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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就建設海洋強國研究

進行第八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強調，要提高海洋維權能力，堅決維護中

國海洋權益。目前，中國的海洋權益面臨日

益嚴峻的挑戰，經略海洋，推動海洋強國建

設，乃當務之急。在維護海洋權益的問題

上，中國既要堅持用和平方式、談判方式解

決爭端，更要做好應對各種複雜局面的準

備，提高海洋維權軍事力量，作為維護海洋

權益堅實後盾。

中國是海洋大國，擁有300多萬平方公里海

域，以及近8萬平方公里的海島，蘊藏㠥豐富

的漁業資源和礦產資源，並提供了巨大的可

資開發的旅遊資源。但長期以來，中國的

「島嶼被侵佔、海域被瓜分、資源被掠奪」，

在近年東海、南海的海洋權益爭議上更趨突

出。由此可見，中國雖然是海洋大國，卻遠

不是海洋強國。

當前，中國經濟已發展成為高度依賴海洋

的外向型經濟，對海洋資源、空間的依賴程

度大幅提高，海洋經濟已成為拉動國民經濟

發展的有力引擎。有專家預計，到2015年海

洋生產總值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將達到

10%。海洋在國家經濟發展格局和對外開放中

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要維護和拓展

海洋權益、充分開發運用海洋資源，需要通

過建設海洋強國加以保障。

十八大報告中多次提及海洋權益，指出要提

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

益，建設海洋強國。相信未來中國將從海洋資

源開發、海洋經濟發展、海洋科技創新、海洋

生態文明建設、海洋權益維護等多方面綜合落

實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部署，有效維護海洋權

益，並轉化為促進國家發展的巨大動力。

21世紀，人類進入大規模開發利用海洋的

時期，海洋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

競爭中的戰略地位明顯上升，各國對海洋資

源的爭奪更趨激烈。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

路，但決不會放棄正當權益，更不會犧牲國

家核心利益，必然要加強海洋維權。

(相關新聞刊A3版)

一名水果加工廠員工，疑自覺長期遭受女同事

針對欺凌，更遭公司解僱，昨晨最後一日上班乘

搭廠巴期間向同工揮舞菜刀，共10女1男乘客受傷

或受驚。濫傷他人是野蠻冷血行為。疑兇本可循

合法途徑尋求協助，卻選擇以斬傷他人的暴力方

法發洩個人怨氣，不為文明和法治社會所容，必

須受到社會嚴厲譴責。當局應徹查案件，法庭更

須嚴懲兇徒，明確警示任何人均須依法處理糾

紛，否則必將承擔責任。

這宗造成11人受傷的兇案，疑兇一度揮舞菜刀向

多名手無寸鐵的女同事亂砍，甚至看準頭部要害行

兇，車廂內血跡斑斑，一名女工更被砍掉尾指，手

法十分殘忍，事發時呼救聲此起彼落，傷者不但慘

受砍傷之痛，更要承受巨大的心理恐懼。香港向有

文明講理的社會風氣，疑兇在密封車廂內濫傷無

辜，以暴力手段處理個人糾紛，完全違反人類文明

及法治精神。兇手不管背負再大的冤屈、承受了再

大的壓力，都必須受到嚴厲的譴責。

事實上，香港社會福利和勞資調解制度良好，

任何人如在生活上遇到困難，應主動尋求協助，

向勞工處要求介入調解或報警處理，如有情緒問

題亦可向社工求助，尋求情緒輔導，善用社會資

源處理個人問題，遵守法治社會處理糾紛的方法

妥善解決，避免採取過激手段。然而，疑兇沒有

精神病紀錄，亦未有向社署求助，有犯罪學家更

認為，疑兇帶刀在身，並選擇在密封的車廂內犯

案，針對和他有過節的同工埋手，可能早有預謀

犯案。疑兇選擇以暴力報復，超越法治社會底

線，必須受到法治社會的制裁。

香港人稠地窄，生活節奏緊張，尤其是現代社

會競爭劇烈，僱員經常遇到工作壓力大、人際關

係欠佳等問題，如不滿情緒未能及時疏導，容易

引發衝突。案件中疑兇便曾與同事積怨多時，再

遭逢解僱，最終持刀傷人造成慘劇。僱主應保持

和諧的工作環境，從維護良好勞資關係考慮，給

予僱員力所能及的照顧，提供適切支援，勞資雙

方加強溝通，多加留意僱員情況，及早找出問題

的癥結並加以解決。解僱員工時，亦須顧及員工

感受，妥善處理。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應依

法處理問題，僱員必要時可向有關當局求助，而

不是悶在心裡，任由矛盾惡化，變成暴力傷人的

導火線。 (相關新聞刊A24版)

中國加強海洋維權勢在必然 疏導情緒糾紛 譴責持刀傷人

55%市民批政黨爭拗難做實事
反對派有破壞無建設 滿意政黨表現不足一成

註：誤差約在正或負3.38%以內
資料來源：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電話調查研究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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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香港過去1個立法

年度，反對派政黨及政團「有破壞，無建設」，在各項

重要民生議題上，特別是審議「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及財政預算案時，大打拉布戰，阻撓各項惠民措施落

實，浪費公帑。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昨日發

表的調查發現，不足一成受訪者對政黨的表現感到滿

意，近六成人對政黨的整體印象更較1年前更差，更有

逾55%認為「政黨間經常互相爭拗，根本做不了實

事」。有42%市民更認同「加入政黨的人都是為了替自

己爭取更多利益」。

中大亞太研究所於7月22日至24日成功訪問840名市民，了解
他們對本港政黨的印象和評價。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市民

對政黨的評價偏向負面：僅7.5%受訪者滿意政黨表現，48.7%認
為「普通」，不滿意者更有41.5%。而與1年前比較，逾57%受訪
市民坦言對政黨整體印象轉差，35.5%表示「無改變」，認為「變
好了」的不足5%。

近半稱入政黨者多為私利

調查又發現，受訪巿民對政黨的整體觀感不佳：55.4%受訪者
同意「政黨間經常互相爭拗，根本做不了實事」，只有16.2%不同
意此說，認為「一半半」則佔26.8%。42%受訪市民認同「加入
政黨的人都是為了替自己爭取更多利益，並非真心為市民謀福
利」，不同意的只有13.5%，表示「一半半」的則有41.7%。

58%指沒黨派值得支持

同時，受訪者對本港政黨能否代表不同市民的意見，同意與不
同意者，各佔27.3%及31.3%，並有高達58.1%市民指沒有任何本
港政黨或政團值得支持。在政黨發展方面，有48.3%受訪者認同
由於未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故政黨難有大作為，不同
意的則有22.4%；49%受訪者對未來10年的政黨發展前景不樂
觀，表示樂觀的僅得9%，表示「一半半」的則有38.9%。

有六成受訪者同意，政府倘無政黨支持，不少政策都難以順利
推行，不同意的只有15.4%。被問及是否贊成政府由政黨通過選
舉執政，贊成與反對者同樣下降2%至3%，分別佔37.4%及
24.4%，意見分歧。

港人一向被指「政治冷感」，但是次調查發現43.7%受訪者不同
意「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且不理會政黨言行」的說法，同意的僅
得24%。調查機構分析稱，受訪市民並非對政黨言行不感興趣，
也不認為政黨可有可無，同時也明白在未有全面普選下政黨的局
限。

民建聯續最受歡迎

另外，最多受訪市民支持的政黨仍然是民建聯（11.2%），大幅
拋離反對派的民主黨（7.6%）和公民黨（5.7%），其餘政黨的支
持度則依次為「人民力量」、工聯會、社民連、新民黨、自由
黨、工黨及民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一直透過阻撓政府施
政，以遂其搞垮香港的政治目的。自今屆立法會任期開始以
來，反對派屢次在重要的社會民生議題上與民為敵，包括在長
者生活津貼計劃上拉布，令40萬長者無辜損失2個月共2,200元
津貼，多次流會及拉布也浪費逾千萬元公帑，《財政預算案》
也「一拉到底」，險令16萬公務員「無糧出」，政府提供的電費
補貼、額外綜援等利民措施要押後，更令本港一度面臨「財政
懸崖」。

反對派政客胡作妄為，難怪昨日的調查顯示，市民對政黨越
來越反感。

提千項修訂 失2個月追溯期

今屆立法會自去年10月任期開始以來，反對派每每逆民意而
行，惡行罄竹難書，尤以政府向財委會申請長津撥款事件最為

「經典」：該計劃原訂於去年10月尾可以獲立法會通過，但

「人民力量」、社民連及其他反對派政黨提出近千項瑣碎無聊修
訂，重複發言，大打拉布戰，導致撥款一拖再拖，最終至12月
才獲通過，惟追溯期由原定的10月改為12月，發放日期亦由今
年3月延遲至4月，令40萬名長者白白痛失兩個月合共2,200元津
貼，對貧困長者而言，可謂損失慘重。

預算案再拖 兩度製造流會

反對派拉布癱瘓立法會，阻撓議會正常運作的技倆，已達
「爐火純青」的境界。本年4月，立法會恢復二讀審議《2013年
撥款條例》，反對派重施拉布故伎，以威脅政府推行「全民退
休保障」，並提交710項修訂案，又於會議期間不斷提出點人
數，意圖製造流會，最終「得償所願」，立法會因而兩度流
會。

由於反對派拉布，令本港一度面臨「財政懸崖」：一旦《撥
款條例》未能在5月前通過，公共服務將受嚴重影響，隨時令

16萬公務員「無糧出」，醫管局及大學撥款亦可能無法如期送
達，而《預算案》提出的紓困措施，包括電費補貼、代繳兩個
月公屋租金、額外1個月綜援、高齡、長者及傷殘生活津貼
等，亦可能要通通押後，其中受害最深的，將會是基層及弱勢
市民。

日耗公帑255萬 害港臨財崖

金融界吳亮星當時並估計，反對派拉布1日，就會令本港損
失255萬元。工聯會王國興也估計，因拉布而損失的公帑，已
足夠資助長者1年免費乘搭電車。最後，立法會用了15個會議
日、共109小時，在主席曾鈺成決定剪布後，方完成《撥款條
例》的三讀程序。

近日，政府為解決市民「住屋難」問題而推出的新界東北發
展計劃，提交至立法會討論，但反對派就無心討論，只針對所
謂「囤地」風波，不斷窮追猛打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人民力
量」陳偉業更聲言，倘陳茂波拒絕辭職，就會在立法會復會
後，無所不用其極阻撓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並反對所有由發展
局提出的政策。

「長津」拉布累40萬長者失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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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梁國雄於會上撕毀並拋扔《基本法》。 資料圖片

反對派在今屆立法會審議各項重要利民措施時大打拉布

戰，拖延議會正常運作，中大亞太研究所昨日公布的民調

顯示，接近六成人對政黨整體印象較1年前更差。多個主

要黨派的代表直言，不少政黨在議會表現確實令人失望，

尤其是那些拖延民生、經濟政策的落實，甚至運用拉布戰

來拖延政府措施的政黨，令市民對政黨的觀感明顯變差：

「現在的議會內，人身攻擊多，政策討論少，很多政黨的

議員都在人身攻擊，想借政策辯論逼某些官員下台，無助

推動改善香港民生、經濟環境。」

工聯會：「泛政治化」失常

工聯會黃國健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倘政黨及政團

是為了正常的審議工作，完善政府提交的法例，履行監督政

府的職責，議員需要較長時間去處理，普羅市民是可以分辨

得出的，但現在不少政黨表現確實令市民失望，許多民生、

經濟政策因被部分人「泛政治化」而未能正常審議。

社民連「人力」為拖而拖

他批評反對派政黨經常將許多問題拖到政治上，在處理

政府提交的政策時，都是為反對而反對，又或為了某些原

因而拖慢整個審議進程，令立法會的許多正常工作進度嚴

重落後。他並點名批評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等在審議預

算案及長者生活津貼撥款時，大打拉布戰，令各項惠民政

策拖延了數星期以至數個月才能落實，「這些只會令市民

感覺反對派政黨只是為拖而拖，而拖下去亦沒有效果，只

是『玩㝚』」。

經民聯：人身攻擊惹反感

經民聯梁美芬表示，政黨本來應多做建設性的工作，包

括加強地區聯繫，推動、完善政府政策等工作，但現在很

多政黨只是搞對立和負面攻擊，不少政黨中人近年更往往

採取比較低俗、激進的表達方式，令市民不喜歡政黨，甚

至對政黨產生較大的反感，「我感覺，市民對政黨的反

感，較4年前強烈了許多」。

她續說，自己現在看不到政黨對政策有正面的討論，反

而有許多人身攻擊和抹黑，所為只是借「政策辯論」的時

間試圖去打倒某些官員或人士，而部分政黨在議會內大打

拉布戰，阻礙議會正常運作，相信許多市民都將這些負面

的文化與政黨表現掛㢕，才會

令他們對政黨的觀感失望。

建制派批拉布 拖民生失民心
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