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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沒有「港獨」，是否需要打擊「港獨」？以
及香港能否「獨立」？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不少
香港及內地朋友過去把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以至放鬆
了對「港獨」的警惕。內地某報2012年10月31日社評
就提出以下觀點：「但凡對香港地緣環境稍有了解的
人都會相信，『港獨』是地地道道的偽命題」，因為
「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各角度看，都毫無哪怕是
成為一種有規模社會運動的可能性。」

反對派因地盤漸失而日趨右翼
但事實恰恰證明，正是這種混淆，令我們失去了在

龍獅旗首次在回歸後的香港街頭重現，「港獨」餘燼
剛剛重燃之際，就對其進行撲滅的時機。同樣是這篇文
章紀錄了，當時「被認為同『港獨』有關的激進分子亦
對媒體表示：他們實際追求的目標是香港的『真正自
治』，『不被中央政府干預』，談『港獨』只是一種口
號。」許多善良的港人以及不少建制派人士，部分是被
這種假象迷惑，部分則認為「把『港獨』太當回事反而
會擴大其影響」，進而寄望「港獨」自生自滅。
然則，殘酷的事實還是說明了，「港獨」並非「偽

命題」，這種極其危險的分裂主張，已經成為絕少數
港人用來對抗中央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絕對不能
坐視。

簡單地回首「港獨」近年在港蔓延，可以看到自
2010年香港學者陳雲炮製出了具有本土自治色彩的
「香港城邦論」，宣揚「極度自治」，到公民黨黨魁
梁家傑提出「公民民族論」，在在說明反建制力量面
對內地政治經濟能量日益強大，國際地位日益提升而
產生的極度不安。尤其是反對派近年在區選中不斷潰
敗；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中，支持反對派選民人數出
現「六四定律」（反對派得票六成，建制派四成）失
守趨向，更令反對派惶惶不可終日。反對派在溫和以
及激進間多次出現爭議以至分裂，部分勢力越來越主
張走上街頭，以不惜違法甚至暴力的方式爭奪民眾，
挑戰政權。「佔中」正是因此而起，而「港獨論述」
以至「港獨」行徑，就是其最右翼的表現。

「港獨」分子圖窮匕現走上街頭
最露骨的「港獨」宣示，以被特首點名的港大學生

會刊物《學苑》文章為代表。《學苑》2013年彙編文
集《香港民族論》，2014年2月號《香港民族 命運自
決》，同年9月號《香港民主獨立》，對「港獨」的理
論基礎和實踐模式展開了不加任何掩飾的直白論述。
而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月報》則在2014年10月號封
底，以「港獨」的33個具體願景進行聲援。
這些文章部分以所謂「本土意識」為由，探討「建

國」和「獨立」的可能性，聲稱「港人亦理應擁有自
己國家的權力，與世界其他各國平起平坐」。在《香
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一文中，更妄稱「香
港可成為主權國家」、「憲法可以重新由香港人自行
制訂」及「發展出一個完善的外交部」。字裡行間，
更暗喻中央為「其他國家」、「其他政府」，赤裸裸
地主張香港脫離中央管治。其他文章，則實實在在地
探討可以採用甚麼步驟，走向港人「民族自決」的目
標，例如怎樣確保水及能源不依靠內地，如何參考新
加坡模式建立軍隊，是否可以取得解放軍駐港部隊武
器，如何與「境外盟友」合作，包括「藏獨」、「疆
獨」、「台獨」，甚至結合廣東和廣西軍力發動嶺南
武裝起義，以及分析美日外力何者可以借助，包括中
日開戰時，透過美日扶植「香港獨立」等等。
值得留意的是，《學苑》最初發表的專題文章，尚

有「這樣做行不通」的句子來淡化鋒芒，後來卻愈趨
圖窮匕現，提出港人建國，主張將「港獨」訴求和爭
取民主連成一體，以「民主獨立」取代傳統「民主
派」的「民主回歸」，並借用公民抗命搞本土運動和
革命。有關人士不再止於學術研討，而是透過行動實
踐，滲入群眾運動，走上街頭。
去年長達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中，激進勢力一

波又一波的暴力衝擊，也正是在這股「香港民族自
決」、「民主自決」的陰風煽動下；在「雙學」首惡
分子「赤霾籠罩我城」的挑撥，以及升旗禮上背對國
旗，雙手交叉的挑釁下，一步一步地走向越來越明目
張膽的「港獨」或者「準港獨」！

極右議員操弄「港獨」不惜玩火
對「港獨」之所以再不能等閒視之，是由於其日益

實體化。本港媒體揭發一個號
稱為「反港府策略組」
（Against HK Government -
Tactic Team）的激進組織，
打出「革命」、「以武制
暴」，甚至「流血」、「HKWar」（香港戰爭）等旗
號，公開在網上教人以塗鴉以至縱火焚燒垃圾桶等手
段「對抗」特區政府，又詳細介紹如何製造煙霧彈
等，包括需要什麼材料，如何製作以至附上YouTube
教學短片。相關行為已明顯違法，警方必須立即採取
行動。
更令人擔心的，是反對派核心人士對「港獨」或明

或暗的贊同、包庇和支持。去年11月上旬，正是佔領
行動如火如荼期間，有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提出所謂
「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的
動議。這個動議雖然在地方直選和功能組別加起來只
得5票贊成，被大多數議員否決，但「全民制憲、重新
立約」的實質，是明白無誤地企圖推翻中央與香港特
區現行的憲制關係。可見「港獨」這一高危炸彈，在
香港政壇中絕對不乏有意玩火者妄想操弄。
雖說是「玩火者必自焚」！但筆者擔憂的，是這種
危險的「港獨」一如「佔中」，侵害百姓，破壞民
生，令香港各行各業與這絕少數的玩火者一起玉石俱
焚。當然，筆者完全認同「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從血
緣、歷史、文化等與內地的紐帶，都認同國家民族，
不會贊成『香港獨立』；若有需要，相信很多人會以
行動表明反對『港獨』」的觀點。但防微杜漸，絕不
容許「港獨」蔓延坐大，危害全體港人福祉和國家安
全，卻是特區政府以至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包括香
港市民的共同責任。

陳振東博士

對「港獨」亮出紅線不僅僅是政府責任
梁振英特首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首先就是「重法治」，強調社會不會姑息任何違法行

為。更在引言部分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主張「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明確指出少部分

「佔中」核心人物宣揚「香港問題、香港解決」的口號違反憲法。這一不同尋常的做法，顯

示出特區以至中央政府，對日益猖獗的「港獨」思潮已經高度警惕，亮出了絕不姑息的紅

線。

■陳振東

香港特區政府
正式就 2017 年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展開第二輪公眾諮
詢，主要在4個範疇廣泛徵詢民意：
第一，提委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第
二，提名的程序；第三，投票安排；
第四，其他相關問題。希望各黨派及
各界人士好好把握未來兩個月的諮詢
期機會，在全國人大「8．31」決定
基礎框架上踴躍發表意見，求同存
異、達成共識，一起商討出一個全社
會可以接受的方案，推動政改進程、
依法落實普選。
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是
全港巿民的夢想與願望，也是本港民
主進程的重要一步，政改方案最終能
否通過、得以實現，投票權掌握在議
員手中，冀望他們能肩負起歷史及社
會賦予的責任，以香港巿民未來前途
及福祉考慮，投下神聖的一票。然而
遺憾的是：日前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領導的「政改三人組」在議事廳提
交《2017 機不可失》特首普選辦法
諮詢文件時，有部分議員撐起黃傘
「杯葛」離場，這實在是不明智的做
法。
現階段政改已到了關鍵的時刻，是

向前邁進還是原地踏步，取決於民意
及議員的判斷與取捨。民意調查顯示
廣大巿民均認同「先接受」、「有得
選好過冇得選」。相比過往巿民只能
「坐在屋企睇電視」無法參與，特首
由1200名選委會成員選舉產生；將來
合資格的選民可行使自己的選舉權
利，利用手中一票選出心目中的特
首，本港政制無疑是前進了一大
步。落實是次普選後可於2020年普
選立法會議員，令本港的民主發展
更趨完善，何樂而不為？日前李嘉
誠博士就政改發表講話：「期望政

改方案可以獲得通過，使香港的政
治發展可以行前一步」、「如果原
地踏步，對香港的損害是無可估計
的，香港人會成為大輸家」。全國
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坦言，經過
了違法「佔中」的深刻教訓後，香
港的廣大巿民及全國港澳研究會的
專家學者們都在反思：「香港的民
主之路到底應該如何推進。」這些
都是實事求是的明理之言。
其實從次輪諮詢的議題來看，可以

發揮的空間更大，更具民主性及公平
性，在人大決定的框架內注入了一些
新元素，包括由原先建議參選人要取
得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可研究
降為十二分之一，即100人已够，令
「入閘」門檻降低，民主化的成分增
加，釋放出中央政府希望落實普選的
誠意，是史無前例的創舉。可惜某些
議員並不領情，堅持「公民提名」才
是「真普選」，否則便不「收貨」，
令普選停滯不前；並計劃辭職，啟動
「變相公投」，這樣一來不但浪費公
帑，在政制發展上亦將付出沉重的代
價，剝奪500萬合資格選民可以投票
選特首的機會，最終亦不可能迫使中
央及政府重啟「政改五步曲」。爭拗
必會為社會帶來內耗，阻礙各項發
展，這是大家都不願見到的情況。
希望大家放眼未來，持不同政見的

議員不要錯失良機，以大局為重，放
下成見、回心轉意，提出合法合理、
務實求真的建議，做出符合港人利益
的抉擇。參與勝於抵制、和諧勝過分
歧，結束紛爭，落實普選，選出愛國
愛港、有利國家安全發展和整體利
益、有利於落實「一國兩制」及香港
繁榮、穩定的特首，帶領香港面對未
來的挑戰，為香港前途及巿民安居樂
業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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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日前發表施政報告，當
中第七章「青少年教育和發展」，提
出「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興
趣和認識」、深化學生生涯規劃、資
助學生到內地交流、倡議成立「青年
發展基金」等多項措施，在在值得重
視。
首先，正如特首在「引言」明確
指出，青年應「充分了解國家與香
港之間的憲制關係」。觀乎港大學
生會刊物《學苑》所謂「香港自
決」的謬論，特首對《學苑》和
《香港民族論》的評論是出於對青
年人的關切。反之，《學苑》前編
輯認為特首干預學術和言論自由云
云。問題是，為何青年學生竟會提
出「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如斯危險
的主張？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自
由，提出「香港自決」之議本質上
有乖事實，甚至有分裂國土之嫌。
眾所周知，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部分青年人顯然不了解基本
法，若然認識，仍然提出此等議題，
就是排拒接受基本法的心態使然。觀
乎近年所謂的「本土意識」萌芽，提
出「蝗蟲論」，乃至有人舞動「龍獅
旗」，足見「港獨」思潮不可不提
防，防微杜漸，特首提出警惕之聲，
理所當然。正因如此，施政報告提出
「更新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的課程內
容」，至關重要。筆者認為，香港青
年人對中國近代史，以及中英兩國就
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基本法草擬的漫

長過程、香港在過渡期，以及九七回
歸後的種種發展，其實不甚了了。青
年熱衷政治，值得讚賞，但他們的見
解往往只流於「想怎樣便要怎樣」，
甚至只懂硬搬西方的一套，思想主觀
和褊狹是部分青年人的通病，而再追
問他們看法的依據，多說不清。他們
未能溯本追源，未能認清凡事有其歷
史發展軌跡。如是，鞏固青年人對歷
史事實的認識，不應忽視。
第二，施政報告提出「資助學生在

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到內地交
流」，這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建議，值得
支持。筆者認為，這些交流活動，不應
是浮泛的觀光，而應是具深度的生活體
驗，形式可以是做義工、考察和實習
等，不拘一格。讓香港學生與內地青年
人交流學習和生活，了解兩地在文化
上、發展上的異同，從中培養青年人包
容的胸襟，了解彼此尊重的重要性。
第三，特首倡議成立三億元的「青

年發展基金」，以配對方式，協助青
年人創業。目下，部分青年人埋怨社
會上流機會不足，或懷才不遇，基金
的創設，正好為青年人提供創業資
金，讓有創意、有能力的青年能發揮
所長，貢獻社會。
總的來說，施政報告中有關青少年

的舉措，值得支持。然而，施政報告
甫出，部分青年人便「條件反射」式
群起而攻，他們應先認真讀一遍施政
報告全文，方下評論，不然，只會又
再一次犯上以偏概全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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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壹週刊對教育局舉辦的中小學生內
地交流計劃作出不正確的報道，本局表示
遺憾，並在此澄清，以正視聽：
(一) 該報道指「薪火相傳」國民教育

活動系列委員會成員，曾參與審批內地
交流計劃資助，變相「自己人批給自己
人」，有關報道並不正確。「薪火相
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委員會成立的目
的是推動國民教育的發展，有關的網上
平台，旨在發放內地交流活動資訊。教
育局並沒有向該平台作出撥款，有關平
台的委員會亦無權審批由教育局資助的
內地交流計劃。
(二) 文章指本局向有關人士輸送利益，

絕無此事。「同根同心」、「同行萬里」
等不同系列的內地交流活動均由教育局託
辦，行程安排及相關的招標程序，全由教
育局負責。過去五年，共約20間機構成功
獲本局委託，提供服務。
(三) 文章指有關人士過去五年，透過承

辦內地交流計劃涉及的公帑逾三億，資料

與事實不符。過去五年，教育局資助內地
交流計劃的總支出約為二億二千萬。相關
資料曾經向立法會提交，讓公眾人士知
悉。
(四) 內地交流計劃並非「洗腦」團。各
個內地交流計劃與學校課程相互結合，以
加深和鞏固學生課堂的學習，亦讓他們親
身體驗國家歷史文化、
經濟科技等不同方面的
發展，有助學生拓闊視
野，從多角度認識國
家。內地交流計劃普
遍受學校及家長歡
迎，參加者大都認為
活動能達到預期的學
習目標。再者，學生
均以自願性質參加所
有內地交流活動。除
學生外，每團均有學
校教師隨團指導學生
學習，促進學生從多

角度思考。家長亦可參閱教育局的相關
通函和出席簡介會，了解交流計劃的行
程路線及學習重點。本局相信教師會發
揮專業精神，學生亦有獨立的思考能
力，重申不應將內地交流學習活動政治
化及抹黑為「洗腦」活動，還這些活動
一個公道。

中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正面睇

楊孫西

堅決反對「港獨」謀求均衡發展

以法治為核心推動政制發展
眾所周知，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不是獨立政體，而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區，故有人公然鼓吹或發表
「香港獨立」這一類言論，是完全不恰當的。香港發生了曠日
持久的「佔領」行動，參與的青年人表達的訴求具有偏激的
「本土意識」，以至是「港獨」思想，而《學苑》所說的「香
港民族自決論」，更是眾多「本土意識」中最為激烈，中央及
特區政府有必要加以批評指出、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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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佔領」行動可以看出，香港少數青年對
「一國兩制」存在錯誤理解，忘記了「一國」的大前提。特首
在施政報告中，重申「一國兩制」的概念，希望香港青年人能
明白「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所謂「香港民族自決」
等主張，更是離經叛道，完全背離「一國兩制」精神。施政報
告引導香港青年充分了解國家與香港之間的憲制關係，務實討
論政制發展。

加強青少年教育和發展工作
在施政報告中，青少年政策成為新熱點。從大、中、小

學，直至幼稚園都有詳盡的計劃，重在加強年輕一代認識國
情、創造條件培養更多人才。具體的香港青年政策，主要有以
下幾點：培育本地人力，為年輕一代創造更多元化和具前景的
就業機會；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到內地交流；
大幅增加香港與內地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的數目；與內地各省
市研究擴大和加深交流合作，拓寬香港青年人視野。特區政府
還有意與非政府機構合作設立青年創業基金，涉及金額約5至
10億元，同時推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資助青
年人創新與創業。
施政報告指出，教育局會更新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的課程

內容，加強師資培訓，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興趣和認
識，及擴闊國際視野。報告提到，特區政府要求各院校認真檢
討財政狀況，並盡量將盈餘以不同方式回饋學生，例如減學
費、向清貧學生提供獎學金或助學金等。此份施政報告，固然
不可能滿足香港青少年的所有訴求，但是它具有重視香港青少
年教育和發展的施政理念，並且推出一系列確實可行的政策，
讓香港青少年有充滿美好的未來。

廣納人才發展創新科技經濟
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城市，廣納四方人才是香港從小漁港發

展成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重要因素。事實證明，人
才因素決定香港的未來發展。香港經濟要大發展，首先應改變
人才結構。施政報告提出，香港將推行實驗計劃，吸引已移居
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的第二代回港發展。放寬現有「一
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
劃」下的逗留安排，調整「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綜合計分
制，吸納更多擁有優秀教育背景或國際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才來
港發展。同時，研究制定人才清單，吸引高素質人才。
學者預言，新經濟的浪潮已經出現。施政報告在創新和科

技方面用了很大篇幅，可謂是濃墨重彩。施政報告提到：科學
園第三期將於2016年全面投入運作；建議向「創新及科技基
金」注資50億元；開展「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
心」第一輪申請工作。學者認為，香港需要加強創新科技發
展，使經濟模式更多樣化，而大眾對教育的觀念也需改變，給
年輕人提供更多空間發展創新科技。應該看到，香港在創新科
技方面一定要與內地合作，這樣才能產生多方面的益處，除了
落戶香港的內地科技企業會在港納稅外，也能增加港人的就業
機會，促進兩地學者之間的互動交流。

2015年 1月 14日，特首梁振

英發表了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

令人關注的是，梁振英在發表施政報告時，點名批

評港大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指其去年2月以

《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出版封面專題，前年又編

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尋

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梁振英指出，不能不

警惕《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學生領

袖的錯誤主張，他又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

的政界人士勸阻。社會各界人士認為，在「一國

兩制」的大前提下，鼓吹「港獨」是完全不恰當

的，更會將香港推向危險的邊緣。

揚清激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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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鴻爪

■香港師生到內地交流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