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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國家安全 特首普選有望

落實普選是香港政制發展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
不僅關係到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而且影
響到香港與中央的關係，影響到中央對香港的有效管
治，影響到「一國兩制」方針的正確貫徹實施，影響
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全局。因此，張曉明
指出：「在國家安全已成為所有國家確定和實現其國
家戰略的核心要素的情況下，我們看香港政制發展問
題還要多一個國家安全的視角。」
張曉明強調普選要顧及國家安全，絕對是有的放
矢。在討論普選期間，本港有人明目張膽邀請英美政

府干預香港政改，向「台獨」勢力取經，打着「港人
治港」的旗號搞「港獨」。近期揭發的「黑金」事件
顯示，本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了謀取政治、經濟
利益，甘當反華勢力的馬前卒，為外部勢力圍堵中
國、遏止中國崛起賣力。
的確，如果本港有人打着「普選」、「民主」的旗

號，勾結外力，引狼入室，讓各種境內外敵對勢力乘
虛而入，把香港變成顛覆、滲透內地的基地，必將對
「一國兩制」事業造成嚴重傷害，衝擊國家的穩步發
展，最終也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由此可見，推動普
選並非只是香港內部的事，更與國家安全、穩定和利
益息息相關。因此，在處理普選問題時，不僅要重視

香港社會對民主的各種訴求，還要重視國家的關切，
堅守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底線，絕不能讓反中亂港的
圖謀得逞，動搖「一國兩制」的根基，特首普選才有
可能成為可望又可及的目標。

「反佔中」是順應民意的大好事
張曉明特別提到，最近香港社會有一件極富正能量

的事情，就是「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大簽名
活動，組織「反佔中」大簽名大遊行，是做了一件大
好事，是順應民意、彰顯民意之舉。由反對派金主和
外部勢力合謀策劃的「佔中」擾攘多時。「佔中」以
癱瘓香港心臟地帶的運作為目標，企圖以衝擊金融中
心的穩定，造成本港股市樓市重挫、財富蒸發，藉此
要脅中央在政改問題上退縮，接受反對派奪取香港管
治權的方案。
本港金融界、地產界人士均對「佔中」的影響憂心

忡忡，更對「佔中」不惜犧牲香港整體利益來達成政
治目的相當反感。「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活動氣勢如
虹，不少團體和人士都表示將踴躍參加8月17日的大
遊行，說明沉默的大多數已忍無可忍，不得不用行動
向「佔中」說不，表達「反佔中」的強大民意。香港
主流民意理性務實，市民期盼普選，但絕不容許香港

的繁榮穩定毁在「佔
中」手上。相信越來
越多的沉默大多數會
響應大聯盟的號召，
加入到「反佔中」的
行列，支持在基本法
的框架下穩步推進普
選，絕不允許「佔中」搞亂香港。

集中精力把握機遇 實現互惠發展
近年香港的發展面對不少挑戰，張曉明再為香港鼓

勁打氣。他指出，國家發展保持良好態勢，為香港的
繁榮穩定和實現更大發展提供了堅強保障，也提供了
源源不斷的動力。香港沒有理由搞不好，我們有理由
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回歸以來，中央制定的涉及
香港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無論是政治法律、經濟民
生，還是社會生活方面的，都證實了中央始終堅持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如今中央啟動全面深化改革，更為香港發展創造
更大空間。港人應對前途充滿信心，集中精力把握機
遇，與國家互相支持配合，實現互惠發展。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張曉明講話值得重視 普選須維護國家安全
本港政改進入關鍵時刻，人大常委會即將就政改作出決定。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天在香港

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中指出，普選不僅對香港來說事關重大，而且要顧及

國家安全。張曉明語重心長的提醒，表達了中央對國家安全的關切，值得香港各界高度重

視。香港要堅決抵制外部勢力的干預，保障普選行政長官順利落實。中央長期全力「挺

港」，港人必須團結一致，排除干擾，反對包括「佔中」在內的任何反中亂港行為，凝神聚

力，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共創更美好前景。

■沈家燊

黎智英的「黑金醜聞」愈揭愈有，反對派的不堪面目愈揭愈臭。
既然反對派的政黨政客、「佔中」、「真普聯」、以至「政治樞
機」、「香港貪心」都只是黎智英以「黑金」控制的傀儡，這些行
動還有何道德光環可言？還有什麼資格要求市民跟隨其違法「佔
中」，為這些腦滿腸肥的政客自毀前途？「黑金醜聞」重創反對
派，導致這次政改戰役的攻守之勢出現逆轉，反對派自「佔中公
投」、「七一遊行」以來一直氣焰囂張，意圖以民意脅迫中央，但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百萬簽名，已經將反對派的氣焰壓下，
打窒了反對派的攻勢；而「黑金醜聞」更將反對派的道德光環打個
粉碎，在政改進入關鍵的時刻，反對派遭遇了戰略上的兩難。

黎智英為什麼要清理門戶？
在「黑金醜聞」之中，反對派首當其衝，自然要千方百計推卸責

任，李卓人、梁國雄的滿口大話；陳方安生、陳日君的死不認錯；
毛孟靜的講多錯多自相矛盾，已經將其醜行暴露於人前。然而，事
件中的主角黎智英卻似乎未有受到多大影響，也不見他出來為反對
派說半句好話，例如他可以說這些捐款都是用作資助「民主」，反
對派收錢全是為了民主大業云云，為反對派卸一卸壓力。但奇怪的
是黎智英卻沒有對其「收養」的反對派施以援手，日前甚至運用手
上的《蘋果日報》向反對派窮追猛打，說反對派令選民失望，似乎
有要他們人頭落地之勢。市民不禁要問，在反對派被打落水狗之
時，黎智英為什麼要落井下石？
筆者認為黎智英清理門戶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要殺雞儆猴，二
是要推動反對派洗牌。有評論日前已經指出，收受黑金的反對派政
客如毛孟靜、涂謹申之流，在事發後急急將責任推向金主，令黎智
英極為不滿。筆者後來打聽，黎智英確實對此極為不滿。原因是他
認為捐款並沒有什麼大不了，而黎本人也一直自視為反對派的「太
上皇」，對於「黑金醜聞」並不怕人知道，甚至怕人不知。但毛孟
靜、涂謹申等人竟指從未收過捐款，等於是摑了黎智英一巴，甚至
要求執法部門調查，這樣教黎智英顏面何存？

胡蘿蔔加棒子操控反對派
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是一個很龐雜的陣營，不同政黨政客之間表
面上結為同盟，實質卻是各懷鬼胎。黎智英雖然是反對派單一最大金
主，但是否就能夠將反對派指揮得如臂使指，其實並不容易。至少如
黃毓民就將黎智英視作仇人，其派系也對黎沒有好感；就是有份收錢
的反對派政黨政客，當中也有親疏之別，收錢收得多，長期受供養的
如公民黨、如陳方安生、陳日君自然是聽教聽話，但一些間中收取一
筆的，是否聽話，黎智英自然心中有數。其中毛孟靜的政治立場就不
為黎智英所喜。這次黎智英狠批毛涂，以至李卓人、梁國雄等所謂工
運政客，就是要明正紀律，告訴反對派誰才是老闆，誰不聽話我隨手

就可以將你毀掉，不會皺一下眉頭，要反對派將來緊跟指令。
二是要在反對派內推動洗牌。黎智英「包養」反對派是事實，也是政治需要，但
這不代表他對所有反對派政客都認同，都希望他們能夠發光發熱。對於金主來
說，當然希望自己最親信的政黨和政客成為反對派龍頭。但有時候卻未必能如他
所願。這次「黑金醜聞」卻創造了這樣一個機會，將一些他不喜歡但又被迫資助
的政客乘機除掉換馬。而做法就是將他們的聲望打殘，令他們失去民望，繼而在
選舉之時推出他屬意的人選取而代之。這本來就是黎智英優而為之的伎倆，例如
當年不斷打壓、醜化甘乃威，讓余若薇能夠乘時而起就是一例。說到底，他就是
要全面操控反對派，不過現在除了胡蘿蔔之外，還加上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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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靜昨日中午再度舉行記者招待會，展示立法會個人利益申報
資料，否認有收取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捐款。她並舉出自己
的單據、銀行戶口記錄，證明自己是「清白之身」。這些證據蒼白
無力，因為這不是文件的全部。她甚至連《蘋果日報》也沒有看過
就胡說八道，暴露出她的愚蠢，結果撞了大板。
昨日《蘋果日報》刊登了一則新聞，標題是「賴仁彪代黨捐款予
毛孟靜」，新聞報道說「毛孟靜被指收受壹傳媒主席黎智英捐款50
萬元作選舉經費，毛孟靜多次否認」，「在立法會個人利益申報資
料顯示，於2012年立法會選舉捐贈中，分別獲丈夫Philip Bowring
及賴仁彪各捐50萬元」，「在選舉捐贈申報中向毛孟靜捐款50萬元
的公民黨秘書長賴仁彪昨日解釋，款項是代表公民黨捐出，並非來
自他個人。」黎智英助理Mark Simon證實已經報警，並把有用資料
交警方，期望警方能揪出入侵壹傳媒電腦網絡的黑客。這個報道，
無形中狠狠地掌摑了毛孟靜一巴掌。更加厲害的是，黎智英已經吩
咐下屬林某把洩密電郵燒錄成光碟，交給警方。有關光碟已經交給
了警署報案。
這場鬼打鬼的好戲，仍在發展之中。毛孟靜的否認是蒼白無力

的。她說只收過賴仁彪的捐款，並有銀行記錄。問題是賴仁彪已
經講清楚他只不過是轉交，代表公民黨收了捐款，再交給毛孟
靜。公民黨的錢來自黎智英，並有《蘋果日報》內部的電郵和財
務記錄作為證明。毛孟靜居然說，和黎智英並不熟絡。但是，有
關的電郵說明她和黎智英的財務總監Mark Simon相當熟絡，並有
多次往來。
捐款由黎智英指令Mark Simon付錢。毛孟靜矢口說沒收黎智英的
錢，只不過是一種狡辯。任何洗黑錢或者逃稅的人，一定會用迂迴
曲折的方式，向付款人收取金錢。現在香港警方只需要證明黎智英
的金錢經過Mark Simon和賴仁彪的手，最後交給了毛孟靜，毛孟靜
的惡劣行為就立即人證物證俱在。
中國有一句成語：「此地無銀三百両，隔鄰小二未曾偷」。毛孟

靜用謊言轉移公眾視線，一次又一次踐踏誠信，把公眾當成是傻
瓜。現在說的謊言越多，將來的處境越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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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較大程度的政府機構
改革嘗試就有六次，小的改革則更多，如此
頻繁的改革，揭示了一個現實：就是歷次機
構改革並不成功，政府結構與效能尚不能很
好地滿足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

以往機構改革成效不大的原因
1、囿於中國長期官文化傳統的桎梏，中國政

府工作人員文化結構官氣足，服務意識弱。深
層次的機構改革都是強調服務意識，觸動官員
內心深處的優越感，因此阻力很大。
2、機構改革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強大阻力。

政府機構在中國社會中處於頂層結構，佔有
最大的社會資源，因此既得利益者眾多，機
構改革勢必會觸動這些人的利益，阻力非常
大，社會成本太高。
3、縱觀歷屆中國主要領導人的綜合素養高

且勤政，但屢受制於整個政府結構的臃腫、
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限制，因此嚴重影響
了執政效果。
4、受制於社會意識形態。中國體制就是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央集權的管理方
式。主要的管理任務都由政府執行，政府機
構龐雜、臃腫是必然之果。在強調行政權威
的同時，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積極一面，但
政府機構成本高昂，不能很好服務於社會，
也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5、中國沒有服務型、專業型的政府結構經

驗。長期官本位的政府設立，從未經歷過服
務型政府，即便是要改革，也缺乏改革經
驗。歷次機構改革都從未能跳出歷史限制的
框框，即是明證。
6、此前的大部制改革、發改委的設立、國

家計委的設立，以及現在的深改組的設立，
雖然都在向前推進，有積極的一面，但都有
高度行政化的傾向，名稱變來變去、人員變
來變去、牌子變來變去，但萬變不離其宗，
實質內容變化並不大，未能很好地實現1+1>
2的效果。
7、政府機構改革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就

無法建立真正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間接
降低了國家的軟實力。

機構改革新思路
機構頂層設計要注重結構和系統性，不能

大而全、全而空。應秉承決策、執行、監督
三者有機結合的理念構築國家機器。將中共
一元化領導與西方的現代化行政系統有機結
合起來，可以提出一個新思路：在不動現行
機構的前提下，通過設立一系列高級別、開
放的專業委員會作為政府機構的一個有力的
補充。各個專業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直接領
導，具體政策由專業委員會論證出台方案，
中央委員會決策，政府執行。既借鑒發達國
家的政府機構設立經驗，又要與中國現行體
制對接，盡可能不觸動既得利益群體。

具體方案：
設立一系列高度專業化、高度開放的專業委

員會作為政府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委員會一
定要強調專業、開放特性，排除行政色彩。
具體而言：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直接分
管，各自領導一個專業委員會，作為政府決
策的智囊機構。專業委員會設立常委，作為
核心管理機構，常委委員由黨政高級官員擔
任，以確保中共的絕對領導。
委員會的設立要具備高度的開放性與靈活

性，設立專家論壇，定期舉行國家政策決策
的公開、半公開、不公開的辯論會、聽證
會，有部分形式上類似國外的議會辯論，以
使用國內最好的智力資源，實現決策的最優
化，具備國際先進行政制度的部分特點。
委員會的專業委員來源廣泛，專業門檻要

高但政審門檻低，不設過多限制，可安排有
期限的聘任制，但不設行政級別，不搞終身
制，不搞指定制度，不屬於公務員體系。委
員會的非常委成員不屬於政府官員，而是採
用競爭上崗、任期固定的政府專家僱員，在
任期內拿薪資與補貼，成員名單公開透明，
確保委員會的專業性。
擬設立的委員會有：安全委員會、外交關

係委員會、經濟發展委員會、教育科技委員
會、食品醫藥健康委員會、法律委員會、民
族宗教委員會等等。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高天問

「反佔中」大遊行和平理性為香港 何來走極端？

大聯盟的簽名大行動，人數達到了110萬。民意調查顯示：有
五成半受訪者，贊成即使不滿特首普選方案的提名程序，也應
「袋住先」，先實行一人一票選特首，比例較上次調查上升1個
百分點。同時，有超過六成受訪者支持以談判方式爭取普選，支
持以抗爭方式的不足兩成。其中，自稱為「建制派」的受訪者，
贊成的比例由5月的53.2%增至58%；自稱「民主派」的受訪者的
比例，則由56.5%跌至48.2%，表示「中間立場」的被訪者，贊成
的比例則由50.6%增至61.3%。民意的傾向是非常清晰的。
在這樣一個民意大轉向關頭，有一種輿論跑出來了，高聲呼喚

反對「佔領中環」的愛國愛港群眾「不要各走極端」，又向中央
政府進行指責，說「很難想像常委會的決定會滿足各方訴求，反
而可能觸發泛民陣營翻枱、佔中等抗爭行動擇日登場，屆時會否
導致衝突、釀成怎樣的亂局，難以估計」，還攻擊愛國愛港的陣
營「也有極端派」，「不希望政改方案通過」云云。這種說法既
不符合事實，更對參與「反佔中」簽名的市民不公平。

曲解「一國兩制」分裂香港
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了關於「一國兩制」實踐的白皮書，講清楚

了中央政府對於政改的底線，講清楚了「一國兩制」方針的內
涵，講清楚了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講清楚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的管治權，講清楚了既要保障
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直接權力，也強調要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的權力，讓香港同胞對於「一國兩制」的模糊概念，逐步清晰起
來，認識到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都是中央政府授權的，「一國」是
前提，「一國」是母體，國家的主體有13億人，大部分的國土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在維護國家

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可以允許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香港的高度自治，並不是完全自治，是有
限的高度自治，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是從屬於
社會主義祖國母體的。所以，香港普選行政長官，一定要考慮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問題，要符合香港是地方政權的法律
地位，不可能採取什麼國家實體的「國際標準」或者「公民提
名」，更加不可以踐踏基本法，另外創造新的憲制。
香港的行政長官在基本法中已經規定必須由中國公民出任，中國

公民就要受到中國國籍法的規管，國籍法第五十條規定了中國公民
必須維護國家的主權、榮譽和利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也規定行
政長官在就職的時候，要按照基本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法律上行政長官必
須由愛國愛港者擔任，是天經地義的，是行政倫理的必然結果。
但是，1年多來，有人提出了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就是篩選，

他們公開提出反對愛國愛港，反對按照基本法實行普選，提出了
「去中國化」，提出了要和「台獨」勢力結成命運共同體，要發
動「佔領中環」的核彈爆炸，弄得香江天昏地暗，弄得社群撕
裂，誤導了香港人，讓不少香港市民誤會了「一國兩制」的高度
自治是完全的自治。這樣，香港和內地豈不是變成兩個國家了？

偏袒激進勢力何來「公正」
對立形勢的發展原因和結果，700萬同胞是有目共睹的。香港
弄到今天對立的地步，是有人發動「佔中」，威脅中央，對抗中
央，企圖把香港從基本法的框架裏分離出去，走向對立所造成
的。但是有一種輿論，在分裂的勢頭氣焰囂張的時候，從來沒有
批評過激進派的做法是走向極端、撕裂香港社會，反而是推波助
瀾，肯定和吹捧反對派的78萬「全民投票」和51萬「七一大遊
行」的灌水數字。他們從來不說這是「走極端」。為什麼到了大
聯盟的簽名運動呈現出了壓倒性的宏偉氣勢，某一些「公正言
論」卻落力宣傳要停止「各走極端」呢？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直邀請反對派議員就政改問題進行對話，

但是反對派製造了許多難題，拖延和拒絕進行對話。為什麼過去4
個月來，這種「公正的輿論」一直不呼籲反對派進行對話？最令
人覺得奇怪的是，大聯盟和愛國愛港社團的簽名運動，公開的口
號是「反佔中 保普選」，為什麼「公正的輿論」矛頭指向愛國愛
港陣營是「極端派，企圖拉倒普選」？現在大聯盟的簽名運動在8
月17日就要結束了，將會舉行一場盛大的遊行，目標人數為9.8
萬人。這個時候向大聯盟的盛大遊行潑出污水，說他們是「極端
派」，是否想起到阻撓香港群眾參加遊行的效果呢？

「保普選 反佔中」收集了逾百萬市民簽名，反「佔

中」民意十分清晰。但有一種輿論，對有人發動「佔

中」，令香港弄到今天對立的地步視而不見，從無批

評過激進派的做法走向極端，撕裂香港社會，反而是

推波助瀾，肯定和吹捧反對派的78萬「全民投票」和

51萬「七一大遊行」的灌水數字。他們從來不說這是

「走極端」。為什麼到了大聯盟的簽名運動呈現出了

壓倒性的宏偉氣勢，某一些「公正言論」卻落力宣傳

要停止「各走極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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