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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章社評昨日指出，「檢視政改爭議一年
多以來，隨着連串事態，包括今次的佔領行
動，一些人恐怕影響了中央的判斷，隱伏着香
港被分裂出去、外部勢力幕後推動革命，甚至
鬧『獨立』的憂疑。無可否認，中央十分關心
香港，但是在那麼多港人以實際行動爭取民主
普選，如果提不出具體證據證明有人利用政制
發展對付中央、變相搞『獨立』，那就難以使
港人信服。」社評言下之意，就是將「佔中」
定性為「顏色革命」，指「佔中」志在挑戰中
央主權搞「獨立」，就屬於「嚴重誤判」，難
以令人信服。但將「佔中」視作港版「顏色革
命」真的是「誤判」？當然不是，對此，大可
用事實來說話。
路透社於10月28日在兩個「佔領區」進行

了一項調查，聲稱有45%示威者支持「香港
獨立」，55%反對。另外，該調查亦指試圖了
解示威者追求民主的動機，於121份書面調查
之中，59%的受訪者稱，反對中國加強對香港
的控制，是他們參與這次行動的主要動機。
這個調查透露了一個危險的信號：就是「佔
中」已經成為了「港獨」思想的溫床。多年
來各個民調都顯示，「港獨」在香港並沒有
市場，但在兩個「佔領區」卻有45%示威者
公然支持「港獨」，近6成人更指是因為「中

國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才令他們參與「佔
中」。為甚麼會出現這些錯誤的觀念？正是
由於「佔中」而來。
「佔中」打出所謂「真普選」旗幟，實質

就是要脅迫中央接納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方案。「佔中」堅持一個並非國際標準
的「公民提名」，真正目的就是推翻基本法
規定的提名委員會制度，擺脫中央對特首普
選制度的決定權，確保反對派候選人能夠成
功「出閘」參選，並且藉普選奪取香港管治
權。他們以「真普選」來包裝奪權圖謀，並
以「佔中」作為威迫中央的籌碼。中央堅定
底線，拒絕就範，「佔中」搞手最終孤注一
擲。所以，從本質上說，「佔中」就是要否
定中央對港主權，將香港視為一個政治實
體。明顯帶有濃厚的「顏色革命」色彩，意
圖將香港引向「獨立」之路。
從具體行動上來說，「佔中」背後有大量外

國勢力介入的身影，近期傳媒接連揭露「佔
中」以及反對派背後的龐大神秘資金來源，當
中主要就是來自美國國務院資助的機構；而西
方國家及媒體對「佔中」明火執仗的支持；學
聯等組織高舉的「自治」「自主」旗號，以至
與「顏色革命」如出一轍的行動策略及部署，
都很難令人不懷疑背後有外國勢力插手，目的

是在香港發動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這個憂
慮及判斷絕非過慮，而是以事實作基礎的判
斷，相信任何國家政府都不會對這樣規模的政
治動亂等閒視之。如果類似行動發生在美國，
華府恐怕早已引用叛國罪處理。試問將「佔
中」稱為「顏色革命」，何來錯判之理？相
反，如果對「佔中」等閒視之，任其將香港當
作獨立政治實體，排斥中央主權，令「港獨」
歪風不斷蔓延，後果將更不堪設想。正如古語
有云：「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
矣。」
最諷刺的是，反對派對於涉及「一國」的政

策往往高度敏感，動輒上綱上線，例如基本法
二十三條立法、推行國民教育等，本屬理所當
然之舉，卻被反對派大肆抹黑，稱為「懸刀於
市民頭上」。如果以同一個尺度衝量，將現時
「佔中」行動視作「顏色革命」以及「港
獨」，絕對是有事實依據。請問何來「嚴重誤
判」呢？
中央對香港事務的判斷，都是出於維護香港

長遠利益，維持香港社會長治久安的角度出
發，並且進行了廣泛的調研及論證，絕非輕率
作出。社會各界理應對「佔中」加倍警惕，市
民更不應視作一般的表達訴求行動，而忽略其
危害性。

將「佔中」定性港版「顏色革命」何來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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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走上破壞法治的道路
「佔中」行動由佔領中環改為佔領港九主要幹道之
後，造成了與民為敵的惡果。數以百萬計市民生活受
到影響，各行各業特別是小企業陷入困境，業界營運
停頓，部分連飯碗都被打破。即使是支持「佔中」的
公民黨、民主黨進行的民意調查亦顯示，高達六成五
的受訪者認為不能接受「佔中」對日常生活帶來的影
響。相信一些參與佔領行動的同學，其家人、親屬和
朋友的生活乃至生計也受到影響。這些同學應反思，
這如何對得起含辛茹苦養育自己的父母？如何對得起
數以百萬計受到影響的市民？與民為敵的佔領行動難
道是同學們的初衷嗎？因此同學們是時候果斷撤退，
不能再為難自己的家人、親屬和朋友。
「佔中」發起人和組織者舉起「公民抗命」的大
旗，以違法作為行動號召，從一開始就已走上破壞法
治的道路。大律師公會10月8日就「法治及公民抗

命」議題發出的聲明，指出「公民抗命」透過故意不
服從法律去尋求改變法律的行徑，反而威脅到法律的
存亡。法治不僅是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基石，也是
香港市民普遍認同的主流價值，「佔中」大規模破壞
香港法治，正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擔憂，這可能令香
港由盛轉衰，因為一旦破壞政府運作、破壞法治根基
的手段成為新的政治範式，高效政府及廣泛法治意識
遭到破壞，無人可知能否修復，本港可能面臨長期政
治不穩定。曾俊華引用「摧毀羅馬」典故，啟示「摧
毀香港」絕非參與佔領行動的同學們的初衷，同學們
是時候果斷撤退。
「佔中」罔顧「世界上沒有一個唯一的政治體制或
者選舉方式是適用於所有人群和國家」的現實，不從
基本法和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鼓勵市民進行違法的
政治抗爭，實際是要拆除香港通向普選的法治軌道。
參與佔領行動的同學們的初衷是爭取落實普選，但佔
領行動堅持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寧願一拍兩

散，破壞市民的「普選夢」，這絕非同學們的初衷，
同學們希望有普選，就應果斷撤退。

對香港經濟的損害難以估量
「佔中」發生後，香港學者、金融機構和商會代表

分別發表報告評估香港的經濟損失，評估出來的損失
由數十億元至數千億元不等。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
授雷鼎鳴測算認為，從國慶節前夕「佔中」爆發至7
日，香港損失已達3500億港元；「佔中」每拖延一
天，這類顯性損失只會更多。更重要的是佔領行動對
香港經濟帶來的隱性損失，也就是因此而損失的機
會，香港青年賴以安身立命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就大大
減少。這些年來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的騷亂使香港損
失了多少機會難以計算。這難道是參與佔領行動的同
學們的初衷嗎？同學們為自己的前途，應果斷撤退。
「佔中」啟動後，迅速演變為騷亂，事實證明「佔

中」煽動暴民政治，導致局面失控，佔領行動正步向
暴亂邊緣，暴力「佔中」使香港成為暴戾之都、動亂
之都，這絕非港人之福。連日來，在旺角非法集結的
人士重新堵塞大範圍路段，更有部分激進和滋事分子
配備頭盔、眼罩和保鮮紙，以膠軟墊包裹手臂，手持
雨傘，有計劃、有組織地不斷暴力衝擊警方防線，導
致數十名警員受傷。相信參與佔領行動的同學絕非暴
民，在暴民政治泛濫、佔領行動步向暴亂邊緣的時
候，同學們更應果斷撤退。

「佔中」涉嫌觸犯多項
刑事罪行
法律界人士指出，「佔

中」行動發生至今，示威者
非法「佔領」以及各種衝擊行動，已涉嫌觸犯多條嚴
重的罪行。法庭10月20日頒布的臨時禁制令受到阻撓
未能執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佔中」主事者協助
及慫恿違反禁制令。「佔中」發起人聲稱法官判刑時
會考慮「公民抗命」因素，慫恿佔領人士違反禁制
令。但大律師公會10月8日就「法治及公民抗命」議
題發出的聲明指出，無論「佔中」行為的動機如何崇
高，「公民抗命」不能成為有關控罪的答辯理由。因
此，同學們不能聽信「佔中」發起人的誤導，高院決
定延長禁制令後，同學們應知所進退，遵守禁制令，
立即撤出佔領區是明智的選擇，如果不遵從法庭的禁
制令，會有嚴重的法律後果。
「佔中」發生一周後，不同政見的各界重量級人士

紛紛呼籲學生立即撤離抗議場地，以免危害自身的安
全。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
能、本港八所受資助大學校長，相繼發出「緊急呼
籲」，懇請學生立即撤離。這些懇請都是良藥苦口利
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現在，「佔中」發生已逾一
個月，「佔中」造成的嚴重後果都已浮現，同學們應
進行反思，盡快撤退。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學生應反思「佔中」逾月後果 盡快撤退
「佔中」行動已逾月，學生應反思佔領行動造成的嚴重後果，盡快撤退。「佔中」逾月造

成的嚴重後果包括：與民為敵、破壞法治、阻礙普選、損害經濟、煽動暴民政治、涉嫌觸犯

多項刑事罪行等等。這些惡果，相信與大多數參與佔領行動學生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現

在，「佔中」兩位發起人已回校復課抽身而走，學生應盡快撤退，避免充當炮灰，為「佔

中」主事者承擔法律後果。

■龍子明

高天問

「辭職公投」明目張膽搞「港獨」

反對派想把佔領行動延續到亞太經合會議之後，然後迫使特區
政府使用武力清場，製造悲情效應。現在突然搞「辭職公投」，
鼓吹「港獨」，把「佔中」變成長期對抗。反對派抗爭的花樣層
出不窮、沒完沒了，讓香港永無寧日。

「辭職公投」反對派內鬥難免
反對派政黨，日前與學聯、學民及佔中的各團體秘密商議，

計劃就政改發動立法會議員辭職補選，搞變相「公投」。據了
解，政黨和「雙學」均認同發動全民變相「公投」，可延續
「雨傘革命」積聚的群眾力量，深化爭取「真普選」行動。但
對「公投」的議題、由超級區議會議員辭職還是五區直選議員
辭職啟動「公投」，因為涉及不同山頭的利益而未有定案。有
建議指只需何俊仁一人辭職，進行超級立法會議員補選。這樣
一來，所有的選舉資源都集中到民主黨身上，其他山頭都要為
民主黨抬轎。民主黨一招乾坤大挪移，把所有能量都吸盡，龍
頭大哥的地位更加鞏固。這對其他反對派一點好處也沒有，於
是展開激烈爭論，認為如果要補選，應該群策群力，利益均
沾，各個山頭都要撈到好處。五個黨分工合作，每黨派出一個
人辭職最好，這樣就可以分區包乾，不會造成一黨獨大。如此
一來，公民黨和民主黨最吃虧。人民力量、社民連、工黨等小
黨可以趁機擴大地盤，吸收其他政黨的票源。「辭職公投」未
成事，一番內鬥在所難免。

企圖借「公投」散播「港獨」思潮

有消息指，「公投」的議題主要是是否支持政改方案、是否支
持「公民提名」。以戴耀廷為首的「佔中三丑」一直主張「電子
公投」，認為可以做手腳擴大影響，但是，有人認為，「6·22電
子公投」實際投票的人不足70萬人，而且無法驗證，阻止不了重
複投票，沒有公信力。經過爭論之後，「佔中三丑」改變了立
場，不再堅持「電子公投」，同意辭職補選的「變相公投」，通
過競選的宣傳渠道，把「香港人要自決」、「自己制定憲制」的
訊息帶到每一個社區，而那些留在佔領區無所事事的學生，可以
成為選舉的義工隊伍，讓謀求「港獨」的思潮在全港各區落地生
根。
「補選公投」後是否就會從佔領區撤退？這個問題反對派並沒
有解決。有人說，佔領區不必天天去，喜歡的時候就可以去。梁
家傑就說：「如果可以令佔領嘅群眾考慮將精力投放在新嘅運
動，提供條件令到群眾可能願意平安回家，到有需要時再回來，
係一個考慮。」但有人說，現在的「佔中」已經走到了民意的對
立面，引起廣大市民的反感，如果輸掉了民意，也就一定輸掉了
補選。搞補選造成選票低落，等同自己打垮自己。還有人說，選
舉需要龐大的義工隊伍，現在義工主力都集中在佔領區廣場。所
以，應該有退場安排，才可以騰出人手。如果「佔中」和選舉同
時進行，根本推動不了選舉。

「公投」違憲違法必一敗塗地
「雙學」則堅決反對退場，立場最為激進。「雙學」認為不能
單純搞「公投」，而要突出「香港獨立」的訊息。學聯的周永康
本身就是一個「港獨」分子。反對派政黨則認為，加入太多內容
入「公投」，就不像「公投票」。「公投」的內容必須簡單清
晰，否則就模糊了焦點，失去意義。所以，「公投」也要有「國
際標準」，要專業化，和外國的「公投」相似，要有學術和理論
的指引。不管如何，反對派各個山頭的利益沒有辦法擺平，利益
衝突嚴重，「公投」現階段其實是「煲冇米粥」。
反對派明明知道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沒有「公

投」的機制，「公投」的結果也不可能獲得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的承認。2010年由公民黨和社民連合搞的「五區公投」，投票率
只有17%，一敗塗地。現在照辦煮碗，故伎重施，還加上學聯的
「港獨」因素，香港廣大選民一定會強烈抵制，「公投」只會輸
得更難看。

反對派議員在這次違法「佔中」運動中，一直躲在

幕後。最近見「佔中」的「顏色革命」面目暴露了，

導致神憎鬼厭，嚴重影響香港市民的生活和生計，民

意強烈反彈，「還我道路」簽名人數已經超過133

萬。反對派唯有急急調整策略，為「雨傘革命」加

「續命湯」，開闢「辭職公投」的新戰場，企圖令

「佔中」遍地開花，在地區鼓吹「港獨」。香港廣大

選民一定會強烈抵制，「公投」只會輸得更難看。

■責任編輯：李坤乘 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佔中」已經持續個多月了，雖然同路人不斷游說退場，但是
學聯仍保持最激進的姿態，不僅拒絕退場，還要變本加厲繼續升
級，把對抗中央的行動升級到亞太經合組織高峰會的層面。周永
康公開宣布，要利用北京舉行的國際峰會的有利時機，借助國際
力量，要讓中國感受到壓力，答應他們「公民提名」的要求。否
則，他們就要揭露中央政府不答應給香港「真普選」。
周永康口中的所謂國際壓力，無非是引入「八國聯軍」，和
美國裡應外合損害中國的主權，引外國力量干涉中國內政，做
「現代吳三桂」而已。這種痴人說夢的話，說明周永康不學無
術，狂妄自大，不知道今天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形勢的發展。違
法「佔中」的操縱大權落在學聯手上，落在周永康手中，不知
進退，不遭到慘敗才怪。
周永康不僅與反對派關係密切，而且政治取態較之不少反對
派人士更加偏激，尤其是他的「港獨」立場相當明顯。他在香
港大學的校園內，不時穿上印有港英旗幟的T-shirt，反映對港
英時期的「懷念」，對中央政府的敵視。他曾經當過港大學生
會刊物《學苑》的總編輯，現在雖已卸任，但仍繼續影響現任
總編輯。《學苑》今年的2月號和9月號，都發表鼓吹「港獨」
的文章。今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本港政改作出決定之
後，有「台獨」團體隨即舉辦所謂「台灣公民團體聲援香港抗
爭」的座談會，邀請周永康出席並發言。周永康在發言中直
指：「未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相信『一國兩制』、高度自
治、『港人治港』，未來不會再提『民主回歸』，提出來的必
定是『命運自決』，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怎麼走下
去。」所謂「命運自決」，其實就是要排除中央對香港的全面
管治權，將香港當作一個政治實體，大搞「港獨」。
之前學聯和特區政府進行對話，周永康並不是希望解決問
題，對話一結束，周永康就攻擊特區政府「遊花園」，不接觸
實際問題，接着又提出更偏激的要求，把基本法當兒戲，立場
訴求態度反覆多變，阻礙對話達成共識，使對話無法進行下
去。日前，學聯又開出第二輪對話條件：一是特區政府向港澳
辦提交的報告，必須包括要求人大常委會撤回「831決定」的建
議；二是要求直接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主理港澳事務的中央
官員對話，心態膨脹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
現在周永康更得寸進尺要到北京去反映香港人的民主訴求，
實際是企圖在嚴肅的國際峰會場合，做小丑的角色，挑戰中國
的主權和尊嚴。周永康、學聯乃至「佔中」的示威者根本代表
不了香港人，他們毫無對話的誠意，甘當外國勢力的打手。周
永康尋釁而來，對付他的最佳辦法，就是拒絕他入境，讓他沒
有當小丑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