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苑》煽「獨」狂言「武裝革命」
藉所謂「立選特刊」散播極端言論 變本加厲煽分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大學

學生會刊物《學苑》近年多次以「學術討

論」作包裝，大量發文公然鼓吹「港獨」

分裂國家的言論。其最新出版、名為《破

惡聲》的所謂《立法會選舉特刊》中，就

以立法會選舉為名繼續為「港獨」分子背

書，刊登多篇煽動「港獨」的所謂「文

章」及「訪問」，內容散播極端言論，包

括大肆宣揚「武裝革命」、渲染「香港與

中國的對立」，更明目張膽聲言「獨派」

須要加大力度宣傳「港中之不同」云云，

內容離經叛道，根本與立法會選舉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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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稿
■練乙錚在《瑞士模式：雙贏港獨
的納殊平衡》一文中播「獨」，謂
香港獨立後的「國策」可參考瑞士
模式2.0，提示「港獨」之後的雙贏
特性，包括香港成為「主權獨立」
及「無武裝永久中立國」，並同時
成為聯合國一員；「獨立」的香港以
「憲法威力」永久廢除死刑等等。
■梁文韜於《革命港獨勢難避免》
大肆宣揚「武裝革命」，聲言「中
共未來非常有可能會以相當強硬的
方式去對付『港獨』……面對2047
的大限，一眾『港獨』支持者絕對
不會坐以待斃，大家固然不想『港
獨』走上曾經出現的『台獨武裝革
命』一途，但這是很有可能出現的
發展。」

專訪
■《最接近選民的人：專訪青年新
政九龍西選舉義工》及《一路走
來：專訪鍾氏夫婦》的文章選擇性
訪問為「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
恆助選的義工。鍾氏夫婦又一度唱
衰中國，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有很
多中國人偷渡到香港，「如果大陸
好就唔使走咁多人落嚟啦。」
■《乖離、叛道……專訪陳浩天》

一文則提到「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的播「獨」大計，聲言待
「民族黨」影響力更大後，將藉游
說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以威
脅「中國」在港利益云云。

其他文章
■《同一時空下的外國國會》介紹
6個國家及地區的「國會」，包括
瑞士、英國、芬蘭、以色列、台灣
和日本，討論它們的選舉制度、組
成辦法、政府穩定性和議席分佈，
文章稱有關例子僅作「拋磚引
玉」。
■《憲政作為方法─重新思考香港
獨立理論》及《通往未來─獨派的
分離路》旨在無限美化「港獨」。
前者提出數項對當前「港獨」運動
的建議，聲稱希望將「『 港獨』
理念延伸為較為寬容、務實、在保
守的香港政治市場得到歡迎的論
述」。後者則東拉西扯，多次提到
香港要「宣告獨立」，又聲言「獨
派」須要加大力度宣傳「港中之不
同」、「中共之恐怖」、「『一國
兩制』之不可信」云云。

資料來源：《學苑》2016年立法會選舉

特刊《破惡聲》 製表：周子優

《學苑》2016年立選特刊部分內容

《學苑》最新出版的《立法會選舉特刊》，刊載了22篇所
謂的「學術討論」及「訪問」。《學苑》聲言特刊分

為「回顧」、「現在」與「前瞻」三部分，稱是以是次立法會選
舉為軸心，解剖香港政治運動的「前世、今生與未來」。

封面藏「HONG KONG IS NOT CHINA」旗
不過，特刊封面已植入式洗腦，暗藏「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特刊內容亦實為借「學術自由」作「擋
箭牌」，鼓吹「港獨」分裂言行。
在邀稿部分，時事評論員練乙錚率先在《瑞士模式：雙贏港獨
的納殊平衡》一文中播「獨」，謂「香港獨立後的『國策』可參
考瑞士模式2.0」，提示「港獨」之後的「雙贏特性」，包括香港
成為「主權獨立」及「無武裝永久中立國」，並同時成為聯合國
一員等。
「台獨」學者梁文韜亦在《革命港獨勢難避免》大肆宣揚「武

裝革命」，散播極端言論稱「『港獨』走上曾經出現的『台獨武
裝革命』是很有可能出現的發展」。

挺游梁「辱華」言行輕輕帶過
特刊又刊登了4篇所謂的立法會選舉相關「專訪」，卻只選擇性
訪問了「港獨」分子及其支持者，猶如「港獨」的廣告雜誌，其中
兩篇關於選舉義工的訪問文章《最接近選民的人：專訪青年新政九
龍西選舉義工》及《一路走來：專訪鍾氏夫婦》，受訪者全為「青
年新政」義工，分別為因宣「獨」而被禠奪議員資格的游蕙禎及梁
頌恆助選，而內容則為渲染「香港與中國的對立」、「敵視特區政
府及中央」等；而對於游梁二人在立法會宣誓時，以「支那」加入
誓詞的辱華舉動，特刊卻只避重就輕以「後記」帶過。

美化「獨黨」向年輕人洗腦
《乖離、叛道……專訪陳浩天》一文則介紹了被確認參選立法
會提名無效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播「獨」大計，除
了透過「中學政治啟蒙計劃」向學生播「獨」，又聲言，待「民
族黨」影響力更大後，將藉游說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以威
脅「中國」在港利益云云。他更向年輕人洗腦謂，要盡奪政府各
部門及「親共組織」的職位，如警員、法官、情報部門職員，甚
至可以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員等。
該「立法會選舉特刊」並刊載多篇所謂的「學術討論」文章，無

限美化「港獨」。《憲政作為方法─重新思考香港獨立理論》一文
聲言「香港獨立」問題可以超越民族或民主之爭，又提出數項對當
前「港獨」運動的建議，聲稱，希望將「『港獨』理念延伸為較為
寬容、務實、在保守的香港政治市場得到歡迎的論述」。
《通往未來─獨派的分離路》一文則多次提到香港要「宣告獨

立」，要參考其他歷史上國家的「獨立」經驗，更明目張膽聲言
「獨派」須要加大力度宣傳「港中之不同」、「中共之恐怖」、
「『一國兩制』之不可信」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子優）對於《學
苑》在最新出版、名為「破惡聲」的所謂
「立法會選舉特刊」中播「獨」，教育界人
士狠批《學苑》掛羊頭賣狗肉，借「立法會
選舉」之名為「港獨」宣傳。香港教育政策
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日批評，《學苑》作為
港大學生刊物，卻不斷刊登有違社會主流意
見的「港獨」文章，令人憤怒，「到底他們
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張民炳：不能培育出「獨大學生」
張民炳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學苑》

的文章有違社會主流的期望，「學術文章是
要持平的，訪問要有正反意見，而不是單方
面刊登偏激的言論。」
他強調，港大是獲得政府資助最多的大

學，政府絕對不應以此培育出成為「港獨」
分子的大學生，並認為，《學苑》近年的播
「獨」情況一直未有收斂，值得大學管理層
警惕。

黃均瑜：最終只會被大學生摒棄
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亦批評，《學

苑》出版的所謂「立法會選舉特刊」實為
「港獨」打氣的宣傳品，旨在利用不同的招
數播「獨」。若《學苑》繼續以這種「痴人
說夢，譁眾取寵」的方式運作，最終只會被
大學生摒棄，「很多大學生都聰明的，『港
獨』是否行得通，他們心裡有數，尤其是釋
法後就更加清晰，所以這些所謂的宣傳品根
本沒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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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自兩年多
前開始成為「煽『獨』大本營」，一次
又一次濫用所謂「言論自由」，傳播違
法違憲以及暴力極端思想。

在2014年2月，《學苑》發表「香港
民族命運自決」專題，公然煽動「港獨」意識，遭各
界狠批。隨後在同年9月至10月，《學苑》又配合違
法「佔中」行動的時間，先後推出「香港民主獨立」
專題及出版《香港民族論》一書，以學生刊物為包裝
鼓吹「自決」、煽動「港獨」的不軌圖謀，行「反中
亂港」之實 。

其後，《學苑》每隔數月就會重複煽動「港獨」論
調，作「洗腦式」的自我催眠，且更加入愈來愈多的
暴力意識，荼毒社會。例如2015年的1月號就有文章
恐嚇「港人面臨滅族」，更歌頌暴力，指向警方投擲
磚頭、以鐵馬衝擊立法會是「暴亂公民權」。至10月
則出版所謂「雨傘革命特刊」，稱要就「佔中」一周
年作檢視，但內文充滿渲染香港與內地對立的內容，
鼓吹「港獨」、「革命推翻」等分裂言行。

今年，《學苑》繼續「獨上癮」，在3月「香港青
年時代宣言」專題，發表連串煽動「港獨」、扭曲事
實及美化暴力的荒誕言論，又叫囂「港獨建國」，稱
以香港成為「獨立主權國家」作為訴求。而8月號則
散播同歸於盡的極端意識，稱「有效的抗爭，就必須
要抱着與『殖民者』『攬炒』的準備」，又「邀請」
港大生填寫網上問卷以操縱「民意」，稱有31%學生
支持「以武裝革命追求港獨」云云。 ■記者 高鈺

「獨經」密密念 害港不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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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以《立法會選舉特刊》為包裝播「獨」，封面藏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旗幟圖片，意圖植入式洗腦。 《學苑》截圖

■「特刊」所
謂訪問，對象
全為「青年新
政」義工，宣
「獨」撐游梁意
味明顯。
《學苑》截圖

澳洲會計師公會昨日發表報告，在認同
本港簡單低稅制有利營商的同時，建議引
進商品及服務稅，並全面檢討稅制，以適
應社會未來發展的需要。本港稅基狹窄的
問題已被各界關注多年，亦提出不少有益
的建議，但政府一直遲遲沒有展開全面的
檢討，稅制發展停滯不前。從全球情勢來
看，人口老化和貧富分化是共同的挑戰，
要妥善應對，「錢從何來」始終是不可迴
避的難題。建議政府及早對稅制問題進行
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適度加稅和實施累進
稅率，改善本港財政並可以有更多資源投
放在安老、教育和支援弱勢社群等緊迫的
社會問題，從而營造出穩定和諧的社會氛
圍，創造更加良好的營商環境。

香港已超過 40 年未作全面稅制檢討，
經濟社會狀況早已發生巨大變化，是時候
開展全面稅制檢討，研究如何改善稅制。
首先，要研究改善政府財政結構。香港稅
基狹窄，只有40%的工作人口需要繳納薪
俸稅，而 5%的繳稅人繳納了 60%的薪俸
稅；公司所得稅方面，無論賺多賺少，都
是劃一的稅率。相對狹窄和不穩定的稅
基，未來終會面對結構性赤字。其次是要
研究提高收入再分配的能力。政府有心在
扶貧、醫療、教育、安老等福利範疇投放
更多資源，但囿於稅基狹窄，只能在保持
財政可持續性和增加福利的兩難中，窘迫
地作出平衡選擇，以致全民退保、自願醫
保計劃等爭議始終難以妥善解決。這些問

題在在需要改善稅制來增加政府收入，擴
闊再分配方面可作為的空間。第三是研究
通過稅制促進創新科技行業的發展。在本
次調查中，有8成受訪者都表示，希望政
府能引進措施，鼓勵發展金融科技等產
業。同時亦希望在引進商品及服務稅的同
時，考慮實施特別稅務寬減措施，以吸引
更多企業以香港作地區總部。

毫無疑問，香港以稅制簡單、低稅率吸引
四面八方的資金和投資者在香港創業創富。
但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的成功，還在於社會
環境和諧穩定，商家可以在這裡安心做生
意。香港作為一個富庶文明的社會，分配
應該更趨向公平，對弱勢群體應有更多的
照顧。從環球營商環境的角度說，稅率並
非最重要的競爭因素，穩定的社會環境是
營商環境所必不可少的支柱。如果因為貧
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對
營商環境的傷害，恐怕只會更大。

如何通過稅制改革應對長遠經濟社會挑
戰，社會各界早有很多討論。事實上，本
港商界、尤其是大商家並不排斥適當加
稅，長和主席李嘉誠在年中甚至主動建言
將利得稅增加1到2個百分點，讓更多的
基層市民受益。政府是時候帶領各界深入
討論、凝聚共識，包括研究制定累進稅
率，以免劃一加稅增加小企業的負擔，讓
有能力的大企業相應多繳一些稅，承擔更
多的社會責任，相信是各界樂見的。

（相關新聞刊A6版）

拓稅基健財政 紓矛盾促發展
高等法院昨天宣佈政府就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事宜

的司法覆核勝訴，裁定梁游二人宣誓無效，議員資格
也相應被取消。這是法庭依據基本法和香港有關法
律，結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釋
法而作出的公正裁決，不僅維護了「一國兩制」原則
以及香港的法治精神，也彰顯了法庭和法官的正義形
象。法庭對梁、游在立法會宣誓儀式上播「獨」辱華
行為的依法判決，是順應香港主流民意、彰顯社會公
義的正義之舉；是對故意衝擊「一國兩制」，違反基
本法和香港法律的「港獨」分子的重大打擊，對整個
香港社會明辨是非、正本清源，也有着積極的導向作
用。廣大市民在歡迎這個裁決的同時，也期待法庭繼
續依法處理同類司法覆核案件，讓那些利用宣誓鼓吹
「港獨」、撈取政治私利的反對派議員，得到應有的
懲處。

負責審理梁游宣誓事宜司法覆核的高等法院法官
區慶祥昨天頒佈判詞，指出 「誓言必須莊重及真誠
地作出，那是宣誓人表達他會憑良知忠誠、從實
地履行有關行為的一種見證形式。一項效忠或表達
忠誠的誓言，代表宣誓人向特定政權及政府承諾及
保證作出真誠效忠，並支持其憲法。」但梁頌恆和
游蕙禎兩人行為客觀及清楚地顯示，他們不論在形
式或內容上，都不願依照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
《宣誓及聲明條例》宣誓。這一點連他們自己也供
認不諱。因此，裁定其宣誓無效。法官還推翻了立
法會主席早前准許兩人再次宣誓的決定，及頒下禁
制令，禁止立法會主席為兩人監誓，梁游二人的議
員資格亦相應被取消。

同時，法官也駁斥了梁、游兩人提出的所謂理據，
指出「終審法院亦已清楚確認該等原則(指『一國兩

制』原則)，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基石，以及奠定建基於基本法的香港憲制模式」
「基本法作為『小憲法』，其地位是高於立法會的規
則」。綜合多方面的因素，法庭因此裁定政府的司法
覆核勝訴，梁頌恆和游蕙禎二人將被視為在 2016 年
10月12日離任，成為香港回歸以來首次因故意不按
法定程序進行宣誓而被依法取消議員資格的案例。

事實上，梁頌恆、游蕙禎公然在10月12日立法會
宣誓上辱華播「獨」、衝擊「一國兩制」，不僅激起
包括香港廣大市民在內全世界華人的強烈憤慨，而且
嚴重違反了憲法、基本法以及香港的相關法律。兩人
被依法取消議員資格，是法律對他們違反憲法和基本
法以及香港相關法律的嚴厲懲處，也是他們咎由自
取。

更為重要的是，香港法庭所作出的公正裁決和相關
判詞，從司法層面上訂下如何具體維護「一國兩制」
原則的規矩，這就是無論在何種場合，都不能公然衝
擊和挑戰「一國兩制」。法庭的判詞強調，「『一國
兩制』是香港的基石，是不容挑戰的法律原則，基本
法更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在香港的法律架構中居於
最高地位，高於其他的法律法規。」這些判詞集中體
現了香港法治精神的核心，說明了香港作為一個法治
之區，絕對不能容許「港獨」的違法言行橫行無忌。
高院裁決依法取消公然播「獨」的梁游議員資格，對
香港社會，尤其是學校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梁游
二人以身試法，更是一個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它明確
地告誡香港社會：「一國兩制」是香港賴以生存和發
展的基石，在香港宣揚「港獨」是違法行為，任何人
都不可在香港鼓動「港獨」，更不可在學校播「獨」
毒害莘莘學子，否則，最終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庭裁決彰顯法治 維護「一國」遏止「港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