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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媒體的最新
調查結果顯示，由
於白宮被揭發大規

模竊聽、盜取外國政要和美國民眾的私人電
話、電郵和通訊；在敘利亞問題上「被莫斯
科牽 鼻子走」；與伊朗核談判中沒有顧及
以色列利益；以及在醫改問題上無所事事；
奧巴馬的民眾支持率再創其上任以來新低。
2008年，能言善辯的奧巴馬靠「我能」、

「改變」贏得選民的心，得以入主白宮。而
現在，民眾清楚看到，能言善辯不能當飯
吃，靠嘴皮子無法解決系列棘手國內外問
題。選民戲稱「I CAN（我能）」變成「I
SCAN」（我竊聽）；「CHANGE（改變）」
變成「CHANGE BY RUSSIA(被俄羅斯改
變)」。

越鬧越難收拾的「斯諾登揭密事件」已經
讓華盛頓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白宮的誠信
和道德更加跌至懸崖，且無法靠嘴皮子得以
翻身。倫敦在敘利亞事件的突然取態和發展
已經成為「世界霸主大滑坡」的轉折點。同
時能夠打贏兩場戰爭的豪言也已經變成國際
笑料。華盛頓在全球為所欲為的時代亦成為

「過去式」。民主共和兩黨的「無用功式」爭
吵不僅讓美國民眾感到憤怒和厭煩，也顯示
奧巴馬政府根本無能為力駕馭走向衰落的超
級帝國。能言善辯的奧巴馬雖然能夠靠嘴皮
子上台，但面對成堆的棘手問題，也只能

「做一天和尚打一天鐘」了。

「控槍」和「醫改」最令選民不滿

最令美國選民惱火和不滿的是奧巴馬信誓
旦旦、多次誇下海口的「控槍」和「醫
改」。

政治家和政客最顯著區別之一是：政治家
有遠見，能夠洞悉先機，做事防患於未然；
政客則只看到眼前利益，後知後覺，經常到
出了事才忙於尋找對策，決策出台後又時時
受到環境變化的左右。就在奧巴馬發表23條

「控槍命令」的同時，丹佛市、芝加哥、鳳
凰城、肯塔基州和聖路易斯等地幼稚園、小
學和技術學院校園又發生了多起槍擊案，造
成兒童、學生死傷，顯示奧巴馬的「23條」
完全是紙上談兵。每一次槍擊案後，政府官
員、社會名流、平民百姓都會掀起一輪呼籲
管制槍支的爭論，但除了引發國會的無休止
爭論之外，總是無疾而終。

槍擊案已經成為威脅美國百姓安全的「死
結」，許多私人槍支掌握在有犯罪前科的危
險人物手中，未成年及偏激青年要獲得槍支
也易如反掌，就像是一顆顆定時炸彈，隨時
奪走美國民眾的性命。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對槍擊案的「憲法確保個人擁有槍
支」，更與白宮政府的控槍令背道而馳。或
許是美國「民主和人權」原因，奧巴馬「立
即生效」的控槍命令已經成為「空頭支
票」。既顯示奧巴馬的無可奈何，也體現白
宮主人的「做和尚打鐘」心態。「控槍」已

經成為白宮的「例行公事」和做SHOW傳統
項目。

美國和德國互信已經消失

斯諾登揭發美國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手
機至少10多年，但奧巴馬卻辯稱美國現在沒
有、將來也不會監聽德國盟友的電話。媒體
反駁奧巴馬說，此話是否間接證明國安局過
去一直在監聽德國總理的電話，奧巴馬隨後
再稱「自己對此一無所知」。奧巴馬的確能
言善辯，並因此踏入白宮、獲得「諾貝爾和
平獎」，但人們更加重視的是事實和行動，
而不是嘴巴。難怪德國總理默克爾軟硬兼施
地說「需要重建和美國的互信」。換句話
說，就是柏林現在和美國已經沒有互信、或
者說過去建立的互信已經完全喪失。

美國的亞洲盟友韓國政府迫於無奈，也已
經要求美國回覆，韓國總統是否遭美國情報
機構竊聽。西班牙、歐盟、日本、俄羅斯、
法國、印度等國家的領導人都已經通過不同
渠道質詢美國的動機，並要求澄清解釋。電
話是美國貝爾發明的，但今天又被白宮搞到

「通電話變得不安全」。文明社會不敢用電話
來討論、商量了解發生在身邊的重要事情，
奧巴馬與貝爾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斯諾
登揭發的不僅是美國情報機構的竊聽行為，
更將華盛頓釘上「恥辱柱」。那麼多國家要
求澄清，那麼多政要要求解釋，奧巴馬當然
只好「死豬不怕開水燙」了。

能言奧巴馬被迫「做和尚打鐘」
房協最近推出位於筲箕灣的市區重建項目「樂融軒」，共提供二百七十四

個私人住宅單位，其中二百一十四個中小型單位，設計「實而不華」，以貼
近市價發售，其餘六十個為出租長者單位，讓年長及年輕的家庭成員各自
擁有獨立的居住空間，但又方便互相照顧，以鼓勵「長幼共融」的良好社
會風氣。如買家同時租用長者單位供父母或其他年長親人居住，可獲優先
選購單位。

社會對此項目反應不一，當中有不少支持意見，認為房協這個項目的理
念創新，能迎合現代社會的實際需要，但我們亦留意到有個別人士持不同
的意見，對「長幼共融」的理念及項目的訂價及目標對象提出質疑，認為
房協應降低售價或提供資助，我希望在此解釋一下。

首先，我們引入「長幼共融」的構思是源於一個有關長者房屋需求的研
究，該調查結果顯示現時很多年輕家庭雖然獨立生活，但仍希望可以與年
長父母毗鄰而居。有見及此，房協一如既往發揮「房屋實驗室」的功能，
嘗試發展這個「長幼共融」的先導房屋項目。若市場反應良好，亦希望其
他發展商能把這個模式進一步推廣。

我們明白部分人士可能對這項目的性質並未充分了解，因而出現期望落
差。事實上，「樂融軒」為房協六個與市建局合作的重建項目之一，土地
是透過市建條例規定的補償額，向業主收購業權而取得，而項目亦必須依
據既定的重建政策和框架發展，亦即是興建住宅及商業樓宇。由於這並非
資助房屋項目，買家可自由買賣，不設轉售限制，因此房協必須按市場價
格出售。此外，在沒有入息和資產審查的情況下，如為買家或租戶提供資
助，項目便有可能補貼了非目標買家，甚至引致炒賣的情況，影響真正的
用家。事實上，房協亦有發展其他資助房屋項目，如出租屋 及資助出售
房屋「綠悠雅苑」等，回應市民不同的房屋需要。

房協是一個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的模式營運。雖然我們肩負社會使
命，配合社會的需要為香港市民提供適切和可負擔的居所，但亦必須發展
一些可帶來盈餘的項目，令機構能持續發展。我必須強調，房協發展任何
項目，均不以賺取利潤為首要目的，例如「樂融軒」亦將部分單位出租給
長者居住。房協個別項目即使帶來盈餘，亦會投放於其他回饋社會的業務
上，例如上述的資助房屋及各項舊樓維修計劃等。

在政制研討諮詢即將開展前

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一行翩然臨港，對港人認識

《基本法》和香港普選問題作出詳細有益有啟發的講

話，打開港人眼界、撥開港人心扉、通開港人腦竅。

李飛主任此行為我們的研討諮詢拉開了序幕，也為研

討注入了一劑王道良藥，使研討可以循 正軌走向正

本清源撥亂反正。

16年前我們熱情地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懷抱，譬喻 這顆南海明

珠從昏暗的殖民統治海底升上到水面，璨發 耀目光華，恍如昔

日合浦珠還的美好故事。當這明珠留在殖民者手中的悠長歲月

中，管治者沒有給市民一丁點的民主，市民發不出一丁點聲音。

總督和高官、議員都是由英廷指派，直到最後一任更派來一名

「千古罪人」，給香港佈下了不少計時炸彈。

回歸後，《基本法》才明確地指出了香港政制發展方向，要根

據香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推行立法會和特首普選。這是祖國對

港人的厚愛和關懷，也是對我們無比的信任和鼓勵。明珠洗脫了

昔日的殘垢，更散發出新生的風采。香港的政治生命添加了民主

元素，議會增加了民主成分，現在就要開始研討諮詢2017年特首

普選的政制發展。其實，《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已

經為這工作定下了相當詳盡具體的指引。

只是，有人在這關鍵時期立意要用各種方法和手段螳臂擋車阻

工作的正常前進，甚至明目張膽地提出和《基本法》針鋒相

對、違反中央決定和人民屬意的決定，諸如反對提名委員會、特

首需要具有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的本質等重要課題。其意圖

十分明顯，就是要在這重要時刻向中央和市民爭奪香港的管治

權。試想，如果特首這職權給對抗中央的人掌握了，香港將往何

處去？市民被牽 往何處走？明珠將復沉海底，那將是什麼日

子、是何家天下？

所以，一個切合時宜有利港人福祉和政制順利發展的方案，必

須首先保證達至「必須要求」—— 一位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

的特首，而達至這要求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以機構提名方式、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然後讓

合格選民普選產生，報中央實質任命。

李飛來港為普選討論正本清源

在政制研討諮詢正式開展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一行翩然臨港，對港人認識《基本法》

和香港普選問題作出詳細有益有啟發的講話，打開港人眼界、

撥開港人心扉、通開港人腦竅。李飛主任此行為我們的研討諮

詢拉開了序幕，也為研討注入了一劑王道良藥，使研討可以循

正軌走向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因為對特首要求「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正打中了立心

謀取香港管治權的反中分子的命門，所以，他們聲嘶力竭地叫

嚷：「基本法沒有這樣寫」。可是我們知道：鄧小平老早就說

過，特首要愛國愛港、不能和中央對抗，而且他老人家也早預

見反中亂港分子會在普選問題上搞亂檔，所以必須要有特定的

條件應付之。特首是香港特區政府首長和特區首長，是中央與

香港特區關係的樞紐，特區實行高度自治，相比其他地方政

府，香港特區得到中央更大授權，要落實《基本法》和其他香

港特區應該實行的法律和應做的工作，必然要求行政長官是愛

國愛港，也不能與中央對抗。所以，雖然在《基本法》起草

時，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沒有（而且也不必）將「愛國愛港」

的字眼寫在文件上，但是如果理解《基本法》的深層內涵和其

立法本意，認識到行政長官這職位的政治責任，就一定會確定

這人物必須心懷愛國愛港情懷、肩負為祖國為港人勤勤懇懇忠

心不渝地執行中央政策和指令的重任，不會辜負人民的厚望，

背叛祖國和人民，將南海明珠再淪到外部勢力手中。

指出普選最重要的問題

為了使普選能達致選出合乎資格的特首，李飛主任根據法律指

出最重要的而且也是香港社會目前最關注的問題，這可概括為

「四個一」：一個特殊之處、一個重要特點、一個主要難題、一

個切實能夠解決問題的答案。所指的特殊之處就是前述的：要求

一位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的特首；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這樣

的特首要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一個主要難題

便是：既不能排除符合法定資格的人參選，但又要確保選到合格

的人；一個切實能夠解決問題的答案就是：需要香港社會能夠通

過集思廣益求同存異取得共識，使到港人能夠選到一位合乎要求

的特首。

義正詞真談普選 鞭辟近裡話因由
韋　剛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房
協
秉
承
社
會
使
命

中國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日本高調反對，不予承認，且
不顧民航安全，決不允日本國內民航向中國提供飛行計
劃。老美更兇，派出美軍兩轟炸機故意挑釁中國防空識別

區。一時間，輿論紛紛說中國做了傻事，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是自找沒趣。其
實，中國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一宣佈就已經贏了。美日口頭上不承認，實際
上也已經受制。北京對於美日的反制，其實也有應對之策，重要的是有理有利
有節，最終必會迫使美日低頭。

美日可設 中國為何設不得

日本美國說中國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是改變現狀，這話似乎也不無道理。中
國過去沒有，現在有了。但是，「改變現狀」，一般指的是改變涉及主權的事
務，防空識別區其實不涉主權，至於中日防空識別區都涵蓋釣魚島，也不奇
怪，釣魚島的爭議早就存在。而且，美日可設，中國就設不得？美國在韓戰期
間就針對前蘇聯設置防空識別區，日本也在一九六九年公佈實施防空識別區。
美日指摘中國設置防空識別區根本是笑死人的事情，中國在法理上完全站得住
腳。

問題是，既然防空識別區是某國單方面行動，其他國家可承認可不承認，那
比拚的完全是軍事實力。過去中國不是不敢設置，而是力有不逮，雷達的監視
範圍，戰機的作戰半徑都有限，要設置防空識別區也是白設置。所以，美國
有，日本也有，倒是中國沒有。

當下，美軍悍然派兩架轟炸機闖入中國的防空識別區，就是相信解放軍奈何
其不得。那麼，中國現在有必要派戰機跟監嗎？筆者相信，解放軍不會像盲頭
蒼蠅，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說幹。因為，解放軍的整體實力的確不如美軍，這是
前提，只能選擇關鍵時刻才升機攔截，例如美戰機已經接近我國領空。這次美
軍的轟炸機進入防空識別區，是有意挑釁，但是並沒有侵犯我國主權，我方不
隨之起舞，只是用雷達監視，沒有派戰機跟監，說明軍方是有利有節應對美日
的反制。

至於日本，他不承認我們的防空識別區，我們也不承認他們的防空識別區。
他不通報他的民航飛行計劃，我們也不通報我們的民航計劃。以牙還牙，針鋒
相對，絕不示弱。事實上，飛航計劃是公開的資料，根據國際民航的要求，日
本飛中國的一定會報給中國。如果中國的軍機在識別區遇到日本民航，要求提
供資料，日本的民航機會不回答嗎？

形勢向有利中國方向發展

但是，對於日本升空戰機，進入我防空識別區，也不一定硬對硬，亦要有利
有節處理。這是因為，安倍不承認中國防空識別區，是別有用心，是為其推動
修憲服務。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日暗示考慮通過修改內閣法制局的憲法解釋，
從而達到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但是，日本內部反修憲的力量也不小，安倍難
以隻手遮天。於是，他要尋找藉口，自然中日戰雲越是密佈，安倍推銷修憲的
理據越充足。美國按理要維護二戰後秩序，制止日本修憲，但美要聯日制華，
實際上也支持日本尋求集體自衛權，以此制衡中國。

所以，中國也不能隨安倍起舞。再者，中國當下主要是維持釣魚島的執法
權，至於防空識別區設立了，就擺在那，如何處置操之在我。

筆者為什麼強調釣魚島的執法權，這是因為這正是自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
後，中國進行反制的得分之處。第一，這的確是「改變釣魚島現狀」，使過去日
本單方面控制變成中日雙方共同控制。第二，中國公務船進入釣魚島十二海里領
海範圍內執法已經無數次，也沒有擦槍走火。第三，中日還有美國都有意將分歧
放在「可控」範圍內。這種形勢發展下去，只能向 有利中國的方向發展。而由
釣魚島爭端而引發的中國的防空識別區，也當然向 有利中國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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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辦事推進民主

李飛在香港期間，向社會各界闡明了依法

政改的原則，當中包括：首先需要組成一個

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其組成

可參照先前的「選舉委員會」組成，即由四

大界別各有若干名委員，這是全國人大常委

會2007年12月的決定。「選委會」組成的四

大界別，可參閱《基本法》附件一之一。其

次是任何符合《基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資

格的人，即年滿40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都可向「提委會」爭取提

名，有被提名權及被選舉權，沒有不合理的

限制。

李飛特別提到，「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是

機構提名，須按照民主程序正式提名若干候

選人，供全港合資格選民選舉。同時，由

「提委會」提名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全體合

資格選民均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權選出。最後

一條是行政長官人選在香港當地產生後，須

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以上五項，完全符

合《基本法》第四十四條和第四十五條的規

定，這就是依法政改和依法推進民主。

重申中央對普選特首要求

李飛在講話中重申，「愛國愛港」是普選

特首所需的不二條件。他指出：「行政長官

是一個政治機構、政治職位，對擔任這個職

位的人有政治要求，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什

麼可以質疑的地方。如果沒有這一要求，香

港『一國兩制』的安排就行不通，基本法的

許多規定就行不通。從法律角度來講，堅持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是『一

國兩制』方針政策和香港基本法現行規定的

要求」。

李飛還引述了鄧小平的三次講話內容，強

調「愛國愛港」是作為香港特首的一個必不

可少的條件。與此同時，李飛也提醒須關注

的問題：一方面不可能排除符合法定資格的

人參選；另一方面，不愛國愛港、與中央對

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這是普選時必須

解決的主要難題。

規定特首候選人應有上限

目前，香港社會關於普選有爭議的一個問

題是：依法落實普選但不應對特首候選人數

設限，否則等同是「假普選」。李飛對此作

出了駁斥。他明確指出，規定適當的特首候

選人數目，在確保特首選舉成為真正有競爭

的選舉的同時，可以避免候選人過多帶來的

選舉程式複雜、選舉成本高昂問題，有利於

特首選舉在莊嚴、有序的情況下順利進行。

正確認識憲制上的法律規定，無疑有助普選

的盡早實現。李飛的這一說法，解開了香港

普選的大難題。

李飛訪港，說明了很多與依法政改有關的

問題，也澄清了不少誤解。事實上，中央政

府一再強調，普選出來的香港特首必須愛國

愛港，說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條底線。為什

麼如此重要呢？首先，《基本法》第四十三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

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負責。」特首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負責，

也就是為國家和港人謀福祉。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可參閱《基本法》序言及第一條、

第二條），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

「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

試想，假如由一名對抗中央的人出任香港特

首，而此人又領導香港明目張膽對抗中央，

搞起「港獨」，屆時香港必將「天下大

亂」！毋庸諱言，提名委員會應本 對國

家、對香港負責任的態度，慎重提名特首候

選人，發揮好「把關」的作用。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李飛訪港，就《基本法》有關普選法律條文作出解

讀。李飛重申了中央對香港普選的立場和定下的框架，為特區政府即將展

開的政改諮詢打下良好的基礎。這些觀點和意見，對香港社會各界正確認

識中央政府在政改上的角色與憲制地位，對正確對待香港政制發展中遇到

的種種法律問題，以及如何努力落實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具有極其重要

的參照價值。筆者認為，李飛香港之行是公開透明、富有成效。

李飛訪港有助香港政改諮詢
楊孫西

激濁清揚

■李飛訪港清楚闡述了普選的原則，有助

本港認識和解決落實普選存在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