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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宣告將在9月22日發動罷課一周，而港
大、中大等學生會隨即表態支持。一時之間，
彷彿整個學界都風風火火的參與罷課行動，罷
課在校園內一呼百應，但真相是否如此？其
實，只要明白學聯的構成和本質，便可知道所
謂罷課行動，策動的從來只是幾十個學聯核心
成員而已，而絕大部分學生，正如接受電視台
訪問的學生所說，根本不知道罷課為了甚麼？
也認為罷課沒有用。

學聯早已成反對派打手
學聯是一個由八所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的聯

盟，所有學生都沒有選舉權、不能一人一票選
出學聯的領導層，原因是學聯的核心都是由各
大學的學生會幹事擔任。而相信所有大學生都
知道，各大學的學生會從來都不受學生青睞，
不要說有競爭的選舉，有時候就算要組成一個
完整「內閣」參選都做不到。其中一個原因，
是學生會工作量極大，有些幹事甚至要為此休
學一年，這令到很多沒有特別「利益」的學生
沒有參選興趣。然而，這對於一些有政治目的
的反對派青年軍來說，卻是一個爭取政治地盤
的機會。於是，近年大批反對派青年軍，積極
參與各大學的學生會選舉，並且幾乎在沒有競
爭之下取得學生會的領導權。而這些人之後又
成為了學聯領導層，令到學聯近年變成了反對
派的打手。

日前文匯報的調查報道揭發學聯與反對派的
關係，引起不少政界人士關注，也受到不少學
聯人士攻擊，但他們的攻擊卻故意迴避了有關
問題核心，就是他們與反對派政黨政客的「權
錢關係」。這些反對派青年軍通過加入學聯，
擔當反對派打手，在任期滿之後又可以加入反
對派政黨從政或工作，這自然令一班青年軍更
加踴躍的走上這一條「從政捷徑」，也令到學
聯變成今日這個模樣。
現在學聯以不滿人大決定為由發動罷課，表

面上他們意圖以罷課迫使中央就範，不過他們
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他們這次
罷課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佔中」作動員。
「佔中」聲勢不斷走低，發起人戴耀廷更一時
口快承認了「佔中」失敗，結果被激進派炮轟
了幾日。但戴耀廷並沒有說錯，他手上根本沒
有一萬個鐵定「佔中」的人，如果得一、二千
人甚至幾百人，與人民力量、社民連等「野貓
式」抗爭又有什麼分別？於是在人大決定宣布
之後，反對派隨即召開了六方會談，當中的重
點其實是讓學聯、「學民思潮」出來擔大旗，
發動大專及中學生參與「佔中」。而為了避免
「佔中」議題太過惹火，於是他們就以反對人
大決定為名，在大專發動罷課，吸納學生參
加，繼而將他們送上「佔中」的戰車。

煽動學生做「佔中」炮灰

這對於「佔中」有兩方面的幫助：一是宣傳造
勢的作用，就如戴耀廷也承認，罷課是「佔中」
的第一波，其所謂「佔中」不會讓青年學生參與
的諾言，早已拋到九霄雲外。而學聯、「學民思
潮」由於以所謂學生組織的身份發動，自然較明
刀明槍的違法「佔中」有較大迷惑性，也可望發
動更多學生參與。二是為「佔中」動員。所謂萬
人「佔中」的根據，其實是建基於反對派最穩固
的基本盤(約50萬)以及最激進支持者(約5萬)的人
數而推斷出來，反對派認為要發動一萬人出來
「佔中」完全沒有問題。但反「佔中」的民意卻
出乎他們所料，連反對派的中間支持者也大表反
對，而激進派對此又各懷鬼胎(例如黃毓民派系一
直不支持「佔中」)，這樣左減右扣，肯定沒有萬
人。於是才要改打學生主意。現在學聯出來擔大
旗，不過是為「佔中」吸納新的「死士」。在罷
課期間，向參與學生大力「洗腦」，邀請戴耀
廷、李柱銘、黎智英到校園演講，呼籲學生要
「承擔更多的責任」、要不惜流血坐牢為香港爭
取民主云云。
這樣，「佔中」將可望在校園內補充流失了

的「佔中」支持者。而學聯也可以凸顯自身的
價值，一眾學聯核心將來肯定「前途無可限
量」。可惜的是，一些被他們煽動的學生，沒
有他們的就業保障、沒有他們的政治前途，卻
成為了「佔中」炮灰，一生前途盡毀，成為了
學聯以及反對派的犧牲品。

學聯罷課實為「佔中」動員

黃
熾
華

重大政治決策堅守普選底線

本港圍繞普選問題的爭論，在回歸前的上世紀八十
年代就已開始。如果從香港回歸算起，也有17年。可
以說，這是一個困擾本港近30年的重大政治問題。普
選爭論的本質，不是要不要普選、要不要民主的問
題，而是香港的管治權之爭。本港社會有少數人從香
港過渡時期開始，直至香港回歸祖國17年後的今天，
仍然不願意接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事實，不
願意接受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對「一國兩制」和香
港基本法的規定進行「另類詮釋」，借助外部勢力，
不斷地挑起政治紛爭，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企圖把
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在普選問題上，本港
某些具有特定政治立場的政黨和人物的主張和訴求，

就是要允許他們的代表人物擔任特首。如果讓這些人
如願以償，必然損害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必然會損
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穩
定。
這次人大決定的核心精神，就是體現中央落實香港普
選的兩條底線：一是普選制度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二是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
士擔任，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人大決定
就是要明確告訴本港的一些人，如果堅持與中央對抗的
立場，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絕無可能擔任
特首。這也飽含中央和香港廣大市民的一種期望，希
望那些持有不切實際想法的人回到愛國愛港的立場上
來，走上正途，不要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馬路，給香港
一份安寧，給社會增添一點正能量。

結束政爭促港發展重回正軌
任何國家或地區，發展是第一要務。只有通過經濟發
展，才能改善民生，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質，促進社
會和諧。但是，長久以來，香港有少數人以普選為議
題，不斷製造社會紛爭，把社會的主要精力吸引到政治
爭拗上，阻礙了經濟發展，妨礙了民生改善。更讓人擔
憂的是，這些爭議已經非香港本身所能解決，任由這種
爭吵不休的局面持續下去，不僅普選將變得遙遙無期，
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也將受到更嚴重的影響。
人大決定為香港度身訂做了一套具有香港特色、符

合香港實際情況的理想普選制度，顯示中央下大決心
破解困擾香港的重大難題，結束政爭不休的局面，促
使香港社會回到正常軌道，使社會各界把主要精力放
在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上，給年輕的一代提供更
好的發展機會，促進香港繼續保持領先發展的優勢，
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張曉明近日在香港青年聯會第22屆會董會就職典禮
上的演講中，精闢地總結出人大決定的三方面重要作
用，讓人們更加理解人大決定的重大意義。
一是立牌指路。明確指出了什麼是通往普選的正

道，什麼路走不通。它排除了「公民提名」、「政黨
提名」、「公民推薦」等辦法，也告誡人們，任何偏
離「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偏離香港基本法正確軌道
的主張和做法都不可取。
二是定分止爭。圍繞香港普選制度的爭論曠日持

久，20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如果任由這種爭吵不

休的局面持續下去，香港
社會將長期形不成共識，
普選將變成遙遙無期的
「鏡中花，水中月」，永
遠無法落實。人大決定不
是「落閘」，而是「剪布」；不是「關閘」，而是
「開閘」放開普選。
三是扶正祛邪。人大決定是一個不信邪的決定，它以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法律文件的方式明示人們，凡事要講是
非，講原則，講規矩，這對聲稱要引爆所謂「原子彈」、
煽動「佔中」等激進違法活動是當頭棒喝。

把握機遇讓普選特首願望成真
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

的，在「一國兩制」下推行普選更是舉世無雙。普
選本來就沒有什麼「國際標準」。評價香港普選制
度的好壞，關鍵是要看是否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是否有利於「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推進，是否有
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否有利於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此次人大決定，既嚴格遵循
憲法、香港基本法，又認真聽取、積極回應香港社
會主流民意；既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又保障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定。人大決定已為香港
開啟普選的大門，本港社會各界特別是立法會議員
應珍惜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以對歷史負責、對香
港負責的態度，推動香港民主向前行，讓港人「一
人一票」選特首願望成真。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從「一個適合、三個有利於」看人大決定
普選爭論的本質，不是要不要普選、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香港的管治權之爭。本港社

會有少數人不願意接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事實，不願意接受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企圖通過普選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普選本來就沒有什麼

「國際標準」。評價香港普選制度的好壞，關鍵是看是否做到「一個適合、三個有利於」：

即是否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是否有利於「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推進，是否有利於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否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人大決定對特首普選制度的核

心要素作出明確規定，恰恰是「一個適合、三個有利於」的普選框架，解決了困擾香港社會

的重大難題，為香港民主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更為香港未來更好地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

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說，按人大決定落實普選，是一件值得慶賀和歡迎的好事！

■姚志勝

8月31日傍晚，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2017普選正確決定公佈
之後，「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3人擂鼓
歇斯底里叫囂「不能接受」。筆者讀中學的孫女詫異問我：他
們為甚麼現在才擂鼓「出戰」呢？他們不懂得作戰是「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嗎？原來，孫女課本有《曹劌論
戰》，而標榜「學者」的戴氏3人卻未讀或忘了老祖宗的教
導，便犯了「三而竭」的錯誤，真是連儒生俗士都不如，怪不
得自己也宣告「佔中」已經失敗。
我回答說，「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曹劌告訴魯莊公未
可出戰的第一原因。戴氏3人，讀洋書，教洋學，領高薪，在
象牙塔裡錦衣玉食，全不知香港人求安定、要溫飽的草根要
求；帶洋眼，持洋心，本洋奴而看不見祖國的崛起和經濟已成
領頭龍；更忘了自身處在香港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直轄
市，17年前中央政府就已對香港實施全面管治，偏要以「佔
中」挑戰、脅迫中央政府交權。鄙者，見識狹小淺陋也，故這3
名書獃子夜郎自大，等到失敗才擂鼓聲嘶力竭言「戰」，真秀
才造反、儒生俗士之所為也。
魯莊公又說，「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以為這
樣就可出戰。但曹劌說，「小惠未遍，民不從也，故不可出
戰」。今戴氏3人，莫說衣食分人，自身連「佔中」都一毛不
拔，還要向人民募捐血汗錢，香港人哪會跟從呢？君不見，8月
31日「擂鼓」當晚，與會者不到2000，且呼應氣若游絲；更重
要的是，香港人已看出「三丑」為自己度身定做的「國際標
準」是有配合洋主子亂港、奪權、肥私、出人頭地的本質，故
鼓聲再大，民弗從也。相反，卻有150萬人簽名和25萬人遊行
反對戴氏的「佔中」亂港行為，使其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戴耀廷3人知法犯法，鼓吹「公民抗命」，抗的是香港賴以

成功的核心價值即法制，具體的行動是對抗基本法及其規定的
普選行政長官的原則、步驟和方法，要讓對抗中央政府的人
「出閘」當選特首。自己身為法律副教授卻扭曲基本法，必然
在法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3000多年前的魯莊公最後都懂「大
小之獄，必以情」而尊重法律的公平公正，今天的戴氏3人卻
抗法違憲以「佔中」來獲得個人私利，當然是再而衰，三而竭
了。
《荀子．大略》曰：「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蛻，如

蛾蛻變新生也；遷，改過自新也。戴氏3人，鼓吹「佔中」將
近年半而一事無成，除了學識不如中學生外，更阻撓不了中央
政府和香港人普選的誠意和決心，就應深刻反省，改弦易轍而
偃旗息鼓，奈何還喋喋不休彈奏「佔中」老調？莫非要頑而不
固，最後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乎？快快幡然悔悟，勿再作
亂害人，香港人還是會原諒你們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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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揚言要發動罷課，反對人大常委會決定，並聲援「佔領
中環」行動。看來「佔中」這極端政治運動已玷污了純潔的校
園，荼毒年輕人，未開學，先罷課，究竟策動罷課者是學生還
是政客？
每年政府投放大量資源給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以津貼八間
大學的資助學位課程，這是納稅人的資源，若個別大學生受他
人煽動後，動輒罷課或參與政治運動，甚至把大學變為「革命
基地」，未學行先學走，把專注力放在政治，以政治為業，荒
廢學業，是不務正業。也有些同學是在修讀副學位課程或自資
課程，父母含辛茹苦的供養，省吃儉用為兒女繳交巨額學費，
受人擺布罷課是白白浪費了家人的心血和付出，辜負了他們的
期望。
另外，個別老師若曠課或缺勤，除了是擅離職守，沒有履行

教職員法律上和道德上的義務外，也在影響學生研習，誤人子
弟；若以教師的身份鼓吹學生參與罷課或其他違法行為，是教
唆犯罪，也是失德行為，會被良心譴責，枉為人師，必須給家
長和學生一個交代。
家長供書教學，望子成龍，作為子女，應好好的報答父母養
育之恩，畢業後努力工作，貢獻社會。若被唆使、被誤導，糊
裡糊塗的參與了違法「佔中」，滋事者借機挑釁生事，局面一
旦失控，損傷流血難免，身體髮膚受諸父母，要愛惜自己，不
要置自己和他人於危險。另外，若因「佔中」被捕，視乎現場
參與程度，將會被落案控告行為不檢、公眾地方集會等多條罪
名，隨時留下刑事案底，影響投考公務員和大機構職位，「佔
中」累人害己，影響一生。
有些學生組織的成員，其實早已畢業，不再是學生，不能再
「享受」「學生」身份作擋箭牌。學生組織若假借「學生」名
義，卻只是一個政治寄生體，或淪為其他政治組織的傀儡，教唆
學生犯法，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出賣學生的利益。
以骯髒的政治手段污染校園，處心積慮，荼毒學子，敗壞社
會風氣；無論是學生組織還是個別教職員，若公然鼓吹他人罷
課，更是不合理，也不適宜。學生應該獨立思考，明辨是非，
別被他人利用誤導，不要道聽塗說，應謹言慎行，珍惜前程，
三思而後行，謝絕罷課，譴責犯法，反對暴力，堅拒違法「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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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理 人大決定啟動香港政改關鍵一步

《頭條日報》社評認為，「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議，定下三個閘口，包括組成一個一
千二百人的提名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辦法按
照之前特首選舉的規定；提名委員會將提名
二至三名特首候選人；而每名候選人均須獲
得半數以上提委會委員支持，然後由合資格
的香港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如果方案
順利通過本地立法，這個香港人渴望已久的
歷史性變革，將指日可待。……香港人一向
務實，先接受一人一票選特首，推動政制向
前走，日後再爭取優化提名安排，相信才是
大多數港人所樂見的發展方向。」

歷史性變革指日可待
《成報》社評表示，「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並不是終極的方案，不代表日後不能夠
再就普選行政長官的方式再作修改。儘管今
天的方案未必是最理想的，但多數香港市民
願意『袋住先』，因為香港再不能原地踏
步，希望香港政改邁出第一步，2017年能一
人一票選特首。這便是多數香港市民的共同
心聲。」
《星島日報》社評指出，「在人大公布決
定前，不同的民意調查都顯示，有超過半數

受訪者接受『袋住先』的安排，而認為應該
否決篩選方案者則由兩成多至三成多不等。
激進派勢必盡量催谷否決方案民意。只有支
持方案的民意，以大比例超過反對者，並且
折射出選民對下屆立法會投票的取向，重畫
『安全地帶』，才有機會促使議員掙脫綑
綁，奏完政改的第三部曲。」
《信報》評論文章認為，「從發展民主的
角度來看，『佔中』和否決2017 普選方
案，也是有害無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為落實全港500多萬選民一人一票普選
特首打開大門，從香港民主發展來看，這無
疑是一大進步。如果否決2017普選方案，等
同剝奪《基本法》賦予500多萬選民應有的
民主權利，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大損失。……
現在，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開啟普選特首
之門，如果我們能就此推動落實2017的普
選，放下政治爭拗，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那將為香港打開一條健康成長的
路，這才是明智之舉。」
《星島日報》評論文章指出，「自從全國
人大常委會定出二○一七年普選特首的框架
後，建制派和泛民反應迥異。建制派認為，
中央為了確保國家安全，而對特首候選人有

愛國愛港的要求。按照原有的四大界別來設
計提委會，除了確保均衡參與，避免民粹主
義，還有嚴格遵從《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循序漸進』的意味。由沒有一人一票到一
人一票普選政府的首長，始終是極大的進
步，香港史上從未有過。如果二○一七順利
無礙，日後『漸進』討論提委會的組成也不
遲。就像人類上月球一樣，雖然只是踏出一
小步，卻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放下成見承擔責任支持決定
《明報》評論文章表示，「普選的權利一
旦給予港人，便難以收回。若我們今天放棄
這權利，2047 年是否可以得到？『百鳥在林
不如一鳥在手』，而且只有在實行特首普選
的前提下，才有憲制空間討論立法會的改
革，否則連立法會的改革也放棄。香港特首
的普選，對全中國也是歷史性的一步，將是
中央管轄的33 個省級單位的首個行政首長
選舉，對推進中國民主進程有劃時代的意
義。……如果香港市民普遍接受在人大決定
的框架下進行普選，筆者希望泛民朋友能放
下成見，承擔歷史責任，按民主精神作出決
定。」
《am730》評論文章認為，「泛民把對政
改不滿，說成是中央不信任港人，其實不公
道，也是顛倒是非的，其實泛民一直作繭自
縛，放棄理性對話，轉趨激進對峙，設下
「佔領中環」這敗筆，滿以為脅迫中央，才
落得今天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其實信任是雙
向的。人大決定確實是中央主導、中港互
動，在連場聽取港人意見之餘，其實泛民多
次回絕中央善意，才是破壞互信基礎。不過
香港社會對人大決定卻出奇地平靜，社會上
不少人都讚許今次決定審慎穩妥。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普選邁出第一步，還是值得
支持，值得推許，值得擁抱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問題一錘定音，明確

了行政長官普選的原則和制度框架。輿論認為，人

大決定完成了政改「五步曲」的第二步，如果順利走完立法會通過、行政

長官同意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法定程序，香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就

可以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

歷史新跨越。人大決定既是一項重大法律決定，也是一項重大政治決斷，

既體現了中央堅守普選須按基本法辦事和特首人選須愛國愛港的普選底

線，又表明了中央落實香港特首普選的堅定立場，有利於香港社會更好地

凝聚共識，達成普選目標，走好香港政制發展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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