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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後本港出現了一些「港獨」、「本土」、
「城邦建國」等極端激進政團，他們否定香港政制現
實，極盡所能地挑撥香港與內地關係。雖然這只是一
小撮人，但仍對香港的發展和整體利益造成了不良影
響。這次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的勝利與激進派的慘
敗成鮮明對比，說明選民期望香港的發展建基於務實
理性的態度和方式上，有效遏制激進勢力的干擾，使
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議題能夠及時得到關注和解決，
才是真正維護本土利益。事實上，本土利益和激進的

「本土」主義絕對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應被混淆或
片面解讀。建制派有必要加強在「本土」議題上的溝
通工作和主導角色，維護香港穩定並促進發展。

激進行動本質違反「本土」利益
需要釐清的是，「本土」利益與「港獨」等激進主義
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近年來打各種旗號的
激進人士，一再搞破壞、掀爭拗，不斷為香港的發展添
煩添亂，與切實的「本土」利益相去甚遠。切合香港

「本土」利益的議題只會建基於憲政、法律及現實基礎
之上，而非靠離間兩地關係，大搞分裂來完成。過去社
會受激進思維干擾，導致「本土」議題被激進反對派人
士奪取話語權。建制派一向注重地區工作，又在區選中
獲得選民的廣泛認可，在社會被激進言論充斥的情形
下，建制派有必要積極應對，加強在「本土」議題上的
論述及溝通工作，積極主導發揮充分影響力。
事實上，「本土」議題也涵蓋了地區民生等議題，

需要政界人士的廣泛參與，共同維護地區及選民利
益。如近期的鉛水事件、水貨客問題、來港遊客及地
區居民之間需求的平衡等等。建制派一直都積極參與
有關議題，但在與選民溝通、宣傳及輿論工作上仍有
進步空間。「本土」議題不應單方面成為激進政客攻
擊政府、離間兩地關係的工具。建制陣營應主動出
擊，不僅要做實事，更要積極發聲，掌握主導權。這
對於守衛區選成果、穩定香港內部，同時遏制激進勢
力蔓延具有重要作用。

年輕一代應培養成熟政見立場

今年區選，年輕參選人充分
展示了實力和潛力。但區選僅
僅是一個開始，資歷較淺的當
選人能否較好地履行職責，繼
續爭取選民的支持，還要看其往後的表現。總體上
說，建制派在培養新血、傳承政黨精神上做的較好；
而反對派因為「傘兵」、「港獨」、「城邦」派等新
興團體的滲入和衝擊，新舊交替工作顯得「力不從
心」。區議會作為年輕從政者積累經驗的基地，當選
者不應過度「政治化」區議員角色，而應將精力集中
在地區工作中，不斷磨練自己。同時，年輕人還應避
免被激進思維及政治立場操控，在處理各項議題之時
應理性分析，培養成熟的政治見解，立足現實，尊重
既有的政治體制。
香港目前仍存在極端激進行為，一再挑動矛盾製造

爭拗，導致「本土」議題備受誤解而難以解決，社會
的發展也受到阻撓。建制派應主動出擊，積極主導有
關議題，遏制激進思想腐蝕社會，為香港發展凝聚正
能量。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守護區選成果 積極主導議題遏制激進
區選剛結束，近日激進組織又在旺角發起「鳩嗚」行動，令附近商戶不堪其擾。在目前市

道不景氣的情況下，「鳩嗚」一類激進行動勢必進一步打擊零售業。此次「鳩嗚團」主要由

激進組織「人民力量」成員及支持者組成，包括曾參與今屆區選但慘敗收場的落選成員。今

屆區選中激進人士及激進政團「全軍覆沒」，反映激進路線無法得到選民的認可，但有關人

士卻一再對抗民意「重操舊業」。這種殘民、擾民的行為不僅打擊香港經濟，更破壞地區秩

序穩定。此社會「毒瘤」一日不除，香港難以「康復」。建制派應主動出擊，積極主導有關

議題，遏制激進思想腐蝕社會，為香港發展凝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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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香港僑界橋樑作用共圓中國夢

華僑華人是振興中華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來，海外華僑華人與國家休戚與

共，積極參與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無論是辛
亥革命、抗日戰爭，還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社
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時期，海外華僑華人都作出了巨大貢獻。目
前，僑港澳企業約佔內地外資企業總數
70%，投資約佔內地實際利用外資總額60%
以上；「千人計劃」引進的人才中，94%以
上是華僑華人。華僑華人通過國務院僑辦搭
建的各種平台，例如「僑資企業西部行」、
「第十二屆世界華商大會」、「東盟華商
會」、「華交會」、「世界華商500強廣東
(廣州)圓桌會」、「華創會」等，積極參與到
祖(籍)國的建設與改革中，帶來大量資金、技
術、人才。
習近平總書記一向重視華僑華人工作，對

華僑華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2013年 9
月，在給第十二屆世界華商大會的賀信中，
習近平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偉大成
就，廣大華僑華人功不可沒。30多年來，華
僑華人發揮在資金、技術、管理、商業網絡
等方面的優勢，在中國各地投資興業，用自
己的智慧和汗水，有力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
發展，有力推動了中國同世界的交流合作。

2014年6月，在會見第七屆世界華僑華人社
團聯誼大會代表發表重要講話時，習近平指
出：「長期以來，一代又一代海外僑胞，秉
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不忘祖國，不忘祖
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華民族血液，熱情支
持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為中華民族
發展壯大、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增進中
國人民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貢
獻。」習近平總書記對海外華僑華人的高度
評價，也是對香港僑界的充分肯定，令香港
僑界備受鼓舞。

香港僑界是愛國愛港的中堅
香港僑界是華僑、歸僑、僑眷和居港外籍

華人組成的獨特的社會群體。在長期歷史
中，香港僑界形成明顯的共同特徵：重視鄉
誼，互相扶持，喜愛集會結社，關切民族盛
衰，關切祖國變革，我們深受中華文化熏
陶，有強烈的故土情結，又與海內外華人
緊密聯繫，關係網絡遍及全球，擁有豐富的
國際資源。
如今，香港僑界以主人翁精神深入社會，

建立起地區性、全港性、乃至世界性的社
團，以高度熱情參與社會活動，融入社
會，融入主流，得到香港各界的讚許，擴
大了影響力，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地位。回

歸以後，香港僑界
支持「一國兩制」
成功落實，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
在近年的撐政改、
保 普 選 、 反 「 佔
中」等大是大非問
題上，香港僑界始
終堅持愛國愛港本
色，敢於向反中亂
港行為大膽說不，已成為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

香港僑界是聯繫國家和世界的重要橋樑
隨全球經濟一體化推進，中國經濟進入

新常態，全面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國
企業「走出去」已成為大勢所趨，海外華僑
華人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獨特資源，香港僑
界更要利用好香港「跳板、橋樑、窗口」的
作用，把香港僑界作為聯繫國家與世界的
「天然橋樑和紐帶」打造得更好。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近日向廣大僑商和

專業人士發出「萬僑創新」倡議書，倡議書
指出，華僑華人是中國發展建設的參與者和
受益者，也是連接世界與中國的橋樑和紐
帶，具有經濟、科技、資金、技術、人才、
商業網絡等優勢，有條件也有能力為中國建
設創新型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貢
獻，實現共贏。
包括香港僑界在內的廣大海外華僑華人有

赤誠的愛國情懷、雄厚的經濟實力、豐富
的智力資源、廣泛的商業人脈，應在推動內
地企業「走出去」和「一帶一路」等重大戰
略上大顯身手，抓住國家發展和中外合作的
新機遇，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促進祖國和
平統一大業、增進中國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
作作出更大貢獻。

日前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第三屆二次理事會在北京召開，來自世界各地

的華僑華商共聚一堂，為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

鬥目標出謀獻計。香港是海外華僑華人的交匯中心和活動基地，在國家全球

僑務工作的影響舉足輕重。香港僑界秉承愛國愛港傳統，是維護「一國兩

制」、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伴隨國家和平崛起，香港僑界將進一步扮演

好全球華僑華人與國家交流的橋樑角色，運用好香港僑界的獨特優勢，為實

施「一帶一路」戰略作出特殊貢獻，與全球中華兒女共同努力，實現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

對於剛舉行的港大舊生會「投票結果」，反對派媒體無
改一貫輸打贏要、嘩眾取寵的報道手法，他們不僅對「投
票」人數表示滿意，還厚顏指出「98%校友反對任命李國
章為校委會主席」，期望再以混淆視聽的方法誤導市民。
這些人顛倒黑白，指反對任命李國章，是想將港大「去政
治化」。
港大畢業生議會成員約有16.5萬，惟出席投票人數只有約
4,454人，僅佔整體人數的2.7%。相比9月舉行的所謂「投
票」人數近9,300，在短短的3個月內，「投票」人數竟然大
跌52%。若這樣的出席率也稱得上「滿意」的話，就恍如一
隻老鼠聲稱可以打敗花貓一樣，恐怕是自欺欺人。而2.7%出
席率中的98%人士反對任命李國章，便成「98%校友反對任
命李國章」，則甚有混淆視聽、避重就輕的味道。
「投票」人數急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代表大部分舊生經
過一系列風風雨雨之後已經猛然覺醒，意識到大學太過政
治化並不是一件好事，他們亦知道這次所謂「投票」是衝
李國章而來的，於是急於與政治切割，避免與政棍同流
合污。
而事實上，為「投票」而設計的五項動議，包括反對李國
章出任校委會主席、對否決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表示遺憾、
對校委會前主席梁智鴻及反對任命陳文敏的校委不信任、支
持洩露校委會討論內容等，大部分都是對李國章作針對性攻
擊，滿帶盲撐副校長「非陳文敏不可」動機，政治意味甚
濃，惟這樣作出針對，試圖將「去掉李國章」與「去政治
化」劃上等號，效果只會適得其反。
有別於校委會其他成員對陳文敏之任命諸多迴避，前中大
校長李國章便顯得意見鮮明，他明確指出反對陳文敏之任
命，是因為陳文敏曾牽涉處理所謂「佔中」發起人、港大法
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數筆匿名捐款，此數筆匿名捐款，不僅有
違港大一貫既定程序，更為繼後舉行的數次疑似造假「民
調」添上彈藥，製造出「佔中」無可避免的假象。
陳文敏與「政治」教授戴耀廷同流合污，對有疑問的捐款
視而不見，在言談間對「戴丑」處處包庇，在在顯示出這名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不僅嚴重失職，同時身上也沾滿政治
污水，任由如此人選出任副校長，港大恐怕會墮入萬劫不復
之深淵。
李國章果敢指出問題所在，除了反映他一貫「是其是、非
其非」的性格，亦反映出他對港大以至香港的深厚感情。若
然我們接受一名政治色彩濃厚的人物擔任港大副校長，若然
我們任由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背信棄義、違反校委會保密
原則在會後洩露會議內容，若然我們任由包括陳方安生、李
柱銘之流的港大「知名」舊生對馮敬恩歌功頌德，港大的聲
望恐怕會進一步沉淪下去。
「投票」人數急跌，反映舊生對馮敬恩的敗德行為不滿，
亦代表大部分舊生不想再將港大與政治扯上關係。李國章堅
決反對任命陳文敏為港大副校長，正正顯示出其淨化港大的
決心。反對派將反對任命李國章與「去政治化」劃上等號，
明顯是顛倒黑白，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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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已經結束。由於這次選舉是在「佔中」和政改
方案被否決後的一次區選。因此，建制派和反對派兩股勢力
的較量顯得激烈。選舉結果顯示，建制派贏得七成議席（這
是主流民意的版圖），而反對派僅取得四分一議席。此消彼
長，說明了民心向背，激進對抗勢力不得人心，再一次得到
印證。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佔中」發起人陳健民日前在電台的

早上節目中，卻公開為「佔中」狡辯，為「傘兵」塗脂抹
粉，說什麼「佔中使年輕人覺醒」，「要關心政治、出來參
選發聲」云云。這明顯是掩蓋「佔中」誘使青年人犯法，荼
毒下一代的禍害，黃之鋒之流明目張膽衝擊政府總部，破壞
香港法治就是明顯一例。試問這樣的「覺醒」給香港帶來多
大的危害？可見，所謂「覺醒」只是騙人的謊言而已！
陳健民還公開為「傘兵」在這次參選中刻意隱瞞身份叫
好，承認「傘兵」專注「環保」、「民生」議題加以包裝，
欺騙選民的做法，是「傘兵」能有人當選的原因云云。常言
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陳健民與「傘兵」同一鼻孔出
氣，狼狽為奸，由此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陳健民在節目中還大談什麼「佔中」期間，
「佔領」者在行人隧道的牆壁上畫上各種圖畫，給人以「美
感」云云。這顯然也是美化「佔中」，為其大唱讚歌的卑劣
手法。眾所周知，長達79天的「佔中」亂局，嚴重破壞社會
秩序，造成交通阻塞，水馬、鐵桶、垃圾充斥街頭，而牆壁
塗鴉，更是搞得一團烏煙瘴氣，民怨沖天，有何「美感」可
言？陳健民為「佔中」臉上貼金，是何居心？
此外，他還鼓動「傘兵」要把「佔中」精神延續到社區，

並胡說什麼「佔中」的成敗現在還不能下定論。這簡直是狂
妄自大，沒有半點對「佔中」的禍害有悔過反省之意。他要
求「傘兵」延續「佔中」精神，說穿了就是要把激進暴力的
違法行為滲透社區，給區議會的工作添煩添亂，使區議會劣
質化，如此這般將遺患無窮！因為社區市民大眾普遍厭
「佔」憎「激」！至於直到今天他們否認「佔中」失敗，只
能說明其頑固不化，亂港之心不死而已！「佔中」對本港百
害而無一利，警方採取斷然清場措施，「佔中」已徹底宣告
告終！陳健民妄圖為「佔中」翻案，只能枉費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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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出席在巴黎舉行的氣候峰會，引
發外媒密切關注。彭博社稱：「如今，中國已
經被視為氣候變化大會達成全面協議的驅動
力。」的確，中國不僅在理論上、更在行動上
全力推動減排；但國際間特別是歐美發達國
家，卻不能把「驅動力」全推給中國。中國過
去、現在仍然是堅持減排必須共同但有區別的
原則。
減排必須共同承擔，是因為再不減低二氧化

碳的排放，會危及全球各國的生存和發展。近
幾年，巨大冰山漂至澳、紐海域，威脅航運安
全；海平面不斷上升，島國馬爾代夫將要消
失；喜馬拉雅冰川融化加劇，印亞河流氾濫之
後就是乾涸，良田即將消失，農牧無以為繼。
10年前美國的新奧爾良全市水淹，死傷枕藉；
澳洲的山火肆虐數月，撲救乏術；菲律賓的颱
風連綿，人民水深火熱，已是舉不勝舉，令人
望災興歎！而釀成種種極端氣候災難的，恰恰
是人類自己！拯救滅亡也只有人類自身，這一
點各國已有共識，故各國對此次巴黎氣候大會
尋求良策充滿期待，減排必須共同承擔，共同
有責。
然而，減排又必須堅持有區別原則。眾所周

知，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
國，之所以稱為「革命」，是以機器代替手
工，工廠代替家庭作坊，開始了「機器時代」
（The Machine Age）。這一時期大量使用煤、
石油能源，造成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並於19
世紀初傳至北美。屈指算來，歐、美大肆排放
廢氣，至少有200年歷史；而中國的排放問
題，也只是改革開放後近30年的事。地球今天

變成這個樣子，不是從歐、美二百年前就開始
的嗎？強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減排為前
提，既是本末倒置，也是推卸責任，這是公平
公正討論解決氣候暖化的態度麼？
堅持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共同但有區

別」原則是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和基
石。發達國家排氣200年佔全球80％，不能迴
避減排任務；發展中國家至今仍有24億人以
煤、木炭、桔桿作燃料，16億人無電用，發達
國家更沒有理由不提供資金、技術支援。現
在，發展中國家（如中國）排放二氧化碳在減
少，發達國家卻不減反增，這一狀態必須立即
改變。故習近平主席堅持：應對氣候變化必須
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並予以支持。
事實是：中國比歐美國家更重視限制廢氣排

放。中國減排在世界上有「四個之
最」：即中國是最早制定實施《應對
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是近年來節能減排力度最大的國
家；中國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
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是世界造林面
積最大的國家。中國先後制定、修訂
了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環
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森林
法等，用法律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重
要手段，努力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落
後產能。2006－2008年就淘汰低效的
煉鐵產能6,059萬噸、煉鋼產能4,347
萬噸、水泥1.4億噸、焦炭產能6,445
萬頓，至2009年上半年，單位國內
GDP能量消耗比2005年降低13％。

如今，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場，
去年底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為433吉瓦
（1吉瓦為1,000兆瓦），是排名第二的美國
182吉瓦的2倍多；同年，中國新增清潔能源發
電能力是美國的4倍。2009年11月，中國宣佈
到了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
下降40%－45%的目標，到了2030年下降至
60%－65﹪，並將之列入「十三五」規劃，還
宣佈今年提供600萬美元支持「南南合作」應
對氣候變化。
中國在共同減排方面措施具體，行動迅速，

效果顯著，是負責任的大國。相反美國是排放
溫室氣體時間最長、數量最多的國家，這次奧
巴馬在減排演講聲言「責無旁貸」，那就看是
否又是雷聲大雨點小了。

堅持減排須共同但有區別原則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12月3日（星期四）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張學修

■沈家燊

■應對氣候變化、全力節能減排，各國必須共擔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