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制派逆境創佳績 迎接嚴峻挑戰
今屆立法會選舉，建制陣營面對種種不利因素，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取得佳

績，固然值得充分肯定，但建制派面對「反獨遏獨」和反對「拉布」帶來的嚴峻

挑戰，更需要有使命感、責任感和充分的準備。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投票人數高達220萬人，投票率約
58%，均創歷史新高。建制陣營面對反對派操弄棄選，
以及其他種種不利因素，團結奮戰，打破高投票率有利
反對派的所謂「定律」，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取得佳
績，勇奪41議席，仍然穩守立法會多數的優勢。

建制派團結奮戰創造佳績
民建聯、新民黨和經民聯派出的參選隊伍皆全部勝
出，多位新人順利接棒，其中全取12席的民建聯繼續
排名立法會第一大黨。建制派團結奮戰，在香港島、九
龍東及新界西，在反對派總票數遠遠超過自己的逆境
下，繼續成功「以少博多」，分別取得3：3席、3：2
席及5：4席的半數甚至過半數議席，聯同「超級區議
會」及傳統功能界別議席共取得41席。
傳統反對派取得23席，激進本土勢力則取得6席。傳
統反對派除民主黨重返7席、公民黨繼續保持6席之
外，黃毓民、馮檢基、李卓人、何秀蘭、范國威等多位
反對派大佬或頭面人物被淘汰，使反對派其他傳統政黨
碎片化趨向嚴重，加劇走向式微，民協及去年區選中春

風得意的「新民主同盟」在議會內被「滅黨」，工黨、
「人民力量」、街工、社民連、「熱普城」、「香港眾
志」淪為「一人黨」。

下屆立法會格局新增激進本土板塊
激進本土派從傳統反對派政黨「鎅走」大量選票，共
6人當選。下屆立法會的大格局，除了傳統建制派、傳
統反對派陣營外，新增了一個本土、自決甚至鼓吹「港
獨」的激進本土板塊。鼓吹自決的「香港眾志」及聲稱
勇武的「熱血公民」成員晉身議會，主張香港民族自決
的「青年新政」奪得兩席。激進本土派揚言入議會後將
提倡「港獨」，港澳辦則申明「堅決反對在立法會內外
任何形式的『港獨』活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懲處。
建制派逆境創佳績固然值得充分肯定，但迎接下屆立

法會傳統反對派和激進本土派鼓吹在「港獨」和「拉
布」帶來的嚴峻挑戰方面，更需要有使命感、責任感和
充分的準備。

建制派面臨反「港獨」反「拉布」的雙重挑戰

今屆選舉，傳統反對派中頑固的「港獨」勢力遭到崩
盤式失敗，老牌「港獨」巢穴「熱普城」參選的5人，
其中4個老牌「港獨」分子落敗，但當選的「熱血公
民」成員鄭松泰公開聲稱，他進入議會後要全力推動
「全民公投」和「特區制憲」，包括要把現在在全國人
大常委會手中的基本法釋法權「奪回」交給特區終審法
院云云。此外，當選的激進本土派人士也聲稱，「會把
『港獨』議題帶進議會討論」。
此次進入議會的激進本土派，其中羅冠聰任主席的

「香港眾志」，鼓吹透過「公民投票」、「民主自決」
模式來決定香港未來前途；「青年新政」鼓吹「香港民
族，前途自決」；以無黨籍身份當選的本土派社運人士
朱凱迪，也提倡民主自決，聲稱以民主模式帶領香港走
出自己的路。值得注意的是，激進本土勢力有別於「人
民力量」、社民連、街工、工黨等着重連結基層市民的
傳統反對派，激進本土勢力與校園和社區聯繫密切，並
且已經公然在校園傳播「港獨」思想。發起在校園宣揚
「港獨」的學生組織「學生動源」，與激進本土勢力有
千絲萬縷的關係。如何在新一屆立法會「反獨遏獨」，
是建制派面臨的嚴峻挑戰。
今次議會「拉布」「三惡」遭沉重打擊，黃毓民被

選民唾棄，陳偉業為黃浩銘「抬轎」失敗無法傳棒；
「長毛」梁國雄幾乎落選。但「拉布」老手「長毛」
和「慢必」陳志全仍然僥倖當選，加上激進本土派分

子表明一旦進入議會，定將「拉布」
行動升級。如何防止「拉布」老手與
激進本土派狼狽為奸，騎劫立會、製
造混亂、癱瘓施政，亦是建制派面臨
的嚴峻挑戰。

建制派如何迎接嚴峻挑戰
建制派迎接「反獨遏獨」和反對

「拉布」的嚴峻挑戰，首先必須堅決抵制和反對「港
獨」勢力利用立法會平台鼓吹分裂，建制派應力爭出
任新一屆立法會主席，守住不讓「港獨」議案在立法
會堂而皇之辯論的前門。同時建制派議員應與教育當
局及辦學團體合作，防範「港獨」思潮在校園泛濫，
義不容辭引領學生準確認識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清楚明白「港獨」不符合香港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
律地位，衝擊「一國兩制」，遺禍香港，更損害學生
利益。
鑒於「拉布」老手與激進本土派可能狼狽為奸，騎

劫立會、製造混亂、威脅特區政府施政，建制派亦應
力爭出任新一屆立法會主席以及相關的委員會主席，
承擔起及時「剪布」，維護立法會和特區政府正常運
作的責任。同時，建制派議員應團結協作，堅守崗
位，挫敗「拉布」老手與激進本土派花樣翻新的「拉
布」手法。

20162016年年99月月9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A12 文 匯 論 壇■責任編輯：林澤勇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本
土
進
入
議
會
建
制
更
應
團
結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建
制派逆境取勝，且支持人數
上升，仍然保住議會大多數
席位。傳統反對派得票及議
席雙雙大減，取而代之的
是所謂本土派。本土派此次
取得6個議席，10月新一屆
立法會開鑼，香港恐怕將進
入多事之秋。
所謂本土派當選不足3天，立刻宣稱會以各

種花招衝擊議會，包括聲言將佔領主席台、
拉布、以不真誠的方式宣誓成為議員，更揚
言會就選管會「剝奪」主張「港獨」者參選
權一事提出議員議案等。短短數天尚且如
此，可見今後議會政爭之惡劣，議事程序更
難以寸進。
不要忘記，這些本土派立法會「新貴」，

當中不少是非法「佔中」、「旺角暴亂」的
主要帶頭者、參與者，由此可以預料，他們
聲稱會以「無底綫」的手法衝擊議會，不會
是說說而已。去年反對派拉布「拉死」版權
修訂條例、醫委會改革草案等與市民息息相
關的法例，間接令私營骨灰龕安置條例等一
拖再拖，社會發展已受到嚴重連累。如今激
進本土派晉身議會，議會運作會否進一步失
效，社會發展會否更舉步維艱，實在不容樂
觀。
社會日益政治化，政黨的政治光譜越趨狹

窄，傳統反對派直選得票大幅減少，被本土
派分去約4成選票，宣稱「抗爭無底綫」的本
土派成員成為立法會議員，傳統反對派無論
主動還是被動，難免越走越激，以換取生存
空間。未來4年立法會政治生態更激進、更惡
劣，在所難免。
如此推算，香港是否從此走向停滯不前的

惡性循環？永遠被少數激進派騎劫，社會亦
越來越激、永不翻身？其實未必。根據數字
顯示，此次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及溫和中間
派的直選得票較上屆增長各十餘萬票，這20
多萬新增票，意味着越來越多市民開始認識
到，反對派、本土派走激進抗爭路線，對香
港有害無利，破壞力巨大；亦證明建制派過
去在議會內外的工作受到選民肯定。只要建
制力量繼續團結一致，擴大戰果，要維持香
港繁榮穩定，並非不可能的任務。
未來，期望建制派繼續加油，傾盡全力，

守住議會，保住香港。

議員們，請理性議政改變議會風氣！

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束。建制派取得41席，反對
派取得23席，激進本土派也有6人成功當選，結果
令立法會的政治版圖三足鼎立。估計未來4年裡，
立法會政爭加劇難以避免，行政立法關係亦可能更
嚴峻。
在這次選舉中，為數不少的律師成功入局，包括
周浩鼎、容海恩和何君堯等人。專業人士走向政治
舞台，相信市民對他們抱不小期望。
在理想政治環境下，好律師可以成為好的從政
者。能稱之為好律師，必須具備高智商、較強的分
析和宣傳技能，以及有效的溝通能力。有律師被稱
為法律專家，因為他精於某一個特定領域的法律。
除了法律專業知識外，一位好律師還需要清楚掌
握客戶的目標與要求，並以此作為處理案件的出發
點。例如，一位精於商業案件的好律師，便需熟悉
與案件有關的行業情況，才能以委託人的角度出
發，構建其法律論點，評估相關法律行動的後果。
但是，當服務對象由某個人或組織轉為整個社會和
公眾時，即使具有上述好律師所具有的素質，也未

必能保證成為一位好的從政者。因為作為一個立法
會議員、一個從政者，更要有面對公眾的能力，以
及「推銷」自己的能力。
立法會議員對香港社會及市民的影響越來越大。

例如︰立法會議員對衛生保健法案、對關係各項重
大建設的審議是否予以通過，對市民生活和香港發
展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可以說，立法會議員的表現
和決定，關乎每一個市民的利益，作出決定時，更
應以大多數市民的期望和利益為依歸。
我們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們能具備以下3種素

質︰
首先，誠實守信。代議政制中，立法會議員們代
表選民表達意見。立法會議員必須誠實守信，服務
市民。700萬市民雖有不同政見，但是相信沒有任
何人希望立法會終日刀槍相見，令香港一事無成、
一無所獲。一位值得市民信賴的議員，必須為選民
負責，交出成績，而不是整天糾纏拉布、流會，甚
至掀起新的政爭。
其次，健康非常重要。議員工作挑戰性高，費力

耗時，政治人物需有非常高的活
力，才能全心全意專注工作，為民
服務。
最後卻是最重要的，靈活溝通，

達成雙贏。立法會議員應該發揮協調矛盾的作用，
令政府和市民更加互相了解，社會更加和諧，令各
種利益互諒互讓。這需要適當的妥協。退一步海闊
天空，不僅是策略，更是能力。讓一步才能找到共
同點，才能真正為港人謀福祉。
激進本土派和傳統反對派的激進勢力已揚言，未

來會拉布、佔領主席台，拒與中央溝通。立法會議
員言行雖受法律保護，但是，作為香港的民意代
表、社會的楷模，立法會議員們更應珍惜擁有的權
利，香港市民不想看到議員們浪費時間、浪費公共
資源，不想立法會變成拖累香港發展、令市民受害
的政爭戰場。立法會議員們，請用理性優質辯論代
替無休止的拉布和暴力行為，特別是具有法律背景
的立法會議員，更應發揮專長，理性議事論政，為
立法議會帶來新面貌。

今屆立法會選舉，工聯會選派四個團隊參選四個分區直選
以及一個「超級區議會」參選名單，結果是參選四個分區直
選贏了三個。與2012年那屆一樣，只有新界東選區失利。至
於王國興代表工聯會參選「超區」選舉卻「意外」落敗，大
抵非戰之敗，而是協調方面出現一些問題。
若說總結和檢討，個人認為工聯會首先着眼的應是新界東

選區。自2008年工聯會就選派代表參選新界東議席，結果輸
了。2012年，工聯會又選派葉偉明參選該區，結果又是輸
了。四年後，即2016年，工聯會又選派鄧家彪團隊參選該區
議席，最後還是輸了。這跟工聯會選派團隊出選各個分區直
選的結果截然不同。聽工聯會領導層選後總結會議上說，新
界東選區幾次參選失利，主要輸在沒有地區樁腳（即地區區
議員）。這應是關鍵原因之一。
筆者是個勞工階層，也是工聯會會員及工會義工（會務顧

問），對工聯會參選各級議會選舉的選情和得失尤為關切，
甚至有些「肉緊」。事關工聯會不但是全港最大的勞工組
織，更是愛國愛港的中流砥柱，旗幟鮮明，是穩定香港的一
股不可或缺的力量。期盼工聯會在各級議會爭取更多的議
席，在議會發聲發力，作出貢獻。只有爭取更多的議席，透
過議會功能才能彰顯成效，體現工聯會實力。
四年之後的立法會選舉，新界東擁有近200萬市民，包
括為數不少的勞工階層，工聯會應在四年後參選立法會贏
取一個議席，為當區市民和打工一族發聲服務，也為工聯
會在四大選區都有立法會議員補上一個空白。工聯會能否
在新界東選區取得突破，還看工聯會上上下下齊心一致
「發功」。

冀工聯會在新界東選區有新突破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丁 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

選戰結果印證港人反「港獨」厭拉布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議會新形勢尚待分析觀
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多名反對派老將在分區直選
齊齊「墮馬」，證明港人對拉布、「流會」等抗
爭方式感到失望厭倦；而高舉「港獨」旗幟去撈政
治油水的候選人，在選舉中慘淡收場，也足見社會
主流意見向所謂「港獨」思潮摑了一巴掌。
在選戰初期，有主打「港獨」的參選人因違反基本
法而被撤銷參選資格，但仍有僥倖入閘者，以為走灰
色地帶、大打「擦邊球」，即可坐收漁人之利，包攬

相關票源躋身議事堂。惟選舉揭盅，一眾肆意「播
獨」的分離派，得票率遠被拋離，輸得很難看。
事實上，社會各界在考慮到法理情及香港未來發展
方面，都明白「港獨」是不可逾越的界線，對香港前
途百害而無一利。即使多名成功入局的分離派候選
人，也心知肚明「港獨」是「票房毒藥」，在論壇中
紛紛「變臉」，聲稱香港在現階段無條件獨立、自己
只是支持「自決」，甚或以香港市民為「擋箭牌」，
惺惺作態稱「獨立」與否交由大家決定云云。

必須重申，不論是「港獨」、
「台獨」、「藏獨」等危害國家的
主張，從來都是極少數極端分子在
危言聳聽，不成氣候。今次的選舉
結果，再次印證主流民意對「港獨」說不的取態。
筆者深信愛國愛港陣營樂意打開溝通大門，與不同
黨派共謀香港的出路，但我們同時會堅守不容「自
決」或「港獨」主張的底線，期盼新一屆的立法會
議員能夠為議會、為香港帶來新氣象。

陳 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 勇

做足準備依法嚴懲「港獨」滲校

有人組織所謂「本土關注組」在校園內散播「港
獨」的行徑，一直遭廣大師生和家長反對，但一批
「本土關注組」日前發表聲明，要求教育局收回早
前有關學校禁止討論「港獨」的聲明，並訂明清晰
指引，說明學生在校園內應如何討論「港獨」。
「本土關注組」背後的政治連繫千絲萬縷，其煽惑
「港獨」圖謀死心不息，學校和政府有關部門必須
做充分準備，依法嚴懲其可能採取的暴力行徑。
按照現行的公安條例有關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
為，任何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
為，或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或派
發或展示任何載有此等言詞的文稿，意圖激使他人

破壞社會安寧，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2級
罰款及監禁12個月。校外人士在學校附近即公眾地
方派發「港獨」宣傳品，必定會引起校內老師和學
生不安，校方應即時報警請求協助，而警方必須要
以公安條例處理擾亂秩序行為。
「港獨」團體的政治連繫千絲萬縷，大都是與

「熱血公民」和「本土民主前線」有關，參選九龍
東的「熱血公民」頭目黃洋達在網上直認「熱血公
民」是「爛仔」、「好似幫會咁」，還反問「你唔
係家先知吓嘛？」既然他們亦承認自己是幫會，
學校亦應嚴陣以待，視「港獨」團體為黑社會。他
們對暴力毫不諱言，這批人如果知道學校阻止他們

派傳單，他們有機會使用暴力向學校示威，這批人
慣用暴力激進的手法抗衡持反對意見者，有機會危
及學生安全，校方必須要制定好應對措施，防止突
發事件。
每家學校當然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最重要是制訂

一套方針，應對暴力「港獨」團體有機會對學校師
生不利的計劃。學生有可能以為「港獨」分子在校
外派發傳單就是正確合法的事，但實際上學校應向
全體師生表明「港獨」完全違法違憲，沒有空間討
論，沒有空間宣傳，在校外派發傳單儼如電話騙案
的主腦、街頭騙案的罪犯一樣，基本上沒有一點可
信並且犯法。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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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世 榮

知行合一 言行一致

2016香港立法會選舉終於揭曉，投票率創史上新
高，顯示出民眾對社會狀況及香港前景關注度不斷
提升，從政者今後更須以民為本爭取市民信任，切
實了解百姓甘苦憂樂，把握社會動態。「集眾思以
建真言、匯眾智以謀良策」是立法會議員職責，聽
民意才能贏民心，順民者興、逆民者失，此乃歷史
規律，亦符合以人為本之核心價值觀。
相比起香港選舉中各黨派的龍爭虎鬥，世界各地
民主選舉亦都是各出奇謀，選舉前為了爭取選票，
投選民所好無所不用其極；一俟上任，諸多承諾，
兌現者又有幾何？言與行常可謂背道而馳。看最近
美國總統選舉活動，候選人為爭取民意所用策略與
以前有頗大轉變，菲律賓亦出現同樣情況，候選人
善於抓住普羅大眾關切的議題，掌握人心趨向，利
用民眾的不滿和恐懼心態，借媒體造勢，以民粹主
義討好選民，取得一定成效，網絡時代民粹潮流值
得政治家們關注。

不過贏得選票不代表就能高枕無憂，民眾的眼睛是
雪亮的，時刻監察着當選者是否真誠回應市民和社會
的訴求，能否以行動兌現承諾，言行一致。古人早已
說過「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所以只有表裡如一
的政治家方能贏得民眾的長期擁護與愛戴。
當然上述道理亦是知易行難，縱觀海內外，民望

長期高企的政治家並不多見，因為很多當權者認為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選舉前承諾的美好理想，
一遇各方阻力，政治理念便會向現實低頭，以平衡
各方利益。所以我們的社會不缺乏有抱負、有才華
的聰明人，缺少的是意志堅定、貫徹始終的執行
者，執行力往往是成功的關鍵。故此國家領導人習
近平總書記上任以來多次提到王陽明的「知行合
一」，指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強調各級政
府官員在實踐中「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治大國如
此，香港作為特區亦同樣可作借鑑。
古語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意謂：了解道

理不難，難的是付諸行動。
日常生活中我們都體會到很多事「知易行難」，

例如：明知讀書有益卻沉迷電子遊戲；明知十賭九
輸卻深陷賭海不能自拔；明知垃圾食品對健康有害
卻為一飽口福而大快朵頤；明知貪污腐敗勢將身敗
名裂卻無法抑制自己的慾望；明知助人為快樂之本
但總懶得去實行……凡此種種，不啻為知而不行
也。
現實生活中永遠是講容易過做，這世界道德高尚

的人很多，但光講不做也沒有用，只有身體力行才
能真正造福社會，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大家應該
珍視的美德。希望當選議員遵循競選時所作「服務
市民、造福香港」承諾，放低各自政見，依據基本
法「一國兩制」的法規原則，求同存異彼此包容，
加強團結杜絕分化，相信大多數市民追求的是「和
平、安定、繁榮」的社會環境，此乃真正的港人之
福。

方潤華

丁 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