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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支持台強硬應對 菲態度軟化
菲律賓槍殺台灣漁民事件發生之後，兩岸同胞無不憤

慨，海峽兩岸同聲譴責，對菲方形成巨大壓力。台灣祭

出制裁、護漁、軍演等措施；大陸一直支持台灣強硬應

對菲律賓，外交部、國台辦第一時間強烈譴責菲律賓的

野蠻行徑，《人民日報》警告：「決不允許菲律賓在海

上撒野」；南海艦隊加強了對南沙海域巡邏，以示對菲

的警戒。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表示，維護兩岸同胞的安全

和權益是兩岸雙方的責任所在。大陸方面敦促菲方認真

嚴肅對待，盡快徹查真相，嚴懲兇手，給被害漁民一個

交代。

正是由於兩岸強硬施壓，特別是大陸的強硬表態下，

菲政府的處理態度出現軟化。最初菲政府回應輕率敷

衍、毫無誠意，反冷血地開脫：「開槍是為了阻止台灣

漁船逃走，被殺的是非法捕魚的『壞人』。」台灣第一

次派到菲律賓的調查團，也因菲政府的不合作而無功而

返。如今，菲方終於肯接受台灣調查團再次到菲展開詳

細搜證，允許台方約問相關當事人。有台灣學者分析，

台菲經濟聯繫有限，台灣的制裁對菲影響微不足道；相

反，菲律賓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程度高，更擔憂大陸的制

裁，如果不是大陸採取實質性的舉措，台灣很難迫使菲

律賓低頭。兩岸血濃於水，大陸視維護台灣同胞的安全

和權益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給予台灣及時有力的支持，

對菲律賓形成強大反制和施壓，是如今針對事件的調查

得以開展的重要推手。

二、兩岸合作護漁乃民意所向　

多年來，菲律賓在南海欺侮台灣漁船的行為屢見不

鮮。根據台灣海巡署統計，13年來菲律賓騷擾台灣漁

船事件多達31件，隨意扣押台漁船漁民、勒索罰款，

2006年台東縣一名漁民遭菲水警槍殺，事件至今不了

了之。菲殺台漁民事件重演，台灣各界紛紛呼籲台灣

當局，應與大陸方面聯手護漁，確保台灣漁民人身財

產安全，共同維護兩岸中國人的合法權益。台灣的民

調顯示，有7成的民眾表示支持兩岸聯手護漁。《旺報》

發表社評指出，對於涉外漁事糾紛，兩岸民間是互相

支持的，建議將「共同護漁」議題排入海協會與海基

會領導人會談議程。中華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英明也投

書《聯合報》指出，兩岸共同面對周邊海域糾紛，具

有可行的條件，應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通過兩

會會談簽署相關合作協議，「才能防止類似菲律賓野

蠻行徑再度發生」。遇害船員洪石成的家人接受採訪時

表示，希望大陸能為在與菲律賓爭議海域作業的台灣

漁民護漁。洪石成的侄女洪鳳慧說，如果大陸派出軍

艦、先進戰機在事發海域巡邏，「你看菲律賓還敢不

敢為非作歹」。

台灣民間和輿論強烈要求當局與大陸聯手護漁的呼

籲，說明面對菲律賓囂張挑釁，面對台灣在南海維護權

益力所難及的現實，兩岸合作護漁有迫切的現實需要，

也具備強大的民意支持。兩岸應合力改變漁船經常在南

海遭受菲律賓等周邊國家驅趕抓捕炮擊的不正常局面。

兩岸漁業和海警部門也應盡速溝通協商，即使不能在短

期達成正式的合作機制，也應形成雙方心照不宣的默

契，對在有爭議水域進行漁業活動的兩岸漁民提供長期

的保護，合作維護兩岸海洋權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大陸在台灣最需要幫助時出手，及時釋出最大的善意

和誠意。如今關鍵，是台灣當局能否突破陳舊的思維定

勢和僵化的政治羈絆，真正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眼，從台灣漁民的切

身利益 手，有所而

為，實現兩岸聯手合

作，打破長期受菲律

賓欺負的局面。此乃

民望所歸，也是兩岸

和平發展的大勢所趨。台灣應該排除政治干擾，與大陸

聯手維護兩岸同胞的權益和尊嚴。

三、盡快建立兩岸開發協防南海機制

南海諸島和海域是中華民族固有疆域，南海擁有豐富

的漁業、油氣資源，既是兩岸漁民的傳統漁場，其海底

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巨大，被稱為「第二個中東」，這些

都是中華民族祖先留下來的寶貴財富。南海資源的開發

對兩岸經濟發展增添巨大潛力，兩岸攜手協防和開發南

海，不僅僅有利於兩岸當前發展，兩岸同胞的子孫後代

也將長期受益。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南海諸島和海域被周邊國家侵

佔，資源遭到大量掠奪。兩岸維護南海領土主權的立場

一致，共同反對周邊國家侵佔和掠奪南海資源，為兩岸

開發和協防南海奠定了重要基礎。兩岸協防和開發南

海，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責任，符合兩岸最大利益。

兩岸應該抓住歷史際遇，盡快建立起開發和協防南海的

機制，攜手固我海疆，振興中華，共同努力推進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

菲律賓海巡船槍殺台灣漁民事件，台菲最近各自派團展開調查。菲律賓改變傲慢冷漠態度，

願意配合台灣對事件進行調查，歸功於兩岸共同施壓的努力。如果沒有大陸的強硬支持，相信

菲方不會示弱，事件的調查將寸步難行，不會有目前得以開展的局面。無可回避的是，周邊國

家覬覦南海資源，實施蠻橫粗暴執法，兩岸的海洋權益頻遭威脅，兩岸聯手維權執法刻不容

緩。兩岸當局應順應民意，默契合作，互相支持，建立兩岸合作護漁維權的有效機制，共同維

護中華民族共同資源和權益，攜手固我海疆，振興中華。

南海權益頻遭威脅 兩岸合作維權大勢所趨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自從普選特首的「潘多拉盒子」打開

之後，本港政壇亦進入多事之秋。伴隨

反對派「宗政媒」組合的全力動員，

近日一些政府部門以至建制派內的所謂

機密文件及資料，亦不斷透過個別傳媒

洩露出來，連號稱「廉署保密，密密實

實」的廉署也「老貓燒鬚」，大量酬酢

的單據以至細節不斷洩漏。曾任前廉署執

行處副處長的徐家傑直指，這是廉署內部

執行特殊任務的英國潛伏勢力所為。事實

上，外國勢力不單在廉署這個極為重要的

部門布下大量潛伏者，就是在個別建制派

人士身邊也派上不少「無間道」。

最新一宗例子就是新民黨副主席兼全國

人大代表田北辰，其近身助理趙恩來被揭

發原來是反對派的「無間道」，4年來一直

僭伏在田北辰身邊收集情報。趙恩來在讀

書時已經是反對派的積極分子，在大學畢

業後卻毅然應聘擔任田北辰的公共事務行

政助理，領取4位數字的低薪，正如他所

言是志不在錢，而是要「認識 建制派點

操作、 人係點，都係一件好事。其間我

keep住同華叔接觸，久唔久飲 茶，亦會

講俾佢知中央點睇政改、建制派點協調、

選舉有咩部署等」，這說明他是故意潛伏

在田北辰身邊，並定時向其「接頭人」司

徒華匯報有關材料。

在任職4年間，他不但很好地隱藏了自

己身份，在工作上更加表現積極，深得老

闆稱讚及委以重任，代田撰寫專欄文章，

接見社會人士，甚至陪同出席人大會議，

廣結北京官員，他及後更晉升至傳訊經

理，而所掌握到的資料也愈來愈多。他並

表示自己「臥薪嘗膽，只為了解北京及建

制派的選舉部署，再轉告『泛民』」。這說

明反對派或其他勢力，有意挑選一些人到

建制派內進行滲透，並盜取建制派的人脈

網絡、選舉部署、地區樁腳、政策立場等

情報，而一些秘密文件或資料更會儲存起

來，在關鍵時候給予致命一擊。

雖然趙恩來的背景被揭發後已遭解僱，

但見微知著，有關勢力對於當時仍未是立

法會議員的田北辰，也不惜派出「無間道」

滲透，可以預期不少建制派人士在招聘職

員時，難保不會「引狼入室」。而這些人

既得到反對派及有關勢力信任，能力表現

亦較強，因而較易得到老闆賞識而步步高

升，也可接觸更多的秘密文件或資料，這

些都成為反對派的「強力武器」。其實，

這一套潛伏伎倆並不陌生，活脫脫就是港

英政治部的一套。令人憂慮的是，有關勢

力多年來不知在建制派人士身旁布下多少

「戰略潛伏者」，源源不絕的輸送情報，並

且在適當時候由反對派喉舌進行引爆。

有關勢力對於個別建制派人士尚且花這

麼多心思，又何況政府各大部門？表面

上，港英政治部在回歸時已經解散，但不代表港英遺

留下來的勢力煙消雲散，相反大量港英勢力人士利用

過渡期時機大量進入不同重要部門，例如廉署等執法

部門。但由於回歸十多年來，這些潛伏勢力一直相當

低調，也沒有競逐各機構的領導崗位，反而是集中在

財務部、行政部等後勤部門。現在回想起來，說明他

們是採取隱藏的手段，不露面不招搖，暗中收集各種

情報文件以及知名人士的檔案資料，當有需要時便可

殺人於無形。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事件便是一例，試

問幾十年前的陳年往事，做法在當時也是司空見慣，

如果不是有心人刻意收集，有可能突然鉅細無遺的拿

出來大造文章嗎？

如果說過去一班「戰略潛伏者」還要低調行事，不

敢過分張揚以免被揭發身份，現在他們卻在不斷出

擊，四處開火，顯然是幕後老闆發出了全面動員令，

不惜暴露身份都要配合「佔領中環」，配合普選奪權的

圖謀。而部分如趙恩來之流可能因行事過激而曝光

了，但走了一個趙恩來，不知還有多少個趙恩來潛伏

於政府與建制派內。由此可見，這次政改之役是如何

兇險，一不小心隨時會丟失了香港管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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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施政報告有期
1月讀或成 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下年度的施政報告將於

明年初宣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晚上在與建制派議員

飯局上透露，他將於明年1月宣讀新年度施政報告，並解

釋主要是希望與財政預算案的宣讀時間接近，以便更好

地互相配合。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飯局後引述指，梁振

英已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告知有關決定，但具體時間仍

待最後商定。他估計，當局每年1月份宣讀施政報告將成

為未來的 常做法。另據了解，梁振英於席間主動提出

關注正在立法會討論的堆填區問題，但幾乎所有建制派

民選議員均指，政府必須就此問題，因應各區情況提出

具體補償方案，才可能支持。

特首飯局講堆填區
梁振英於1個月內第二度與建制派議員飯

局。他昨日在上海總會與逾20位建制派議員進
行飯局，討論民生及大家關心的問題。據悉，
梁振英於席間主動提出堆填區問題，希望議員
表達應如何推動處理好垃圾的問題，大家亦花
了超過一半的時間去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多
位建制派民選議員已表明，政府不應現階段將
此議題「硬闖」立法會，特別是涉及的地區有
很大抗拒，否則他們很難支持。新民黨副主席
田北辰形容，「這已經是大家的一個共識」。

議員促提賠償方案

就如何處理堆填區問題，多位議員於席間
認同棄物處理問題是逼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但不能因為某個地區「惡 」就撤回，「政
府不能撤一個，但另兩個又要繼續搞，那麼
這兩個區都不會支持，要搞就全部一齊要
搞」。同時，當局必須要因應這些區的實際情

況，提出當區居民接受的補償方案，「這不
能只是環境局去處理，要有更高層的官員去
負責協調和處理，因許多補償方案並非環境
局負責的範疇」。

承諾半年檢討限奶令

在其他民生問題方面，自由黨議員方剛關注
限奶令，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放寬有關規定，相
信業界經此一事後會自律，但亦有議員擔心放
寬會再出現難以控制的情況。梁振英回應時重
申，6個月後會檢討有關政策。

政改諮詢未有時間表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提到，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早前表示，老師帶學生參與「佔領中環」不
會被「秋後算帳」的講法，指「佔中」行動本
身是不合法的，認為不應給老師有一錯覺，可
以帶學生去參與。梁振英未有回應。此外，亦
有議員提到何時展開政改諮詢，梁振英則回應
說，當局未有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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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周日訪紐約推介香港

李慧 倡行會研建「執政聯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本月9
日（周日）下午啟程前往美國紐約，出席香港貿易發展局在
當地的推廣商貿活動，並會與當地政商領袖會面，包括紐約
市長彭博、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港美商務委員會及紐約證
券交易所等。
在紐約期間，梁振英將在貿發局主辦的「邁向亞洲　首選

香港」高峰論壇上發表演說，及出席該項推廣活動在紐約閉
幕的晚宴，並會主持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為紐約亞洲
電影節香港電影周舉辦的開幕酒會，及在酒會上致辭。此
外，梁振英將與在當地工作和就學的港人會面，了解他們的
生活情況。
陪同梁振英出訪的官員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
行政長官私人秘書陳嘉信和助理處長（傳媒）歐陽力。
梁振英將於本月12日（紐約時間）離開紐約，本月13日晚

返抵香港。他離港期間，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將署理行政長
官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
學社會學系主任呂大樂昨日傍晚出席一青
年活動，在場有學生問到香港是否出現
「二分化」。呂大樂回應時表示，這是社會
民主化轉變的學習階段的過程，並指香港
確實存在「壁壘分明」的意見，但支持與
反對一方都不太懂得尊重別人，例如尊重
對方意見中值得參考的意見，現時卻往往
流於謾罵般的層面。
呂大樂重申，未來社會應發展出一種

「規範」，讓不同意見互相尊重。被問到近
日「佔領中環」會否影響社會不同意見間
的互相尊重，呂大樂指社會總會發展出不
同形式的手法爭取不同訴求，最重要是行
動時有否尊重不同意見，交流及說清道理
更為重要。他又指，現時談支持與不支持
「佔中」時間尚早。

另外，呂大樂又與學生討論現時香港的
中產問題，他不認為香港有「向下流」趨
勢，相信香港仍有穩定的經濟發展。他又
指，現時年輕人出路不單是激烈競爭，可
以用「過度活躍」形容之，因為與他成長
時相比，現在的學童要學習百般技藝，競
爭環境已改變甚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成
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李慧 （見圖）昨日在
接受網上電台訪問時形
容，目前行政與立法之
間關係前所未有地緊
張，令人極度憂心，認
為是因為政黨代表只能
以個人身份進入行政會
議，令行政與立法完全

分離，造成制度性的缺陷，導致矛盾的存在。她建
議應全面檢視現行的行會制度，包括考慮建立「執
政聯盟」等。

普選難解管治困難

李慧 昨日在出席一個網台節目時指，目前行政
與立法完全分離，加上特首不能夠有政黨背景，這
種制度性的缺陷，導致很多矛盾存在，而推行單一
改革，如只解除集體保密制，不能夠完全扭轉行政

會議的結構性問題，「現時大家只講普選時間表，
但就沒有檢視導致管治困難的各種管治問題。到
2017年，行政長官就會由一人一票產生，如果不作
全盤考慮，管治上仍然有很大問題，過去幾屆政府
所面對的問題，不會立即全部消失」。
她建議應全面檢視現行的行會制度，包括考慮建

立「執政聯盟」等，但不能夠單純以為委任幾位政
黨代表入行會，就視之為「執政聯盟」：「這些問
題十分複雜，需要作出詳細及深入研究與探討。就
算大家同意要有執政黨，都唔知點樣去搞。民建聯
亦只得13票，佔（立法會）70席很少數。現在，建
制派在某些議題一致，但其他議題如勞工問題等，
商界與工會的意見就有很大分歧。」
不過，李慧 坦言，中央政府表明，特首不能與

中央對抗，但並沒有完全排除所有反對派中人，相
信很多港人都可以獲得中央政府的接受，而在建制
派方面，儘管內部會有不同意見，但也不代表不可
以組合一起，建立「執政聯盟」，需要的是時間：
「其實現在有很多個別議題，不同黨派都已經有合作
的經驗，亦已經發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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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稱將於明年1月宣讀

新年度施政報告。

劉國權攝

■譚耀宗預料每年1月份宣

讀施政報告將成為 常做

法。 劉國權攝

■田北辰表示，政府不應現

階段將堆填區問題「硬闖」

立法會。 劉國權攝

■莫雪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