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以政治干預法治 追究戴耀廷勢在必行
律政司入稟司法覆核4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反對派不甘坐以待斃，計

劃周六晚舉行集會，抗議政府的司法覆核；「佔中」搞手之一的戴耀廷更號召支

持者以後每周六都去「佔領」政府總部，向特區政府施壓。反對派以政治干預法

治，為了政治利益，不問是非，不惜摧毀香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戴耀廷一再

知法犯法，妖言惑眾，其禍港惡行更罄竹難書。任由反對派、戴耀廷等政客打手

逍遙法外，肆無忌憚煽動衝擊法治、癱瘓管治，卻不用付任何犯罪代價，吃虧倒

霉的只能是香港。追究戴耀廷等政客的新舊債，不容其一次次搞亂香港，這是特

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必須認真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根據基本法、人大釋法以及本港法庭的判決，特區政
府處理立法會宣誓風波擁有充分的法理依據。繼通過司
法覆核取消梁頌恆、游蕙禎的議員資格後，特首、律政
司再向4名未有依法宣誓的議員提出司法覆核，完全是
彰顯法治的必要之舉，是依靠法律撥亂反正，為立法會
宣誓明規範、立規矩，這也是特區政府必須履行的憲制
責任。唯有如此，才能維護立法會的正常秩序，不容立
法會成為主張「港獨」、「自決」等搞事者表演政治
騷、撈取政治利益的舞台，避免香港陷於失控的險境。

包庇護短扭曲事實顛倒是非
4名反對派議員的宣誓不真誠、不莊重，刻意散播反
中亂港的錯誤信息，違憲違法毫無異議，遭到政府的司
法覆核乃咎由自取。但是，一向把尊重法治掛在嘴邊的
反對派，為了包庇護短，竟然扭曲事實、顛倒是非，不
僅對基本法、人大釋法有關宣誓的規定視若無睹，甚至

連他們一向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庭判決也置之不理，
把政府的司法覆核誣衊為「政治打壓」，攻擊特首梁振
英要「摧毀立法會自主」、「用公帑剝奪民選議員資
格」，司法覆核是「政治行為非法律行為」；反對派更
煽動其支持者「不要再忍」，在周六集會「抵制暴政，
阻止梁振英連任」。
反對派對於違法宣誓者的違法事實隻字不提，對於反

對派自己友濫用司法覆核、狙擊施政，從來沒有批判譴
責，如今特區政府運用法律手段平息宣誓風波，反對派
卻大肆扣政治帽子，自製白色恐怖，大打「被迫害」的
悲情牌，不過是想誤導市民，通過街頭抗爭向政府施
壓，這才是赤裸裸的破壞法治，將政治凌駕法治之上。

戴耀廷欲煽動二次「佔中」
至於近年大型街頭抗爭都少不了的「政治師爺」戴耀
廷更不甘寂寞，通過網絡號召反對派信眾，要仿效韓國

反總統朴槿惠的和平集會，他更聲稱︰「人數夠多的
話，必能搶得國際媒體關注，增大政治壓力。」眾所周
知，令香港陷入半癱瘓狀態長達 79天的違法「佔
中」，戴耀廷正是始作俑者。曾幾何時，戴耀廷落力鼓
吹「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為「佔中」披上「和
平」、「民主」的漂亮外衣，把「佔中」美化為爭取普
選的壯舉。結果證明，「佔中」一點也不和平，其性質
根本就是一場違法暴力的「顏色革命」。
儘管「佔中」失敗了，卻催生出羅冠聰、梁天琦、黃
台仰等激進「傘兵」，令違法暴力的文化在香港氾濫，
「港獨」、「自決」思潮氣焰日益
囂張，此次宣誓風波可以說是「佔
中」種下的禍根，戴耀廷難辭其
咎。現在，戴耀廷再鼓吹佔領政府
總部的「和平」集會，企圖吸引國
際媒體關注，暴露其唯恐天下不
亂，欲煽動二次「佔中」，再度對
香港法治、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
嚴重衝擊，甚至想完成「佔中」未
竟之功。

打擊違法亂港絕不姑息
「佔中」失敗至今已兩年有多，
港人對「佔中」的危害記憶猶新、
心有餘悸，絕不希望「佔中」亂局
重來。可惜的是，包括戴耀廷在內
當日有份策動「佔中」的主腦、搞

手，還未承擔罪責，還未被送上法庭，這些人食髓知
味，不斷藉機圖謀再次搞亂香港。
「舊債未清，新債又來。」「佔中」主腦一日未受法
律制裁，只會令有關人等反中亂港更有恃無恐，香港永
無寧日。特區政府、尤其是律政司，應借鏡依法處理宣
誓風波的成功經驗，必須嚴正執法，不姑息任何違法
者，才能打擊違法亂港的囂張氣焰，才能讓市民明辨是
非，認清戴耀廷、反對派知法犯法的真面目，才能凝聚
民意，支持政府依法處置鼓吹煽動違法亂港的搞手，維
護香港法治與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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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齋餅粽」四字，一直是反對派近十年來不
斷抹黑醜化建制派的「神兵利器」。然而在反對
派的「神邏輯」當中，建制派的「蛇齋餅粽」便
是買票，反對派的「蛇齋餅粽」便是服務；同一
個餅，彷彿建制派的便有地溝油，反對派卻變成
用精煉食油。這種行為，無疑就有如「Killer」遊
戲中，盲目將某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為人代入遊
戲。這種以立場決定是非的做法，在遊戲中固然
已叫人無奈；在現實社會中，更加是一種政治上的「人格謀
殺」，無疑只會降低議事水平，無助社會健康發展，可謂完全反
智。無奈的是，這種「神邏輯」絕對不止於「蛇齋餅粽」，更預
計在可見的將來陸續有來。
例如長毛（梁國雄）收受金主捐款未有申報早有前科。反對派

議員當知道律政司請求立法會提供證據，以證明長毛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時，便肆意護短，歪理連篇地指出調查長毛便是「政治打
壓」，要立法會提交證據便是損害議員發言權利；但換轉是「李
寶蘭事件」，即使指控大多純屬臆測，反對派從來也未能清楚指
出所以然來，只要是牽涉特首，反對派態度便180度轉變，認為
在立法會開設專責委員會才能查找真相。
又舉一例，政府近日就部分議員宣誓事宜進行司法覆核，作為一

個行政機關，按照法律程序入稟，維護基本法及擁護「一國兩
制」，實乃應有之義，也是所有人也基本具備的權利。然而反對派
眼中，特區政府卻連司法覆核的基本權利也沒有，只要入稟便被認
為是干預立法會運作及影響司法獨立。君不見過去反對派議員及政
黨不斷就政府的行政及工程，包括港珠澳大橋等進行司法覆核，難
道又是立法干預行政？何以人人可為，政府卻只能無為？
上述邏輯，其實就是只要對反對派無着數的便是白色恐怖，政

治打壓；對反對派有着數的便是尋找真相，合乎公義。如此思
維，又何以服人？可怕的是，上述情況只是冰山一角，更有機會
接踵而來。作為一個負責議政論政的代議士，反對派若未能完整
地將政府或政黨的功過全面綜合評價，一味忽略其所作所為並以
立場論斷是非，讓社會一直只深陷於無休止的政治爭拗之中，又
如何發展下去呢？
無疑，反對派對此絕對責任重大，不過，或許對反對派最為現

實的一句，便是近年不少反對派人士喜好以「圍爐取暖」一詞，
指出其同路人自我感覺良好的弊病，可見這種公我贏字你輸的
「神邏輯」，已惹起市民，甚至是惹自己支持者的討厭，是否要
繼續反智，反對派實宜深思。

日前發展局公佈「香港2030+：跨越
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近日舉行
第一場公眾論壇，目的是介紹政府計劃
在大嶼山填海造地興建公屋解決無殼市
民的住屋難題。可是論壇場上有個所謂
「大嶼山都會關注組」及「守護大嶼聯
盟」十多個成員的質疑和反對。他們質
疑及反對填海建屋的理由是什麼呢？說
出來好笑。他們質疑香港在三四十年之
後是否有大量移民湧現而導致人口由
820萬增加至900萬，指責政府的有關
計劃是製造另一個「大白象」。
政府有關官員說，有關計劃需時，從

初步概念至計劃落成，需要30年至40
年時間，亦即是說由現在香港人口700
多萬，到三四十年後才有900萬，平均
每年只增加二至三萬人，何來有大量移
民湧現？由此可見，那些所謂乜乜物物
「關注組」借人口增加來質疑、反對政府
在大嶼山填海造地興建住屋是如此的荒謬
無理、無知可笑。對此，政府發展局在未
來的一系列諮詢及論壇會上，應準備多些
數據、理據和資料來駁斥那些乜乜物物
「關注組」的搗亂、破壞和誤導。
在此，不妨揭一揭那些所謂「關注

組」的老底。自97香港回歸之後，就始
見「關注組」這個名字，像雨後春筍般
不斷出現，多如牛毛。總之，政府有什
麼政策出籠，在什麼地方進行相關發
展、建設計劃，就有人在那個地方成立
乜乜物物「關注組」。目的和用意顯而

易見，就是千方百計阻撓和反對政府進
行有關計劃工作推展。美其名是「關注
組」，不如乾脆地說是「阻撓組」、
「破壞組」較為貼切。
其實，所謂「關注組」完全沒有什麼

代表性和專業水平，他們的組成也不須
什麼成本和資格，只要由幾個人或十多
人一起合夥就可以宣佈成立。所謂成員
盡是不務正業之遊民，只要有「着
數」，有曝光上鏡出風頭的機會就可以
了。當然，每一個「關注組」的組成及
其負責人都有背景及後台老闆，一切行
動都要聽從後台老闆的指揮，以期達到
某種政治目的為己任，就是阻撓政府有
關計劃發展和順利落實。
最突出的例子如早年政府有計劃在新

界多處臨海地方進行填海發展工程用以
興建住屋，可是都遇到乜乜物物「關注
組」的阻撓和反對，借填海破壞環境及
影響魚蝦蟹棲息為由反對政府填海造地
工程。他們的反對理由相當荒謬，人都
無地方住，還照顧那些魚蝦蟹怕無處棲
身。政府填海造地就是解決住屋用地，
所謂影響魚蝦蟹根本不是理由。為什麼
不擔心和考慮現在還有30多萬輪候公屋
的市民沒有屋住的困境？
由此可見，所謂「關注組」出於搗亂破

壞居多。他們大多拉雜成軍，成員完全沒
有專業知識，更沒有民意代表性。建議政
府不必理會，呼籲無殼居民對他們阻撓政
府填海興建住屋進行大反擊。

楊正剛

期望反對派除掉有色眼鏡
隨着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聯繫合作愈來愈頻
繁，作為香港的公職人員，理應對內地有一
定了解，與內地各界保持良好的關係，才可
能更好地履行職責，服務市民。試想一下，
我國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也是世界上
第二大的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香港作為
國際城市，以及國家的特別行政區，是不可
能與內地斷絕往來的，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如
不能返回內地，亦必然有礙工作。
日前，中央領導表示，將放寬反對派申
領回鄉證的限制，無論如何，這肯定是一
份善意，有助加強反對派與中央之間的溝
通，以及有助反對派議員服務市民，對反
對派有百利而無一害。但教人遺憾的是，
反對派始終放不下為反而反的敵我鬥爭思
維和偏見，對中央的善意冷嘲熱諷。有反

對派人士說，內地比香港更危險，表示不
敢申領回鄉證返內地，這種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的陰謀論態度，未發生任何事便
先批評中央，對中央公道嗎？
反對派肯定聽過「有色眼鏡」的故事，

當你先戴上紅色眼鏡看世界，世界自然是
紅色的；當你戴上黃色眼鏡，世界也自然
是黃色的，只有除掉鏡片的顏色，人們才
可能看到真實的色彩，還原客觀真相。事
實上，中央願意放寬反對派申領回鄉證的
限制，主要原因也是期望反對派能夠多到
內地走走看看，以加深對內地的真確認
識，避免受到旁人道聽途說的誤導。更何
況，中央只是要求反對派尊重「一國兩
制」、擁護基本法、熱愛國家民族，便可
以申領回鄉證，這樣的要求算過分和不合

理嗎？所有立法會議員都
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如
所有議員都真誠遵守其誓
言，又豈會批評中央放寬
申領回鄉證的限制？香港
是實行「一國兩制」的中
國特別行政區，此乃最根
本的政治現實，如本港其
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不
承認這一點基礎共識，必定紛爭不斷，整
體發展利益受損，失去社會和諧，絕非市
民之福。透過放寬申領回鄉證，市民便可
更清楚哪些人擁護「一國兩制」，哪些人
抗拒「一國兩制」；哪些人維護繁榮穩
定，哪些人損害繁榮穩定。無疑，申領回
鄉證與否，也是一面政治照妖鏡。

鄧開榮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意公投失敗恐掀脫歐風暴

又一場政治豪賭失敗了。意大利4日就修
改憲法舉行全民公投，主要涉及政體改革，
包括削弱參議院權力，如減少席位、取消參
議員普選，以及把地方政府一些決策權收歸
中央等。結果修憲被否決，總理倫齊5日宣
佈辭職。
特朗普勝選和英國脫歐公投屬於意料之外
的「黑天鵝」事件，但意大利修憲公投則在
意料之中，因為公投前的民意和公投結果大
體一致。雖然並非「黑天鵝」事件，但意大
利公投失敗還是引發了市場的快速反應。
公投結果出來之後，歐元兌美元匯率短線
跳水大約86點或逾0.8%，最低觸及1.0585。
隨後還會有歐洲股市、債市的變化並延燒至
美國和亞太。和英國脫歐一樣，避險貨幣美
元和黃金會升值，歐元會貶值。
在不景氣的全球市場氛圍下，意大利公投
失敗引發市場寒蟬效應是可理解的。但後市
也是可以預期的，意大利的經濟體量和在歐
洲的影響力，遠不如英國。因而，意大利脫
歐的市場影響也只是暫時的。加之意大利憲
法公投的民調結果和公投結果一致，公投失
敗符合邏輯，市場對公投失敗的風險早已消
化。顯然，意大利公投失敗對全球市場不會
帶來持久的影響。

當心歐洲脫歐勢力聯動

不過，由於意大利有着3,600億歐元的壞
賬。政治動盪會弱化金融系統的改革和自我
修復能力，這可能會成為催化意大利金融危
機的定時炸彈。而且，意大利大選還有相當
長的時間，在缺少國家掌舵人的情況下（意
大利總統只是虛位元首），意大利這個「靴
子國」的未來的確難以預期。
更糟糕的是，意大利經濟深受歐洲主權債

務危機的影響，至今還在危機陰霾中徘徊。
據悉，今年意國經濟增長僅有0.8%，2017
年也只有1%。其人均GDP水平停留在上世
紀末期水平，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8%，僅次
於希臘。其債務佔比GDP高達133%，在歐
元區處於第二位。如果意大利因為政治原
因而市場惡化，意大利有可能會成為新的
危機源。加之 2017年英國要啟動脫歐程
序，支撐歐元和歐盟基石的法國和德國也
迎來選舉年——法國極右翼的勒龐和德國
的佩特里也希望在歐洲複製特朗普的政治
傳奇。意大利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新興政黨
「五星運動」也會伺機而動。多重政治因素
疊加，將會在意大利、歐元區和整個歐盟市
場形成具有強大衝擊力的脫歐風暴。歐洲脫
歐勢力的聯動，會讓歐元區和歐盟四分五
裂。
窺斑見豹，意大利公投失敗，對倫齊不
是好消息，對默克爾和奧朗德也不是。壞

消息帶來的不確定性，對歐洲和全球市場
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難以預期的。意大利公
投，也許拉開了歐美市場生變生亂的潘多
拉魔盒。

構建新秩序防患未然
美歐世界勁吹孤立主義和反全球化風，西

方世界的改革派和建制派紛紛中招落敗。凸
顯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化領航員，這是中國的
機會，但也是嚴峻挑戰。首當其衝，就是要
抵擋住來自美聯儲加息和意大利公投失敗的
市場衝擊，確保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人
民幣從10月份突破「6.7」鐵底，對美元一
路呈現跌跌不休態勢。伴隨着美聯儲加息和
意大利公投失敗的疊加影響，人民幣匯率能
否足夠承壓，值得關注。不同於去年的股
市、匯市雙重紊亂，今年股市企穩，且人民
幣匯率在一籃子貨幣中，只是對美元呈跌，
風險可控。但是未來有可能面對美歐市場更
多的市場壓力——政治不確定性增加，中國
如何獨立支撐全球化市場，還是顯得有些勢
單力薄。
無論是美國和歐洲的「黑天鵝」事件，還

是像意大利公投失敗這樣的大概率事件，中
國都須做好市場預判和後市應對。傳統的大
國秩序靠不住，就要通過構建新秩序來防患
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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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牌「關注組」騎劫民意阻撓發展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何 俊 賢

鄧 開 榮

對中史教育的三點建議

根據教育局統計的數字，高達89%的中學
在初中課程中有開設獨立的中史科；另外只
有約11% 是以不同形式，例如「歷史及文化
科」方式教授中史。但是，社會普遍認為現
今年輕人中史教育不足，導致新一代因不知
歷史而對國家產生誤解甚至抗拒。更嚴重的
是，這使「港獨」思潮在青年人中有了市
場，一些排斥國家民族的行動和謬論，竟然
在青年學生中謬種流傳。針對中史教育存在
的問題，本文提出三方面建議。
第一，增加中史科課時。中史科目前的首
要問題是課時不足，中史科被不少學校以至
家長視作「閒科」，不斷把中史科課時擠
壓。結果，縱使中史科在客觀上已是「必
修」甚至「獨立」成科，但由於課時不足，
授課難以保持質素。在課時不足情況下，教

師難以完整地教授整個課程。因此，雖然高
達89%的中學在初中課程中有開設獨立的中史
科，但由於課時不足，往往形同虛設，所以，
建議施政報告提出增加中史科課時的措施。
第二，實現中史專科專教。不少教授中
史科的老師，僅由其他科的老師兼教，許多
不是主修歷史出身。現時在中、英文科已嚴
格實施「專科專教」。既然重視中史教育已
是社會主流意見，施政報告應在加強師資培
訓，以至教席等問題上作出安排，作為課程
改革的一大方向，盡早實現中史專科專
教。
第三，中史課程修訂應廣泛聽取意見。現
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大綱自1997 年已沿用
至今，早應修訂，以配合社會環境變遷與學
生學習需要。以往初中中史科課程被指枯

燥，與課程過分偏重朝代更
替有關。修訂逾兩年的初中
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課程，
首次納入初中中史科的「香
港發展」，將涵蓋本港在國
家改革開放前後的角色、回
歸後的香港發展、淪陷與日
佔時期等本地史。以往集中
朝代更替與治亂興衰的古代史內容則會濃
縮，我認為這一方向正確。政府將在明年
中，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的具體細節
及推行安排進行第二次諮詢，政府應廣泛聽
取意見，做到透明公開。政府應誠心誠意推
廣中國歷史科，不是「監人去讀」，而是將
學中史的時間定下來、教中史的方式改進，
令學生對這科有興趣。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龍 子 明

■本港市民普遍支持釋法，將「港獨」分子趕出立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