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舉不應存在「港獨」主張
立法會選舉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其中「港獨」乃今屆選舉的熱門議題之一，筆

者反「港獨」立場鮮明，亦深深明白到必須了解其背後成因，方能對症下藥根

治；亦只有讓市民明白到「港獨」之禍，大家在立法會選舉才會投下反「港

獨」、反「拉布」一票。

化解「港獨」之道
「港獨」之興起，如果按時序計算，當數今屆特區政
府上任前後，傳媒突然大幅報道內地旅客在港「不文
明」行為開始。其間，更摻雜大量如「雙非嬰搶床
位」、「內地人搶奶粉」及「新移民來港搶福利」之類
的消息，令部分市民對「內地人」產生非常負面的感
覺。切身的影響，加上後來涉及政改方案的政治議題，
如反對人大「8．31」決定、「佔中」、「雨傘暴
亂」，以及之後的旺角暴動等，種種元素加起來，「本
土」思維迅速發展為所謂的「自主」、「自決」，「港
獨」主張亦油然而生。
「港獨」不單違法、違憲，更是分裂國家民族、衝

擊國家主權、危害國家安全和破壞領土完整的劣行，
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鳴早就指出「港獨」的禍害：
「香港本身無天然資源，只有來去如風的資金、本地
已有的建設、港人擁有的人力資本、特殊優越的地理
位置及政府七、八千億港元的財政儲備」，但一旦
「港獨」成真，中國不可能不視香港為「敵國」，背
靠祖國的地理優勢自然不復存在，「外國投資者怎敢
把資金放在一個旁邊有一強大『敵國』的香港身
上？」
雷教授斷言，外國資金幾乎肯定立刻逃離香港，本地
的建設必大幅貶值。其中，香港GDP中，有23%靠
「轉口貿易及物流」，「港獨」後，根本不會有貨物經
香港轉口到內地；另外，「沒有了內地這一『敵國』的

企業在港上市，香港自己的公司又早已跌至價錢低
殘」，佔GDP16%的金融服務業也應聲倒下，專業服務
也會無人問津。
處理「港獨」並無獨步單方，要解決此百害而無一利
的思潮，須多管齊下，其中香港經濟結構必須優化，令
到產業更多元化，藉此為年輕人提供更多「上位」的機
會。梁振英政府深明此道，除在現有CEPA基礎上向中
央積極爭取進一步開放內地市場外，更積極參與及探討
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新經濟機遇，在尋求加入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同時，更積極跟東盟十國成員
商討自貿協議，加上日前公佈的「深港通」，種種舉
措，全都是為鞏固香港經濟基礎，並令香港經濟更多元
而做。
另外，增闢土地、增加住宅及供應商業設施，繼續是
刻不容緩的工作。只有令住宅樓價平穩，市民才能安
居；亦只有增加店舖及寫字樓等商業設施供應，租金才
可回歸合理水平，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為市民提供更
佳的創業和就業機會。
另外，教育亦是極為重要的一環，但礙於篇幅所

限，不能在此詳述；總體而言，學校
必須正確引導學生，痛陳「港獨」弊
端，讓學生自發反「港獨」，同時為
年輕人提供更多認識國家及其發展的
機會，使他們明白，背靠祖國，實乃
發展個人事業的重大機遇。上述各
項，可說是金科玉律，政府必須認真
謀劃，切實執行。

向「港獨」、「拉布」及流會說不
最後，還是最重要一環，我們必須在立法會選舉上，

用選票踢走支持「港獨」、「拉布」及「流會」的候選
人。「港獨」入立法會，除了政治上說不過去，最嚴重
者，是「港獨」分子一旦當選，就可以利用公帑在各區
開設辦事處，將片面和不盡不實的「港獨」主張「落
地」。
香港人，如果你看完本文後，認同「港獨」絕不是香
港出路的話，懇請你九月四日站出來投票，向「港獨」
說不、向「拉布」說不、向流會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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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將
於9月4日舉行，這不僅
是關係香港穩定及發展
的大事，同時更是與國
家整體利益密切相關的
地區性選舉。本屆立法
會選情異常激烈，因此
每一位選民更要以理
性、務實的態度，投出明智一票，凝聚正
面積極的力量，為港人選出真正合格的候
選人。
新一屆立會議員，到底是真心實意做實

事，還是利用職位之便搞破壞，這不僅影
響立法會的職能與運作，更直接影響行政
立法關係，影響政府順利施政，更關係到
香港的繁榮穩定，關係到每一位港人的利
益。因此每一位選民需要積極站出來，參
與立會選舉投票，履行公民義務，更是關
心、愛護香港的必要舉動，選民是時候用
選票為香港的未來發聲。
社會各界也應清楚看到，「港獨」公然
違法組黨，圖謀進入立會。縱使當中已有
人被選舉主任依法裁定提名無效，但現時
立會候選人當中，仍有激進分子一再在公
眾場合公然播「獨」。「港獨」分子多次
以違法暴力手段，做出一系列損害香港利
益、危害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惡
行。
反「港獨」、反「拉布」是此屆立會

選舉的核心議題之一。當前香港發展遇
到了一些問題，即將進行的立會選舉可
說是突破困局的重要契機。全港選民是
時候為正義發聲，充分發揮手中一票的
價值，選擇敢於承擔、務實肯幹的候選
人；選擇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
配合的候選人；選擇支持行政長官、愛
國愛港的候選人。全港選民堅決對「港
獨」說不，對「拉布」說不，為立法會
健康運作凝聚正能量，使立法會成為維
護法治、推動發展的清流，而不是淪為
反中亂港的工具。

集中新界建設力量支持周浩鼎
大家都知道，在種種歷史因素和傳統政治氛圍
下，支持反對派的選民是比較多的，故香港過去才
有所謂「64」選民比例的說法，即反對派一般可在
立法會選舉獲6成選票，建制派則獲4成。依此得票
比例，反對派順利在上屆立法會區議會（二）功能
界別獲得了3席，建制派只獲得2席。然而，這令人
氣餒的局面是否沒有改變的機會呢？我認為會改變
的，基於兩大主因，建制派很可能在今屆立法會區
議會（二）功能界別中取得3席，突破困局。
首先，反對派在過去4年實在做了太多背棄港人的

事，屢次站在市民意願和利益的對立面，破壞香港
的核心價值和核心競爭力。例如發動「佔中」、旺
角騷亂、辱罵內地旅客等，均粗暴踐踏了香港的法
治和國際形象，徹底背離民意；至於議會不斷「拉
布」和流會，引致了多項惠及經濟民生的議案遲遲
未能通過，由於工程延誤而導致的公帑損失數以十

億元計，對香港競爭力的損害更是無法估量。筆者
相信，市民是不會忘記反對派過去幾年的所作所為
的，公道自在人心，市民一定會出來以選票懲罰反
對派的政客！
除反對派不斷站在市民的對立面外，另一個促使
建制派有可能奪取第3個區議會（二）議席的主因在
於，建制派較反對派更重視地區工作，更重視地區
市民的聲音，故此有多位優秀的政治人才勝出區議
會選舉，能夠為選民提供更多優質的選擇。相反，
反對派毫不重視地區服務，去屆循區議會（二）進
入議會的何俊仁和馮檢基皆雙雙在2015年的區議會
選舉敗選，無望再度參選區議會（二）。在蜀中無
大將的情況下，只好廖化作先鋒，反對派今次派出
的候選人，無論知名度或歷練皆及不上4年前，故增
強了建制派衝破困局的可能。
執筆之際，2名反對派區議會（二）候選人宣佈棄

選，反對派已啟動棄保方案了，建
制派的選情又嚴峻了不少，尤其是
對於作為建制派新人的周浩鼎來
說，挑戰更加大。但筆者還是對建
制派的選情有信心，因為我對市民
的選擇有信心。只要出來投票支持
建設力量的選民較多，反對派的棄
選策略是無法發揮作用的。
建制派能否作出突破的關鍵在於周浩鼎身上，筆
者希望大家集中票源支持周浩鼎，尤其是新界區的
選民，更加要支持周浩鼎，讓建制派3名區議會
（二）候選人全數進入議會！
（參加立法會區議會（二）的候選人還有民主黨
涂謹申名單、民建聯李慧琼名單、民主黨鄺俊宇名
單、民協何啟明名單、工聯會王國興名單、新同盟
關永業名單、街工梁耀忠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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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凝反「佔中」力量支持建制派候選人

反對派兩年前一手策動的違法暴力「佔領」行
動，港人受盡痛苦，最終觸發香港183萬人簽名
「保和平，反佔中」，展示了扭轉危機的強大民
意。9月4日是立法會換屆選舉日，就是反對派票
債票償的日子，所有反「佔中」選民，都應該為自
己和下一代，以手中選票，讓反「佔中」的正能量
在立法會選舉中再次爆發，把最有需要的愛國愛港
候選人送入立法會，為立法會注入理性務實新風，
共同守護「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
歷時79日的「佔領」行動，禍害歷歷在目，違法

暴力衝擊、社會秩序大亂、經濟百業萎縮，香港發
展岌岌可危，人人深受其害。其間，有女律師冒雨
向「佔領」旺角的違法分子讀出禁制令，讀出了市
民大眾的心聲；有年輕商人勇敢地向霸路者說不，

要求他們不要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表達了市民的
憤怒；大部分沉默的香港巿民，也無法再忍氣吞
聲，以183萬個簽名的氣勢，展現出堅決維護香港法
治核心價值的決心。
過去，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為攻擊「一國兩制」，
時常散佈一些奇談怪論，質疑、誣詆「一國兩
制」，甚至要以「佔領」行動衝擊「一國兩制」，
挑戰「人大831」決定。然而事實證明，「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19年，成就舉世矚目，香港的人均壽
命、投資規模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有力堵住了反
對派的攻擊；全體愛國愛港的建制派議員，亦一直
與這些亂港言行周旋。要令香港不再被反對派綁
架，「一國兩制」不受衝擊，只要繼續讓真誠捍衛
「一國兩制」的愛國愛港人士進入立法會，讓他們

繼續為港人福祉保駕護航，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立法會才不會被禍港
政客繼續興風作浪，香港的發展才
不會被干擾。
立法會換屆選舉在即，反「佔
中」以至所有希望議會重回正軌的
選民，務必以選票懲罰禍港政客。
今天，我們繼續推動香港發展經濟
民生，令「一國兩制」事業成為世界奇跡，我們渴
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能團結一心為發展香港經濟
而努力。為自己，為下一代，我們更要用好手中神
聖一票，投給為香港盡心盡力做實事的愛國愛港人
士，讓他們守住議會底線，與廣大市民共同守護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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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會：背景四個「I」亮點四個「H」願景四個「F」

2016年杭州G20峰會將成為整個G20機制的里程
碑。為什麼這麼說？梳理世界經濟當前面臨的問
題，以及本屆杭州G20峰會的亮點和願景便可以得
知。這些分別可以用四個「I」，四個「H」以及四
個「F」來表示。

四個I：四大不平衡
當前G20機制有四個不平衡（Imbalance）的問
題，可稱為四個「I」。第一個「I」是金融業和實體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種不均衡在2008年金融危機
之後更加嚴重，以至於大量的資金湧入金融業，而
產業轉型升級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相對不足。到
目前為止，G20機制對實體經濟尤其是基礎設施的
發展支持依然不夠，而這項工作就交給了本屆杭州
G20峰會完成。
第二個「I」是資本、勞工和土地流動的不平衡，
本質上就是發展不平衡。勞工通常是從工作機會匱
乏的經濟體流入有充足就業機會和福利較好的經濟
體，這也導致了當前的移民問題。
第三個「I」是各國貨幣和財政政策分化、不平
衡。由於每個經濟體都面臨着不同的問題，目前已
經很難界定有效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更有效。不過，
總的來說，各經濟體都能再寄希望於不可持續的、
帶來負外溢效應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第四個「I」是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之間的不平
衡。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經過去了40年，當前的產業
發展已經幾乎耗盡了這次工業革命的動能。創新
（Innovation）成為此次G20杭州峰會的四個「I」
之首的也正因為此。

四個H：四大亮點
面對這四個「I」呈現出來的問題，本屆G20杭州

峰會將有四大亮點（Highpoints）——四個「H」可
以提供世界經濟的新思路。
第一個亮點是結構性改革。由於當前各主要經濟
體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缺乏可持續性，需要供給側配

合，中國提出的結構性改革方案便成為一大亮
點。其中，包括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加大科
技創新力度等。這不僅為解決當前中國經濟問
題提供了「藥方」，也為解決世界經濟難題找
到了「鑰匙」。
第二個亮點是創新。目前中國國內「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如火如荼，催生互聯網＋、智
能製造等新產業，為中國市場帶來了空前的活
力。由此及彼，將推動創新驅動和打造新增長
源作為G20新的合作點，有助於加快新舊增長
動力轉換，開啟第四次科技革命，共同創造新
的、有效的、可持續的全球供給，引領世界經
濟發展方向。
第三個亮點是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的制定。當

前金融與實體經濟的不平衡讓人們認識到制定
共同投資標準的重要性。而《G20全球投資指
導原則》是世界上首份針對投資政策制定的多
邊綱領性文件，也是首次將跨境投資議題引入G20
議程。中國將自身的理念、方案注入到國際投資規
則重構的過程中，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
第四個亮點是包容性增長。本次峰會將發展議題
引入G20議程，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
接，應對全球經濟發展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問題，
同時協調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挑戰，讓處於
全球價值鏈不同位置上的國家都能發揮自身優勢，
共享發展機遇。

四個F：四大展望
G20機制將持續發生作用，而不僅僅是在每年一
周的G20峰會期間。所以，我們對本屆杭州G20峰
會及之後G20機制的運作也有一些願景，這便是四
個「F」。
第一個「F」是聚焦（Focus）。也就是說，G20
應圍繞全球經濟治理，而非其他。一些人提議應當
加入地緣政治和安全的議題；但是從G20的宗旨和
合法性來看，G20由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組成，是

世界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治理非經濟議題的更多
是聯合國的職責。當然，落實聯合國達成的成果是
G20機制的重要功能。
第二個「F」是可行性（Feasible）。G20公報的成

果重在落實。因此，G20各級機制應該更着重可操
作性。
第三個「F」是功能化（Functioning）。杭州G20
峰會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她會留下會議的遺產，
比如更加緊密連接的工作組。而這些工作組將把杭
州達成的成果持續運作下去。
最後一個「F」是非洲（Africa）。由於G20成員
中非洲的代表性不夠，本屆峰會將擴大對非洲議題
的重視。非洲的工業化是其中一個亮點。希望這種
傳統可以延續到2017年德國漢堡G20峰會。
（作者陳曉晨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國

際研究部負責人；周西蒙為人大重陽研究助理。人
大重陽實習生成書婧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為作者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G20與聯合國」研討會的發言
截選。）

陳曉晨 周西蒙

■杭州全城已經為G20峰會的開幕作好準備。

劉 炳 章

張 學 修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在即，選票爭奪正趨激
烈。每一張選票都表達着市民對社會現狀的
衡量與判斷，更承載着市民對未來前景的期
許與抉擇。選票選出的是新一屆立法會，同
時選出的也是香港的未來。
當前香港發展已經走到十字路口，究竟何

去何從，未來幾年將是關鍵時期，可以說挑
戰與機遇並存：第一，從國際環境看，美國
大選情形晦暗不明，英國脫歐後的歐洲走勢
充滿變數，亞洲局勢日趨複雜，整個世界處
於轉型動盪期，香港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容
易受到衝擊，也因靈活易變面臨新的發展空
間。第二，從國家發展看，內部正通過實施
「十三五」規劃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外部正
通過「一帶一路」及亞投行建設積極擴大國
際影響力。香港在國家經濟中的比重難免會
有下滑，但如能積極參與國家發展，發揮獨
特優勢，將會獲得更多機遇。第三，從香港
自身看，傳統優勢有所削弱，但如能保持自
由營商環境和法制優勢，新興產業發展仍可
後來居上。
挑戰面前，如何抓住機遇，實現新的跨

越，應該成為選舉新一屆立法會重要的衡量
依據。
面對世界波瀾動盪，香港要保持穩定局

勢，立法會應消弭非理性的激進行為，成為
香港社會的穩定器；面對國家改革升級，香
港要順勢而為參與其中，立法會應維護並發
揮「一國兩制」的巨大優勢，成為兩地緊密
關係的連接器；面對自身優勢漸失，香港要
實現更積極的經濟轉型、更廣泛的民生改
善，立法會應杜絕「拉布」流會，凝聚集體
智慧，成為香港發展的助推器。新一屆立法
會的格局若能得以扭轉，則香港的前景值得
期待。這也是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與期許。
9月4日，這些願望與期許應化為每一名選
民的具體行動，投下理性公正的一票、愛國
愛港的一票、抵制「港獨」的一票，為香港
開闢一個繁榮穩定的光明未來。
（本文轉載自2016年 9月《紫荊》雜

誌，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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