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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政協全會是實踐協商民主「升級版」、深
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首次大會。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
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要做到的「四
不」，體現了協商民主的真諦。

「四不」明確了協商的基本準則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內地正在探索「協商
民主」與「選舉民主」相結合的民主模式。「選舉民
主」關注的是公民投票的權利，「協商民主」關注的
是公民平時持續參與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的權利。「選舉民主」是「多數決民主」，以大多數
人的意見決定重大事項；「協商民主」是「共識型民
主」，讓各個利益群體充分表達意見，是在諸多「少
數」中尋找「最大公約數」。兩者如能互為補充，相
得益彰，則能讓大事小事都能合理解決。
「協商民主」是從中國土地上「長」出來的。與選

舉民主相比，它涉及的問題更多、更廣，情況更為複
雜。在明確了「協商什麼」、「與誰協商」之後，
「怎樣協商」也是關鍵一環。在實際操作中，非此即
彼的思維定勢，偏激偏執的極端言論，觸及執政底線
的各種思潮，都可能出現。如果沒有規矩，協商有可
能走向兩個極端，要麼議而無果，陷於無休止的「扯
皮」，要麼流於形式，淪為空談。
「四不」針對協商中容易出現的四個現象，明確了
四條基本準則，眼於「商以求同，協以成事」，有
了這個準則，實際操作中才能做到「既暢所欲言、各
抒己見，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

「四不」體現傳統文化「和」的智慧
中華文化中有一個關鍵字：和。「家和萬事興」、

「有事好商量」、「君子和而不同」、「合則兩利，
鬥則兩傷」、「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

於利民。」等等。「和」所體現的是溝通而不是對
抗，是包容而不是對立，是融合而不是分離。這也是
中華文明歷經劫難而綿延五千年的奧秘。「平等協
商，不強加於人」、「民主協商，不強求一致」，此
兩條箴言就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中「和」的智慧。
「平等協商，不強加於人」就是要有平等的姿態。

今年「兩會」前，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加強社會主
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協商範圍大幅擴大，包括
七個方面：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
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綜觀這
七個方面的協商，都涉及到平等的問題。比如，執政黨
的官員和其他民主黨派的人員坐在一起，平日習慣於
「拍板」、「定調」的官員，能不能放下身段？就值得
關注。如果居高臨下，目中無人，協商也就沒有了寬鬆
和諧的氛圍，一開始就留下失敗的伏筆。
「民主協商，不強求一致」就是要有包容的心態。

協商最重要的是尊重別人的表達權，讓各方都把自己
的思想觀點表達出來，增進了解，才能加深理解、消
除誤解、取得諒解。只有這樣，才能達成一致。因
此，民主的氛圍非常重要。就算一時間不能形成共
識，也不能強求一致，從長遠來看，也為日後的達成
一致做了鋪墊。因此，在協商中，任何一方都要有包
容的心態，任何「一言九鼎」的做法都應拒絕。

「四不」體現解決問題「實」的作風
「協商民主」既是一種價值觀，也是一種解決現實

問題的方式。推進「協商民
主」，既要有發自內心的認同
感，又要有解決問題的務實作
風。「真誠協商，不敷衍了
事」、「務實協商，不流於形式」正是體現了解決問
題的務實作風。
「真誠協商」與「敷衍了事」有明顯區別。在選題

上，是選擇涉及面廣、矛盾比較集中、民眾反應強烈
的事情，還是無關痛癢的事情？在選擇協商對象上，
是多與既得利益群體協商，還是多與弱勢群體協商？
在程序上，是先協商後決策，還是先決策後協商？等
等。「真誠協商」必然是直面問題，直指要害，「敷
衍了事」必然是迴避矛盾，避實就虛。「務實協商」
與「流於形式」同樣有天壤之別。「務實協商」是讓
有關各方暢所欲言，無論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都
讓人家充分表達，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找到解決問
題的方法和路徑，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流於形
式」的做法，則是心中早有一個主意，包裏早就裝
一個方案，把有關人員請來，只是做做樣子，這樣的
「協商」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的效果。不敷衍了事、不
流於形式，兩條規矩不可或缺。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處理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需要一定之規。俞主席針對協商民主提出的「四
不」，摒棄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拒絕偏激偏執的極
端言論，保持從善如流的坦蕩胸懷，使議事有規則、
協商有底線，其作用將會在日後的實踐中逐步顯現。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俞正聲「四不」為協商民主立規矩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9月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必須構建程

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確保協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規可守、有章可

循、有序可遵」。在剛剛閉幕的全國政協全會上，俞正聲主席在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指

出，協商民主要做到「四不」：一是平等協商，不強加於人；二是真誠協商，不敷衍了事；

三是民主協商，不強求一致；四是務實協商，不流於形式。「四不」 為協商民主立下規

矩，是落實「有規可守」的重要舉措，既展現出傳統文化中「和」的智慧，也體現了直面問

題的「實」的作風，其作用將在未來的實踐中逐步體現出來。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反對派聯署聲明意在「政治勒索」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
合均表示堅定支持香港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並
強調普選必須依據憲法、基本法以及全國人大
在去年8月31日對政改所定下的框架進行，為
普選制定方向，指明道路。反對派無視國家憲
政，公然叫囂要人大收回決定，與中央和特區
政府對幹，激起社會的強烈憤慨。
自香港啟動新一輪政改以來，中央政府立場

始終不變，就是堅定不移地依法推進政改，爭
取於2017年實現特區行政長官普選，讓全港選
民能夠「一人一票」投選心目中的行政長官，
並在之後繼續循序漸進推進民主。特區政府亦
多次表示，民主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香港在
回歸後民主發展一日千里，如今有機會落實普
選，正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港人應認
清現實，抓住機遇，合力推動香港民主發展進
入新里程。反對派推翻人大決定、否決政改方
案的行為，不僅違憲違法，更違背民意，是赤
裸裸的「政治勒索」，社會須作出最義正嚴辭
的譴責。

人大決定不可撼動不容挑戰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本月15日的總理記者會

中，回答香港記者關於「中央政府是否會收緊
對香港的政策」的提問時指出：「一國兩制是

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願，是不能輕易改變
的，中央政府會繼續支持香港特區和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會繼續加大對香港的支持力度，發
揮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
作用」。他表示「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是中國政府的基本國策，「擔
心中央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沒有必要。」今年的
政府工作報告也指明，在港澳問題上要嚴格依
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基本法規定了特別行政
區實行的制度，「一國兩制」被寫進了憲法和
基本法，不能輕易改變。
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在港澳事務上的立場政

策始終如一，在推進香港政改的進程更是如
此。中央堅定不移支持落實香港特首普選，前
提是「依法辦事」，這也是一以貫之、行之有
效的基本國策。反對派卻一意孤行，公然挑戰
國家政制、人民意願，發佈不切實際的「聯署
聲明」，叫囂要人大收回「8．31決定」，又狡
辯「政改通不過也不關他們的事」，這不僅是
赤裸裸的挑釁，更是推卸責任的行為。

破壞商討氛圍斷送普選機會
目前特區政府官員、各界人士包括港區人大

代表及政協委員紛紛發聲，呼籲反對派在法律
範圍內推動政改，希望他們停止不合作的破壞

行為。但反對派置若罔
聞，在政改敏感時期發
表「聯署聲明」，破壞
商討政改的氣氛，很可
能斷送來之不易的普選
機會。
反對派採用綑綁方式

發表聲明，也說明反對
派內部意見不統一。反
對派為了給中央及特區
政府製造壓力，造成要挾效果，採用粗暴的綑
綁方式，不僅強制干涉議員的選擇權，更剝奪
了這些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現時的情況是，
激進反對派綑綁了中間派，溫和派難有表達意
見的空間，結果只會讓對立形勢更為嚴峻，政
改方案得以通過的可能性進一步拉低。

否決政改方案違背民意
反對派不斷拋出激進違法訴求，將政改推向

難以落實的境況，卻又表示政改不通過不是他
們的責任。他們一方面用盡各種手段阻止政改
進程，另一方面又將破壞普選的責任推到別人
身上，把香港的前途「擺上枱」，不惜令香港
的民主發展乃至社會整體利益來個「玉石俱
焚」。這樣的言行不是「政治勒索」又是什麼
呢？反對派眾議員綑綁發表「聯署聲明」，否
決政改方案，不僅不能向香港社會交代，更難
以向選民交代。主流民意已多次清晰表達，期
望能夠依法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期望議
員能夠順從民意在立法會投下莊嚴的一票，反
對派議員如不肯回頭，枉為民意代表。
反對派綑綁發表「聯署聲明」也傷害兩地

的互信關係。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祖國的支
持，離不開中央的照顧。脫離「一國」大前
提談香港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在政改問題
上，更應堅持在憲法、基本法以及人大「8．
31決定」下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如此才能保證
香港的發展不走彎路。反對派議員無視國家憲
政，挑撥離間兩地關係，走上死胡同，絕不
會有出路。

政改步入關鍵階段，目前社會各界均盡最大努力凝聚共識，力求能如期落

實行政長官普選。反對派不但拒絕合作，反而進一步激化矛盾，再次發表綑

綁式聯署聲明，表示只要普選方案是在全國人大「8‧31」決定下進行，他

們就要反對，並將會在立法會投反對票，令普選方案無法通過。這種政治勒

索只會適得其反，暴露反對派無意溝通，扼殺普選的真面目。社會各界應團

結一心，廣泛動員，努力凝聚共識，爭取政改方案通過。輿論更要大力呼籲

反對派及早「回頭是岸」，構建溝通渠道，爭取溫和反對派支持。民意是實

現普選的最大動力，立法會議員需要負責任地投下自己的一票，否則將被民

意淘汰。停止政治勒索、停止對抗，為港人選擇合憲合法、切實可行的政改

方案，這是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所在。

香港經濟發展主要取決於兩個
要素，一是土地，二是人力資
源。土地在香港基本上是長期
不變的，大部分土地因為種種
原因而未能進一步開拓。因
此，香港經濟需要依賴人力資
源去發展。
政府需進一步重視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是其他政策的根本，
人口數量和質量對香港相當重
要。到了2018年，香港將面對勞動力不足、就業人口
不足的情況，加上人口老化，令壯年人口需負擔老年
人口的開支，衍生出退休保障、醫保計劃等社會問
題。
香港出生率低，港人遲婚、單身比率高，令人口增長

很低。政府透過新來港人士來港團聚，可補充香港人口
及勞動力的不足。但新來港勞工與香港市場的需求有所
差異，政府需要加強再培訓的投入，協助新來港人士在
職場競爭。
政府應加大力度鼓勵生育。雖然財政預算案將子女免
稅額進一步提高至10萬，但助力不足。政府應推出更多
直接津貼及資助，以減輕年輕父母的經濟壓力，如推出
兒童醫療券、生育津貼等等。
大部分的公共政策，如醫療、教育、交通、規劃發展

等，實際上都是受人口政策的影響。政府應估算香港
需要多少人口，從而透過生育措施及移民政策，去將香
港的人口調控至適度水平。其次，政府亦要檢視香港經
濟體系需要哪種程度的教育水平人士，並透過教育、培
訓及移民政策去調整人口質素。
香港人口增長持續偏低，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競爭力

將會逐步下降，人均生產總值亦會因而下跌，這是每個
香港市民不想看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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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港獨」分子繼3月8日辱罵、腳踢、推倒內地
和香港同胞的暴行後，3月15日又藉「賞花」到禮賓府
搞事。綜觀「港獨」分子欲把香港推向「妖獸都市」邊
緣的所作所為，他們實際上以希特勒為「魔魂」，照搬
納粹黨舊橋來摧毀香港法治之核心價值，實現他們奪權
的野心。
其一，以暴亂提高和名度。當年希特勒慣用通過對抗政
府的挑釁行為，來提高自己的公眾知名度。1922年1月他
發表演講、煽動暴亂，被控以妨害公共治安罪判入獄一個
月，緩刑至同年3月執行；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帶領
一批納粹黨徒在慕尼黑舉行暴動，宣佈「全國革命開
始」，自稱「德國首腦」，但輕判他罪行的主審法官奈德
哈特，卻同情、傾向納粹分子。瞧今天的香港，不亦有政
客屢以挑戰法治、施行暴力來提高曝光率嗎？「港獨」分
子知道香港「原來法律」並無取締分裂國家行為的條款，
基本法23條也未立法，故肆無忌憚地以「反水客」為名，
以暴力驅趕內地同胞，製造族群分裂和仇恨，上演「港
獨」醜劇。
其二，以白色恐怖反共。1932年7月，納粹黨雖然成為國
會第一大黨，但席位仍未過半；到了1933年2月，納粹策劃
並導演「國會縱火案」嫁禍共產黨人。時任國會議長、曾與
希特勒參與「啤酒暴動」的戈林隨即逮捕共產黨議員使納粹
黨控制了三分之二席位。現在看香港反對派政客，在梁振英
當選後，不就仿效納粹高喊「抗赤」和「西環治港」製造麥
卡錫白色恐怖嗎？「人民力量」更在立法會抗議「港共治港」；
至於「熱血公民」和標榜「本土派」分子，更是藉反對簡體
字和「反水客」配合公民黨「抗赤」、「光復」，煽動「恐
共仇共」情緒，以便排斥建制派和愛國愛港力量，騙取選票，
手法抄足納粹黨之所為。
其三，以輿論分離族群。當年「頭號反猶太煽動家」施
特賴爾在反猶太刊物《衝鋒隊員》連續鼓吹把猶太人「斬
盡殺絕」，咒罵猶太人是細菌、瘟疫、蝗蟲；而希特勒又
用「民族主義」否定民族融合，用「極權主義」否定政治
民主，以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民族」來麻醉、欺騙德國
人民，以此籠絡到大批選票擁他上台。今天「港獨」分子
也照辦煮碗，以「本土化」包裝，捏造出一個子虛烏有的
「香港民族」。反對派喉舌爛果日報也鼓吹「香港人唔係
中國人」，配合此等謬論，「港獨」分子在上水、屯門高
喊「中國人滾回去」的「驅蝗」行動，手法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香港「港獨」分子完全按當年納粹黨的倒行
逆施來製造混亂奪取政權，要把香港推向災難深淵。張德
江委員長要我們守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條紅線
不能觸碰，也就是守護香港繁榮安定的底線。香港人必須
行動起來，堅決揭穿反對派和「港獨」分子的納粹陰謀和
暴行，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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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對日
本進行國事訪問，特別提醒

日本「無視過去就看不到現在」，只有反省，才
能得到鄰國的信任和接納。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70周年，北京將舉行包括閱兵等系列
紀念活動，以提醒各界不要忘記歷史。安倍近年
來小動作不斷，既修改憲法、解禁自衛隊，又多
次否認「侵略」，證明安倍是沒有誠信的不老實
政客。北京舉行矚目的紀念活動，默克爾的善意
提醒，日本民眾的正義呼聲，共同構成對日本右
翼的強大壓力。而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8
月的「村山講話」及最近警告，更加成為安倍欺
世的「緊箍咒」。
1994年村山出任日本首相後，訪問了中國、

韓國和東南亞多國，感受到曾經受過日本侵略的
國家，正在擔心經濟復甦後的日本是否再度成為
軍事大國。村山決定，必須通過徹底清算歷史，
與周邊國家結成互信關係，才有利於實現共同發
展。翌年，村山富市發表了「承認日本曾經實行
錯誤國策，走了戰爭道路，並表示要深刻反省歷
史、吸取歷史教訓」的「村山講話」。村山當時
強調「日本曾給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和痛
苦，也讓日本自己因此陷入了存亡危機，只有認
清這段歷史，才不會重犯錯誤」。

20年後的今天再發警告
「村山講話」實事求是地對日本過去的軍國主

義進行了反省，獲得日本周邊國家的認同。隨後
日本與中國建立了戰略互惠關係、與韓國也進行
了較為密切的文化交流。「村山講話」寶貴之處
是東京政府對日本在二戰時期的殖民統治表示反
省和歉意，對維護亞洲地區穩定，走共同發展道
路方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正如村山特別強
調的，當年的「談話」是日本向亞洲乃至全世界
作出的反省和承諾。任何人、政黨如果想修改、
否認「談話」，將導致日本再次陷入孤立，並永
遠無法在世界上立足。
村山富市近日就安倍打算修改「村山談話」向

日本右翼發出警告：日本對中國、朝鮮半島進行
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多個國家帶來傷害，是鐵
一般的事實，缺少這些關鍵字眼，將招致世界對
日本的懷疑與不信任。日本要想獲得中國等亞洲
人民的信賴，就必須徹底清算歷史，承認對他們
的「殖民統治和侵略」，並進行反省道歉，才能
表達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村山談話」
之所以得到了歷屆內閣的繼承，是因為日本政府
向世界作出了鄭重承諾。修改、違背這一承諾，
日本最終將孤立於國際社會。

東京右翼正在篡改歷史
2014年7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日內瓦舉
行會議，審議日本有關落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報告，「慰安婦」問題成為焦點。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專家馬約迪納表示，日本
沒有詳細解釋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需要承擔
的法律責任，也沒有提供信息，應該採取了哪些
法律和行政措施，以向「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
提供充分有效的賠償。村山也曾經表示，日軍慰
安婦問題需通過韓日首腦會談來解決，最好是由
雙方商定共同研究解決方案，主張日本政府應向
慰安婦受害人進行賠償。
安倍的親信、自民黨黨首特別助理萩生田光卻

在近期狂言：日本不存在「戰犯」，也不存在強
徵隨軍「慰安婦」。萩生甚至橫蠻無理地說，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軍人的判決是錯誤
的，我們要向國際社會宣傳日本並沒有戰犯」。
萩生甚至公開指責《朝日新聞》的有關「慰安
婦」報道「捏造事實」，讓日本國家利益受到巨
大損失。萩生更加叫囂，國際社會應該「恢復日
本的尊嚴」。安倍、萩生等日本右翼的言行，向
世界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東京右翼正在
篡改歷史，顛倒是非。

「村山講話」成安倍欺世「緊箍咒」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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