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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諮詢已初見成效

自去年12月特區政府推出政改諮詢後，三位司、局
長已出席80多場座談會，聆聽了300多個團體的意
見，走訪了11個區議會，參加2次立法會政制事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舉辦4場政改諮詢晚宴收集立法會議員
意見，並籌備4場包括中聯辦有關官員、立法會議員出
席的早餐會。如此高頻率、密集式的安排，不單止體
現了特區政府對政改諮詢的重視，更喚醒了廣大市民對
政制發展的關注。近期民調顯示，關注政制改革、認同
政改須依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行政長官須
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的市民人數激增。這在港人普遍不
關心政治、且有激進反對派不斷叫囂什麼「真普選」、
「佔領中環」的情境下，實屬難能可貴。

上月底，林鄭月娥司長在出席「香港政制改革青年
講座」時表示，政府已接獲2700多份政改諮詢書面意
見。筆者認為，這充分顯示了廣大市民對香港未來、
對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視，期望在有商有量、求同存異
的前提下，彼此之間不分你我，不論尊卑，就大家共
同關注的政改議題，踴躍發表意見，表達各人見解，
以達到分享交流之目的。某種程度上，這證明三個月
的政改諮詢已經收到一定的效果。

民意所屬的階段性共識
就目前收到的政改諮詢書面意見，林鄭月娥司長總

結歸納出以下四點共識：
一是如期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不
應該也不願意看到討論多年的政改發展原地踏步。

二是應依法落實普選特首，令香港的民主進程向前
大幅推進。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在依法辦事的前提下，香港回歸以來的新聞自
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法治精神，令港人引以自
豪的同時，也提高了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所
以，既然《基本法》第45條和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和規
定，已確定了普選的法律框架，制定了落實普選的時
間表，普選就應該如期推行。
三是認同特首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香港是中國
的一部分，行政長官雖然按《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選
舉辦法產生，但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作最終任命。《基
本法》亦規定了行政長官須向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政府
負責，其職責是執行《基本法》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
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所發出的指令，代表特區政府
處理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事務。行政長官經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後，必須依法就職宣誓，擁護《基本法》及
效忠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政府。試問，如果特首不是
愛國愛港人士，又如何能保證會忠實地履行特首重要職
務所帶來的憲制權責？又如何能保證「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成功實踐？
四是特首必須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

主程序提名產生。部分團體意圖架空提名委員會，鼓
吹所謂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三軌提
名」，否定特首選舉的預選機制，這只是極少數人的看
法；社會上的主流聲音均認同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應依法通過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再由全
港350萬個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達成共識要理性
務實有商有量
香港將於2017年實

現普選行政長官，是
早在 2007 年 12 月 29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所
作出的莊嚴承諾，並
以此作為2020年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先決條件。這
是700萬港人的共同願望，有良知的香港人，應共同努
力爭取實現，莫讓普選淪為「鏡花水月」，以致香港
政制原地踏步。筆者認為，當前社會各界應運用集體
智慧，集中寶貴時間，認真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如
何達致廣泛代表性的要求？提名委員會的規模和人數
如何才能符合各界別期望？提名委員會應按怎樣的民
主程序作出提名？提名多少位行政長官候選人？只有
這樣，才是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所說：這才是成功
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直路與正路。
身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員，更應身先士卒，想市

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可遺憾的是，據報道，由政改
諮詢專責小組舉辦、邀請中聯辦有關官員及全體立法
會議員，就政改諮詢進行坦誠交流、直接對話的政改
早餐會，現已證實有十二名立法會議員不出席。筆者
認為，若反對派議員堅持己見，漠視《基本法》的法
律基礎，拒絕求同存異的政治現實需要，關閉有商有
量的大門，這絕對不是理性務實地解決問題的態度。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莫讓普選淪為鏡花水月
2014年，無論對內地抑或香港，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內地，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

年，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掛帥，砥礪奮進，攻堅克難；香港，於去年12月已成立政改三人

小組，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軍，率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從香港長期穩定發展的大局出發，以港人福祉為依歸，放下身段，不辭勞苦，積極深入社

區，多角度、多途徑接觸坊眾。如今，香港已經到了政制與民主發展最為關鍵的時間。社會

各界應運用集體智慧，集中寶貴時間，認真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如何達致廣泛代表性的要

求？提名委員會的規模和人數如何才能符合各界別期望？提名委員會應按怎樣的民主程序作

出提名？提名多少位行政長官候選人？只有這樣，才是成功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直

路與正路。

■張學修

民主黨對於中央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
海考察，並討論政改事宜，仍然有許多疑
慮，認為這個時候訪問上海，「係咪做場
戲？」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 這個問
題，民主黨還要作出討論再作決定。這個態
度，已經比斷言拒絕不會參加靈活得多。
這一次訪問上海的安排，絕不是「做
戲」，訪問有三個意義。
第一，緩和關係。民主黨一直說期望回去
內地看一看，了解內地的變化，也認為中央
和「反對派」的關係太過冷淡，沒有建立對
話的關係。這一次可以說是良好的機遇。一
回生，兩回熟。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個行政
區域，地方的議會和中央政府老是不交往，
並不是好事。彼此能夠對話，了解對方的想
法，有利加強互相了解，澄清誤會，防止極
端。香港立法會議員和中央政府建立對話關
係，有商有量，這對香港整體利益是有好處
的。選民都希望立法會議員和中央保持正常
關係，全然不來往，會令選民失望。

減少誤會 增進互信
第二，對政改逐步達成共識有好處。在政
改諮詢意見過程中，立法會議員和中央有自
己的底線。 如果以為現在雙方已擺出底
線，已成定局，冇得傾了，這種想法不符實
際，沒有考慮到事情發展的階段性。現在還
有時間， 還可以互相了解對方的困難，這
樣可以逐步縮窄分歧。拒絕對話就會出現誤
判，令政改功虧一簣。中央有誠意聽取香港
各界的意見，也希望了解各界的疑慮。例如
說，有些人猜度中央的意圖，認為如果首次
特首普選實行提名委員會提名，以後民主進
程就會凝固，中央不可能讓本港民主進程更
進一步，今後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和比例將永
不改變，候選人的數目也不可以改變。事實

是否如此？反對派不斷把自己猜測當成事實，本來有機會
拉近距離，也變成越走越遠。互相猜測對方的敵意是最愚
蠢的。如果有機會面對面講清楚，就可以避免無謂的猜
測，拉近距離。中國有句俗話，「近城隍廟，為何不求一
支好籤？」對話代替猜疑，化解不信任，可避免一拍兩
散，錯失機會，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說，立法會議員訪
問上海不是做戲，而是對話。
第三，實地考察內地的發展情況和改變。許多事情，光

是道聽途說，三人成虎，永遠掌握不到實際情況。香港實
行「一國兩制」，作為「一制」之下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應實地看看內地的改革有什麼成果，了解上海自由貿易區
今後怎麼樣落實，這樣才有助香港跟上潮流，有的放矢，
提高競爭力。這對七百萬港人都有好處。立法會議員為港
人謀福祉責無旁貸，如果對內地的進步不了解，仍然用幾
十年前的眼光看待內地，然後在立法會的殿堂裡，閉門造
車，誇誇其談，那麼開出來的「藥方」能否對症下藥，似
乎有點「隔山買牛」了。現在全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
都鼓勵本國的青年學生學習中文，不斷派人到中國去考
察，認識自己有什麼不了解中國的，找尋和中國的差距，
以便於保持他們國家的競爭力。香港立法會更需要有
「內地通」。民主黨如果要爭取中產階級的票源，連了解
內地的機會也拒絕，又怎能夠令中產階級相信，民主黨可
以為他們開拓內地的現代服務業市場，為他們爭取利益？

拒絕對話 中產失望
所以，能夠去上海考察，能夠與中央對話，這就是一次
豐收。令人鼓舞的是，反對派裡面已經出現「訪問上海不
必綑綁」的呼聲。事實上，反對派裡面有不同的政治光
譜。有一些是死硬反共的，他們比台灣的國民黨更右，國
民黨有大量「立委」訪問大陸，連民進黨的領導人物也訪
問大陸多次。香港極少數政界中人，以花崗岩頭腦看待與
內地對話交流，死抱對抗立場，最終必被主流民意邊緣
化。
事實上，反對派的選民並不是少數抱死硬對抗的人，有
一些是客觀持平的中產階級，這才是反對派的主要票源
所在。湯家驊也說：「作戰的兩國都可以為停火而進行會
談，我們為什麼不能去上海談一談？」，民主黨又何必懼
怕？如果因為被蘋果日報的李怡罵幾句「立場模糊」，就
不敢去上海，那實在太膽小了。如果司徒華還在，他一定
會痛斥李怡鼠目寸光，連對話爭取也不懂。

烏克蘭近日
成為全球的焦
點，世人目前

關注的是，持續的動亂誰來收拾，巨
大的經濟損失由誰「埋單」？「罷
免」一人一票選出的總統亞努科維
奇，象徵着未來政府將退出烏克蘭和
俄羅斯簽署的系列協定，幾百億美元
的財政深淵，緊接下來的「正常」天
然氣價格，烏克蘭又當如何面對？季
莫申科等熱衷的是「革命」，對經濟
發展的興趣比政治少。推翻民選總統
容易，修改憲法、空談民主也不難，
要讓烏克蘭走向繁榮、民眾真正過上

好日子卻是非常艱難。棘手的是，俄
羅斯擔心烏克蘭走向極端，歐美則憂
慮烏克蘭政局反覆無常。烏克蘭最終
成為「西方民主」的犧牲品。
烏克蘭人期望美國、歐盟給瀕臨崩潰

的經濟有力支持，但歐美鍾情的是「革
命」和「大選」，誰都不願意對烏克蘭
真正付出。亞努科維奇之所以退出歐烏
《聯繫協定》，正是因為烏克蘭和歐盟
簽訂相關協定時歐盟只談靠攏，不講支
援。歐盟目前自身難保，美國則負債纍
纍，脆弱的歐美經濟根本不可能拿出資
金來援助水深火熱的烏克蘭。即使拿得
出錢，也會考慮到由於烏俄間的歷史淵

源、政客對未來策略的嚴重分歧。歐美
非常清楚，今日拿出錢來支持烏克蘭，
明日基輔或者又倒向莫斯科。很清楚，
歐美俄都不願意掏出真金白銀來在烏克
蘭作風險系數極大的投資。

西方興趣的是「民主」「大選」
烏克蘭危機爆發、升級後，歐盟屢屢

派出高級代表團前往基輔，發表煽動性
講話，但始終閉口不提經濟援助的核心
問題。西方政客興趣的無非是「民主」
和「大選」，和能夠附屬歐盟的總統。
從目前東、西烏克蘭間的對立、僵持角
度看，無論歐美如何支持，誰都無法保
證烏克蘭會真的脫離俄羅斯。沒有實實
在在的經濟援助，即使簽署歐盟和烏克
蘭的聯繫協定，烏克蘭的前程也只能是
海市蜃樓、空中樓閣。罷免了亞努科維
奇，俄羅斯立即決定停止購買烏克蘭債
券，該計劃是去年12月普京和亞努科
維奇達成的。
美國對烏克蘭的終極目標是希望該國

成為美國的前哨，像波蘭和捷克一樣，
可以順利佈置名為「防禦」、實為「進
攻」、針對莫斯科的反導系統。到那個
時候，華盛頓或者會像大人逗孩子似的
給予少少甜頭。換句話說，要獲得歐美
的援助，烏克蘭必須承擔更大的風險。
因為俄羅斯既可以通過「調節」天然氣
價格來報復烏克蘭，也可以在關鍵時刻
切斷能源供應。一旦美國和俄羅斯有戰
事，烏克蘭則需要承擔更加嚴重的後
果、付出更沉重的代價。俄羅斯停止購

買烏克蘭的債券，凸顯烏克蘭又要面對
新的危機。

莫斯科因素左右烏克蘭
在烏克蘭 4600 萬人口中，有超過

1000萬俄羅斯族人。歐美覬覦烏克蘭
這塊土地為時已久，烏克蘭局勢也已經
從國內政治鬥爭衍變成歐美與俄羅斯間
的角鬥和較量。1000萬俄羅斯族人既
給莫斯科情感上的壓力，也讓俄羅斯無
法承受喪失烏克蘭、讓美國反導系統建
在家門口的苦痛。普京說過，「莫斯科
不會置俄羅斯族人命運於不顧」，顯示
他對烏克蘭的承諾和決心。蘇聯解體
後，格魯吉亞、摩爾多瓦都出現了「民
族分裂」，甚至爆發戰爭，最後導致格
國境內部族獨立。近日武裝人員佔領克
里米亞政府和議會大樓，就是一個不尋
常信號。
烏克蘭既是歐盟和俄羅斯的爭奪要

地，又是俄歐之間的天然結合部。發揮
得好，烏國可充分利用地理優勢，佔據
歐盟和俄羅斯之間貿易「制高點」。處
理不當，天然地理優勢瞬間變成劣勢，
兩邊都不討好。俄羅斯接替了前蘇聯的
最主要遺產，也是左右烏克蘭政局的最
主要因素。歐美從來沒有無償幫助任何
一個國家解決經濟問題，只有在為了其
自身利益最大化，才會向別人提供備有
苛刻前提下的「援助」。烏克蘭議會取
消俄語教學、拆除列寧雕像和紀念碑，
等於迫使莫斯科不能、也不必為烏克蘭
「埋單」。

烏克蘭成「西方民主」犧牲品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促成政改是民主黨唯一出路

近幾個月來，民主黨的曝光率突然大增，「佔
中」宣誓騷變成「人民力量」的狙擊鬧劇；

前主席何俊仁在財政預算案時大模斯樣的瀏覽性感
模特兒艷照；民主黨區議員在會議期間突然帶同助
理和記者到會場騷亂最終被警察抬離場，等等，令
民主黨突然成為反對派內最受傳媒關注的政黨。可
惜的是，這些新聞不但無助聲望，更將民主黨的醜
態暴露於人前。最新的民調更顯示，民主黨在政黨
政團的評分已跌至43.8分，這個評分已經是民主黨
1994年創黨以來最低，說是政黨危機可能太過，但
肯定已經敲響了警號，說明市民對於民主黨的路線
和立場不滿。

民主黨走激自陷絕路
為什麼民主黨評分急跌？簡單歸咎於何俊仁看艷

照、新一代不成器都是不全面。真正令民意離棄的
原因，是民主黨背棄了一條廣大中間選民希望他們
走的路，就是變成一個理性的反對派政黨，既要監
察政府，也要以務實的態度去處理政策、政改等問
題，這種立場與民協當年的「又傾又砌」有點相

同，但民主黨與民協當然不可能同日而語。在2010
年民主黨抵住激進反對派的壓力，拒絕參與「五區
公投」，並且促成政改通過，民主黨的民望在接連
幾個月大幅上升，當中原因是民主黨成功吸納了不
少中間選民包括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支持，令民主
黨成為政改的最大贏家。
現在回過頭來還是要讚嘆司徒華的眼光，他不但

排除了激進反對派的綑綁，拒絕為公民黨抬轎，更
看準了香港政治光譜的一大片「藍海」，這些人並
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甚至可以說是對政治冷感，
但他們都希望政制向前，希望社會減少爭拗，但在
過去一段長時間，這些人覺得沒有一個政黨能夠代
表他們。結果司徒華帶領民主黨在政改上走溝通路
線，推動政改向前，成功開拓了這大片「藍海」，
如果民主黨能夠繼續循此路進，本來是大有可為
的。然而，司徒華的逝世令民主黨失去了一個能夠
一錘定音的人物，激進反對派又開始對民主黨發動
狙擊。最致命的是，民主黨領導層為了左右逢源，
開始向激進路線靠攏，當民主黨對激進反對派的
「拉布」暗中配合之時，不知道已經在逐漸流失中

間選民支持，不斷拋棄政改的紅利。

為人為己 促成政改
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是，民主黨自己也不爭氣，不要

說出不了幾個政治明星，黨內數來數去都是何俊仁、
李永達等人。由於蜀中無大將，更迫不得已「收購」
「前綫」，為的就是吸收劉慧卿入黨接任主席一職。
加上近幾年黨內醜聞不絕，2009年立法會議員甘乃威
疑因「求愛不遂」怒炒女助理，甘乃威被口誅筆伐，
民主黨領導層也因護短而被民意責難；2011年，時任
民主黨總幹事陳家偉被傳媒拍得在鳳樓單位出入，陳
事後「死撐」是去「訪談」，但最終也要辭任總幹事
及申請退黨為民主黨止血；日前又有九龍城區區議員
潘志文被判非禮罪成入獄兩個月，再加上一連串的金
錢醜聞，以醜聞來說絕對是政黨之冠，這說明民主黨
的內部問題極為嚴重。
面對目前困境，民主黨不但沒有反思方向，反而為

了討好激進勢力不惜靠向激進，結果進一步流失中間
選票，向外拓票不力，基本盤票源大量流失，民主黨
在選舉又哪有得勝之理？明白到病症，就可以斷定，
如果民主黨繼續在政改上鬥激鬥硬，與激進反對派參
與「佔中」、發動「五區公投」，不過是將自身陷入
更惡劣的境地，最終政改破局，民主黨不但是自己否
定了自己，而且本港社會長期陷入政制爭議，誰最有
利？就是「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激進反對派，屆時
民主黨的困境將會更加凸顯，泡沫化也不再是杞人憂
天。對民主黨來說，唯一出路就是想方設法、不惜一
切的促成政改，促成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屆時
民主黨將會一舉贏回失去的民望和支持，當然在過程
中也要受到激進勢力的百般攻擊，但這恐怕是民主黨
浴火重生的最後機會。

民主黨在最新的民調中評分再度大跌，已經跌至1994年創黨以來的最低位。造成民主

黨民望不斷下挫的原因很多，何俊仁瀏覽艷照不過是觸發點，更主要的原因是民主黨自

我放棄了政治光譜上的大片「藍海」，自我放棄了當年促成政改的功勞，最終導致了今

日兩面不是人的境地。對民主黨來說，如果他們在這次政改中投下反對票，等於是全面

否定了自己，而接下來將會面對激進反對派無日無之的狙擊，成為最大輸家。民主黨的

唯一出路就是想方設法、不惜一切的促成政改，讓全港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屆時

民主黨將會一舉贏回失去的民望和支持，這恐怕是他們浴火重生的最後機會。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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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近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圖為聯合國安理會就烏克蘭局勢連續召開
緊急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