科技缺乏足夠重視，科技創新氛
圍不足，科技轉化能力較弱。政府在推動香港創新及
科技發展力度不足，投入不夠，究其原因是其尚未認
識到創新及科技在促進經濟發展中擔當的重要角色！
以台灣為例，他們同樣推動高新產業，包括：生物科
技、綠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醫療照護及文
化創意等，本人在二零零九年帶團視察時，與當地官
員交流，他們一再表示他們的「秘密武器」是以ICT
科技作為發展各大產業的基礎平台。邁向高增值生產

和知識為本的經濟，香港在發展創新及科技方面絕不
能怠慢，而且更要認識到推動創新及科技，其意義不
單單在於發展一個產業，而是直接以科技創新為工具
對整個經濟發展體制和產業作出「橫向性支援」、推
動所有高增值行業的發展。

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的角色定位
思考香港經濟發展，內地的影響不容忽視，尤其與

相鄰廣東省的關係。特首梁振英在十月一日的國慶酒
會中論及香港和內地經濟的融合問題，認為過去三十
多年香港在廣東建立了龐大的「體外經濟」，並謂深
圳及珠三角是香港的腹地及重要經濟夥伴。另外，廣
東省省長朱小丹在北京出席「南沙新區計劃」記者會
時表示，香港要進一步發展，需要更大的腹地。當兩
地官員都大力提倡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進一步融合之
時，卻有不同的意見認為香港沒有需要、亦不應與內
地再進一步融合，把香港「大陸化」只會削弱香港的
競爭力和原有優勢。

回歸以來，香港和內地不斷增加各方面的聯繫和合
作，這是大家所見到的。尤其經濟方面，在二零零三
年雙方簽署CEPA後，一系列推動兩地經濟合作便利
化的措施推出，兩地經濟合作更趨頻繁。兩地在加強
合作時，雙方如何才可以做到真正共同發展、優勢互
補，達至雙贏呢？其中，香港經濟發展的角色定位值
得思考。這裡我們再以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為例。有
不少研究指出過，香港具備資訊流通、市場觸覺敏

銳、知識產權保護
等優勢，可以集中
注意力在技術轉移
整合、產品創新方
面。換言之，香港
會處於把已有技術
應用或轉變為商品
的「中間位」，因此
前後要找R&D支援
及生產夥伴。而相
鄰的廣東已累積多
年工業生產經驗，
其正朝向更高技術的工業生產升級轉型，那麼便和香
港要走高增值、高技術的技術轉移整合、產品創新的
發展有共鳴處，起到合作互補的作用。至於R&D支援
合作方面，我們甚至可放眼內地其他地方，例如北京
是內地R&D投入最大的地區之一。據中國科技部發表
的《2010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指出北京
R&D投入經費超過820億元，R&D經費投入強度（與
地區生產總值之比）為5.82%，是全國平均水平

（1.76%）的3.3倍。由此，其發展出由香港、廣東及北
京在創新科技產業方面的合作也是可能的。加強地區
合作，可以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無限機遇，但如何讓
香港適當定位，甚至在跟其他地區的合作中，發展出
具長遠策略性經濟夥伴關係，這就成為對相關官員能
力和視野的考驗了。

正如特首梁振英所講的政府應該「適度有為」，面對科技高速發展、內地經濟百花齊放以及

全球化帶來的競爭，香港經濟要繼續發展，必須要看到一些重要的影響因素，繼而㠥力處

理，正如上述提及創新及科技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以及香港在與內地經濟合作的定位問題

等。期待現屆政府能通過努力，確切地為香港未來的「知識型經濟發展」有所作為。

以科技創新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有學校在新學年開辦國民教育科，並讓傳媒採
訪，受到了社會輿論的肯定，用事實證明國民教育
的價值，對反對者所渲染的「洗腦」、「偏頗」等
無理指控，給予有力的反擊。日前，鮮魚行學校於
六年級，教授國民科第一課：國旗。觀課的家長們
指出「沒有洗腦」，並且欣賞梁紀昌校長及教師們的

「擇善固執」，觀課者亦包括其他學校的同工，他們
表示：「既然人人不敢教，鮮魚行又肯開科，故到
場觀課」，並表示欣賞老師多角度教授國旗意義。

課程及行政可保教學質素
在課堂上，教師播放金紫荊廣場升旗及南丫島海

難下半旗的片段，要求學生戴四頂不同顏色的帽，
分別代表客觀、情感、正面及負面四種不同角色，
思考同一支國旗的分別。課堂上又講述「李旺
陽」、「毒奶粉」及「釣魚島」等事件，以新聞實
例，引導學生思考。這是從課程及教學方法上，有
效地令學生產生多角度及批判性思考。從行政上，
學校設有公開監察系統，家長可以到校觀課，備課
由4名教師一起進行，所以不擔心所謂「洗腦」問
題。

上述課堂及學校專業行政安排，足以證明：國教
科完全能夠達到「理性」、「多角度」等符合香港
人核心價值的追求。連持反國教立場的教協，其教
研部主任張銳輝老師亦認同，該堂的國教科是「開
放」及「多角度」教學。我們相信學校的專業精
神，香港的教師對學生都是採用包容及開放的態
度，而且情感是由學生自決的，香港的教師亦不會
這麼愚蠢，以「情感培育」為教授的首要目的。所
以教授國情時，必會如上述張老師所言。我們相信

學校，歡迎反國教人士長期監察，但請他們不用太
過擔心，亦無必要將這種「過於憂慮」的情緒傳播
於他人。這次成功的課堂及學校有效的行政配套，
足以粉碎「洗腦」、「偏頗」這些無理的指控。

立會宣誓事件凸顯國教的價值
近日立法會宣誓事件，令社會又出現重大的爭

議，黃毓民議員竟然咳走「共和國」、「特別行政
區」字眼；即使他在第二次重新宣誓時，則採用另
一種「極不尊重的」方式，以大細聲及加料言語，
以表達對政府及立法會的不尊重。這種荒謬事件，
不可能在英美等先進國家的立法機構內發生，英美
都是非常重視國民教育，所以沒有議員膽敢以這種
行為宣誓。但可惜的是，這種行為卻發生在香港的
尊貴議員身上，並正廣泛流傳於互聯網上，相信外
國報紙及傳媒會多加報道及渲染，作為香港的一分
子，我們會感到高興嗎？面對外國人的詢問，我們
是否只默言不答，不了了之？

上述的荒謬事件，敲響了國民教育的警鐘，莘莘
學子都以立法會議員為榜樣，因為他們是選民的代
表，行為亦會印在學生的腦海中；若學生在學業壓
力下，缺乏時間作出深究及批判；加上學生身處成
長期，較易出現不問理據的反權威行為。在「有樣
學樣」下，思想傾向負面及不合作，對他們日後的
成長，不是一件好事，浪費了學習時間，因為學生
本來可以向「正面積極」的成功人士學習，例如上
述鮮魚行的校長及教師們，他們在巨大的反對壓力
下，仍然「責無旁貸」地履行教師的重任。他們

「擇善固執」，真是勇者無懼！在歷史上記上一頁。

國教開課 證明反對者無聊偏頗

譚偉豪博士 亞太知識資本中心董事

趙善安 國民小先鋒會長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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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方西

■譚偉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