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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日批評，少數極端人

士提出「佔中」，意圖阻撓政府的政改工

作，他再次提醒鄉議局成員，必須清醒認識

「佔中」對社會各方面造成的危害並堅決反

對。鄉議局反「佔中」表達了各界立場和心

聲，反對派策動「佔中」引起社會各界人士

強烈反對，各界反「佔中」，正匯聚成香港

社會強大的主流呼聲。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明確指出，「佔中」一

是違法，二會耽誤普選，三會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李源潮不僅一針見血指出了「佔中」

的違法本質和危害性，而且擲地有聲地表達

了中央堅決反對「佔中」的態度，增強了社

會各界守護中環、守護香港、守護法治的信

心。多個民調都顯示，主流民意反對「佔

中」，就是因為「佔中」違法，耽誤普選，

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佔中」違法，對此連「佔中」發起人都

多次公開承認。參與「佔中」人士特別是青

少年學生會隨時惹上官非，前途盡毀。這是

「佔中」搞手必須向社會解釋的地方。辦學

團體、校董會、教師和家長都要以自身和學

生的安全和利益為依歸，有責任阻止學生參

與違法的「佔中」行動。

反對派「揣着明白裝糊塗」，打着「爭取

真普選」的幌子搞「佔中」。但「佔中」拋

棄基本法，沒有依據還搞什麼普選？反對派

企圖以違法「佔中」影響政改，甚至勾結外

部勢力脅迫中央接受他們違反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的所謂「真普選」。這實際上是拆除香

港通向普選的法治軌道，要葬送和扼殺普

選。

「佔中」破壞繁榮穩定。香港國際金融和

貿易運作，80%集中在中環。「佔中」對本港

金融、經濟、就業構成重大影響，違反700萬

港人的利益和願望。政改諮詢的過程中，激

進反對派發放「玉石俱焚」、提早「佔中」

等言論，鄉議局強烈反對挑釁言論及將來可

能出現的激進行動，「絕對不會袖手旁

觀」。鄉議局反「佔中」表達了各界立場和

心聲。「佔中」在強大民意反對下，正成為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相關新聞刊A2版）

鄉局反「佔中」 表達各界心聲
在經歷了數個月的反政府示威集會動盪後，

泰國軍方昨早宣佈全國軍事戒嚴，稱旨在讓各

方民眾的生活恢復平靜和秩序，軍方並強調這

一行動並非「政變」。在泰國，軍隊扮演政

局仲裁者的角色。軍方戒嚴說明泰國政局已亂

至難以收拾的地步。不過，無論軍事戒嚴還是

軍事政變，都不是救國良策；無論是紅衫軍還

是黃衫軍，都必須在法律框架下尋求解決問題

的方案。街頭政治即使能贏得一時勝利，但不

能保證整個社會的安定。港人要對泰國政亂引

以為戒，香港政局絕不能泰國化。

自2013 年11 月開始，泰國局勢陷入危機，

輸的是泰國的民生、經濟、國際形象和影響

力。國家要駛入正常軌道，各黨派或階層需摒

棄各自的私利。如若不能彌合分歧，讓政治僵

局繼續，泰國經濟、社會必受重創。

泰國政局動盪首先有政治結構方面的原

因，國王擁有絕對權，軍方僅效忠於國王而

非政府，在黨派鬥爭達到無法調和時，發動

政變「政治洗牌」，經過過渡期後重新舉行

大選。但是，新的民選政府往往又會陷入新

一輪惡性爭鬥，始終走不出「街頭政治」與

軍事戒嚴和政變的怪圈。泰國政局動盪的另

一個原因是全社會法治意識的淡漠，黃衫軍

和紅衫軍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動輒訴諸街

頭政治和暴力，泰國街頭示威日漸成風，過

去8年，紅衫軍和黃衫軍街頭示威累計超過了

1000 天，且常演變成街頭暴力，流血事件時

有發生。

泰國街頭政治惡化，近期更呈現向外蔓延的

現象。台灣近期一連串的反服貿「太陽花」運

動及反核四運動，可以說都是以街頭抗爭癱瘓

政府，完全是泰國政爭的翻版，同樣令台灣政

治、經濟、民生各項發展舉步維艱，陷入法治

不彰的混亂，加劇社會的虛耗空轉。

泰國式的街頭政治與政局動盪以及政府頻繁

更迭，對香港是前車之鑒。香港政局絕不能泰

國化，一旦違法暴力的街頭抗爭成為香港社會

的主宰，那將是一場大災難。廣大市民希望香

港保持繁榮穩定，平穩有序推進民主發展，一

定要對泰國的政爭混亂引以為戒。

（相關新聞刊A3版）

泰國動亂愈演愈烈的警示

A4 重要新聞

港澳研究會會員：黃陳判刑過輕
或構成國家安全隱患 犯法成本太低 不利港維護公共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香
港高院前日裁定撤銷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陳偉業二人非法集結罪緩刑處罰，改判每
人罰款4,800元。社會各界認為，高院判
決過輕會令社會誤解一些借集會衝擊社會
秩序的人，最後會被從輕發落，助長衝擊
社會秩序歪風，尤其「佔中」臨近，高院
的裁決更令市民憂慮違法「佔中」人士不
會受到應有法律制裁。各界呼籲政府亦應
提高相關法例的量刑起點，律政司更應堅
持上訴，向社會表達不會輕易放棄法治的
訊息。

陳勇：律政司應堅持上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表示，擔心高院有關判決對社會的
負面影響。他說，如果一些人以「道德高
地」肆意破壞社會秩序，卻在上訴時獲法
庭從輕發落，這會令社會產生一種誤解，
以為以「道德高地」便可為所欲為，最後
亦會得到法庭「諒解」，這種情況反而是
對社會大部分守法市民的「懲罰」。他認
為，一些與集會相關的法例應與時俱進，
政府需檢視社會最新情況，研究提高量刑
起點，適時修改法例，避免一些人士濫用
過時法律的漏洞，衝擊社會秩序。此外，
政府代表社會整體利益，律政司更應堅持
上訴，體現對社會公義的追求，律政司在
上訴過程中，更能發放重要信息，避免社
會以為政府面對「暴民政治」會輕易放棄
法治原則。

宋小莊：喪失議席才具阻嚇
法學博士宋小莊認為，回歸後有一種趨

勢，就是地區法院、高院以至終審法院，
都會對一些涉及擾亂公眾秩序的集會行為
從輕處理，但同為刑事罪行的其他案件則
量刑較重，這可能涉及法院對基本法的理
解有差異，把基本法賦予的集會權利絕對
化。宋小莊提到，以非法集會衝擊法治的
人越來越多，尤其「佔中」更會令問題惡
化，然而執法者即使嚴厲執法，最後卻可
能在審訊階段全被法庭「放走」，情況令
人憂慮。
他認為，律政司代表政府提出檢控，處
理這些案件時的角色很重要，在法庭上應
據理力爭，例如提高入獄刑期至令有關議
員喪失議席，才能對議員起到阻嚇作用。
法庭從嚴處理對社會也有教育意義。

何俊賢：令社會誤以為「無傷大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法庭對

案件量刑是否嚴厲往往向社會帶出警誡訊
息，若判刑過低，缺乏阻嚇性，令社會誤以為一些行為
「無傷大雅」，高院有關裁決會令社會對一些衝擊社會
秩序的人士產生錯誤理解，以為這些人士所犯罪行不嚴
重。尤其是「佔中」臨近，各界更應考慮有關裁決對社
會的影響。他認為，警方應加強搜證，確保有足夠證據
證明這些衝擊社會秩序的人士行為嚴重，以助律政司進
一步上訴。
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內地研究

組織和學者的言論，並不對本港司法制度構成壓力，又
認為本港示威遊行，只屬公安秩序層面，不屬國家安全
層面，在香港等普通法地區，用軍火炸藥等嚴重暴力顛
覆政府，才算危害國家安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為，陳欣新將事件提升至

國家安全隱患是「說過頭」，但亦認為對方以學者及民
間研究機構成員身份發言，而非權力機構，應享有言論
自由，外界毋須反應過敏。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大嚿）及獨
立議員黃毓民，3年前七一遊行被裁定非

法集結罪成，被判緩刑及罰款，2人提出上訴。香港
高院前日裁定，陳偉業的協助召集非法集結罪上訴後
刑罰及定罪被撤銷，2人部分刑期亦過重，由緩刑改
為罰款4,800元。

陳欣新：刑罰輕如拋垃圾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室主任陳

欣新昨在北京對傳媒表示，陳偉業及黃毓民兩人非法
集會違反公安條例，危害公共秩序，破壞法治。撤銷
兩人緩刑，與隨地吐痰及亂拋垃圾的判罰相差不大，
不利香港維護公共秩序，亦令犯法成本太低，可能構
成國家安全隱患。他認為律政司應提出上訴，但強調
律政司有自已的判斷。

王磊：故意挑戰法律
另一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大學法學教授王

磊則認為，就黃毓民和陳偉業案例講，香港高院改判
兩人罰款結果較輕。他表示，每個案件判決都要視具
體情況而定，要視其動機，一些人明明知道行為違法
依然去做，這種動機和犯罪危害性更大，是故意挑戰
法律的行為。王磊又指出，近年來香港發生的一些闖

軍營和「佔中」行為顯然是破壞法治，超越法治界限
的，都是對香港傳統的優勢和法治觀念的挑戰。
王磊強調，該案件的判決會與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

有關係。他說：「我們需要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需
要一個繼續保持良好的法治傳統的國際形象的一個香
港，這是黃毓民和陳偉業個案應該引發的思考。」
王磊指出，任何國家和地區對集會遊行都有限制性

規定，香港也規定集會遊行要先通知警察局，警方要
做出一些預防或者限制一些地點和範圍，譬如不能妨
礙交通，譬如不能產生噪音和對環境產生破壞。王磊
說，如果集會遊行突破這些限制就是違法。王磊說，
所謂的自由要講求與公共利益的平衡，不能破壞地區
民眾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會秩序。

提及反對派發起的「佔中」行動，王磊認為，香港
媒體對「佔中」違法宣傳力度不夠，應該客觀明確的
告訴香港民眾「佔中」是違法的。他又引述美國紐約
案例稱，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佔領行為最終都被定
為違法。現在一些人鼓吹的「佔中」行為是破壞社會
秩序的，影響民眾生活的，是違法的。他又強調，
「佔中」如果真的發生，其後果和危害性及所要承擔
的法律責任，遠遠要比黃毓民和陳偉業的個案都要更
加嚴重。
王磊最後指出，香港民眾集會遊行示威自由從1997

年回歸以來，得到基本法充分保障，但是這個自由不
能以違反基本法為代價，要是在堅持基本法及「一國
兩制」原則下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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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張聰 北京報
道）香港高院前日裁定撤銷立法會議員黃毓
民、陳偉業兩人非法集結罪緩刑處罰，每人
最終只判罰款4,800元。對此，全國港澳研
究會兩名會員，包括北京大學法學教授王磊
及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室主任陳欣新均認為，
有關判決過輕，不利香港維護公共秩序，亦
令犯法成本太低，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隱患，
認為香港律政司應提出上訴，但強調律政司
有自己的判斷。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批評黃毓民和陳偉業判刑太
輕。 實習記者 張聰 攝

▲3年前七一遊行後，陳偉業等請願者於中區瞓街，並與
警方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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