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被視為特首選舉「前哨戰」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

舉，昨日截止提名，當局累計收到1,553份提名表格（宗教界界別分組除外），比上屆增

加1,000份，但由於有4人退選，故實際有1,549人參選。專業界別繼續爭持激烈，其中

衛生服務界有94人角逐30席，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也有92人競爭30席，兩

個界別超過3個人爭一席。反對派在多個界別中「鬼打鬼」，出現多張名單。多個工商界

別、全國政協界別及漁農界別接獲提名數目與名額一樣，加上當然成為選委的立法會議

員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預計有389人自動當選。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一個活動致辭時反問：「港獨」分子已經公然利用宣誓宣揚「港
獨」了，狂妄地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危及國家安全了，中央能夠坐視不管嗎？確實，對
於人大釋法遏「獨」，一些別有用心者指「港獨」在香港不成氣候，根本不需要用釋法遏
「獨」。然而，近期的事態發展正反駁了「港獨」不成氣候的說法，「港獨派」公然與「台
獨」、「藏獨」、「疆獨」、「蒙獨」勾肩搭背，相互勾連，一些「港獨」分子更表示要分
享所謂「建國訴求」云云，反映「港獨」勢力不但日益猖獗，更公然與「四獨」合流，嚴重
危害國家安全，必須予以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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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靜宣佈退出公民黨，並指日後
會以「香港本土」成員身份繼續議會
工作和為市民服務，她又強調，不論
現在還是將來，都一定不會「拉大
隊」帶人離開公民黨云云。毛孟靜當
然不會「拉大隊」離開公民黨，原因
是她在公民黨早已被邊緣化，手下無

兵無將，如何帶兵出走？記得當年她與鄭宇碩的「學
院派」與余若薇、梁家傑等「大狀派」因為黨主席之
爭而互相攻擊，最終「大狀派」代表陳家洛成功擊敗
鄭宇碩出任主席，自此之後毛孟靜在黨內已經沒有地
位、沒有前途。鄭宇碩主力搞他的「民主動力」、毛

孟靜則找來范國威搞什麼「香港本土」，其實早已為
離開公民黨鋪路。
因此，對於毛孟靜的離開，公民黨中人並沒有太大

感覺，只是不齒毛孟靜的為人。原因很簡單。毛孟靜
早已有離巢之心，為什麼要在立法會選舉後才離巢，
而不在立法會選舉前退黨以獨立人士參選？就是為了
爭取公民黨的資源及支持者而已。毛孟靜知道如果在
選前退黨，在強敵環伺的九龍西獨立出選，隨時陰溝
裡翻船，所以在選舉期間不但沒有表示會退黨，相反
更是打正公民黨的招牌，利用公民黨為她抬轎。
現在選舉結束不過2個月，她就急急退黨劃清界

線，並指是「因個人理念與公民黨不同，主要分歧於

本土、拉布及黨的定位方面」云云。然而，這些分歧
並非今日始，但她在選舉前卻不發一聲，選舉後即過
橋抽板，政治人格蕩然無存，食相太過難看。記得當
年湯家驊退出公民黨時，亦同時宣佈辭任立法會議
員。湯家驊解釋，他的議席是以公民黨員身份參選，
若退黨不辭職，是不公義的做法。兩相比較，人格高
低，可見一斑。
毛孟靜退黨以「香港本土」招牌從政，以為有所依
靠，恐怕也是打錯算盤。所謂「本土」招牌已是明日
黃花，「本土派」已經暴露了「港獨」的真面目，毛
孟靜還死抱「本土」招牌，實在是愚不可及。她的
「死黨」范國威正在準備參加新界東補選，但范國威
的「新民主同盟」已分崩離析，「本土」路線又得不
到市民支持，「毛范」聯手想要在政壇佔上一席位，
不過是一廂情願。
公民黨表面上對於毛孟靜的退黨沒有太大反應，但

議席始終是政黨的生命線，公民黨失去一席，自然削
弱了政治影響力及籌碼。而且，毛孟靜的退黨某種程
度也反映了公民黨路線和定位左右不是人，論激進比
不上「港獨派」、激進「本土派」；論理性溫和又擺
脫不了對抗的思維，結果是溫和的人不滿其激進；激
進的人不滿其保守，以為左右逢源，結果兩面不是
人。隨着余若薇、梁家傑等大佬相繼退下火線，公民
黨更缺乏有能力的接班人才，陳淑莊、楊岳橋只懂做
騷，譁眾取寵，胸無實學，也缺乏政治資歷，壓不到
場之餘，更不時被「港獨派」綁架。試問這些第二梯
隊怎可能帶領公民黨繼續走所謂的精英路線呢？
看來，梁家傑等人急急退位，正正是看到公民黨已
經沒有前途，與其投入大量精力在一個沒有前景的政
黨，不如及早抽身「賺錢」更加實際。這次毛孟靜的
退黨正敲響了公民黨的警號，公民黨再不改弦易轍，
泡沫化是其唯一結局。

毛孟靜過橋抽板 公民黨江河日下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港獨」勾結「四獨」危害國家安全

幾年前，當「港獨」勢力開始冒起之時，外界早有聲
音提醒應警惕「港獨」勢力，但一些人卻指「港獨」在
香港沒有市場，只是一個「假議題」。「港獨」得不到
主流民意支持是事實，但如果因此而輕視「港獨」的坐
大和危害，卻明顯是一種誤判。結果一場「佔中」為
「港獨」歪風煽風點火，在所謂「佔領區」開始出現
「港獨」的標語。近年一些「港獨」分子更公然組黨結
社，「香港民族黨」、「本土民主前線」以至「青年新
政」的「港獨」組織一個接一個成立，「港獨」分子更
參與立法會選舉並進入立法機關。如果不是他們玩火自
焚，恐怕香港立法會已經被「港獨」分子登堂入室。這些
事實都說明：「港獨」絕不是假議題，在香港確實存在一
股分離勢力，無時無刻都想將香港從國家分裂出去。

「港獨」分子日益猖獗 不能坐視

然而，香港至今仍然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對於制裁「港獨」分子在法律上存在真空。如果這
次人大不是果斷釋法遏「獨」，而將「港獨」分子的宣
誓問題交由法庭判決，沒有人能預料法庭會如何判決，
屆時若判梁游勝訴，必將衝擊「一國兩制」，造成嚴重
的憲政危機。因此，人大釋法明確宣誓要求，守好宣誓
關，從制度上排除「港獨」分子進入議會，不但具有無
可置疑的法律依據，更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的必要之舉，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周日5萬名市
民集會撐釋法，正是民意的一個反映。
必須指出的是，人大釋法成功阻止「港獨」分子成為

議員，但單靠人大釋法要完全杜絕「港獨」勢力恐怕只
是一廂情願。同時，面對中央重手遏「獨」，近日一班
「港獨」分子竟公開與「四獨」勾結，企圖將「五獨」
聯成一線，互相支援，對此必須加以警惕。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與發言人周浩輝，日前就

前往日本東京，出席流亡海外蒙古族搞的「南蒙古大呼拉
爾台」成立大會。這個大會徹頭徹尾是一個「蒙獨」組
織，陳浩天更揚言，希望早日使「香港獨立」成為事實，
並指香港和南蒙、西藏、新疆的命運共負一軛。
因辱華風波成為眾矢之的的「青年新政」游蕙禎，在

人大釋法當日竟然飛往台灣，留台10小時後於翌日早
上悄悄回港。當天下午兩大激進「台獨」政黨「基進
黨」及「台聯」突然聯合發聲明為梁頌恆、游蕙禎護
航，反對人大釋法，反映「青年新政」企圖拉攏「台
獨」勢力抗衡釋法。這已經是「青政」短時間內第二次
與「台獨」勢力勾結。
今年5月，「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亦前往達
蘭薩拉大昭寺，與達賴喇嘛閉門會面兩小時。
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早前亦召開記者會促請國際

社會支持「港獨」，並指可以與「疆獨」組織「世界維
吾爾大會」合作。

「五獨合流」危害大 須立法遏止

這一連串事件反映「港獨」勢力不
但要在香港社會搞「分裂」，更企圖
勾結其他分離勢力連成一線，「五獨
合流」，嚴重威脅國家的完整和主權
安全。這些「港獨」分子已經觸碰了
「一國兩制」的紅線、觸碰了中央反
分裂的紅線。正如張曉明主任指出：
關係到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和主權安
全，已經超出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
圍內事務的範疇。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
主動釋法，是確有需要，是依法辦事，是天經地義，否
則就是有法不依、縱容叛國，後患無窮。對於「港獨」
勢力並沒有妥協的餘地，必須重手打壓，不容他們有任
何滋長的空間。
今次人大釋法只是解決了立法會層面反「港獨」的問

題，社會上的「港獨」問題如何處置，仍然有待解決。
「港獨」不僅不會因為「釋法」而消退，反而可能呈現
愈演愈烈之勢，這反映本港遏止「港獨」、保障國家安
全的法律存在空白和缺陷，凸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的迫切性。制裁分裂國家行為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
立法遲遲未能啟動，香港一日都沒有遏止「港獨」的有
力武器，國家安全和港人的福祉不可能得到全面的保
障。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認真考慮，不能一拖再拖。

王 國 強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近年不
斷出現宣
揚及推動
「港獨」、
「香港民

族自決」等主張，在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就職宣
誓時，更有個別候任立法會議員利用宣誓的莊
嚴場合，侮辱自己的國家及民族，並宣揚「港
獨」，拒絕接受香港基本法所確立的憲制架
構。
宣誓風波觸發全國人大常委會11月7日對香

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解釋，說明公職人
員宣誓時的要求，以及違反有關要求時的後
果，明確不容許「港獨」分子成為立法會議
員，不允許任何分裂國家的活動在港出現，藉
此保障國家主權及安全，確保「一國兩制」及
香港基本法獲得正確的理解及貫徹落實，讓特
區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正確理解
和執行香港基本法的相關條文，阻止宣揚「港
獨」或「香港民族自決」等分離主義者成為立
法會議員，並將他們排除於建制政權架構。

捍衛國家主權 保障繁榮穩定
所有公職人員必須依法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必須」不言而
喻，這不僅關乎本港政治制度的運作，更涉及國家主權
和安全、「一國兩制」的落實，事關重大，中央有責任
嚴肅處理。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全國人大
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即表示人大不僅有權釋
法，其釋法內容的效力亦與香港基本法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可見人大釋法，理據充分，法理充足，所有愛國愛
港及支持「一國兩制」的港人，都會認同及支持中央依
法遏制及打擊「港獨」勢力，保障國家主權及安全，以
及香港的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的繁榮及穩定，亦保障香港原
有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變，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如果
「一國兩制」被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亦得不到保障，
遑論本港的法治及司法獨立。民建聯期望透過今次釋
法，有助早日平息宣誓風波所引起的紛爭，讓立法會重
回正常運作，讓議員能認真落實為港人做事。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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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專業界激鬥
反對派「鬼打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
組提名期昨日截止，早前已報名參選高等教育界選
舉、由4名重量級經濟學者王于漸、雷鼎鳴、宋恩榮
和廖柏偉組成「香港重建」名單，亦在昨日公佈政
綱。當中包括加強投資高等教育、守護學術自由和堅
守院校自主、重建特區政府、中央與市民的互信以及
重啟政改等。他們期望透過參選高教界席位，凝聚高
教界各方面人才，出謀獻策，促使特首及下屆政府推
行適切政策，達至「香港重建」的目標。
由港大學者王于漸、科大雷鼎鳴、中大宋恩榮和中
大廖柏偉組成「香港重建」，參與競逐選委會高教界
30個議席。
團隊昨日公佈政綱，包括：加強投資高等教育；守
護學術自由、堅守院校自主；重建政府與市民互信、
重建中央與港人互信；修補社會撕裂；振興經濟、改
善民生；重啟政改、以民主漸進方式推動特首普選。

王于漸：選理念相近者做特首
王于漸表示，若他們當選，會要求參選人發表清晰

明確的政綱；衡量及比較各競逐者的政綱和政績，以
選擇符合團隊立場及最合適的候選人；他們亦會與理
念相近的選委商議，建立最大共識，達至「香港重
建」目標。
被問到對特首任大學校監的看法，王于漸表示，特

首任校監是歷史悠久的習慣，認為現時特首任校監沒
有必然性，任何問題都可以討論，但討論目標必然是
對大專院校發展有幫助，包括捍衛院校自主和學術自
由，「每所院校亦可自行討論，作出適合的決定。」
他們的政綱提到，倡議通過理性、民主及漸進方式
達至特首普選，王于漸補充指，人大「8．31」決定並
非將所有可能性「固定」，他們期望可以在「8．31」
決定的框架下，以增加更大的空間，建立中央和香港

市民互信的基礎上，推動特首普選。
由於在「香港重建」4人名單中，只有宋恩榮並非
團結香港基金的顧問或研究團隊成員，王于漸表示，
他們的角色只是「智庫」，做研究工作，不會因為有
關工作而影響投票決定。

4學者政綱多招獻策高教界

激鬥界別

衛生服務界

建築、測量、都
市規劃及園境界

醫學界

高等教育界

工程界

會計界

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文
化小組）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整理：陳庭佳

94人爭30席

92人爭30席

85人爭30席

66人爭30席

64人爭30席

62人爭30席

31人爭15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有學生早前組成政治
團體，參加選舉委員會的高等教育界選舉，並聲言要
開放討論「港獨」問題，又謂香港基本法「亦可以修
改」云云。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九條，香港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能抵
觸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發言人又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制定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實
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即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實施。
香港基本法第一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此香港基本法的任
何修改，均不能抵觸「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
分」這一基本方針，更不容許作為達至「香港獨
立」的手段。

港府駁「獨團」修基本法謬論

選舉事務處昨晚發新聞稿指，連同
昨日接獲的135份提名表格，各

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宗教界界別分組
除外）在提名期內共接獲1,553份提名
表格，除了醫學界一名候選人於上周退
選外，鄉議局一名候選人及新界各區議
會兩名候選人昨日也向選舉主任提交退
選通知書。
至於宗教界，當局指6個指定團體於
提名期內遞交了提名表格，獲提名人士
共400名。

選管會本周兩場簡介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於本周四及周五為
候選人舉辦兩場簡介會，選舉管理委員

會主席馮驊會向候選人講解是次選舉的
安排及在進行競選活動時應注意的重要
事項。
多個專業界別繼續成為戰場，其中衛

生服務界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平均超過3個人爭一席，前者有94
人角逐30席，後者也有92人競爭30
席。而醫學界、高等教育界、工程界、
會計界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文化小組），也有平均逾兩人爭一
席。值得一提的是，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4個小組共60名選委上屆是自
動當選，今屆4個小組都有競爭。

「佔丑」圖全取30席

反對派在多個界別中「鬼打鬼」，尤
以高等教育界較為嚴重。包括「佔中三
丑」戴耀廷及陳健民在內的「高教民主
行動」，派出30人名單，企圖全取30
席，而包括以研究性事見着的何式凝的
「Politics1001：學者抗命」，也派出
12人，加上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張
秀賢的「學界同盟2017」昨日有7人報
名，3張名單共有49人。
至於飲食界、商界（第二）、香港僱

主聯合會、金融界、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進出口界、工業界（第一）、工業
界（第二）、地產及建造界、紡織及製
衣界、漁農界及全國政協界別接獲提名
數目與名額一樣，加上當然成為選委的

70名立法會議員及33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扣除兼任立法會議員的3人），
預計有389人自動當選。

■■右起右起：：廖柏偉廖柏偉、、王于漸王于漸、、雷鼎鳴和宋恩榮雷鼎鳴和宋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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