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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黨發表立場書嚴正批評「港獨」和「自決」主張，點破激

進分子扭曲「本土」論述、不同民調都顯示出主流香港人心中的
「本土」均與「港獨」無關，終令「本土」二字得以正名，亦令
這場主流港人被激進分子「代表」的鬧劇本相顯露，更反映香港
沉默的大多數確實存在，可謂「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

打着「本土」旗號的激進分子，在「本土」論述上一直荒腔走板，最初說
「本土」必須為香港人，後來卻發現「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熱血公
民」鄭錦滿等均為內地出生；後來又將身份問題與「認同本土價值」掛鈎，
卻未能完全說服已經玻璃心碎了一地的支持者，所謂的「本土派」鬼打鬼情
況亦漸漸浮現。

不過，按現時情況，既然不同的調查、論述都顯示，香港的「本土價
值」，其實就是和平、理性，「本土」根本與「港獨」無關，主流社會均支
持「一國兩制」，自稱「本土」的新興激進政治組織，是否會服從並捍衛這
些「本土價值」，還是會厚顏無恥再作說法，時間很快就會揭曉答案。

■記者 甘瑜

我沉默不代表可「被代表」

「港獨」「自決」妄語 令「本土」變質
新民黨立場書：基本法無時限性 維護「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本

土派近年為求「上位」，鼓吹「港獨」、

「自決」等違法手段破壞香港社會安寧，

情況令人擔憂。新民黨昨日嚴正發表立場

書，批評無論「自決」還是「獨立」，都

是脫離現實的虛妄之語，更令香港「本

土」論述變質。立場書又強調，香港基本

法作為憲制文件，沒有時限性，所講的

「五十年不變」是指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維

持不變，相信確保香港地位不變，才是最

好的安排；只有「一國兩制」運作良好，

才可發揮香港獨特的文化和體制優勢，應

對社會、經濟等方面的挑戰，為港人安居

樂業提供基礎。

20162016年年55月月1010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7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汪 洋

&1&1����

Louis Kwong：BBC啊！BBC！
香港只有這4個年輕人代表整體
社會文化，價值觀，和政治立場
嗎？要全面報導（道）。所以很
多人都說你是欠缺專業的媒體！

Li Feng：一堆loser（輸家）。
躺在前人創造的財富上睡大覺，
必然被歷史所淘汰，寄生蟲是沒
有未來的。

ZD Bao：搞街頭活動還要戴口
罩，是學美國3K黨戴高帽和面
具？

Jinzhong Fan：「本土主義」也
好，赤化也好，我作為內地人，
想說一句，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不可分割，不要裹挾一部分人自
私自利去代表所謂廣大香港
（人），我代表本人認為香港是
中國一個不可或缺部分，政策可
以調整，但是基本東西是不能改
變的，中國人加油。

Louisa Chan：阿黃（黃洋達）
由「華夏文化建國」，忽然又保
衛「香港文化」。建的是甚
（什）麼國？

Yong Leo︰等着被消滅，作為
百姓，對這種狹義（隘）排他的
所謂「本土」、「勇武」、以大
陸（內地）百姓為敵的人，我笑
看他們被滅亡！

Jacob Lee：希望不要再有暴力
事件在香港發生，讓香港人生活
在安全的社會。

Fan Liang：這幫人早幾年已經
在英國和美國秘密培訓搞「佔中
運動」了，搞不成氣候現在英國
佬又開始法（發）功哈哈。

Jim Norton︰香港的有香港的語
言？粵語好不好！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鄭治祖

「本土」4丑BBC播「獨」挨批
BBC中文網近日貼出4個激進「本土派」組織代表人物的訪問
短片，其中包括參與年初一旺角暴亂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
梁天琦及「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各人在片中大談「中港
矛盾催生本土意識」，意圖借內地和香港的矛盾煽動香港市民的
分裂情緒，藉機鼓吹「港獨」。但網友無論對BBC還是對片中4

人均不買賬，不但認為報道有失偏頗，無法代表香港整體核心價值，又揶揄黃洋達
講話前後矛盾以及梁天琦參與的旺角暴亂中，暴徒戴面罩逃避責任。有網友亦表
示，希望香港長治久安，不再有暴力事件發生。

你覺得保護「本土」是什麼意思？
保護香港的生活方式、文化與歷史

香港資源、香港人優先使用

落實基本法、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

維護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維護香港各方面的自主與話事權

打擊水貨客、減少自由行

香港的利益重要於國家的利益

香港獨立

資料來源︰「民主思路」 製表︰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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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七成人盼2047年後維持「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近期不少團體打着

討論香港前途問題的旗號去鼓吹「港獨」，而香港
研究協會的民意調查顯示，逾七成市民希望2047年
後香港應該繼續維持「一國兩制」，更有五成人認
為主張「港獨」的團體是為了「獲取個人利益」。
協會負責人表示，政府及社會各界、各黨派應尊重
多數市民的意願，讓香港充分發揮「一國」與「兩
制」的雙重優勢，並繼續保持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
上的獨特角色，獲取「一國兩制」的最大紅利，造
福市民。
上述民意調查在今年4月28日至5月5日展開，為

全港性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1,087名18歲
或以上市民。調查問及受訪者認為香港回歸50年後
的前途應該是「一國一制」、「一國兩制」還是「自
治獨立」時，71%受訪者希望2047年後香港繼續維
持「一國兩制」，可見這是大部分市民的共識。

50%人批「獨」團體只為「個人利益」
此外，對於主張「港獨」的團體，50%受訪者表
示其成立目的主要是「獲取個人利益」，認為是
「維護香港利益」的只佔24%，還有21%表示「很
難說」。

不過，對於香港前途的展望，有64%受訪者表示
「悲觀」，僅有21%受訪者對香港的前途表示「樂
觀」，反映多數市民對香港的前景和信心都較為悲
觀。至於認為香港整體發展比回歸前「進步了」的
受訪者，僅佔22%。

協會籲各界尊重多數市民意願
協會負責人表示，鑒於大部分市民盼2047年後香

港繼續維持「一國兩制」，該會呼籲政府及社會各
界、各黨派，尊重多數市民的意願；在未來的日子
各自拿出最大的善意，多作良性互動，多用換位思

考嘗試了解對方的感受與想法，多做有利於落實
「一國兩制」的行為。
負責人同時表示，政府、各黨派及社會各界需要

深入反思多數市民對香港前途持悲觀態度的真正原
因，積極化解積壓已久的社會矛盾，合力解決香港
的深層次問題，從根本上改善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
心，避免部分市民將對社會發展過程的各種不滿情
緒錯誤地投射到「一國兩制」上，讓香港充分發揮
「一國」與「兩制」的雙重優勢，繼續保持香港在
國家發展戰略上的獨特角色，獲取「一國兩制」的
最大紅利，造福市民。

新民黨昨日發表反對有關「港獨」、
「自決」倡議的立場書，批評近年社

會漸漸出現一些鼓吹「港獨」的組織，令
「本土」論述變質。立場書指，喜歡自己
的文化十分自然，但鼓吹「港獨」的組織
令「本土」論述變質。隨着兩地往來日趨
頻密，雙方摩擦有所增加，當中的不滿情
緒催生出激進的「本土」組織，例如2011
年出現的網絡組織「香港本土力量」，以
及2012年成立、主張文化建國的「熱血公
民」。

「內部自決」形同否定基本法
立場書又不點名提到，香港大學學生會
2014年出版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香
港民主獨立」為題的刊物，甚至在今年3月
的《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撰文主張進行「二
次前途問題」談判，提出「香港成為受聯合
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建立民主政

府」、「全民制訂香港憲法」三個訴求。主
張「港獨」的組織也不斷增加。與此同時，
反對派政黨及政界人士亦步亦趨，公民黨發
表「為香港而立：本土、自主、多元」宣
言，又有反對派中青代聯署發表《香港前途
決議文》。
新民黨認為，雖然這些文章字面上不提獨

立、廢除香港基本法，但當中一些主張，例
如要求「內部自決」，跡近要求「港獨」，
或要求自主制訂移民政策，形同否定香港基
本法。

重談政治地位 港陷動盪損民生
新民黨強調，香港基本法當年起草時已吸

納眾多港人意見，令香港得以享有「高度自
治」，「香港基本法是《中英聯合聲明》簽
署後，經過各界港人的參與和努力而制訂
的，當年香港基本法草委吸納眾多港人意
見，掃除上世紀80年代因前途問題而造成的

恐懼和不穩定。」
新民黨又指，基於香港的歷史、文化和
制度，固然不希望變成「一國一制」，而
完全自治則違反了「一國」原則，強調確
保香港地位不變，才是最好的安排。
該黨又說，重談香港政治地位絕非解決

問題之道，反而會令香港陷於動盪，嚴重
影響民生，更令社會缺乏精力應對各種迫
切的問題。

善用「一國兩制」強化港地位
因此，新民黨認為，香港社會應力求善
用「一國兩制」強化香港的地位，而非推
翻這個安排，「只有在現行制度下自強不
息，發揮我們獨特的文化和體制優勢，才
能夠在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形勢中穩步發
展，維持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應對社
會、經濟等方面的挑戰，為港人安居樂業
提供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鼓吹「港獨」的激進分子，聲稱「捍衛本土」
已爭取認同，但其實不得民心。「民主思路」的調查就顯示，約六成受訪者認
為「保護本土」的意思，是「保護香港的生活方式、文化及歷史」，其次是
「香港人優先使用香港資源」及「落實基本法保障香港有高度自治」，證明市
民並不認同以「本土」去鼓吹「港獨」，而多數人亦不接受暴力抗爭手法。此
外，有近八成受訪者認為，要解決香港民主化問題，應該與中央政府保持溝
通。
為了解市民對「本土」的真正理解，「民主思路」早前委託「政策21」在今

年2月15日至4月5日，進行一項名為「新時期香港政治文化研究」的住戶訪
問，以兩階段抽樣方式，成功入屋以「面對面」方式訪問了1,016名18歲以上的
市民，透過深入探討的方式，了解市民對政制改革、抗爭手法及「本土思潮」
的態度。

約六成指保護生活方式才是「真本土」
雖然所謂「本土派」經常明目張膽或打擦邊球式鼓吹「港獨」，但結果顯

示，約四成至六成受訪者認為，「保護香港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歷史」、「香
港資源，香港人優先使用」、「落實基本法、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維護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和「維護香港各方面的自主和話事權」，最能代表「本
土」的意思。只有約一成認為「本土」是「香港獨立」，當中以18歲至29歲的
受訪者為多。
至於暴力抗爭手法的接受程度方面，不足一成人接受「衝擊政府建築物」、

「號召使用衝擊手段」、「衝擊警察」和「使用武力」，當中又以「使用武
力」的接受程度最低，僅得6.8%。
此外，五成六受訪市民認為中央應該重啟政改討論，不認同的佔約一成。至

於重啟有關討論的時間，74.5%指應「愈快愈好」。同時，分別有52.6%和
26.2%受訪者認為，要解決香港民主化問題，和中央溝通對話是「重要」和「好
重要」。

湯家驊：社會主流拒絕暴力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認為，即使有人鼓吹以極端手法爭取民主，但社

會主流依然拒絕暴力，港人普遍盼望能以和平方法解決問題。他又建議中央應
從香港人務實角度看待「本土」問題，明白本地主流民意所理解的「本土主
義」，並希望中央與港人積極對話，重啟政改，以改善管治問題。

僅一成人認為「本土」意味「港獨」

■「愛港力」早前反「港獨」請願，到高等法院促檢控宣揚
「港獨」的激進組織。 資料圖片

■「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及「學生前線」等「本
土」激進組織，早前舉行「反水貨」行動。 資料圖片

■「民主思路」早前進行一項名為「新時期香港政治文
化研究」住戶訪問，了解市民對政制改革及本土思潮的
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