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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近日發動新一輪反基本法行動，繼早前在facebook專頁呼籲學生
及校友透過聯署方式，要求教育局撤回《活學趣論基本說法—基本法視像教
材套2015》之後，昨日更發表聲明，指有中學生向他們披露，被迫參與拍攝
教育局有關基本法的教材影片。學民並呼籲有拍攝過影片的學生出來「指
證」，「道出拍攝過程中的不公不義，以阻止教育局把學生當作政治工具」
云云。學民思潮此舉與文革時鼓勵學生告發師長如出一轍，企圖在校園內發
動「批鬥」歪風，大搞白色恐怖。看來，學民思潮為免重蹈學聯慘遭「肢
解」的覆轍，鐵了心愈走愈激，愈走愈癲，稱他們為「香港紅衛兵」也不為
過。
這次被學民思潮借來大做文章的《活學趣論基本說法—基本法視像教材套
2015》，究竟犯下了什麼大錯，導致被學民以至反對派窮追猛打？原來教材
提到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樣普通的一句，就被上綱上線到反映
教育局要學生「對政權千依百順」。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央對香港
擁有全面管治權有什麼可以質疑？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寫得很清
楚，教育局參考有關權威表述是合理的做法，難道因為學民思潮不承認中央
對港管治權，所有教材就不能寫，學民思潮以為自己是什麼東西？難道要全
港學校都用上教協的教材，才是最客觀、中立、持平？學民攻擊教材的理據
根本毫無道理。說穿了，不過是隨便找一個開火的理由。
但最離譜的是，學民自己理虧，竟然還呼籲學生告發師長，並指有一位就

讀傳統左派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的同學向學民思潮表示，學校在拍攝前
雖有派發通告給家長，但通告只屬「知會」性質，該同學指在沒選擇的情況
下只好忍氣吞聲，被迫參與拍攝活動云云。姑且不論這位學生是否真有其
人。因為反對派過去就經常利用各種「稻草人」出來製造假新聞，除非這位
學生真的出來交代，否則對有關新聞應該先行存疑。就是從事件本身來說，
學民思潮要學生出來指證學校，用心已極為狠毒，就是要煽動學生出來「批
鬥」校長、教師，繼而利用《蘋果日報》等喉舌出來大肆報道，在校園內大
搞白色恐怖，令到有關教師遭受沉重政治壓力。這樣，將來還有哪位教師夠
膽出來宣傳基本法、教授基本法？學民借教材大做文章，根本就是一場反基
本法教育的政治炒作。
學校配合教育局宣傳基本法是應有之義。如果學生真的不想拍攝，相信在

現時的香港社會，沒有人夠膽「逼」他們拍攝。現在學民借一個不知姓名、
不知來歷的所謂學生一面之辭，就將矛頭對準所有學校，大張旗鼓地挑動告
發、「批鬥」歪風，勢將嚴重毒化校園環境，破壞師生關係。學民思潮一直
對內地各種情況抹黑不遺餘力，誰知道現在竟然要重演「文革」一幕，實在
是一大諷刺，更暴露學民頭頭不學無術，高喊民主反民主的本質。

黃熾華

今日香港民主黨所處政治地位和形
勢，很考他們的智慧。一方面，若民主黨
6名議員投票贊成政改方案，既可突破公
民黨、社民連和人力激進派的包圍，為香
港政制向前立功、取信於民而發展、壯
大；另方面，若阻撓政改通過使民主政制
停步，便從此萎縮、被圍殲成為民主歷史
罪人。故民主黨須清醒計算，參與否決政
改方案只會有七失，而無一得。
一是失諸民意。2005年參與否決政

改，民主黨已違背60％的民意期盼；今次
2017年政改方案，是一個合憲、民主、正
當、穩健的方案。民調顯示：75﹪市民支
持政改通過，連一貫偏幫反對派的「鍾氏
民調」都公佈只有36﹪「不支持」。民主
黨若參與否決，就是再次違逆民心。失民
心者失天下，此乃民主黨一路走來每下愈
況，議席愈少之原因。
二是失去選票。在港區公民黨欲「席

捲」民主黨之地盤，在九龍區有社民連欲
「吞併」八方之心。以2010年「公投」

「補選」為例，公、社黨從2008年得票
36萬躍升至「5．16」補選46.5萬，其增
加之10.5萬選票就是被撬的民主黨票源，
民主黨損失不可謂不慘。今若再與公、社
黨合作，乃是與狼共舞，進一步流失更多
中間選民。
三是失去理念。民主，是民主黨追求的

理念和宗旨。但民主需循序漸進不能一步
到位，2017年政改方案是通向政制雙普選
的階梯。民主黨參與否決，等於拆去達致
民主普選的重要台階，愚蠢舉動無異於向
港人彰顯假民主的虛偽。
四是失去立功機會。2017年普選得以實
現，是歷史的進步。民主法治的事業就是通
過先知先覺者帶動後知後覺者、改造不知不
覺者進行的，他們往往是先進制度的源頭活
水，他們的行動常常是先進制度確立的臨門
一腳。華盛頓的「臨門一腳」阻止了舊制度
的復活，催生了新民主制度的產生。現在，
推動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機會留給了民主
黨：支持立功，否決有罪，必須抉擇。

五是失去機遇。項羽在鴻門宴中錯過機
會使劉邦坐大，最終滅亡。今香港政改處
關鍵時刻，一念之差使民主黨成為民主推
動者或民主斷喪人；是大獲政治豐收或竹
籃打水一場空。
六是失去地盤。民主黨原為香港「民主

派」第一大黨，號稱「泛民」「旗艦」。
這次若支持政改方案，便成功瓦解公民
黨、社民連、人力結盟搶佔「民主高地」
企圖。但參與否決政改，一背叛民主追
求；二使500萬選民失望；三從此淪為無
足輕重政團「小艇」！
七是失去「龍頭」地位。民主黨的政敵
已非中央和特區政府，而是公民黨和社民
連。支持政改使民主黨獲中央肯定、獲選
民支持、可重奪民意。更重要是使激進、
暴力稱民主的「霸王」落空，民主黨也轉
危為安。故民主黨內有識之士，宜拓展民
主言路，把握歷史契機，切不可引喻失
義，與激進派同流合污，讓偏激、鼠目者
左右決策而失去寶貴時機。

民主黨若否決政改有七失

對於民調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滾動調查的樣本每
日必須維持在1,000個以上，才有準確性可言，如果樣
本低到200個，誤差就會非常大，根本就沒有科學和準
確性。因為抽樣調查的樣本太少，「鍾氏民調」出現
非常奇怪的現象，完全不能反映香港的政治生態。4月
29日的「鍾氏民調」說，每日調查200人，經過了5日
共訪問1,167人。調查分析發現65%在政治立場均自稱
中間派、無政治立場，「泛民」則佔19%，建制派只
佔4%。這樣的樣本，根本不能反映反對派和建制派的
力量對比實際情況。根據這個樣本，反對派的人數是
建制派的4倍多，這是相當離譜的數字。如果反對派有
那麼多人，意味有8成多的選民支持反對派，那還需要
進行民意調查的「民意戰」嗎？

每日200個樣本容易造成偏差
這就帶出民意調查的科學方法問題，民意調查必須

準確反映不同陣營人數的分布實際情況，才能反映出
民意的方向，這樣的調查才有科學性和準確性。設計
調查的時候，準確或盡可能反映實際的人數布局，是
科學調查的一個重要原則。如果民意調查的樣本不能
反映實際社會人數的比例，就變成了「推測」民意和
偽造民意，不是「鍾氐民調」一句「隨機抽樣調
查」，就可以掩蓋他們蓄意偽造民意的企圖。
最近的英國大選，事前的民意調查都說沒有一個政

黨可以過半數，保守黨和工黨難分高下。實際的選舉
結果是保守黨大勝，工黨大敗。英國的民意調查大失
水準，差錯在哪裡呢？原來，英國的民意調查機構為
了賺錢，採取慳水慳力的「隨機抽樣」調查方式。隨
機抽樣只訪問全國家中有固網電話的人士，這種隨機
抽樣絕對不能反映全國選民的分布總體狀況，違反了
調查樣本要反映「母全體」的原則。
慳水慳力導致民調結果嚴重失準。精確的民意調查

都根據固定的比例（quota）進行隨機抽樣。例如根據
男女、年齡大小、職業，分區的家庭地理位置等去篩
選要訪問的人，這種篩選方式預設了男女、年齡、職
業等因素對投票決定是有決定性影響的，有了反映全
面的人口布局，然後進行分區隨機抽樣，準確性就大
得多。但是，英國的民意調查機構沒有這樣做，而是
把全國人口混在一起進行抽樣調查，不能反映選舉的
規則和地區分布的情況，當然非常不科學、不準確。
「鍾氏民調」聲大夾冇準，說「我們是隨機抽樣，

代表民意，這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都懂得的問題」。
這句話，相當有諷刺性，刺中了「鍾氏民調」的死
穴。他們就是「大學一年級學生的水平」，居然不知
道樣本一定要超過1,000個的基本原則。樣本數量太
少，往往造成偏頗，只能夠反映很小一部分人群的情
況，不能反映香港的全面情況。

訪問對象狹窄 結果早知
另外，「鍾氏民調」的班子及調查員，早有政治成

見，不能中立客觀地進行民意調查，他們先定了「民
意調查」的結果，所謂的隨機抽樣，有沒有蠱惑，也
大成問題。「鍾氏民調」不成功訪問的人數是多少，
向多少商界、專業界進行了訪問和調查，應該詳細深

入地向公眾解釋，如果不成功訪問的樣本比率太高，
商界、專業界的受訪者太少，這說明「鍾氏民調」不
是「隨機抽樣」，而是有計劃地剔除支持通過政改方
案的受訪者，集中訪問傾向否決政改的人士。經過篩
選的訪問對象，自然會達到「鍾氏民調」所需要的結
果。

滾動公布結果影響受訪者決定
「鍾氏民調」的問題是「你支持或反對政府建議的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並採取滾動式公布結
果，也有明顯的誤導性，不知不覺中引導下一次的訪
問對象。首先，問題沒有帶出普選方案通過與否將影
響香港民主進程的關鍵信息，受訪者的焦點落在是否
「支持方案」，而非是否「支持通過方案」，這是非
常蠱惑的問題，完全不客觀，暗中引導受訪者不支持
方案，從而壓低支持普選的人數。再者，滾動公布結
果，不斷強調支持普選的人數高開低走，而且年輕
人、高學歷的人多數支持不通過政改方案，就會形成
政改方案不得人心的假象，再加上反對派不斷地放大
解讀、散播不利政改的信息，越往後就越多受訪者受
到影響，認同不支持政改，不要「袋住先」，「鍾氏
民調」支持普選的民意必然反覆向下。

高天問

「鍾氏民調」不專業不客觀毫無公信力可言
鍾庭耀的「滾動民調」，原來每日只調查200個樣本，逢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更不進行

調查，慳水又慳力，以利篤數壓低支持實現普選的民意；「鍾氏民調」不願就政改議題向工

商、專業界選民進行民調，而且滾動公佈結果會引導下一次的訪問對象。說穿了，「鍾氏民

調」設計不科學、不客觀，沒有公信力、可信性，只不過是反對派政改民意戰的工具而已。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台歷史課綱回歸「一中」的啟示

陳水扁執政時期的「98課綱」，不
僅把「中國史」與「台灣史」、「世
界史」進行區隔，形成兩岸「一邊一
史」，而且在歷史、語文、地理等科
目課綱上更充斥「皇民化」和「台
獨」思想。根據該課綱編出來的教科
書竟然提出「中國第一大島是海南
島」、「李白是中國的偉大詩人，而
不是我國的詩人」等「台獨」觀點。

馬英九正本清源 綠營焦躁不安
馬英九上任後，在2012年重新修訂

「98課綱」，去除「皇民化」和「台
獨」思想，維護「一中原則」，稱呼
大陸地區為「大陸」或「中國大
陸」，以避免「兩國論」，形成「101
課綱」。不過，由於按「101課綱」修
訂的課本仍有內容違背「一中原
則」，於是出現歷史課綱調整的新版
本。新版本在史觀上回歸「兩岸同屬
一個中國」，排除「台獨」及「皇民
化」思想，不僅要求對「專案」進行
修改，而且對用詞的「性質」都作了
詳細規定，例如，把「日本統治時
期」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改
為「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構
想」，對於慰安婦的描述增加「被
迫」二字，又寫明中國第一大島是台
灣島，而不是海南島；最高山是珠穆
朗瑪峰，而不是玉山。
馬英九政府是在做一件早就該做的

正本清源之舉。但歷史課綱的調整讓
綠營顯得焦躁不安，4月27日一些「台

獨」社團包圍「教育部」，聲稱「教
育部」企圖消滅台灣主體意識。民進
黨蘇貞昌聲稱，台灣「領土範圍是
台、澎、金、馬，並不包括中國大
陸，這次修改課綱與實際狀況相去甚
遠」云云。民進黨籍的一些縣市長聲
稱，將拒絕採用新課綱。這反映出島
內「台獨」勢力十分害怕新歷史課綱
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對「皇民化」
和「台獨」思想釜底抽薪。島內主流
輿論批評「台獨」勢力圍攻歷史課綱
調整，指出陳水扁執政時期使用的歷
史課綱，基本上是以「中國與台灣，
一邊一國」的立場來看兩岸關係，更
極力美化日本殖民台灣史。而當年輕
人認為，日本是文化母國時，兵不血
刃，「台獨」已經成功。島內主流輿
論還認為，「一中原則」下的台灣歷
史，應是源自於《開羅宣言》、《波
茨坦公告》等一系列法理文件。「高
中生捍衛國史同盟」發起人胡少艾等
人4月28日在《中國時報》撰文稱，
台灣與大陸，在歷史與文化的發展脈
絡上環環相扣，不可分割。

有必要加強對本港青少年的國情教育
台灣歷史課綱回歸「一中」原
則，對香港是有益的啟示。習近平
主席指出：「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
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
置，讓青少年更多領略中華文明的
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來中華
民族救亡圖存、發憤圖強的光輝歷
程，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

道路和取得的
巨大成就，更
多理解『一國
兩制』與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
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國
夢 的 內 在 聯
繫。」因此，
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對青少年的國
情教育，大力推動中國歷史文化和
國情教育，恢復中史科的必修科地
位。只有讓青年學生在認識歷史、
了解歷史的基礎上，培養對國家民
族的認同感，才能令他們牢牢地將
自身命運與祖國命運相連，成為未
來特區建設的棟樑之才。同時，也
要繼續加強基本法啟蒙教育，務求
讓青少年真正認識「一國兩制」的
內涵。

香港要對教育亂象撥亂反正
應該看到，2000年開始教育局取消

了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的地位，到
2009年課程改革大幅削減選修科目
後，中史科變得無人問津。而歷史教
育的缺失，令本港青少年的歷史意識
斷層，國家意識及認同感薄弱，造成
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危機及對「一國兩
制」的誤解。值得警惕的是，香港教
協被揭發將煽動「港獨」的書籍《香
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列為「中學
生好書龍虎榜」60本「好書」的候選
書目之一。該書鼓吹香港「獨立自
決」，宣揚香港脫離中國，主張「族
群區隔」，教協不應誤導年輕學子，
傳播「港獨」思想。
台灣歷史課綱回歸「一中」原則，
香港宜反思和借鑒，由此展開對教育
亂象的撥亂反正，側重國民教育科或
開設中史科，讓學生加深對中國歷史
和中國人身份的認知。

據台灣媒體報道，台灣「教育部」最近確定高中歷史課綱調整

內容，修訂的重點是去除「皇民化」和「台獨」思想。台灣歷史

課綱回歸「一中」原則，對香港是有益的啟示。特區政府有必要

加強對本港青少年的國情教育，大力推動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

育，恢復中史科的必修科地位，讓學生加深對中國歷史和中國人

的身份認同。
■龍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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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張曉明主任5月4日在《文匯報》發表的《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
港特色的普選》，除了以他一貫簡明利落、精闢說理的文筆清楚闡述政
改方案的關鍵要點之外，還有理有據地解答了幾個目前最突出的對政改
誤解的問題。這在目前來說是使大眾更加清晰認清政改方案是一個合
憲、合法、合情、合理的好方案。令反對派企圖藉挑撥民情阻撓政改通
過的勾當遇到了當頭棒喝，讓仍不知就裡的老百姓喝到了醒腦的清涼
劑。
首先，文章清楚闡述香港特首普選的來龍去脈。反對派直到今天還在
撒謊，妄說普選來自《中英聯合聲明》。其實，看遍「聲明」，裡面絕
無特首普選條文。香港回歸後民主政制逐步走向普選是中央主動提出
的，其前提是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決議依法實施。反對派抹黑政改，
實際上就是企圖奪取本港管治權。
其次，在明確了普選是從哪裡來之後，文章詳盡地分析了政改方案的
法理基礎。文章指出，由於香港只是「一國」裡面的一個特區，所以，
一切政制改革還須考慮到憲法及特區的實際情況。反對派提出所謂「真
普選」，要求實行「公民提名」，這些其實都是「空中樓閣」，並且不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也違憲違法。反對派利用不存在的偽命題，去打擊
合憲合法的普選，無非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正如反對派的中堅之一曾
說：就算政改方案通過了，他們仍舊要反。因為，如果認同了政改方
案，他們就沒有反政府、反中央、反人民的借口。
再其次，文章擺事實講道理地分析了政改方案其合憲、民主、正當和
穩健幾大特點。回歸以後，特首選舉沿用四大界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
這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而且在運行中證明是實際可行
的做法。到了2017年，將選舉委員會發展為提名委員會，進一步增加了
選舉的民主成分。在目前階段，毫無疑問是最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的方案。試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甚至地區，會完全無限制地由選民一
次選出最高政府官員的呢？日前剛完成大選的英國，是先由選民選出下
議院議員，然後由擁有最多議席的政黨組閣推出，再由女王按程序作形
式上的任命。這次如果沒有政黨獲顯著的過半議席，就要與其他政黨合
組聯合政府。這樣子的政府爭論多多，政局不穩，政策左搖右擺，對老
百姓不利。這樣子的民主選舉、民主制度，是否符合反對派所提出的
「公民提名 」？是否有利於社會整體利益？
張曉明主任透過有理有節有據的事實道理，說明了政改方案是一個好
方案，是一個值得老百姓接受、支持的方案。從宏觀、長遠的角度來看
方案對香港的影響：方案建基於基本法、全國人大「8．31」決定及我國
憲法，而這些都是保證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依據。目前，
國家正以從未有過的魄力和步伐向前發展，我們應對國家的制度充滿自
信，堅信香港在祖國的關懷下，只要沿這自信的制度前進就必然會達
至繁榮富強。
在「港獨」思想死灰復燃，妄圖毒害年輕一代認知的背景下，堅持對
普選的制度自信有力推動普選，這是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社會安寧有序
的最大法寶。
如果讓別有用心者掌權當政，社會就會淪陷、國家就會變色。對政改
方案有不同的看法並不奇怪，大家可以平心靜氣研討交流。張曉明主任
的文章，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對凝聚共識，激濁揚清，推進普選有積
極作用，我們要理直氣壯，為政改的通過鼓與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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