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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蘋果日報》的報道，「港獨」團體在遊行中
高調亮相，完全是為了11月的區議會選舉作準備。反
對派在「佔中」失敗之後，提出要加強「本土主義」
的宣傳，要製造「香港獨立」的輿論。但是，他們又
擔心由傳統政黨出面搞「香港獨立」，是一場「豪
賭」，很可能一敗塗地，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反對派
有心搞「獨立」，卻「無膽闖禁區」，唯有採取兩手策
略，搞一些外圍組織鼓吹「香港獨立」，繼而參加選
舉。如果輸了，反對派政黨立即和這些外圍組織撇清關
係；如果「偷襲」得手，就可以公開宣稱這些組織是反
對派政黨的「青年軍」，彼此是一家人。這種「一分為
二」的掩眼法，恰好說明反對派作賊心虛，他們知道搞
「港獨」必然會引起中央的警惕和反制，是死路一條。
所以他們採取隨時可以金蟬脫殼的詭計，妄圖僥倖一
博，企圖「兵分兩路，暗渡陳倉」。

兵分兩路 暗渡陳倉

種種跡象表明，反對派堅持「我要真普選」，強調
不要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要在政制上另外搞一
套，完全不是為了爭取普選，他們是為外部勢力效
力，要把香港的政權「從中共手裡奪回來」。「我要
真普選」和「港獨」好比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都是為
了奪權而存在。

香港大學學生會及其機關刊物《學苑》，一再提出
要「搞香港獨立」，其實是反對派和其培植的學生組
織分工合作。換句話說，學生組織明目張膽提出「香
港人是一個民族」，要推行「港獨」，要「建立香港
的軍隊」，「港人面臨滅族，而有一場徹底的本土抗
赤革命，方可自救」，「以武抗暴就是唯一的選
擇」。《學苑》更有恃無恐地表示：「不會有犯法的
問題」，「因為基本法二十三條並沒有立法」。反對
派高調鼓吹「港獨」，也很有機心。他們公開說，現
在我們是講「獨」，但未有採取行動。所以，現在的

「港獨」，並不是「搞港獨」。所以，香港一直以來
沒有「港獨」。如果中央高調介入和處理這個問題，
或者在政改問題上採取保護國家安全的措施，那麼，
一定激起港人的反彈，即使不想「港獨」，最後也要
走上「港獨」的道路。反對派就可以說，「港人獨
立，是中共迫出來的。」因此，中央若能採取寬宏大
量的做法，在政制上讓步，香港就不會有「港獨」。

要脅中央在政改上讓步
還有一些反對派口頭上從來不說要搞「港獨」，實

際上卻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他們公開
說，中英聯合聲明就是香港的憲制文件，由於英國有
份簽署，所以英國有權介入香港的政改。他們提出普
選要符合「國際標準」，要搞「公民提名」，不要基
本法四十五條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也不要人大常
委會關於政改的決定。他們提出「香港人命運要自
主」，卻絕口不提「一國」，只會不斷地談「兩制」
的分隔，只要求照搬西方的選舉方式。戴耀廷發起的
「佔中」，就是要和中央平起平坐，拿「佔中」的
籌碼和中央談判，要求中央放棄在香港政制的主導
權。他們認為香港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政治上根
本不必對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承擔任何責任；在經濟

上，卻高談闊論國家應該給予香港各種優惠，向香港
開放市場，香港應該享受國家給予的各種好處，香港
的政治制度則要向西方靠攏。這實際是一種「獨港」
的路線，他們即使不提出「港獨」的口號，但和「港
獨」僅僅是一線之隔。

「港獨」「獨港」一路貨色
「港獨」和「獨港」好像略有區別，其實，它們的

策略完全一致。在關鍵時刻，他們就會提出和中央討
價還價的條件。「港獨」會說，滿足我們的要求，我
們就不搞「港獨」。《學苑》的前總編輯梁繼平在一
個論壇上公開說：「我們願意以『港獨』作為談判的
籌碼，如果有真普選，我們就毋須再討論港獨。」這
種策略，和戴耀廷的「佔中」如出一轍。只要中央答
應他們取消人大常委會決定，允許「公民提名」，他
們也不會「佔中」。

「港獨」和「獨港」完全是一路貨色。在「我要真
普選」遊行中，出現大量「本土主義」的新組織，強
調繼續鼓吹「港獨」，舉起港英旗；而走在遊行隊伍
最前列的，就是策動「佔中」的搞手。這兩種人互相
呼應，互相勾結，扮演不同的角色，最終都是為了扼
殺按照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進行的普選。

高天問

「真普選」遊行高舉港英旗 暴露「港獨」圖謀
反對派舉行所謂「真普選」遊行，當中有團體高舉「香港獨立」、「復興香港」等旗幟，

有人更舉起港英旗，祈求復辟殖民主義政權。可以看到，反對派所鼓吹的「真普選」，完全

是「掛羊頭賣狗肉」，目的就是要搶奪中央在香港政改的主導權，繼而把香港從中國的版圖

分離出去，不承認「一國兩制」，企圖推動「香港獨立」。

「民陣」周日的遊行，是反對派
在「佔中」之後第一次大規模動
員，各反對派政黨為了檢驗「佔
中」之後形勢，也大力發動支持者
參與，但最終人數卻遠低於「民
陣」預期，他們說有一萬三千人參
與，警方則說六千多人，兩者取其
中，大約是八、九千人。不論從哪
個角度看，這都是反對派大規模遊
行的最低點，也是反對派的基本盤
人數。即是說，在「佔中」煽動出
來的青年人，都沒有聽從反對派的
號召重上街頭。

周日遊行慘敗 反對派兩面不是人
對於遊行人數極低，可以有兩個

分析：一是反對派經過「佔中」、
「不合作運動」之後的民望再創新
低，得罪了主流中間市民，連反對
派原來的溫和支持者也看不過眼，
所以採取「無聲的抗議」。二是激
進的支持者也不認同反對派，指他
們太過「軟弱」，不敢擺明車馬發
動暴力衝擊，不敢高呼「香港獨
立」。在兩面不討好之下，令到
「民陣」遊行人數大減。不過，有
一個事實可以斷言，就是反對派現
時正處於兩面不是人的境地，鬥激
不夠激進派、「城邦派」、「港獨
派」；行溫和路線又沒有政治勇
氣，怕被狙擊，左支右絀，所以才
有梁家傑一邊配合「港獨派」走激
進路線，一邊在立法會上卻立此存
照，表示不支持「港獨」的荒謬。

面對這種不利局勢怎麼辦？怎樣
止蝕？在周日的遊行其實正透露出
反對派的最新策略，就是「大黨潛
水，化整為零，成立B隊，喬裝出
擊」。在周日遊行中，除了一班遊
行常客的反對派政黨之外，也湧現
了大批在「佔中」後新成立的組
織，出來借遊行曝光兼籌款，當中
包括70多名「佔中」人士在約半個
月前成立的「我們是未來」，他們
已揚言會大舉參與今年的區議會選
舉。還有由公民黨「好友」任建
峰、近日「臭名遠播」的港大法律
學院院長陳文敏妻子蔡家玲，公民

黨執委兼梁家傑「愛將」黃鶴鳴等人創立的「法政
匯思」，這個組織根本就是公民黨B隊，與黎廣德
的公共專業聯盟一樣，都是打專業之名，實為公
民黨的衛星組織，為公民黨吸納一些不支持政黨的
人士。另外，也有大批激進青年組織在遊行當日大
張旗鼓宣傳，而他們不過是「人民力量」、社民連
等同一批人而已。

大黨潛水化整為零
現時的情況似曾相識，當年2003年「七一遊行」

之後，反對派也湧現了大批所謂民間組織如「七一
人民批」等，掩飾政黨的背景，大舉「空降」區議
會狙擊建制派候選人，利用「政治素人」、年輕等
背景，大打政治牌，「橫掃」了大量議席。現在所
不同的是，反對派當年是強勢，現在是弱勢，但相
同的是，反對派同樣要掩飾政黨身份，原因是經
過「佔中」一役後，反對派政黨背景已是「負資
產」，既然如此，不如「明修棧道，暗渡陳
倉」，盡量安排一班「生口面」的青年或專業人
士，組成不同的組織，打不同的旗號，吸引不
同的團體。反對派政黨刻意與他們劃分界線，但
卻暗中向他們提供資源及策略，最終目標就是要
對準區議會選舉，一方面喬裝打扮以吸引一些青
年、中間派；另方面就算反對派政黨大敗而回，
這些B隊也有可能搶回一些議席，減低損失。套
用一句財經術語，就是要進行「對沖」。

要達到這個策略，反對派首要之務就是要與這些
新組織作出區別，為此甚至要上演「苦肉計」，互
相批評一番，而任建峰也裝作對公民黨立場不以為
然，目的就是如此。但反對派算盤能打得響嗎？恐
怕不容易：一是這班人的底細外界早已看清，掛出
另一個牌子就可以騙得市民，只是他們一廂情願。
二是區議會選舉的非政治化本質，將令這些大打政
治牌的組織有力難施。反對派隨時會賠了夫人又折
兵。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2月1日舉行遊行。原計劃下午2
時從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4時到達中環遮打道行
人專用區，並集會至午夜。但在維園聚集的市民稀稀拉
拉，其後隊伍由一輛貼標語的貨車帶領，2時45分才
走出維園。遊行由「佔領運動」期間的被捕人士帶頭。
據報道，人數比他們原先預計的要少很多。這種強撐的
「遊行秀」非要登台亮相，組織方和背後的勢力究竟是
要鬧哪樣?

反對派：執意杯葛政改諮詢
民陣是香港親反對派的一個組織，每年都要發動元旦

遊行，今年推遲到2月1日，是因為盯上了特區政府之
前啟動的第二輪政改諮詢，遊行打出的口號是「我要真
普選」云云。

香港第二輪政改諮詢啟動後，市民踴躍參與，紛紛發
表意見完善具體方案。如果順利進行，按照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決定實現2017年普選，將向前邁進一大步。然
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香港反對派自然不會善罷甘休，
而會多方干擾。於是，打「真普選」的幌子杯葛第二
輪政改諮詢的遊行，就在香港「佔中」後痛定思痛的社
會氛圍中逆勢登場了。

在民陣發起遊行的同時，保衛香港運動等5個團體也在
尖沙咀發起集會並派發支持政改的傳單。保衛香港運動發
起人傅振中表示，希望有一個對比鮮明的聲音，讓市民知
道社會上大部分人都支持政改。而最新文匯網友的評論，
更是直指反對派「得寸進尺，禍害連連，有法不依，遺禍
至深」。也有網友對反對派表示厭煩，「今天要這，明天
要那，今天鬧番(翻)天，明天甚至鬧獨立。」

港人：往前看化解心結
對杯葛政改諮詢的訴求，許多香港人士表示不以為

然，希望能夠往前看化解心結。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評論說，有關普選的「真與假」
討論是假命題，因全世界沒有一套大家都認可的政治制
度，如果有人堅持要用自己的一套制度才願意通過政改
方案，是不負責任的。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理事長吳天賜表示，他在
香港住了超過50年，熱愛香港。「我希望香港安定繁
榮。在英治時代，香港有自由沒有民主。回歸之後，香
港安定繁榮，和平發展，但有些人卻披民主的外衣，
口頭上講『真民主』，但只是想香港亂，將『香港』變
成『臭港』。大家一定要搞好香港，不要被『有心人』
所破壞。」

香港社會有部分人至今仍堅拒接受人大「8．31」決
定，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認為，很多人不了解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的憲制地位，希望政府能夠多做宣傳工
作，避免再出現如「人大決定不一定要跟從」般的「奇
特」說法。

有港人擔心，2017年的普選方案是「終極方案」，
因此寧願選擇原地踏步。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劉江華強調，選舉法例會隨時勢而演變，「不可能一
成不變」，「如果今天能夠邁開第一步，將來逐步完
善，這就是循序漸進的概念。」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1月31日表示，政改方案將來做出
任何的進一步修改，都會是一種優化。中央和特區政府
的官員曾表示，在2017年普選落實後，香港政制仍有
向前發展的空間。若反對派議員能在這方面作更肯定回
應，中央和特區政府應認真考慮各種訴求。

主流民意：不要折騰和「走秀」
2月1日民陣遊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由「佔中」期

間的被捕人士帶頭。作為組織方，民陣卻早就「撇清責

任」，表示無法擔保集會結束後參與人士的動向。
據悉，警方為此派出1,500名警員維持秩序。警方嚴陣

以待，就是為了防止在集會後再次出現「佔領」場景。不
過參與遊行的學聯及學民思潮似乎在「佔中」碰壁後學聰
明了，他們都表示遊行後「不會有後續行動」。

但表面的平和下，近期香港某些社會思想依舊暗潮洶
湧。剛被特首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的港大學生會刊物
《學苑》，在其1月號上再度刊登文章宣揚「港獨」意
識。該篇文章竟歌頌暴力，說什麼向警方投擲磚頭、以
鐵馬衝擊立法會是「暴亂公民權」。其謬論受到香港社
會廣泛批評。

之前在1月26日早晨，位於香港新界的李兆基中學的
外牆，被人分別用黑漆及藍漆噴上「香港建國」及抹黑
警方的粗言穢語字句。而在剛剛過去的香港馬拉松舉
行期間，上百名「佔中」者先後撐起黃傘參賽，又高
舉黃色「佔中」標語，甚至把標語往跑道上的參賽者
手裡硬塞，企圖「騎劫」這項國際體育盛事，將賽事
「染黃」。其行為引起許多參賽跑手的不滿。

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決定，已為香港普選畫好了
路線圖。前一階段「佔中」行動的發生，正是因為香港
部分人和一些勢力試圖繞過基本法，推出他們屬意的特
首產生方法，為此什麼都可以不管不顧，不惜搞亂香
港。但中央的立場十分堅定，港府的工作穩步推進，特
區政府在施政中越來越明晰「一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香港的主流民意也越來越體認到「佔中」等行為的危害
性，不希望激進力量把香港變成「政治擂台」或「政治
秀場」。當前香港人心思穩，他們不要折騰，不要「走
秀」，而要還香港一個寧靜祥和，才有可能再創繁榮。
這些主流民意，都是香港從事社會活動者不能視而不見
的。

（本文轉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香港市民看厭反對派「政治秀」

顧敏康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拉布」積民怨 理應規制

據報道，短短數年間拉布的次數已經達6次之多：
（1）2009年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撥款；（2）
2012年的《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3）2012
年的長者生活津貼；（4）2013年的《撥款條例草
案》；（5）2014年的《撥款條例草案》和（6）上月
末的漁業發展貸款基金撥款。雖然拉布在世界各地可
以找到事例，但香港個別議員在短短數年內的拉布次
數和強度應該也可以上健力士紀錄了。

拉布有弊無利
拉布，通常是少數派議員用超長演說或辯論拖延有

關審議、用缺席使開會人數達不到法定要求而流會等
方法去阻撓有關議程的通過。支持拉布者認為，拉布
是為了阻止不得民心的議案通過，履行對政府的監察
職能。反對拉布者認為，拉布浪費公帑、浪費時間、
濫用民主制度，不僅妨礙施政、癱瘓政府，而且最終

受害的是廣大市民。
拉布的存在本是基於尊重少數議員的表達自由。雖

然一直有人批評香港缺少民主自由，但個別議員可以
毫無顧慮地進行拉布，這恐怕也是香港立法會的一大
特色。但是，表達自由從來就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沒
有限制的。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對法國《查理周刊》爆
發血案事件發表評論說，言論自由是有限度的。言下
之意十分清楚：物極必反！

拉布是否應該受到限制，應該從幾個方面進行判
斷。首先要看拉布者反對有關議案是否有針對性和切
中要害。如果拉布者故意用冗長和毫無建設性的演
講，或故意製造流會等方法去阻擾某項議程的通過，
那麼，這種行為無論如何體現不出議員對政府的監察
本意。2012年的拉布中，有關議員提出的不少修正案
都是「序列式」修訂，內容相近，毫無建設性。這種
拉布反而給人浪費納稅人錢財和胡攪蠻纏的感覺。

其次要看拉布者所說的「不得民心」議
案是否真的不得人心。事實上，六次拉布
中，不少涉及民生問題，這些議案是否得
民心就要看市民的整體反應。香港亞太研
究所於2014年5月20至22日晚就拉布爭
議進行了一項電話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63.7%的受訪者表示，不贊成立法會議員
為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而於審議政府財政預
算時拉布，贊成的只有13.5%，21.2%則
表示「一半半」。對於有議員為爭取全民
派一萬元而在財政預算案的議案上拉布，
更有68.5%受訪者表示不贊成，贊成的僅
有8.8%，20.5%表示「一半半」。在「一
堆一爐」的撥款問題上，不贊成議員因此
而拉布的受訪者有 61.9%，贊成的只有

11.0%，而表示「一半半」的則有23.6%。事實勝於雄
辯，民意反對拉布！

第三，「佔領行動」結束後又出現拉布行為，是否
表明拉布者已經將拉布與「不合作運動」綑綁？就上
周五針對漁業發展貸款基金撥款案拉布而言，即使個
別議員對政府撤回包括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及紀律
部隊更換設備等4項議程有不滿，其拉布應該過於牽
強和不合理。因為他們有足夠的管道去討論或批評政
府撤回4項議程，而不應該置漁民的生計於不顧，對
有關議程橫加拖延。如果個別議員是為了拉布而拉
布，並不是為了真心實意地實施對政府的監察職能，
這種具有明顯政治目的，不顧議案是否合理而一味拉
布的作為，難以逃脫是否濫用表達自由權利的質疑。

第四，有人將「拉布」的英語（filibuster）譯成普
通話，說拉布就是「費力把事拖」，的確很形象。從
經濟學角度看，這種「費力把事拖」的做法無疑說明
拉布者在製造低效率和做無用功。事事拖延，為拖而
拖，表面上看是為了打擊政府，最終受害的是香港大
多數人的福祉。所以，這種拉布行為既難以得到香港
大多數人的支持，也會積累民怨。

必須制約拉布
反對派個別議員在立法會展開「不合作運動」，令

關乎民生的多項議程如公務員加薪、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等無法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這與他們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的誓言也是相衝突的。對
於這些個別議員為了反對政府而無視民生疾苦、一味
拉布阻撓的行為，香港市民既不能無動於衷，也不能
一味將怨氣僅僅出在政府身上。只要存在無理拉布，
政府即使有心做事也無力作為。所以，香港市民應該
對拉布有清晰的認識，對無理拉布積極發聲制止。

香港的報章應該加強有關報道，將個別議員的拉布
演說進行詳細剖析，將有關議員缺席的理由詳列出來，
讓廣大市民切實認清他們的拉布行為是否合理。

過去，立法會主席曾經根據《議事規則》所授予的
權力，對拉布作出「剪布」。香港高院對拉布與剪布
之爭的判詞已經表明，只要是合理剪布，法院不會輕
易介入。從長遠看，應該早日修訂《立法會議事規
則》，對拉布和剪布的相關條件作出明確規定。

昨日，行政長官梁振英指出，有部分議員阻撓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希望他們能停止拉

布。近幾年，由反對派個別議員主導的「拉布」行動日益升級，拉布已經成為他們阻撓有

關議程、進而阻撓政府施政的重要手段之一。拉布浪費公帑、浪費時間、濫用民主制度，

不僅妨礙施政、癱瘓政府，而且最終受害的是廣大市民。香港市民應該對拉布有清晰的認

識，對無理拉布積極發聲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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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浪費公帑拉布浪費公帑、、浪費時間浪費時間，，損害市民利益損害市民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