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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超

纏繞香港社會三十多年的普選問題進入最後大直
路，特區政府即將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案，全港合資
格選民能否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這兩個多月就
是最關鍵的時刻。可惜的是，反對派至今仍然擺出一
副強硬姿態，日前23名反對派議員第三度發表聯署聲
明，聲稱定會否決人大「8．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
案。這個聲明已經是第三度發出了，為什麼反對派要
翻來覆去的「聲明」？其實，這與其說是示威，不如
說是示弱。如果聯署聲明是理直氣壯，一次已經足
夠，何用三次？反對派三不五時發表聲明，不過反映
其缺乏底氣，知道人大決定不能撼動，知道否決政改
不得人心，才要不斷聯署綑綁，迫使溫和派不能「走
票」。

反對派聯署色厲內荏

既然溫和派知道否決政改弊大於利，也知道激進派
綑綁打的是什麼算盤，為什麼卻甘心受綁？原因是反
對派的政改博弈，已經變成一個「扑傻瓜」的遊戲，
誰人最先伸頭出來，就會第一個被打。相反，當愈來
愈多傻瓜同一時間突出頭來，「扑傻瓜」的人眼花繚
亂，反而減低被打中機會。在這次政改博弈中也一
樣，民主黨對於上次政改被激進派狙擊一事仍然猶有
餘悸，所以這次不敢搶先出頭表態，擔心再次成為激
進派狙擊的對象。其他溫和派眼見民主黨都不表態，
自然不會當「出頭鳥」。溫和派默不作聲，令激進派
氣焰愈益囂張。在這種「沉默的螺旋」下，溫和派被

綁得愈來愈緊，加上一些激進派人士不斷游說溫和
派，指反對派必須企硬到最後一刻，才可以爭取到中
央最大的讓步，得到政改的最好要價，最終導致了現
時的政改僵局。
然而，激進派人士的謊言早已破產，去年79日的
「佔中」，中央依然巍然不動，人大「8．31」決定依
然穩如磐石。在政改的法律和政治底線面前，中央絕
對不會作出讓步，政改方案必然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
大「8．31」決定行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已明確表
示，人大「8．31」決定是中央考慮整個情況後，作出
對香港未來民主發展的一個重大決定，所以我們看不
到有甚麼原因人大「8．31」決定可以修改。他並期望
反對派不要再抱有甚麼期望可以改動人大「8．31」決
定。確實，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特首的核心要素作
出明確規定，具有最高法律權威，也是經過認真研
究、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後審慎提出來的，是一個合
情、合理、合法的方案。尊重和維護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的決定，是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也是順利落實特首普選的關鍵所在。對於人大決定已
經作出明確規定的內容，絕對不會再變。

否決政改 民主黨是最大輸家
自去年人大「8．31」決定頒下之後，反對派無所不

用其極的意圖推翻決定，罷課、「佔中」、立法會
「不合作運動」，但中央卻沒有絲毫動搖，主流民意

一直支持人大決定。在這種情
況下，溫和派以為企硬到最後
一刻就可以迫使中央作出讓
步，甚至撤回「8．31」決定，
不過是痴人說夢。在政改進入最後階段，反對派再重
施「鬥大」伎倆，不但不可能令中央作絲毫讓步，反
而會葬送香港的普選前程。如果這一次政改被否決，
誰人能夠保證下一次普選就必定能夠成事？人大「8．
31」決定不單規定2017年的特首普選，之後的特首普
選同樣要按照人大決定辦事。反對派說否決政改才可
以爭取更民主的方案，不是一廂情願，就是故意誤導
公眾。
現時政改形勢已經很清楚，激進派必定會否決政

改，如果再沒有溫和派出來表達理性聲音，政改將難
逃被否決的厄運。因此，各界人士都對民主黨等溫和
派寄望甚殷，寄望他們能夠與上次政改一樣，最終以
大局為重支持政改。民主黨應該看清楚大局，中央絕
對不受要脅，也不會讓步，民主黨等溫和派應該丟掉
幻想，「帶頭轉身」支持政改方案促成普選。在民主黨
帶頭之下，有助其他溫和派人士掙脫激進派綑綁。相
反，如果民主黨繼續自甘被綁，不但政改必定泡湯，民
主黨也會成為政改最大輸家，不但在之後的選舉中遭受
選民懲罰，更會引發黨內的分裂，溫和力量將會出走，
中間選民離棄。民主黨將會兩面不是人，最終難逃泡沫
化的結局。民主黨現在是時候作出理智的抉擇。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中央底線絕不退讓 民主黨應丟掉幻想「帶頭轉身」
政改方案即將出爐。特首梁振英表示，當局會不斷努力，爭取市民及立法會議員支持，通

過政改方案。他並對向反對派議員拉票有信心，因為市民對政改方案有信心，希望見到香港

有普選，若果錯失機會，不知何時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中央已經明確表明政改原則底線絕

不退讓，人大「8．31」決定不可撼動，79日的「佔中」要脅不了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

聯署聲明難道可令中央退讓？在政改進入最後階段，反對派再重施「鬥大」伎倆，只不過暴

露其黔驢技窮，理虧心虛。民主黨等溫和派現在應該丟掉幻想，「帶頭轉身」支持政改方

案，鬆綁促成普選，否則他們不但將成為「普選殺手」，在之後選舉中遭受懲罰，更會引發

黨內分裂，溫和力量出走，中間選民離棄。屆時，等候民主黨的只會是覆亡的結局。

申不平

羅冠聰恐嚇衝擊立會無法無天

羅冠聰揚言立法會若然通過政改，學聯不排除
「佔領」立法會行動，即使砸爛玻璃門、毁壞大
樓內公物等行為，都會比去年「佔中」期間更具
正當性。「佔中」究竟有何正當性？79日無法無
天的日子令全港市民心有餘悸，「佔中」搞手猶如
過街老鼠，也即將面對法律的追究。然而，學聯卻
沒有汲取去年「佔中」的教訓，打算再次發動「佔
領」行動，更將矛頭指向立法會，這說明學聯惡性
難改，已經成為了香港治安的「毒瘤」。

暴力要脅議員絕不容許
立法會是香港的立法機構，立法會議員得到法

律保障，絕不容許學聯中人以暴力手段脅迫，如
果學聯堅持要衝擊立法會，警方必定會第一時間
將有關人等繩之以法，絕對不會再任由學聯胡作
非為，更不可能出現台灣的「太陽花革命」。學
聯意圖將台灣民進黨的一套移植到香港，不但不

會成功，更要承擔沉重的後果，廣大市民也不會
容許。
諷刺的是，古往今來，從來沒聽過有自稱爭取
民主的組織會對民主普選這樣抗拒。政改方案通
過，意味着全港合資格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
首，令當選的特首更具有民意認受性，更要面向
廣大民意，特首選舉的民主成分大為增加，何來
「假普選」之理？反對派、學聯之流多年來一直
爭取的是「一人一票」而不是「公民提名」的
「一人一提」。現在一班反對派政治人物，過去
有表示過要爭取「公民提名」嗎？從來都沒有。
他們爭取的是「一人一票」，現在已經唾手可
得，卻又莫名其妙地提出所謂「公民提名」，否
則就不是「真普選」云云，這個道理說得過去
嗎？

學聯無普選卻不准港人有普選

反對派沒有理由反對「一人一票」，學聯更加
沒有。一個自稱代表學界的組織，一個自稱民主
的組織，其最高權力架構卻只是由幾十人選出，
內裡更存在不成文慣例，就是由上屆常委挑選本
屆秘書長。由於投票者都是「圍內人」，確保選
舉結果可以百分百操縱，所以才有周永康指定羅
冠聰為接班人的荒謬一幕。學聯的小圈子選舉和
獨裁制度，與「真普選」相差十萬八千里，為甚
麼學聯卻一直不肯修改制度？說穿了，就是要確
保學聯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上。
所以，當輿論狠批學聯小圈子選舉，甚至各

間大學因此紛紛進行「退聯公投」以示不滿的
時候，羅冠聰仍然為學聯小圈子選舉死撐，說
明所謂民主普選對學聯來說只是葉公好龍。最
諷刺的是，學聯不讓廣大學生擁有一人一票選
舉秘書長的權利，現在更要扼殺全港市民一人
一票選舉特首的權利。學聯有甚麼資格代表港
人去否決政改？誰人授權羅冠聰再發起一次
「佔領」行動。37個投票給羅冠聰的人難道就
代表主流民意？
學聯由周永康到羅冠聰，都是一班不學無術之
輩，不知民主為何物，只知道跟隨反對派的謬論
起舞，只知道在傳媒的鎂光燈下出風頭。連學聯
秘書長都不是一人一票產生，連學聯自己都沒有
普選，竟然還敢大言不慚地叫市民不要對政改
「袋住先」。他們當然反對「袋住先」，因為學
聯本身就是一點民主氣味都沒有，一直抗拒普
選，又怎會讓廣大選民擁有普選特首的權利？學
聯與反對派一樣，都是以民主之名，行扼殺民主
之實的「反民主派」。

學聯秘書長羅冠聰日前接受無綫英文節目《清心直說》訪問時指，若果立法會通

過政改方案，學聯必有行動，很可能以立法會為目標，他更指闖入立法會並毁壞玻

璃門或公物，只要不傷害任何人，都不算是暴力，「當市民對立法會有合理的憤

怒，這些行動便有正當性。」羅冠聰的說法等於是公然以暴力恐嚇立法會，要脅

議員必須否決政改，否則就要衝擊立法會，視法律如無物，盡顯學聯中人無法無

天。對於學聯的極端行徑，執法部門應該密切監察及制止。此外，學聯不惜以暴

力手段迫使反對派否決政改，也在在說明學聯自己內部無普選，也要全港市民同

樣無普選的虛偽與不堪。學聯自稱爭取民主，所作所為卻是扼殺民主，理應受到

社會各界譴責。

早前在露天茶座享用早餐，正在偷閒之際，忽
然聽得一女孩呼天搶地哭叫，轉身一看，一名大
約是三歲左右的女孩子，整個人卧在地上，不停
哭叫，簡單形容是「扭計」，複雜一點的解說是
她正在要求一些事物或事情，但未能得到滿足，
便用上一些她認為最有效的方法，去爭取她希望
得到的東西。
同行照顧她的是一位菲籍工人姐姐及另一位五
歲的小朋友，起初工人姐姐處理得十分好，在距
離小女孩大約5至10步的位置，假扮離開，並同
時不停作出觀察，以免女孩子作出甚麼危險行
為，這些處理手法，確實不簡單，筆者心裡即時
想邀請她，轉職至我家幫手。
因在行為學說理論中，我們先不探討小女孩要
求的是甚麼，若因她是次的卧地行為，令到工人
姐姐屈服，從而得到好處，那豈不是等同工人姐
姐向小女孩派了糖果，強化了她這個行為？那麼
相信卧地事件，在數量及嚴重程度上，只會天天
增加。
因此要減少或停止此種行為，的確在立場上要

「企硬」，讓小朋友明白到她作出此行為是不當
的，並且是一定不可能得逞的，雖然「企硬」一
次不一定奏效，但經過數次的「企硬」便會形成
一個教育過程，更正了小朋友的不當行為，令她
不會再輕易「扭計」了。
但現實是如何？工人姐姐本是企硬，後來先有

一名途人上前「氹」小女孩，之後又多了一位途人
來嘗試扶起小女孩，之後又聚集了不少途人在看熱
鬧，工人姐姐在眾多的外來壓力下，雖然盡力堅
持，但最終仍要屈服，上前扶起小女孩，小女孩則
即時面露笑容，沾沾自喜，何解？因她明白到工人
姐姐已經屈服，所想所要快可兌現，但整件事上，
筆者是十分欣賞工人姐姐的堅持，只因外來壓力太
大，不得不放棄；可憐的是小女孩的公主病，漸趨
嚴重了，工人姐姐將一天比一天辛苦。
無獨有偶，「港獨」分子有如小女孩般，天天
在各社交媒體鼓吹「港獨」（扭計），外來力量
更不言而喻了，希望特區政府不要如工人姐姐
般，在眾多外來力量下屈服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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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近十八年，政權回歸了，但似乎部分港青
仍屬迷途羊，對國家觀念較為薄弱。「港獨」思
潮借去年「佔中」蔓延，部分港青對「國家概
念」模糊，沒有主權概念，不懂我國的國界海
疆，對國情不盡理解，更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不盡
不實，令人遺憾。
過去數年，反對派政客和媒體動員政治運動，
對香港年輕人進行「洗腦工程」，部分港青對過
去歷史認識片面，對被美化了的「殖民史」照單
全收，並歌頌被理想化的西洋文化和普世價值，
對過去港英時期管治存在錯誤的憧憬。另一方面，
偏聽也令港青對國家的印象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景
況，與實況不符，並對國家發展現況有落差和墮後
的聯想。這些偏見偏聽，影響部分港青對國家的認
同，他們對國家前景漠不關心，淪為「國情侏
儒」，欠缺國民對國家應有的信心和歸屬感。
所謂「有國才有家」，「國家」是「家」組成
的先決條件，「國家」概念的存在才能令港青意
識到祖國是我們的「根」，認祖歸宗，對國家倍
加尊重和認同。港青也是國家的持份者，自身前
途也與國家整體發展不可分割，須學習欣賞國家
的優點，努力以各自的能力和專長貢獻國家、建
設國家，與國家發展共同進退。
筆者認為，港青宜全面、客觀，並有系統地了
解國家，也應爭取到內地城市親身感受經濟和產
業騰飛的成果，對國家成就抱正面欣賞態度，尊
重國家的每事每物，愛惜國家的一草一木，把握
國家給香港的機遇，乘國家「一帶一路」和「十
三五」規劃之東風，香港青年也要參與和見證祖
國前進的巨輪。
香港人吃的、喝的、用的、穿的，供應充足，
源源不絕，其原材料或加工工序，基本上也與祖
國扯上關係，有賴祖國的資源和同胞的殷勤投
入，我們生活與祖國緊緊相扣，可謂唇亡齒寒。
港青宜感恩，飲水思源，尊重國家的默默付出，
並培養對國家的認同感。祖國就如港人的母親，
含辛茹苦孕育子女，永無怨言，港青更應重塑國
家觀念、重新認識國情，並好好珍惜國家所賦予
和供給的美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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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所料，美國前第一夫人、前國務卿希拉里·
克林頓如期正式宣布，競選民主黨候選人提名，再
次爭取2016年入主白宮。意味着美國歷史上有可
能出現期待已久的第一位女總統。也一如所料，媒
體對這位行事作風雷厲風行的美國女強人再次出現
於美國政壇表示擔憂，希拉里對華彪悍風格令人印
象深刻，她重返政壇，將對中美關係投下新的陰
影。不過，筆者認為，從前國務卿位上退下，希拉
里備戰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再以對華彪悍風格
行不通。

外界關注衝擊中美關係
希拉里．克林頓是民主黨普遍看好的熱門人選。

如果贏得2016年大選的話，她將成為美國第一任
女總統。在正式啟動的競選網站中，克林頓夫人出
面說：「我將競選總統。」並一如既往態度硬朗的
表示：「普通美國人需要一個捍衛者，我願意成為
這個捍衛者。」希拉里表態再次衝擊總統寶座，不
過，外界還關心的是，希拉里在競選總統時以及一
旦當選總統後，對中美關係有多大程度的衝擊。
希拉里現年67歲。她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個

「強勢而睿智的女性」。1992年，丈夫克林頓競
選總統期間，希拉里一直是他的政治顧問。而隨着
克林頓1993年入主白宮，希拉里成為「第一夫
人」。
8年白宮生涯中，她一反往日「第一夫人」遠離
政治的做法，積極參與政事。而她在處理丈夫與萊
溫斯基婚外情一事上也頗顯手腕，儘管私下裡強烈
不滿甚至傳出為此動手，但公開場合並未因此大發
雷霆，而是選擇默默地站在老公一邊。
毫無疑問，希拉里在任國務卿位上對華一貫強硬

的態度，自然令人憂慮她上位總統也會以消費對華
政策開始。有人說，希拉里為政治而生，是中國最
危險的敵人，她的出現，對中國將意味着中美關係

的陰影更深。對這位「亞太再平衡」的設計師，專
家分析，對華政策或繼續「彪悍」、缺乏靈活性、
態度強硬的風格。
早於2008年的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為了拿下志

在必得的民主黨黨內提名，希拉里就把矛頭指向中
國。她在華盛頓大學一次競選集會上說：「在過去
7年裡，布什政府的政策已令中國變成我們的頭號
債主。今天，中國的貿易及貨幣政策正在懲罰美國
工人——中國的鋼鐵出口到美國，美國的就業機會
轉移到中國……而作為回報，我們所得到的只是含
毒的中國海鮮和玩具。」希拉里認為，這些情況都
將改變，「因為我知道怎麼對付中國」。
2009年，希拉里出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是美

國「重返」亞太的積極鼓吹者和推動者，堪稱「亞
太再平衡」戰略的設計師。上任伊始，希拉里打破
傳統，首次出訪就選擇亞洲，高調宣布：美國回來
了。
2010年7月23日，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在越南河

內出席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首次挑起所謂南海
「航行自由與安全」問題，聲稱南海島嶼領土爭議
事關美國國家利益。
2014年6月10日，希拉里撰寫的回憶錄《艱難

抉擇》面世。書中，希拉里談及對亞洲的策略包括
三條路線：一是擴大對華關係；二是制約中國，加
強與中國以外各國的同盟關係；三是支援地區多邊
組織的發展。分析人士認為，在對華外交政策方
面，希拉里鷹派色彩十足。這在她國務卿任上，在
2012年中美峰會前不久批准盲人律師陳光誠在美
國駐華大使館避難，便是一範例。
在接下來的選戰之中，希拉里還會拿中國說事，

但還繼續過去對華彪悍的風格並不是她的有利選
項。如果2016年競選成功，她在對華政策上可能
會延續以往那種「彪悍」、欠缺靈活性的風格，但
對華政策還是要回到務實合作這個大趨勢上。

原因簡單又複雜，簡單的是，今不如昔，希拉里
面對的中國，正在建立務實、融合的國際關係；中
美之間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交融度以及政治層面聯
繫程度越來越高，簡單的強硬無助這一關係的建設
性發展。

亞太再平衡策略不再行得通
複雜的是國際環境變了，希拉里創導的美國亞太

再平衡正在受到中國積極外交的破解。「一帶一
路」如一支箭，直插美國對中國的半月形包圍；亞
投行凝聚起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向心力，美國盟友
英國率先加入亞投行，西方大多數國家跟進；美國
亞洲盟友菲律賓成為亞投行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之
一；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率領有越共政治局近
1/3成員參加的高規格代表團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
問，中越關係邁入新的台階，中國周邊的地域政治
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希拉里再以彪悍風格對
華，可能在國際上難以引起共鳴。
美國相關專家分析表示，希拉里參加競選，低調

是主線。美國國內的經濟現狀不允許希拉里在對華
政策中堅守一如既往的強硬。競選聲明中清晰表明
美國經濟雖有復甦跡象，但並非整體復甦，美國每
個家庭的強大，才能造就整個美國的強大。而美國
需要面對國內一系列問題，如醫療改革，經濟及稅
收等，仍然棘手。如果成功競選總統，希拉里作為
第一任女性總統，柔軟的身段是改善過往強硬彪悍
形象重塑溫和親切形象的最佳方式。美國缺乏其堅
持對華強硬態度的內部經濟環境支撐。
2009年，新國務卿希拉里走馬上任。1月13日在

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其國務卿提名舉行的聽證
會時，希拉里表示，要運用「巧實力」(Smart
Power)來應對紛繁複雜的世界形勢，並稱這種精明
外交具有「絕對重要性」。或許，希拉里的美中關
係，更需要巧實力而不是硬實力。

希拉里對華彪悍風格行不通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4月16日（星期四）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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