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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個月，香港樓價下跌。於
是，傳媒上有關香港住宅供應不
夠、可開發土地供應不夠的報道

也全部消失了。相反的，傳媒更努力報道綠悠雅苑銷售反應
欠佳之事，大量準買家放棄購買權。
傳媒不再報道香港可開發土地短缺的事，不代表香港可開

發土地已經足夠。
基本上，目前樓價下跌的主因不是供給增加、滿足需求，

而是政府連環出招，推出各種各樣的稅務措施打壓需求而造
成的。打壓需求的政策不可能長期使用，因為需求退縮不等
於市民想買樓的意願得到滿足。而且，剛性的需求，即真正
的因結婚、因子女長大而需要居住空間的需求是壓不了多久
的。如果土地供給無法增加，供應追不上剛性需求，樓價仍
然是壓不下來，壓得太久的樓價反彈時，力度會更強。
壓抑需求的唯一目的是買時間，利用這段時間努力開發新

土地。
目前，政府在各區區議會有關土地開發的諮詢都遇上巨大

的壓力，反對開發土地的人很多。反對者有他們充足的理
由，任何新的開發計劃，一幢幢新的大樓遮蓋住原本的景
觀，特別是無敵海景，樓價必然大跌。原業主自然有理由為
了維護樓價而站出來反對。不論是反對派議員或是建制派議
員，都不能不順從民意，也加入反對開發的行列。區議員明
白，他們若支持開發，下一次選舉時，他們必然落敗。政府
也不應該在背後施壓，逼建制派議員改變立場，如果建制派
議員支持土地開發，下一屆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將大獲全
勝，對政府更不利。

基本上，區議會在法律上只是一個諮詢機構，讓政府了解
民情，地區居民基於經濟利益而反對土地開發，政府的任務
是要平衡當區居民的利益與全港市民的利益。政府最終的政
策就是在平衡了各方利益之後決定的，政府應該明白民意的
種類，是地區性居民的民意，還是全港性市民的民意？
典型的例子是填海。過去一百多年，港英政府大量填海，

為甚麼？因為港英政府在平衡了各種民意之後，認為填海的
反對聲音比較小，特別是在還未充分開發的地區，如當年的
馬鞍山、將軍澳、天水圍、大埔工業區⋯⋯因為填海前，這
些地區居住的人很少。
我看過香港政府新的填海計劃，大部分填海區的居民人數

也不多，是合適的地區。現在唯一需要做好的事，是環境評
估工作要做得好，做得細。

壓抑樓價須靠增加土地供應

學聯成員日前趁特首梁振英出席調景嶺明愛專上學院一個研討會時示威，藉機發難，
不停走近梁振英的座駕，又坐在馬路上阻擋座駕離開，並與警方多番發生肢體碰撞。事
實上，隨 「佔領中環」在今年1月發起後，反對派已為「佔中」預演積極部署，學聯
作為「佔中」的活躍分子，蓄意製造社會衝突為「佔中」及早練兵，學聯引發的衝突有
跡可尋。
明愛專上學院事件已是本月第2宗針對梁振英的同類事件。本月7日，梁振英出席香港

城市大學新落成的學術樓啟用典禮時，約10多名學聯成員到場示威，情況一度混亂，有
保安及示威者受傷。梁振英出席不同場合是特首履行公務的正常活動，學聯多番到這些
場合圍堵馬路，粗暴阻截梁振英離開，以暴力方式干擾梁振英出席這些正常活動。警方
和保安有責任保護特首和典禮嘉賓安全，也有需要採取適當措施和最低武力讓活動順利
進行，但學聯反指警方和校方濫用暴力，這顯示他們要為衝擊製造藉口。
學聯本月另一宗行動亦引起社會注意。本月中旬，「佔領中環」秘書處義工陳玉峰就

一項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以及一項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被捕。學聯隨即就社
交網絡發起的「市民到警署查詢自己是否被通緝」行動，到灣仔警察總部「集體自
首」，癱瘓警署，浪費警力。由職工盟在3月策動的碼頭工潮本月結束，其間一個名為
「各界聲援罷工後援會」的組織，在工潮中一直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學聯是這個組織
的骨幹成員；工潮期間，學聯更曾衝入長江中心搗亂，並積極參與與工潮有關的圍堵長
江中心和衝上禮賓府的行動。

加強執法維護香港法治
學聯近期圍堵馬路、干擾特首正常活動、支援陳玉峰、搗亂長江中心、衝上禮賓府，

這些事情串連起來絕非巧合，學聯刻意製造事端，當中的一條線，就是學聯是「佔中」
行動的內圍組織，必須為「佔中」早做準備，讓學聯成員儲備足夠經驗，以備將來在
「佔中」預演中做先鋒，發揮更大的衝擊作用。今年3月，學聯積極響應「佔中」發起人
之一、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的號召，決定正式參與「佔中」行動，名正言順成為「佔中」
的活躍分子，其間學聯更擬組織罷課以呼應教協發動教師宣傳「佔中」行動。今年4
月，學聯在一連三日的周年大會上通過議案，進一步確認支持以抗爭方式推動政改；以
「佔中」爭取普選自然成為學聯的頭等大事，如何讓學聯成員參與「佔中」預演也成為
首要工作。在這個周年大會上，戴耀廷更獲學聯邀請講解「佔中」計劃，「佔中」中的
暴力元素和學聯提出的「抗爭」模式相互吻合，學聯和「佔中」至此已密不可分。
值得留意的是，在這個周年大會上，學聯選出新一屆代表會及秘書處職員，前理大學

生會會長陳文煇當選主席，前嶺大學生會會長陳樹暉當選秘書長。學聯新領導層提出激
進理念和行動是為在內部樹立威信，更重要的是，新領導層試圖利用更多衝擊肉搏的機
會在激進派內上位，以進一步發揮學聯在「佔中」預演中的先鋒作用。
學聯為「佔中」積極練兵有跡可尋。「七一」越來越逼近，可以預料學聯近期仍會聯

同其他反對派組織舉行各種衝擊社會秩序的行動，為「佔中」預演做準備。克己守法、
重視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絕大部分市民都不會支持違法的抗爭行動，為免這些
暴力衝擊事件危害公眾安全，社會各界應支持警方執法，加強警力，避免暴力不良歪風
在社會蔓延。

劉慧卿宣稱反對「拉布」，

但是又反對「剪布」，理由是

要「保障香港人的人權」，將來可以阻撓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劉慧卿在「拉布」問題玩弄詭辯，

為的是永遠反對和阻撓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公開

挑戰基本法，終於露出了豺狼面目。

財政預算案遭到了反對派阻撓，拉布的不只人民力量和
社民連四個人，還包括了其餘的反對派議員。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跳了出來，公開表明不支持「人力」及社民連議員
「拉布」，但是反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因為議員有
權「拉布」。劉慧卿說，擔心曾鈺成日後在立法會審議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其他「損害人權、法治的惡法」時，會以
同樣方式宣布結束會議。所以，他們全面反對「剪布」。

反「拉布」是假 配合「拉布」才真

原來，反對「拉布」是假，配合「人力」和社民連「拉
布」才是真的。市民都看到，反對派議員沒有出席會議，
配合四個政治小丑，拖延撥款法案，一再製造「流會」的
局面。他們領了香港市民所發給的工資，不出席會議，有
些人在「流會」之後，還聲大夾惡，說他們不出席會議的
原因是「要上課教書」，「要上法院打官司」，要到大學裡鼓
動青年學生「佔領中環」。
在選舉的時候，反對派議員向選民游說，如果你把神聖

的一票投給我們，我們就會在立法會為你們做事，爭取市
民福利和利益。實際他們的行動恰恰是相反。在預算案審
議上，千方百計讓政府出現「財政懸崖」，要讓公立醫院的
運作癱瘓，要讓納稅人的稅務寬免泡湯，要讓長者生活津
貼發不出，要讓公務員不能發工資，要讓各種救死扶傷的
緊急服務難以運作。癱瘓政府，癱瘓香港，癱瘓七百萬人
的市政服務和衛生服務，就是他們的最高利益。
要踐踏香港七百萬人利益，他們還有一個漂亮的口號，

就是要「保障香港人的人權」，將來可以阻撓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劉慧卿利令智昏，把反對派日思夜想的政治目
標說出來了，就是要和國家對抗到底，要顛覆中央政府，
要保護外國間諜偷竊國家和香港機密的權利。民主黨高調
反對對抗中央政府的人不能當特首，是自己對號入座。

旨在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即使在任何西方的民主國家，也沒有一個政客，夠膽像
劉慧卿那樣，宣傳自己挑戰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夠膽為外
國勢力服務。請劉慧卿讀一下美國的反恐法律，就知道無
論什麼人權通通都要服從反恐的需要。反對派對於基本法
二十三條立法，尤其對法例中可能引進中國法例中「國家
安全」的概念感到非常不安。他們攻擊說，通過這個概
念，政府可以隨時以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取締任何民間組
織。現在，劉慧卿更走前了一步，揚言立法會議員有權
「拉布」，為的是永遠反對和阻撓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這是
公開挑戰基本法的政治宣言。
請問，若公開挑戰基本法的政治組織，不願意接受憲制

文件，不會遵守基本法，但他們又要參選行政長官，這不
是非常荒謬嗎？請劉慧卿告訴我們，有哪一個國家的地方
行政長官可以公開對抗中央政府？可以公開對抗憲制文
件，而能夠通過選舉上台的？
反對派說，法律文件沒有說抗拒中央的人不能當行政長

官。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什麼叫做選舉，所有的選舉程序
和機制，都讓持份者心中有一個天秤，稱一下那些想當行
政長官的人，夠不夠條件。這是選民的抉擇。有人說，劉
慧卿宣稱反對「拉布」，結果又反對「剪布」，露出了狐狸尾
巴。更多人認為，利用「拉布」問題，公開宣布分裂國
家，劉慧卿露出了豺狼面目，她以為自己玩弄詭辯非常聰
明，其實是自己出賣自己，才是真正的愚蠢。

劉慧卿說出反對派政治目標徐　庶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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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蘋果日報》報道中引述公民黨毛孟靜對立法會主席「剪布」的批評，指

「曾鈺成嚴重破壞香港核心價值，我 入 立法會係要代議，係要代市民講 ，但曾鈺

成今次閹割 立法會監察政府同代議 能力、權力，令立法會變成一人議會，香港核心

價值俾佢全部玩殘」。但筆者卻認為事實剛好相反，「剪布」符合香港利益，才能捍衛

香港核心價值。

市民是拉布最大犧牲者

曾鈺成主席解釋：他認為立法會有責任，在一個合理時間內，完成審核及表決撥款條

例草案，以履行《基本法》第73條第2款所訂的職權。作為立法會主席有憲制職權，根

據《基本法》第72條第1款主持會議，在適當時候終止辯論，把議案付諸表決。而《議

事規則》亦補充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利，為議會的程序定出時間表。事實上，綜觀近日多

份報章，未有評論提出證據，指責「剪布」是違法的。

作為立法會主席，「剪布」的決定是負責任及符合道德的表現；雖然曾主席要面對來

自反對派議員的狂轟濫炸式指責，並且面對無謂的司法覆核挑戰，但是曾主席卻義無反

顧，他指出：需要300小時才完成的辯論，實際是三輸局面，一是拉布議員輸，得不到

政府答應要求；二是政府輸，要做額外工作；三是立法會輸，且輸得更重，議會甚麼都

做不到。筆者認為還有第四輸，就是基層市民。筆者質疑反對「剪布」的反對派議員

們，能否有膽量向深水 等地區的老人家們，解釋你們的理念呢？能否有膽量向失業的

市民，解釋你們在立法會的行徑，如何能保證本港優良的「營商及就業環境」不被侵蝕

呢？

反拉布議員民望上升

偏激的拉布議員經常以「民主、自由」作為幌子，來掩飾其「不民主、不自由」的行

徑，根據香港研究協會最新一項有關立法會議員民望的民調顯示，反對派整體支持度出

現暴瀉，下跌得最多的是表面聲稱不拉布的反對派議員，包括公民黨、民主黨、工黨

等。建制派方面，民望升幅最多的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其他大力反對拉布的議員如工

聯會王國興、麥美娟；民建聯梁志祥、鍾樹根、陳鑑林、李慧 ；新民黨田北辰和獨立

謝偉俊等。這反映甚麼？說明主流民意要求政府維持正常運作，厭惡反對派議員動輒以

「未有共識的全民退休保障」來癱瘓公共服務；市民更鄙視表裡不一、自相矛盾的反對派

議員。這些「代議之士」叫市民如何信任呢？你們的行徑不是正在侮辱市民的智慧嗎？

目前陳偉業及梁國雄更考慮就剪布決定再次提出司法覆核。但所謂「真理愈辯愈

明」，市民是講道理的，法院已判決主席擁有「剪布」權力，司法覆核只是多此一舉，

勞民傷財。希望公營電視台及電台，要將法院的判決書訊息，以市民較易理解的方式，

傳播予公眾，有效地協助民眾監察議員及政府。這樣才是真民主，才是有事實基礎的言

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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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香港政局波譎雲詭。年初所謂學者戴耀廷

在反對派喉舌支持下發起「佔領中環行動」，鼓吹長期

佔據中環以迫使中央接受反對派普選特首的方案。到了

3月，在反對派炒作「佔領中環」升溫之時，有「魔僧」

之稱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智囊、前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首

席顧問顧汝德突然蒲頭，高調煽動市民「癱瘓中環」，

並動用「老本」，向「戰略潛伏者」發出了搶奪香港治

權的的集結號。反對派在外國勢力部署和指揮下，對特

首普選分路出擊，雖然手法不同，但目的都是要搶奪香

港管治權。

外國勢力不甘心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歸還中國

香港問題的本質是爭奪管治權的問題。早在中英談判

時，在「三個條約有效論」失去市場後，英國便開始鼓

譟「主權換治權」。鄧小平下「最後通牒」指出，英國

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勸告英方改變態度，以

免出現到1984年9月中國不得不單方面公佈解決香港問

題方針政策的局面。至此，英國才收回「主權換治權」

的要求。

外國勢力並不甘心整個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歸還中

國。1989年，中國因平息「六四風波」而受到包括英國

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無理制裁，香港成為反共反華勢力的

鼓譟之地。一些人借此向中央提議，香港不要急 收

回，還是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方面設法籌錢，每年給

中央十幾個億。英國人不禁竊喜時來運轉，重新燃起了

繼續管治香港的念頭。1992年6月19日，英國上議院竟

談論起要不要反悔與中國簽署聯合聲明。「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香港仍然回歸中國。

外國勢力動用在香港的「老本」

歷史的一頁又翻到面臨2017年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

外國勢力與反對派將此視為搶奪香港治權的「最後決

戰」。原因是中國正在迅速崛起，2020年將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這是實現「中國夢」最重要的一個發展階段。

「中國夢」的主要動力是經濟騰飛、人民幸福、富國強

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一旦「中國夢」

成為現實，外國勢力與反對派就永遠不能再搶奪香港的

管治權。因此，外國勢力與反對派為在2017年特首普選

搶奪香港治權用上了「老本」和所有的方法。

外國勢力在香港的「老本」，就是物色、培養了一大

批「戰略潛伏者」，滲入到政黨、團體、司法界、商

會、傳媒、政府部門和大學，並掌握了香港政商學界和

高級公務員的鉅細無遺的材料。回歸後政治部所有的人

事檔案都搬到倫敦和澳洲，這些檔案包括政府高級公務

員、督察級以上的紀律部隊及警務人員、有政治背景的

組織負責人詳盡的資料及履歷紀錄，更有許多現任、離

任官員的所謂「黑材料」。

「戰略臥底」加快行動

為了掌握香港的情況，英國特務機構軍情六處（MI6）

早在1997年之前，就在香港的關鍵政府部門設置了大量

的竊聽器，安插了大量諜報人員。雖然部分竊聽器已被

起獲，但諜報人員由於隱藏較深，查獲難度很大。這次

港英老牌特務顧汝德長期坐鎮香港，從扮演外國勢力的

「幕後指揮」變作「幕前指揮」，已經開始動用外國勢力

在香港的「老本」，有關「老本」就是「黑材料」和

「戰略臥底」。

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之後，「黑材料」加速湧現，將

特區政府有關主要官員拉下馬，並發揮震懾香港政商學

界和高級公務員的作用。顧汝德坐鎮香港之後，新的

「黑材料」和「戰略臥底」一起動用。最近反對派突然

有部署地清算某前任主要官員，是要從政治層面斬斷特

區政府主要官員與中央有關部門的聯繫，有輿論指這正

是在政府要害部門的「戰略臥底」所為。

反對派對特首普選分路出擊　

外國勢力與反對派除了用上「老本」，還用上了所有

的方法，這表現在反對派在外國

勢力支持和指揮下，對特首普選

分路出擊，雖然策略不同，但目的都

是要搶奪香港管治權，這包括：

反對派策動「癱瘓中環」行動，以新的「災難論」威

逼中央接受對抗中央政府的人當特首；「真普聯」提出

特首普選方案，完全離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另起

爐灶」，實質上也是要奪取香港的治權；李卓人和職工

盟操控的碼頭工潮文革化，明目張膽打出「階級鬥爭」

旗號，得到外國勢力的金錢和政治支援，明顯是外國勢

力與反對派配合「佔領中環」的前哨戰；民主黨「超級

議員」何俊仁要在「佔領中環」之前，發動辭職公投；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鍾庭耀設立電子平台進行所謂普選方

案「公投」；教協編制通識教材向學生洗腦，鼓吹及誤

導教師和學生參與違法的「癱瘓中環」行動；陳方安生

成立的「香港2020」，肩負傳達外國主子指令的重任，

為2017年余若薇的「特首夢」抬轎⋯⋯等等。

外國勢力與反對派搶奪香港治權，妄圖通過動用老

本、分路出擊、多箭齊發，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就本

港政制發展的憲制決定，挑戰「一國兩制」下中央主

權，衝擊普選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底線，這是香港回歸

前殖民主義當局「三個條約有效論」、「主權換治權」、

「民主拒共」、「還政於民」等一系列爭奪香港治權部署

的繼續。常言：「兩軍相逢勇者勝」，事關「一國兩制」

命運和香港穩定繁榮大局，愛國愛港力量必須團結起

來，全面反擊外國勢力與反對派搶奪香港治權的「最後

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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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勢力向香港的「戰略潛伏者」發出了搶奪香港治權的集結號，為此外國勢力與反對派用

上了「老本」，用上了所有的方法，香港政局變得異常兇險。反擊外國勢力與反對派搶奪香港治

權的決戰，事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愛國愛港力量必須

團結起來，為2017年特首普選做好制度準備、力量準備和社會輿論環境準備，支持特首依法施

政，全面反擊外國勢力與反對派搶奪香港治權的「最後決戰」。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反擊外國勢力與反對派搶奪香港治權的「最後決戰」

■劉慧卿反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背後目的就是要

和中央對抗到底。

■在政府推出多項打壓措施後，本港樓價開始下滑。圖為香

港仔一帶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