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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近期
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報告》（簡稱「民情報
告」），清楚闡述了廣大市民希望落實普
選、反對違法表達政治訴求的民意，「佔領
中環」以失敗告終正說明違背民意不得人
心。

杯葛諮詢破壞普選
若各界細讀「民情報告」，會發現報告中
詳細闡述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到
「佔領中環」行動結束期間的重大事情和民
意情況，其中包括反對派的訴求，平實客觀，覆蓋面廣，沒有任何立
場，客觀反映民情。「民情報告」主要是向中央報告香港近一段時間的
情況，然而，反對派對於「民情報告」卻是「雞蛋裡挑骨頭」，實質是
為反對而反對。
反對派更漠視政府的第二輪政改諮詢，認為「無必要」，在政務司司
長宣讀聲明時不僅離席，更高舉黃色雨傘，將「機不可失」政改口號改
成「得不償失」。立法會的「離場show」更加說明反對派議員的不負
責任。種種跡象表明，反對派議員惡意杯葛政改諮詢，根本不是積極努
力參與討論促成普選，為香港未來民主發展出力。個別反對派議員甚至
不惜揚言辭職而發起所謂「變相公投」，更加是癡人說夢話。果真如
是，此議員既得不到反對派普遍支持，建制派亦普遍反對，落得「內外
不是人」的局面。

堅守基本法人大決定框架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框架必須堅守，在第二階段的
政改諮詢尚有不少討論空間。例如提名階段的「入閘」門檻；競選過程
怎樣體現公開公正透明；候選人人數及產生辦法；具體一人一票的制度
如何運作等等。可見第二輪政改諮詢需要討論的內容也非常重要。社會
各界應該聚焦在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之下討論以上這些具體安排，不
要再浪費社會精神時間，討論違反或企圖架空人大決定的「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三軌制提名」、「名單制提名」、「白票守尾
門」、「最低投票率」等制度。
第二輪政改諮詢，亮點多，討論空間大，反對派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
應該切實從香港福祉出發，改變對抗的態度，理性踴躍建言，集思廣
益。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包容是民主發展的基石，只有適當的妥協才能
推動香港民主政治的進步。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是香港政制頭等
大事，無論是激進的還是溫和的反對派都應該以大局為重，落實第二輪
政府政改諮詢，不要再進行「無益」的「黃傘show」、「離場show」。

■蔡 毅

柯創盛
民建聯中央委員、觀塘區議員

實現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及全體港人的共同願望，在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下，政改方案獲得
通過，全港數百萬名合資格選民將可在
2017年直接選舉行政長官。這會是香港歷
史上的大事，也是國家民主發展歷程上的一
件大事。
根據基本法，政改方案必須同時爭取到三

分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行政長官同意，以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備案才能夠落實，如
此嚴謹的程序確保了將來通過的政改方案必
須為各方面所接受。故此，求大同存小異，
切實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框架下凝聚共識
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到了普選路的最後關
頭，反對派卻依然鼓吹一些違反基本法的方
案，甚至提出要求撤回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口
號，挑戰政改的憲政框架，這不但無助於凝
聚共識，更只會進一步激化分歧，最終令政
改拉倒。

說實話，每個人對普選的理解或許都不
同，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最佳普選方
案。可是，若人人皆固執於心中的方案，寸
步不讓，社會上是永不可能達致共識的，政
制發展亦只能不斷原地踏步。

扼殺普選「反民主」
所以筆者很同意梁振英特首和譚志源局

長的看法，繼續堅持一些無可行性的主
張，不惜否決政改，拒絕妥協，只會白白
扼殺數百萬選民的投票權，令政制原地踏
步，失去更民主、更進步的空間，這顯然
是一個「反民主」的決定，是違背多數市
民意願的，也不利於香港的社會和諧及穩
定繁榮。
毫無疑問，普選必須依循基本法及人大決

定，這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不能退讓的底線，
無論反對派的口號多響亮，或經過多少輪諮
詢也好，在原則性問題上，終究是不存在妥

協空間的。現在
距離普選行政長
官 只 差 一 步 之
遙，難道香港永
不 能 跨 越 這 一
步？
政制總是在不

斷發展的，任何
更民主、更進步
的可行方案便是
好方案，為何反
對派寧願政制原地踏步，也不願通過一個更
民主的制度呢？策略上，先邁出新一步，落
實一個更民主的方案，然後再繼續完善整個
制度，又有何不可？在追求一個完美制度或
原地踏步之間，應有更踏實的選擇，先通過
一個更進步的方案，繼而不斷完善，繼續推
進，肯定更行得通，也更符合廣大市民的利
益與期望。

推進民主須務實

■柯創盛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堅守「一國」原則 遏制「港獨」蔓延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發表任內第三份
施政報告，對「一國兩制」作重點闡
述。他重申香港是中國一部分，香港的
權力來自中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絕
對自治」，更不是隨意自治。他又指
出，年輕人關心政治是值得令人開心的
事，但必須對偏離基本法的主張有所警
惕。梁在施政報告中並引用了香港大學
學生會的刊物《學苑》作為例子，其
2014年2月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
自決》，2013年《學苑》更編印一本名
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要
「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梁振英
表示對《學苑》以及其他包括「佔中」
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政府必須保持警
惕。

慎防求學之地變「港獨」溫床
梁的講話以及種種證據說明，社會憂

心的「港獨」勢力抬頭並非空穴來風，
尤其對於作為高等教育主要陣地的各大
院校，應慎防求學之地成為 「港獨」滋
生的溫床。要保障香港長遠發展，必須
遏制「港獨」繼續腐蝕年輕人的思想，
堅持「一國」為大前提，尊重香港的現
狀、國家憲法以及基本法的規定。
去年是香港經歷諸多波折的一年。在

2015年伊始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用
了相當多的篇幅闡述「一國兩制」和政
制發展問題。尤其是對於「一國」大前
提下，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
特別行政區，彼此的關係如何劃分，社
會一直缺乏認知，這也是政府重申「一
國」概念的原因。拋開「一國」談「兩
制」、談政治發展、談民主自由都是紙
上談兵，也忽略了香港最基本的現實狀
況。這也是之前「佔領」行動所犯的最

大錯誤。

「港獨」主義抬頭 須當頭棒喝
剛結束的「佔中」，美其名為以

「公民抗命」反對人大常委會決定，
事實上是通過違法示威行動，意圖架
空基本法有關香港政制的安排，以選
出與中央政府唱反調的行政長官，變
相要奪取香港管治權。激進反對派的
一系列行動，其本質是覬覦香港主
權，具有「港獨」傾向，是「港獨」
勢力抬頭的徵兆。而「雙學」等學生
組織在違法「佔領」行動中的積極參
與，以及在行動結束後仍然試圖發起
一系列阻礙政府施政的行動，這讓人
不得不警惕「港獨」正滲入院校，對
一眾高校生造成誤導。
「佔中」期間的種種跡象，顯示外部

勢力正以各種方式入侵香港，干涉香港
內政以及政制問題。「佔中」過後，各
派對峙行動仍然存在。政府目前大力推
動第二階段政改諮詢，而反對派則堅持
「不合作運動」，要落實普選方案，目
前的情況難以樂觀。社會秩序暫時得到
恢復，但內部矛盾仍需要較長的時間來
緩和。社會應保持警惕，防止香港事務
被別有用心人士利用，動搖香港社會的
穩定，衝擊香港賴以發展的法治基石。
針對目前社會的政治環境，不少人士

擔憂政改將會再次原地踏步，導致特區
政府日後施政更加舉步維艱。社會矛盾
得不到解決，行政和立法長期難以調
和，拖慢政府運作效率，關係重大的民
生政策難以通過落實，最終影響的是香
港社會大眾。近年來各界對於政改的意
見分化，加上「佔中」的干擾，導致各
派人士要「選邊站」，在政改上各執一
詞。這種政制上對立的局面將蔓延到其

他層面，各派
議員難以在立
法 會 達 到 共
識，爭論持續
不休，最終將
影響香港的競
爭力。
香港民主進

程需要依法落
實，並維護國
家安全。一旦
政改受到外部勢力的侵擾，則談不上真
正的「港人治港」。「港獨」正是在這
樣的背景下抬頭，它的出現與外部勢力
的介入政改互相配合，對此港人應該警
惕。香港已回歸祖國十七年，但一部分
人仍存在認識誤區，人心的回歸仍待完
成。政府在施政報告中重申「一國兩
制」內涵是當頭棒喝，這是香港社會需
要堅定維護的最高原則，也是政改的最
高指標。

盡快重推國民教育
施政報告中對青少年教育及發展也提

出了相應的政策，包括：成立三億元的
「青年發展基金」、資助創新青年發展
活動、協助青年人創業、試行資助及支
援香港與內地學校學生的專業交流合作
等。政府在青少年政策上的迅速回應讓
人驚喜：一方面為青年的發展提供更多
機會和平台，鼓勵年輕一代創新創業，
為個人的發展、社會人才的培養拓寬渠
道；同時加強香港與內地學生的交流，
為緩解兩地矛盾，增進兩地了解，同時
增加香港學生身份認同感提供了有效的
途徑。
「佔中」之後，年輕一代的教育問題

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尤其是國民教育
的重要性得到社會的重新檢視。國民教
育本就是各國教育體系的基礎課程，但
之前國教的推出卻被反對派抹黑為「洗
腦」而遭到擱置，長期以來香港學生對
於祖國歷史、文化傳承、國情國策等認
識不足。國教長時期的空白，亦使得
「港獨」有機會趁虛而入。政府及時提
出年輕一代的教育和發展政策，具有高
瞻遠矚的目光。

香港是中國轄下的特區，香港的命運與祖國相連，搞「獨立」
沒有出路，只會葬送香港的未來。施政報告對「一國兩制」的重
點闡述，是呼籲社會正本清源、努力達成政改共識的苦心之舉。
遏制「港獨」勢力更是維護國家主權，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必要
舉措。只有認清基本問題，香港社會才能腳踏實地踏出普選之
路，推動香港政改走向新里程。

■張學修

反思「佔中」教訓 法治是香港基石
施政報告一開首就提到本港政制問題，指出目前香
港要在落實普選和原地踏步之間作抉擇，要警惕偏離
《基本法》的主張，強調本港的權力來自中央，在
「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
「絕對自治」，更不是隨意自治。要實現普選行政長
官，必須符合《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
關解釋及決定。施政報告引言部分強調，法治是香港
的基石，香港的民主必須是法治下的民主；在追求民
主的同時應依法守法，否則便淪為無政府主義。施政
報告如此重視法治，相當罕見，明顯是針對「佔中」

破壞法治的惡劣行為，向港人發出警號，深刻反思
「佔中」帶來的嚴重後果和教訓。
在「佔中」期間，有人公然非法霸佔道路，抗拒警

方執法，甚至連法庭頒發的禁制令也置之不理，有人
散播「抗法絕不等同不尊重法治」、「政治可凌駕法
治」的歪論，本港法治遭到前所未見的衝擊。特區政
府展開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後，反對派更揚言會發動更
多「抗爭」行動，甚至再次「佔領」；有立法會議員
鼓吹「辭職公投」推翻人大決定，要重啟政改諮詢，
企圖達到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真普選」，
反映「佔中」破壞法治的後遺症持續發作。梁振英在
宣讀施政報告時，更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官方刊物

《學苑》，不斷鼓吹「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港
獨」言論。日前，梁振英又呼籲港人關心外部勢力插
手香港政治的問題。事實證明，「佔中」不僅破壞法
治，損害香港繁榮穩定，阻礙落實普選，更可能令香
港變成顛覆國家的基地，影響國家主權、安全和利
益。因此，重振法治權威，堅守法治精神，才能防止
「佔中」死灰復燃，切實維護香港市民的共同福祉，
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利益。

抵制「佔中」「港獨」 免港陷災難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香港作為

法治社會，「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
部分，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也是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本保證。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上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時指出，
中央政府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推進政制發展。習近平主
席還提出「三個有利於」；香港政制發展應該從本地
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應該有利於居民安居樂
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而非法「佔中」導致的混亂，令香港
社會和市民付出沉重代價，不利香港市民安居樂業，
不利社會繁榮穩定，不利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更凸顯維護法治不能有
片刻鬆懈。法治是民主及普
選的基石，沒有法治根本不
可能實現普選，香港唯有尊
重法治，堅持在香港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的軌道上推進政制向前，必須堅決抵制借
普選的名義鼓吹「民族自決」，搞變相「港獨」，才
能避免香港陷入政爭不息、社會動亂的災難。

依法處理「佔中」搞手彰顯法治精神
「佔中」雖然結束，但是香港法治面臨的挑戰依然

嚴峻。目前，警方正在着手拘捕、檢控「佔中」搞
手，反對派就指當局「政治迫害」、「秋後算帳」。
這說明「佔中」搞手不甘失敗，不斷玩弄司法程序，
千方百計推卸罪責，逃避檢控，動搖現行司法制度，
繼續破壞本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任何
人、群體或組織都不能凌駕法律之上，違法就要受到
法律的制裁，不能獲得格外優待。這是法治精神的重
要體現。特區政府、司法機構一定要以無懼無偏的精
神，不受任何政治因素左右，堅持依法處理「佔中」
違法者，切實維護本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肩負維
護「一國兩制」的責任，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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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違法者放縱 就是對守法者傷害
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題為「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此次施政報

告將尊重法治擺在極其突出重要位置，反映非法「佔中」嚴重衝擊本港法治，動搖香港最重

要的社會根基，損害香港的穩定，更危及國家安全。施政報告強調法治，有的放矢，擊中要

害，對當前香港社會形勢具有強烈針對性。「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是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國家安全的基本保證。法治不容妥協，有法

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是法治精神的重要體現，對違法者的放縱就是對守法者最大的

傷害，執法機構必須堅持依法處理「佔中」違法者，切實維護本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確

保普選沿着合憲合法的正軌落實。

■沈家燊

申
不
平

本月17日，正在印度訪問的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對印度外交部智庫發表演說，表示中印兩國有主權爭議的「阿魯納恰爾
邦」地區是「印度領土」，更呼籲印度與日美加強合作，共同應對中國崛
起等「地區的不穩定因素」。日本外相刻意漠視歷史事實，在中印領土之
爭趨向和緩之際又蓄意挑起事端，實際上是要挑撥中印關係，拉攏印度靠
近日美同盟。日本的拙劣表演，反映安倍政府並未改變圍堵中國的政策，
更說明安倍是亞洲和平的麻煩製造者，理當受到各國譴責。

「阿魯納恰爾」本屬中國領土
印度的所謂「阿魯納恰爾邦」，源於印度非法侵佔中國西藏的門隅、洛
渝、下察隅三個地區。這些地區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並受中國西藏地方政
府直接管轄。此地區的領土爭端，屬歷史遺留問題。1914年，英國殖民主
義者炮製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中國歷屆中央政府都不予承認。1947
年印度獨立後，不僅繼承了英國對中國部分領土的侵佔，而且進一步侵佔
中國大片領土，於1953年擴展到「麥線」。1962年10月，印度在邊境向中
國發動全面武裝進攻，中國進行自衛還擊。1987年2月，印度在非法侵佔
「麥線」以南的中國領土上建立所謂「阿魯納恰爾邦」。中方此後多次嚴
正聲明，絕不承認非法的「麥線」和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並要求印
撤回所有越線設點的軍事人員。
由於歷史遺留的問題，兩國邊界問題，包括「阿魯納恰爾邦」時有爭
議。但自印度新總理莫迪上台後，中印領導人加強溝通，雙方漸趨向以務
實態度平息領土之爭。2014年9月30日，兩國邊防部隊按照雙方商定的步
驟順利完成同時回撤，恢復了有關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兩國的領土問題，
是中印兩國事務，與日本無關。但日本外相竟然就兩國邊界問題發表不符
事實的說話，不但罔顧基本外交禮儀，更是蓄意挑起領土爭端，挑撥離
間，破壞中印關係的意圖昭然若揭。

安倍乃亞洲最大的麻煩製造者
近年，安倍一再散佈挑釁中國言論，接連拋出「『侵略』未定義論」和
「參拜靖國神社有理論」，在亞洲四處點起火頭，挑起爭端，成為亞洲地
區最大的麻煩製造者。在東北亞，安倍政府堅持孤立和遏制中國的政策，
在釣魚島問題上屢屢擺出「不妥協」姿態；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也是
一意孤行，引來二戰受害國的強烈指責；安倍更借南海問題大做文章，在
美國的支持下，日方鼓動菲律賓和越南不斷挑釁中國，製造事端。在國
內，安倍處心積慮復辟軍國主義，挑戰戰後國際秩序，拋棄和平憲法束
縛，製造地區緊張局勢。時至今日，安倍已成為亞洲安全的最大隱患。
此次日本外相借領土爭端問題挑撥中印關係，同時拉攏印度向日美同盟
靠攏，不難看出也是延續安倍政府一直以來「打壓中國」的外交套路。絕
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明白，中國一直推動睦鄰政策，推動周邊國家共同發
展；相反日本卻不斷在區內煽風點火，製造對立，破壞亞洲和平，損人不
利己。日本的拙劣表演只會令自己處於更孤立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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