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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佔中」擔任金鐘大台「咪
手」、自稱「佔中十死士」的浸大
講師邵家臻早前透露，他被任職5
年的青年研究實踐中心獲續選為副
主任，但社會科學院院長貝力行以
「公眾觀感」、「不受歡迎的關
注」、「高曝光率」等理由，對其
任命持保留態度。他隨即發起對上

司的「政治審判」，與反對派政客召開記者會大肆批
評，又發起所謂「聯署」向校方施壓。最終，邵家臻
「成功」獲委任為副主任，事後他沾沾自喜，指責校
方只是「息事寧人」，得了便宜還要賣乖，其氣焰之
囂張，令人不禁搖頭嘆息。

首先，貝力行身為院長，對於其下屬的任命應有提
出意見以及決定的權力，這本來就是他的職責。他對
邵家臻的任命提出一些關注，例如是否影響中心在公
眾心目中的獨立性，其疑問合情合理。邵家臻雖然是
大學講師，但熱衷政治多於教學，在「佔中」提出之
初，他就興致勃勃地加入成為「佔中十死士」，揚言
要參與違法抗爭，不怕入獄。「佔中」期間，他全情
投入，荒廢教學。更令人側目的是，他曾誤導群眾，
誣陷駐守龍和道的警員施放催淚彈，鼓動「佔領」者
到龍和道「增援」，更涉嫌協助激進分子的衝擊行
動，曾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結」而拘捕。這樣的邵
家臻，與其說是講師，不如說是激進政客、好出風頭
的激進分子。

青年研究實踐中心隸屬浸大旗下，打正大學招牌，
如果中心副主任掛着大學招牌從事違法活動，煽動青
年參與暴力衝擊，事後逃之夭夭，把責任推卸到青年
身上，這樣的人不但無資格從事青年工作，更會損害
大學聲譽。院長對此提出疑問乃理所當然，並沒有不
合適之處。相反，令人驚訝的是，院長就下屬任命提
出一些意見，竟然遭到反對派狙擊，由激進派控制的
浸大學生會、學聯以及多名反對派政客公然向院長施
壓，要求他必須聘請邵家臻。最終，邵家臻如願以
償，在中心主任秦安琪書面保證中心能保持獨立之
後，成功獲聘為副主任。但他仍然得勢不饒人，對秦
安琪的保證不以為然，質疑以往獲委任同一職務時，
從不需要作此證明，質問為何今年員工要提供文件以

證獨立，並且要繼續追究上司云云。看來，邵家臻真
的以為自己是浸大的「太上皇」了。
這次事件完全反映了一班「政治教師」的囂張氣焰。

邵家臻其身不正，不務正業，上司不過提出幾句疑問，
便立刻遭到政治施壓，這徹頭徹尾是「白色恐怖」。
「政治教師」彷彿戴上了保護罩，只要投身政治行動，
只要靠向反對派陣營，就可以公然在校園內搞政治而不
怕被追究。港大的陳文敏、戴耀廷、鍾庭耀如是，浸大
的邵家臻亦如是。任何人對他們哪怕是提出一些合情合
理的質疑或批評，都會被扣上「政治審查」的帽子，要
窮追猛打，甚至隨時「烏紗不保」。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一班「政治教師」愈加有恃

無恐，犯法鬧事、不理教學、煽惑學子，不但不用受
罰，反而可以步步高陞，就如陳文敏在「佔中」之
後，竟被一些人推薦為港大副校長一樣。顛倒是非，
莫此為甚。但問題是，大學領導層有沒有決心和魄力
去對抗這股政治化歪風，敢於激濁揚清，清理污垢？
人們拭目以待。

邵家臻為求續約施壓 令人不齒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這三大難題所帶來的危機，是激進勢力騎劫了整個
反對派的必然結果，是反中、反民意、反「一國兩
制」的必然結果，是他們遺禍香港、損害中產階級利
益、搞一言堂、不允許中間道路的必然結果。由於方
向和策略都錯了，整個反對派必然走入了死胡同，沒
有生路，活動空間更加狹窄了。當表決結果一出來，
他們還蒙查查「慶祝勝利」，卻不知道失敗已經來臨
了。現在他們才發覺，否決政改方案，換來了「8．
31」人大常委會決定長期有效，今後無論何時重啟政
改，都必須在基本法和「8．31」決定的基礎上進行。
目前，多數港人都認同和接受了這一點，令反對派如
尖芒在背，不得舒展。

選舉爭取多數選票永遠是政黨的生命線。由於反對
派公然不顧主流民意，扼殺民意，扼殺普選，他們現
在才想再爭取中間選民，變得更加沒有希望。中產階
級的訴求是甚麼？是希望逐步發展民主，不要損害他
們的基本利益，不要造成政治動盪和經濟衰退，反對

派綑綁起來，走最激進的路線，扼殺了民主進程。這
個賬當然要算在反對派頭上。有普選總比沒有普選
好，這是中產階級的訴求。現在反對派的否決，令普
選遙遙無期，很多中間選民就流失了。反對派又主張
繼續搞街頭鬥爭，繼續拉布，繼續打擊香港競爭力，
繼續扼殺改善民生的議案，處處與民為敵，他們怎麼
可能在以後的選舉中吸引到選票？

扼殺普選漠視選民訴求 神仙難救
香港研究協會本月19日至22日訪問1,184名18歲或

以上市民，結果顯示，52%受訪者對立法會否決特首普
選決議案感到失望，表示「沒有失望」的有38%，「很
難說」及「無意見」各佔6%及4%。同時，63%人表明
否決普選決議案對香港整體長遠發展是壞事，稱是好
事的只有29%。民調顯示，62%人要反對派「票償」。
這是反對派逃不過的危機。否決政改不代表反對派的
勝利，而是代表了他們和民意的決絕，留下了不可洗

脫的記錄，成為了選民永遠記住他們扼殺普選的證
據。欲爭取選票，卻揮刀「斬」掉選民的訴求，這是
最低級的錯誤，連神仙也救不了反對派。

獨裁專制違中產觀念 選戰必敗
反對派拒絕了中間道路，「消滅」了中間議員，必

然對選舉造成災難性後果。反對派過去言必稱「法
治」、「民主」，但是這一次政改方案的爭論，充分
說明了反對派體制的獨裁和專制，自己樹立了假民主
派的形象。民主黨不允許內部有不同聲音，紀律制裁
黃成智，拒絕中間聲音，反映其專制一面。公民黨余
若薇和梁家傑輪流掌握公民黨大權，建立了「萬年兩
人」權力核心，不允許黨員提名選舉主席，不允許中
間溝通路線。他們挑戰基本法，一定要推動本土路
線，「去中國化」，全面對抗，主張非法鬥爭，喪失
了逐步走向建制和執政的機會。這些取向與中產階層
追求法治，求穩定繁榮、求業務發展的核心觀念背道
而馳。反對派進一步分裂的趨勢已經不可扭轉，代表
中產階級的力量將自行組織參選。這樣下去，反對派
在選戰中焉能不敗？

由於反對派議員不留餘地投否決票，他們很快就要
面對12月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據了解，許多
反對派中人很希望參加，因為這是選民的強烈願望，
如果不參加，專業和地區人士在行政長官選舉過程
中，參與權就會被剝奪了。但是，如果反對派參加選

委會選舉，他們就要自己否定自己在政改爭論中的言
論，自打嘴巴，自己又變成了「出賣民主的叛徒」，
更會激起溫和派的反彈；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擔憂失
去激進派青年的票源，搞得裡外不是人。這個困局說
白了，就是他們否決普選，令廣大中產選民看到了反
對派今後已經無緣參與影響行政長官產生的憲制活
動，甚麼權利都沒有了。中產選民投票給反對派是白
費心機，毫無意義，浪費了寶貴的一票，不如投給中
間的溫和「民主派」。所以，湯家驊的中間路線和對
話路線將大有市場，帶動更多反對派中人轉向，令反
對派內部眾叛親離。

改弦易轍 支持政府聚焦經濟民生
激進路線的特點，就是不顧廣大中產階級選民的利

益，不顧長期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和餘地，最後掉進了
自己挖掘的的墳墓裡。否決普選方案所帶來的上述三
大危機，反對派迴避不了，也解決不了。反對派進一
步分裂的格局已經出現了，「票債票償」的結局臨
近。難怪激進派也開始寫文章說：「絕對不可以對選
民傲慢」，「追求民主的人士如果繼續只顧着去笑
「等埋發叔」事故，就很容易會墮入以為自己很了不
起、一切都會因『真理在手』而很順利的陷阱。」早
知如此，何必當初？現在唯一可以救他們的，就是改
弦易轍，支持特區政府聚焦經濟和民生的施政方針，
共同搞好香港，這樣也許還有一線生機。

高天問

反對派正面對着三大難題：其一是反對普選，違背了主流民意，得罪了中間選民，將面對
「票債票償」的死局；其二是採取了壓制和威嚇手段，把反對派內部希望達成普選和與中央
溝通的人，都打成「出賣香港利益的民主叛徒」，造成了陣營的分裂；其三是面對着12月
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他們又想參加，但又怕面臨着自己否定普選方案的矛盾局面，
變成了自己打倒自己，變得裡外不是人。所有這些難題都令反對派陷入道德低谷中，難以翻
身，並逐步走向失敗之局。

反對派面臨三大難題 將被「票債票償」

譚岳衡：「基金互認」固港金融地位
【編者按】由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出品的

《香港傳真》， 聚焦香江熱點話題，對話新聞當事
人。《香港傳真》每周日晚7時30分透過中國新華
電視中文台（香港地區：nowTV 369頻道）播出。
本報逢周一獨家刊載文字版節錄。
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料效果較CEPA更直接
7月1日起，內地與香港合資格的基金，即可透過
簡化程式在對方市場銷售，市場稱之為「基金互
認」。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交銀國際首席執
行官譚岳衡接受《香港傳真》專訪時表示，「基金
互認」是國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及資本賬目開放、

推動內地A股市場與全球市場接軌的又一舉措，
「我認為這可能會比CEPA有更直接的效果，有更
正面的效果，這也將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
譚岳衡認為，目前有數千隻基金在香港銷售，但

大部分只設有銷售機構。「基金互認」將對在香港
運營的基金開放內地13億人口的市場，預期將吸引
更多基金在港設立運營機構；同時增加對基金從業
人員、金融地產的需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股票市場中心地位是鞏固的。期貨市場、商品
市場還處在建設之中。現在這個機遇使香港的資產
管理功能得以加強。」

不再忽視港股中小市值公司

他分析指，「基金互認」將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選
擇，對香港股市相關板塊更是利好消息。「因為大
資本對大藍籌的主導，大家長期忽視了港股中小市
值的公司。內地資本市場的活躍對香港的創業板有
很好的示範效應。」此外，基金公司和銷售渠道將
受惠於「基金互認」，「所以金融板塊有一定的直
接影響。兩地投資者都可以從這個市場中間挖掘機
遇。」
從「滬港通」到「基金互認」，再到「深港

通」，譚岳衡認為，這是大勢所趨。作為「互聯互
通」的橋頭堡及「走出去」的緩衝地帶，香港未來
的「互聯互通」將是全方位的。「我們有了基金業
的『互聯互通』，那麼我們可以展望到以後的商品
市場的『互聯互通』，期貨市場的『互聯互通』，
黃金市場的『互聯互通』，都會陸續有來。」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譚岳衡認為，「基金互認」可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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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經
過年多以來的
諮詢及討論，
最終被 28 位

反對派議員否決，我們對此百感交集。
相對於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歷史，回

歸十多年後，港人便有望在2017年「一人一
票」選出地方首長，廣大市民無不振奮自傲。
過去20個月，支持按照基本法規定落實普選的
社會團體及人士，紛紛積極動員，舉辦不少地
區活動，務求把共同推動政制向前行的訊息傳
遍全港。數次全港性簽名活動、撐普選大遊
行，以致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的日子，不少義
工及市民抵受着酷熱天氣，以汗水及吶喊聲，
爭取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每次活動都搞得有
聲有色，而且以和平、理性、有秩序的方式進
行，清晰表達民意，背後全靠一班堅實支持者
的全情投入及貢獻。大家團結一致，共同推動
政改的決心，令人感動。為此，我們衷心感謝
各位地區幹事及義工的長期努力。
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當天，我們因溝通失
誤，無法掌握準確時機，以致錯失投下支持票
的機會，我們感到極度難過及遺憾，並對一直
向我們積極表達意見，以及敦促我們必須投票
支持政改方案的市民，致以最誠懇的道歉。

汲取教訓 重整建制陣營
民建聯與廣大市民一樣，熱切期望落實2017

年普選，如今政改方案被否決，令我們失望，
也讓我們警惕。反對派違反民意，不顧中央與
香港特區的互信關係，綑綁否決政改方案，證
明他們決心要搞垮香港。往後的日子，他們只
會不斷炒作政治議題，透過拉布等手段繼續製
造爭拗，破壞社會安寧。面對重重挑戰，我們
必定會總結經驗，汲取教訓，重整建制陣營，
並期望所有建制派支持者，與我們一齊向前
看，共同打拚，為未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作
好準備，戰勝昨日的遺憾，迎接未來的挑戰。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經濟上新台階
全情投入亞投行

曾俊華在個人網誌提到，他昨日前往北京，以中
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今日舉行的《亞投行

協定》簽署儀式及特別財長會議。他說，經過多輪激
烈談判，57個亞投行成員國家代表在5月會議上，已
就《亞投行協定》文本達成共識，今日會舉行簽署儀
式。

10成員國完成批准後便可運作
他續說，很多國家要按本身法律程序，並得到議會
批准，簽署才有效。10個成員國（合共股份不少於
50%）完成批准程序後，亞投行便可運作。他相信，
遴選管理層、制定執行政策、接納新成員加入等具體
問題的討論，都將陸續展開。他會繼續積極參與相關
討論，確保香港把握「一帶一路」機遇，為國家經濟
發展作出貢獻，同時把香港經濟帶上新台階。

將拜候金琦金立群了解計劃
曾俊華昨日於離港前在機場接受傳媒訪問時進一步
提到，除了57個成員國參與簽署儀式外，今日會議

亦會討論以後新成員入行的安排。他將把握機會，拜
候絲路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長金琦，討論絲路基金方面
的發展；將與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會
面，了解亞投行下一步計劃；與外交部負責「一帶一
路」方面的副部長見面，雙邊了解這方面的工作情
況，並於明晚回港後準備「七一」香港回歸慶典。
被問及香港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角色時，曾
俊華指出，特區政府會積極投入，準備工作相當多，
「譬如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對很多國家
的經濟、各方面結構，我們認識不深。我想我們初步
要加深對這些地方的認識，然後看看香港現在有優勢
的產業如何推動，我們就在這方面做工作。」

料簽定協議後商新成員安排
對於今年年底成立亞投行的信心，曾俊華說：「我
相信這個年底成立亞投行絕對不成問題。現在已經有
57個成員國家願意參加，星期一（今日）就會簽署，
還會有一個簽署儀式。然而，他們亦會討論其他再想
加入的新成員怎樣安排。如果有足夠的人參與，他們

應該會開始工作，所以明年開始絕對不成問題。」

國家處理立法程序需時
曾俊華續說，相信新成員國年底前就會簽署，而現
在的57個成員國家中，很多要返回自己的國家處理
立法程序才可加入，這個可能需要時間。但他相信，
這些國家已達到某個百分比的參與，他們認為須視乎
當時的需求情況和有哪些地方有需要，亦即他們認為
適合時才可推行亞投行工作。

財
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系列活動

今日在北京舉行。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與會議的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

赴京前表示，今年底成立亞投行絕對不成問題，特區政府會積極投入「一帶一路」和

亞投行的角色和工作，加深認識沿線國家經濟和各方面結構情況，推動香港優勢產業

配合，確保香港把握「一帶一路」機遇，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把香港經濟帶上

新台階。

■曾俊華表示，今年底成立亞投行絕對不成問題。圖
為曾俊華早前出席港交所的倫敦金屬交易所亞洲年
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