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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日前公布今年「七一遊行」將會以「公民
提名」作主題，顯然是將遊行與「公民提名」綑綁起
來，並且會在遊行後進行「佔中」的抗爭訓練。「民
陣」此舉不可能不引發爭議，但看來其領導層已經被
激進反對派掌控，根本不會理會溫和反對派的意見，
立場路線已經一錘定音。看來溫和反對派已經沒有反
制之力，隨着激進反對派逐步主導反對派路線，將來
出現激烈抗爭衝擊的幾率也在不斷增加。

幾路激進人馬劍指立法會
其中，「學聯」日前就與多個激進組織商討，在
「七一」發起公民抗命行動，包括佔領立法會、圍堵
特首辦等。「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表示，如果「佔
中公投」有20萬、30萬人投票，獲得的民意授權大，
七一就有可能行動，「有三十萬人支持就一定（發

動）。」「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也表明，若政府
方案缺少「公民提名」，「學民思潮」即使不「佔
中」，也會發起非暴力抗爭，將會有佔領行動。日前
由黃毓民及其愛將黃洋達創立的「熱血公民」，又揚
言要集結7千人佔領廣東道，並且攻佔立法會云云。眾
所周知，「公民提名」不可能為中央接納，等於是有
關公民抗命行動已是有去無回，而這幾路激進人馬都
在躍躍欲試，齊齊劍指立法會。
很明顯，立法會現時已經成為激進派的「四戰之

地」。什麼是「四戰之地」？即是四面平坦，無險可
守，容易受攻擊的地方。《史記·樂毅列傳》：「趙，
四戰之地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後漢書·荀彧
傳》：「穎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
衝。」「四戰之地」有兩個特點：一是無險可守，易
被包圍；二是常為兵衝，戰事頻頻。固然，立法會有

嚴密保安，正面不易攻入，但不要忘記立法會有不少
「內應」，早前一班激進派議員已經向「學聯」、
「學民思潮」許諾，會協助他們進入立法會內乘機發
難，這樣要將一百幾十名激進青年「偷運」入議會並
不困難；加上立法會門外可以聚集大批示威者，只要
內外夾擊，裡應外合，確實是無險可守，立法會被攻
佔並非是沒有可能，有關方面必須早作提防。

製造轟動效應 迫溫和派歸邊
當然，激進派要攻佔立法會，並非要在香港發動革

命、也不是要上太平山打游擊，他們只是要效法台灣
的「反服貿」風波，通過佔領立法機構，製造政治轟
動效應，一方面借激進行動為政治對抗點燃火勢，刺
激更多激進派支持者走上街頭，為連場政治大戰火上
加油；另一方面是通過大規模行動，以全面動員為由
迫溫和派歸邊支持，否則就是「民主派的敵人」，從
而將反對派綑綁到激進的路線，屆時溫和派將會陷入
進退維谷，兩面不是人的處境。
事實上，激進派的目的很清楚，不論是攻佔立法會

或圍堵特首辦，都是要將香港社會引向激烈對抗的風
眼，激化政治對抗，將反對
派與「公民提名」綑綁在一
起，繼而拉倒政改方案，引
爆「佔中」，令香港成為不
能管治之地。不過，佔領行
政立法機構是嚴重刑事罪
行，參與者將要承擔刑責，
民意也不會支持違法的激進
行動。「學民思潮」、「學
聯」、「熱血公民」要愈走
愈激是他們的事，溫和派為
什麼要跟着他們起舞，明知
他們故意設下陷阱，也要一
腳踩下去，為什麼要這麼
蠢？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激進勢力磨刀 立會成「四戰之地」
繼「學民思潮」和「學聯」之後，由黃毓民及其愛將黃洋達創立的「熱血公民」，日前又

揚言要以7千人來「攻佔」立法會。一時之間，立法會彷彿成為了「四戰之地」，為什麼立

法會竟引來各激進組織磨刀霍霍，包圍者有之攻佔者有之？一個主要原因，是今年夏天本港

即將迎來政改討論、「佔中」也是迫在眉睫，本港正走到十字路口。激進反對派目的很明

確，就是要將香港引向激烈對抗的風眼，拉倒政改方案，引爆「佔中」是他們首要之務。於

是，他們就要不斷煽風點火，為政治對抗點燃火勢，而佔領或攻佔立法會自然是最能夠吸引

外界眼球，也可藉此迫溫和反對派歸邊，綑綁上激進的戰車。況且，與政府總部等機構相

比，立法會有不少「內鬼」策應，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立法會便成為了激進派的目標。

激進反對派說為了表達民意，所以拉布。但
是實際效果是，癱瘓政府的運作，浪費寶貴的
公共資源，直接損害香港的基層利益和弱勢社
群的福祉。
講一套，做一套。這正是反對派拉布的荒謬
邏輯。
對政府預算案涉及民生的開支，反對派提
出合共1,100多項修訂案，實際就是想不撥
款，讓涉及民生的開支都被否決。例如說，
市政部門的清潔街道開支，他們反對撥出，
結果就會造成垃圾沒有人清掃的結局；老人
家的牙科醫療的開支，他們又反對，理由是
服務可以更好。反對派更說，「我們要爭取
全民退休保障，政府不答應，所以我們就拉
布。」他們運用否決權，其實是在盡議員的
職責。這些說法都是歪理，他們參選立法會
之前，已經清楚立法會監督政府的形式，最
終要透過投票表決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如果
得不到過半數的票數，反對派根本改變不了
財政預算。於是他們欺騙市民說，憑拉布議
員的兩三票就可以達到阻止預算案的目的，
表現出拉布議員的威力，這是非常荒謬的。
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在歐洲「病豬」五國已
證明是行不通的，最終結果必然導致公共財政
破產。剛開始的時候，好像民眾得到很大的利
益。越往後，享用的人越多，政府的財政就負
擔不了，只能靠舉債來應付。巨大的債務留給
下一代，讓年輕人繳付很重的稅率，整個國家
的競爭力大幅度下降，全民都過痛苦的生活。
可見，梁國雄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根本是害港害民的計劃，在立法會得不到多數
的支持，是天公地道的，激進反對派沒有理由
輸打贏要，用拉布癱瘓立法會的運作。這一次
拉布總共花了131小時，浪費了立法會本年度
預計開會時間超過三分一。大量的基建問題、
民生福利開支議案，出現「大塞車」。
反對派又說，香港的產業基礎太窄，獨沽一
味房地產，造成地產霸權，貧富懸殊，社會向
上流動的渠道不足，需要推動新的經濟產業。
但是，他們又通過拉布的手段，企圖扼殺特區
政府設立科技局推動新興產業，擴大年輕人向
上流動的渠道。反對派攻擊香港房屋供應不
足，但是又拖延批准發展新界東北計劃和撥
款。反對派拉布的特點，就是口是心非，誠信
破產。但是拉布卻獲得有「專業水平」的讚
揚，真是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這會誤導年輕
人，分不清楚什麼是對錯，什麼是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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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關削減「自由行」旅客人數的議
題，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特別是零售管
理協會擔心會影響香港的名聲及26萬名零
售從業員的生計。
香港受「沙士」肆虐後，中央在2003年
批准的「自由行」計劃挽救了香港低迷的
經濟。然而，內地訪港旅客日益增多，去
年的數字就達2,700萬人次，香港漸感吃
不消。這是由於香港沒有做好配套以迎接
大批旅客，也沒有妥善控制來港旅客的數
目，最終導致車站擠迫、街道人頭湧湧、
舖租直線上升、內地居民與市民爭購日用
品等，「自由行」帶來了龐大的經濟收
益，也同時影響了民生。作為一個旅遊城
市，理應歡迎遊客，但現時卻啃不下，反
映出香港的極大限制。香港要盡速完善旅
遊配套外，也要作長遠的規劃，特別是在
土地運用上，要提供可容納更多旅客的空
間，才有利香港的長遠發展。
檢討「自由行」政策，既要減少市民的

怨氣，更要小心「有心人」炒作「內地與
香港的矛盾」，影響香港的形象。這段期
間，政府要小心評估，因為不少歐美國家
正加快審批中國遊客的申請，如處理不
慎，會導致大量旅客流走。政府既要顧及
經濟，也要關注民情，平衡兩者，是時候
展示自己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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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惟現實社會卻總令人
無法高枕無憂。日前李嘉誠基金會周凱旋董事在
「2014科技創新日」啟動儀式上透露李嘉誠博士因
心憂三件事而睡不着：一是全球貧富懸殊的境況持
續，而中國更有可能惡化；二是中國佔全球人口
20%，可耕種地僅為世界的9%，安全飲用水只有
6%；三是信任缺失，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未
說真話。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李嘉誠博士將投
資目光轉向高科技。作為華人首富，李博士沒有安
享清福，還在為國家未來發展殫精竭慮、夜不能
寐，其胸懷天下、憂國憂民情懷令人欽佩。如今李
博士發出真誠意見，祈望當局重視並提早設法解
決，以期國家持續發展，共圓中國夢。
孔子有句名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意思

是：如果沒有長遠的謀劃，憂患就即將到來。無論
國家或個人，若沒有先知先覺遠大眼光，不能居安
思危早作準備，事到臨頭就只能束手無策憂煩終日
了，古聖賢教誨深具智慧。如今李博士的顧慮確乃
高瞻遠矚，道出中國面臨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筆者
不僅深有同感，且更為「杞人憂天」，擔心還有更
多社會問題可能在20年後出現。
首先是人口老化及國民健康問題，隨着計劃生育

的實施，人口增長持續下降，同時醫療水平又不斷
提高，雙管齊下中國加速走向老齡社會，巨大的養
老壓力、勞動力缺失等問題都可能引發經濟成長動

力下降甚至衰退風險，需要政府作出妥善的遠景規
劃。雖然國民生活日益富裕，但健康水平未必穩步
向上，因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空氣與水資源都大受污
染，霧霾帶來的胸肺疾病增多，還有農村加速城市
化，使無數中國人改變生活方式，人口集中居住擠
迫，飲食豐富但缺乏運動，令「三高」(即高血壓、
高血糖及高膽固醇)越發普遍，再加競爭
壓力等因素，造成癌症、心臟病、糖尿病
等「都市病」泛濫，這一切都堪稱繁榮付
出之代價，除了加重政府醫療負擔，還間
接影響生產力及民眾生活質素，值得社會
廣泛關注。
其次是青少年缺乏良好傳統道德教育，

雖然獨生子女眾星拱月倍受寵愛與悉心栽
培，但年輕一代的品格發展未必健全，驕
縱下容易養成依賴任性、自私自大等不良
個性，人生價值觀傾向於急功近利、不懂
感恩，對國家民族感情淡薄，知識也許很
豐富，但承受困難、拚搏向上的動力卻大
為遜色，遭受挫折常歸咎於社會，進而形
成思想行為的激進，再加上互聯網人云亦
云、一呼百應之效，更易引起社會秩序不
穩定，近期泰國、越南及烏克蘭等地動亂
乃前車之鑑，需要政府重視，家長、老師
亦需加強對孩子的品德教育。

改革開放後中國所創巨大成就舉世公認、令人驕
傲，中華民族漸入佳境，但並不意味着可以高枕無
憂、安享成果了，居安思危才能確保長治久安，做
好未來廿年之應變計劃，難題將一一迎刃而解，希
望有朝一日筆者的顧慮都變成真正的「杞人憂
天」，那才最令人欣慰。

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

崔寧 反對派操弄「622投票」違憲違法欺騙市民

正值春末夏初，跨入六月的香港政壇，跟自然界變化似乎同步，緊張氣
氛驟然升溫。伴隨政府普選方案第一階段諮詢結束、第二階段諮詢即將展
開，反對派「佔領中環」亦加快部署加大力度。這個被他們視為「最後一
搏」的對抗行動，箭在弦上，「佔領中環」已經時常掛在他們嘴上，不禁
讓人對政府普選最終方案的命運捏一把汗。

虛張聲勢為硬銷「公民提名」壯膽
從公開展示出來的計劃看，反對派圍繞所謂「622全民投票」，從6月8

日民間團體宣佈在全港十八區推出「毅行」開始，到7月1日遊行及預演
「佔領中環」，公開鼓動民眾，操弄電子及網上投票，進行實體投票和公
佈投票結果等，政治表演一個連着一個，一環緊扣一環。在中央政府一再
重申按照基本法軌道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社會各界同聲譴責「佔領
中環」違法行為的情況下，反對派竟然充耳不聞，踐踏香港核心價值，視
法律法規如無物，公開煽風點火，挑動對抗情緒，為違憲違法行徑集聚能
量，張狂及囂張氣焰為回歸以來罕見。
這種囂張氣焰，並非源自於某些政客的自信和內心的充實，也並非源自

於目前政治環境的大氣候，恰恰相反，「佔領中環」屬於違法活動，操弄
「公投」屬於違憲活動的實質，他們十分清楚，香港市民希望早日達成普
選共識的主流民意，對他們而言也並不陌生。「佔領中環」的始作俑者就
曾感歎：不得不承認，依照基本法推進特首普選是主流民意。故此，反對
派政客企圖虛張聲勢，或者說得俗氣點叫裝神弄鬼，來為「佔中」、硬銷
「公民提名」壯膽。
早前的「佔中商討日」，組織者刻意安排，把「佔領中環」的目標確定

在主張「公民提名」的三個方案上。狐狸尾巴提前露了出來，其對抗中
央，挑戰基本法，自己將「協商大門」閉上的意圖暴露無遺，導致反對
派內部較為溫和的務實派被綁在激進對抗的戰車上。由於各政黨團體對
香港未來普選安排的理念和追求方式並不相同，組織者不僅未能達到預
期目標，鬆散的政治聯盟還幾近瓦解，相互攻擊醜態百出。不僅如此，
參與「佔中商討日」的投票者僅二千多人，一些人還是臨時抓包，甚至
拒絕簽署「佔中協定」。

欺騙選民綑綁溫和派
為挽回敗局，反對派核心人物不遺餘力，將這個已經公佈會在「622全
民投票」後分道揚鑣、各奔前程的鬆散政治聯盟「箍包」，以便推進
「佔領中環」下一步實質性行動。真普聯召集人、公民黨的鄭宇碩幾近
乞憐地說：「泛民沒有分裂的本錢」。幾個反對派核心成員，諸如陳日
君、李柱銘等急得上竄下跳。李柱銘日前還發表《誰是主要敵人？》的
文章，公然將依據基本法推進香港政制建設，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
中央和特區政府視為「敵人」，呼籲反對派的激進與溫和派別共同進行對
抗，以免被各個擊破。為把這些同床異夢者臨時湊合在一起，實現「622全
民投票」的計劃，真普聯和「佔領中環」的始作俑者還絞盡腦汁，採用偷
樑換柱的手法，在「公民提名」三個方案之外，再加上一些可以綑綁溫和
反對派的內容，例如「政府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立會應予否決」的選
項。

出盡手段催谷「622投票」
所加塞的內容，是要選民對一個尚未成型的政府方案做出憑空臆想的判

斷，同時通過「民間表決」方式左右立法會議員的投票取向，尤其是對溫
和派議員施加壓力。另一方面，何為國際標準，誰來把握這個標準尺度？
為什麼說香港的普選方案一定要符合「國際標準」呢。激進反對派為「622
全民投票」設計的內容，將包含「公民提名」方案作為唯一方案，根本沒
有選擇可言，可見反對派糊弄和欺騙選民到了何種程度。將「公民提名」
方案與加塞選項混在一起，企圖模糊界線，旨在引誘更多民眾參與，造成
虛假民意支持「公民提名」，難怪激進反對派認為，「622投票」的意義超
過方案選擇本身。
種種跡象顯示，激進反對派正在處心積慮要把「公民提名」方案，變成
2017年特首普選的最終選擇，逼中央和特區接受。按照他們的話說，就是
要「用票數向北京表達市民爭取真普選的意願」。戴耀廷還大打悲情牌，
表示「若人數不足十萬，就代表行動失敗，佔中三子會向市民道歉，並考
慮退出。」其不擇手段、急成心切，可見一斑。

圍繞特首普選方案的較量不可避免，主流民意的趨向早已

清晰，儘管反對派不甘下風，技窮的黔驢仍要「最後一

搏」，操弄「商討日」，操弄「622全民投票」，乃至最終實

施「佔領中環」。但其違憲違法，製造混亂，欺騙民眾，對

抗中央和特區政府，一定會遭民意的抵制和反對。要知道，

香港社會能夠引以自豪的一點，就是法治。法治，是香港核

心價值的重要部分，是社會穩定繁榮的基石，是各項事業發

展進步的保障，是港人的驕傲，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

將來還是這樣。特首普選只能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的軌道上才能順利實現，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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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口老化，需要作出妥善的長遠福利規劃。圖為內地老
人在公園跳舞休閒。

■有激進反對派揚言「攻佔」立法會，激化政治對抗。圖為立法會議事大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