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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屆區議會選舉於11月22日舉行。截至此文發出之下午1時，合共
約有55萬選民投票，投票率有17.7﹪。依據上一屆經驗，投票最密集時
段是晚飯後至10時30分，達41.5﹪。而以4年前票數1,180,809張計，投
票率達40﹪，則今屆以312萬選民計將會有高於40﹪投票。票站估計：
今次區選建制派勝出的基本盤穩如泰山，且擁躉有擴大之勢，勝出結果
應成定局。

建制派擁「天時地利人和」
首先是政治態勢更利建制。2011年區選，反對派掀起「全民起義」和

「五區公投」之後，以為憑此政治風暴能在翌年第4屆區選「勝出」。
結果是建制派獲652,840票，佔總投票率55.29﹪，參選的436名候選人
中有299人勝出，比第3屆上升了24﹪；而反對派陣營，得票率僅佔
31.29﹪，參選的231名候選人只有88人勝出，比第3屆下跌9﹪，其中社
民連28人、職工盟3人全軍覆沒；「人民力量」62人僅1人當選。這一
結果證明激進、暴力路線被選民拋棄；「公投」、「起義」等口號和理
念，「是搬石砸自己的腳」。
反對派以為去年掀起「佔中」和「雨傘革命」等亂港行動，就能在今
次區選佔「便宜」。恰恰相反，筆者區選前應約到灣仔與一位從前不問
政治的經營校巴友人品茗。他一見面就數落「佔中」連累其經營的校巴
不能行駛，兩個月虧蝕幾十萬，拍心口自己已變成「建制派」；投票前
電話訪問一位在紅磡附近開琴行的老闆吳小姐，她說全家會支持「愛港
好人」，並會動員來學琴的學生家長投票懲罰反中亂港的人。建制力量
真的壯大了。其次，反對派幻想依靠「首投族」支持已不可靠。在26萬
新登記選民中，18至35歲組別佔40﹪，卻比2011年還少2千人；而中、
老年選民卻多了4.5萬人。去年「佔中」後公佈的登記選民數字顯示：在
127萬未登記選民中，18至40歲未登記者竟達58萬人，而60歲以上長者
增加，表明不滿激進的長者人群在增長。這表明選民在經歷了反「佔
領」鬥爭後的大覺醒，必將為建制派的選舉結果打下牢固的民意基礎。
尤其是對比「真普聯」推銷假普選和人大常委會公佈的「8．31」決定，
香港人對基本法的認識加深，更不會輕易被蠱惑和洗腦。
其三，反對派的分裂態勢注定區選敗北。上一屆區選，激進、暴力的
社民連全軍覆沒，後分裂出「人民力量」；而「人力」又分裂出「本土
派」和「熱血公民」。民主黨更慘，2010年政改一役後，中青年成員出
走成立「民盟」，今年由於追隨激進路線參與否決2017年普選，黃成
智、狄志遠等出走，造成民主黨更大內傷，今次派95人參選，較上屆少
37人；至於公民黨，地區工作欠奉，加上湯家驊退黨，僅派不足10人參
選。總之，反對派一片四分五裂的頹勢。其四，選民鑑別真假、好壞能
力在政治動盪中提高。一項民調顯示，69﹪選民關心民生議題，僅13﹪
關注政治議題；63﹪選民找區議員解決社區問題，只有13﹪去找立法會
議員，這就使長期扎根社區、做實事，勤勤懇懇服務市民的民建聯、工
聯會等建制派參選人贏得民心、得到市民擁戴。
隨着中國國力的日益增強，以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國策的逐步展
開，香港將更緊密地融入到中國發展的時勢大潮中。聚焦發展民生，這
是市民共同的心聲，區選的形勢必然朝愛國愛港的陣營轉化，建制基本
盤穩如泰山並在擴大，這是不容置疑的。

原來，我以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出身記者，處事理應客觀，原
來錯了；
原來，我以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讀書不少，為人理應公正，原
來也錯了；
原來，我以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落區參選，對地區與民生所需
理應了解，原來都錯了。
當我們從電視上聽到毛孟靜一次又一次不合邏輯的發言，一次又一次
的抵賴，一次又一次別有用心的「港獨」建議，真的有點嚇怕了。她的
種種行為都令人思考：到底，這種不講道理的人，是否適合做香港市民
的民意代表？
早於2014年3月，身為「香港本土行動」要員的毛孟靜與范國威等10

人在尖沙咀「拖篋」，對外宣稱是行為藝術，實質影響公眾，更是「反
水貨客」的始作俑者！毛孟靜與范國威在公眾地方拖篋逛街帶來了極壞
的影響，令一些激進分子見篋起心，當街失控辱罵無辜母女、踢倒隨身
有行李的市民，不問情由就對拖篋者施行語言及肢體暴力。由此陸續出
現的「驅蝗」、「光復」等激進行為，衝擊者都是高舉「本土」與「港
獨」大旗，結果導致香港的孩子被嚇哭，香港的老人被推倒，香港的零
售被摧殘！「反水貨客」的實質成效是搞垮香港。對此，有人稱之為
「本土運動」，但「運動」二字對他們所做的一切實在過分中性，甚至
過分正面了，用「破壞」二字才更合適。
這些「本土破壞」的暴力其實與毛孟靜鼓吹的所謂「本土主義」不無
關係！首先，是策劃鼓吹，煽動破壞。毛孟靜在近日立法會提出所謂
「反大陸化」的動議，范國威即時出手支持。他們本來就是「篋神二人
組」，在推動亂港的「香港本土」組織上不遺餘力；因此，立法會上毛
孟靜一出口，范國威這位「拖篋」拍檔即時出手，提出動議修訂毛孟靜
的議案，加入多項強化其所謂「反大陸化」的主張，如此行為根本就是
在製造矛盾，分化社會，「港獨」形象非常明確！
此外，毛孟靜更積極唱衰香港，除了和范國威曾以「約 300 名市民」
名義，在台灣的《自由時報》刊登廣告，將香港住屋、旅遊設施配套不
足等問題，歸咎於個人遊政策及新來港人士外，她更倡議所謂的「源頭
減人」，涉嫌歧視新來港人士。
香港一向是國際都市，香港人因為有海納百川的優點，才不會偏
執，才能包容，才能突破小島有限的資源困局，創造出無限的可能。
這是香港人一路走來，成就今天香港來之不易發展成果的關鍵所在。
毛孟靜和范國威為何看不到包容和理性，是本質上如此狹隘，還是別
有用心，想搞垮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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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
加德發表聲明，認為人民幣符合「可自由使
用」貨幣要求。她在聲明中援引IMF工作
人員的建議表示，支持人民幣「作為除英
鎊、歐元、日圓和美元之外的第五種貨幣納
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這是IMF
迄今為止發出的最明確聲音，意味着人民幣
「入籃」幾成定局。

「入籃」是貨幣國際化的階段成果
5年前，人民幣首次衝擊「入籃」，IMF
卻「否定」，理由是人民幣「不可自由兌
換」。這一指標，從側面加速了人民幣國
際化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入籃」只
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外因，主要是內因在起
作用。十八大以來的深化改革，「兩率」
（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力度較大，這
既是金融體制改革的需要，也加速推進了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確切講，人民幣國際
化不是做給IMF看或為了達到「入籃」指
標，而是中國在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凝聚國
家硬實力的基礎上，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必
然要求。
中國「一帶一路」國策的推進、亞投行

的運行以及四個自貿實驗區的設立，意味
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成為中國2.0版改革的
核心主題和當務之急。國內海外兩大市
場，深切體會到今年「兩率市場化」的力

度之大。除了「雙降」，央行還決定對商
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
款利率浮動上限，至此利率市場化基本完
成。
今年8月份，央行出台人民幣中間價匯率

機制改革，由於與股市波動同步，引發全球
對於人民幣貶值的擔心。但是IMF以專業
視野看出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決心，
並表示支持。雖然人民幣匯率之後維持了相
對穩定，但是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大方
向已定，人民幣在岸市場中間價和市場價趨
於一致，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在近幾個月
也逐漸靠攏。

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話語權
人民幣國際化是目標，「入籃」則是國

際社會對人民幣的確認。對 IMF而言，
SDR也需要人民幣。作為戰後全球金融治
理一體化的象徵，SDR的籃子裡曾經有多
種貨幣進出。大浪淘沙，目前SDR裡有美
元、歐元、英鎊、日圓四大國際貨幣，代表
全球金融治理的最高水平。雖然SDR並非
實質性的可提取的貨幣，但卻是秩序的象
徵。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第一大

貨物貿易國，外匯儲備也為世界第一，IMF
需要人民幣。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人民幣
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將有利於提高其代

表性和吸引力，也將有利於完善國際貨幣體
系，維護全球金融穩定。
必須指出的是，改革才是IMF永續發展

的法寶。2010年，IMF已經形成了提高中
國等新興市場話語權的改革方案，只是這份
改革方案被美國國會阻滯了。亞投行的誕生
說明，如果舊有秩序不給予中國符合其國力
的確認，新秩序就會另起爐灶了。IMF很明
智，很好地把握了與時俱進的改革節奏。8
月份，IMF對人民幣「入籃」的核心要素
「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有懷疑，3個月後
就宣稱， 之前所有懸而未決的操作性問題
（可自由兌換），中國政府均已解決。IMF
的高效率，是中國和IMF相互協作和配合
的結果。當然，也是美國這個重要成員謹慎
支持人民幣「入籃」的結果。可以說，在
IMF11月30日的會議討論和投票，人民幣
「入籃」已經是大概率事件。至來年10
月，人民幣就將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貨幣之
一。
若「入籃」成功，人民幣在SDR籃子中
的 權 重 約 為 14%-16% ， 排 在 美 元
（41.9%）、歐元（37.4%）之後，超過英
鎊（11.3%）和日圓（9.4%）。這是IMF和
人民幣的雙贏，對IMF來說，這個傳統的
全球金融機構因為其開放性依然維持全球領
導力；對中國而言，人民幣成為全球性貨
幣，將提高中國在全球的金融話語權。

人民幣「入籃」是中國和世界雙贏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國歌代表了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面貌，
是一個國家的象徵。在許多公眾場合包括
體育競賽都會使用國歌，以示對有關國家
的尊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和人民
會容忍本國國歌在大庭廣眾下遭受羞辱。
在美國，罵政府、罵總統的人不少，但沒
人會公開侮辱國歌。2007年美國大選，
競選人希拉里在一次演講中演唱國歌，因
忘記歌詞，遭到輿論和對手的猛烈抨擊，
對希拉里當年的選情造成不利影響。

不尊重國歌舉世難容
反觀香港，少數激進青年肆無忌憚地噓

國歌，即使國際足聯作出警告，香港足總
苦口婆心勸喻，搞事分子仍不收斂，在日
前港足對國足的賽事上，雖然不噓國歌，
卻變着花樣，在奏國歌時背向球場，繼續
採取對國歌不禮貌的行為。香港作為中國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竟然有人在眾目睽睽
下不尊重國歌，侮辱自己國家，令人匪夷
所思，稍有國家民族觀念和情感的人都不
可能接受。
少數激進青年噓國歌，其背後目的是為

了宣洩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對香港回歸內
地的不滿，以不文明的行為在香港與內地

的關係上製造事端、製造矛盾，傷害兩地
人民的感情，挑撥香港和內地的關係。香
港回歸祖國洗刷了中華民族的恥辱，完成
了中華民族百多年的心願，是中華民族強
大崛起的里程碑，翻開了香港歷史的新一
頁，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少數人搞小
動作，倒行逆施，想開歷史倒車，實在是
螳臂擋車，不自量力，更違背香港的主流
民意。
團結香港基金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董

建華日前指出，香港年輕人如今正處於大
機遇時代，因世界發展的重心正逐漸東移
至亞太地區，連同國家「一帶一路」策略
所帶來的無限機會，「可以說，認識祖
國，就是認識未來；不懂中國，就是不懂
世界。」董建華的肺腑之言，代表了香港
社會大多數人的心聲，說出了真正關心年
輕人的真知灼見。香港年輕人應放開懷
抱，主動認識今日國家的精神面貌，熱愛
國家，首先要承擔起作為一個中國公民的
基本義務和責任，不要被一些錯誤的思潮
和言論所誤導，做出有損國家和香港聲譽
的行為。
近年本港有少數人以「有色眼鏡」看待

國家發展，對國家的發展成就視而不見，

反而把國家在發
展道路中遇到的
問題無限放大、
以偏概全，刻意
製造事端破壞
「一國兩制」，
在香港內部就掀
起持續不斷的政
爭內耗，令香港
喪失機會，發展
停滯不前，結果令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
損害了廣大市民的利益，也影響了年輕人
的前途，令少數年輕人對國家產生誤解甚
至敵對態度。

加強兩地全面融合是香港未來所在
事實上，香港擁有背靠祖國的最大優
勢，加強與內地的全面融合，是香港突破
困局、為年輕人創造美好未來的關鍵所
在。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馬尼拉會見
了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特首梁振英。
習近平表示，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全力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希望特區
政府帶領香港社會各界凝聚發展共識，全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同時
抓住國家制定「十三五」規劃、實施「一
帶一路」建設等帶來的機遇，進一步謀劃
和推進香港長遠發展。中央充分掌握香港
的情況，堅定不移支持香港各項發展，未
來香港社會各界應該齊心協力樹立對國家
的正確認識，摒棄泛政治化的干擾和阻
礙，支持特區政府帶領廣大市民抓住國家
發展的新機遇，強化香港固有優勢，增強
香港競爭力，讓年輕人有更多發揮才能的
機會和空間，釋除年輕人的不滿和焦慮，
對前途充滿希望，為建設香港和國家作出
積極貢獻。

香港已回歸國家18年，兩地融合日益密切，為香港帶來巨大發展機

遇。但是，近期本港有激進分子煽動少數青年利用足球比賽的機會，

公然在球場上噓國歌，不尊重自己的國家，不承認「一國兩制」，破

壞兩地和諧，影響惡劣、後果嚴重，令人心痛氣憤。中央一向關心支

持香港，兩地同胞關係血濃於水，香港絕不容忍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

損害兩地互利共贏的關係，廣大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必須肩負起維

護國家尊嚴的公民責任，認識祖國，熱愛國家，把握歷史機遇，為香

港和個人創造更美好未來。

■沈家燊

肩負公民責任維護國家尊嚴

反對派區選候選人拿不出任何政績吸引選民，選情
非常不利，反對派對選舉結果已經打定輸數。《蘋果
日報》為反對派進行最後掙扎，催谷選票，一方面不
斷「告急」；另一方面，為反對派敗選找尋各種藉
口，掩蓋困局，掩蓋遭選民「票債票償」的事實。參
加選舉的候選人應該宣傳政績，提出政綱，提出對形
勢充滿信心、鼓舞士氣的主張。但是，此次反對派由
選舉一開始，就採取「三無主義」：無往績、無政
綱、無願景，一早就散播「選舉氣氛冷淡」、「泛民
選情告急」的悲觀情緒，反對派根本方寸大亂、無心
戀戰。反對派一再策劃、鼓吹、煽動、縱容無法無天
的行為，破壞香港法治穩定，損害廣大市民利益，市

民忍無可忍，終於可以在區選用選票教訓胡作非為的
亂港政客，出一口烏氣。反對派不檢討自己違背民
意、與民為敵的責任，反指反對派輸了，「區選赤
化」、「香港核心價值不保」，完全是顛倒是非，推
卸責任，更為敗選先找好下台階。

敗局已定 無心戀戰
《蘋果日報》說，建制派對區選話題「冷處理」，
對反對派非常不利。其實，這兩三個月來，反對派天
天都在製造、炒作政治話題，甚至公開勾結美國政
客、告洋狀，說香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學術自由；
又利用鉛水問題、全港性系統評估（TSA）風波、港大

副校長任命事件等掀起爭議，總之就是要把香港經濟
民生問題政治化，鼓吹對抗氣氛，為毫無政績的反對
派候選人搶分。炒作政治話題，反對派一刻也沒有停
下來。為什麼熱不起來？只不過是廣大市民早已厭倦
政爭，反對派越是想激化矛盾、催谷投票，越是弄巧
反拙，越是令廣大選民反感，更加看清反對派禍港殃
民的真面目。
如今香港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周邊競爭越來越
大，市民希望香港能夠集中精力，以創新科技提高生
產力，把握「一帶一路」的黃金機會，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把香港的優勢產業推向全世界，向高附加值產
業進軍，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創業就業的機會，減少社
會怨氣。主流民意反對繼續政爭對抗，反對為禍香港
的做法。

禍港殃民 「告急」於事無補
反對派對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沒有任何貢獻，提
不出有建設性的建議，反對派的政治明星，即使當了
區議員，出席率也是最低的，根本無心為民服務。如
今又到區選，反對派黔驢技窮，只能又叫嚷「抗拒赤
化、守住香港」的空洞口號。反對派在區議會每逢開
會就吵吵鬧鬧，示威搗蛋，一點政績都沒有，選民再

不會上當受騙，再怎麼「告急」也於事無補。
此次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創下近年新高，反映市民投

票給做實事的候選人，不投票給破壞香港的人。反對
派好事多為，把原來支持他們的中間選民都趕走了，
轉投建制派，民情民意已發生重大變化。反對派區議
會選舉大敗，其實早在「佔中」的時候就注定了。反
對派不深刻反省，繼續一意孤行違背民意，還不斷掩
飾敗選的原因，更加暴露前景黯淡的困境。

高天問

反對派區選遭「票債票償」 不思悔改前景黯淡
反對派策動79天無法無天的「佔中」，否決實現普選的政改方案，立法會拉布沒完沒

了，全港市民吃盡香港事事政治化的苦頭。今屆區議會選舉，不少市民投票後都說，這次區

議會投票，不僅僅要考慮候選人平日的表現，更加要考慮「佔中」的影響。選民不想香港

亂，不想經濟差，「佔中」成為投票的考慮因素。這就是「票債票償」的最佳說明。反對派

不檢討被選民拋棄的原因，反而漠視選民的決定，散播「區議會不斷赤化、更難監察政府」

的謬論，企圖繼續激化矛盾，撕裂社會，令香港陷入沒完沒了的政爭，繼續內耗沉淪。反對

派不深刻反省，掩飾敗選的原因，繼續一意孤行違背民意，糾纏政爭，前景必然更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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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炒作政治話題，不得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