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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一件三文治，在香港掀起大波瀾。
台灣「洪瑞珍」三文治在港引發連串食品
中毒事件，截至目前為止，已有96名港人
因進食該品牌的三文治而中毒，引發一場
食安風波。食物安全中心緊急宣佈禁售，
與台灣生產商各執一詞，爭論是在生產環
節還是入口過程中出現問題。無論實情如
何，事件再次反映香港在監管進口食物方
面存在漏洞，而隨直購、團購、網購等
小型直銷渠道的興起，進口本港的外地食
品的種類和數量將有增無減，令香港的食
衛工作面臨嚴峻挑戰，當局必須正視。
引發連串中毒事故的台灣「洪瑞珍」三文

治，在港沒有任何正式授權代理商和進口
商，只是由一間台灣分銷商供貨給香港的分
銷商，再分發給超市攤位出售；另外，也有
一些標榜代購/團購海外食品的小商店，自
行網購三文治後再速遞回港零售。無論是上
述哪一種模式，由於這些入口商可能並非本
地持牌的食品進口或分銷商，因此對其進口
食品的安全性、質素如何，政府實在無法監
管。
今次中毒事件涉及的三文治，由於內含

雞蛋、沙律醬、奶油、芝士等材料，是一

種保質期短、容易變壞滋生細菌、必須小
心冷凍儲存的高風險食品。但據悉該品牌
的三文治水貨在港已風靡超過半年，坊間
不少網購店、零食店都有售；大量易變壞
的三文治每日漂洋過海長時間運到香港，
再進入市民口中，而政府卻一直懵然不
知。其實食環署及食安中心就進口食品的
監察把關力度不足，近年已屢見不鮮。
「地溝油」、「福喜肉」、「強冠豬
油」、「40年殭屍凍肉」、日本輻射食品
等一浪接一浪侵襲本港，不少都是經海外
揭發後，香港食安中心才後知後覺，亡羊
補牢，這情況實有改善的必要。
經正常渠道入口本港的食品監管尚且不

足，更何況近年本港大量代購、網購、團
購等商店及網站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它們
都標榜可把特別的海外食材(不論生/熟)由
產地直送抵港，再交到顧客手中，例如代
購日本和牛、新鮮海產、甜品糕點、水
果以及三文治等等，皆是容易變質變壞的
食物。這些店舖究竟有無生/熟食品進口
牌照，以及處理食材的經驗和器材，根本
無從得知；而由於這類店舖除了代購食物
外，還會代購其他物品如衣服、玩具和電

器等，故他們在法
律上是否歸類為食
品進口商或分銷
商，可能存在灰色
地帶。
根據《食物安全

條例》規定，任何
從事食物進口/分銷
業務的人士，須向
食環署登記，否則
即屬違法，可判罰款及監禁。但有關規定是
否涵蓋坊間的網店、代購店呢？個人託海外
朋友郵寄食品回港再於網上出售，又是否受
規管呢？由「洪瑞珍」的案例看來，這些進
口行為明顯未受監管，凸顯現有法例存在漏
洞。況且，要認真規管的話，恐怕也有如「老
鼠拉龜」，不知從何入手。
「洪瑞珍」掀起的食安風波，揭示在互
聯網商貿發達的今日，靠舊的一套食物進
口分銷制度去規管，已顯得過時和不足。
如何監管坊間越來越多透過互聯網或平衡
進口渠道少批量入口食物的方式，將是一
項重大挑戰，政府、食環署和食安中心必
須研究作出應對。

「洪瑞珍」揭露進口食品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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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捐款」被揭發後，陳文敏始終不肯講出捐款
的真正來源，說明他的操守和誠信存疑。港大對處理
捐款有明確的規定，陳文敏處理捐款有許多不明不白
之處，港大審核委員會進行調查，陳文敏虛構故事，
至今沒有交代真正的捐款人是誰，更加沒有交代捐款
在「佔中」期間如何使用，審核委員會的報告點名批
評陳文敏「行為不符預期」。近日再有知情者爆料，
捐款以朱耀明主持的「民主發展網絡」名義捐出，經
戴耀廷之手交給陳文敏負責的港大法學院。「民主發

展網絡」的幕後金主是「黎先生」。朱耀明、戴耀
廷、「佔中」、「黎先生」關係千絲萬縷，向港大法
學院捐款30萬意欲何為？有何居心？陳文敏作為前法
律學院的院長、教授，如果說毫不知情，一點也不懷
疑捐款的正當性，不認為收受來路不明的捐款會違反
校規，甚至惹上官非，簡直就當港大的管理層都是
「三歲細路」，也不可能說服公眾。

隱瞞捐款真相 操守誠信存疑

陳文敏明知捐款事件備受壓力，成為其升官的最大
障礙，所以他不斷挑起、利用更多新矛盾，轉移視
線，推波助瀾，製造有利於自己的輿論攻勢。行政長
官梁振英批評《學苑》鼓吹「港獨」言論，提醒香港
各界人士要警惕。陳文敏立即對號入座，為《學苑》
保駕護航，祭出「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擋箭
牌，為「港獨」塗脂抹粉。陳文敏竭力維護港大學生
會，實際上也是利用學生會的力量，為自己搶佔副校
長要職鋪路，希望學生會「投桃報李」。
果然，港大學生會心領神會。當港大校委會決定暫
時擱置副校長任命，學生會打起「以武制暴」的旗
號，衝擊校委會會議，圍堵辱罵校委會成員，強迫校
委會盡快委任陳文敏當副校長。陳文敏對學生的野蠻
行為表示「理解」，還鼓勵學生要用這種方式抗爭下
去，他說：「學生可能不能立即看到成果，但不要失
去希望。」這分明是撐暴力行為，主張為達成目的可
無法無天。
港大學生會用暴力手段企圖推陳文敏上台，陳文敏

則亮出自己和「黃衛兵」的密切關係，作為向校委會
施加壓力的「王牌」。陳文敏對《學苑》說，他對香
港大學有感情，也重視學生關係，所以副校長的位

置，仍然要爭下去，「目前無意退選，並會繼續留在
港大」。很明顯，兩者共同進退，互相掩護，互相呼
應，大唱雙簧。

和「黃衛兵」聯手逼宮
港大是香港的最高學府，若港大的副校長蔑視法

治，權慾薰心，支持「港獨」，鼓吹暴力抗爭，對抗
中央和特區政府，又接受來路不明捐款，港大就會變
成一個無法無天、製造動亂的政治中心，不僅令香港
蒙羞，更將成為香港的公害。
天地有正氣。陳文敏和「黃衛兵」聯手逼宮，向校
委會施壓要官的行為，犯眾憎，惹眾怒。雖然反對派
全力為陳文敏搶佔副校長要職搖旗吶喊，搞了很多所
謂聯署的舉動，虛張聲勢。但是，民意調查顯示，有
70%的市民反對陳文敏擔任港大副校長，以免壞了港大
的「金漆招牌」。不少輿論、有良知的港大校友紛紛
發聲，為了港大的聲譽，為了學生的未來，陳文敏退
選是最好、最體面的下台階。港大管理層必須對「捐
款事件」徹查到底，搞清楚陳文敏在其中扮演什麼角
色，該負什麼責任，進一步讓市民清醒判斷這樣的人
是什麼貨色。

高天問

「捐款」事件疑團重重 陳文敏豈可蒙混過關搶佔要職
陳文敏深陷「佔中捐款門」事件，仍然負隅頑抗。近日他接受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

苑》訪問，對於隱瞞「佔中」捐款的做法沒有感到一絲羞恥，反而強調即使有醜聞，也不會

退選，一定會「死撐到底」。陳文敏是否知道收受的30萬捐款來自何方？是否知道捐款的

幕後金主是「黎先生」？「捐款」事件疑團重重，陳文敏豈可蒙混過關。受人錢財，替人消

災，陳文敏收了這30萬，背後是否有特殊任務，包括充當保護傘、包庇鼓吹「港獨」的

《學苑》、千方百計搶佔港大副校長的職位、培養更多「黃衛兵」、要完成「佔中」未竟之

功、徹底將港大變成反中亂港的大本營。如果讓無誠信、無品德的人當上港大副校長，學生

暴力對抗變本加厲，蔑視法治的歪風大行其道，這對港大和香港都是一場災難。

梁立人

仗義每從屠狗輩 負心多是讀書人

由李偲嫣擔任主席的「正義聯盟黨」
日前成立，李偲嫣表示，計劃組黨是希
望為香港走出「第三條出路」，成立政
黨目的包括爭取民主，尊重法治和自
由，支持警隊和愛國愛港，若遇到任何
分裂祖國和香港的行動，必然會群起而
攻之。李偲嫣自嘲是「最窮困的政
黨」，她坦言要找人捐款，但「無大老
闆」，並強調不會向外國募捐，寧願「
揸兜」都不收外國利益。

弱質女流敢抗邪風顯個性
「正義聯盟黨」創黨即有近1,600人

之眾，規模來說已不算小，然而新聞過
後，卻少人問津，筆者想多找一些資料
也頗為困難，可見傳媒對李偲嫣的「正
義聯盟黨」缺乏足夠的重視，這種嫌貧
愛富的所為，激起筆者的一番義憤，也
對這窮人黨增加了幾分尊敬。
從李偲嫣的履歷所見，她並沒有顯赫
的背景，也沒有雄厚的財力，她只是一
個平凡的婦女。然而，她的表現絕不比
其他政治人物遜色，她身兼三個組織的
召集人，她帶頭發起了「藍絲帶運
動」，她沒有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沒
有高深的理論，沒有故作親和的笑容，
然而，她有一腔熱血，滿腹不平，有如
一團愛國霹靂火，在邪風正盛的反中亂
港逆流中發出一聲震耳巨響，令人不能
忽視她的存在。
在2012年「反國教運動」期間，她以
香港家長聯會會長、油尖旺區家長教師
會會長等身份公開發言，支持國教。

2013年8月組織「撐警集會」與今年成
立「撐警大聯盟」。去年10月，她成立
反「佔中」的「正義聯盟」及「反壹傳
媒苦主大聯盟」。從這些組織名字所
見，就知道組織者並沒有太長遠的打
算，而是實用為主，這樣的草根組織，
當然不能引起社會賢達的重視，也不會
有人對他們作政治投資，其他政治組織
得到的是數以千萬計的政治獻金，他們
得到的不過是幾百瓶礦泉水。但他們並
不因此而氣餒，他們發動的「人民戰
爭」，令反中亂港逆流受挫，讓反對派
苦心經營的隱性「顏色革命」出現了反
對的聲音。相比起建制派溫和忍讓的謙
謙君子，顯得更有個性，也更有實際的
作用。

依靠基層群眾 香港才有希望
相反，香港有不少社會賢達，頭頂

五彩繽紛的政治光環，所屬政黨既有嚴
密的組織，也有雄厚的財力，但在今日
亂世之中，他們都顯得畏首縮尾，隨波
逐流，不敢和反對派作堅決的鬥爭。更
有人「擁兵自重」，混水摸魚。23條立
法關鍵時刻，自由黨臨陣倒戈，令23條
立法功敗垂成；面對「反國教運動」逆
流，政府高官不敢嚴詞直斥，反而讚黃
之鋒「叻仔」；更有建制派人士各自為
政，令政改方案被反對派一面倒否決；
更可恨的是，回歸以來備受政府倚重的
司法界人士、學者教授，不但沒有利用
自己的專業素養為香港人服務，反而妖
言惑眾，搞亂香港。其中有人以「公民

抗命」為題，拋
出「佔領中環」
的亂港理論，有
人宣揚「城邦
論」邪說，公然
打出「港獨」旗
幟。令人感慨的
是，這些受納稅
人供養的知識分
子，領的是高薪
厚祿，住的是山頂洋房，可謂錦衣玉
食，一世無憂。而「正義聯盟黨」的草
根階層住的是劏房、籠屋、「棺材
房」，日夜辛勞仍朝不保夕，然而，居
天堂者反玉帝，住地獄者護城隍，這是
多麼令人傷感的逆天怪象。
憑良心說，李偲嫣和她的「正義聯盟

黨」，當中找不出德高望重的社會賢
達，無論是尊貴的議員、問責高官都沒
有他們的份兒，他們既沒有能力參與香
港管治，也沒有機會分攤政治利益，他
們只是反對派口中的「土八路」、「泥
腿子」。這些人如此賣命，到底為的是
什麼？原因只是這些人和香港榮辱與
共，更和內地13億人有無法割斷的親
情。無可置疑，他們絕不會對特區政府
落井下石，不會在重要時刻倒戈叛變，
他們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治港，堅決維
護「一國兩制」的中堅力量。所以，政
府及有關人士決不可因為他們的問政水
平不高而忽視他們，而應該給他們一定
的支持和引導，培養他們成為愛國愛港
「生力軍」。俗語云，「仗義每從屠狗
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香港真正的主
人不是那些「吃碗底，反碗面」的知識
分子，而是以香港為家的草根階層，惟
有依靠香港絕大多數的基層群眾，褒揚
愛國情操和民族精神，香港的將來才有
希望！

李偲嫣擔任主席的「正義聯盟黨」雖是一個草

根政治組織，卻能令反中亂港逆流受挫，讓反對

派苦心經營的隱性「顏色革命」出現反對聲音，顯得更有個性，也

更有實際作用。政府及有關人士應該給他們一定的支持和引導，培

養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生力軍」。

頂天立地

■梁立人

早前少數港大學生及激進派人士衝擊校委會會議，其中一個導火線是劉進
圖在會議前一日撰文，言之鑿鑿指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及成員李國章曾委
託中間人勸退陳文敏，結果在反對派喉舌的推波助瀾之下，引發了這次暴力
衝擊行動。而李國章更成為被狙擊的目標，在會場上被暴徒禁錮，肆意指駡
羞辱，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波，港大聲譽更遭到重創，劉進圖對此負有不可推
卸的責任。
事後李國章立即澄清自己並沒有勸退陳文敏，對於指控感到莫名其妙，暗
指劉進圖說謊。而風波的主人公陳文敏也指李國章並沒有託人勸退，所謂中
間人與李國章和梁智鴻無關。陳文敏澄清當然不是為李國章開脫，原因是陳
文敏自己就不斷向校委會施壓，不斷為風波火上加油，他之所以要出來澄
清，真正原因是該中間人原來是他的友好。據消息指出，在事件中確實有人
勸退陳文敏，但卻是他的友好，勸陳文敏顧全大局，避免事件影響港大的聲
譽，出於一番好意，不是出於反對他當副校長的心，認為勢成僵局再爭下去
對陳有害無益，就算當了副校長都未必是好事。但最終陳文敏卻拒絕了有關
建議，但不知何故該中間人突然變成了劉進圖口中的李國章。
顯然，劉進圖應該是從陳文敏處聽過有關消息，並且知道中間人是誰，但

他卻故意張冠李戴，將陳文敏的友好變成李國章，並且上綱上線，杜撰了一
大篇文章，指校委在背後策動「驚天大陰謀」，要趕走陳文敏，而梁智鴻和
李國章就無端成為了劉進圖故事的主角。但整篇文章都是劉進圖胡扯出來，
完全是造謠造假，以此煽動學生情緒，最終引發了衝擊校委會事件。劉進圖
如果不是造謠，請他解釋為什麼杜撰李國章是中間人？他的線索究竟從何而
來？為何他如此肯定並寫出一大篇文章？倘若他未能提出證據，而根據現時
李國章及陳文敏的說法，說明劉進圖在遴選事件中三番五次撒謊，企圖煽風
點火，唯恐天下不亂，誠信破產。
至於陳文敏也是權慾薰心，一意孤行。其友好中間人勸他退出副校長遴
選，是出於維護港大，也是維護陳文敏的立場。這場風波的核心，就是陳文
敏根本不符合擔當副校長資格，不論操守上、學術上、管理上，都是不夠
格。但有政治勢力卻要介入遴選，企圖快刀斬亂麻迫校委會盡早任命，但遭
到校委拒絕，因而爆發連串政治風波，不但禍及港大，而且也揭露出陳文敏
的各種不堪。他的友好勸他退出，無疑是平息風波，還港大校園一個平靜的
最好辦法。況且，正如其友好所說，經此一役，陳文敏就是成功出任副校
長，也不可能做出什麼成績，各界更會金睛火眼地監察陳文敏，阻止他繼
續在校園內大搞政治。這樣，陳文敏不退出還有什麼意思？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陳文敏沒有聽從友好所言，原因正正是權力

慾作祟。為了得到夢寐以求的副校長高位，不惜毀壞港大百年聲譽，不惜將
學生當做爛頭蟀，不惜將校園搞得周天寒徹，這樣的人有何資格擔當校長？
校委會應果斷否決任命。至於劉進圖的言行，完全罔顧傳媒的專業道德，更
是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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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一個月裡，管理層救市頻率之高、力度之大在A股歷史上罕見。無論
是十部委、央行、證監會、數十家券商和基金等機構，還是上市公司和個人投
資者，都幾乎全身地投入到救市工作當中，為的是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為了
應對6月15日至7月9日A股所經歷的「史詩級暴跌」，管理層救市高招迭出。
甚至在滬指出現大幅回升後的7月10日，證監會還出了狠招，要求所有上市公
司制定維護股價穩定的「五選一」規定，舉措包括大股東增持、董監高增持、
公司回購、員工持股計劃、股權激勵等，相關方案應盡快公佈。

「五選一」政策執行不徹底
然而，有數據統計截至8月10日，已實施「五選一」維穩股價的上市公司只

有1,146家，尚未實施維穩股價方案的上市公司多達1,634家，比例達到
58.77%。證監會政策頒佈了一個月時間，從統計數據來看，這些上市公司執行
政策的力度很是糟糕，不僅不把股民放在眼裡，而且不把證監會放在眼裡。
事實上，回顧管理層救市的過程，雖然管理層採取了一系列的舉措，但在
執行過程中，不少政策飄在空中，沒有真正落地。除了近六成上市公司未真
正實施「五選一」方案之外，一些媒體還曝光了部分上市公司為了迎合證監
會一再強調維穩股價的要求而作出象徵性增持動作的行為。其中有的上市公
司隨意增持1,000股，更有甚者象徵性地增持了100股或者是200股股票，以
應付證監會維穩股價的政策。此外，還有一些上市公司在執行維穩政策的時
候陽奉陰違。例如，根據證監會的佈置，從7月8日開始6個月內，上市公司
控股股東和持股5%以上股東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通過二級市場
減持本公司股票。新日恒力二股東正能偉業，在7月8日就承諾增持新日恒力
股票全額不低於1,050萬元，然而，正能偉業不僅遲遲沒有增持新日恒力股
票，而且還將其所持有的5,000萬股新日恒力股票（佔股本的18.25%）以市場
的半價悉數轉讓給5位自然人股東。

違規成本太低
在證監會再三要求維穩股價的號令之下，一些上市公司管理層的態度居然

如此「敷衍」隨意，試問在沒有證監會指令的日子裡，這些上市公司又怎能
保障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呢？
在救市的敏感時期內，部分上市公司沒有真正落實管理層的政策，並非他
們真的就無能為力。一些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艱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肆無
忌憚地向市場「抽血」以維護自身利益，但當維護本市場穩定性的時候，他
們根本不把股民當回事，不把證監會的維穩政策當回事，缺乏維護市場穩定
的責任感，這主要還是因為中國證券市場的違規成本實在太低了。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就當下的救市來說，管理層的政策措施已經出台
了不少，儘管還有繼續出台救市措施的必要，但是，做好已出台政策措施的
貫徹落實工作、提升政策的落實效率可能更為重要。
要從根本上提升管理層政策的落實效率，就要從大幅提升中國證券市場的

違規成本、塑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做起，對那些不顧股民、不把證監會政策放
在眼裡的上市公司要嚴懲不貸，絕不手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那些人浮於
事的上市公司真正具有維護資本市場穩定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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