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責任編輯：藍清湖

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
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四十天

學生頭目美領師父過從甚密
「顏色革命」金池 港大學者任董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違法「佔領」行動被

質疑是由外部勢力在背後策劃的「顏色革命」，昨日

有傳媒報道，指中文大學香港美國研究中心近日與指

揮「佔領」行動的學生領袖過從甚密，該中心研究主

任侯儒楷更大有來頭，曾是屢次干預港事的美國駐港

總領事夏千福的師父。另外，由著名「金融大鱷」索

羅斯設立的、在東歐多個國家支持「顏色革命」的

「社會開放研究組織」（OSI），董事一欄更赫見有

香港大學學者陳婉瑩的名字。

曾鈺成：「佔中」愈拖愈危險

匯豐調查顯示，受到「佔領」行動影響，

本港上月私人企業經營環境顯著轉差，創3年

來最差的水平。由於外圍經濟復甦緩慢，香港

經濟本已面臨嚴峻挑戰。曠日持久的違法「佔

中」，不僅直接衝擊零售、旅遊、飲食業，而

且影響整體營商情緒，須引起各界高度重視。

目前，歐美經濟表現疲弱，歐盟委員會預

期歐元區今年GDP增長0.8%，低於今年春季

預測的1.2%，明年GDP增長亦由1.7%下調至

1.1%。就在美聯儲結束QE3的同時，日本出

人意料地再推天文數字的量寬措施，意圖擺

脫通縮，反證日本經濟未走出低谷。美國剛

結束的國會中期選舉，執政民主黨慘敗，最

主要原因之一亦是選民不滿奧巴馬振興經濟

乏力。面對外圍的不利環境，香港本可以依

靠內地的優勢保持快速發展。然而，「佔

中」卻令香港陷於新的困境。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活力都市，是國際金融

中心、熱門旅遊點與購物天堂。但「佔中」

癱瘓交通，擾亂秩序，嚴重打擊投資者投

資、遊客消費的意慾，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漸

漸浮現。日前，匯控亞太區副主席兼行政總

裁王冬勝表示，「佔中」已令部分國際投資

者決定暫停原定在港的投資或集資計劃。澳

洲及意大利已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的統計顯示，10月份來港旅遊的

外國遊客減少了3.5%，11月初數據進一步擴

大，減少了12.6%。外國遊客通常是高消費、

商務型的旅客，這類遊客減少帶來的影響，

將會反映在旅遊及零售業的萎縮上。擁有260

個會員的香港及澳門意大利商會會長，形容

「佔中」對已立足香港的意大利公司來說是

一場災難，直指事件損害香港的營商環境。

香港作為細小的經濟體，很依賴外資投

資、遊客消費來支撐。「佔中」破壞營商環

境，動搖投資者和遊客的信心。香港的企業

九成是中小企，一些企業在「佔中」的打擊

下難以支持，最後要減薪裁員甚或倒閉。打

工仔要勒緊褲頭過日子，反過來又影響消費

市道，造成惡性循環，香港經濟將元氣大

傷。因此，要求「佔中」退場的民意日益高

漲，理工大學日前公布的民調顯示，73.2%受

訪市民認為「佔領」人士應即時退場，就是

擔心「佔中」影響到經濟民生。「佔中」若

繼續對抗民意，仍不撤退，將會輸得很慘。

（相關新聞刊A2版）

匯豐發出警號 「佔中」影響營商
非法「佔中」發動一個多月來，背後的「港

獨」圖謀頻頻浮現，暴露了「佔中」是借普選挑

戰中央對香港的主權，其底牌是「港獨」。但

是，中央對香港的主權不可挑戰，香港與祖國的

關係密不可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對港人的關

懷一以貫之，任何人企圖搞「港獨」必定失敗，

包括港人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絕不答應。

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中，英方的花招實

質都是置中國主權於不顧，企圖將香港變為獨立

的政治實體，但英方的企圖已經破產。回歸後，

絕大部分港人反對「港獨」，這是客觀事實。雖

然說香港根本沒有任何「獨立」條件及依據，但

這不等於香港沒有人想搞「港獨」。回歸以來，

反對派已經屢次鼓吹「民族自決」分裂國家，並

屢次搞變相「公投」謀「港獨」。這次「佔中」

對中央全面管治權和憲制責任的否認，其要害就

是否定「一國」、否定國家主權，其底牌是將香

港視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搞「港獨」。

「佔中」挑戰中央主權，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

撤回政改決定，出現「命運自主」、「港人自

決」、「2014 香港獨立」、「香港民族論」等

「港獨」標語和口號。「佔中」勾結「台獨」，

出現「兩獨合流」傾向。反對派還計劃搞辭職變

相「公投」，承接「雨傘革命」。這些都暴露

「佔中」組織者和幕後操控者變相製造「港獨」

的圖謀。

但是，「一國」主權事關民族大義，事關港人根

本福祉，絕大部分港人對「一國」主權的認同毫不

含糊，豈有被反對派縛到「港獨」戰車之理。回歸

17年的香港，一路櫛風沐雨，渡過種種難關，離不

開國家的鼎力支持。每當香港遇到困難和彷徨之

際，中央都全力支持香港克服困難，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特別是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大力度、

高密度、寬範圍地出台支持香港發展的舉措，充分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對港人的關懷。17年來

一系列挺港政策的背後，是中央履行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賦予的全面管治權和憲制責任。

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央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

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三個堅定不移」是中央對港一以貫之的基本方

針政策。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揮香港在

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

就必須反對任何將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和搞

「港獨」的圖謀，這不僅符合國家利益，也符合

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

「佔中」的「港獨」圖謀必定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鄭治祖）最新民調
指逾七成市民促請「佔領者」退場，香港特區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日前表示，香港絕大多數人非常珍惜法
治，「佔領中環」愈拖下去，危險性愈高，更會令香
港沒有足夠時間完成政改程序，如果政改方案無法通
過，對香港的影響將很難想像。
曾鈺成日前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香港沒有任

何人預料到「佔領中環」非法集會發展成現在的規
模，愈拖下去，危險性將會愈高。他相信香港絕大多
數人非常珍惜法治，但儘管經常說「法治是香港的核
心價值和社會基石」，不過大家其實想得不多，反正
認為法治是理所當然的，而現在「佔中」有助於加深
一般人對法治觀念的認識，也加強了對法治重要性的
了解。

憂無足夠時間完成政改程序
被問及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可否普選產生時，
曾鈺成強調，一定要盡一切努力讓它成功，這樣才能
促成一個變局和突破。現在香港處於非常關鍵時刻，
而2017年如果能實現特首由普選產生，將對香港發展
非常重要，但「佔中」推遲了各方面討論政改的時
機，「如果『佔中』再延續下去，我們根本沒有足夠
時間去完成香港政改的程序。」他強調，如果政改方
案無法通過，對香港的影響將很難想像。
曾鈺成日前應九龍東潮人會會長楊育城邀請，到該

會的會所向到會100多名會董及青年會員講述《當前

香港的政改情況與「佔中」運動的性質》。

如何「收科」考驗各方智慧
他強調，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及社會基石，決不

能有任何動搖，而「佔中」對香港這個法治社會的
「百年老店」有着非常大的衝擊和影響，故相信「佔
中」得不到民意支持，也不可能持久，估計不會延續
很久的。至於如何「收科」，就得看各方的政治智
慧，及外國勢力的滲透和涉及程度去到甚麼程度。
他並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

關，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而且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並非沒有作調查研究就
倉促作出，而是經過多方聽取廣泛意見，並經深思熟
慮，尤其是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及程序而作出來之決定。
曾鈺成指出，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第四
款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
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聲明並沒有提及香港特首須經普選的要求與字
眼的，香港可以進行「普選」這二字是1990年的香港
基本法中才第一次出現的。普選是中央政府自己提出
來的，因此這次英國政府在香港的「佔中」問題上，
一直不敢聲稱中國政府「8．31決定」違反《中英聯
合聲明》。
他又反駁香港反對派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是「中央失信於民」、是「民主大倒退」等
說法，是不符合事實及不實際的。

昨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東周刊》報道，有傳中文大學香港美
國研究中心（港美中心）近日與學生領袖過從甚密，該中

心的研究主任（Executive Director）是侯儒楷（Morton Hol-
brook）。

前美駐瀋陽總領事 調教夏千福
報道說，侯儒偕原是美國重量級外交官，曾在1990年至1993年
期間擔任美國駐瀋陽總領事，主要針對朝鮮的外交及情報工作，
而夏千福早年在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工作時，侯更是夏的
其中一個師父。侯在退休後轉行做學術研究，專長是國際政治
學，於2000年來港加入港美中心。
報道說，港美中心成立十多年，香港八所大專院校通識教育教

材設計都由該中心包辦，更於今年初舉辦培訓班，培訓「佔領
者」如何示威。

陳婉瑩：OSI無資助港民主發展
該刊又報道，由索羅斯設立的「社會開放研究組織」（OSI）及索羅斯國家基
金，在東歐多個國家支持「顏色革命」，包括2003年在格魯吉亞推動「玫瑰革
命」，資助反政府的青年組織、傳媒，倒閣後的新內閣更有4人曾在索羅斯的基金
會工作，佔內閣總人數達五分一；2004年在烏克蘭推動「橙色革命」，最後由曾
為索羅斯的基金會屬會董事的尤先科贏出總統重選，索羅斯更於「橙色革命」中投

放近5億港元。據統計，OSI於過去30年投放近120億港元，推動東歐國家的民主
發展。
此外，OSI董事之一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陳接受該刊訪問
時，聲稱OSI沒有資助過香港組織或人士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也沒有直接或間接資
助「佔領」行動，「基金會好少在中國活動，因為索羅斯知道中國問題好複雜，亦
有在中國投資，點會在香港支持『佔中』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日本媒體日前報道稱，美國國務卿克
里最近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會晤時，要
求中國解放軍不要干預香港的「佔中」抗
議。對此，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回應稱，
該報道毫無依據。他又表示，「佔中」打
亂了港人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破壞了
法治。崔天凱強調，無法治就無民主。
日本共同社日前報道稱，楊潔篪10月訪
美，在與克里會談時，談到了香港的「佔
中」問題。克里要求中方不要出動解放軍
武力干預，楊潔篪對克里的要求表示強烈
反對，強調這是中國的內政，如何處理要
由中國決定。崔天凱指出，自己全程參與
兩人的會談，期間沒有聽到克里這樣說。
據香港鳳凰衛視報道，崔天凱強調，香

港的事情是中國的內部事務，「香港是中
國的香港。可以說，沒有其他人比我們更
加希望看到香港好、國家好。不管怎麼
說，『東方之珠』首先是東方的，還有
『請別忘記永遠不變黃色的臉』。」
另據南華中文網報道，崔天凱表示，香

港的問題並非民主，而是法治，港人應尊
重和維護法治，但「佔中」打亂了港人的
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破壞法治。他強
調，無法治就無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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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圖)上月全程參與楊潔篪與克里
的會談。 中新社■曾鈺成表示：香港絕大多數人非常珍惜法治。 新華社

■侯儒楷。 資料圖片

■陳婉瑩。 資料圖片 ■「佔領」行動昨天踏入第三十九天，一名女警在旺角「佔領區」前的路障外執勤。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