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獨」言行甚囂塵上，企圖在9月立法會選舉渾水摸魚。近日有報道指，「大狀黨」公

民黨正就此研究立場和口徑，或會明確表明不支持「港獨」，但就同意有「自決權」，並引

用國際公約以示香港應有「自決權」。公民黨所說的「自決」，與「港獨」並無區別，只是

「港獨」的代名詞。香港的法律地位由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決定，並非取決於國際公約，

香港並無「自決權」，更不可能獨立。公民黨偷換概念，混淆是非，首鼠兩端，向「港獨」

靠攏，又扮中間溫和，企圖面面俱圓，增加立法會選舉的勝算，根本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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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
攘，皆為利往。9月份立法會選舉
將至，多個反對派政黨一反常態，
在排兵佈陣上極為「克制」，民主
黨日前公佈的參選名單，除了「超
級區議會」出兩條隊之外，五個選
區都只出一條，昔日的反對派大黨
現在只能抱殘守缺，實在令人唏

噓。在傳統反對派政黨收縮戰線的同時，各路人馬亦
紛紛埋班出選，除了「激進本土派」之外，在「佔
領」一役出盡風頭的學聯和「學民思潮」亦相繼組成
新黨。先有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香港眾志」，又有
所謂「香港列陣」的成立。

「香港列陣」由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及副秘書長岑
敖暉等組成，再招攬一班社運人士「痴痴呆呆，坐埋
一枱」，當中包括香港專上學院講師劉小麗、「土地
正義聯盟」朱凱迪、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副
教授姚松炎、「西環飛躍動力」劉偉德等。看牌面之
弱與黃之鋒的「香港眾志」不相伯仲。政界已經傳
出，這個「香港列陣」早已經與「香港眾志」達成協
議，就五區出選名單進行了協調，彼此不會撞區，在
選舉前兩個組織更會合成「眾志列陣」參選，以發揮
協同效應云云。
其實，這兩個組織都是同一批人，以「雙學」為
主，再加上一班社運人士，理應合成一個組織才對，
何以反而分為兩個組織，之後又合併，豈非多此一

舉？筆者認為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宣傳噱頭。眾所
周知，這兩個組織都是一班「雙學」舊人，新鮮感欠
奉，能力亦見底。如果將他們合而為一，未必能夠吸
引傳媒，也打不起聲勢。但現在他們先裝模作樣地成
立兩個不同組織，繼而再在選舉前合併，這樣便可以
持續性地炒作新聞，增強這兩個組織的曝光，更可顯
示一種「學界社運大團結」的假象。說到底，都是一
種宣傳的炒作。
二是黃之鋒與周永康其實早有心病。在「佔領」期
間，《時代雜誌》派人來採訪，本來屬意時任學聯秘
書長的周永康，但周因為一些事未能接受訪問，結果
由黃之鋒「冷手執個熱煎堆」，更成為了《時代雜
誌》的封面人物，風頭一時無兩，令周永康憤憤不
平，自此兩人貌合神離，加上彼此都是一言堂、不聽
人意見的人，自然難以合作。因此，才會有兩人先各
自成立組織，待選舉時才合併在一起的做法，主要也
是為了議席的考量。

「雙學」在「佔領」一役順風順水，不是因為周永
康、黃之鋒是「百年一遇的政治奇才」，而是在於他
們的學生身份，令不少不信任政黨政客的市民，將希
望投射到他們身上，對他們極為包容，結果卻令他們
以為自己真的是無所不能，是政治巨星。但當黃之
鋒、周永康等人相繼成立政治組織，成為政治領袖之
後，正式由學生變成政客以至政棍，市民對他們的要
求就不一樣。於是，黃之鋒的「香港眾志」隨即被批
評為立場不清晰，沒有論述，一味做騷，甚至連搞個
記者會也處處甩漏，令人失望。而周永康的「香港列
陣」也隨即被反對派指責為「純粹搶票」，「隨時攬
炒」，而公眾也質疑他們的路線，是否搞「港獨」？
面對真刀真槍的政治鬥爭，黃之鋒、周永康之流很

快就原形畢露，表露出水平不足，論述不足，不學無
術的短板，昔日學運領袖迅即變成小政棍，試問在政
壇還有何價值可言？「雙學」之流被泡沫化，看來只
是時間的問題。

「眾志列陣」一班政棍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公民黨「自決論」暗撐「港獨」首鼠兩端呃選票

公民黨一再申明不贊成「港獨」，但就強調香港有自
決權。其引用的根據是，中國內地與香港均有簽署的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
約》），《公約》第一條便說明「所有人民都有自決
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
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公民黨認為，
中央應該容許香港按照《公約》而擁有自決權。在公民
黨眼中，自決不等於「港獨」，而是容許香港人可以有
權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在這
原則下，中聯辦和中央便不可動輒干預香港事務。可更
徹底地貫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
香港是否真的可以透過《公約》擁有自決權？事實並

非如此。

香港並非獨立民族 無權自決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
心副教授王禹2015年2月18日在《澳門日報》發表了
一篇題為《批判「民間公投」與「民族自決」》的文章

指出，「民族自決權的適用是有前提的。不是任何一群
人自稱是一個獨立的民族，然後就可以行使民族自決
權。這裡的民族是指第一種涵義上的民族，即國家意義
上的民族。而且，只有在國際法上地位未定的地區，其
民族才可以宣稱行使民族自決權，進而取得獨立。如我
國的西藏地區和台灣地區，屬於中國領土一部分的地位
是明確的，都不能主張行使民族自決權。」
「 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恢復合法席

位，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
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主席，明確指出：
『香港、澳門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
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
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
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
通常的『殖民地』範疇。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
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內。』中國政府這一正義
立場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同年十一月，聯合國大
會以99票對5票，通過了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

除去的決議。」
「香港和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英國對香港

的佔領，葡萄牙對澳門的佔領，都是非法的，中國不承
認有關香港和澳門的不平等條約，香港和澳門的前途只
能是回歸中國，而不可能通過行使民族自決權取得獨
立。」

《公約》有關自決的規定不適用於香港
《批判「民間公投」與「民族自決」》一文指出，
「 英國在一九七六年成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締約國，
並在同年批准適用於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英國在
簽署和批准《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所作出的其中一項聲明
就是：
第一，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該國政府了解，憑藉聯合

國憲章第103條的規定，倘其根據公約第1條規定的義
務，與其根據憲章（特別是憲章第1、2及73條）規定
的義務有任何抵觸，則以憲章規定的義務為準。
英國在交存公約的批准書時所提出的保留條文及聲明

的第一點就是：『第一，聯合王國維持其在簽署公約時
就第一條所作的聲明。』」
「聯合國大會在一九七二年批准中國政府的建議，

將香港從殖民地的名單上刪去，所以兩個國際人權公
約第1條有關民族自決權的規定自然就不適用於香
港。而且英國對國際條約的適用採用轉化方式，即國
際條約只有通過當地立法才可以適用。一九九一年香

港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旨在將《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收納入香港
法律，其中就沒有對公約第1條的內容作出明確規
定。」
香港已經回歸，按照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可以實行
高度自治，但沒有退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沒有進
行公投自決的權利。自決等同謀求獨立，國際公約不適
用於香港，公民黨作為熟諳法律的大狀黨，對此不會不
知，不向市民講清楚，反而引用國際公約推銷自決，居
心何在，不言而喻。

反港獨撐自決自相矛盾
公民黨較早前發表的《十周年宣言》中提倡「本土自

主」，主張港人要「重新思考我城的未來，探索和確立
香港這個所在地的全新定位」。該份宣言雖無直接使用
「港獨」、「建國」字眼，但已被指實際上跟「港獨」
無異。近期「港獨」的爭議不斷升溫，以及新界東補選
的結果，公民黨見獵心喜，主動向「港獨」賣乖靠近，
吸引激進選民，但又明知「港獨」不為主流民意所容，
害怕明目張膽支持「港獨」會被一向支持他們的中間選
民離棄，於是就拋出一個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方案，
既反對「港獨」，又同意有「自決權」，希望兩面討
好，爭取最多的選票。
公民黨自視藍血精英，高人一班，以為既反「港獨」

又支持「自決」，就能蒙混過關，欺騙市民，未免高估
了自己、低估了別人。

楊正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
主黨將於周日公佈今年9月立法會出
選最終名單。黨內鬼打鬼情況嚴
重，繼「變性人」梁詠恩爭出選新
界東落敗而抱怨自己被同黨中傷
後，《蘋果日報》日前也報道稱，
民主黨港島區本決定由民調大幅領
先的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出選，但
或遭到另一提名人莊榮輝「翻
盤」。許智峯昨日證實，確有聽過
莊榮輝想「翻盤」的消息，但稱黨
內事務不應洩露。他還透露，已與
民主黨現任港島區立法會議員單仲
偕事先溝通，屆時若出選，單仲偕
將為其「抬轎」。

總分雖佔優 黨內有成員不滿
據報道，民主黨日前按民調、黨
內地區支部及區議員投票的「六二
二」機制，初步定出參選立法會的
名單。其中，港島區許智峯在民調
大幅領先對手莊榮輝，但莊在其餘
兩項則略勝。雖然總分仍由許智峯
佔優，但黨內有成員不滿結果，認
為許智峯僅在民調領先，因其主打
環保整個難在反對派競選對手中突
圍，而莊在反圍標工作又有出色表
現，應由莊代表民主黨在港島出
選。
巧合的是，消息傳出後翌日，許

智峯即接受兩台訪問。他稱，民主
黨最終出選名單還未正式確認，但
報章報道的兩人得分總體上是正確
的，又證實有聽到過莊榮輝想「翻
盤」的消息，但評分和「翻盤」等
都屬於黨內「家事」，不應該外
洩。他稱，該黨有很多優秀的年輕
人，而有良性競爭是好事，倘屆時
全體成員投票結果是由莊出選，他
會尊重。

單仲偕表明願「抬轎」
被問及「老鴿」今年立法會選舉排在參選名

單的較後位置，為「乳鴿」「抬轎」時，許智
峯稱黨內持開放態度。現任港島區立法會議員
單仲偕已公開表明任何人出選都願意「抬
轎」，又透露自己已與對方溝通。不過，他
稱，估計何俊仁及劉慧卿未必會出手「抬
轎」，「始終講咗洗手就洗手。」
許智峯稱，今年選舉因有「傘兵」和「政治

素人」，競爭將非常激烈，「一定七國咁
亂」。民主黨會採取保守策略，在五個地方選
區各出一張參選名單，希望能保住多年來的
「基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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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哥盼張德江指路
抓經濟促建制團結

警醒要急起直追勿再內耗
鄭耀棠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香
港近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他期望張德
江委員長來港，可傳達集中精力推動經
濟發展的訊息，同時警醒香港人要急起
直追，不要再內耗，「世界潮流目標趨
向高產值、新科技行業，但事實上，香
港的經濟發展已遠遠落後其他地方，最
可怕的是不知自己落後了，仍在蹉跎歲
月。」
他估計，委員長會點出「一帶一路」
可為香港帶來具體好處，又期望他也可
帶出一些中央扶持香港的措施，例如
「深港通」、亞投行等具體問題。
鄭耀棠又指，建制派過去一直都不太
團結，近年在違法「佔領」等敏感問題
上，分歧也「不斷擴大」，故相信委員
長也會趁此機會，呼籲建制派要保持團
結，做好統合工作去贏取立法會換屆選
舉，為香港長遠發展利益着想，「現時
即將面臨選舉，建制派也要有一些統合
去贏選舉，並為香港長遠發展謀劃。如
果建制派是散沙一盤的，各顧各的，那
就不行了。」
他認為，委員長訪港可營造寬鬆和諧

的政治環境，「現在可能會令人聯想至

會否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甚至單獨
會見反對派。」他相信，委員長與不同
黨派的會面並無任何問題，聽取各方意
見也是好事，「單獨大家都見吓無所謂
的，聽聽反對派的意見，但都見吓我們
建制派，平衡一下。」

「港獨」僅小撮人一廂情願
鄭耀棠又提到，鼓吹「港獨」只是香

港一小撮人的一廂情願想法，但相信
「港獨」問題也會在委員長今次訪港期
間接觸到，因此原則性問題是不能含
糊，是絕對要講清楚的，不能讓人有任
何遐想，「你看外交部（副）特派員的
說話就很清楚，是代表中央政府的態
度。懂得聽說話，了解國家的政治，便
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強調，「港獨」問題絕不屬於言論

自由範圍，也不是學術研究，中央是絕
不能容許「港獨」，港人也絕不能觸動
中央底線，否則受害的只會是香港人，
「觸動這些底線，不單是你衰，而是大
家衰，無好日子過。」
棠哥並勸喻鼓吹「港獨」的激進「本

土派」，「不要綁架全港市民，將700
萬人當人質，不要將700萬人的整體利
益當『玩泥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下月訪港，出席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人民銀行及外交部作

為支持單位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及作主題演講。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昨日期望，張

德江來港可傳達集中精力推動經濟發展的訊息，警醒港

人要急起直追，不要再內耗、蹉跎歲月，又相信委員長

會呼籲建制派為香港長遠發展利益着想，繼續保持團

結，迎接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不斷炒作特首梁振英女兒的「行
李事件」，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
會榮譽會長鄭耀棠昨日批評，反對派
乘機「抽水」大做文章，只是「搬龍
門」，惡意攻擊梁振英。他希望反對
派做任何事都要講真憑實據，絕不可
道聽塗說。
鄭耀棠批評，反對派是「抽水大
政客」，有航空人員工會更淪為
「政治打手」，是最可悲的事情。

各有關方面在「行李事件」中都已
解釋了不存在所謂的特權、安全問
題，故反對派任何牽強的理據也是
說不通的。
被問及今屆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

棠哥認為，這絕不是梁振英的問題，
「老實講，誰人坐上這個位（特首）
都會是如此，問題是有人得寸進尺，
不斷試底線。而且反對派現在思維根
本就是：我要當家，不要中央話
事。」

批反對派抽「行李」水
無實據下惡意攻擊

■鄭耀棠期望，張德江來港可傳達集中精力推動經濟發展的訊息，警醒港人
要急起直追，不要再內耗、蹉跎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