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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生
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之後，張曉明主任作為
中央政府駐港最高負責人，在今年的新春酒會致辭時
也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規矩，
不能容許藉口高度自治而排斥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散布「港獨」言論，甚至公然以非法方式與中央政府
搞對抗。這是對「港獨」言論及行為的當頭棒喝，同
時提醒香港各界要高度警惕有人公開鼓吹和煽動「港
獨」。

「港獨」言行日趨明顯必須警惕
近年，反對派搞亂香港、搶奪管治權的企圖日趨明

顯，鼓吹煽動「港獨」的言行愈演愈烈。開始時，有
部分反對派中人在遊行示威時高舉港英旗、英國米字
旗，叫喊「香港建國」及「脫離中國」等口號；其
後，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明目張膽鼓吹「港
獨」議題，散播「港人面臨滅族，只有一場徹底本土
抗赤革命，方可自救」等驚人言論；去年爆發的非法
「佔中」，本質上更是挑戰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權，是一場受外部勢力支持的「顏色革命」，宣揚香
港「命運自主」、「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根本就是
「港獨」行動的預演。
「港獨」嚴重違反香港基本法和中國憲法，衝擊

「一國兩制」底線，必然危及國家主權和安全，損

害香港繁榮穩定。世界上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會
允許有人在自己的領土上從事分裂國家的活動，維
護國家安全、利益和領土完整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
線。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權，但並
不意味着可以不受中央管轄，可以不尊重中央擁有
的權力，可以任由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的事件發
生。如今有人公然鼓吹「港獨」言論，甚至付諸行
動。特首梁振英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責無旁貸要表
明態度，指出其嚴重危害，提醒港人要堅定地反對
和抵制「港獨」。

遏止「港獨」保國家安全護港繁榮
事實上，梁振英特首和張曉明主任提醒警惕「港

獨」抬頭的呼籲非常及時、非常必要。「佔中」黯然
收場後，反對派並無放棄「反中抗共」之心，「港
獨」更不會從此消聲匿跡。近日，有一些披上所謂
「本土色彩」的激進組織，以反對「水貨客」為名，
多次在上水、屯門遊行，其間高舉「港獨」旗幟，高
呼「水貨客滾回大陸」等侮辱性口號。這些行為並非
針對水貨那麼簡單，而是「本土派」等極端組織利用
水貨問題，挑動兩地民眾互相仇恨情緒，激化兩地矛

盾，以達到破壞兩地關係的目
的，是「港獨」日益囂張的又
一例證，值得社會各方高度關
注。
「港獨」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危害香
港繁榮穩定，這是中央、特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絕
對不能容忍的。任何「港獨」言行都是違憲的，在中國
主權之下的香港特區，沒有鼓吹「港獨」的自由，鼓吹
煽動「港獨」與言論自由無關，須受到法律的強力約
束。這也更凸顯出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迫切性，只有通
過立法，才能對「港獨」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

香港需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基本法第23條已經明確規定香港特區自行立法維護

國家安全，而本地立法也對香港最有利。雖然，本屆
特區政府為了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已經竭盡全力，
社會各界的焦點也落在政改討論上，但事實也愈來愈
讓人看到，長期拖延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對香港和國
家都不是好事。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確有必要研究部
署，為落實23條立法做好準備，共同努力推動在香港
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

為國為港 必須堅決反「港獨」
張曉明主任在中聯辦2015年新春酒會上的致辭中，以中央駐港機構最高代表的身份表達

反「港獨」嚴正態度，不能容許有人在中國的特區肆意鼓吹「港獨」。香港是「一國兩制」

下高度自治的特區，「一國兩制」要有「一國兩制」的規矩，絕不容許散布「港獨」言論，

公然鼓吹以非法方式對抗中央，更不允許將分裂國家付諸行動。「港獨」言行既危害國家統

一，又損害港人福祉，必須堅決反對。香港是時候認真考慮立法明規，強力遏止「港獨」言

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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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作為亞洲著名學府，曾經培育出諸如孫中山這樣「驅除韃
虜，恢復中華」的傑出人物和數以萬計的科技人才、醫學專家、優秀教
師、社會名流，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而驕傲。可是，好好的一間學
府，從4年前百年校誕被讚為「香港文明之甸」，到現在竟變成宣傳分
裂國家的「港獨」發源地。在亞洲，港大年復年被新加坡國大超前；在
本港，本來具優勢的法律學院因前院長陳文敏濫玩政治令學術評分慘輸
中大。在校內，教師涉嫌發起「佔中」亂港向警方自首，學生因藐視法
庭而多人被捕；學生會刊物《學苑》公然鼓吹分裂國家的「港獨」成為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够了，港大不到數年，這善育英才的校園碧樹凋
敝、雜草叢生、鼠輩橫行。「昨夜西風凋碧樹」，是甚麼「西風」把港
大弄得面目全非呢？因為它犯了四違背。
違背港大校訓。港大校訓曰：「香港大學，學術殿堂；追求卓越，科教

興邦；群倫領袖，啓向導航；享崇高於國際，為亞洲之榮光；建科學之宏
宇，拓學問之新疆；育才並重德育，樹人以作棟樑；得天下英才而施教，
授終身學習之良方」。作為學術殿堂，追求卓越的目的是「科教興邦」。
邦者國也，國當然是中國，興的當然是中華民族，於是遠有孫中山先生是
國之棟樑；近有徐立之校長服務於浙大。如今相反，《學苑》公然宣傳「港
獨」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而作為英籍校長馬斐森以「言論自由」
慫恿包庇，美國輿論也支持港大學生會的分離行為。「西風」吹入校園，
凋落了英才和棟樑的樹苗；培植了美、英包圍中國的應聲蟲。崇高目標既
失，便就一錢不值，此所以港大淪落的主因。
教師違背師德。韓愈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道即
做人道理和道德行為。不傳道德為先，等同練馬師蒙住馬匹和騎手之
眼，練出來騎手只會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墜水溺斃。港大的法律副
教授帶頭發起違法「佔領中環」，鼓吹「公民抗命」，將政治理想置於法
律之上，於是有學生脫離校園和荒廢學業。業授不成，更有教師掩飾「黑
金」，向所屬學院及港大「民調」機構捐獻來歷可疑145萬元以作為支持
「佔領」之用，上至院長，違反廉署規管高等院校接受捐款規定。上樑不
正，下樑歪斜，如此師生，港大焉不倒塌！
違背「四心」標準。中國傳統儒家代表孟子，提出教育出來的弟子，
必須具備「四心」即：是非之心、仁人之心、惻隱之心和廉耻之心，即
是智慧。智慧與知識技能的區別是：心指示知識；知識再豐富而心邪，
則犯罪危害越大。港大教出的學生，無是非之心，參與「佔中」，害人
上班上學受阻；無仁人之心，害人上班搵食困難；無惻隱之心，參與
「鳩嗚」害人營商損失慘重；無廉耻之心，裂國主張仍振振有詞。師生
無是非、去仁人、丟惻隱、無廉耻，焉能不敗？
違背法律原則。港大的一些教師，知法犯法，帶領「佔中」反對人大
常委會和基本法有關普選的憲制决定；學生頭目帶頭對抗法庭頒布的禁
制令。整個校園的方向、輿論、行為都以違法為主旋律並被騎劫。香港
大學已失去辦學正確方向和目的，變成反中亂港政治堡壘，焉不是教育
的重大失敗？
嗚呼，用得着引南朝．庾信《枯樹賦》來形容港大：「此樹婆娑，生
意盡矣……昔年種樹，依依江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
何以堪」！香港大學中的有識之士、有志青年能眼看港大之樹萎頓傾塌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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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日前批評在屯門商場攻擊內地旅客的
激進示威者，指他們的行為是破壞法治，損害香港國際形象。香港
作為國際著名的旅遊城市，國內外訪客是重要資源，自由行對本港
經濟更是發揮着重要作用。但據日前公佈的旅遊數字顯示，自「佔
領」行動後，訪港旅客於香港的逗留天數及留港消費數字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情況值得關注。一些激進示威者，藉着打擊水貨客的
幌子，挑釁、辱罵內地遊客，是別有用心地蓄意挑動兩地矛盾，擾
亂正常的營商和社會秩序，亂港倒米罪不可恕。香港作為講求法治
的國際大都市，絕對不容這種狙擊旅客的行為，違法者將難逃法
網。
香港作為「旅遊天堂」，遊客是本港的寶貴財富，而自2003年開
放的自由行，更對香港經濟發揮着重要作用。特別是2003年「沙
士」疫情之後，自由行成為刺激香港經濟回春的有力措施之一，不
僅創造了大量就業職位，更帶動內部經濟向好，令社會重新恢復了
活力和生機。但據近日旅遊發展局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自「佔
領」行動開始後，整體訪港旅客雖仍有增加，但內地遊客以外的長
途及短途旅客，去年十月起連續三個月減少，而且過夜旅客平均留
港天數以及人均消費，較過往均有下跌。由此可看出，香港對於國
際遊客的吸引力漸漸下降。

衝擊旅客亂港倒米
在全球經濟疲軟的大環境下，香港本應做好做大旅遊業的蛋糕，

以此繁榮經濟。但本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士，屢次針對內地旅客，
借題發揮挑起兩地矛盾更不是首例。日前一個名為「本土民主前
線」的組織，就藉口驅趕水貨客，集結激進示威者公然於鬧市商戶
區挑釁、指罵內地遊客。而早在去年初，也有人於網上發起「驅蝗
行動」，在尖沙咀名店街一帶叫囂鬧事。這一小撮刻意針對內地旅
客的搞事者，蓄意攻擊普通遊客，激起兩地矛盾，惡意抹黑自由行
政策。雖然他們只是一小部分人，但一粒老鼠屎，卻可壞了一鍋
湯，遊客若因此對香港止步，對香港的經濟和就業都是一種難以估

量的損害。
擾攘兩個多月的違法「佔領」行動已經令香港的國際聲譽受損，

為此旅遊業人士和政府至今都在努力，希望恢復國內外遊客對香港
的信心。但時至今日本土激進派仍不斷在商業區上演所謂的「抗爭
秀」，專門以繁華商業區店舖和普通旅客為狙擊目標，蓄意挑釁內
地遊客，擾亂社會和營商秩序，抹黑自由行。這一切都是亂港倒米
的行為，不僅嚇怕國內外遊客，更令本港的整體形象一再減分。
從自由行實施以來，訪港遊客人數幾年間增長迅猛。客似雲來本

是好事，關鍵是要減少因此對市民生活帶來的影響與不便，做好人
流管制和各項規劃安排。有建議於毗鄰深圳的邊境地區發展「購物
城」，以此紓緩上水、屯門等地區承受的過量旅客壓力，值得當局
認真謀劃考量。

攻擊旅客別有用心亂港倒米

劉宇新 香港廣東外商公會總監

不要淪為阻礙普選的「千古罪人」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第二輪諮詢工作已展開逾月，這是在
去年政改完成第一輪諮詢基礎上，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特區政府就政制發展問題的新一輪階段性諮詢。

行政長官產生的憲制基礎
根據基本法第45條及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必須要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由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
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需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1/2以上
的支持。同時按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2017年香港特
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這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改發展諮詢的憲制基礎。

500萬選民一人一票跨越式飛躍
回顧香港回歸前的158年「殖民統治」，港督從來都不是選舉

產生，而是由英國倫敦直接委派來港履職，而特派的港督從來也
沒有諮詢過香港人。回歸前基本法的討論和諮詢過程中，筆者時
有參與，曾有不少人提出，回歸後中央政府亦可仿照英國政府委
派特首，但由於中央對港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故在基本法第45條列明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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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
政府負責（基本法第43條）；「一國兩制」設計師鄧小平一再強
調，相信港人能管理好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回歸僅二十年，行政長官可以普選產生，這在民主進程中確實

是跨上一大步，正如諮詢文件開宗明義提到500萬合資格的選民
可以一人一票選舉特首，肯定優勝於1200人選舉，況且盡早落實

普選亦是香港廣大市民的願望。但是，反
對派一直堅持以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以及所謂「國際標準」，叫囂要全國
人大常委會撤回「8．31決定」和要求取消
立法會功能組別等等，否則實行「不合作
運動」，杯葛第二輪諮詢，反對派這些不
切實際的要求只能被形容為「無根之木、
無源之水、無國之民、無父之子」。

原地踏步，反對派更是一鋪清袋
反對派在兩輪諮詢同樣採取「高調」消極、絕不妥協的態度和

廣大民意背道而馳。正如政務司司長在多個場合的諮詢會上表
明，如果政改方案在立法會因反對派不合作未能通過，被迫原地
踏步則全港皆輸，而反對派會輸得更徹底，叫喊了20年普選訴求
的反對派一鋪清袋淪為大輸家，如何向支持他的選民交代，確是
耗費思量。再者，何時可以再重新啟動政改，現階段無人能回
答。筆者在這裡引用已故偉人毛澤東說的，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讓她去吧！地球會依舊轉動的。

顧全大局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
筆者在這裡奉勸死抱着所謂「公民提名」叫囂人大常委會撤回

「8．31決定」的反對派冷靜下來，重溫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珍惜寶貴的諮詢時機，不要刻意去衝擊中央底線，不要
浪費時間，不要肆意踐踏早已訂明的法例。普選是港人的共同願
望，但是並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更不能照搬某些國家及地
區的模式，需要符合國情和港情，當務之急是按照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去商討並落實普選，這已成為香港各界廣泛
的共識。
筆者相信，素有法治精神務實的香港人在這關鍵時刻一定會以

香港福祉為依歸，顧全大局，凝聚共識，求同存異，理性包容，
把握時機，全情投入第二次政改諮詢並支持通過2017普選行政長
官方案這關鍵一步，不做阻礙落實普選的「千古罪人」。
正如中聯辦張曉明主任早前在新春酒會上指出，在「一國兩

制」事業未來的航程中，不管還會遇到什麼波折，有日益強盛的
偉大祖國作依靠，有基本法和香港法治作壓艙石，有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同胞齊心合力，我們一定能乘風破浪，揚帆
遠航！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為成功實現「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全港人民安居樂業
作出更大的貢獻！

如果政改方案在立法會因反對派反對而未能通過，被

迫原地踏步，則全港皆輸，而反對派會輸得更徹底，叫

喊了20年普選訴求的反對派一鋪清袋淪為大輸家，如

何向支持他的選民交代，確是煞費思量。再者，何時可

以再重新啟動政改，現階段無人能回答。筆者在這裡引

用已故偉人毛澤東說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她去

吧！地球會依舊轉動的。筆者相信，素有法治精神務實

的香港人在這關鍵時刻一定會以香港福祉為依歸，不會

放過阻礙落實普選的「千古罪人」。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2月11日（星期三）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2017年特首普選的諮詢進入第二輪階段，為了
爭取至少四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支持政改，不少
人提出各種各樣他們認為部分反對派議員可以接
受的一些建議，這其中包括由香港選民「守尾
門」的「白票」來防止提名委員會所提出來的特
首候選人全部不符合選民的期望，也有人提議特
區政府及中央保證2020年立法會選舉全面取消功
能組別……當然，也有不少人會重提去年在政府
第一輪諮詢時湧現出的一些建議，比方說擴大提
委會的選民基礎，由公司票、團體票改為董事
票、僱員票、會員票……
儘管各種各樣被認為對反對派議員有吸引力的政改建議不斷湧
現，但立法會溫和反對派中依然沒有人願意表態支持政改，不支持
政改並不僅僅只是表態反政改，而是等同支持香港政制保持原地踏
步，等同願意與激進反對派站在同一陣線，自我綑綁。他們口口聲
聲地說，沒有「真普選」寧願杯葛政改方案。但他們沒有告訴選
民，杯葛或否決此次政改方案，就等同支持原地踏步，繼續任由
1200名選委會委員來選特首而不是500萬選民。廣大的香港選民將又
一次喪失普選的機會。
反對派若果真令政制改革止步不前，等同於反對普選。是香港民

眾、廣大選民所願意看到的嗎？包括民主黨成員在內的一個組織曾做
過多次的民意調查，願意接受仍未完全符合他們要求的普選的人，都
比支持否定普選的人多很多。民意是清楚且毋庸置疑的，公道自在人
心，正如去年的「佔中」，反「佔中」的民意反映也是支持社會穩定
安寧的佔絕對優勢。但是，反對派中的溫和派依然選擇與激進反對派
綑綁在一起，箇中原因究竟是什麼？如果溫和派擔心與激進反對派劃
清界線會失去選票，很顯然是錯估形勢。溫和派若與激進派綑綁，到
選舉時不僅不得不一同爭取激進反對派選民的選票，但支持激進反對
派的選民會投票支持溫和反對派嗎？而激進派又能否讓溫和派如願以
償？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支持溫和反對派的選民肯定不少。可是，如果
溫和反對派的議員們自己越走越激進，只會使到這些原本的支持者失
望，失望的結果是放棄投票，最後自己一敗塗地。
溫和反對派如果在下一回的選舉中一敗塗地，激進派的議席卻增加，
對香港整體利益來說，也必定是一場災難，當議會中沒有溫和反對派的
聲音，同時增加更多激進派，議會還能否正常運作？

■魏鳳英

■劉宇新

■水貨客問題須依法解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曾淵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