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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青年國情教育 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

部分青年被反對派誤導利用
近年來在反對派竭力煽動下，香港滋長空前濃烈的
「本土主義」、「去中國化」思潮，催生出的「港獨」
勢力衝擊「一國」底線，對「一國兩制」的負面影響不
容低估。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香港青年被反對派誤導
和利用，變得越來越激進。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
也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但是，如今的香港，部分激進
青年的表現，不得不令人擔憂香港的未來和希望。
違法「佔中」期間，從特區教育體系中培養出來的
一些青年學生卻站在了特區政府和國家的對立面，成

為「佔中」先鋒和主力軍。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
雜誌則拋出了「香港民族」、「公民自決」、「城邦
自治」、「公民抗命」等「港獨」言論。及至後來的
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甚至帶
領同學以暴力衝擊的方式，圍堵校委會會議，禁錮、
威嚇校委會委員。而立法會示威區早前發生的垃圾桶
爆炸案，警方拘捕六人，不但全是二十來歲的年輕
人，且至少一半人是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專生。
部分青年學生成為激進暴力路線的主力軍，反對派

政客和媒體不但不予以譴責，卻反而以「違法達義」
之名為青年學生開脫，為他們冠上「英雄」的光環，

令他們的行動變本加厲。所謂「違法達義」、「法治
不等於守法」，是「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鼓吹的謬
論，這種謬論已經成為反對派以「達義」之名去行
「違法」之實的藉口，以此來煽動、蠱惑年輕人去衝
擊社會秩序和破壞法治。香港青年有激情、有抱負、
有擔當，但年輕人的激情是一柄雙刃劍，由於其激烈
而美好，由於其激烈而偏頗，又由於其非理性而具有
破壞力。因此，年輕人的單純與激情也應該納入法治
的軌道，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把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突出位置
香港一些年輕人對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經

濟、法制等基本國情並沒有全面準確的了解，還存在
相當多的偏差與誤解，這使香港部分青年，對「一
國」與「兩制」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沒有正確
把握，對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抱反叛心態，甚而懷
有敵意。實際上，針對香港青年在「一國兩制」實踐
中出現的新情況，習近平主席已指出：「要把我國歷
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了
解國情對香港青年來說，不僅因為國家的發展給世界

和香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還因為我們的根在祖
國。了解祖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能夠知史明理，
知史愛國。愛國主義從來都不是抽象的，愛國主義需
要我們從愛親人、愛同胞、愛家園、愛家鄉開始。愛
國就首先要學習歷史、了解國情。

香港青年應放開懷抱認識國家
董建華先生在團結香港基金成立一周年晚宴上致辭，

強調世界發展重心正逐漸東移至中國所在的亞太地區，
連同國家「一帶一路」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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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呼籲香港年輕一代，放開懷抱，去認識國家和今
日中國的精神面貌。
香港年輕一代放開懷抱認識國家面貌，抓住國家大

發展的寶貴機遇，更多地認知、參與「一帶一路」和
「互聯網＋」戰略，就能夠把個人的發展和香港的前
途、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把個人夢想融入「中國
夢」，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生價值。社會各界也要重視
香港青年的國情教育，才能確保「一國兩制」不走
樣、不變形。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赴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時提出的「四不」，在香港引起
巨大反響，促進社會各界對香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進行深刻反
思。習主席指出，近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這些新
情況錯綜複雜，包括近年來部分香港青年被反對派誤導和利用，變得越來越激
進，這向社會各界提出一個重大課題，就是要重視香港青年國情教育，確保
「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

香港不能不謀發展
香港是一個令人自豪的奇蹟之地，雖然只有小
小的1,110平方公里，卻曾囊括多個世界第一，
例如香港股票市場集資額曾多次高居全球第一，
與紐約及倫敦兩個國際金融中心並稱「紐倫
港」；香港是亞洲經濟中心之一，全球主要的金
融及專業服務機構幾乎都有在港開設辦事處；香
港有多所大學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兩百強，本港
學生屢獲國際獎項，學習表現指標亦居於世界前
列；香港被公認為世界上公共服務最完善的地方
之一；港人的人均壽命全球最高；香港更曾經擁
有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全球最佳機場、亞洲最高
的摩天大樓、全球最長的行車及鐵路雙用吊橋等
等。毫無疑問，香港是一個發達的地方，香港人
是優秀的。
然而，為什麼作為彈丸之地的香港，竟能夠

在多個領域創造出令人驚嘆的成就？筆者認
為，以上一切成績的基礎與經濟發展是離不開
關係的。試想，倘若香港在過去幾十年沒有集

中精力發展經濟，不斷從外在環境把握發展機
遇，香港有可能脫穎而出，成為發光發亮的
「東方之珠」嗎？當然，我們絕不能忽視發展
背後的民生問題，例如基層市民生活艱苦、樓
價高企、生活必需品昂貴等，但僅就扶貧能力
而言，亦是經濟繁榮下的政府，較之經濟蕭條
者更勝一籌。
發展經濟是改善民生的前提，很多社會問題終

究需要透過發展來解決。故此，國家領導人近年
寄語香港時，總會把「發展」放在重點位置，國
家主席習近平早前接見赴京述職的特首時，亦明
確表示「謀發展」是特區的主要任務。筆者留意
到社會近年出現了一種「反發展」的消極思潮，
每逢政府計劃推動一些建設項目時便激烈反對，
甚至近乎「逢發展必反」，這十分不利香港的長
遠及整體利益。
香港面積狹小，任何發展規劃皆難免觸及持份

者利益，故需要平衡各方，不能盲目發展。但同

時，我們亦不必對發展貼上負面標籤，過分煽動
對立，罔顧發展的實際需要。事實上，經過過去
幾年的內耗，香港不少昔日的競爭優勢都經已被
趕超了，有些範疇更明顯地走下坡，當香港缺乏
進一步發展時，國際一線城市的地位是難以維持
的。香港素有「美食天堂」之譽，在香港能夠嚐
到不同國家的菜式，很多時甚至會較菜式的正宗
來源地更加美味，為什麼呢？筆者請教過一些資
深廚師，一個十分根本的原因是香港能夠方便地
進口世界各地最優質的食材，這優勢是外面很多
地方做不到的。但不妨想想，倘若香港持續走下
坡，不斷褪色，我們還能夠輕易進口各地最優質
的食材，保住「美食天堂」的招牌嗎？見微知
著，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
城市的衰退是一個過程，衰退的結果往往會由

下一代承受，這是擺在眼前的實際問題。如我們
不希望下一代港人活在一個二線城市，我們這一
代便要積極謀發展。

柯創盛 觀塘區議員

龍 子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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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退休保障方案展開公眾諮詢，
包括檢討強積金對沖機制。強積金制度
在2001年正式實施，有關條例容許僱主
動用強積金的供款，以支付員工的長期
服務金和遣散費。法例早在1995年通
過，當時立會內就有人士提出取消對沖
的修訂建議。當時政府認為要僱主兩次
繳款是不恰當作為，因此未採納修訂，

但同意盡早「檢討」，於是這項「檢討」持續至今，成
為各方爭拗不斷、難以取得共識的「燙手山芋」。

取消對沖不利中小企生存
有意見認為取消強積金對沖可增加對僱員的退休保

障，但其實際效果會否如此「單一線性」呢？香港的企
業大部分是中小企，他們在經營上面臨的變數和壓力本
就比較大，而有關政策對於中小企所產生的效應也更為
明顯。僱主在擔負僱員基本的薪水和福利的同時，也
以強積金供款的形式為僱員退休後的生活提供保障。但
企業作為納稅法人，在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之前，首
先要考慮的是營運成本及所得利潤。在當前內外經濟環
境存在不穩定因素的情況下，企業如因種種政策所設置
的「門檻」而無法做到收支平衡甚至倒閉，對於社會的
整體經濟形勢將造成打擊，甚至產生連鎖反應，損害香
港的營商環境及就業狀況。
取消對沖牽涉商界、勞工界雙方，退保方案更事關
全港市民，因此需要充分溝通商討，平衡各方利益，
以取得共識。任何過度傾斜向一方的方案，都將影響
社會整體發展。目前外圍經濟環境存在諸多不穩定因
素，香港旅遊業市道低迷，牽連零售業、酒店業等出
現下跌，市場的經濟預測前景欠佳。香港僱主聯合會
稱2016年中小企表示考慮凍薪，甚至預測可能爆發中
小企「倒閉潮」。倘在此環境下取消對沖，只會令香
港中小企的經營狀況雪上加霜。如在倒閉結業後，幾
人的小企業也要多拿出上百萬元的遣散費，僱主承受
的壓力如此之大，香港又如何能夠做到鼓勵創業、活
躍營商環境呢？

方案確立需各方加強溝通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需要為商家提供自由開
放、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事實上這也是香港在過去
不斷創造輝煌的制度基礎。現時香港響應國家號召，
大力推動「創業創新」，並加強與內地在經濟上的交
流和融合。政府鼓勵年輕一代創業，更需要打造一個
較為寬鬆的創業環境。去年底創科局的成立，在未來
能夠為香港高新科技企業在初創期所面臨的資金等困
難提供幫助，為創業創新提供支援。而取消強積金對
沖機制卻是為創業落下了另一道「閘」，再加上最低
工資的設立等，香港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將面臨「內外
夾攻」的困境，更加舉步維艱。
因此在目前環境下取消對沖機制，將大大增加企業在

經營成本上的壓力，打擊香港活躍的營商氛圍。而中小
企所承受的超負荷壓力，最終也將轉移到僱員身上，對
本港的就業率造成衝擊，並可能產生一系列不良反
應。政府目前認為對沖機制對強積金的保障功能存在
負面影響，可將檢討列入新一年的主要施政工作，加
強與各方的溝通商談，制定出讓僱主及僱員都能夠接
受的方案，如在既定時間框架內，考慮依僱員工作年
期長短按比例逐步增加供款等。切勿「一刀切」取消
對沖機制，最終損害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喜見建制派包攬區會主席
繼去年11月下旬區議會選舉之後，本港新一屆18區會正、副主席的選

舉也於日前順利完成。結果顯示，建制派及親建制派的獨立參選人包攬
正主席職位（其中民建聯佔一半），成為大贏家。相反，反對派卻全數
「捧蛋」，遭到慘敗。其人心向背，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當選區會主席的包括民建聯的多位成員，其中大埔的張學明、

黃大仙的李德康、西貢的吳仕福、油尖旺的葉傲冬、九龍城的潘國華
等更成功連任。公民黨黎志強早前曾揚言要「全面應戰」參選東區主
席，結果卻被民建聯黃建彬以24票對10票擊敗。在北區連任成功的
民建聯蘇西智表示，感謝區裡議員和市民的支持，未來4年將與各方
更好地攜手合作，為北區居民創造美好環境。這也說明，建制派當選
人不負眾望繼續贏得各方的信任與支持，未來將為本港的和諧發展作
出新的貢獻。
眾所周知，區議會是市民與特區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政府許多涉及

經濟民生政策的落實，都需要區議會的配合與支持。因此，建制派主掌
18區會，就可以從體制上保證政府的各項施政措施能順利貫徹執行，這
一點對本港的未來發展尤為重要。
當然，在新情勢下社會各界和基層市民對區議會的期望和要求也相對

提高，人們期望建制派18區會主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更好地將自己
的才幹與精力奉獻給社區！

傅 平

從Uber事件看香港的出路
政改被否決後，香港
因為深陷政爭泥潭，社
會撕裂更趨嚴重。政府
不論立法、施政甚至執
法都拖泥帶水，進退失

據。再這樣走下去，香港會變成什麼樣，真不
敢想像。
以Uber事件為例，兩年多前投資推廣署將

Uber「引入」香港，曾經引以為傲了好一陣
子。但後來發現原來Uber在香港運作可能抵觸
法律，便將這「功績」從其網頁上刪除。香港警
方更高調地前往Uber的辦公地點拘捕其公司職
員，其後又「放蛇」拘捕了幾位Uber司機。幾
個月過去了，律政司卻遲遲不提出起訴。據
悉，Uber因為採取會員制，只接待會員，又沒
有收取現金，與現今違法的俗稱「白牌車」有所

出入，可能令檢控出現技術性問題。
運輸及房屋局稱Uber沒有循正途申請商業出

租車牌照，但他們可知道Uber其實只是一個共
享經濟的平台，真正要申請牌照的其實是參與
Uber的會員司機。據聞有關司機曾經嘗試申請
牌照，卻不得要領。香港政府常把引入高科技為
香港增值掛在嘴邊，但當新生事物顛覆業界舊有
規則時，卻又顯得不知所措，難免顯得尷尬。政
府與其總是與Uber方面採取「隔空喊話」的溝
通方式，不如大方地直面當下的局面和問題，嘗
試手解決。
雖說Uber顛覆了整個行業，但在外地卻已經

融入社群，例如法例完善的英國以及交通管制極
嚴的新加坡，雖然各個國家都有他們的商業出租
車及計程車行業，但能容納Uber的政府，會在
平衡業界的利益與市民的選擇之間，給Uber找

一個落腳點。以新加坡為例，他們的政府以強勢
著稱，但也清楚知道這個年代要高科技配合，國
家才能富強，便不能拒Uber這類新科技平台於
千里之外，至於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便是政府官
員職責的一部分了。
古語有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

仞，無慾則剛。」香港社會一直是崇尚有商有量
的處事傳統，政局中雖然也有派系之分，但是對
立卻沒有今日這般尖銳。近年的政府委員會名
單，似乎多元化程度未必理想，這現象其實並不
利於政府盡可能多地搜集各界意見作為施政參
考。一個成功的政府，要有氣度，多聽民間聲
音，廣納意見，才能得到市民的擁護和支持。梁
特首曾經說過要帶一張凳、一支筆、一本簿，走
進人群做親民特首，相信這也是廣大市民的期
望。

方保僑 香港互動市務商會會長

必須承擔起教育青少年的責任
2015年及以前的一段時間，香港少數大中小
學生，都曾誤入歧途，受深具政治企圖的讒人洗
腦誤導，更有個別牙尖嘴利的青少年，受到內外
反對派刻意培養、威逼利誘，甘心自作「爛頭
蟀」。去年使本港市民受盡折磨、驚動世界的違
法「佔中」，其中一個發動者不滿18歲。就是
這樣一個無知少年，夥同幾個大學德才兼失的教
師，竟然就以「全民普選」做幌子搞得香港周天
寒徹。自「佔中」失敗以來，搞事分子仍不時企
圖死灰復燃，擾亂社會。街頭出現的所謂「調理
農務」、「熱血公民」等分子，以污言穢語玷污
了世界人民賴以為生的農業，把這極其低俗的爛
口轉嫁到農業教育上去。小學女教師林慧思竟然

在大庭廣眾以粗言責罵警察，這是多重失人格、
違法的罪行，但這女教師竟安然無事，教育者沒
有得到再教育。嶺南大學一名副教授陳雲根，竟
然用最淫褻的言詞攻擊內地人，校長發信要求他
「慎言慎行」，但「熱血公民」鄭松泰竟夥同境
內外勢力圍攻校長、搗亂學校。此等教育界敗
類，連同「佔中三丑」中的大學教師，應該早日
受到法律制裁，以免繼續為害青少年學子。
正如嶺南大學「校友關注組」發言人李美婷所言：

他們反對的是所謂校董會的「赤化」，滿腔政治目
的。作為嶺南的老員工，睹此現狀，確也痛心，哀
悼嶺南創校維艱，豐功偉績毀在這幫宵小手上。
香港教育存在的問題不可勝數，反對派的魔手

伸進師生隊伍、校委會、學生會，惡舌無日不在
污衊政府及正義市民，誤導學生。拉「自由民
主」的虎皮幹豺狼勾當，作為教師的領導組織
被激進的反對派分子篡奪，大部分大學的學生會
亦被激進的「職業學生」把持。一幫最激進的甚
至號召暴力行動的青少年不務正業、不事學習，
整天闖蕩生事、挑動市民與政府作對，如此對本
人的前途有何好處？對社會更是為害萬端。
為了香港青少年的前途，為了把迷失方向的青

少年導回正路，為了挽救受毒害的青少年不至前
途盡毀，特區政府堅決撥亂反正，讓教育重回正
軌，擁護「一國兩制」的香港市民，更要齊心支
持政府，共同承擔起正確引導青少年的責任。

韋剛 前嶺南學院副教授 英國約克大學博士

夏文達「懵查查」干預香港事務
英國外相夏文達結束兩日訪華行程前表示，他
曾向中國當局提出探查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下落
的要求，但未有進展；對於李波及另外4名書店
負責人及員工，被指扣押在中國，夏文達說，不
能接受有人在本港被押到其他地區，接受不同司
法體制審訊，指這做法是嚴重破壞「一國兩
制」、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他強調，在
本港犯下的刑責，只應受到本港法律規管。對
此，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新聞發佈會時重申，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反對任何國家干涉中國
內政或香港事務。
夏文達插手香港事務極不恰當，首先他並不
了解李波事件的來龍去脈；其次，他錯誤解讀
《中英聯合聲明》。對於銅鑼灣書店4名書店
負責人及員工所謂「失蹤」事件，坊間傳聞其
中1名股東是在泰國下落不明，其餘3名則在內
地被捕，而不是所謂「在本港被押到其他地
區，接受不同司法體制審訊」。不過，這一切

都屬於傳說，未有真憑實據。至於李波「失
蹤」一事，更與被擄無關。早前李波妻子已到
警署銷案，表示她收到丈夫親筆信的傳真。這
確定了兩個關鍵事實，一是李波目前的確在內
地，情況良好；二是李波不是被內地部門通過
「越境執法」從香港「抓」到內地的，而是他
「採取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
查」。故此，夏文達所指包括李波在內的5名
書店負責人及員工「在本港被押到其他地區，
接受不同司法體制審訊」破壞基本法和「一國
兩制」的指控，完全與事實不符。夏文達的所
謂「跟進」事件，純粹基於道聽途說。
更令人遺憾的，是夏文達再次錯誤解讀《中英

聯合聲明》，去年7月便有一名英國眾議院辯論
議員和一名英國議員以調查《中英聯合聲明》落
實情況之名計劃來港，分別被拒進入香港及上
海，原因是「干預中國內政」。對於兩名議員被
拒入中國境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作出

回應：「香港已於1997年回歸中國，是中國的
特別行政區。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就中
方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過渡期有關安排，對中
英的權利義務作了清晰劃分。英方對回歸後的香
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不存在所謂道義
責任。」對此，英國頂尖國際公法律師Michael
Wood亦表示認同，認為隨基本法通過並於
1997年7月1日生效，《中英聯合聲明》的主體
部分(《附件一》)實際上已即時喪失效用。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亦曾表示，《中英聯合
聲明》主要是確定香港的政權移交，以及在過渡
期如何保持穩定。《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完成歷
史任務。
夏文達單憑道聽途說，對內地破壞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的指控已嚴重失實，而他在《中英
聯合聲明》早已失效的情況下，仍然強調英方
「監督」香港事務更加屬於不當行為，所以說，
他「懵查查」干預中國內政。

梁 新

張 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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