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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超 香港學者

土耳其擊落俄羅斯轟炸機，挑起俄土衝突；
馬里首都巴馬科市中心的麗笙酒店11月20日
遭遇恐怖襲擊，170名人質被劫，3名中國公民
遇難。而巴黎恐怖襲擊令上百條人命魂斷巴
黎，至今恐襲陰霾仍未散去。恐怖分子四處出
擊，從巴黎擴散到整個歐洲，再到非洲，恐怖
氣氛籠罩全球。德國漢諾威原定舉行的德國對
荷蘭足球友誼賽，在開賽前九十分鐘因收到炸
彈威脅而臨時叫停。同日法國航空公司兩班由
美國飛巴黎的客機，更因在飛行途中接到炸彈
恐嚇，要緊急降落。
籠罩全球的恐怖氣氛，似乎沒有叫停美國在

南海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和干預。11月19日開始
為期兩日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在菲
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本來此次峰會不涉及南
海問題，但美國拉上菲律賓、日本等國，唱了
一齣南海問題再度持續升溫的大戲。美國強硬
表態，重申中國必須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地，並
稱會繼續與菲律賓在南海舉行聯合軍演。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11月19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與美
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時也表示，會關注南海
局勢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所造成的影響，並研議
自衛隊在南海的相關活動。全球受恐怖威脅，
血腥襲擊頻發不斷，但都擋不住美國亞太再平
衡的興致。
事實上，恐怖主義最終的矛頭指向美國，美

國才是恐怖主義襲擊的頭號目標。巴黎恐襲
後，ISIS發放新片段，威脅會以自殺式炸彈襲
擊美國紐約巿，然後再下戰書，直接向美法領
袖挑戰，威脅對華盛頓白宮發動巴黎式恐襲，

殺死美國總統奧巴馬及法國總統奧朗德。面對
如此直接的挑戰，美國應當攜手全球，集中精
力反恐，而不是鼠目寸光地為了亞洲再平衡，
繼續利用南海問題遏制中國，不顧本國國民的
人身安全。恐怖襲擊的態勢已是無孔不入，全
球佈陣，成為全人類的頭號公敵。世界和平進
程如臨大敵，恐怖襲擊所針對的國家和勢力將
無一倖免。美國如果還在反恐陣營中分散精
力，分化同盟，分割力量，那麼基礎尚很薄弱
的全球反恐同盟，將很可能分崩離析，令整個
反恐部署被打亂，讓恐怖分子有可乘之機。
事實已經證明，曾經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反恐

同盟國家，在反恐合作方面已採取更積極態
度，法國尋求與俄
羅斯合作，合力對
IS恐怖勢力展開軍
事打擊。而美國在
大敵當前，還要將
自己的同伴拱手送
上，這樣的表現將
導致其最終失去盟
友的支持。無論從
戰略還是戰術上，
知輕重緩急，善合
縱連橫，才是王
道。反恐任務艱
巨，團結一致，精
誠合作才是當務之
急。尤其是美國要
在反恐上贏得各國

尊重，必須先放棄為難中國的戰略思想，從自
身實力上，美國並沒有在金融危機中完全緩過
來，更急於轉嫁經濟蕭條的矛盾和危機。轉嫁
的方式和方法如果引起全球的反感和唾棄，那
麼結局也必定咎由自取。有人比喻美國是三口
鍋只有兩個鍋蓋，美國面對國際反恐，現在的
態勢卻是好多鍋，每一個都蓋不住的節奏。
作為一個正常思路的國家，不會在性命攸

關的時刻放棄同盟。在反恐上，美國既是恐
怖襲擊的頭號目標，又承擔相應的反恐主
力軍的責任，全球反恐離不開美國。但美國
在反恐上必須集中精力，絕不能既反恐又要
打擊中國。

美應停止南海挑釁集中精力反恐

■美國應集中精力反恐，而非利用南海問題遏制中國。圖為馬里恐襲事件
中，安全部隊將傷者抬離酒店。 網上圖片

去年「佔中」期間，激進分子已揚言要殺進區議會和立
法會。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四百多個議席塵埃落定，有
若干個「傘兵」組織報名參加選舉。當然，這些「傘兵」
如果打明旗幟，明目張膽揚起黃絲帶，豎起「反中反共」
旗號殺入選舉場地，自然無法獲得市民認可。所以，參選
的「傘兵」都是偃旗息鼓，大打民生牌，極力掩飾「佔
中」立場。這一來，由於善良的街坊對未來一代還是存在
愛護關懷，聽了「傘兵」的一番甜言蜜語，一時又未能看
透他們的化妝，所以，本求新求變的心態投一票給他
們。
這次區議會選舉，實際上有不少真正為民服務的青
年一代成功當選，而且有個別還打敗了盤踞該區幾十
年的老議員，例如：屯門兆康的巫成鋒、深水埗麗閣
的陳穎欣。這表示熱情盡心為市民的新生代，市民願
意給他們發揮的機會。反之，那一批慣於在街頭和議
會喊打喊殺，目無法紀的政黨社民連、「人民力
量」、「熱血公民」等，以其一貫的宣傳手法宣揚暴
力，而且更不斷炒作「鉛水」事件，企圖以此攻擊政
府行政管治，但他們都遇到了慘敗，甚至失去原本的
票源支持。
這一次區議會改選，有幾個很重要的標誌要注意：第
一：是選民希望年輕一代可以參政議政，可以接好班，
政府可以聽到他們聲音；第二：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地區
票源結構已有改變傾向；第三：市民對「佔中」和激進
行動不滿，政制改革應順從正確的道路進行；第四：投
票率創歷史紀錄，顯示市民在政治化的社會背景下，參
政議政熱情高漲，尤其是年輕一代。
年輕人參政議政是好事，但是企圖以虛假面目迷惑
選民，從而混進議會搞政治化運動，而不是服務市民
的壞分子卻應該警惕。任何當選區議員，既然得到選
民的信任和支持，就應該真正為市民做實事好事。區
議員應該促進社會發展，而不是把社會導向撕裂和沉
淪。「傘兵」進入區議會後，一言一行都會受到選民
關注和監督。廣大市民更要對「傘兵」表現，聽其
言，觀其行。

今屆年輕參選人有得天獨厚條件
今屆區選帶出的訊息之一是選舉年輕化，青年選民

發揮顯著作用，一批政壇新秀崛起。不少盤踞地區超
過20年的現任區議員被首次參選的政治新丁挑戰成
功，參選的年輕新面孔中不乏20歲出頭的「90後」。
本屆新登記選民達26.1萬，是近年之冠，其中40%是
18至35歲的「首投族」。而在這一群體中打開局面、
開拓票源方面，年輕參選人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今屆年齡在30歲以下的當選者共有55名，佔整體的
12.8%，高過上屆的11.4%，即是每8個當選者當中就
有一個；非現任挑戰成功的當選者共有125位，當中有
44位是30歲以下，佔35.3%，即三分之一以上。以上
兩類數據，均顯示年齡對區選的影響。而建制派中的
民建聯有關比例更高於平均數，顯示民建聯力以年
輕人來為其區議會佈陣進行新老交替。今屆民建聯共
派出64名21歲至40歲的年輕候選人參選，勝出者多達
36人，佔該黨現任區議員總數近三分一，令民建聯整
個區議員團隊出現明顯年輕化的變化。而其他建制派

和非建制派政團，亦出現明顯新老交替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傘兵」與所謂「溫和本土派」的興

起，在區選中取代舊有惡形惡相的激進派，這些惡形
惡相的激進派包括「熱血公民」、「人民力量」、社
民連等，其參選者全軍盡墨。同時「傘兵」也不敢打
出「佔中」旗號，在去年的3個「佔領區」，「佔
領」和激進背景的候選人亦全部鎩羽而歸。惡形惡相
的激進派與「傘兵」、「溫和本土派」的此消彼長，
一方面是好事，說明恣睢暴戾、極端張狂的反對派已
令市民忍無可忍，選民在區選中用選票懲罰他們；另
一方面，「傘兵」特別是所謂「溫和本土派」的興
起，令去年「佔中」的「本土化」、「命運自決」等
將內地與香港疏遠和切割的思潮，有擴張和蔓延之
勢。
「傘兵」奪得8席，是借助於「佔中」帶來的政治理
念、運動技術與組織網絡，特別是新媒體動員技術。
加上他們參選全程「收起把遮」，強調地區服務，並
以斯文禮貌面目出現，吸引年齡和政治理念相近的
「首投族」。要看到的是，「傘兵」積極參與合法選

舉本身，與去年盲目參與非法「佔中」，性質已經有
所不同，值得肯定。況且「傘兵」年紀尚輕，政治理
念和世界觀尚未定形，只要他們願意進入社會常規運
作軌道參與政治和公共服務，不排除其中部分人可能
轉化為理性建設力量。

「溫和本土派」實質並不溫和
值得警惕的是所謂「溫和本土派」新民主同盟16人
參選15人勝出，反映主張「本土」的政黨已獲得一部
分選民受落。新民主同盟打主張爭取和完善本地港
人優先利益，以及捍衛香港核心文化及價值的幌子，
利用水貨客問題，不斷操弄兩地議題去製造政治風
波，其目的就是要「去中國化」，將內地與香港疏遠
和切割開來，讓兩地民眾彼此對立甚至仇視。因此，
所謂「溫和本土派」在隱晦地推動分離主義和「港
獨」方面，其實質並不溫和，而是帶有欺騙性。
新民主同盟、「香港本土」成員范國威聲稱，該黨

選情報捷與「雨傘運動」有關，並指年輕人接受本土
路線，亦是該黨大勝的重要因素，新民主同盟會繼續
堅持「本土路線」，以及「港人優先」策略云云。可
以預見，在有票可圖的趨勢下，反對派各個政黨必定
會加入明顯的「本土路線」主張，大力操弄兩地議題
製造政治風波，特別是以「本土主義」誤導香港青
年，以爭取大量青年票源。

將解決「三業」訴諸「本土主義」是緣木求魚
雖然香港青年面臨嚴峻人生挑戰，面對學業、事業

及創業「三業」，以及上樓、上流、上位的「三上」
的困難，因而促使越來越多新生代關注和參與社會政

治事務。但是，將解決香港青
年「三業」、「三上」問題訴
諸「本土主義」，無異於緣木
求魚。近年來，新民主同盟等
「本土主義」政客，發動所謂「驅蝗」、「鳩嗚」、
「光復」等禍港行動，損害旅遊業，惡化兩地關係，
不僅打爛市民飯碗，且令香港青年的「三業」問題首
當其衝。香港的市場本來就有限，「本土主義」政客
破壞兩地關係，惡化香港營商環境，只會令香港青年
壅塞在「三業」困境中，激發憤青產生的土壤，使
「本土」政客操弄的分離主義和「港獨」擴大市場。
因此，所謂「溫和本土派」並不溫和，而是欺騙和禍
害香港青年的破壞性力量。

港青應擺脫「本土」政客的蠱惑誤導
香港年輕一代應擺脫「本土主義」政客的蠱惑誤

導，放開懷抱認識國家面貌，抓住國家大發展的寶貴
機遇，拓展自己的未來人生，把自己的夢想融入「中
國夢」。香港青年面對「三業」困境，要靠自己去奮
鬥，自己去艱辛打拚。國家實施「一帶一路」、「互
聯網+」、「中國製造2025」和國家大數據等戰略，均
顯示國家正全面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帶動資本、技
術、裝備、服務、品牌走出去，必然要求香港「超級
聯繫人」的獨特角色進一步充實、升級和加強。這令
享有「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的香港大有用武之地，也
令香港青年實現人生理想有了更加廣闊的空間。香港
新生代一定要把握國家的戰略機遇，努力裝備自己，
同時要擺脫「本土主義」政客的蠱惑誤導，以免蹉跎
歲月。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重視紓解港青「三業」困難 擺脫「本土主義」政客誤導
今屆區選帶出兩個值得注意的訊息：一是選舉年輕化，二是「本土思潮」明顯抬頭。選舉

年輕化說明在香港，香港青年面對學業、事業及創業「三業」的困難，促使越來越多新生代

關注和參與社會政治事務；「本土思潮」明顯抬頭，反映將內地與香港疏遠和切割的勢力，

已取代惡形惡相的激進派，成為「港獨」的淵藪。要警惕的是，將解決港青「三業」問題訴

諸「本土主義」，無異於緣木求魚。要解決香港青年「三業」問題，既需要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協助青年紓解有關困難，也需要香港青年自覺把個人的發展和香港的前途、國家的命運

結合起來，抓住時代機遇，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生價值，開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事業。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適者生存的區議會選舉

部分值得注意的地方
依筆者淺見，是次選舉的第一個特點，是

不論建制及反對派，不少尋求連任的資深區
議員敗給年輕候選人，而不少落敗傘兵、年
輕候選人得票數字並不少。可見即使候選人
知名度不高且無實在政績，但形象清新，已
成功吸引選民關注；其次，泛政治化下，不
少打鮮明政治旗號，但名不見經傳、甚至
只在選前兩、三星期才空降選區露面的候選
人，居然獲得千多票甚至兩千票，可見政治
牌的威力趨向強大。從以上兩點可見，年輕
形象加上政治旗號，已經具備一定的政治魅
力，不能忽視；最後，雖然每屆選舉均有不
少政治議題可打，然而如鉛水等與民生息息
相關的部分議題卻未有如反對黨派所想打出
預期威力，有關區份反而近乎被建制完全攻
克。

不容忽視的政治化
雖然鉛水議題未能如反對派所料，成為
「谷票」利器，但另一邊廂，亦有部分候選
人由於忽視政治議題，漠視被政治化推出來

的票源所需，以及建制派大部分候選人並無
在選戰中打出政治議題的旗幟，最終落敗。
事實上，在資訊流動迅速，壁壘分明的今
日，「區選講民生，立選講政治」的定律已
非必然，除了民生牌，這張政治牌如何打
出，將決定一區未來四年所染上的顏色。

網上助選漸趨成熟
除了政治大氣候的轉變，筆者認為助選策

略也是左右選戰的重要因素。所謂「物競天
擇，適者生存」，在互聯網普及的今日，市
民接收資訊的渠道及生活習慣已發生重大變
化。部分候選人之所以落敗，主要在於選戰
策略傳統守舊，未能善用日新月異的科技助
選，更未能察覺其選區選民構成及需求正發
生轉變。例如部分候選人雖然表面上並沒有
在社區出現，但實際上他們不斷通過社交網
站籠絡當區選民，甚至當其他候選人為免產
生任何誤會而將社交網站關掉之際，有些人
甚至在沒有申報選舉廣告的情況下不斷在網
上宣傳。無可否認，這種網上接觸的效率，
甚至比一天派三次宣傳單張為高，亦可能更
有效了解新票源的所需所想，可見這些「素

未謀面」的候選
人，成功得到選票
可能並非偶然。

檢討得失
刻不容緩
上述情況，離不

開「有待檢討」四
字。事實上，在法
例層面，雖然選舉
相關法律有就任何形式的選舉廣告及其申報
方式作出監管，然而即使在部分社交網站上
作選舉宣傳卻不申報，最終只會警告了事；
此外，由於網絡宣傳廣，亦容易匿名或冒名
傳播消息，一些網上評論的威力甚至已不下
於「明刀明槍」式的選舉攻擊甚至抹黑，可
見現時對網上有關選舉言論的規管實有待檢
討，讓選舉變得更加公平，令選舉平台能繼
續成為選民接收候選人理念的重要窗口。此
外，各大政黨亦極有必要重新審視選舉策
略，除了繼續以恒常工作服務社群，如何以
其他方法接觸及開發潛在票源，服務這些在
恒常工作中無法服務的選民。不論是扎實工
作，還是政治議題，誰能掌握選民的歡心，
誰的選舉機器才能有效運作，走向勝利。
今屆區選的是非成敗，其實已成為歷史。

當下更重要的，是政黨及有意參政人士，如
何審時度勢，分析選舉結果，研判並制訂有
效選舉策略。其實四年後及一年後的選戰勝
負，又有誰可預料得準？

區議會選舉431個民選議席全部產生。選戰前，有聲音認為在政治化的

局勢下，以及45%首投族為青年人的前提下，反對派陣營會佔據「先天優

勢」。然而「天氣不似預期」，在47%的高投票率下，各個陣營互有勝負

得失，建制派依然保住了在區議會的基本優勢。然而對區選結果挖深一

點、微觀一點來看，我認為有一些比成敗得失更值得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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