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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籌委會發起的8月17日和平普選
日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社會上已有超過300個團體
報名參與，亦有眾多市民響應。許多報名和查詢有關活
動的市民向籌委會表示，不希望香港出現衝突，不想見
到香港陷入政治鬥爭無休無止的困境，更不希望見到香
港出現混亂，8月17日的大遊行，我們將以和平的方式
進行，讓市民透過這次活動，表達出他們心中的聲音。
8月17日的遊行，將是一次和平有秩序的遊行，籌委
會要求參與團體與個人事先報名，同時為未能預先報名
的團體和人士準備了臨時報名的方法，目的就是希望整
個活動能和平有序地進行，以溫和的方式表達出市民的
心願。
在籌備期間，我們也聽到社會上有極少數組織和個別

人士，聲稱將向8月17日的大遊行發起挑釁，組織人員
衝擊遊行隊伍，意圖人為地製造衝突和混亂。對此，我們感到遺憾，我們不希望發生任何
衝突事件，呼籲意圖製造混亂的組織和人士放棄這些想法，同時也會呼籲參與大遊行的團
體和人士，保持克制，不要發生任何暴力事件，不要發生任何衝突。
但是，我們也不會懼怕任何挑釁和滋擾，因為正義是在市民大眾一邊，相信市民大眾溫

柔和平的意見表達，不會懼怕任何暴力和威脅。
社會上亦有一些人對籌委會舉辦8月17日的大遊行感到不理解，有些人問：既然前一段

時間舉行的「反佔中保普選」的全港市民簽名活動，已經讓市民表達了他們的意見，為
何還要舉辦大遊行？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大遊行活動的產生，正是回應眾多市民的要求。在舉辦全港市民

簽名活動期間，過百萬市民走出來簽名，表達了他們反對違法「佔中」，支持和平理性如
期落實普選的願望，而與此同時，亦有許許多多市民認為，僅僅舉辦簽名活動，仍不足以
表達市民的意願，他們希望能籌辦更多的活動，讓市民發表意見，讓正義的聲音能表達出
來，於是才有了8月17日的大遊行。目前，從籌委會接收到的報名和市民查詢情況來看，
市民反應踴躍，印證了市民大眾希望能進一步表達意見的願望。籌委會將認真仔細地舉辦
好這次活動，使市民大眾能充分表達他們的意見。

「反佔中」和平遊行只會有利社會安定
亦有一些人擔心，反對派在六、七月間舉辦了所謂的「全民投票」、「七一遊行」，以

及「預演佔中」等活動，現在社會上又出現了「反佔中保普選」大簽名，以及8月17日
的大遊行，如此下去，將使社會撕裂。
我們認為並非如此！大簽名和大遊行活動，表達出來的信息，是希望社會各界在進行政制
發展的討論時，應該和平理性，不能以暴力手段，不能以違法行為，更不能以在社會人為製
造混亂等脅迫的手法進行。「反佔中」大簽名、和平普選大遊行並不是想在社會上製造對立
和對抗，正正相反，我們是希望能透過多數市民的意見表達，盡最大的努力，減少在政制討
論的過程中，出現暴力、衝突和社會混亂的可能。如果大簽名、大遊行中市民表達出的心願
在社會上得到落實，那麼只會出現社會和諧、安定，而不會有社會撕裂和社會對抗。
我們也認為，大簽名和大遊行代表的是社會正義的聲音，如果這些正義的聲音無法和平

地表達出來，絕非社會之福；如果這些正義的聲音長期被違法、暴力行為壓抑和掩蓋，那
麼社會無法健康地發展下去。我們舉辦大簽名、大遊行活動，就是要讓社會的正義得到彰
顯，維護好社會的安定和和平，保障經濟、民生。所以，舉辦好大簽名、大遊行對社會只
有好處。
大簽名和大遊行的最終目的是要在社會上創造和平理性和溫和的氛圍，表達市民呼求社

會和諧、呼求民主進步的願望，如果在大遊行之後，社會各界都認同這些訴求，溫和的反
對派議員能順應主流民意，在政改的討論中作出承擔，與激進、暴力及違法的行為割席，
那麼將為社會創造出和諧的氛圍，這不但不會造成社會撕裂，更加有利於政制討論。
社會上有些有識之士留意到，今年4月，中央邀請反對派議員前往上海溝通對話，部分

參與對話的議員回港之後，民望上升，顯見市民大眾是希望議員能以溫和的姿態，理性地
討論政制發展問題。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南下深圳會見了特區政府及社
會各界別人士之後，亦有一些反對派議員公開提出希望能與中央官員對話，筆者認為這些
都是好事。溫和的反對派議員們，在這個時候應該要有勇氣，站到主流民意的一邊，不受
激進力量的綑綁和騎劫。筆者相信，只要是做符合民意的事，做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事，
就必然會得到較多市民的支持。
8月17日的和平普選大遊行正在籌備之中，我們呼籲所有愛好和平，支持理性，希望香
港的未來有更好發展的市民，全家總動員，參與其中，以溫和的聲音，和平的腳步，表達
出大家心中的願望，8．17維園見！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7 月中旬，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訪問拉美，行

程主要以談經濟合作為主，政治論調
頗為平和。而當時美國就有不小的聲
音指中國是「抄美國後院」，高唱
「中國威脅論」。7月末，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接踵而至，訪問拉美5個國
家，有評論指安倍是「邯鄲學步」，
也有認為是安倍針對中國的意圖十分
明顯，除了爭奪市場、召開類似峰
會，還有「制衡」的意味。不過筆者
認為，無需過分解讀，因為日本耀武
揚威，美國首先就不會答應。

安倍訪拉美志在「入常」
習近平風格的外訪以經濟合作暖

場，政治意向則是順水推舟。在中
拉貿易額去年達到2516億美元基礎
上，習近平訪問期間，再和4國累計
簽署各類合同和框架協議150多項，
涉及金額約700億美元。習近平同時
宣佈促進中拉合作的倡議和舉措，
包括10年內力爭實現中拉貿易規模
達到5,000億美元，中國對拉美投資
存量達到 2,500 億美元，正式實施
200億美元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
提供100億美元的優惠性質貸款，全
面啟動中拉合作基金並承諾出資50

億美元等。就連巴西總統羅塞夫在
結束與習主席將近三個小時的會晤
後都興奮表示「沒有比這次會談更
令人振奮的成果了。」羅塞夫特意
強調了中巴雙邊貿易額去年已突破
900億美元。而中國、巴西、秘魯合
作探討建設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兩洋鐵路，更是極大推動拉美區域
一體化，對巴西資源出口提供巨大
的支援。如此對拉美的經濟紅利，
中國難道還信心不足，擔心安倍的
仿效之旅會傷及中國利益？
與其說安倍想聯合拉美針對中國，

不如說安倍前去補救，抵消中國對拉
美的政治影響。安倍此行去拉美目的
有二：一是經濟合作，但更重要的是
政治拉攏，幫助日本「入常」。安倍
知道拉美幾個新興國家也陷入經濟放
緩的困境，此行通過經貿加強TPP合
作，符合美國意願的同時，也杯葛了
中國。通過這樣的經濟利益綑綁，實
現政治支持。明年10月聯合國安理會
將競選非常任理事國，安倍此行就是
在於多與加勒比14國拉票，號召他們
支持日本成為非常任理事國，再進而
實現「入常」大計。

美國更擔心日本右翼復辟
不過安倍麻煩的是，中美兩大常任

理事國都不會支持日本「入常」。中
國不用贅述，美國則是表裡不一。現
時有五個常任理事國，議案只需三票
贊成，則為通過，若再加更多國家，
則現在的五國話語權都會被稀釋。另
外，美國一直希望日本作為美國的棋
子，但日本「入常」，和美國平起平
坐，那麼亞太再平衡戰略，則無人實
施。而且日本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又
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則，成為正常國家
又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脫離美國
控制勢在必行。所以安倍要成為「非
常」甚至「入常」都要先跨越美國這
道關卡。自從日本可以售賣武器之
後，已經侵蝕了美國市場份額，據分
析，日本在全球武器市場，會走尖端
高價的武器供應路線，那麼其主要競
爭國就是美國。作為美國盟友的澳
洲，已經和日本展開武器合作，兩個
亞太盟國似乎另起爐灶，這些在美國
眼下的小動作，只會使美國更警惕日
本的右翼復辟。
近期安倍內閣的民望屢創新低，美

國媒體也有聲音指，安倍經濟學的
「三支箭」成效正在下跌，與其在國
外拓展關係，不如先想辦法解決國內
面臨的經濟問題，否則，安倍的政治
資本將在不久被耗竭殆盡，在國外交
再多朋友也沒有用。

美國也勸安倍管好內政
東張西望

卓偉 尋求政改共識 基本法是基礎

聯署聲明提到，對近年特區政
府管治困難、發展政策舉步維
艱、社會對峙情緒和行動不斷升
溫等情況感到十分擔憂。聲明又
認為若社會各方堅持己見，只會
令社會兩極化，為了市民福祉及
「一國兩制」前途，呼籲社會各
方共同營造可以平心靜氣商談的
社會氣氛，「在今後關鍵的幾個
月，深入討論探索多元化而具體
可行的各種特首普選方案，互諒
互讓，克服歧見，以期達成為大
多數市民和各方接受的政改共
識。」應當說，這份聲明提到的
憂慮，是出於對香港前途的關
心，社會各界必須盡快就政改方
案在法制框架內凝聚共識，否則
將難望在立法會獲得三分之二多
數票通過， 2017年普選特首也將
成為泡影。

「佔中」是撕裂社會罪魁禍首
事實上，落實普選的關鍵是按照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進行， 這
是不可逾越的底線，也是各界尋求
共識的基礎。如果偏離基本法另搞
一套，只會令普選成為「水中月、
鏡中花」。同時，香港是中國的一
部分，特首普選只是一個地方政府

選舉，有別於政治實體和國家選
舉，特首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框架
和香港的實際情況進行，而非照搬
什麼「國際標準」。因此，這份聯
署聲明提出社會要凝聚共識沒有
錯，但關鍵是要以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為討論基礎，這樣討論才能有結
果，不會出現各說各話，一人一把
號，各吹各的調的情況。
必須指出，這份聲明將現時社會對

立歸咎於所謂兩陣對壘，特別是針對
現時「佔中」與「反佔中」行動，認
為雙方應該「停火」收兵，這種將責
任平分，顯然與事實不符。「反佔
中」行動顧名思義就是為了反對「佔
中」而來，如果反對派沒有發動「佔
中」，沒有威脅要核爆香港，令香港
成為不可管治之地；沒有要求支持者
多流一些血，要學子有違法入獄的準
備，社會又何來現在聲勢浩大的「反
佔中」行動？要公正分析這次「佔
中」與「反佔中」之爭，必須先循其
本，找出事件的罪魁禍首，分清黑白
對錯。
中央政府在依法落實普選的立場

上一以貫之，特區政府的政改諮詢
工作也顯示出最大的誠意。但在政
改諮詢尚未開始之前，戴耀廷在
2013年1月已經提出「佔中」，要

以香港的前途作籌碼，令到本來可
以理性討論的政改議題，走上了違
法的歪路，試問這是誰的責任？當
中央政府三番四次向反對派表示誠
意：舉辦上海政改之行；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更盛意拳拳地逐一邀請反
對派人士會面討論政改，又是誰不
斷在搞破壞，綁架溫和派人士不能
與中聯辦會面，否則就是出賣民
主；之後他們竟反過來指責中央不
肯溝通，所以「佔中」勢在必行云
云，這又是誰在破壞共識？在「佔
中」方案上，本來有不少屬於溫和
派的方案，但最終竟然被激進派騎
劫投票，將溫和方案全數篩走，最
終以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方
案與「佔中」綑綁，擺出一副罔顧
基本法，挑戰中央的姿態，更以
「佔中」作為要脅，磨刀霍霍專橫
霸道，究竟是誰在撕裂社會？

「反佔中」和平反暴力
相信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大部分

市民都不願看到社會長期對立，黨
同伐異互相攻訐，但這不代表市民
就要對「佔中」隻眼開隻眼閉，姑
息縱容只會令香港法治、自由、民
主等核心價值毀於一旦，於是才有
了現在的「反佔中」行動。「反佔
中」行動不是要製造對立，而是要
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包括簽名、遊
行等表達市民的真實訴求。「佔
中」提出違法抗爭，「反佔中」就
堅持守法理性，以和平對拳頭，以
理性對野蠻，讓「佔中」人士知道
社會民意，又何來各走極端呢？
況且，「反佔中」行動短短時間
已經有過百萬人士簽名，社會各界
團體踴躍支持參與，這正顯示社會
的真正民意。「反佔中」行動一直
是站在維護法紀的高地、站在保衛
普選的高地，符合市民的意願和利
益，怎可與一小撮人的「佔中」相
提並論？社會各界現時應站到「反
佔中」的行列，向反對派顯示民意
呼聲，促使他們懸崖勒馬回到基本
法的基礎上討論政改，讓市民可以
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

多名社會人士昨日發表主題為「尋求共識實現普選」的聯

署聲明，呼籲各界放下成見，共同探索可行的普選方案。確

實，現在社會上對政改的意見分歧極大，能否成功落實特首

普選，關鍵在於各方能否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在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框架內求同存異。尋求共識的前提就是以基本法為基

礎，嚴格依法辦事尋求一個各方都接納的方案，否則不以規

矩，試問共識何來？至於「反佔中」行動的出現，主因有人

提出要「佔領中環」癱瘓香港，以少數人的意願綁架大多數

人的利益。於是，沉默的大多數才踴躍發聲抵制「佔中」，

當中的是非對錯黑白分明。「反佔中」提出的「保普選反佔

中」目標也是與主流民意一致，百萬市民簽名已是明證。

「反佔中」行動一直是站在維護法紀的高地、站在保衛普選

的高地，守護香港順應民意，又何來撕裂社會？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簽名大行動，至今
透過街站和網上簽名的市民人數已累計超過110萬。不
過，很多簽了名的市民仍表示，只是簽名並不能反映
他們內心對「佔中」行動所帶來的憂心，希望可以站
出來以表達他們強烈的訴求，將在8月17日舉行的「8

．17和平普選大遊行」因此孕育出來。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的議題是個「單一議

題」，就是要保護香港寶貴的普選機遇，反對提倡暴
力及以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為目標的「佔中」行為。大
聯盟希望支持和平社會，期待2017年能實現普選的市

民再一次行出來，由維園行到遮打花園。市民在遮打
花園也可以獻上紙木棉花，寓意冬去春來，溫暖人
間，盼望和平。這條路雖然不長，但卻具有重要的歷
史意義，因為它為100多萬名市民發聲，也反映了市民
對和平理性的期望，要用雙腳走出香港的普選路。

和平理性商討是最佳出路
自政改進行討論以來，「佔中」行動便置基本法於

不顧，堅持提出沒有標準的「國際標準」、支持違反
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公開宣揚以違法的手段去達
到政治目的，這些不理性和粗暴的態度不但令香港社
會出現混亂，更容易白白斷送香港實現普選的希望。
大聯盟認為要決定香港的政治前途，用和平及理性去
商討是最佳的出路，讓市民對任何合憲合法的建議作
出討論。

香港是個文明社
會，社會的和諧及繁
榮的經濟也是來之不
易，如對任何暴力思
維及以香港社會的前
途作為賭注的行為再
作容忍，法治、務實
和包容等這些香港核
心價值很可能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廣大的市民會支持
嗎？只有讓「佔中」行動不要發生，才能緩和現時緊
張的氣氛，才有利於不同的聲音進行妥協，為政改達
至共識。
110萬名市民和300多個團體反對「佔中」、支持和

平及實現普選的聲音，希望「佔中」行動要用心去聽
一聽。

洪祖杭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籌委會」總指揮 民建聯顧問

雙腿走出和平普選路
政改討論以來，「佔中」行動便置基本法於不顧，甚至公開宣揚以違法手段達到政治目

的，這些不理性和粗暴的態度，不但令香港社會出現混亂，更易斷送香港實現普選的希望。

要決定香港的政治前途，用和平及理性去商討是最佳的出路，讓市民對任何合憲合法的建議

作出討論。目前大聯盟所收集到的反「佔中」簽名已超過110萬個，更多市民希望可以站出

來，參與在8月17日舉行的「8．17和平普選大遊行」，表達他們強烈的訴求。只有讓「佔

中」行動不要發生，才能緩和現時緊張的氣氛，才有利於不同的聲音進行妥協，為政改達至

共識。「佔中」行動實在要用心去聽一聽。

■洪祖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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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特區政府土地招標，出現過流標；港鐵車站上蓋物業
發展權招標，也數次出現流標。最近，市區重建局重建項目投
標，也出現流標。很明顯，香港房地產發展商對新的投資都採

取非常謹慎的態度，寧可買不到土地，寧可減少發展的項目，也不願意冒險投資。
為甚麼地產商會集體走向如此謹慎的行動？原因有二。首先，香港樓價已經上升了11
年，由2003年上升至今，地產商開始擔心樓市的前景。地產商於今日買下一幅土地，至
少3年後才能以樓花形式推出市場出售，5年後才能入伙，樓價是不是還能連續上升3
年？樓市的周期很長，但是，上升周期畢竟已經運行了11年，還能不能再升3年，地產商
心裡無底，投標行為自然謹慎。更何況，目前高樓價的支持因素之一是銀行的超低利率，
現在人人都預測美國聯邦儲備局會在明年加利率。美國加息，香港豈可不加息，一加息，
樓價是不是會向下調整？

自行開發土地增競爭
除了擔心樓價向下調整，地產商也看到梁振英政府接二連三地大量推出土地招標，土地

供應多了，就不必急着買地，現在不買，下一次還有機會。而且，一次流標的結果，下一
次重新招標，成功中標的價格可能向下調，因為政府會因為上一回流標而降低土地招標的
底價。過去，土地供應少，地產商擔心土地儲備不夠；今日，土地供應多，地產商不擔心
不夠土地供自己發展。有些地產商還公開說他們手上的土地儲備夠5年發展，這是在向政
府暗示或施壓，告訴政府自己不會再出高價投標土地，若政府真想大量供應土地到市場，
就必須降低土地招標的底價，地產商也會集體降低投標價，希望以低成本取得土地。當
然，低成本取得土地不代表會低價出售樓房。
面對土地招標流標，特區政府、港鐵、市區重建局該如何處理？
政府土地招標失敗，除了降低底價、重新招標外，可選擇的方案不多，但是港鐵與市區

重建局作為獨立的企業與機構，為甚麼在土地開發時一定得通過招標尋找合作夥伴？為甚
麼港鐵公司、市區重建局不能獨立開發房地產項目？特別是港鐵公司已經有相當的經驗在
其他城市獨立發展房地產項目，為甚麼偏偏在香港就自己不發展港鐵上蓋的項目？我也相
信，市區重建局絕對有能力、有條件自己成立房地產公司開發土地。如果港鐵公司與市區
重建局自己開發土地，當地產發展商，對其餘的私營地產商而言，是增加了競爭。有競
爭，有進步，也可以促進政府加快土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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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多面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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