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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結束的中
國「兩會」上，有
60餘名高級軍官當

選為人大、政協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引起了
國內外媒體和內地軍民的廣泛關注，其中在副
總參謀長中排序第一的章沁生上將，擔任全國
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消息，成了
當日內地社交媒體和軍事網站主頁的頭條新
聞。據統計，在新屆全國人大和政協的軍隊專
委，有30餘名為副大軍區(含)以上高級將領，遍
佈於從內務司法到財政經濟、從農業與農村到
民族與外事、從環境與資源保護到教育科學文
化衛生等18個專門委員會中。解放軍報的記者
分析稱，新當選的軍隊專門委員，雖然剛從領
導崗位上退下來或即將退下來，但他們普遍具
備閱歷豐富、責任心強、有專業和領域經驗、
精力充沛等優勢，將在全國人大、政協為實現

「中國夢」、「強軍夢」發揮重要作用。還有媒
體預測，隨 副總參謀長章沁生、成都軍區司
令員李世明、國防大學校長王喜斌等在全國人
大專委出任新職，解放軍即將拉開新一輪高級
將領調整的帷幕。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擔任全國人大、
政協專門委員會委員的軍隊專委，多是擔任過
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高級將領或在軍內外有重

大影響的知名專家、學者，在他們因年齡原因
退出領導班子或即將退出現役之時，安排其到
人大政協做專委工作，雖然有延續其政治生命
之「榮譽安排」等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盡其
才，進一步開發和發揮退出現役軍隊高級將領
的「餘熱」，為國家和軍隊的健康發展建言獻
策。同時，軍隊專委在履行職責時也面臨 前
所未有的挑戰。

專委皆備參政議政能力

一是高層治理經驗豐富。如擔任財政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的章沁生上將，曾任國防大學
教育長、總參作戰部部長、總參謀長助理、廣
州軍區司令員和第一副總參謀長等職，被視為
軍中「戰略意識、現代意識和改革意識甚強的
將領」。擔任民族委員會副主委的孫大發、內務
司法委員會副主委的鄧昌友、教科文衛委員會
副主委的劉振起、外事委員會副主委的遲萬春
和劉鼕鼕、華僑委員會副主委的陳國令、環境
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委的黃獻中、農業與農
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王國生；擔任政協經濟
委員會副主委的彭小楓、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
副主委的吳雙戰、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委的喻
林祥，均擔任過正大軍區級領導職務，其中8人
擔任過正大軍區級單位的主官，3人擔任過總部

機關的重要領導。觀察家指出，軍隊專委在人
大的職權是審議人大主席團或人大常委會交付
的議案，協助人大和常委會開展立法、監督等
工作，由這些德高望重的軍隊退役將領擔任副
主委，有利於推進相關工作的展開和落實，有
利於提高人大工作效率。

二是相關領域專長突出。如擔任政協教科文
衛體委員的尹卓、葉少蘭、劉大偉、韓紅，都
是聞名軍內外的軍事專家和藝術家；擔任外事
委員會委員的錢利華、陳友誼，前者曾任國防
部外事辦主任，後者任總參情報部部長，擅長
軍事外交和涉外工作。觀察家認為，由這些在
相關領域裡的知名專家、實際工作者全面參與
政協專委會工作，有利於聯繫和團結各方面人
士，有利於促進對外友好交往與合作，有利於
同黨政軍部門的配合協調。觀察家也注意到，
在人大專門委員會的選舉中，環境與資源保護
委員會得到了三分之一的反對票，還有一名曾
任兩大軍區正職的代表在人大常委差額選舉中
落選。這都是歷年罕有的。雖然說這是中國人
大民主制度的一大進步，但也說明，擔任人大
政協專門委員，不應該只是享受一份榮譽，或
者躺在過去的資歷、職務上「舉手、鼓掌」，更
應該履職盡責，這也是對留任、新任專委的警
示和期待。

人大政協軍隊專委履職面臨挑戰

一、兩岸關係取得突破的重要指標

近年兩岸關係突飛猛進，兩岸高層交流日益密切。
台灣政界領袖，如卸任副領導人連戰、國民黨榮譽主
席吳伯雄，乃至藍綠陣營的縣市長早已在大陸留下踏
訪足跡；與此同時，國台辦的官員訪問台灣也是常
事，常務副主任鄭立中、副主任孫亞夫和葉克冬，都
頻繁訪問台灣。兩岸現任和卸任官員互訪，以前是天
方夜譚的事情，如今就像走親戚般平常自然。

隨 兩岸交流逐漸進入深水區，實現國台辦與陸委
會最高負責人的互訪，是兩岸關係取得象徵性突破和
實質性突破的最重要指標。前任國台辦主任王毅在離
別之際表示，自己遺憾任內未去台灣訪問，期許未來
的國台辦主任可以順利成行。王毅也指出，「國台辦
主任訪台時機其實已經大體成熟」。台灣陸委會主委王
郁琦也表示，「在適當時機、以適當身份、相關條件
都能充分配合下，歡迎新任國台辦主任來訪」。國台辦

與陸委會最高負責人互訪在官方層面已具有一定共
識，雙方只要肯發揮聰明才智，以互利互讓的姿態，
不難為實現互訪找到解套之方。

台灣指標民調公司近日公佈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
關於台灣居民是否同意張志軍訪台一事，同意的有
56.4%，不同意有22.2%。如果跟2008年時詢問民眾是否
同意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相較，兩調查皆顯
示，多數民眾同意政府應允許大陸對台事務指標性人
物來訪，民眾接納程度已較馬英九就任第一年時為
高。可見，國台辦主任訪台在台灣已具備充分民意支
持。事實證明，大陸涉台事務官員赴台考察，能更好
地為台灣同胞服務。大陸對台協作養殖虱目魚在台南
獲得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鄭立中數度親赴台南學甲
鎮與當地養殖戶面對面地交談和溝通，一來及時解決
協作運作過程出現的問題，二來讓當地民眾清楚了解
大陸的惠台政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相輔相成、相得
益彰，營造更濃厚的交流合作氣氛已不可逆轉，國台

辦主任赴台是順理成章之事。

二、大陸對台政策只會更好

過去5年，是兩岸交流成果最豐碩、得利最多且關係
發展最迅速的時期。大陸兩會閉幕後，「習李體制」
展開新十年，大陸對台未來政策走向備受關注。

兩會前夕，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率台灣各界知名人
士訪問大陸，獲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時任國家主席
的胡錦濤高規格接見。輿論解讀，「習連會」、「胡連
會」彰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大
陸不但進一步強調對台方針政策的原則性和堅定性，
同時秉持長期以來一貫的穩定性與連續性。在此基礎
上，習、胡兩位領導人還就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提出新
希望，描畫出新前景，表現出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向
前發展的決心與信心，充分展現大陸對台政策與時俱
進的開創性。

李克強當選新總理出席首次記者會時也表示，新一
屆政府將會履行上屆政府所做的承諾，並且努力尋求
合作的新的推動支點；在推動大陸進一步開放和發展
當中，會更多地考慮台胞的福祉和利益，台灣和台胞
在發展當中可以更多地利用大陸發展的機遇。　

張志軍在出席近日在福建舉行的第11屆兩岸關係研討
會上提出多項對台政策，包括繼續推動兩岸貿易投資，
鼓勵中國企業積極赴台投資以促進兩岸合作；擴大兩岸
金融往來，統籌規劃和協調推動兩岸產業合作；以及將
繼續擴大民眾赴台自由行的規模等。大陸推出的多項穩
步推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的新措施，就是要加強兩岸交

流 合 作 的 制 度 建
設，提高兩岸交流
合 作 的 品 質 和 效
益，使之對鞏固深
化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產生更積極的影
響，增強兩岸同胞
支持、維護、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信心和熱情。未
來兩岸關係發展，
張志軍引述鄧小平
的 名 言 來 形 容 ：

「路子走對了，政策不會變。要變，也只會變得更好。」

三、兩岸攜手合作 共圓中國夢

今年人大閉幕會上，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就
職演說」，九度提到「中國夢」，並呼籲兩岸攜手「支
持、維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開創中華
民族新的前程」。有台灣媒體指出，「中國夢」是兩岸
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標，台灣要在實踐行列之內，不能
置身事外。「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如今，兩岸比歷
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民族復興的
偉大夢想。台灣當局領導人應積極回應大陸共圓「中
國夢」的呼籲，從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來把握兩岸關係
發展方向，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新的更大的動力。

新任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上任之初就公開表明有意親自訪問台灣，以補其前任王毅的

「遺憾」。近日台灣一項民意調查發現，高達56.4%的受訪者同意張志軍親身訪台，認為有助兩

岸關係和平向前。國台辦與陸委會最高負責人互訪，是兩岸關係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指標，兩

岸應互利互讓玉成其事，增進政治互信，推動兩岸關係再上新台階。前不久閉幕的北京「兩

會」，全面確立「習李體制」，大陸惠台政策將持續鞏固深化，為兩岸合作開闢更廣關空間，

更多地造福兩岸人民，台灣方面應從民族發展的高度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共圓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

民意期待張志軍訪台 兩岸合作再謀新突破

社會越來越憂慮激進分子的行動令年輕人
有樣學樣，但是反對派樂此不疲，而且對學
生崇尚英雄感的心理加以利用。從反國教以
至保衛菜園村、反高鐵、反東北發展、反政
改等多次涉及暴力衝擊的活動來看，青少年
往往是率先衝擊警方防線的主力，這些活動
引起未成年學生注意，「學民思潮」中就有
這種想法，認為作為年輕人，在運動中可起
到推動作用。在國教科風波中絕食的「學民
思潮」核心成員林朗彥，日前提及「佔中」
活動時便說，年輕人最能帶動成人參與運
動。去年反國教風波中，「學民思潮」黃之
鋒等3名核心成員率先絕食，隨後再有多名
反國教人士嚮應擴大行動，連串靜坐集會亦
隨之而來，這坐大了反對派利用年輕學生作
為衝擊政府門路的野心，同時更令社會擔心
未成年人士被政客利用，充當政治棋子，犧
牲美好前途。事實上，教協便沒有放過宣傳

「佔中」、向學生洗腦的機會，一方面說不鼓
勵未成年學生參加，一方面卻已開始動員工
作，近日積極製作「佔中」教材、舉行座談
會，利用「佔中」前的籌備時間，運用各種
方式把「佔中」意識向未成年學生滲透下
去。這種利用年輕學生參與高危活動的做

法，值得社會高度警惕。

唆使參與者「博拉」

戴耀廷等發起「佔中」，目的就是「博
拉」，活動含有犯法性質，是一項危及個人
前途的活動，以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標榜這種
不合作運動感召年輕人參與，本來就非常危
險，真心為孩子設想的成年人，更應及早告
誡學生。戴耀廷指活動不設年齡限制，尤其
呼籲40歲以上市民參與「佔中」，但對18歲
以下人士參與有保留，若
這些未成年稚子堅持參
與，他們會約見其家長了
解云云。戴耀廷所謂「見
家長」限制未成年青少年
參與，實際上是不 邊際
的說法。他和其他發起人
只是港大、中大學者和教
會牧師，年輕稚子屆時即
場參與，他們管不得是否
已得到家長同意了。「學
民思潮」林朗彥便說，若
以家庭方式處理，參與這
些抗爭活動的青少年或會

反感，「佔中」搞手控制不了這些學生的參
與情況。戴耀廷口裡說不，內心卻很「誠
實」，他單單強調「對18歲以下人士參與有
保留」，卻從不公開說18歲以下人士不得參
與，他沒有這樣宣稱，態度隱晦，因為戴耀
廷等抵不住以年輕人帶動參與活動的「政治
魔力」，他們既擔心「佔中」能否湊夠1萬
人，面對外界抨擊，只能以「見家長」裝腔
作勢，敷衍公眾的質疑，不敢完全斷掉年輕
稚子參與的機會，卻懶理未成年人的死活。
即使戴耀廷強調活動「非暴力」，對於如何
避免活動失控，他不但沒有回應，更指搞事
者與活動無關，逃避責任。

過去衝擊中環的示威遊行已被傳媒多次揭
發有未成年人士參與，最小者甚至只有8
歲，引起社會譁然，公眾譴責小童未能受到
應有保護，對更激進的「佔中」活動產生高
度憂慮合乎常情。反對派沒有汲取過去的激
進教訓，現在變本加厲，有計劃地以「愛與
和平」的糖衣，引誘心智未成熟的學生參
加，沒有斷然拒絕，為社會留下重大的學生
問題，前車可鑑，這需要真心為學生設想的
教育界及早處理，以免後患無窮。

「癱中」貪圖造勢 鼓動學生犯法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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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等發起人日前發表「佔領中環」信念書，強調「佔中」活動無參與

年齡限制，但對18歲以下人士參與有保留，堅持參與需見家長。事實上，反

對派在反國教風波中食髓知味，年輕學生繼續成為動員棋子引起社會憂慮。

在教協大印「佔中」教材推波助瀾下，未成年學生被極端政治立場不斷滲

透，加上各種美化形容，學生易被誤導參與危及人身安全和個人前途的活

動，戴耀廷對未成年學生參與的態度亦相當隱晦，始終沒有公開拒絕，所謂

「見家長」只是惺惺作態、敷衍公眾的做法，最後限制不了學生參與。未成年

青少年是社會需要保護的對象，真心為學生設想的教育界需及早把關，避免

青少年捲入極端政治活動中。

■反對派糾集激進青年堵塞中環主要幹道早有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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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志勝

有報章日前刊登了所謂「世界民主權威」的戴雅門
（Larry Diamond），污衊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
曉陽提出的香港普選特首框架「如同伊朗式選舉」、「完
全不符合國際普選標準」，胡言該方案是「假冒的民
主」。戴雅門散布的謬論，既虛偽又不值一駁。

首先是戴雅門張冠李戴入錯了「門」，他錯把香港當成
一個「國家」。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直轄於中央政
府的特別行政區，香港行政長官實行何種選舉是中國主
權範圍內的事。

戴雅門將屬中國香港選舉事務與伊朗比，卻迴避他所
在的美國選舉總統的不民主，表現了他的雙重標準。眾
所周知，美國選舉總統，都不是一人一票的直選，而是
間選：首先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由下而上選各縣、區、州
的「黨代表」；再由黨代表出席全國「黨代會」；又由
黨代會推出總統「候選人」。其次是根據憲法設立「選
舉人團」，由各州議會選出，總統候選人獲50個州538張
選舉人票的半數270張以上就當選。其三，美國歷史上曾
出現4位在普選中獲選票多數但輸給「選舉人」票的對
手。「選舉人團」除了各州規定直選名額，其餘就讓給
不用參加直選的議員。這種不民主選舉，戴雅門不去檢
討和批評，卻隔洋對香港指手劃腳，不亦虛偽別有用心
麼？

戴雅門無視《基本法》有關香港選舉的憲制規定，無
視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無視我國最
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07年12月對香港兩個普
選的 定，這是不能接受的！

我們鄭重地向戴雅門和一切反中亂港傳媒和政客重申
喬曉陽代表中央政府提出關於普選行政長官三原則：一
是中央政府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立場堅定不
移，是一貫的，絕無拖延之意；二是行政長官選舉必須
是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與中央對抗的人
不能普選特首是一條底線；三是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
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 定堅定不移的。任何
違背這三原則都必將把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引上邪路，
都應予以反對和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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