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2013年9月2日），在美國芝加哥
仙逝的制度經濟學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1年）得主科斯教授生前（2011年12月）
曾經尖銳地指出，缺乏思想市場是中國經
濟險象叢生的根源。科斯在與王寧教授
（執教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合著的
《變革中國》一書中，也特別談到了中國正
是因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
技創新乏力。
科斯的坦率批評，毫無疑問是需要我們

今天的執政者和民眾做深入反省的。但
是，我個人也很願意說一說問題的另一方
面。眾所周知，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
始，僅用了30幾年的時間，不僅經濟迅猛
崛起，而且人民福祉也有了顯著的提升。
中國崛起就是因為執政黨和政府勇敢擺脫
了僵化封閉的計劃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放
鬆了對經濟的過度管制，讓市場經濟有了
長足發展的空間，交還給企業和公民一部
分自由權利，進而為中國社會提供了進步
的動力。
經濟改革必然伴隨 思想的解放，沒有

思想的解放，經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是不
可想像的。回想我們70年代末的改革起
步，如果沒有之前思想理論界發動的「真
理標準的大討論」，又怎麼可能有中共十一
屆三中全會的「工作重心」向經濟領域
「轉移」呢？90年代之後，有關市場經濟體
制目標的確立，如果沒有鄧小平南方談話
所引發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同樣也是不可
能實現的。進入新世紀後，中國經濟全面
崛起、國力迅速增強，在我看來，既是市
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有賴
於我們思想市場的不斷發育。
可以確信的是，中國思想市場發育的春

天已經越來越近了！這是因為我們人類已
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互聯網時代。
偉大的互聯網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地球正
變成地球村）、改變了社會（走向開放民
主），更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網絡成為工作
生活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
日，美國世貿大樓遭遇恐怖襲擊，博客成
為了重要信息來源。從此，博客正式步入
了世界主流社會的視野。2005年，國內各

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等紛紛加入了博客陣營。特
別是新浪博客，由於其在較短時間內網羅了中國最優秀
的學者、作者、明星開博，而迅速崛起，成為了中國大
陸最主流的博客網站。
由於博客具有「自媒體」的特點，她可以讓每一個人

都有條件成為思想者、表達者、傳播者；同時讓那些寶
貴的、有價值的思想觀點，在自由討論中、自由爭鳴
中、自由傳播中走入民眾的心田。在博客出現前，人們
只能在傳統媒體上（報紙、圖書、電台、電視）表達思
想、闡述觀點—不僅常常受到審查的限制，傳播範圍
也是有限的，更不可能即時傳播，而且還只能是少數社
會精英才有機會。博客則徹底打破了傳統媒體的藩籬與
弊端，真正把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權利交還給了普羅
大眾。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剛剛走向民主開放的國家，很
顯然互聯網博客責無旁貸地成為了我們思想市場最重要
的策源地之一。
中央編譯出版社一向以「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

西方之間」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在即將迎來建社20周
年之際，非常榮幸與新浪網親密聯手合作出版這套「此
間中國—新浪博客八年文章精選」。分享，是互聯網的
本質，也是出版的本質。現在我們有機會與讀者朋友們
一起分享好思想、好文章、好文字、好意境，是一件多
麼快樂而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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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悉由來自世界五大洲30多
個國家和地區81家華文媒體組
成的「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

織」，將於12月30日在深圳市隆重舉行「2013年國際
華媒大獎」頒獎典禮。承蒙香港《文匯報》王樹成社
長厚愛，提名並頒授本人「傑出華人獎」，深感榮
幸。定當以此鞭策自己，盡心盡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為早日實現「中國夢」作出自己的貢獻。
屆時眾多海外華文媒體工作者雲集鵬城，交流經

驗，分享成果，共謀發展，堪稱城中一大盛事。藉此
機會得與海內外華文媒體精英以文結友、共建祖國與
海外華僑間一道友誼的橋樑，確是樂事。謹此預祝大
會籌備順利、圓滿成功！
海外華僑散居於全球各地，他們雖身在異國，但

「根」始終在中國，「行之愈遠，鄉情愈濃」是早年
漂洋過海「老僑」們的寫照，他們常懷愛國愛鄉之
情，若能凝聚這股力量，定能為祖國的各項建設添

磚加瓦。他們的下一代則參差不齊，有些博古通
今、學貫中西並令其事業如虎添翼，但大部分第三
代後由於從小已融入當地文化，視中文為「外文」，
精通漢語少之又少。敝家族亦有兒女移居海外發展
事業，雖然當今通訊發達、交通快捷，大家聯絡溝
通甚為方便，惟美中不足是其第二、三代由於在外
國出生及接受教育，縱使父母努力培養，仍約有
30%-40%的新生代不諳中國語文，更遑論領略中國
優秀傳統文化。身為炎黃子孫，實乃憾事。同時亦
深深明白在海外經營華文傳媒十分不易，可謂任重
而道遠。
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文明之大國，祖先創下的輝煌歷

史、璀璨文化是華夏兒女的無價之寶，它不僅是民族
凝聚力和創造力的源泉，也是維繫海內外華人心靈的
紐帶。可喜的是隨 中國之崛起，世界各地掀起學習
漢語熱潮，要讓旅居各地的海外華僑更加了解祖國發
展新面貌，共謀振興中華之宏圖，華文媒體擔當了橋

樑的角色。據悉目前國際華文媒體計有二百多家，是
宣傳、介紹中國發展的重要窗口。雖然面對種種困
難，但傳媒工作者仍然全力以赴，以弘揚中國優秀文
化、發出中國「好聲音」為己任，表現出熱愛中華民
族及懷念祖國的思鄉情懷，令筆者及當地華僑肅然起
敬。
冀望海外華文媒體工作者繼續保持這種不怕艱

辛、奮勇向前的精神，持之以恆，與時並進，採用
全方位宣傳形式，如：報紙、雜誌、電台、網絡、
電視台等，與《文匯報》等愛國媒體配合，為發揚
光大中華國粹而努力，創出成功之基業，令讀者人
數越來越多。目前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排名第
二，冀望通過海外華文傳媒工作者的共同推動下，
凝聚全球華人的力量，維護和促進祖國發展強勁動
力，爭取在全球經濟體系更上一層樓，追上並勇於
超越美國，以實現全民富裕，共圓民族復興之「中
國夢」。

謹向海內外華文媒體工作者致敬

在今次的政改諮詢中，「公民提名」肯定成
為其中一個最大的爭議點。本來，「公民提名」
並沒有什麼值得討論之處，《基本法》及人大
決定已列明由提名委員會以機構方式提名特首
候選人，等於是排除了「公民提名」的選項，
現在社會的討論理應是聚焦於提名委員會，而
不是倒過來爭拗是機構提名或是個人提名。現
在一些反對派人士糾纏這個問題不放，但《基
本法》並非今日才制訂，當中的條文早已寫得
清清楚楚，為什麼他們過去沒有提出異議，到
現在進行政改諮詢時又借此大做文章？再說，
所謂「公民提名」也並非什麼金科玉律，不過
是提名方式的其中一種，有優點，但缺點也不

少，否則早就成為了國際慣例，對於這樣一個
不符《基本法》、不見得有何優勢的方案，反對
派有必要押下重注，甚至不惜令普選一拍兩散
嗎？

「公民提名」是假議題

而且，如果「公民提名」確實如反對派人士所
認為般「神聖不可侵犯」，是「真普選」的體
現，為什麼不見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民連
等激進反對派將「公民提名」寫在黨綱之上，並
且在上屆立法會選舉當作政綱之一？事實是，
所謂「公民提名」過去從來都不入激進反對派
的「法眼」，但近幾個月卻儼如他們的共同綱
領，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公民提名」只是一
個藉口，一個讓激進反對派扼殺普選的藉口。
「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不可能被中

央接納，激進反對派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們堅
持「公民提名」，不過是開出一個不可能接受的
叫價，讓他們有理由否決掉政改方案。如果他
們提出的方案是在《基本法》範圍之內，做到
合情合理合法，最終中央接納了，激進反對派
反而會陷入極為被動的處境，變成支持政改方
案又不是，否決又不是，兩面不是人。於是，
他們才想出了「公民提名」，這個方案表面聽起
來很美，在社會上有一定迷惑性，而且對激進
反對派來說更有兩大好處。
一是正如剛才提到，「公民提名」是激進反

對派故意製造出來否決政改方案的藉口。2017
年普選特首是大多數市民的期望，任何政治人
物要否決普選方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隨時
會引發巨大的民意反彈，對於自稱「民主」的
反對派政客影響更大。所以，激進反對派儘管
骨子裡不希望普選問題一勞永逸地解決，希望
本港社會繼續陷入政制爭拗之中，讓他們有發
展的土壤，但表面上他們也要為自己找一個理
由。而「公民提名」正好提供他們否決的理
由，只要中央以不符《基本法》為名拒絕接納
「公民提名」，他們就可大條道理否決政改方
案，不但出師有名，更可將責任推在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身上。

為否決政改製造藉口

二是從方案本身出發，「公民提名」也是最
有利激進反對派人士「入閘」選特首。按《基
本法》及人大決定，未來的提名委員會將參照
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以符合均衡參與
原則。這個制度確保特首參選人必須有廣泛代
表性，得到不同階層的支持，才有望成功「入
閘」，試問激進反對派人士怎可能符合到這些
條件？相反，「公民提名」只須找到一萬至數
萬名選民聯署就可「入閘」，屆時掟汽油彈的
黃毓民、梁國雄之流都可以成為候選人，他們
就算知道不能勝出，但參選特首能夠爭取到大
量的傳媒曝光，有機會「入閘」已經是贏了，
而只有「公民提名」才可以讓這些最極端的政
客成功「入閘」。
然而，不論激進反對派打的盤算如何，他們

必須明白的是，港人普選的權利是中央通過
《基本法》賦予的，普選權屬於全港市民，他們
沒有權利剝奪市民的選舉特首權。現在激進反
對派以不 邊際的「公民提名」意圖扼殺普
選，是赤裸裸地剝奪市民的普選權利，他們也
將成為香港民主的罪人。

激進反對派無權剝奪市民的普選權利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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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普選的「三個一」與「三道門」密切相關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上月訪港期間對特首普選的法律分析，可概括為「三

個一」：一個特殊之處、一個重要特點、一個主要難

題。一個特殊之處是，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

官；一個重要特點是，行政長官候選人要由一個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一個主要難題是，既不能排

除符合法定資格的人參選，又要確保與中央對抗的人不

能擔任行政長官。

李飛提出的「三個一」，實際上包括了中央的兩條底

線：一是特首普選要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這是法律

底線；二是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這

是政治底線。如何守住這兩條底線，就是一個主要難題。

「三個一」與特首普選的「三道門」密切相關。「三

道門」分別是前門、中門和尾門。前門是提名委員會提

名特首候選人，中門是全體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尾門

是中央行使實質任命權。「三道門」選擇守哪一道門，

與守住中央兩條底線和解決一個主要難題關係密切，是

特首普選問題的關鍵所在。

「守尾門」潛藏巨大憲制危機

第一，「守尾門」潛藏巨大憲制危機，若全體選民選

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做特首，而中央不任命，等於是

將中央擺在香港全體選民的對立面。對此，筆者在8月

17日出版的《亞洲週刊》發表題為《「守尾門」方案陷

中央於不義》的文章指出：「首先，『守尾門』方案突

破中央底線，有可能讓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行政長官人

選，若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否決此人選，『當選人』

必會發起帶領上街挾民意抗爭『奪位』，香港市民也會

替自己一票被廢而反抗，香港爆發的反中央情緒將一發

不可收拾，肯定遠遠超過佔領中環的預計規模；第二，

若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否決此人選，如果要重選，

一旦對抗中央的候選人再度獲勝，屆時中央又如何自

處？第三，否決『當選人』之後的一屆立法會選舉於鐘

擺效應下，市民投票的意向將會全面傾向反對派，以立

法會議席數目抗衡重選選出的中央接受的另一特首人

選，特區管治將徹底崩潰。」因此，「守尾門」的全面

投降主義方案推卸特區政府在普選行政長官中的一切責

任，甚至要求立法會的43名建制派議員放棄否決突破中

央底線的政改方案的責任，這是幼稚之最、無恥之尤。

「守中門」在「六四定律」下潛藏風險

第二，「守中門」是否可行？回答是在「六四定律」

下潛藏風險。香港回歸以來，在歷屆立法會地區直選

中，反對派得票率分別是：1998年獲60.2%，2000年獲

57%；2004年獲62.42%，2008年獲57%，2012年獲56.3%，

基本上徘徊在六成。建制派得票率一直是四成左右，好

的時候可得43%，差的時候不到38%。即使是在立法會補

選中也一樣，例如2007年12月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投票

率53%，建制派得票43%，反對派得票57%，基本上也是

「六四定律」。因此，「守中門」的風險不言而喻。

重點應該放在「守前門」

第三，無論是前門、中門和尾門，都是基本法已經明

確規定的，雖然從法律上和政治上講，「三道門」都要

守，即使「六四定律」下「守中門」變數很大，但也要

動員廣大選民去守住。但是，相對「守尾門」潛藏巨大

憲制危機，「守中門」的風險在「六四定律」下不言而

喻，所以，要確保選出愛國愛港人士出任特首，不能只

是指望市民的善良願望，還要依靠制度的保障。因此，

必須堅守基本法規定的提名機制，防止反中亂港者入

閘，確保行政長官候選人都是中央能夠接受的愛國愛港

人士，重點應該放在「守前門」，即要保證提名委員會

的把關功能。

反對派在提委會前加入前置程序違反基本法

反對派現在提出的一些觀點和方案，在法律上都是站

不住腳的，例如「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混合提名、

雙軌制、三軌制等。反對派的最新提法，是在提名委員

會前加入前置程序，例如「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提名

委員會前加入四個前置程式：要求提委會若啟動不確認

程序，須在提委會內有一定比例如四分之一委員聯署；

須用法律寫明什麼情況下參選人有可能不獲確認，理據

必須客觀，不能單純是「不愛國愛港」的要求；必須由

法官組成的獨立調查機構調查和答辯；最後再經委員投

票通過調查結果才可否決候選人。這即是在提名委員會

上面製造一個「太上皇」，可主宰提名委員會的運作。

由於反對派的欺騙，有官員竟然指戴耀廷的前置程序方

案和反對派政黨提出的三軌方案，是回到基本法第45條

的基礎上云云。必須警惕的是，無論反對派怎樣巧言令

色和包裝，都是企圖繞開、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會，都

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

提委會承擔守住兩條底線和解決一個難題的重任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9

月13日在給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邀請其出席

「真普選聯盟」的「公

民提名」研討會的回

覆中明確指出：「就

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提名辦法而言，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

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而且，2007年12月29日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也進一步明確：『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張曉明根

據以上法理擲地有聲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

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很明顯，在特首普選的

「三個一」、「三道門」與「唯一選項」中，提名委員會

承擔 守住中央兩條底線和解決一個主要難題的重任。

必須捍衛基本法提委會的制度設計

筆者在文匯報今年9月24日發表題為《設立提名委員

會就是為了防止反中亂港者入閘》的文章表示：「權威

人士告訴筆者，當年鄧小平先生早就預料到了一些反中

亂港分子會在香港普選問題上興風作浪，香港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正是根據鄧公的指示精神，規定了特首候選人

必須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

生成，以此嚴防反中亂港分子問鼎特首寶座。」

鄧小平先生當年真是料事如神！一些反中亂港分子如

今對承擔 守住中央兩條底線和解決一個主要難題的提

名委員會恨之入骨，想盡千方百計來廢除之、代替之、

改造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讓自己入閘。他們這樣

仇恨、討厭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規定的提

名委員會，恰恰說明當年設計這樣一個閘口完全是對

的！並提醒我們必須捍衛基本法的這一制度設計。

在特首普選的「三個一」、「三道門」與「唯一選項」中，提名委員會承擔 守住中央兩條底

線和解決一個主要難題的重任。一些反中亂港分子如今對提名委員會這「唯一選項」恨之入

骨，想盡千方百計來廢除之、代替之、改造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讓自己入閘搶奪香港管

治權。他們這樣仇恨、討厭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恰恰說明當年設計提名

委員會完全是對的！並提醒我們必須捍衛基本法的這一制度設計。

特首普選的「三個一」、「三道門」與「唯一選項」
蒯轍元

■蒯轍元

「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不可能被中央接納，激進反對派不可能不知道，

但他們堅持「公民提名」，不過是開出一個不可能接受的叫價，讓他們有理由否決掉

政改方案而已。然而，不論激進反對派打的盤算如何，他們必須明白的是，港人普

選的權利是中央通過《基本法》賦予的，普選權屬於全港市民，激進反對派沒有權

利剝奪市民選舉特首權。現在激進反對派以不 邊際的「公民提名」意圖扼殺普

選，是赤裸裸地剝奪市民的普選權利，他們也將成為香港民主的罪人。

■「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很可能令普選

一拍兩散。圖為特區政府正式發表政改諮詢文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