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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學的四月號《城大月刊》（「下稱「城刊」），以「告別運
動，革命抗赤」為主題，竟然號召在香港以「暴力抗爭」撕裂社會，
因為「在裂口中才能開花」。其謬論理據是，「港共政權暴虐不仁，
殘民以逞，推翻此等暴政，於西洋哲學乃天賦人權，於華夏傳統是順
天應人，這是香港革命的第二道德理據」。「城刊」違天逆理，裂國
亂港，不聲討不足以平民憤，不消毒妖為鬼蜮必成災。
第一害：造謠惑衆，製造白色恐怖。「城刊」拾政痞癲狗唾餘，捏
造個「港共政權」出來。請問：香港特區政府中，哪個官員是「港
共」？何時、何地、何人介紹他或她成為「共產黨」？請現在就拿出
「證據」來。若拿不出，就是當年美國的麥卡錫捏造「有205名共產黨
人混入國務院」，以「莫須有」罪名製造白色恐怖，像迫害名演員查
理．卓別林、科學家愛因斯坦、名記者奥本海默這樣的著名好人一樣
迫害特區政府官員。身為城大刊物，應知謠言止於智者，竟蹈麥卡錫
敗亡覆轍，可悲也矣！
第二害：「革命」是假，殖民復辟是真。何謂「革命」？《易．
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事大
矣哉」。孔穎達疏：「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
心」。周武伐紂，乃時勢使然，因紂殘害百姓，人心思變。周武「革
命」之聰明，就在於順天應民故能成功。香港能兵不血刃回歸祖國，
乃中華民族已經崛起强大，戴卓爾夫人知天命難違，違之就要「跌
倒」，故1984年簽《中英聯合聲明》將香港歸還中國。這就是香港的
「革命」。可「城刊」號召的「革命」是甚麼呢？請看其彩照封面，
英殖民龍獅旗高揚，一幫人在殖民旗幟下振臂疾呼，就道出他們「革
命」原來是復辟、復舊開歷史倒車，把香港變回英殖民統治，自己當
奴才、漢奸。違天逆理，「城刊」不打自招。
第三害：混淆黑白，踐踏天賦人權。《城大月刊》以「天賦人權」
作幌子，鼓吹暴力，胡言「和平為善只是人類的僵化概念而已」，社
會撕裂「才能開花」。眾所周知，「上天」賦予人類的權利，按笛卡
爾、萊布尼茨以及後來的盧梭學說，天賦人權指的是生存權而後才是
民主自由權。人若連生存都受威脅，何來民主自由？故亞里士多德和
中國的孔孟都主張人「性善」、「仁愛」。可「城刊」卻鼓吹暴力、
社會撕裂，其結果香港必然如今天的埃及、利比亞、叙利亞厮殺不
停，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可見，「城刊」打「人權」反人權，港
人必須奮起捍衛來之不易的繁榮安定，聲討《城大月刊》煽動以暴力
踐踏人權的罪惡企圖。
第四害：賊喊捉賊，蓄意指鹿為馬。「城刊」胡言港府「暴虐不仁，殘
民以逞」故必須「推翻」。然而學聯「佔中」79天以及今天仍未停止的
打、砸、搶、衝、罵暴虐行為，殘民者是誰？電視鏡頭記錄有目共睹；立
法會場擲水杯、撒溪錢、恐嚇要以「汽油彈」對付政務司長者是誰？人證
物證俱在。作為大學刊物，竟賊喊捉賊，將暴虐栽贓到特區政府身上，為
復辟英殖民統治張目，「趙高式」的卑鄙無耻也難與「城刊」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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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少學生哥放學後，喜
歡前往街角的辦館或士多，花幾毫子買支樽裝
汽水或豆奶，一邊飲用一邊閒聊；飲完順便將
汽水空樽「按回」給士多老闆，拿回「按樽
錢」。而家庭主婦也懂得集齊多個空樽，一次
過回樽給辦館或超市退錢。那時候大家未必知
道什麼是環保或循環再造，但潛意識裡就有一
種需要珍惜物質的自覺。但隨現今生活節奏
變快，加上物質豐裕，樽裝飲品已很少會回
收，由此衍生出大量廢樽處理問題。
政府於2013年就《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

計劃》進行公眾諮詢。事隔兩年，當局最近
向立法會提出建議以立法形式強制落實玻璃
樽生產者責任計劃，細節包括︰1.向飲品進
口商或生產商徵收循環再造費；2.首階段只
強制向飲品玻璃樽徵費，裝食物或醬料的玻
璃樽暫不徵費；3.供應商需每季申報一次廢
樽徵費量，並聘請審計師每年呈交報告；4.
暫定每公升玻璃樽容量收一元再造費；5.供
出口或轉口，或設有回樽制度回收廢樽重用
的公司，可獲豁免徵費。
根據資料，現在每日運往堆填區的廢飲品玻

璃樽多達166公噸，不但消耗堆填區位置，更
浪費可再生資源。因此，對於政府落實玻璃樽
生產者責任計劃，筆者是支持的，但實行細節

應該盡量做到不擾民、不加重中小企業營商負
擔為宜。
就計劃提出的建議，筆者認為有部分措施對

飲品供應商過於繁瑣，大大增加營商成本，實
有改善必要。例如要求供應商委聘獨立審計師
去審核售出及回收玻璃樽的數量，且要每年上
報四次徵費數目，就顯得小題大做。事實上，
供應商必會把再造徵費轉嫁給消費者，故根本
無必要瞞報，政府實可以放心讓供應商自行申
報數量，毋須大費周章要求供應商委聘審計
師；只需不定期抽查報告，便可起阻嚇作用。
其次，政府暫定每公升玻璃樽容量收取一

元的再造費，在施行上存有一定困難。因為
不同類型的飲品樽有不同容量，例如紅酒樽
多是750毫升、烈酒樽是1公升或700毫升、
大汽水樽為355毫升、小汽水樽192毫升，各
不相同。若政府規定每公升收一元，則一個
紅酒樽算作0.75元、一個大汽水樽就是0.355
元，操作上將非常複雜。因此，筆者建議政
府可研究改以「樽」為單位，不理容量大
小，每個樽統一收1元再造費，如此在計算
徵費上將更具效率。
政府以豁免徵費作為誘因，希望供應商自設

回收制度重用廢樽，但此舉難度甚大，只有大
型連鎖飲品企業才有能力推行，中小企業則是

無從入手。自本港豁
免葡萄酒稅後，坊間
出現不少中小型紅酒
商，自行從外地進口
紅酒分銷；對於這些
中小型酒商，它們無
能力亦無辦法推行回
樽制度，變相每瓶酒
要向政府繳交「環保
稅」。雖然政府庫房
收入增加，但單只向生產者徵費，對於推動市
民及餐廳參與廢樽分類及回收，從而真正達至
減廢惜物，是否起到作用呢？筆者是存疑的。
其實，透過「寓禁於徵」推動環保並非最有

效方法，如何推動全民投入和參與才是最重
要。就玻璃樽而言，現時回收的難度在於其儲
存耗位、攜帶困難、回收點不「就腳」等；故
回收廢樽只能於酒吧或食肆才能有效進行。要
有效推動家居廢樽回收，政府必須盡快增設更
多「就腳」的回收點，加強宣傳教育，鼓勵市
民不要隨便棄置廢樽；同時扶助回收玻璃樽再
生企業，讓收集到的廢樽「有出路」。期望政
府能夠雙管齊下，在推行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
劃之外，同時擴大廢樽回收網絡，推動全民參
與，才能真正達至減廢重用的目標。

玻璃樽徵費與加強回收須雙軌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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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的新出路

中國古代有一個關於蝙蝠的寓言：百鳥
之王鳳凰生日，百鳥來祝賀，唯獨蝙蝠沒
有露面。鳳凰把牠召來訓斥道：「你在我
的管轄之下，竟敢這樣傲慢！」蝙蝠蹬
雙腳說：「我長獸腳，是走獸國的公
民。」過了幾天，百獸之王麒麟做壽。百
獸都來拜壽，蝙蝠仍舊沒有露面。麒麟把
牠召來訓斥道：「你在我的管轄之下，竟
敢如此放肆！」蝙蝠拍拍翅膀說：「我長
雙翅，是飛禽國的公民。」有一天，鳳
凰和麒麟相會了，說到蝙蝠的事，才知道
牠在兩邊扯謊，尚洋洋得意。這個故事告
訴我們，有些人見風使舵，左右逢源，不
斷改變自己的原則和立場，來投機鑽營，
謀取私利。但是，他們只能得逞於一時，
總有一天會暴露出兩面派的醜惡嘴臉，遭
到人們的唾棄。

左搖右擺 眾叛親離
香港也有一個政黨，它就是存活在政治

夾縫之間，企圖左右逢源的民主黨。首先
我們得明白，所謂民主，只不過是他們自
己貼的標籤，並不代表他們所行的是民主
之道，正如當強盜的都說自己替天行道，
當妓女的都說自己賣肉養親一樣，民主，
不過是他們爭取選票的方法，在他們心目
中，市民和政府是對立的，和政府唱對台
戲就是民主，所以，反對派大都標榜自己
是「民主派」。民主黨也是如此，可是，
市民並非黑白不分的傻瓜，抹黑政府，扭
曲是非的做法也會惹來市民反感。於是，
有時候他們也得順應民意，理智行事，但
這樣一來，便會引來激進反對派的狙擊，
最近在政改方案問題上，民主黨便陷入兩
難的地步。

民主黨曾為香港第一大黨，但由於近年
來路線左搖右擺，變得眾叛親離，民主黨
為免被新民主同盟等激進派狙擊，這次在
政改問題上，惟有委曲求全，心甘情願被
人綑綁，揚言否決政改方案不會「甩
底」。他們以為低聲下氣，就可以取得盟
友的體諒，給他們一條生路，可惜算盤打
錯了，因為，民主黨早就已經四分五裂，
不過，他們並非左右分裂，而是互比激
進，變成激進派和更激進派，他們所爭奪
的是同一票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像
坐同一條船在汪洋大海中的難民，在食
物缺乏的時候，連同夥的屍體也想吃掉，
又如何會同舟共濟而將食物分享呢？所
以，民主黨不論是否與激進派綑綁，都要
被其同夥肢解，瓜分其地盤和議席。
民主黨中最危險的，正是其黨魁劉慧卿，
當年慧卿帶三五七個前線敗卒，投奔民主
黨，正藉司徒華年老力衰，李柱銘意興闌
珊，蜀中豈但無大將，就是連廖化也找不到
一個，劉慧卿對民主黨無寸土之功，卻乘亂
坐上了民主黨主席寶座，她在黨內缺乏威
信，黨外被視作笑話。古語云：「無功者忝
居高位，必為民眾所疑」，故劉地位岌岌可
危，是理所當然之事。
當年在民主黨帶槍出逃，另樹一幟成立

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早已看穿了民主黨
的軟肋。他與鄭家富結成了小集團，暗中
發展將軍澳地區的勢力，不斷在網上匿名
抹黑攻擊民主黨的大佬文化，力斥民主黨
不堅定、不可靠，民主黨「親共」。目標
就是要搶奪劉慧卿在新界東的地盤。看
來，劉慧卿躲得過初一，逃不過十五。只
要新民主同盟撬到中大退聯的選票，劉慧
卿遲早中槍倒地，新界東的立法會議席隨

時會易主。由此可
見，形勢對民主黨
極為不利，只要失
去其中一二席，便
會兵敗如山倒，隨
時被邊緣化。

支持政改
來一個華麗轉身
看過水滸傳的人

都會記得「火拼王倫」一幕，當初水泊梁
山原是酸秀才王倫的地盤，王倫為人心胸
狹隘，看不通大勢，容不下人才，雖有林
沖、晁蓋等好漢加盟，卻難有發揮的餘
地，最後林沖忍無可忍，手刃王倫，推由
晁蓋領導，才造就了水泊梁山的宏圖偉
業。今日民主黨在劉慧卿等人的錯誤帶領
下，屈就激進反對派的綑綁，早已失去大
黨的風範，再說，反對派的票源已越來越
窄，與其塘水滾塘魚，在老謀深算的狀棍
裙下乞憐，還受盡激進派小混混的閒氣，
何不重振大黨雄風，走自己的陽關大道，
在最後關頭反戈一擊，支持政府的政改方
案，來一個華麗的轉身。
如果民主黨有此膽識和遠見，必然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一、香港民意有近七成支
持政府方案的通過，此舉可說是順應民
意，成為玉成香港普選的功臣，定可得到
選民的另眼相看；二、「民主派」的選民
並非一面倒地支持否決政改，持不同見解
的人佔了四成以上，支持政改方案避免了
和激進派爭同一票源，對保住民主黨的議
席大為有利；三、如果民主黨脫離了反對
派的綑綁，以獨立身份存在，可以吸引溫
和派的加入，有利民主黨的壯大發展。
今日中國潮流勢不可擋，連歐美等國也

要暗中禮讓三分，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特
區，任何企圖發展「港獨」，和中央對抗
的黨派是完全沒有機會，沒有前途的。以
李柱銘為首的頑固派早已暗通公民黨，出
賣了民主黨的利益；加上范國威等激進派
公然背叛，民主黨已今非昔比，大傷元
氣，此時不變更待何時？正是識時務者為
俊傑，民主黨中的有識之士，該是審時度
勢，棄暗投明的時候了。

民主黨支持政改，必然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一、香港

民意有近七成支持政府方案的通過，此舉可說是順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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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選民並非一面倒地支持否決政改，持不同見解的人佔了四成以

上，支持政改方案避免了和激進派爭同一票源，對保住民主黨的議席大

為有利；三、如果民主黨脫離了反對派的綑綁，以獨立身份存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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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天立地

政改方案是切實可行的好制度
張曉明強調，評判一項政治制度包括普選制度的優

劣，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適合該國或該地區的
實際情況。張曉明從香港特定的憲制地位、特殊的民
主發展情況、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態、多元的利益訴求
狀況等情況，深刻說明了行政長官普選制度適合香港
實際情況。張曉明還進一步指出，適合港情是行政長
官普選制度的根本立足點，而且制度本身還具有不少
優點或特點，包括合憲、民主、正當、穩健。張曉明
追根溯源地闡述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源自基本法，概括

了該制度基本內容的三個方面：提名辦法、普選辦法
和任命辦法，精闢地指出行政長官必須獲得香港社會
和中央政府「雙認可」的機制，融合了選任制和委任
制的元素，是一種制度創新。可以說，政改方案不但
適合實際情況，有力地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更兼具
合憲性、民主性、正當性、穩健性的優點，無疑是當
前時空下最好的方案。
落實特首普選是香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難免

引起議論紛紛，本港有人對500萬人一人一票的選舉
是民主巨大進步的事實避而不談，反而大肆操作所
謂「假普選」的爭論，企圖動搖廣大市民對落實普

選的信心。為此，張曉明特別指出，對香港社會各
界人士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樹立一種自信：堅
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不僅是香港
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而且是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
際情況的制度，是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基
本法的制度，是切實可行的好制度。社會各界應理
直氣壯地站出來維護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支持依
法落實普選。

落實普選重新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普選方案通過與否對香港而言，將帶來兩個截然不

同的前景：普選方案若被否決，全港皆輸，社會更
亂；通過普選方案，不單標誌香港民主的大跨越，
亦同時標誌香港廣大市民終於找到兼顧香港與國家
利益的共識和方向。正如特首梁振英強調，希望政改
告一段落後，大家可以把精力重新集中到經濟發展。
一直以來，梁振英為推動政改、發展經濟殫精竭慮。
政改方案公布以來，他帶頭落區宣傳政改，不畏干擾
耐心向市民解釋落實普選的好處，受到市民的歡迎和
支持；近期，梁振英又馬不停蹄地訪問內地和國外多
個城市，目的就是為發展經濟打拚。形勢不等人，競

爭對手也不會等香港，香港既
要推動政改向前，落實普選，
但也不能忘記經濟發展和改善
民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

究所去年底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內地省市在競
爭力方面持續趕超香港，社會內耗將使香港的競爭力
進一步落後於內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年發表的《中
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指出，香港的競爭力正不斷與其
他內地城市拉近，預計到2015年，香港的經濟規模將
落後於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內地城市。內地和
亞洲的大城市都在集中精力發展，它們取得的成績甚
至有超越香港之勢，居安思危，難道我們還能對這個
落後於人的警號視而不見嗎？否決政改方案，香港繼
續糾纏在沒完沒了的政改爭拗中，只會進入一個全港
皆輸的局面。
在關乎香港長遠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希望所有

立法會議員以香港大局為重，憑良心投票，讓香港普
選特首得以實現，讓港人重新團結、重新飛躍、重拾
希望，一同為香港創造新的奇蹟，創造社會發展、經
濟發展、民生改善的大時代。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樹立普選制度自信 支持政改共謀發展
政改已進入見分曉的階段，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撰寫題為《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

選》的文章，全面、精闢、深刻地闡述了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所確立的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

的豐富內涵，強調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樹立行政長官普選的制度自信，具有

極高的權威性和強烈的針對性，有助港人充分認識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是香港歷史上最

民主的制度，是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社會各界應該支持通過政改方案，讓大

家可以把精力重新集中到經濟發展，勿讓政爭不休而影響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損害港人福

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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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5月4日在北京會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表示，國共兩
黨和兩岸雙方要眼大局，本相互尊重的精神，不僅要求同存異，
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政治互信。事實上，在台灣島內出現新
的變化，兩岸關係處於新的重要節點之時，兩黨領導人的會面恰逢其
時，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既可進一步夯實「九二共識」的政治基
礎，更可藉此會面，形成兩岸的良性互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
程。特別是習總書記提出的兩岸關係五點主張，無疑為今後兩岸關係
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綱領，對實現建設「兩岸命運共
同體」的宏偉目標有指導性的重要作用。
此次的「習朱會」，是自2005年來「胡連會」後國共領袖的第四度
會晤。過去十年，兩黨領袖為了兩岸民眾的共同命運及福祉曾三度會
晤，共同開闢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光明前景，維護了台海和平，給
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得到了兩岸同胞的廣泛支持和認
同，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及讚揚。現下，台灣政治環境發生
新的變化，出現了一些對兩岸和平發展不穩定的因素，因此這次的兩
黨領導人會面，就愈發顯得恰逢其時，意義重大，擔負兩岸關係
「指南針」及「定位器」的作用。藉此機會，雙方既可交換意見想
法，進一步夯實「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加深互信；另一方面應對
新形勢、新格局，作進一步的溝通，及時調整兩岸關係策略，通過最
高層的交流鞏固兩岸對話交流的信心，合力解決目前兩岸深化合作遇
到的困難，帶動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習總書記就兩岸關係的最新情況提出的五點主張，

是為今後的兩岸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為實現建設「兩岸命運共同
體」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綱領。這五點主張，一是強調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其核心是認同
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其次，是要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
兩岸互利雙贏；第三是希望兩岸同胞要以心相交、尊重差異、增進理
解，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第四呼籲國共兩黨和
兩岸雙方眼大局，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
政治互信；五是希望兩岸同胞團結起來，國共兩黨秉持民族大義，承
擔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神聖職責。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對上
述主張給予了積極回應，他強調國民黨將繼續維護「九二共識」這個
國共雙方共同的政治基礎，這使兩岸的政治互信進一步加深，為今後
不斷深化、豐富「九二共識」的表述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不可否認，兩岸間的確存在一些政治分歧及難題。對此，習總書記

強調要秉持「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的原則，積極探索解決之道，建
議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這充分反
映了中國在兩岸關係上的誠意，以及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的珍視
之情。當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奉行開放、包容的「命運共同體」新外
交戰略時，同胞同袍同根同源的兩岸之間，更應該攜手共進，「聚同
化異」，將兩岸的發展命運緊緊凝聚在一起，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讓中華民族巍然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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