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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立法會參選人簽署確認書，表明其已充分明白
基本法所有條文，尤其是第1條、第12條及第159(四)條等有關香港主權的內
容。最終有6人被取消參選資格。
有人將事件形容為「政治審查」，這種說法只是將問題簡單化。因為若真

的是「政治審查」，那問題就不是這屆才有。本來已有要求立法會候選人聲
明擁護基本法，而有關要求是以《立法會條例》為依據。《立法會條例》當
中列明獲提名為候選人的條件包括「一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而且必須簽署。這次的確認書，只是為確認作出
聲明的候選人明白基本法中有關香港主權問題的規定。

「港獨」損害國家核心利益
確認書，其實只是「温馨提示」，其內涵一直包含在原有的聲明之中，反

對者充其量只可批評其為「畫蛇添足」。這張「確認書」有沒有法律效力，
是法律問題，已有人經司法覆核的渠道去處理，在此不便討論。然而，從事
實來看，最後一些沒有簽署確認書的人也順利獲得提名；反而一些簽了確認
書的人，由於過去明確提出「港獨」主張，最後則被拒諸門外。所以，能否
成為候選人的界線，根本不是對確認書的「簽」與「不簽」，而是對「港
獨」立場的「支持」與「不支持」，所謂「確認書的法律效力」只是偽命
題。
有評論認為這次事件對建制派的選情構成壓力。中聯辦及建制派的人士都

表明，立法會不能成為宣揚「港獨」的平台。可見，反「港獨」的硝煙已出
現在立法會選舉的戰場上。確認書與候選人提名事件對選情的影響，中央理
應早有預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更指出選舉主任的決定有中央和
特區政府作後盾，正正反映中央已將反「港獨」的重要性放在選舉的一時得
失之上。
對於不諳國家政策的人而言，難以理解中央為何如此大動作。要了解中央

的想法，可參考中央於2011年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當中提
到中國的核心利益以「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為首。什
麼是「核心利益」？即是指關乎國家存亡、不可退讓的利益。如果明白到這
點，就會明白這次事件背後牽連國家的核心利益，亦可以理解中央的立場與
方針。
中央在這次事件向香港發出一個清楚的訊息︰任何支持「港獨」的人均不

可在香港獲得任何政治權力。可能由於近年市民對立法會的主要觀感就是
「拉布」，認為立法會表現不濟，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根據基本法第66
條，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是香港特區權力機關的其中一
支。特區的設立正是基於一個基本方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違反這個方針的人自然不能成為立法會議員。

反「港獨」是中央既定方針
現實諷刺的是，主張「港獨」的人想參與立法會選舉，甚至不惜「表明」

放棄「港獨」的主張。對某些人而言，「港獨」只是一個口號，重點不是
「港獨」是否成功，而是在搞「港獨」過程中所撈取政治利益。對這種情
況，中央及特區政府絕對不能姑息縱容，因為這不但觸及了國家的核心利
益，更不尊重立法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的地位。
曾有人提出目前不是有修改基本法的機制嗎，「港獨」的主張為何不可透

過修改基本法來實踐？這些人真的要看看「確認書」的內容，當中特別「温
馨提示」，基本法第159(四)條列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
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這正好告訴大家，反「港獨」
就是中央「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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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借奧運抹黑國家 煽「獨」亂港用心險惡
《蘋果日報》抹黑國家無所不用其極，連正在舉行的奧運會也成為其攻擊國家

的工具。《蘋果日報》醜化中國奧運隊，攻擊奧運會中使用的中國產品，對奧運
會升起的錯體五星紅旗幸災樂禍，攻擊中國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蘋果日報》
醜化中國奧運隊、瘋狂攻擊中國更有險惡用心，就是企圖在香港掀起一個反國家
的逆流，為「港獨」反中亂港張目。

廣大香港市民清晰知道，正因為國家強大起來，中國
人民才可以挺起胸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不再受到
其他國家的歧視和欺壓，中國人民才可以享受安居樂業
的生活。中國的運動健兒在奧運會上屢創佳績，為國爭
光，中國已成為奧運會金牌大戶、運動強國，更成功舉
辦過史上最輝煌的北京奧運，令世人刮目相看，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的全球華人，無不為中國在奧運會的傑出表
現和巨大成就感到驕傲自豪。

與反華勢力互相呼應醜化中國選手
但是中國的崛起，讓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心理不平衡、
不舒服，千方百計對中國挑刺，今年奧運會對中國運動
員的攻擊明顯增多，圍繞中國隊的負面消息不絕於耳。
作為反華勢力喉舌，《蘋果日報》當然對主子的用意心
領神會，與反華勢力互相呼應，開足馬力，利用奧運會
詆毀、醜化中國。澳洲游泳選手霍頓造謠、侮辱中國運
動員孫楊，中國泳協及內地人民強烈要求霍頓道歉，
《蘋果日報》的社論竟然說，「中共這種既自高自大又
自卑自賤的心理、言行，是製造了中國玻璃心。」

《蘋果日報》還別有用心地煽動香港同胞和內地人民
對立。特區政府按慣例，本屆奧運會結束後，邀請中國
奧運金牌選手訪港，彰顯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兩地同胞
的深情。中國金牌運動員來港交流，傳達自強不息、堅
韌不拔的體育精神，讓港人感受國家的強盛，一向受到
香港市民的歡迎。這麼有意義的事情，《蘋果日報》卻
胡說，「必定會引爆中港網民之間的對罵，同時也加劇
港人之間的分化、紛爭。」《蘋果日報》攻擊中國金牌
運動員訪港，更散播消息指屆時會有年輕人噓國歌，反
對認同中國，根本是在慫恿「港獨」分子鬧事，為「港
獨」推波助瀾。

為奧運政治化叫好 挑撥兩地關係
多名「港獨」分子被取消參選立法會的資格，但「港
獨」勢力並無收斂，反而死心不息干擾選舉，有「港
獨」組織昨晚在旺角搞「直播中港羽毛球大戰」，將奧
運會體育比賽政治化，挑撥兩地關係，打着「支持港
隊」的旗號，展示「港獨」心態，為其他同情「港獨」
的立法會「入閘者」造勢。《蘋果日報》為「港獨」分

子將奧運政治化的舉動拍手叫好，更把事件與今年年初
一的「旺角暴亂」相提並論，暗示「港獨」分子「支持
港隊」、挑撥兩地關係的行動可能影響立法會選舉，催
谷更多激進選民投票給同情「港獨」的候選人。《蘋果
日報》宣稱，「以直播中港在奧運羽毛球大戰為題召集
群眾，這個話題向來都極容易挑動情緒，擦槍走火的
事，誰也不能保證一定不會發
生。」「立法會9月4日投票之
前，會不會有另一次類似事件左
右大局？」
過去，《蘋果日報》不敢明目

張膽宣佈自己不愛國，不敢承認
勾結外國、反華反共，假扮是愛
國者，但就宣稱「愛國不等如愛
共產黨」。現在他們為了迎合美
國的「重返亞洲」的戰略，全力
推動「台獨」和「港獨」合流，
索性連「愛國不愛黨」的假面具
也丟掉。《蘋果日報》公然說，
「要拋棄的不僅是對政黨政權的
認同，而且連重新認識中國都不
必了，因為我們早已認清。」
事實證明，《蘋果日報》為了

要將「港獨」分子送進立法會，
把立法會選舉當作推動「港獨」
的舞台，竭盡所能、絞盡腦汁，

把奧運會當作散播「港獨」的良機；把有關奧運會的新
聞報道和評論，視為煽動「港獨」的利器，為「港獨」
染指立法會、進一步反中亂港，吹響集結號。香港社會
各界一定要警惕《蘋果日報》的圖謀，不要讓其「港
獨」的謬論誤導年輕人，衝擊「一國兩制」，損害兩地
民眾的良好關係，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20162016年年88月月1313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11 文 匯 論 壇■責任編輯：林澤勇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學苑》的「港獨」調查虛構民意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於6月
31日至7月11日進行「政治與抗爭」調
查，以內聯網填寫問卷的方式，訪問了
385位港大生，「發現」「港獨」支持
度有上升趨勢，認為「港獨」最適合香
港的受訪者則由2014年15%，急升至今
年41%。
這已經是《學苑》第三年舉辦有關所
謂香港「獨立」的民調，無論結果如何，
都缺乏認受性和代表性。首先，《中英聯
合聲明》第1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代表着中央擁有香港百分百的主
權，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其中一個
特別行政區，並不是一個政治實體，不可
能獨立，亦永遠不會獨立。基本法第1條
亦指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有見《學苑》近年的「港獨」言論
愈來愈「出位」，特首梁振英去年發表施
政報告時已特別提醒，警告《學苑》不要
繼續泥足深陷，向學生灌輸錯誤信息。
惟《學苑》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指責

特首剝奪香港人的「言論自由」，這明
顯是誤導市民。香港有言論自由，卻沒
有顛覆國家的自由；香港有學術自由，
卻沒有披着學術外衣鼓吹「港獨」的自
由。觀乎《學苑》的多篇文章內容，遠
遠超出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範疇，當中
不難找到「民族自決」、「獨立」、
「建國」等帶有濃厚「港獨」意味的字
眼，有文章更探討如何「組軍」云云，
已經危害國家安全。
如今《學苑》就着所謂「港獨」的
「偽命題」借題發揮， 搞什麼「港獨」

民意調查，為「港獨」主張虛張聲勢。
《學苑》的調查只訪問港大生，明顯是缺
乏代表性，背離香港的主流民意，結果以
偏概全，充滿誤導性。反觀香港中文大學
早前所做的民調就比較全面，任何年齡的
市民亦接觸到，民調顯示，69.6%的受訪
者支持2047年後香港「維持『一國兩
制』」，17.4%受訪者表示支持香港「獨
立」，13.8%受訪者支持「全面由中國直
接管治」。對於「香港獨立」，81.2%的
受訪者認為在可見的將來「沒有可能」發
生。由此可見，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絕對不
支持香港「獨立」！
由是觀之，《學苑》所做的所謂「調

查」，乃專門為「港獨」而做的「小圈
子」調查，結果欠缺認受性和代表性，是
虛構捏造民意。

美 恩

高天問

「反獨」乃大事 絕不能含糊妥協

香港人高舉反「港獨」大旗，連月來
聲勢浩大，同仇敵愾！這是因為，反對
「港獨」，不只是香港人自己的事，而是
關係到國之大事、民族大事，來不得半點
妥協和含糊。除了剔除「港獨」分子參選
資格，還須高張法律權威，並謹記《左
傳》告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
反「獨」進行到底！
反「獨」乃國之大事，是因為香港是
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百年近代史證明，
香港被英帝國主義佔領後，不僅成為殖民
地，還成為外國勢力攫取中國財富和滲
透、破壞、顛覆新中國的一個橋頭堡。香
港回歸祖國19年來，此種滲透、顛覆因
有香港內部一批叛逆分子、賣國奴才充當
代理人和呼應，更加變本加厲起來：在立
法會內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社會公
然高掛「香港城邦建國」和「香港獨立」
標語；在「理論」上通過港大《學苑》製
造「香港民族」和鼓吹「本土獨立」意
識；在行動上「佔領中環」和旺角暴亂。

「港獨」分子已經從輿論到行動要把香港
從中國的領土主權分離出去，呼應外國反
華勢力把香港變成圍堵中國的橋頭堡。因
此，反「獨」乃國之大事。13億中國人
决不允許，香港人再不能緘默或置之不
理。用選票將賣國「港獨」分子摒棄便是
最好行動。

難忘粵港人民抗擊侵略歷史
以法制止「港獨」乃先决條件。反
「獨」之所以理所當然，是「獨」派明目
張膽違反基本法第一條的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違背數千年來香港屬於中國的歷史
事實，更否認香港人就是中國人的民族認
同和感情。「港獨」分子也違背香港的選
舉法、公安法。而前律師公會主席公然提
出「廢除」基本法第1條，正是明目張膽
配合「港獨」分子分裂國家的卑鄙言行，
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所謂「御用大律
師」幫助「港獨」提「司法覆核」妄圖利

用法院法官支持分裂國家，也是幻想而不
能得逞。
當此反「獨」如火如荼之際，我們不

忘祭祀和繼承150年前香港和三元里人
民抗英侵略「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
力强徒摧」的豪情壯志和「眾夷相視忽
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的藐視敵人精
神；更不忘林則徐面對強敵沒收英人毒
害中國人民的鴉片237萬斤並當眾銷毁
的救國救民大無畏氣概；忘不了在鴉片
戰爭中守衛虎門英勇殉國的提督關天
培……。祀者，祭也。祭奠先烈，緬懷
他們的豐功偉績，才知道今日自由幸福
的來源，才明白今天民富國強的因由；
如是才懂得感恩，懂得我們為什麼要反
「港獨」、反分裂？正如習近平主席在
去年9月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
周年閱兵式上說：「銘記歷史，緬懷先
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將反「港
獨」鬥爭進行到底，就是祭祀先烈最好
的行動。

黃熾華

中俄「戰略協作」走向新階段

不久前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中俄兩國簽署了關於
「加強全球戰略穩定」和「促進國際法」的聯合聲明以
及30多個務實合作文件。聲明涉及到當今國際關係的
一系列重大問題，矛頭直指美國的霸權行徑，傳遞出兩
國大幅強化國際戰略協作的重要動向。輿論普遍認為，
普京此訪體現出中俄關係的高水平，甚至有人猜測「中
俄事實上已經結成反霸軍事同盟」，主張兩國應盡快結
成「軍事同盟」者也明顯增多。
筆者認為，目前的中俄關係絕非「軍事同盟」關係。
兩國間沒有簽訂相應條約，更談不上「軍事一體化」，
談何「軍事同盟」？與此同時應當看到，中俄關係的水
平的確很高。正如兩國領導人所言，中俄關係目前「處
於歷史最好時期」，成為「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不
僅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機制，而且奠定了進一
步深化戰略協作與務實合作的民意基礎。

不一般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中俄所結成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同於一
般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全面」意味着兩國合作
在各領域、各層面展開；「戰略」意味着兩國合作具有
豐富的戰略內涵和戰略價值；「協作」一詞則係俄軍軍

語「協同動作」，內涵是「按照目標、任務、地點、時
間和遂行任務的方法實施協調一致的行動」，其要求遠
高於「合作」。因此，就「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
固有內涵而言，兩國關係仍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間。正是
基於這種判斷，兩國元首提出將「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推向新階段。
至於盡快結成「軍事同盟」的主張，筆者認為非常

值得商榷。應當承認，中俄結盟的推動者大多都是深
化兩國關係的熱心人，其對國際形勢嚴峻性的評估大
體準確，主張結盟的出發點也值得肯定。但是，從現
實條件及可能影響看，目前中俄尚不宜走向軍事結
盟。
中俄均未面臨來自強敵的大規模戰爭現實威脅，均缺

少強烈的結盟意願。中俄要結成軍事同盟，均須讓渡部
分國家主權、局部改變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並且要為
對方不合本國理念與利益的行為背書，關鍵時刻還必須
承擔軍事義務，而不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目前都還難以
做到。
應當指出，「不結盟」不等於「不結伴」。正如王毅
外長所說，「結伴而不結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
大特點，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探索走出的一條新路，體

現着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等新型國際關係理念。中
俄關係從「建設新夥伴關係」到「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再到「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都是以「夥伴關係」
作為中心詞的。中國提出的「全球夥伴關係網絡」，俄
羅斯提出的「大歐亞夥伴關係」，都把構建廣泛的「夥
伴關係」體系作為戰略目標。

「不是盟友勝似盟友」
還應指出，現在不結盟，不等於任何情況下都不結

盟，一切取決於兩國面臨的戰略威脅，特別是軍事威脅
程度及兩國關係深化程度。結盟還是不結盟，不是一成
不變的教條，而是因時因勢而適時調整的策略。不論是
中國還是俄羅斯，都不會迂腐到面對傷筋動骨的安全威
脅還堅持不結盟。中俄均遭遇到霸權體系的遏制、擠
壓，進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加強
軍事安全合作，是兩國應對嚴峻國際安全形勢的迫切需
要，兩國從現在起就應當為必要時結盟創造條件。但願
霸權國家不要把中俄逼到非結盟不可的境地，中俄結盟
對於他們是最大的噩夢。
中俄戰略處境廣泛相似、戰略利益廣泛相近、戰略理

念廣泛相通、戰略優勢廣泛互補，這在兩國與世界各大

國的關係中獨一無二。中國與俄羅斯都是世界大國、安
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全球戰略平衡、世界和平穩定
負有重大國際責任。中俄當前的着力方向應是，在「結
伴而不結盟」方針下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進入新階段、邁上新高度，結成利益共同體、責任
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在國際關係中肩並肩、在共同發
展中手拉手、在軍事部署上互為犄角，形成「不是盟友
勝似盟友」的「準同盟關係」，或者用普京總統的話來
說，「彼此視為親密的盟友」，既為兩國的和平發展營
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又為世界的和平穩定作出大國貢
獻。

王海運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訪華，加強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

■在2016里約奧運會游泳比賽男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中，中國選手孫楊以1
分44秒65的成績奪冠。圖為孫楊在頒獎儀式上。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