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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一國兩制」走和諧發展之路

今年聖誕節前，在北京中南海，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會見了赴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
英。習主席指出，中央堅持貫徹「一國兩制」，「不會
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這為香港指明在「一
國兩制」下和諧發展的方向。中央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區
政府的工作，並對香港未來發展寄託殷切期望，諄諄話
語温暖港人心靈。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這不僅是
中央對特首和特區政府提出的要求，也是七百萬港人共
同的期待。

「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的保障

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雖有波折，但
在總體上是成功的。從經濟發展上來看，香港自97年
來股市總值增逾三倍，從2012年起一直居全球最具競
爭力經濟體前十位，並連續21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
濟體。從政制發展來看，回歸後香港民主進程從未停
步，若非反對派阻撓，香港將在2017年實現「一人一
票選特首」。可以說，「一國」給定力，「兩制」出活
力，「一國兩制」讓香港收穫了雙重紅利，使香港得到
了迅猛發展。
然而，在過去一年中，香港有一部分人沒有跟從基本

法，甚至對抗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定，在香港製造了政

治動亂，阻撓香港政府依法施政。習主席針對這些「新
情況」，强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不會
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
向前進。這一表述亮明了中央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
的底線，值得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深思。眾所周
知，港澳兩地回歸前夕，中央就如何落實港澳的治權，
以及如何保障兩地的穩定繁榮，和港澳各界人士進行了
廣泛的溝通協商，把「一國兩制」原則通過基本法確立
了下來。「一國兩制」是中央和港澳兩地，以及國際社
會普遍接受的政治安排，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久之
策，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保障，不會輕易變動，更不
容許少數人任意歪曲和破壞。

香港應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優勢
李克強總理在會見梁振英時強調，希望香港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抓住機遇，注重發展，發揮優勢，做好香港
發展與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的交集，謀劃好香港長遠發展，服務國家經濟建設
大局。梁振英指出，香港應該謀劃長遠發展，應該訂定
我們自己的定位。領導人亦贊同特區政府在推動社會和

經濟發展時，需要有一個適度有為的角色。
香港過往的成功，就是善於結合優勢、抓住機遇、靈

活應變。但近年來，反對派竭力抹黑煽動，以「本土」
包裝「港獨」，煽動「反中」、「抗中」，散播對與內
地交流合作的種種疑慮，鼓吹香港躲在彈丸之地固步自
封。這種圖謀如果得逞，「東方之珠」必然一沉不起、
黯然失色。香港有獨特的優勢，包括地理優勢、人才優
勢、法治優勢、市場優勢和發展空間的優勢，更重要的
是有着「一國兩制」的優勢。近年來，內地經濟高速發
展，成為世界經濟重要的「火車頭」，香港更應當充分
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近水樓台先得月」。
社會的發展是穩定和諧的基礎和必要條件，而社會的

穩定與和諧又是社會發展的保障。只有堅持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做到「四不」，香港才能保證創造這樣一
個和諧穩定的發展環境，才能加快融入國家發展，才能
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新的一年已經到來，一切以市民
利益為重的政黨及社會各界就應當同心協力珍惜並創造
由「一國兩制」所帶來的發展機遇，以便抓住國家進入
「十三五」時期的良好時機，積極謀發展，為香港繁榮
穩定打下基礎。

蔡 毅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太平紳士

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令香港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都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梁振英日前赴京述職，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央堅持貫徹「一國
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為香港指明了日後的發展
方向。雖然近年來香港出現了一些波折，但是作為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一國
兩制」方針絕對不容歪曲和破壞。未來，香港還應繼續發揮自己的優勢，找到「國
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伴隨着國家的發展而更上層樓。

反對派胡亂炒作「李波案」貽笑大方

一間專賣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的書店老闆突
然失蹤，令一眾反對派如獲至寶，猶如鯊魚聞
到血腥味一樣，瘋狂作出攻擊。筆者日前出席
一個論壇，兩位反對派元老緊咬不放，說內地
公安如何越境執法、如何秘密押解異見港人返
內地禁錮、「一國兩制」如何名存實亡云云。
反對派繪聲繪影，捕風捉影，在過去幾日合演
了一場繼所謂「網絡廿三條」以後，另一齣現
實版「三人成虎」荒誕無稽鬧劇。
李波事件發展至前晚深夜，出現戲劇性變
化，李波妻子收到丈夫傳真後，已「靜悄悄」
地往警署銷案，又表示不欲再談論事件。此舉
證明李波是自願返回內地，解決一些「不能見
光」的問題，過程中不涉及任何內地執法人員
跨境執法，也不涉及中央要破壞「一國兩制」
的行為。當然，反對派又豈會放過這個機會，

定必「大話撐到底」！
事實上，從事件發生之始，筆者已經不相

信內地執法部門會做這樣的事情。香港一直
是多元社會，擁有言論出版自由。而自回歸
後，中央從未就香港某些主張和言論採取法
律禁制或取締行動，即使激進如宣揚「港
獨」、「城邦自治」甚至是結束「一黨專
政」等，中央也只是口頭批評，更遑論派出
執法人員來港捉人。其次，銅鑼灣書店售賣
的那些「獵奇式」政治書籍已存在很久，連
書報攤也有，若要取締，為何遲至今日才動
手？況且那些所謂揭秘書籍，內容多是憑空
臆測、妄自推測，毫無事實根據，購買者也
只當是消閒讀物而已，中央根本無必要拉人
封舖。再者，事件發展至今，李波太太從高
調要求政府及反對派政黨幫助，到今日悄悄

銷案不願多講，過程耐人尋
味。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事，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
楚。
事件反映出的眾生相，是
那些口口聲聲說要捍衛「一
國兩制」的反對派人士，恰
恰是最想破壞它的一群。反
對派人士借題發揮，在香港製造白色恐怖，目
的就是要破壞港人對中央的信任，抹黑「一國
兩制」，製造社會撕裂和兩極化。相反地，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梁特首述職時，強調中央
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不走樣、不變
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的決心，展現中央
才是「一國兩制」的真正「守護者」。港人必
須認清事實真相，粉碎反對派的亂港陰謀。

鍾樹根 立法會議員

蔡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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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內報名參選9月立法會選舉的初選已經截止，結果
出乎意料，不但劉慧卿、何俊仁、單仲偕等老將宣佈不尋求
連任，正式告別立法會，而且連黨內少壯派的「區羅柴集
團」（區諾軒、羅健熙、柴文瀚）也未報名，令民主黨的出
選名單除了幾名爭取連任的議員外，盡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
二三流人物。民主黨的立會選舉部署主要有三個看點：一是
為何劉慧卿突然決定棄選，之前卻未見端倪？二是為何在黨
內鬥爭了多年，現在終於有機會出頭的「區羅柴集團」，最
終放棄參選？三是民主黨經過這次「新老交替」，究竟走向
何方？

黨內「改朝換代」少壯派掌權
首先是63歲的劉慧卿，過去從未表示過會放棄立法會議
席，亦未表示過要退出政壇。然而，她突然宣佈不爭取連
任，如此倉促的決定顯然是在近期才作出的。近日民主黨內
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就是副主席尹兆堅公開通過《明報》
「要求」劉慧卿、何俊仁讓位。
尹兆堅早年由街工轉投民主黨，黨內實力並不強，加上是

區選敗軍之將，有何底氣叫板劉慧卿？誰都知道，尹兆堅只
是爛頭卒，他出來炮打劉慧卿，不過反映了民主黨內有一股
勢力要求劉慧卿等人讓位給新一代，特別是其新界東議席要
讓給林卓廷，而這股勢力很可能來自黨內的「主流派」。他
們認為民主黨必須「新老交替」，而劉慧卿作為民主黨的標
誌性人物，必須讓出議席才可顯示民主黨「求變」之心。以
現時民主黨的實力，基本上只能做到五區保住一席，加上
「超級區議會」的一至兩席已是極限，難以在一區派出兩
隊。因此，「主流派」要劉慧卿讓出新界東議席，其實就是
要她「全退」，之後再讓出黨主席。而這樣突然的全退，顯
然是「卒然臨之」，並非劉計劃之內。可以說，劉慧卿的全
退是勢力鬥爭的反映，「主流派」要求「更新」，清除舊人
自然是第一步，儘管新人在各項能力都有所不及，但一樣可
以上位，這就是民主黨的「大佬政治」。

進一步向激進靠攏 難逃泡沫化命運
然則，民主黨要推行「新老交替」，少壯派的「區羅柴集

團」為什麼又集體不參選，不但不選「超級區議會」，甚至
連港島的老巢議席都不要，白白讓給其他黨友？有人說是因
為路線之爭，即「區羅柴集團」不滿民主黨路線，所以決定
不選。這種說法說對了一半，他們不選有兩個原因：一是他
們的政治立場貼近激進派，擔心出選要背上民主黨溫和對話
路線的「包袱」，在選舉時遭到激進派「同路人」的夾擊，
有可能議席不保之餘，更影響將來的政途。二是他們現時的
首要目標是取得民主黨黨主席之位，之後利用黨中央控制黨
團，將民主黨全盤控制之後，就可以推民主黨走上激進對抗
的路線，與激進派互相呼應。當民主黨轉激之後，將來他們
參選就不怕被「同路人」夾擊，更可集中黨內資源為他們抬
轎。所以，「區羅柴集團」不參加初選，既是路線之爭，更
是利益之爭。始終，民主黨今屆立法會選舉形勢不利，況且
他們年紀不大，橫豎已等了多年，為什麼不等最好的時機才
出戰？
無疑，民主黨正進行一場全面的「新老交替」，過去民主黨

也多次出現「交班」角力，但最終都以大分裂告終，遠如陳偉
業、陶君行，近是范國威、陳竟明的「新民主同盟」。但這
次由於有「主流派」大佬幕後操盤，將劉慧卿等逐個勸退，
令這次「新老交替」可以較平穩進行。然而，經過這次交替
之後，過去還認同溫和對話路線的大佬相繼退出領導層，而
爭取連任的胡志偉、黃碧雲也是唯唯諾諾、能力有限之輩。
在可見的將來，少壯派相信可以逐步控制民主黨，下一步就
是羅健熙接任主席，再下一步就是大手修改黨綱，加入所謂
「本土政綱」，在路線上更加激進和對抗。這樣的結果，只會
引起更多中間選民的反感，令民主黨陷入兩面不是人的境地。
如果少壯派掌權，民主黨恐怕難逃泡沫化的命運。
至於在立法會選舉排出「史上最弱」的佈陣，也等於向其

他反對派政黨讓出「雙車炮」，尤其是在港島，以民主黨許
智峯、莊榮輝之弱，保住一席也成疑問，間接幫了公民黨一
把，令他們有機會取得兩席。而在其他區，民主黨的新人也
難有優勢。固然，「新老交替」無錯，但如果丟棄了自身的
路線優勢，與激進派鬥激鬥「本土」，又不考慮新人的水平
如何，一味力推，粗暴換人，民主黨必將在選舉中付出沉重
的代價。

從「李波事件」看香港某些傳媒之衰敗

高鐵追加撥款審議在即，正當反對派議員對
「一地兩檢」方案進行種種莫須有的攻擊之
時，「李波事件」又於如此敏感時刻巧合地出
現於香港某些「有心傳媒」的頭版新聞，實在
令人浮想聯翩。
所謂「綁架案」的證據只屬「我就是證人」
式的片面之詞，及李太的無窮幻想。銅鑼灣書
店店東李波的太太，從聲稱丈夫因販賣「禁
書」而遭綁架，進而一手提供所謂李波由內地
打出的電話，到最新的李波傳真報平安，李太
再到警署銷案，全屬李太的自說自話。
但香港的個別「有心傳媒」早已放棄了職業操
守乃至做人的基本良知，他們不理會李太提供的

故事是如何疑點重重及自相矛盾，也不做任何最
基本的質疑或考證，只是以「傳聞」、「消息人
士」、「網上瘋傳」等等字眼就能把一些未經證
實的無恥謠言「包裝」成為新聞報道，製造這個
「中央違反『一國兩制』」、「公安越境抓人」
的劇本，藉機炒作一番，令事件由「無中生有」
變成「小事化大」。香港記者協會、港大法律系
首席講師公民黨張達明等人更是一擁而上，「抽
水」的「抽水」，聲討的聲討，最後「成功」地
把一宗懷疑有人失蹤的案件無限上綱至「公安越
境『綁架』李波」的國際大新聞。
「李波事件」雖然故事曲折離奇，李太也每天
帶來新情節，可惜只需要智力正常，便能看出李

太口中的故事是如何荒謬。香港從事販賣「禁書」
的商販沒一千也有八百，為什麼一間二樓書店的
小老闆如此特別，有「被公安綁架」的價值？李
太懷疑丈夫「被綁架」不是第一時間報警求助，
而是聯絡《蘋果日報》記者，把事情弄上新聞頭
版人盡皆知？李太真的是希望「被綁架」的李波
平安回家嗎？李波「被內地公安擄走」，為何卻
可以每天致電回家報平安，兼且附上「來電顯示」
讓李太知道自己已到內地？
由此觀之，香港部分「有心傳媒」借題發

揮，繪聲繪影地把此事說成是「公安越境執
法」，顯然並沒有什麼事實根據，只不過是捕
風捉影、渲染誇大之辭而已！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召集人

建制派議員應還擊港版「本土主義」論述

港版「本土主義」
的論述在向血統論靠
攏，即以香港本土出
生 的 香 港 人 為
「舊」，來自內地的
香港人為「新」，甚

至將這一論述擴展到中資背景的企業和香港
經濟發展的關係上，中央政府機構和傳統社
團與香港政治和社會民生的關係上，將一切
過錯問題，都歸咎於「新」。上至中央、中
至香港建制派（政府及社會團體）、下至普通
市民，如果接受「本土」話語，最終只能
「棄新迎舊」，否則就被標籤為對立陣營的
人。

建制派需奪取「本土」論述權
建制派如果不想落入「本土派」的話語體
系，就要主動進攻，建立自己的一套論述，
要敢於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將「本土」的話
語糅合在表述中，用開放、包容、創新等思
維，來取代「本土主義」的狹隘和排他思
想。此外還要確定底線思維，一旦反對派提
出違憲、違法，甚至反中國的主張，要從輿

論上加以反擊。否則，一再縱容，只會令更
多的市民被扭曲的激進「本土主義」荼毒，
積重難返。
當前，「本土主義」陣營咄咄逼人，建制陣
營相對低調，呈防守狀態。筆者以為，這是攻
守形勢的差異。近年來，「本土」陣營要改變
香港，是一種攻勢；建制陣營大體只想保持原
狀，這是守勢。「佔中」期間，香港原有秩序
受到巨大破壞，所以建制陣營的動員空前成
功；但在「佔中」之前的「反國教」，建制陣
營基本沉默，在今日的眾多事件中亦一直低
調，因為這些事件縱使令他們不滿，但是不會
改變當前的社會形態。

以變革催生全新論述 謀求新生代共鳴
要轉守為攻，關鍵在於提出變革，使求

變的新一代產生共鳴。香港還有諸多社會
問題和經濟隱憂，沒有改革就難以維持繁
榮。只有在變革的背景之下舉起愛國主義旗
幟，敢於進取，抗衡改革的阻力，才可重新
詮釋一套愛國主義的發展觀。如若不然，愛
國主義成為另一種固步自封的符號，就無法
打擊港版「本土主義」，也就很難「高

舉」。2015年區選出現對抗
性投票，部分選民不理政
績，不管立場，只要是非建
制參選人，就投票支持。面
對反對派的港版「本土主
義」論述，我們的議員大多
選擇三緘其口，既不能發揮
其影響力，對公眾進行正確
導向，又沒有及時拓闊理性話語空間，的
確令人遺憾。
最能改變社會現狀的，是擁有最多政治

資源的建制派。如果建制派牽頭，重提愛
國主義論述，透過這種論述帶領新一代求
變，相信效果是反對派無法企及的。所謂
「本土」雖然滿口「蝗蟲」之類的咒罵，必
須反對，但是筆者以為，背後是社會不公、
發展窒息的怨懟；如果大家安居樂業，生活
有盼望，這種不正常的狹隘情緒就無滋生的
土壤。合理的「本土主義」所追求的是地方
福祉，這和愛國主義並不矛盾。建制陣營只
要在選舉之中提出改革思想，以社會福祉為
依歸，同樣可以化解和爭取原來的「本
土」支持者。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區議員

率直是李國章性格的最大特點
特首梁振英委任前中大校長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
席。對此安排，外界普遍反映正面，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指李國章「是有擔當的社會領袖」，校委石禮謙稱讚李
國章為人真誠坦白且處事公道、有遠見。而前保安局局
長葉劉淑儀亦讚揚李國章是一個率直的人。惟「港大校
友關注組」、香港大學教師及職員會則發表聯合聲明，
對梁委任李國章表示憤怒。
「港大校友關注組」的反應，實屬意料之內。為了
阻止李國章出任港大校委會主席，包括陳方安生、李

柱銘、余若薇等政治人物在內的「港大校友關注組」發
起過一個純粹針對李國章和富有誤導性問題的所謂舊
生會「投票」，可笑的是出席投票人數只有4,454人，
僅佔整體港大舊生人數16.5萬的2.7%，相比9月舉行
的「投票」人數近9,300，在短短的3個月內，「投
票」人數大跌52%。
「投票」人數寥寥，反映舊生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

恩違反校委會保密協議不滿，亦代表大部分舊生不想將
港大與政治扯上關係。他們已經清醒認識到，反對派將

反對任命李國章與「去政治化」劃上等號是顛倒黑白，
「賊喊捉賊」。惟「港大校友關注組」卻無視慘淡的
「投票」結果，硬指「大部分港大舊生」反對李國章出
任校委會主席，繼續誤導和扭曲民意。
「副校長風波」已經印證，李國章其人是坦率、正
直、真誠的。有別於校委會其他成員對陳文敏之任命問
題諸多迴避，李國章一貫立場鮮明，他明確指出陳文敏
不適合做副校長，是因為其就是「黑金捐款」的處理
人，不僅有違港大一貫的捐款處理程序，更為繼後舉行

的數次疑似造假「民調」提供財政支援。陳文敏對捐款
問題避而不談，言談間更對「佔中」發起人「戴丑」處
處包庇，在在顯示出此人失職失德，若委任他出任副校
長，港大前途恐怕堪憂。
李國章果敢指出問題所在，反映他「是其是、非其

非」的性格，亦凸顯其淨化港大的決心。率直是李國章
性格的最大特點，但對反對派來說，卻是「最大缺
點」，因為李國章「直腸直肚」，屢屢將他們的陰謀道
破，他們當然不想他出任港大校委會主席吧。

美 恩

鍾 樹 根

洪 錦 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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