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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方案通過面對的最大困難，就是掌握關鍵少數
票的反對派議員要綑綁否決。在立法會議員與三名負
責香港政改的中央官員的深圳座談會中，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將「泛民」分為「死硬派」和「朋
友」，是中央的一種政策性宣示，既是希望爭取溫和
反對派在立法會支持通過普選方案，也是希望以此為
契機，增進與溫和反對派的政治互信，改善長遠關
係。社會各界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理解中央的良苦用
心，要做支持政改的「朋友」，不要做扼殺普選的
「死硬派」。

通過政改「義理」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從香港
主流民意、議席得失、對立法會普選的關聯影響、對
經濟民生的影響、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等五個方面，勸
喻「泛民」議員換位思考，權衡利害得失。在發言最
後，張曉明引用晏嬰的名言「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
於民者必成」，請立法會議員三思，指「這句話講到
了謀事的兩個基本立足點：一是『義』、『義理』；
二是『民』，也包括民意。」
從傳統的意義上說，義理即是傳統文化經典的內在
意義，是文化經典承載的精神內涵。「義理」一詞，
最早見於《禮記·禮器》：「忠信，禮之本也；義理，
禮之文也。」這裡的「義理」，是指「禮」所包含的

精神。
通過政改的「義理」，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首

先，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貫徹落實了基本法和
「8·31」決定，這套普選制度是民主、開放、公平、
公正的，是切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最佳普選制度；其
次，通過政改，不僅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巨大飛躍，而
且由500萬合資格選民普選出來的特首，將更具認受性
和代表性，其施行之政策將獲得更多支持，行政效率
也會更高，有利香港擺脫政爭不斷、發展停滯的困
局，迎來海闊天空的新景象。

「事因於民者必成」須尊重民意
義理之外，還有民意。政改方案充分吸納了香港社

會各種合理意見，有廣泛的民意支持。香港社會支持
普選法案在立法會通過的主流民意已經形成，而且很
扎實，很穩固，不可逆轉。古語有云：峻極之山，非
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特首普選方案，
是集香港社會各界的智慧和期盼而成。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近日公布的「慎思民調」結

果顯示，倘從「社會整體考慮」，有50%受訪巿民支
持立法會通過方案。特首梁振英在引述該調查指，是
次調查和3間大學日前公布反對方案者多於支持的民調
結果迥異，說明了支持方案仍是主流民意，香港社會
更應多比較不同民調，避免只參考個別結果。「事因

於民者必成」，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的立法會議員是
民意代表，必須尊重民意，順應民意而行，以香港整
體利益的大局為重，對普選方案投支持票，不要令香
港市民失望。
一直以來，中央官員都沒有籠統將反對派全部視為

「死硬派」。2014年4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與立法
會議員會面時特別說明，「我們沒有『一竿子打沉一
船人』，從來沒有講過凡屬所謂『泛民』陣營的人士
都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人大「8·31」決定公布
當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隨即來港解畫時
兩度重申，絕大多數「泛民」的朋友也是愛國愛港
的，呼籲他們加入愛國愛港陣營。

支持還是反對「一國兩制」的試金石
是否支持政改方案通過，已經是擺在反對派每一個

議員面前必須作出抉擇的大是大非問題。
中央官員明確指出：「這是支持還是反對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試金石，是轉向
合作共贏正道還是繼續走對抗俱損歪道的
分水嶺。」反對派議員如果否決了方案，
無疑就是站在了「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
法的對立面，站到了與中央對抗的立場
上。反對派議員應該正視，在「一國兩
制」下，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須遵守「一國
兩制」的規矩，都應當履行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都需要與中
央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搞對抗沒有出路。
對於「死硬派」來說，中央講的是「底

線」。對於「大多數的泛民朋友」來說，
中央講的是「包容」。中央、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呼籲反對派議員要做支持政改的朋友，既是
希望爭取反對派在立法會支持通過普選方案，也是希
望以此為契機，增進與反對派的政治互信，改善長遠
關係。

衷心希望「泛民朋友」給普選放行
中國五倫之一是朋友，中國古人對於朋友之道，重

在彼此互信，朋友之間相規以善，故彼此可和而不
同，朋友之道，重在互尊其所以異。實際上，求同存
異、謀求共贏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精髓之一，
也是「一國兩制」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
源泉。衷心希望「泛民朋友」以支持普選方案、表明
擁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作為新起點，要做支持政
改朋友，不做扼殺普選死硬派，給普選放行，也給香
港民主發展和自己一條光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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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支持政改朋友 不做扼殺普選死硬派

特區政府今日向立法會遞交政改方案，等候審議表決。香港的民主發展乃至社會經濟民生

的發展已到關鍵時刻。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都真誠希望並呼籲全體立法會議員

以香港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依歸，順應民意，勇於承擔，正確行使手

中的權力，為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無愧於歷史的貢獻。

中央立場堅定 反對派應放棄幻想

不久前，三位中央官員與全體立法會議
員在深圳就政改問題會面，再次清晰表
達了中央堅定不移、誠心誠意推動實現
普選的立場和決心。如果這次政改方案
不能通過，即使今後再重啟「政改五步
曲」，亦要繼續依循「8·31」框架。特
首普選必須依法、依憲進行，在這一原
則底線上，沒有「談判」的餘地，政改
方案更不會因為反對派的綑綁否決威脅而
妥協或撤回。

普選事關香港整體利益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對香

港擁有合法的管治權。香港的發展道路，
必須與國家安全與長遠利益相統一，這是
至關重要的。一些反對派人士自政改諮詢
開始，不僅主動向英美國家尋求幫助，公
然邀請西方勢力干預香港的民主進程、干
預中國內政，更一再發表綑綁聲明，堅持
要否決在全國人大「8·31」決定下的政改

方案。這種以手中表決權相要脅的伎倆，
注定不會得逞。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
港」，正是要確保「出閘」的行政長官能
夠堅守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利益的底線。
反對派所提出的所謂「無篩選」的方案，
其目的正是為了給別有用心的人士「大開
方便之門」，方便外國勢力的代理人奪取
香港的管治權，衝擊國家安全和整體利
益，將香港變作一個顛覆內地的橋頭堡。
曠日持久的違法「佔中」被證實其「港

獨」本質之後，「本土主義」又甚囂塵
上，對香港社會穩定秩序造成破壞。在這
樣的情形下，特首普選必須依法辦事，確
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得以持續，就顯得尤為
重要。特別不能令普選議題被利用，成為
又一場「反中亂港」行動的藉口。政府在
推進政改歷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苦心，應
得到市民的理解和擁護。香港的政制進程
事關重大，如果有法不依，另搞一套，不
僅違背法治精神，更會動搖社會根本，令

香港幾輩人的奮
鬥成果毀於一
旦。
自政改諮詢以

來，反對派議員就
頻頻以不合作姿
態，「挾票」自
重，挑戰中央的原
則底線，破壞溝通
氣氛。政改方案是香港歷史上最進步、最民
主的普選方案。121萬個市民的簽名支持，
反映廣大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呼聲。儘管社
會花費了大量時間討論，主流民意也清晰地
表達了支持普選的聲音，但手握表決權的反
對派仍然污衊合憲合法的政改方案是「假普
選」，威脅綑綁否決。

政改不通過責任在反對派
政改方案是否能通過，關鍵在於立法會

議員是否能夠為了香港的前途利益，放下
成見，努力尋求共識，以達成普選。在這
一點上，反對派由始至終都站在錯誤立
場，只顧一己一黨的得失，完全罔顧廣大
市民的訴求，剝奪500萬選民「一人一
票」的普選權利，這不僅違逆民意，更違
背了作為議員的政治道德。中央及特區政
府立場堅定、全力以赴地推進普選，普選
落空的責任在誰，全體市民都眼睛雪亮，
心中有數。屆時「票債票償」不再是危言
聳聽，而是選民的公正裁決。

政改表決來到最後關頭，反對派議員仍誤判形勢，以為只要抗爭，

中央就會妥協讓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明確表示，人大「8·31」決定

和普選法案在表決前不會作任何修改。此次政改方案依照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制定，並廣泛聽取各界意見，具有不可動搖的法律效力，未實

施前不存在修改的可能。中央的底線立場不可撼動。希望反對派議員

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真考慮香港的長遠和整體利益，支持通過政

改，擔負起應有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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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將於本月十七日在立法會審議表
決。關於政改的爭論，相信無論方案通過與
否，都會隨着這次立法會期結束而暫時告一
段落。筆者根據正常的邏輯推論與理性分
析，一直對方案得到通過感到樂觀。事實上，
方案通過是合情合理的事，否決方案對反對派
議員沒有任何好處。但假如反對派議員當真投
下反對票，否決了方案，今屆政府不會再提政
改，今後香港民主可以往何處走，實在令人擔
憂。中央政府已經表明「8．31」框架將繼續有
效，選民不能「一人一票」選特首，輸的是真心想有普選的香港人。
自政府公佈政改方案以來，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內的政府
官員多次落區宣傳方案，一直遭遇示威者狙擊。部分示威者為了表
達不滿，竟然衝入中學生的頒獎典禮，騷擾參加活動的學生和家
長，所作所為除了難以令香港市民接受，就連反對派的一些同路人
也不認同相關做法。而反對派中的溫和派表達自己的意見，卻馬上
被同儕口誅筆伐，溫和勢力無法發聲，也代表了不少沉默的大多數
市民的意見被忽略同漠視。
「8．31」框架也許未算最理想的民主框架，但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通過了起步方案才可繼續改善。不通過的話，民主永無起步的
機會。香港的民主除了要考慮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
憲制地位外，還必須兼顧香港的政治現實。事實上，直至上月底，
負責政改的三位中央官員已經盡了最後努力到深圳，與包括反對派
在內的立法會議員會面。當時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表示「8．
31」框架一直有效，意思就是即使下次再提政改，也得從「8．31」
起步，中央的立場不會改變。筆者認為，提名委員會在特首選舉中
的把關角色至關重要，必須把少數對抗中央，意圖將香港變作獨立
政治實體的人士篩選出來。政改方案一旦通過，在日後實踐的過程
中自然有優化的空間，但不能讓反對中央的人當選特首這個原則底
線，卻是一直有效，不動如山的。
相比起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由提名委員會選出兩至三名候選
人，再開放予500萬人投票，這是香港達至普選的可貴機會。香港民
主歷程三十多年，討論普選也達十多年，今年香港普選特首的政改
方案終於出爐，但這些努力卻很可能會功虧一簣。自政改諮詢啟動
以來，不少人對政改通過表示悲觀，筆者一直在唱反調，認為「船
到橋頭自然直」，但筆者並非盲目和魯莽地樂觀，而是勸喻大家務
實地審視普選問題。假如方案真的被否決，天不會塌下來，中央立
場也將始終如一。讓懷着普選夢的香港人失望的責任，自然落到那
些投下反對票的議員身上，這是毋庸置疑的。還望所有投票的議員
們，三思而後行，審慎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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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表決前幾個星期，鍾庭耀及由他主理
的多個民調，讓外界充分看清楚，原來民調
結果是可以這樣搓圓撳扁的。在別有用心的
「民調專家」手上，本應是中立科學的民
調，這一刻可以「證明」你是神，下一刻卻
可以「證明」你是魔鬼，所謂民意不是反映
出來，而是被塑造出來的，各種引導民調伎
倆令人「目不暇接」。諷刺的是，這些政治
民調的始作俑者鍾庭耀，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竟然厚顏的指「民調本身是中立，不
宜用政治角度評論」；「若民調牽涉政治鬥
爭，並非學術評論，長遠不利香港」云云。
何謂賊喊捉賊？鍾庭耀作出了最拙劣的表

演。
鍾庭耀說民調理應是中立，這本來就是常識。

例如西方國家都有成熟的法律規範，對民調樣
本的抽取、發布時間等都有一定的規定，但在
香港，民調卻「無王管」，有一些掛出大學的
招牌，實際上卻是一個自負盈虧，只為牟利的
機構，當遇到外界質疑時就急急祭出學術自由
的大旗，彷彿他們的民調結果就如皇后的貞操
一樣「不容懷疑」。但事實又是如何？鍾庭耀
說民調牽涉政治鬥爭將不利香港，話說得義正
詞嚴，但最先將民調當作政治工具的是誰人，
正是鍾庭耀。
遠的不說，只看這次政改。鍾庭耀就一人

分飾三角，既搞所謂三間大學政改
民調，又進行「慎思民調」以及田
北俊委託的「超級民調」。按道理
說，由鍾庭耀一人負責三個民調，
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如果他是一以
貫之，問題設定、抽樣都符合學術
要求，一個民調已經可以說明問
題。就算是進行三個民調，但結果
也必定會非常接近。而事實卻不
然，其中，三間大學的民調結果基
本上與主流民調脫軌，撐政改民意
最低，及後更在政改表決前出現所

謂「死亡交叉」，猶如人為操控般巧合。
但在另一個「慎思民調」中，卻有50%受
訪者認為，從社會整體考慮應該支持立法會
通過政改方案，反對的有33%；而從個人考
慮，就有49%受訪者支持通過政改，反對的
有39%。至於田北俊委託的「超級民調」，
取樣數目多達5000個，得出的結果是51%受
訪者支持通過方案，反對通過者佔37%，撐
政改的同樣遠高於反對。這樣問題就出現
了，為什麼在鍾庭耀負責的三個民調，最終
竟然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其實，玄機就在
於四個字：「政治需要」。三間大學民調是
反對派用以否決政改的最大武器，所以有必
要壓低撐政改民意，繼而造成「死亡交
叉」，為否決政改製造理據。而另外兩個，
由於是非反對派中人委託，問題設定也不用
勞煩鍾庭耀「勞心」，所以就得出了與其他
民調類似的數字，當中究竟誰在做手腳，相
信「你懂的」。
鍾庭耀自己就是最熟悉用民調作政治鬥爭

的人，是民調作政爭的始作俑者，導致今日
社會政爭激烈，對立撕裂，他也有責任，現
在竟敢出來大言不慚指民調不應涉及政爭，
裝出一副憂懷國事的樣子，他面皮之厚真的
令人驚訝。

鍾庭耀正是用民調作政爭的始作俑者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6月17日（星期三）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張學修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香港市民簽名支持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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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表決在即，反對派因為短視的政治眼光和一己一黨的政
治利益，不惜否決政改方案，剝奪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
選特首的權利，以換取未來數年在立法會上的苟延殘喘。其實反對
派這次不但押錯注，更可能將全港市民的福祉付之一炬。筆者在此
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藉以痛陳利害，望反對派迷途知返。
當反對派自認為其主張的「真普選」理念是市民所想，事實上，
反對派的主張絕不代表廣大市民。相反，現時包括大部分市民及不
同界別人士均希望通過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落實普選。因此，如
果少部分人堅決要求所謂「真普選」，否則不會支持，實在是違背
民意的事情。其實，現時的普選方案已經最大程度集合了不同界別
的主張及理念，是最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最可行的普選制度，包括
合憲、合法、民主、公開、公平、公正等因素。無可否認，方案一
定不能合乎所有人的意願，但方案能符合大部分市民及界別要求，
更能讓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是為回歸以來最民
主的方案。
方案一旦通過，將有助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的重大政治問題，拋開
政爭，政府能夠更集中精力處理經濟、民生等問題。否則長此下
去，再多幾次「佔中」，再多幾次衝擊，香港必然被邊緣化，被其
他大城市甚至二線城市追上，這實在是不難想像的事情。
反對派的主張，即所謂「真普選」，除了未能符合大多數市民的

利益，他們更着重「理想」，完全沒有想過將方案否決後，香港將
返回由1200人選特首的原狀，民主發展停滯不前。反對派的思維，
就是如果沒有「真普選」，寧願原地踏步，純粹意氣用事，對民主
毫無建樹。再者，反對派言之鑿鑿，說中央在通過政改後不會再給
予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實質上，現在的方案，難道不是比上一屆、
上上一屆，1997年，甚至英治時期更加進步嗎？事實勝於雄辯！
在政改即將表決的最後關頭，筆者懇求反對派議員盡快迷途知
返，為了香港整體及長期的利益出發，不要被激進的聲音牽着來
走。立法會議員是民意代表，期望反對派議員能聆聽到市民的聲
音，讓政改得以落實，並在此基礎上，繼續尋求共識，將民主路繼
續鋪成一條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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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鴻震

■「鍾氏民調」基本上與主流民意脫軌，將民調當作
政治工具。（圖為香港街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