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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阻礙發展說「不」推動香港走「正道」

習近平主席會見特首梁振英時指出，中央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並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
不變形，始終沿正確方向前進。「不會變、不動搖」，是
中央的保證，正如鄧小平先生30年前指出的，「『一國兩
制』不會變，也沒必要變。」「一國兩制」「不走樣、不
變形」，關鍵則要靠香港各界的努力。國家進入「十三五」
規劃，積極謀劃長遠發展，繼續充分考慮香港的角色和
定位，支持香港在國家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發揮獨特作用。
中央既有原則表態，又有周到安排。但是，如果我們在落
實過程中「跑偏」，香港深陷政治爭拗和空轉泥潭不能自

拔，中央給再多的機會，也無濟於事。長此以往，我們又
會失去5年、10年，最終「萬事成蹉跎」。

中西包容並蓄乃香港成功之道
回顧香港成功道路可發現，「兩制」在香港對接，又

保持「自由港」特色，這是香港的成功之道，回歸後更
以基本法的形式予以確認。而且「自由港」既是經濟政
策，也有不同政治制度並存的含義。作為中國內地與西
方世界交接的香港，作為中外交流融通的橋樑，保持左
右逢源，這是香港的優勢所在。上幾代香港人正是善於
抓住內地和世界接軌的機遇，化危為機，在別人徘徊的

時候自己卻獲得發展的機會。例如，上世紀20、30年
代起中國內地戰亂頻仍，香港接收了內地一批「太史
公」（前清進士、舉人），接着在抗戰時期又接收了一
批文化名人，由此香港由文化「沙漠」變「綠洲」；40
年代末50年代初，接收了內地以上海資本家為代表的
一部分實業，發展起香港製造業；50年代末又接收了內
地一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動力，西方對內地實行「封鎖政
策」，香港擔當內地與世界聯繫的窗口；70年代末，內
地改革開放，港資搭上「頭班車」，帶動了香港經濟80
年代起大規模起飛，躋身「亞洲四小龍」，其後香港製
造業北上發展，本港金融、商貿等服務業繁榮起來，實
現了經濟轉型發展。鄧小平先生決定回歸後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真正叫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也是要保
持香港的特色，推動國家發展進步。
如今，以習近平主席為領導的中央政府，同樣希望香

港提升自身競爭力，善於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借力國家
發展大勢，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交集，特別

是把香港在制度、專業、人才等方面的
既有優勢發揮好，為國家發展服務。如
今國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香港能
不主動配合，不抓住「近水樓台」的先
機？

香港不能走「政治化」的歪路
「一國兩制」是總結香港成功經驗、

對未來發展作出的科學安排。歷史證明，香港的成功之
處，就是拋開意識形態分歧，凡是有利於香港發展的東
西都兼收並蓄。近年來本港社會「泛政治化」，立法會
有「拉布」，大學校園有「黃衛兵」，鬧市區有「鳩
嗚」、「驅蝗」，更有「佔中」、「包圍立法會」等
等，這是把香港引向「政治化」的歪路。
香港需要穩定發展。「不會變、不動搖」的「一國兩

制」之路，是香港的「正道」，香港走「正道」，未來
才充滿希望！

馮丹藜 全國政協委員

去年底特首梁振英上京述職時，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的講話，貫穿着一條主線，那就
是：香港未來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如今正值歲暮年初、辭舊迎新之際，香港社會各界應回顧
近年香港走過的道路，認真領會中央領導的講話，慎重思考香港未來何去何從，更應向阻撓
香港發展的現象說「不」，讓香港走「正道」。

馮 丹 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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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因當港大副校長被校委會否
决，對特區政府任命反對他升任的李國
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耿耿於懷，除了支
持學生會暴力圍堵、衝擊校委會，更把
矛頭指向依法是港大校監的行政長官梁
振英。陳文敏以《基本法》有學術自由
的規定，而特首擔任校監「損害了學術
自由」為藉口，表示可提出「司法覆
核」，他「不排除會提供協助」。陳文
敏企圖以司法覆核手段來削弱行政長官
的管治權力，寄望由法院否决行政長官
當校監，最終由陳文敏和公民黨奪取港
大管治權。
首先，由司法覆核審查特首「違反基

本法」是本末倒置的行為。《基本法》
的解釋權按第158條規定：「本法的解
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香港回歸後的數次人大釋法皆由
行政長官或終審法院所提請，這是尊重
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憲制權力，又是尊
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的表現。陳
文敏提司法覆核來决定行政長官是否
「違反基本法」，是凌駕於人大常委會
的越權行為，居心叵測。
其次，行政長官乃中央任命、授權的

管治香港特區政府代表。按《基本法》
第4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代表香港特
別行政區」。中央的「白皮書」闡述：
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執行中央指令、
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是通過行
政長官來貫徹、實現的。行政長官梁振
英向國家主席、總理述職，施政得到中
央的充分肯定，獲中央堅定的支持。如
今陳文敏要司法覆核梁特首，是對特首
權力和中央授權的挑戰。
其三，梁振英監管香港大學，符合

《基本法》第136條第一款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
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
改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
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
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法律明文
規定香港教育中的體制、管理、經費
分配由特區政府制定，港大既然接受
政府的經費分配，並接受特區政府的
管理，梁振英特首怎不能當校監呢？
陳文敏反對梁振英當校監，豈非違反
《基本法》第136條？
其四，《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
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五十年不變」。香港回歸前由港督
任大學校監和任命校委會主席成為一種
行之有效的制度，為什麼陳文敏和公民
黨要推翻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呢？打着
「捍衛基本法」旗號反《基本法》，這
是陳文敏、公民黨陽奉陰違的卑劣手
法。
其五，梁特首任命李國章是行使合法

權力，符合《香港大學條例》的規定。
陳文敏不能升任港大副校長，乃因陳氏
既無博士學位，更支持下屬戴耀廷瞓身
搞違法「佔中」，且自己接受「政治黑
金」至今拒絕交代清楚。反對陳文敏任
職，是真正維護港大的表現。

克魯茲緣何能在艾奧瓦州初選中勝出
美國共和及民主兩黨的總統選舉參選人2月1日在
中西部艾奧瓦州舉行了黨內初選。很快，在共和黨方
面，美國總統競選人克魯茲宣佈擊敗了特朗普，贏得
艾奧瓦州共和黨黨內初選。克魯茲之所以能在艾奧瓦
州初選中擊敗特朗普，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克魯茲面孔新，競選準備充分。今年45歲的

克魯茲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古巴移民。克魯茲在本
世紀初曾於2003年至2008年間在得克薩斯州擔任律
師，其間9次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庭審中出庭，其專
業素養得到了公眾的認可，2012年克魯茲當選聯邦參
議員，2015年3月23日，克魯茲打響美國2016大選第
一槍。
與特朗普經常口出狂言、發表出格言論不同，克魯

茲提出要改善民生，表示如當選，將廢除「奧巴馬醫
改法案」，讓普通美國人能買得起醫保，並提出將改
革稅制，減少美國家庭的負擔，從而贏得了一些平民
選民的支持。在移民問題上，克魯茲反對給予無合法
證件移民合法身份；在對外政策方面，克魯茲反對與

伊朗改善關係，表示如上台將建立美國與以色列之間
更密切的盟友關係。作為在第一屆國會參議員任上競
選總統的政壇新人，克魯茲是政壇的「新面孔」，能
夠迎合部分選民求新求變的心理。
為贏得艾州預選，克魯茲做了充分準備，克魯茲是

本屆競選人中唯一許諾要親自到艾州每個縣拉票的，
他認為在艾奧瓦州取勝的唯一辦法就是前往每一個
縣，尋求草根百姓們的支持。今年1月26日，克魯茲
及其團隊乘坐大巴，從克拉克縣的奧西奧拉市出發，
途經艾州東南部城市，連續展開6場競選活動，最終
在范比倫縣的基奧索奎鎮結束當天行程。基奧索奎鎮
是一個人口不到1,000人的偏遠小鎮。克魯茲的「巡
遊」計劃成功賺足媒體關注，所到之處都有記者跟隨
報道。
克魯茲除了在電視辯論中表現不俗，在募款方面也

能力出眾。例如在2015年第四季度，克魯茲籌得
2,050萬美元，競選開支1,550萬美元；其間特朗普只
籌得260萬美元，這當中有四分之三是銷售競選宣傳

品所得，只有約54萬美元來自捐款200美元以上的捐
款人；而特朗普去年第四季度的競選支出達690萬美
元。
儘管2015年夏季特朗普參選後民調支持率不斷攀

升，但特朗普常發表出格言論，在共和黨競選活動中
出現抗議者手持「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不尊重
女性」、「特朗普將國家帶到危險邊緣」等標語表達
反對立場，特朗普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的言論也招致
英國首相卡梅倫等外國政要的譴責，使共和黨大佬頗
為難堪。
在三名共和黨參選人退出競選後，目前共和黨參

選人仍有十幾名，使共和黨捐款人、共和黨市長、
州長等官員感到如此下去，共和黨參選人力量互相
抵消，肯定會輸掉大選，認為共和黨參選人需要
「瘦身」，共和黨大佬開始考慮支持年輕的參議員
克魯茲和盧比奧，而最近杰布·布什和盧比奧互相攻
擊，矛盾十分尖銳，共和黨大佬把支持的重點放在
了克魯茲身上。

汪 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沙特不願為美國再當「冤大頭」
國家無論強弱，只要是處在戰爭邊緣，總是千方百計
地尋找支持，爭取在心理、道義和軍事等方面獲得幫
助，使自己在決鬥時佔據制高點。沙特和伊朗劍拔弩張
之際，美國最先發出訊息，願意提供先進武器以示支
持，但沙特決策者非常清楚，如果按照美國的藍圖，沙
特必然繼續成為購買美國軍火的「冤大頭」。近幾年
來，在華盛頓軟硬兼施脅迫下，沙特已經花去逾千億美
元購買美國的過時軍火，是全球NO.1。在國際油價直
線向下的情況下，靠石油出口的沙特，不願也不能再當
「冤大頭」，於是想起北京。
因不滿沙特處決什葉派宗教人士，伊朗示威民眾衝擊
沙特駐伊朗大使館，投擲石塊和燃燒彈燃燒使館。沙特
當即宣佈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伊朗更不示弱，最高領
袖哈梅內伊發出警告，要沙特面臨「神聖的復仇」。無
情的戰火，隨時可能吞噬沙伊兩國。戰爭是無情的，更

何況是實力不相伯仲的較量，一旦真的進行大戰，對雙
方都是災難。沙特在關鍵時間果斷向習近平發出訪問邀
請，希望中國的聲音和力量能夠化解一場血與火的戰
爭。習近平也毫不含糊，立即接受了邀請。

奧巴馬軟硬兼施推銷軍火
小布什是由美國油商贊助登上總統寶座的，上任前就

在打伊拉克的主意，上任不久即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
力武器」的借口，置國家安危、百姓福祉於度外，「為
了伊拉克的民主和繁榮」向伊發起總攻，最後將美國引
入「金融瘟疫」之中。奧巴馬是軍火商贊助進入白宮
的，上任後被西方媒體稱為「超級軍火推銷員」； 無
論在什麼國際場合都不忘推銷軍火。幾年來，在奧巴馬
的直接參與下，沙特從美國購買了F-15戰機、「阿帕
奇」直升機和「愛國者」導彈等大批過時武器。

據沙特軍官披露，美國軍火商總是以次充好，發送過時、
已經被美軍淘汰的武器給沙特。沙特出於無奈，總是照單
全收，不敢有半點遲疑。2015年10月21日，美國國務院
宣佈，向沙特出售四艘翻新「自由」級瀕海戰鬥艦，總計
為112.5億美元；強調該艦具有反潛、反水雷、反水面艦
艇等功效，將大大提高沙特的防務能力。而據英國《簡氏》
披露，沙特購4艘翻新「自由」艦112.5億美元，而美國
海軍同期買了同類4艘全新「自由」艦，只花去13.8億美
元，顯示沙特當了「冤大頭」。

習近平因勢利導創建「三贏」
同樣希望不要戰爭，而又處於戰火邊緣的是伊朗。在

美國的策劃下，美國曾利用自己一手扶持、被白宮稱為
「民主鬥士」的伊拉克薩達姆和伊朗打了整整8年的戰
爭，讓資源豐富的兩個中東國家陷入災難之中。伊朗剛

被解除西方國家對其進行的長期制裁，經濟需要發展，
如果在這個時候捲入和沙特的戰爭，勝敗暫且不講，在
戰爭的過程中可能將其再次推入困境，弄不好滿盤皆
輸。德黑蘭也在關鍵時刻想到北京，在伊朗和沙特可能
衝突的第一時間向習近平發出訪問邀請。
對中國來說，沙特和伊朗是亞、歐、非交匯點上兩
個重要國家，是北京「一帶一路」新戰略不可或缺的
夥伴，如果沙伊進入戰爭，除了美國的軍火商可以大
發其財之外，整個中東、甚至世界都將進入亂局。習
近平不負眾望、因勢利導，通過比喻、解釋和勸導，
成功讓兩國意識到他們的核心利益所在，緊張快速降
溫，創建了「三贏」局面。世界主流媒體普遍認為，
習近平的沙特和伊朗之行，發出了務實的中國聲音，
讓沙伊從戰爭邊緣回到正軌，贏得了國際輿論的絕對
好評。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是大學政治化的元兇
大學理應是傳道、授業、解

惑、鑽研學問的地方，遺憾的
是，香港的大學卻成了政治鬥爭
的戰場，甚至為社會立下激進和
非理性的壞榜樣。

早前，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召開其上任
後的首次會議，一眾反對派骨幹、「港大校友關注
組」成員，以及多位學生政治領袖於會場外聚集示
威，當李國章教授到達現場時，在示威區外的學生
立刻推倒鐵馬，企圖衝進會場，但不成功。及至校
委會會議結束，李教授及校長馬斐森離開時，會場
外的情況急劇轉壞，身兼校委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
訛稱校委會拒絕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大學管治，更企
圖打開會場大門讓學生進入會場，其他學生則前往

停車場，封鎖逃生通道出口，以鐵鏈鎖上，並攔截
接載校委的校巴，當警方進入校園執法時，學生阻
差辦公並與警方發生衝突，現場情況極度混亂，李
教授及校長馬斐森被迫折返會場大樓，被困達4小
時之久；另一校委紀文鳳女士離開時亦被學生圍堵
而引致身體不適，救護車到場時，學生刻意阻撓，
耽誤了1個小時，紀文鳳校委才安全離開。反對派
及學生們的行動不僅漠視校委安危，更涉嫌非法禁錮
罪行，倘若紀文鳳校委或其他校委有任何急性病患和
不適徵狀卻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後果不堪設想。
香港大學作為本地的首席學府，每年接受納稅人數

以十億元計的補助，理應成為社會道德的代表和青年
的楷模，然而小部分示威學生禁錮校委、危害校委會
委員人身安全和自由，令人感到非常失望和憂心。青

年就是香港的未來，如果未來的社會由這樣的學生來
引領和主導，社會將會變成怎樣？法治、包容、多
元、守禮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嗎？
事實上，李國章教授曾任職中文大學校長及教育統

籌局局長、前中文大學外科學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和
醫學院院長，在教育界及醫學界均享負盛名，不論其
個人履歷及能力，都絕對勝任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
席一職。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以香港大學校監身份，
根據《香港大學條例》，依法委任李教授為新任校委
會主席，合情合理合法；相反，反對派一次又一次帶
領學生衝擊港大校委會，聲嘶力竭批評李教授，卻是
出於政治考量，到底是誰把政治帶入了校園？反對派
經常聲稱大學不應政治化，卻總帶頭把政治帶入校
園，廣大市民對此自有公斷。

鄧開榮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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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指陳健波欠中立混淆視聽
立法會議員陳健波以自己擔任受薪顧問的再保險公
司部分業務，承保高鐵工程，為免令部分議員藉此拉
布，決定不會主持高鐵撥款項目、亦不會投票，交由
副主席陳鑑林主持會議。惟「人民力量」陳志全等反
對派議員仍批評陳健波主持會議喪失中立性，應辭去
財委會主席，並會對他提不信任動議，形容對方主動
避席是「心虛」。
陳志全的說話不負責任，無的放矢，陳健波不主持

高鐵撥款會議是以大局為重，絕對不是心虛。早於
2010年高鐵撥款時，陳健波已曾申報擔任再保險公司
受薪顧問，當時已選擇不投票。今次選擇不主持、不
投票，只不過是貫徹自己一向的宗旨。
根據議事規則，陳健波是仍可主持會議的，但為免

令反對派藉此拉布，「無理由送子彈畀對方不斷拖延
個會」，才決定不會主持高鐵撥款項目、亦不會投
票。他預料自己不做主席，可省回四分一會議時間。
陳志全等反對派糾纏不休，混淆視聽，指陳健波喪失
作為主席的中立性，其實是貶低全體議員的智慧，難
道議員們是陳健波的「扯線公仔」，沒有獨立思考的
能力？
若果說「心虛」，用在反對派議員身上最貼切不

過。就以「獻金門」事件為例，「政治商人」黎智英
透過助手Mark Simon發出支票，收款人分別是李卓
人、梁國雄，根據《議事規則》條例「若議員一年內
從單一來源收受總數超過議員年薪5%的利益，或一
次過收受價值超過1萬元實利，須於14天內申報」，

李、梁所收的款項明顯大大多於他們薪金的5%，按
規定他們必須要在收款後14天內申報，但他們故意隱
瞞，沒有在期限內作出申報，已明顯違規，涉嫌犯上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防止賄賂條例》，違反
《選舉條例》、《議事規則》等罪行，就算「疏忽漏
報」也應該予以譴責，為何至今連向公眾半句道歉也
沒有？
港深廣高鐵工程已完成了四分三，若立法會投票批准

追加撥款可避免工程停工乃至「爛尾」，反對派不應以
各種似是而非的藉口加以阻撓。陳健波以大局為重，選
擇避嫌不主持高鐵撥款，免得節外生枝，值得肯定。反
觀反對派議員大搞「不合作運動」，不理會公眾感受，
消耗香港整體利益，實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美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