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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黎智英去年被踢爆
兩年內曾向五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秘密捐款，但涉案
五人從未依例申報，引起社會嘩然。在立法會爭論應
否將《防止賄賂條例》的賄賂標準擴大至特首而閙得
沸沸揚揚之際，近日立法會卻再次上演「捉放曹」鬧
劇，多宗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涉嫌受賄案件通通都不了
了之，負責調查的議監會是非不分一說，真是「空穴
來風，未必無因」。

惺惺作態處理「黑金」成雙面人

香港向來重視法治，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
身份地位財富，只要犯法就應該受到懲罰。然而，反
對派種種高舉法治卻知法犯法的行為，無疑令香港
「法治之都」的美名蒙上陰影。令人心寒的是，繼何
俊仁捲入「黨產」、「私產」不分醜聞，涂謹申用公
帑「買樓」的匯標事件，通通無罪釋放後，近日連李
卓人、梁國雄涉收個人賄款的案件，在議監會中反對
派議員的包庇袒護下，李梁二人最終獲「放生」。那
些有份動議及支持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的反對派議
員，平日對官員、建制派的操守問題窮追猛打，當問

題涉及自身，就一反總愛站在道德高地的常態，不僅
沒有以身作則，嚴以律己，反倒諸多推卸，不斷企圖
放寬議員利益監察尺度，有議員更狡辯只是將捐款暫
時「袋住先」，並無意侵吞，但「袋住先等如袋一
世」，不正是反對派往日大力指責別人的嗎？反對派
「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的行為，正如一首膾炙
人口舊歌《假正經》所唱的：「假惺惺，假惺惺，做
人何必假惺惺。」

為私利騎劫民主 法治精神蕩然無存
讀歷史，就是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但歷史給予我

們的最大教訓，就是人類總要犯相同的錯。違法
「佔領行動」禍港殃民，最大的破壞不僅在於經濟
和民生，更在於對本港法治的衝擊。「佔領行動」
落幕多時，「佔領行動」搞手依然逍遙法外，市民
極度不滿，擔憂本港法治不彰，從此開了一個壞先
例。此次議員收受「黑金」事件，李卓人私下收受
政治獻金，被揭發後才無奈地歸還，有可能構成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對
於私吞有關捐款的利息收益，
李卓人更厚顏辯稱只是「好少
嘅數」、「無關痛癢」、「唔
需要答公眾」，完全對立法會議事規則和法律視若
無睹，進一步破壞法治。一班玩弄法治的反對派，
當依法辦事與其個人利益有所衝突時，他們往往便
會背離法治精神，視法治法規如無物。收受捐款不
申報本身已違法違規，金額多少已非關鍵。最令人
氣憤的是，反對派收錢違法還有恃無恐，足證他們
扭曲道德觀念，以為只要高喊「民主」，就等同有
金鐘罩護身，儼然特權階級，犯法違規亦可逍遙法
外。議監會對「黑金事件」的調查不盡如人意，但
公道自在人心，事件不能就此完結。反對派「公我
贏、字你輸」的手段，將個人私利置於法治及大眾
福祉之上，香港是否需要這樣的立法會議員，是否
需要雙重標準的法治、民主，港人不能不認真反
思。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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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青政」激進暴力同流合污

「本土民主前線」在2015年1月成立，由黃
毓民的狂熱支持者及一班激進網民組成，在
「佔中」期間多次發動暴力衝擊行動，雖然人
數只有幾十人，但其行為卻令人側目，包括發
動「光復屯門」、「光復元朗」等暴力趕客行
動，現時發言人為黃台仰。表面上，「本民
前」打出所謂「本土」的旗號，但實際上卻是
掛羊頭賣狗肉，本土是假，激進是真。其實，
如果是真正本土、真正關心港人利益的組織或
人士，又怎可能不斷損害香港法治、不斷倒香
港米？絕大部分商舖都是香港人經營，他們走
去暴力趕客，令旅遊業雪上加霜，這樣的人還
談何保障香港利益？所以說，這些人不過是
「暴力本土派」。

本土是假 激進是真
早前在立法會審議版權條例期間，有激進

分子在示威區縱火燒垃圾桶，涉案疑犯已被
警方拘捕，當中主要就是這些「暴力本土
派」人士。然而，對於這種近乎恐怖主義的
惡行，黃台仰竟然以「義士」來稱呼這些縱
火狂徒，並指那些「義士」其實「冇做

錯」，因並無傷人，指若然令其他示威者受
傷，才需要檢討，「如果傷到警察就由×佢
啦，最好啦」。這些說法完全暴露了黃台仰
之流的「暴力本土派」本質，他們泯滅人
性，視法律如無物，為求達到一己政治目
的，可以無視他人安全。今日他們可以「義
正詞嚴」縱火燒垃圾桶，他日不排除會在立
法會外放炸彈。古往今來，所有恐怖分子都
有冠冕堂皇的說辭，難道恐怖行動就可得到
同情？黃台仰的狂言令人不寒而慄，盡顯這
些「暴力本土派」的冷血。
當然，在香港這個崇尚理性務實的社會，

「激進本土」、「冷血本土」並沒有市場。
在區選中，主打激進本土牌的候選人全軍盡
墨就是最明顯例子。令人不解的是，對於
「本民前」這樣的極端組織，竟然還有人樂
於依附，狼狽為奸，當中更包括在區選中一
鳴驚人的「青年新政」。早前，「青年新
政」愚蠢地放棄了新界東補選的機會，白白
讓出了最好的宣傳舞台，但不旋踵，「青年
新政」竟然又表示會支持「本民前」參與補
選。「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更指，曾與

該組織開過一次會，直言理念接近，稱對方
將「本土」思想帶入選舉是好事，可補「主
流泛民」不足，「青年新政」願在選舉上給
予對方技術支援，至於資源人手等具體安排
有待下月初開會決定云云。「青年新政」的
做法令人不解，如果他們因為資源、時間問
題不參與補選，為什麼又有資源和時間支持
另一個組織呢？如果他們因為怯於反對派的
壓力而不敢參選，為什麼現在又要高調支持
另一個組織呢？

「青政」與「暴力本土派」沆瀣一氣
最可笑的是，「青年新政」竟指與「本民

前」理念接近。原來，「青年新政」與「本
民前」竟是同一鼻孔出氣。「本民前」的理
念是什麼？不是所謂「本土」，而是暴力激
進，燒垃圾桶。「青年新政」說自己與「本
民前」理念接近，惺惺相惜，即是說他們與
「本民前」是一丘之貉，都是「暴力本土
派」的同路人。這樣，「青年新政」就有責
任向市民交代清楚。因為他們在選舉中裝出
一副理性、溫和本土的樣子，從來沒有說自
己支持燒垃圾桶，認同暴力衝擊，更沒有說
明他們是「本民前」的同路人。因此，才會
得到不少人心思變的選民支持。但原來，他
們與「本民前」沒有兩樣，同樣是黃毓民的
信徒，即是說，他們在區選中是欺騙選民，
他們有必要向市民交代。
其實，「青年新政」走的溫和本土路線，

迷惑了一眾選民。可惜他們當選後就得意忘
形，隨即露出了本來真面目，與「暴力本土
派」沆瀣一氣，這等如是將自己推向主流民
意的對立面。繼不參選新界東補選之後，
「青年新政」又做了一次愚不可及的行動。

黃毓民旗下的「本土民主前線」，其發言人黃台仰日前在網台節目語不驚

人死不休，揚言要逼政府改變，必須令香港天下大亂云云。黃台仰的狂言暴

露所謂「本土路線」，實際是「暴力本土路線」、「禍港本土路線」，當中

的要害就是激進暴力，「本土」只是幌子。黃台仰自揭底牌，可笑的是，在

區選突然冒起的「青年新政」，竟然立即表態支持「本土民主前線」的立

場，更指會支持「本土民主前線」參與新界東補選。這說明「青年新政」骨

子裡依然是「暴力本土派」的同路人，他們雖然絕口不提「佔中」，但掩飾

不了其激進暴力的本質，也說明「青年新政」愚不可及，走上了一條死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結束，為2016年中國經濟工作定下
目標及具體的工作任務。今年的工作會議，時間上正好是中
央「十二五」經濟規劃的結束及「十三五」經濟規劃的開
始。因此，這一次的工作會議也可以說是為「十三五」規劃
的開局制定更詳盡的具體工作規劃。

中央依然重視經濟增長
習近平上任不久，「新常態」這個名詞就長時間掛在他的
嘴上，他一再強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是新常態。
把經濟增長放緩當成新常態，不斷地重複講的目的是降低
全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但是這麼做又有可能使
到中國各級官員降低經濟工作的積極性，既然經濟放緩是新
常態，是自然的事，那麼，官員們就會認為自己任內所管地
區經濟增長放緩是簡單正常的事，是新常態，自己不必負
責，如此一來，經濟增長再進一步放緩就真正成了問題，成
了新常態的問題。
因此，中央有必要強調依然很重視經濟增長，剛剛結束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將2016年的經濟工作定為積極工作，努
力提高經濟增長為目標，並為此定下工作任務。

五大政策透露未來經濟方向
這一次的工作會議，清楚地判定了五大任務為去產能、去
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去產能就是減供給，去庫存就是增需求，去槓桿是降風
險，降成本是增利潤，補短板是保民生。
如何去產能，減供給？相信得靠行政命令，將效率低的產
能通過行政命令進行壓抑、削減。去產能的過程會製造失
業，會涉及賠償，因此又得努力增加就業機會。去庫存就是
增加庫存品的需求，盡快將庫存消化掉，目前庫存積壓最嚴
重的是房地產行業，大量建好空置、建一半的房屋分佈於
二、三、四線城市，房屋供應過剩，於是就必須通過稅務優
惠、降息、增加借貸，甚至放寬二、三、四線城市的戶籍給
農民，讓農民入城為這些過剩的房屋提供新的需求。去槓桿
基本上是針對金融市場，今年六月中國證監會已進行過一次
大規模的去槓桿行動，因為推動經濟不可避免會造成股市上
升，股市上升會帶來大量的投機行為。投機帶來借貸，高槓
桿，風險無限擴大，將來泡沫爆破，情況不可想像，而降低
成本的方法就是減息、減稅，同時運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
策。補短板就是補充民生的不足，保住就業機會，發放社會
福利，很明顯的，又必須增加基建了，新的萬億基建開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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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唯恐天下不亂的《蘋果日報》竟然利用今次特首梁振
英北上述職時的座位安排大做文章，昨日發文指稱，梁振英
被安排「靠邊坐」，實際上是要貶低、淡化香港的特殊地
位，矮化「一國兩制」方針政策。而「梁振英及特區政府居
然逆來順受，不發一言甚至甘之如飴，這實在是自我閹割的
表現，應當受到嚴厲批評及譴責。」文章令人啼笑皆非，應
該受到嚴厲批評及譴責的是《蘋果日報》，他們連香港基本
法的具體內容都未了解，便說三道四，「發噏風」，企圖散
播歪理，誤導市民，洗脫自己搞亂香港的責任。
「一國兩制」是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前提和基礎，

「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亦指出，行政長官領導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
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並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
就香港《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以及代表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等。
按照「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及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特殊而重要。在此基礎上，行政長
官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職及匯報香港特別行政區情況。
所謂「述職」，從來有主次之分，若在古時候是指諸侯向
天子陳述職守。《孟子．梁惠王下》：「述職者，述所職
也。」《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使諸侯納貢者，非
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如今，述職則是指駐外官員向主管
部門匯報工作情況。特首由中央任命，獲得中央授權，執行
中央的指令，向中央領導人述職時，按照主次就坐，並不是
「矮化」香港，亦不代表中央「冇面畀」，而是要令述職儀
式更加莊重，更體現作為地方政府首長的特區行政長官向中
央領導述職的意義。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的見
解比較透徹一些：「一直覺得過往述職的座位安排不夠嚴
肅，因述職是講工作報告，應比較公式化，過去較像禮待外
賓，惟述職不是禮節性拜訪，由第一日開始就應該係咁。」
香港在反對派的連番干擾阻礙之下，經濟發展步伐緩慢，
遊客數字急降，根據一份最新調查顯示，內地民眾最喜愛的
旅遊城市之中，香港不僅大幅落後於日本、韓國、台灣的城
市，更加連30名都不入；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全國
城市競爭力排名，深圳首次超過香港，成為中國最有競爭力
的城市。香港人是時候徹底反省，好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提升競爭力，不能再容忍反對派終日玩弄政治，
狙擊施政。反對派諸公自己不思進取，只懂破壞，不懂建
設，用盡方法拖慢香港經濟的發展步伐，「矮化論」只不過
是反對派挑撥港人和中央的關係，製造新的矛盾和政爭，轉
移港人視線，淡化自己搞衰香港的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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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帶一路」在香港成為了熱點話題，但其中有喜也有憂。本
人以為最大的憂慮就是「政府熱、社會冷」，而政府的熱誠也是流於口
頭支持，政策尚未到位。為此，本人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和有關方面，全
面研究香港如何以實際行動來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以全新的
思維和積極可行的政策和措施，真正把機遇抓在手上，把優勢化為現
實，將策略變成行動。
自從國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內地已經開始進行落實的工作，
截至2015年11月，31個省市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帶一路」建設實
施方案銜接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各地陸續在8大領域推重點工作和重大合
作項目，包括基建、產業投資、經貿、能源資源、金融、人文、生態環
境和海上合作等領域。

對「一帶一路」認識仍屬初步
相比之下，香港社會雖然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但主要還是停留在普
及常識和初步研究的層次。而部分香港市民尤其是少數青年人的國家觀
念和發展觀嚴重滯後，更是令人擔憂。近年興起的「本土主義」，甚至
連來港消費、為香港經濟作出重要貢獻的內地個人遊旅客，也要當作
「蝗蟲」般進行驅趕。至於對中亞、中東歐和非洲等「一帶一路」國家
的了解，不少港人既匱乏，更欠興趣。因此，恐怕就算商機放在眼前，

一些人也不懂亦不願去拿取。
另外，語言的障礙也是一大制約。「一帶一路」建設雖然可以用英語
等作為通用語，但粗略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語或通用語有
近50種，再算上這一區域民族或部族語言，重要者不下200種。可惜，
小語種教育並未得到重視，就連中亞許多國家通用的俄語，亦未獲納入
持續進修基金之內。
雖然香港有條件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中，發揮「超級聯繫人」的
作用，但香港並非沒有競爭對手。以人民幣業務為例，若亞投行發行人
民幣債券，倫敦、法蘭克福、新加坡等都有機會分上一杯羹。至於人民幣
離岸市場，香港雖然仍擁有約60%的份額，但絕對優勢地位正受歐洲和新
加坡的挑戰。可以預見，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運作成熟，香港的
原有優勢可能急速淡褪。因此，本人認為面對「一帶一路」區域合作發展
的新勢潮，香港應該重新定位，做好以下幾方面部署：

加快多方面配合部署
第一，香港雖曾有璀璨的成就，開創了經濟奇跡，但在市場一體化、

經濟區域化的大格局下，單打獨鬥的模式已成過去，必須做好與周邊地
區互補共融，以集體力量去應對挑戰、推進發展。在「一帶一路」戰略
和自貿區政策的基礎上，加快、加大推進粵港澳地區，以至兩岸四地的

全面整合，應是香港的長遠發展方向。
第二，香港應該成立一個專責的工作單位，全面研究並且制

訂參與「一帶一路」的政策和工作計劃，並且與中央和廣東的
相關部門正接對口和緊密聯繫，全面統籌和跟進參與「一帶一
路」事項。除了爭取有關部門例如發改委在香港設辦事處之
外，特區政府也應定期向中央的「一帶一路工作辦公室」匯報
與「一帶一路」有關的工作。
第三，香港應提請中央，在港澳地區成立一間類以新加坡淡

馬錫集團的戰略性投資基金，由中央政府、港澳特區政府，以
及一些半官方機構和私人企業聯合注資，針對「一帶一路」的
部分特定國家、產業和項目，進行專項性投資，一方面可以加
強對外投資的彈性，亦可在「引進來、走出去」方面發揮槓桿
作用。
第四，香港應爭取內地機構在香港設立智庫，加強與香港學

政界的溝通，合作加強研究和宣傳「一帶一路」的政策和理
念，再而利用香港的優勢和平台，為有關政策提供更具國際視
野的可靠建議。

香港應以實際行動抓住「一帶一路」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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