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貨櫃碼頭罷工事件仍未有解決跡象，在資方入稟禁
制令之後，李卓人等反對派人士要求工人移到碼頭外
繼續罷工，並且佔據了兩條行車線，在馬路上紮營。
李卓人沾沾自喜的表示，運動是成功的，因為已癱瘓
碼頭運作云云。然而，運動成功得益者並非是指爭取
加薪的工人，原因是工潮令到工人手停口停，也嚴重
損害了勞資關係，不論結果如何工人都不是贏家；而
在罷工期間，不少貨主已將貨櫃轉往深圳港口交收，
資方每日的經濟損失以數百萬元計，同樣是輸家。相
反，在背後策動、激化工潮的反對派人士，成功騎劫
了工運，將一場勞資糾紛變成政治抗爭，將各種政治
訴求及議題都綑綁在工潮之上，變成一場反對派的政
治動員，才是真正的贏家。反對派意圖重施當年挑動

「罷工、罷市、罷課、罷會」的故伎，在政改上向特
區與中央政府施壓，至於社會的利益根本非他們所關
心的。

為「癱瘓中環」造勢及預演

事實上，任何工業行動的原則都是「以戰迫和」，
行動是為了與資方談判爭取權益，行動也是因應情況
而升級或降溫。但這次罷工事件卻是一開始就擺出一
副對抗的姿態，李卓人在第一天就宣布罷工，之後大
批激進團體及人士衝入碼頭，以激烈行徑去干擾碼頭
的正常運作，並且煽動其他工人參與罷工，部分人更
與現場的保安發生肢體碰撞，結果是令到工潮在一開
始就極為「火爆」。之後，反對派各政黨及團體大舉
進入碼頭，名為聲援工人，實際是為工潮火上加油。
有其他工友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不認同罷工行動，立即
被一眾激進人士「狂噓」及指罵，而反對派人士則不
斷慫恿工人罷工，表示會協助他們爭取大幅加薪，並
且提供大量物資及「補助金」讓工人可以「放心」繼
續罷工。另一方面，職工盟在內的反對派人士卻沒有
談判的意向，反而不斷攻擊、抹黑資方，到母公司的
總部撒溪錢，煽風點火莫此為甚，令勞資關係進一步
惡化。這種取態顯然不是為了解決事件解決工人權
益，而是要激化事件，從中渾水摸魚。

反對派的目的昨日在《蘋果日報》說漏了嘴，將
「佔領碼頭」與「佔領中環」等量齊觀，說明了這次
工潮並不簡單，是為了配合「癱瘓中環」的前哨戰，
當中有兩個目的：一是為將來的「癱瘓中環」進行預
演。這次工潮的性質同樣是通過佔領以達致癱瘓目
的，反對派人士與一眾工人衝入碼頭的核心地區駐
紮，令碼頭難以運作，在行動中不但需要群眾的動
員，也需要物資的配合、設立統一指揮、四處籌款、
安撫工人、做好政治宣傳等，通過這樣一次工潮可以
為更大規模的「癱瘓中環」做好預演，而不知就裡的
工人就成為了反對派自編自導自演政治鬧劇的演員。

「四罷」以香港社會利益作賭注

二是要為之後的政改討論和「癱中」製造聲勢，炒作社會的對
立。因此，反對派在工潮中從來都不是以事論事，也不是為了解
決問題，而是要借題發揮，將事件進行政治炒作，就是要挑動社
會的怨氣，繼而將各種經濟民生問題都歸結於所謂沒有普選。李
卓人、劉慧卿、毛孟靜等反對派就不斷強調這個觀點，彷彿工人
薪金問題根源就是沒有普選，只要有了普選工人就會得到「有尊
嚴的薪金」，人人有屋住，年年有人工加，社會百業興旺，市民健
康長壽。反對派又在販售這種「普選萬靈丹」，顯然就是為了將民
生問題政治化，作為其政改討論的籌碼。同時製造聲勢，增加抗
爭運動的「正當性」，煽動市民參與各種政治抗爭，向特區政府與
中央政府施壓。可以預期，未來工潮政治化、激烈化的情況將更
為普遍，各界都應早作應對。

值得指出的是，反對派在政改討論中一開始就擺出對抗的態
度，毫不理會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政改諮詢未開展之
前，就已經推出「癱瘓中環」計劃；教協正全力在學校進行「癱
中」洗腦；學聯更已準備策動罷課。而近日反對派又在不斷激化
工運，挑動罷工。這些情況其實似曾相識。在2007年討論政改方
案時，反對派同樣提出要以「罷工、罷市、罷課、罷會」來向特
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施壓，並威脅須立即普選，完全無視人大常委
會的權威，指沒有人「夠膽推翻這個日子，夠膽延遲這個日子！」
但由於民意反彈才令反對派最終放棄計劃。現在反對派又再重施

「四罷」的故伎，罷工罷課已經出現，「癱中」本質上就是罷市，
而何俊仁已表示會辭職引發全港性補選，即是罷會(立法會)已在腹
稿之中。然而，反對派的「四罷」是以香港社會利益作賭注，一
旦成事，學生失學、工人失業、經濟凋敝、政治動盪，受害的將
是7百萬市民。香港必須尊重中央的憲制權力，反對派也必須調整
心態，放棄非理性對抗，否則只會斷送本港普選，成為「香港民
主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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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的喉舌網台「香港人網」日前正式結
束。據「人網」創辦人兼人民力量「金主」蕭若元
所言，結業與不接受黃毓民揚言要「搞禍佔領中
環」、「必要時會用暴力」的取態有關，蕭更公開
宣稱與黃絕交。但黃毓民隨即否認有關指控，並且
狠批這個昔日戰友「發㜴癲」和「斷章取義」。蕭
黃決裂令人民力量分裂成兩個陣營，一派認為蕭若
元對黃毓民及「人力」恩重如山，但黃毓民卻放任
親信攻擊蕭，並且在政治路線上處處對抗，理應對
他斷水斷糧。但黃毓民一派卻認為，蕭若元是借題
發揮，藉此向「人力」執委施壓，迫他們表態歸
邊，讓蕭可以全面控制「人力」，取代黃毓民的

「太上皇」地位。

「人網」執笠 蕭黃爭權

這兩派說法表面看是南轅北轍，但實際上都是
指向這次「人網」事件的核心：權鬥。蕭若元指
要結束「人網」是因為對黃毓民及「人力」執委
灰心以及在「佔領中環」立場不同所致。然而，
蕭黃兩人由當年「倒董」，到創立社民連另組人民
力量，都是親密戰友，斷不會因為一些分歧就會
拆檔。至於要迫黃毓民清理門戶，將蕭若元恨之
入骨的黃洋達逐出家門，固然是一大目的，但蕭
只要通過在「人力」的親信發功，加上在網台上
鳴鼓而攻之已可，不必如此勞師動眾。說穿了，

蕭若元正是因為黃毓民在「佔領中環」及處理黃
洋達等事件上屢屢忤逆他意，令他驚覺對「人力」
的控制力漸漸失去，他出錢出力反為他人作嫁衣
裳，於是才要出重招打散黃毓民一系勢力，以此
重整「人力」的權力架構。

事實上，「人力」是一個奇怪的政治組織，說是
政黨但又沒有共同綱領，說是一個選舉聯盟反而更
為合適，參與的組織或人士都是為選舉利益而走在
一起，缺乏共同政治理念，因此內部的權鬥就更加
激烈。在「人力」權力分佈中，蕭若元主導了最大
的組織「選民力量」，當中不少人都是他的前僱員
或網台主持，而前線亦已歸於旗下；而黃毓民則控
制普羅政治學苑，加上親台的泛藍組織。目前「人
力」主席劉嘉鴻、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正是來自「選
民力量」一系，由此可見蕭若元的影響力。然而，
去年立法會選舉，得蕭若元力捧，甚至拍檔參選的
劉嘉鴻鎩羽而歸，雖然陳志全勝出，但黃毓民加上
陳偉業依然是「人力」的最大勢力。而在選舉後，
黃毓民更加動作頻頻，其中主要是調撥大量資源協
助愛將黃洋達東山再起，而此人素來得罪人多稱呼
人少，黃毓民私心之用也引起不少非議，也令蕭若
元擔心黃正在不斷擴張勢力。

黃毓民又再另立門戶？

在黃毓民協助下，黃洋達經營的網台開始有起

色，甚至有與「人網」分庭抗禮之勢，而黃在「人
力」內也愈來愈剛愎自用，將劉嘉鴻等人視作傀
儡。對於「佔領中環」，蕭若元等人認為應參與其
中，但黃毓民卻擔心「佔領中環」變成「佔領光
環」，令他相形見絀，所以一直採取消極態度，而
黃洋達更因此向蕭若元以至一眾「人力」執委開
火。最終蕭若元決定先下手為強，以此為由提出結
束「人網」，並且斷絕對「人力」一切援助，就是
要向黃毓民等還以顏色，結果劉嘉鴻等人立即歸
隊，並且在「人力」執委會上通過將黃洋達夫婦視
作不受歡迎人士，劍指的正是黃毓民。最令黃毓民
驚訝的是，多年戰友陳偉業也投入蕭若元旗下，表
明退出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苑董事職位，並批評黃
力撐的黃洋達做事有問題。陳偉業歸邊的一個直接
結果，就是令到攻守之勢逆也，連多年戰友亦站在
蕭若元一邊，手下愛將黃洋達又一沉百踩，黃毓民
在「人力」內已經眾叛親離，成為這次權鬥最大輸
家。

不過，黃毓民是一個賭徒，賭徒的本質就是有賭
未為輸，就算手上只有一個籌碼都會賭到底。而且
黃毓民不必靠「人力」也足以當選，他有本錢脫離

「人力」甚至另起爐灶，但陳志全、陳偉業卻不
能，黃毓民最壞的情況不過如當年社民連分裂一
樣，再次帶兵出走再立門戶，況且這已經不是第一
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蕭若元失影響力「人力」權鬥分裂

事實上，中央政府在主權問題上向來是寸步不讓
的，喬曉陽的「三個堅定不移」正好擊中了反中亂港
分子的要害，他們如喪考妣，狀若瘋癲，對「三個堅
定不移」竭盡攻擊誣衊之能事。反對派喉舌《蘋果日
報》社論「假普選方案摧毀一國兩制」，誣指喬曉陽
的「三個堅定不移」是假普選方案，是摧毀「一國兩
制」的元兇。

愛國愛港底線 維護兩地利益

社論聲稱「愛國愛港沒有標準」，香港所有「泛民
主派都是愛國者」，可說氣急敗壞，以至有些神經錯
亂了。眾所周知，愛國愛港並非空談，不但有標
準，而且標準明確得很。首先，愛國愛港的人必然
會將國家和香港的前途和自己個人的命運關連在一
起。愛國必然會和13億人同心同德，共同實現民族
復興的中國夢；愛港必然希望香港繁榮安定，讓700
萬人安居樂業。當然，反對派也有一些人是愛國愛

港的，但那些反國民教育、策動「香港自治運動」、
公然舞㠥港英龍獅旗、叫囂「香港要獨立」的人，
難道也稱得上愛國嗎？那些反對兩地交往，視內地
同胞為「蝗蟲」，胡搞「光復上水運動」、「反新界
東北規劃運動」、「癱瘓中環」，存心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的人，難道也有臉說自己愛港嗎？鄧小平對愛
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
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在這照妖鏡之下，一些頑固反華反共的反對
派真面目便無所遁形。

喬曉陽明確指出，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
任行政長官是條底線，這條底線，不只是為了國家利
益，也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和投
資者的根本利益；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
政長官，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
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
撕裂，根本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廣大香港同胞

和投資者的利益。
由此可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考慮，與中央政府對

抗的人都不宜擔任香港行政長官。中央政府要對香港
負責，防止外國反華勢力渾水摸魚。香港人要尊重中
央政府行使主權，也不會同意這些攪屎棍興風作浪，
確保愛國者治港，正是要為普選建立安全網，就算有
人要呼天搶地，也只好由得他悻悻然！

「癱中」是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

不過，雖然確保愛國者治港完全合乎《基本法》規
定，但反對派仍有人輸打贏要，企圖硬闖，提出「癱
瘓中環」的口號，用暴力脅逼中央政府接受他們一廂
情願的主張。而事實上，提出「癱瘓中環」的反對派
中人已明言準備衝擊香港法治，曾在美國國會要求美
國制裁中國的李柱銘更「盼作第一被告」，很明顯，
這種行為已經觸犯了香港法紀，他們以為只要付出輕
微的代價，便可以搞亂香港，讓香港的繁榮穩定成為
他們的政治陪葬品，這是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目的
就是擾亂社會，奪取政權。

如果「癱瘓中環」的圖謀實現，無論用何種方式
結束，給香港帶來的損害都是難以估計的，除了數
以百億計的經濟損失，還有可能影響香港的國際地
位，降低香港的信貸評級，更可怕的是動搖了世人
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令香港處於長期的政治動
亂之中，其影響之深遠可能會延續多年，甚至會影
響中國的發展。所以，我們決不能讓反對派的陰謀

得逞，必須將香港
的顏色革命消滅於
萌芽之中！

一直以來，中央
政府嚴守「一國兩
制 」「 港 人 治 港 」
的承諾，但香港的
反中亂港分子卻不
斷 以 爭 取 民 主 為
名，無視一國，分
裂兩制，將香港往
懸崖上推，而且毫
無 顧 忌 ， 越 發 猖
狂，最近更是赤裸
裸的打出「癱瘓中環」旗號，公然號召他人作出違
法亂紀的事。香港往何處去，已到了大對決的臨界
點，要麼將香港的治權拱手相讓，讓香港成為西方
強國的新租界；要麼在反中亂港分子發動顏色革命
之前提早遏制，保證「一國兩制」的完整無缺。我
們應汲取歷史的教訓，在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可以有
半點含糊，「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反中
亂港分子的猖狂行為已構成違法的事實，特區政府
應該當機立斷，及時粉碎他們的陰謀，若不這樣
做，將來不但要付出難以承受的社會代價，同時也
對不起善良守法的香港市民。

反對派對「一國兩制」的瘋狂挑釁，終於引起中央政府的回應，喬曉

陽代表中央政府，以「三個堅定不移」，明確顯示中央底線：絕對不接

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對企圖以政治手段從中央政府手上奪取香港治權的人來

說是一記當頭棒喝。當年戴卓爾夫人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算盤打不響，今日西方反華勢力的

代理人企圖用選舉騙取香港治權的把戲、顏色革命的陰謀更不可能成功，反對派絕不可能穿

過「三個堅定不移」這面銅牆鐵壁，結果只會恨得咬牙切齒，碰得頭破血流！

堅決粉碎顏色革命的陰謀

近來有的報章社評稱，有關「普選特首必須
愛國愛港」的說法缺乏客觀的衡量標準；還有
人說《基本法》內「沒有愛國愛港」的規定。
我認為這不是無知，就是偏見。

《基本法》序言指出：「為了維護國家的統
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並考慮
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
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
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
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框架設定「愛國愛港」

《基本法》第159條第4 款規定：「本法的
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
基本方針相抵觸。」這清楚表明「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是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
策，是制訂《基本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
則。

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要求愛國
愛港者必須尊重、捍㡮中國的國家主權。具體
說，就是要尊重和捍㡮國家對內的統治權和對
外的獨立權。

「一國」是「兩制」的基礎。「一國」最核
心的內容就是尊重和捍㡮中國的國家主權。所
以鄧小平把「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
港的主權」視為「愛國愛港」者的三大標準之

一。他多次強調「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
在第一位」（《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7頁）。

2011年1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
浸會大學所作的《「一國兩制」與國家對香港
的管治權》演講中指出：「一國」和「兩制」
有主次之分、源流之分。「一國」不但是「兩
制」存在的前提和條件，是源頭，而且它還包
含和體現國家主權性的管治權（對「兩制」的
決定權和控制權），而「兩制」則是在中國主
權下的主體地位和個別地區分別實行的不同制
度，是「一國」所派生的。「一個國家，兩種
制度」是中國的國家政權確立的，沒有「一
國」，何來「兩制」？

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要求「愛
國愛港」者必須堅持「兩個不改變」。具體而
言，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方
面，中央政府解釋和修改《基本法》「均不得
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相抵
觸」，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
自行管理的事務」；在保持內地社會主義制度
不變方面，香港居民不得在香港採取顛覆中國
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執政地位的
行動。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基本法草委時
強調指出「『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
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

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
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
社會主義。否則怎麼能說是『兩制』呢？那就
變成『一制』了。」

兩地特徵結為「三特」

堅持「兩個不改變」的關鍵是內地的社會主
義制度這一制不變，這是因為內地雖不存在要
改變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張和力量，但香港
社會確有一些人要推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它
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1987年4月16日
在會見基本法草委時指出：「1997年後香港有
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
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

『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
那就非干預不行。」法律只調整人們的行動，
不干預人們的思想。因此，在香港可以罵中國
共產黨、罵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能付諸行動。
這就是《基本法》為什麼要規定二十三條立法
的原因。

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要求「愛
國愛港」者既不在內地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制
度，也不在香港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

香港是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下直轄於中央
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是一個中國
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之外局部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有過獨特歷史的城市。香港的政治
制度發展，至少要受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
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特點的
歷史傳統三種因素的制約。任何抓住一點、
不及其餘的做法都不會使香港的政治制度理
性發展。所以，香港政治發展之路應該是一
條具時代特徵、中國特色和香港特點相結合
的「三特」之路。

(本文轉載自《信報》)

尊重「一國兩制」就是「愛國愛港」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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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人

香港是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是

一個中國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之外局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過獨特歷史的

城市。香港的政治制度發展，至少要受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徵、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特點的歷史傳統三種因素的制約。任何抓住一點、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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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具時代特徵、中國特色和香港特點相結合的「三特」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