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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蘇貞昌搞「台獨」走火入魔 反對派勾結「台獨」禍害香港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日前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發表演說時，不僅聲稱民進黨不會修改「台

獨」黨綱，而且還攻擊香港的政制發展，說什麼最近有許多香港「民主」人士來台，叫台灣

人「不要放棄」「台獨」。蘇貞昌的言論不僅暴露其死抱「台獨」的頑固本質，而且讓港人

看到反對派勾結「台獨」對香港的危害。李登輝、陳水扁主政台灣期間搞「台獨」，不僅引

發台海危機，而且在島內造成無休無止的暴力抗爭，經濟空轉，民生困頓。港人既反對「台

獨」，也不認同「港獨」，更不允許搞「港獨」破壞「一國兩制」，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的

混亂之中。港人絕不容許「台獨」勢力干預香港普選。香港社會各界強烈譴責「佔中」組織

者將「台獨」禍水引來香港！

■姚志勝

今年的施政報告被廣泛地認
為是暖民心求實際看長線的好
藍圖優計劃，儘管反對派嗡嗡

叫去叮無縫的雞蛋，只要港人勇往直前排除干
擾、發揮能力各展所長，藍圖一定會變成現實。
特首剛發表了第二份施政報告，非常突出地
制定了扶貧安老助弱、予青年展能進修機會、
大力發展房屋等當今港人急需的方案。在踏入
新的一年，港府在上層建築方面將全力進行政
改諮詢，在經濟基礎方面，正如中央屢次指
出，將重視照顧民生，而現下最為老百姓所關
注的自是貧、病和房屋，青年則就學與就業最
感彷徨。施政報告重點闡述了對這些方面的具
體措施，每年大概需100億元的費用。這有的
放矢的扶貧解困，總比以前「派糖」用了二千
億更為實際到位。
反對派本着他們那逢中必反、凡政必攻的原
則，本來是無縫可叮無懈可擊的報告，只好藉
着未有突出惠及中產於是就嘩聲大叫。其實，
正如老百姓皆知，如果反對派不是時刻反對阻
撓政府依法施政、不是發動「佔中」及其他系
列破壞經濟的活動，香港政經形勢與日俱增，
七百萬市民都會受惠，中產以至富人都會隨之
豬籠入水。破壞香港經濟和中產收入的正是反
對派的劣行。反對派對增地建房、交通基建、
惠民措施、扶貧補助，處處設障宗宗反對，對
老百姓的所謂關懷是口惠而實不至。幾個號稱
代表大眾的議員，在議會上只會誇誇其談、激
進違規，乾𢭃高薪然後敷衍塞責、叫完口號掟
完道具便溜去歎茶。

本屆政府努力解決房屋問題
房屋問題其實在香港存在已久，今屆政府追
本溯源，首先全面檢討可建房屋的地源問題，因
而提出幾個方案，但是反對派立刻以所謂保育環

保反對兩地融合等虛構理由處處阻撓，與增建房屋的為民措施
角力。老百姓應該明察事情的真相，要支持政府獲得可以建房
的土地。有地才有房，否則緣木求魚，要多建房屋只是空想。
立業和成家的青年也是急待解決居所的一群，增建房屋也
能為他們解困。施政報告除了給他們以資助，還給他們指示
方向：如果本港暫未能為其提供升大的學位，還可以到外地
和內地。內地高專教育質素不斷提升，學風良好；往外國留
學，學成後也有回國效力的機會。去年習近平主席親臨歐美
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他勉勵留學生早日學成報國
為民，留德學生激動地給他寫了信，習主席近日也給他們回
了信，表示對留學生的愛國情懷深表欣慰。我的鄉賢容閎
1847年往美國讀書，被稱為我國第一位留學生。自始以後，
留學歐美東洋和其他國家的相繼無數，愚也謹附驥尾。談到
留德學生，首先會記着周總理和朱德元帥，隨之是很值得欽
敬的季羨林大師。所以說，有條件的讀大學進研究院未嘗不
是好事，但需要有毅力和正確方向，馬克思有句名言：「在
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嶇小路的攀登
上不畏勞苦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當學有所成
時，可以有「會當凌絕頂」的自豪，但不必懷「一覽眾山
小」的自傲。港地學者群中有些堅持偏見不服海納百川、忘
記歷史不顧現實，自彈自唱地走上獨木橋。這些飽讀詩書的
「學者」，不會是我們朝代的促進者。

港人應該排除干擾全力謀發展
香港人其實有着很多頁光榮的歷史。打從19世紀的一灣小
漁村，孜矻地創建成立足東亞的貿易商埠；然後經歷了日寇
侵佔的摧殘，戰後以無比毅力和飛快速度復原，數十年內成
為屹立亞洲的經濟巨擘和祖國南方的明珠。百多年來的成長
發展當然和祖國腹地支持、人民灌溉密切相關，但與港人刻
苦耐勞、靈活創意、敢於挑戰的精神也大有關係。回歸以
來，港人得到了自由民主，從殖民統治者手中取回了「港人
治港」的高度自治，在「一國兩制」的光輝大道上正應大步
邁進，為什麼我們前進的動力卻被反對派絆住？由我們自行
選出來的政府卻不斷地被反對派無理責罵挑釁，使到施政事
倍功半舉步維艱。無數的事例表明，不少為民便民措施被拖
延被擱置。執事者不能放開拳腳發揮能動，亞洲躍進的「小
龍小虎」竟然成為「病貓」，給別人窮追步步進迫。
今年的施政報告被廣泛地認為是暖民心求實際看長線的好
藍圖優計劃，儘管反對派嗡嗡叫去叮無縫的雞蛋，只要港人
勇往直前排除干擾、發揮能力各展所長，藍圖一定會變成現
實。

十五年前，政府公布首份「數碼21」資訊科技策
略，歷經四次修訂，到去年九月再推出第五版的
《2014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公眾諮詢文件，並以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作為綱領主題，有關諮詢
期亦已完結。最新一份「數碼21」的主要內容，是
推動香港建設WIFI都會、跨平台服務、善用數碼證
書、雲端運算、物聯網和大數據庫等。筆者卻認
為，整份諮詢文件都只是強調運用科技和新技術，
但背後目標究竟何在，如何透過科技工具去造就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呢？答案一律欠奉。所
以，與其說這份文件希望引領香港走進數碼21新領
域，倒不如說是一張硬件採購單更為貼切。

創意產業需有力推動
諮詢文件令人失望之處，在於它提出的所謂措

施，其實不少屬於美好的願景，但講就天下無敵，
實行卻是軟弱無力。例如文件提出要建立創新平
台、支援初創的資訊科技企業、培育科技人才、發
展創意媒體、加強與內地合作等等，全屬空洞無物
的口號。
創意產業在上屆政府任內已是六大產業之一，談

論多年無果，現在又冷飯再炒一遍。文件更混淆概
念，把創新意念與新科技產品劃上等號，讓人以為
懂得用新科技就可產生創意。又例如透過提供辦公
室和資金以支援初創IT企業，可是最近傳出網絡龍
頭Google本來在將軍澳投得土地發展數據中心，港
府卻一直無跟進及支援，最終Google以難以持續發
展為由，捨香港而取新加坡、台灣去，就看到港府
有多重視IT企業了。至於其餘的培訓人才、兩地合

作等，都是羅列一些現有的措施，毫無新意。而
且，文件提出要將程式編寫課程列為基礎教育必修
科之一，筆者認為是揠苗助長之舉，因為不是每個
學生都有興趣做程式設計員。
遠的願景空洞無物，近的建議也只是聊備一格。

數碼證書早在2000年已由香港郵政負責推行，但截
至2007年外判予私營公司為止，使用率一直偏低，
累積虧損達1.952億元。事實上，即使改為私營公司
接手，數碼證書的普及率也無大幅增加；根據數
字，2010年12月，全港有效的數碼證書(個人)只有
55,000張；到2012年底，也只是增加至63,000張而
已。數碼證書推行了13年，政府現在才研究免費提
供給市民，並加強推廣，可說是遲來的春天；但筆
者同時擔心會否變成「燒銀紙遊戲」，因為要令它
變得方便易用，涵蓋功能更多，是否意味着又要購
置更多新款電腦和硬件呢？
諮詢文件又提及要新增 1萬個WIFI 熱點，用

RFID建設更龐大、更有效率的物聯網，用雲端運
算、大數據庫促進商機等，表面看似高科技；但實
際上，WIFI、RFID和Cloud技術，在台灣、新加坡
和韓國已極普遍，香港現在只是從後追趕而已。早
前環境事務委員會到韓國考察，人家連收集廚餘和
垃圾的收集箱都設有RFID，每戶發一張感應卡，再
透過這張卡去掉垃圾和結算每月的垃圾處理費。這
種將科技與生活及城市管理結合的做法，才是所謂
的「智慧城市」；反觀香港，搞好全城WIFI、全民
上網後，又是否真的擁有智優生活呢？抑或只是
「人有我有」的心態，最終得益的就是互聯網供應
商和硬件商？

盡快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
為學校提供寬

頻及WIFI以推動
電子學習的建議，
更讓人搖頭嘆息。
因為諮詢文件只提
及有寬頻及WIFI
等硬件後，學生可
以隨時和穩定地上
網進行學習，但學
習軟件配套卻是隻
字未提。欠缺電子
教材和電子書，隨時上網又有何用。事實上，教育
局的電子書計劃已提出多年，但政府一直被教科書
商牽着鼻子走，一拖再拖，以致計劃一直只聞樓梯
響，即使全校WIFI也無用武之地。
另外，筆者希望指出，這份諮詢文件是建基於

IBM所作的顧問報告而撰寫。IBM本身作為電腦硬
件和系統開發商，收取政府120萬製作這份報告，復
建議政府要投資大量新硬件新科技，這當中會否構
成利益衝突之嫌？
總括而言，「數碼21」諮詢文件空有宏偉願景，

但具體細節和實際目標卻欠奉，最終可能只淪為一
張向電腦商採購硬件的清單，政府必須三思而後
行。欣聞最新一份《施政報告》終於落實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的建議，筆者期望新設政策局能帶領香港
走上一條真正的科技興港之路。

數碼21︰目標欠奉的採購單

文平理 港輿論：激進勢力奪權圖綑綁反對派

《晴報》署名文章分析指，「教協會員是民主黨
最大票倉，教協與民主黨的關係密不可分。長期以
來教協與民主黨的路向，一直受身為教協創會會長
及民主黨創黨成員司徒華的影響，從爭取民主、爭
取權益到社會議題，都不難發現華叔的影子。……
華叔在教育界及政界的崇高地位，他在世時無人敢
挑戰他的權威。2011年1月2日，司徒華去世後，
這種狀況悄然轉變。轉變背後，與教協缺乏『領袖
式』人物，及社會激進勢力有直接關係，形成教協
內部激進勢力試圖奪權的土壤。教協激進派能否奪
權成功，下月自有分曉。無論搶灘成功與否，保守
派面對激進勢力步步緊逼，為了選票可能被迫微調
選舉策略，變成保守中略帶進取，意味教協有可能
步向激進。外間更關注，教協作為民主黨最大『樁
腳』，教協路向轉變，對民主黨帶來的影響。」

夾擊「教協」劍指民主黨
有報章分析更指出，「教協擁有八萬會員，向來
是白鴿黨的重要票倉，若然這次監理會選舉被『進
步教師』們攻陷，白鴿黨自然也有影響。所以有人
認為，激進派急於加強控制教協，就是要箍緊白鴿
黨，令白鴿黨在政改中無法自由飛翔。……在激進

派眼中，教協領導層是白鴿黨B隊，顯而易見，現
在有人想把教協與白鴿黨脫鈎，行動結果如何，影
響的可能不僅一個教師工會，更是政改大局。」
《信報》署名文章則指出要防止激進勢力綑綁反

對派，「元旦甫過後，『真普聯』即推出『三軌方
案』，以人力、社民連為首的激進『泛民』明知違
反基本法，亦要堅持『三軌』缺一不可，並不惜以
『公投』、『佔中』作威脅，並搶佔道德高地，意
圖綁架『溫和民主派』，令政改再次原地踏步。這
種激進的思維與行為愈來愈令人難以接受，即便是
『泛民』內部亦矛盾重重。……至於有激進人士表
示，在香港爭取民主，除革命外，別無他途。筆者
認為，歷史是一面鏡子，如不想重蹈覆轍，我們要
堅決向任何人士的激進行為說不。」
《成報》署名文章認為「綑綁」只會破壞普選，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我們期待不同的意見，事
實上，也聽見一些頗為激進的聲音，如非理性言
行、以極端政治運動、偏激『綑綁』談判、脅迫式
呼籲議員辭去議席發動『公投』，這些非常方法有
部分是違憲違法，而且是非理性，相信普羅大眾的
大多數香港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作為香港的一分
子，應該愛護香港，建設我們七百萬人的家，而不

是破壞她。正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把政
改形容為玻璃器皿， 頗為貼切，必須小心處理，
若稍有鹵莽行為都會將其打破，頓時幻滅。」

了解「提委會」歷史和功能
對於外界對提名委員會的討論，《信報》署名文

章指出了三個原因，「一、提名委員會制度是基本
法草委會經過深思熟慮而提出的；二、提名委員會
是為了解決特首候選人既要讓港人擁護、又要讓中
央認可這一普選主要難題、防止提名無序而提出
的；三、提名委員會制度是防止出現民粹主義民主
政治弊端的重要安全閥。因為四大界別按相等比例
原則組成提名委員會，就是為了有利於推出一個能
代表香港整體利益、平衡多元利益、防止過度照顧
某一界別利益的特首候選人。」
《明報》署名文章則提到提名委員會的由來，「基

本法在起草過程中，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辦法，在草
委會、諮委會並沒有統一的意見。因此，1988年4月
公布的基本法徵求意見稿，羅列5個方案。當時，中
央還沒有確切承諾未來特區的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
生。這5個方案中，有3個完全不存在普選的元素，
兩個包含普選元素的方案，其中一個主張由不少於十
分之一的立法機關成員提名，然後全民普選行政長官。
基本法沒有採納此方案，主要是因為無法體現均衡參
與，且可能有礙行政主導原則的落實。另一方案主張
設立『提名委員會』，由工商、專業、基層、政界組
成，各佔四分之一以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兩個方案
都先有提名程序，再經全民普選。當年的公眾諮詢，
完全沒有『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討論。諮詢
結束後，草委會在吸納港人意見的基礎上，調整了『提
名委員會』的方案，規定提名委員會必須『具有廣泛
代表性』並要『按民主程序』提名，這兩項調整增加
了原方案的民主成分，當時亦普遍被社會接受。可見，
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是經過反覆諮詢討論，在港人
和草委中形成共識的最終結果。」

「教協」將迎來領導層改選，由19名激進教育界人士組成的「進步教

師同盟」高調參選，並表示要奪取「教協」領導權，以主導「教協」在

政改上的立場，與激進反對派提倡的「公民提名」方案綑綁在一起。輿

論指出，「進步教師同盟」爭奪「教協」領導權，暴露了激進勢力全面搶奪反對派

領導權的圖謀。激進勢力意圖通過掌控「教協」，將民主黨與「公民提名」綑綁在

一起，以迫使中央政府接納其方案，否則寧願玉石俱焚，令特首普選胎死腹中。輿

論指出，各界應防止激進勢力綑綁反對派，否則不但令2017年成功落實特首普選的

機會極為渺茫，本港社會也將在兩極對立中陷入無日無之的政爭而不能自拔，全港

市民都將為此付上沉重的代價。

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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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英國都反對「台獨」

最近，在蘇貞昌操控下，民進黨公佈的「2014對中
政策檢討紀要」在島內劣評如潮。台灣主流媒體批評
「紀要」抱殘守缺，死抱「台獨」大腿不放，枉自辜
負民眾期待。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狠批黨的兩岸政策
原地踏步，批評蘇貞昌的作為與人民、黨員的期待有
落差。但是，蘇貞昌對黨內外的批評充耳不聞，反而
肆無忌憚地把「台獨」主張拿到歐洲兜售，企圖欺騙
歐洲輿論，在國際層面爭取支持。在倫敦大學亞非學
院演講時，蘇貞昌聲稱，民進黨不會修改台獨黨綱，
他引用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著名演說節段：「絕不放
棄，絕不、絕不、絕不（Never give in, never, never,
never）！」以此來表明他的「台獨」立場絕不妥協、
永不改變，藉此來博取英國、歐洲民眾對「台獨」的
同情。

眾所周知，不論英國，還是歐盟，一向堅持「一個
中國」的原則。民進黨當年推動「入聯公投」等「台
獨」行徑，歐盟還給予嚴厲批評，並鼓勵兩岸減少貿
易壁壘、增加投資以及增進人員往來等，支持兩岸展
開對話、務實合作和建立互信。可見，歐盟的「一
中」政策與蘇貞昌的「台獨」主張是南轅北轍。如
今，蘇貞昌完全無視「一個中國」原則，跑到歐洲去
推銷「台獨」主張，營造聲勢、自吹自擂。這更加凸
現蘇貞昌奉行「台獨」分裂路線已到盲目境界，完全
是脫離現實、自欺欺人的胡言亂語。

蘇貞昌「台獨」本質從未改變
蘇貞昌借訪歐為「台獨」大放厥詞，更加證明他死

心塌地堅守「台獨」並非偶然，抗拒兩岸交流融合才
是他的本質。蘇貞昌當選民進黨主席不久，前美國
「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曾經提醒，民進黨新任

黨主席蘇貞昌必須調整兩岸政策，當時蘇的辦公室發
言人回應說，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原則不變，但態度
方法可靈活運用，後來還專門成立了民進黨的「中國
事務委員會」。實際情況卻是，在蘇貞昌主導下，民
進黨的兩岸政策原則依然是「台獨」。即使民進黨內
青壯派要求進行兩岸政策大辯論，要有所突破，但民
進黨的「2014對中政策檢討紀要」對「凍結台獨黨
綱」隻字不提，反而大肆宣揚「台獨」理念。此次訪
歐期間，蘇貞昌不僅鼓吹「台獨」主張，更捏造事實
地聲稱大陸在「限制」、「打壓」台灣，惡意攻擊兩
岸和平關係，反映出蘇貞昌搞「台獨」不僅是要討好
「台獨」基本教義派，博取政治利益，而且證明蘇貞
昌本身就是「台獨」死硬派，其「台獨」本質未有絲
毫觸動與調整。

蘇貞昌與兩岸和平發展大勢背道而馳
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海峽兩岸的血脈淵源、

歷史聯結、人文紐帶密不可分，兩岸同胞是血濃於水
的兄弟手足。兩岸關係發展至今，經濟、文化、民間
往來等各項交流蓬勃開展、成果豐碩，兩岸已經形成
你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的高度融合態勢。這種趨
勢也日益受到民進黨內越來越多人士的重視，謝長
廷、陳菊等有識之士已經與大陸接觸，並面對現實一
再呼籲，民進黨應在「台獨」問題上有所突破。近
日，民進黨另一位重量級人物蔡英文，已派出旗下
「小英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林全訪問大陸，被外界解
讀為是替蔡英文「登陸開路」。蘇貞昌對黨內調整兩
岸政策的聲音視而不見，反而在海外為「台獨」主張

「鍍金」，甚至想借
國際輿論死守「台
獨」立場，為兩岸和
平發展製造新的阻
礙。增進互信、加強
合作、共謀發展、實
現雙贏，是兩岸人民
的心聲，已成為島內
的主流民意，「台獨」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無論蘇
貞昌再怎麼挖空心思、巧言善辯，都將徒勞無功，枉
費心機。

堅決抵制「台獨」禍水引港
近來，本港反對派中人赴台向「台獨」取經，為未

來「佔中」作準備，企圖將「台獨」禍水引入香港。
蘇貞昌在海外推銷「台獨」主張，攻擊香港。他聲
稱，民進黨一直關注香港發展，又形容台灣是香港的
「救生衣」、「希望與力量的燈塔」。這恰恰顯示
「台獨」勢力企圖與「港獨」合流。李登輝、陳水扁
主政期間，「台獨」猖獗，不僅令台灣社會陷入無休
無止的內耗與惡鬥，而且令台灣錯失祖國大陸的巨大
商機和經濟發展助力，經濟停滯，民生困頓。蘇貞昌
叫香港以「台獨」為師，其禍害香港的險惡用心昭然
若揭。「台獨」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香港各界都
必須高度警惕，站穩立場，決不能讓「台獨」、「港
獨」合流，把「台獨」禍害台灣的種種亂象引入香
港，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