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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猖獗 台灣付出沉重代價

在台灣，「台獨」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只是以
一種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形式存在，社會影響力甚
微。自從1996年李登輝上台站穩腳跟後，立即暴露
出「台獨教父」的真面目。1999年，他在接受德國
媒體訪問時，拋出臭名昭著的「兩國論」，令兩岸
經「汪辜會談」營造的大好局面急轉直下。其後，
李登輝又推出「戒急用忍」政策，禁止台商大企業
赴大陸進行投資，反對以大陸作為台灣發展的主要
腹地。李登輝更在國際上頻頻出擊，使兩岸關係更
加緊繃惡化。
2000年，在李登輝背後扶持下，民進黨陳水扁奪取

政權，「台獨」活動更加猖獗。陳水扁公然宣揚「一
邊一國論」，並鼓吹推動「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
途」。陳水扁明知「入聯公投」無望，卻一再操弄有
關議題，企圖把事情鬧到聯合國，將台灣問題「國際
化」，把「台獨」向前推進一大步。為了掩飾發展經
濟乏力、失業率高企的拙劣政績，陳水扁任內「統獨
議題」成最常用、最廉價的選戰「王牌」，藉以鞏固
獨派陣營，並以刺激大陸，煽動所謂「台灣被打壓」
的悲情牌騙取中間選民支持。結果導致台灣社會嚴重
撕裂，形成「不問錯對，只問藍綠」的惡鬥局面，其
負面影響續延至今。
陳水扁不事發展，只重政爭，令台灣發展嚴重倒

退。有學者算過一筆賬，比較民進黨「執政」前的8年

和他們「執政」的8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從平均6.1％
降為4.4％，境內投資率從平均25.56％掉到21.48％，
公司關門家數從平均每年2萬2千家大幅升至3萬8千
家，失業率從平均2.2％攀升至4.3％，實質平均薪資成
長率從平均2.69％萎縮至0.15％，2002、2004、2005
年甚至出現薪資倒退；1999年台灣貧富差距為5.50
倍，2000至2007年平均達6.03倍。陳水扁為謀取一己
一黨私利，操弄「台獨」議題，掀起勞民傷財的政
爭，卻要全體台灣同胞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台獨」色彩的「反服貿運動」阻台發展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關係在「九二共
識」的基礎上迅速發展，經貿關係日益緊密，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步入正軌，大大壓縮「台獨」的空間。但
是，「台獨」勢力並未消聲，反而不斷干擾破壞兩岸
關係向前推進。去年的「反服貿運動」，使兩岸經貿
更緊密融合遭受挫折。「反服貿運動」並非純粹的學
生運動，而是由民進黨煽動、策應、支持，並由該黨
青年軍主導、組織的，帶有濃厚「台獨」色彩的運
動，是「台獨」勢力以「學運」之名借屍還魂。
區域經濟整合是全球不可擋的浪潮，簽署《海峽兩

岸服務貿易協定》完全有利於台灣經濟的未來，「反
服貿運動」令兩岸服貿協議的簽署、落實舉步維艱，
台灣陷入自我邊緣化的局面。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在
「反服貿運動」後指出，韓國是台灣最主要貿易競爭
對手，服貿協議通不過，最高興的就是韓國。在亞洲

「四小龍」中，20多年前，台
灣的綜合發展水平比韓國強一
截，就因為台灣糾纏於政爭，
更遭「台獨」阻撓兩岸全方位
合作，如今台灣已經遠遠地被韓國甩在後頭。

遏「港獨」防香港陷於萬劫不復
「台獨」成為台灣社會亂源，對經濟民生造成巨大
的破壞。「台獨」的慘痛教訓警示香港，如果坐視
「港獨」歪風蔓延，將為本港社會帶來各種傷害，禍
延經濟民生，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但
是，本港有人明目張膽主張「香港民族，命運自
決」，剛結束不久的「佔中」以及近期的反水貨行
動，更是「港獨」的具體表現，其實質都是要否定中
央對港的管治權，挑撥激化兩地矛盾，把香港變成獨
立的政治實體，以達到分裂國家的企圖。若任由「港
獨」歪風蔓延，兩地關係劍拔弩張，對香港是百害而
無一利。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鼓吹「香港建國」、

「港人自決」、「香港獨立」等言論都是違法違憲。
在中國主權之下的香港特區，並沒有鼓吹「港獨」的
自由。各界確實要思考，若不關注、留意，甚至警惕
「港獨」主張，將來香港走什麼樣的路？將來香港會
否還繼續保持安定繁榮？香港絕對不能重蹈台灣的覆
轍，本港社會必須警惕並大力遏止「港獨」，防止香
港陷於萬劫不復的困境。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台獨」亂局警示港人 全力遏「港獨」防沉淪
特首梁振英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先後抨擊「港獨」，喚醒港人提防「港獨」蔓延。張曉明

日前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舉行「新春茶話會」時警示，「港獨」主張氣焰越來越

囂張，越吹越旺，對香港社會及市民不利，甚至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回顧「台獨」近20年來在台灣迅速冒起、擴散的歷史，演變成為難以割除的毒瘤，可

以看到以李登輝、陳水扁為代表的「台獨」勢力挑起兩岸對抗，撕裂台灣社會，導致政局動

盪、經濟沉淪、民生凋敝，全體台灣同胞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台獨」氾濫肆虐的教訓警示

港人，「港獨」若得不到有力遏止，香港勢必步台灣的後塵，陷入政爭惡化、社會沉淪的困

境，遏止「港獨」思潮蔓延，是捍衛港人利益的應有之義，也是全港市民的應有責任。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提防「港獨」荼毒年輕一代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港大學生會的官
方刊物在過去幾年間不斷鼓吹「港獨」，主張香港「尋找一條
自立自決的出路」，呼籲社會對「港獨」主張保持警惕。根據
報章揭露，鼓吹「港獨」的學生刊物，其骨幹在2014年的違
法「佔中」行動中扮演積極的領導角色。「佔中」的本質是與
「港獨」分不開的。在「佔中」之後，社會要給予學生充分關
注，尤其在如今信息發達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不僅僅存
在於現實的環境中，更通過網絡開枝散葉，信息的傳遞一日千
里，影響不可忽視。

對年輕一代應「是其是、非其非」
現在處於第二輪政改諮詢期，反對派議員叫囂杯葛諮詢，妨

礙政改向前，部分反對派議員，無論是在立法會會議，還是在
公共場合均言行粗暴，難免對年輕人產生不良影響。年輕一代
若也以激進的態度參與到政制討論中來，不僅對於政改諮詢毫
無用處，更形成「凡政府推出的政策必反」的趨勢。情況持續
下去，將進一步激化社會分裂。
年輕人正處於吸收、消化各種信息的階段，不僅僅要學習基

礎知識，更要為以後投入社會，發揮個人所長做準備。學生需
要在專業上展現個人的技能和成就，更需要培養個人素質，包
括在法律、道德、禮儀等方面。但目前港人看到的，有少數年
輕人在公共場合公然辱罵、挑釁與會人士，做出各種滋擾的行
為，超越了法律的界線。社會需要反省，對於這些激進學生的
言行會否過於縱容？過度的縱容將導致激進學生更加變本加
厲，無法無天。只有在正確的引導下，才能防止年輕人走上彎
路。
正如特首指出的，對年輕一代應該「是其是、非其非」，對

於錯誤的言行，應予譴責；對於正確的言行則應表揚，給予正

確清晰的指引。社會需要為學生提供
一個相對舒適、方便的環境，使他們
能夠專注於學業，在良好的環境下成
長。

正確引導學生認識港情國情
無論任何人士，對於政改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但不應以粗暴

言行來表達。政府正大力推動政改進程，各界應動員一切力
量，力求政改方案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得到更多支
持。希望年輕一代放棄以「變相佔領」的方式搞亂政改交流
會，放棄叫囂「港獨」等口號，回歸理性與社會各界共同溝
通，爭取共識。
香港回歸近18年，如今的學生很多都是回歸後出生的，對

於香港和國家的歷史、國情認識不夠。加上學校內缺乏國民教
育一課，學生對於祖國內地的發展和文化不甚了解，在激進勢
力的影響下更拒絕了解。「港獨」正是鑽了這一個空子，激進
學生先是在院校內散播言論，又在「佔中」行動中藉着政改議
題提出違法訴求，挑戰特區政府，挑戰中央管治權。
對此，政府及教育界應給予足夠重視，制定相關措施正確引

導學生認識政改，讓他們能夠接觸到不同的意見，聽取各家之
言，同時能夠理性討論。教師、家長在溝通中應小心處理，避
免將激進的政治取向向學生灌輸。同時加強對學生的法治教
育，讓學生充分認識法治在社會中的作用，能夠做到懂法、守
法，重視法治精神的核心價值。另外加強國民教育，讓學生能
夠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發展及現狀，對於國情有基本了
解，有助於培養年輕一代的身份認同感。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已
作了回應，將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讓年輕人通過不同方
式增加兩地的生活體驗，拓闊視野。

「港獨」禍港言論對香港年輕一代的影響不容忽視，各界需要小心對待，加強對年

輕人的教育溝通，增加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感，同時教育下一代明辨是非，知法守法。

希望政府、教育界和市民，包括各黨派人士能為年輕一代做出好榜樣，培養香港年輕

一代愛國愛港情懷，自覺抵制「港獨」侵蝕，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特首一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在引言中特別強調
要警惕「港獨」思想，有關原文節錄如下：
「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
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2013年，《學苑》編印了一本名為《香港民族
論》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
路』。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
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
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
特首的言論並非恫嚇，而是出於對香港未來的憂
慮，才會在對香港最重要的文件中，以一段文字向公眾宣講。在今天看
來特首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在《學苑》1月號中，就刊出名為《本土革
命誓守族群》的文章，通篇宣揚「港獨」思想，最近林鄭月娥司長出席
一個青年論壇時，更有些青年搗亂及大叫「香港建國」，「港獨」思想
蔓延之風，決不可再長。
眾所周知，造成今日香港獨特的情況，是基於1840年英國侵略當時的

中國，2年後以武力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其後於
1860年及1898年再簽訂《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香港
全境納入英國的控制之中。英國人以不道德手法得到香港的控制權。百
年的統治，香港從來無民主，香港人在本地是二等公民。百年屈辱仍歷
歷在目，對有青年經常揮動港英龍獅旗，對香港有學生及年輕人表示支
持「港獨」，我十分痛心。
最近香港競爭力急跌，正是由於「佔中」帶來的影響。政治不穩定，
社會動亂會令國際投資者及人才卻步。一場「佔領」行動已經對香港的
經濟造成如此大的破壞，更遑論是提出「港獨」？在《學苑》的《香港
民族 命運自決》的專題中，就有文章討論香港建軍的可能性、香港如何
維持水資源和供電等問題，赤裸裸向所有人鼓吹「港獨」思想。而今期
的文章中，更明言「要不就負隅一戰，奮起革命，要不就屈從一統，淪
為奴才」、「向中共宣戰」。言論一出，即時引起全港各界嘩然，亦同
時作出批評。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都要求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
整，任何「港獨」言行都是違憲違法的。「港獨」思想是對「一國兩
制」的一種背叛，如果今天我們認同「港獨」思想的話，我們又如何要
求中央政府嚴守「一國兩制」？
歷史告訴我們，當我們中國人不團結，就會被他國欺侮。我們要的是

富強的將來，而不是屈辱的未來。如果我們支持「港獨」思想的話，今
天的繁榮穩定將難再保證。不顧現實的星星之火，是可以帶來嚴重的後
果。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絕對沒有獨立的理據及條件，香港
人永遠都是中國人，提出「港獨」者無異於叛國，即等同漢奸。政局不
穩，就會破壞香港的繁榮，影響未來的發展，對香港、對國家百害而無
一利，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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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去年年底「佔領」潰敗收場，但「港獨」氣焰在「佔領」期間擴
散，並在激進勢力助力下繼續蔓延，這股「港獨」歪風不但未有被及時
撲滅，相反，仍有反對派議員推波助瀾，口中說不支持，卻搬出學術研
討、言論自由等借口為宣揚「港獨」刊物主張辯護，口是心非，變相鼓
勵「港獨」滋長，更有把暴力武裝升級的跡象，港人不可不防。
梁特首作為特區首長，在其宣讀《施政報告》中，公開點名批評《學

苑》，對該大學刊物鼓吹「港獨」主張，直斥其非，是行政長官應有之
義。該刊物繼續探討「武裝勢力」謬論，心存歹念，異想天開，以「港
獨指南」來形容也不會為過，該刊物在最新一期刊物更再把暴力層面提
升，提出大逆不道的「革命」見解，劍指特區管治權，是不折不扣的
「港獨」分裂不軌圖謀。
事實上，從新聞報道，香港人亦已大感不妙，意識到「港獨」武力
升級，甚至「武裝化」，政客學者和學生領袖分別開腔指不排除香港
將出現「暴力抗爭」或「武裝抗爭」的可能性，亦有蒙面和配備全副
裝備的滋事分子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亦曾搜出「衝擊立法會指
南」、自製盾牌和改裝武器等；二月初，警方在上水截停可疑人士並
在嫌疑人身上搜出一把摺刀、一把軍刀、火石、一本在貨倉位置上有
特別標記的地圖等，警方在調查後，發現疑人曾在網上看過一張呼籲
火燒上水貨倉的鳥瞰圖；二月上旬，上水亦發生縱火案，警方表示高
度關注，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也指出煽動暴力和縱火等行為是嚴重罪
行。最近，有滋事者糾眾以反水貨客作借口「光復屯門」，挑起兩地
矛盾，在屯門衝擊商場，滋擾本港和內地顧客，其間，更有人涉推撞
和襲擊警員，亦見揮動象徵「港獨」的旗幟。可見，所謂「光復」實
為變種「港獨」，激進禍港的「港獨」一夥已陷於失去理智，對社會
造成一定威脅。
「港獨」分子屢提出「獨立」、「立國」、「建國」等危害國家獨立
安全的概念，更把「港獨」與「武裝」拉上關係，是在挑戰國家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視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為無物，並在踐踏香港現實和
主流民意，「港獨」圖謀實在是痴心妄想。香港社會絕不能縱容「港
獨」言論和行為，應譴責有關的激進暴力。「極端本土派」和「港獨」
沆瀣一氣，搗亂社會秩序和安寧，滋擾居民，已是社會的公敵，香港是
法治的地方，不能任由「港獨」暴徒胡作非為，對鼓吹「港獨」及落實
「武裝革命建國」構想者，必須嚴懲，治亂世用重典，「港獨」種子已
在去年「佔領」萌芽，我們須警惕「港獨」借所謂「本土」、「去中國
化」謬論擴散，現時須加強向大眾推廣《基本法》和進行國情教育，阻
遏「港獨」分裂行為乃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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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企圖獲取香港大學的副校長職位，
公民黨、民主黨兩個政黨全力為陳文敏「護
航」，散播所謂行政長官干預香港大學的人
事的謠言，公民黨更準備在立法會引用特權
法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反對派興高采烈地
說，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不管校
委會的意願如何，最終只有一個選擇：就是
委任陳文敏出任副校長，以杜悠悠眾口。這
樣的運作，完全是「給予陳文敏一個登上副
校長寶座的金鐘罩」。
眾所周知，陳文敏是公民黨資深的核心人

物。公民黨出力保陳文敏，完全是為政黨奪
權，將香港大學的副校長職位政治化。公民
黨所覬覦的港大「副校長（教員及資源）」
的職位，在香港大學6名副校長中最為重
要，其權力為主管教員評核升遷工作，可以
說操縱了教員的升遷大權。若由一個帶有明
顯政治傾向的人掌握這個權力，服從者就可
以扶搖直上。
正因為這是一個掌握香港大學人事權力的

重要崗位，公民黨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一
定要把其核心的黨員陳文敏送上副校長的位
置。公民黨的郭榮鏗不斷散播謠言，宣稱他

從校內人士口中得悉，「特首梁振英及行會
成員曾經直接游說校務委員，務求使陳文敏
墮馬」。緊接着，公民黨又要在立法會鬧
事，搬出特權法調查行政長官，企圖製造一
場政治風暴，打擊特區政府，然後把香港大
學副校長的位置奪到公民黨手裡。這是香港
大學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現在的局面，給全港市民提出了一個問

題：香港大學的副校長是否應由政黨人物出
任，遴選過程是否需要進行一場刀光劍影、
有政黨介入的政治鬥爭？遴選的結果是否視
乎哪一個政黨的實力大，就可以提供一個
「金鐘罩」，他的黨羽即使條件不合格，也
可以坐上這個位置？香港大學如果走到了這
一步，對於香港大學的學術發展，對培養學
生，有什麼負面的影響？
遴選港大副校長，不應該像政治選舉一

樣，要組織一個龐大的政治團隊作為助選
團，訴諸政治角力，又搞什麼聯署，看哪一
邊動員的人頭較多，動員實力強，就可以得
到這個位置。這對於其他候選人，絕對不公
平，這樣一定無法選出合格的副校長，只能
選出一個政客。港大副校長絕對不是一個政

治職位，而是一個學術的、教育的職位，學
術水平和管理大學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遴選過程中，候選人應該保持緘

默，服從遴選的決定，絕對不應該有任何出
位的政治動作，借助政黨在背後「發功」，
向遴選委員會和校務委員施加干擾和壓力。
陳文敏就採取反常的做法，公開發表講話，
挑戰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公開為《學苑》
鼓吹「港獨」的文章拍手叫好。最離譜的
是，陳文敏的講話，好像是競選副校長的演
說，說什麼《學苑》鼓吹「港獨」的文章，
採用了正反論述，體現了香港大學教育的精
神導向，也體現了香港大學的學術自由。陳
文敏蓄意挑起政治風波，因為他知道後來的
劇本怎樣演下去，就是有政黨會為他的言論
推波助瀾，形成一場他和行政長官的對決。
陳文敏和公民黨要製造一種社會氣氛，當

港大副校長先要「有勇氣」挑戰行政長官，
挑戰「一國兩制」，敢於庇護「港獨」，這
才能保持香港大學的「獨立」。這種玩火的
手法，給香港大學和七百萬港人造成怎樣的
嚴重後果，陳文敏和公民黨就不去考慮了。

陳文敏借政黨上位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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