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制派選委為港把關 選出符合「四標準」特首
新一屆選委會選舉結果出爐。今次選委會選舉投票率高達46%，累計投票人數

約有10.7萬人，均創歷屆新高。在激烈競爭之下，建制派守住傳統界別，基本盤

保持不變，取得超過870多席，繼續在選委會中保持較大優勢，反對派則以政治

議題強攻，取得逾320多席。社會各界希望建制派選委能夠團結一致，選出愛國

愛港的行政長官，讓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這不僅是香港市民的重

託，也是中央的重託。建制派選委更應立場一致，從香港根本利益出發，選出顧

全大局、符合「四標準」的行政長官。

此次選委會選舉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重視，這是因為近
年香港受到「佔中」、「港獨」等事件的衝擊，社會高
度政治化，特別是特區政府就個別立法會議員違法宣誓
的司法覆核仍未完結，香港維護法治、遏止「港獨」還
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下屆特首仍需要再接再厲，打擊
「港獨」不能手軟。新一屆選委會須為港未來發展嚴格
把關，確保所選出的特首愛國愛港、具管治能力、港人

接受，同時要具備駕馭複雜形勢的能力，帶領香港走出
困局、向前邁步。因此，今次選委選戰的意義更非同以
往。

梁振英政績有目共睹
香港政治化氛圍加劇，特區政府施政遇到前所未有的
阻力和壓力，尤其上屆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為反而

反」，拉布流會變本加厲，導致眾多發展經濟、惠及民
生的議案議而不決。然而在特首梁振英帶領下，特區政
府迎難而上，積極有為，仍取得了一系列有目共睹的施
政成績。尤其是在房屋問題、扶貧安老、創新科技等領
域表現突出。而在今次立法會宣誓風波中，梁振英及
時、果斷、有效地依法處理問題，提出司法覆核，通過
法律手段，維護了「一國兩制」，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尊
嚴，維護了香港的利益，為特區政府日後繼續反「港
獨」打下良好的法律和民意基礎。
從此次選委的結果可見，未來香港的政治形勢更趨複

雜，新任特首須符合「四標準」，尤其要具備「駕馭複
雜形勢」的能力，這也是中央審時度勢，對香港特首人
選提出符合實際的新要求。新一任特首應堅持以基本法
以及人大釋法為原則，將遏止「港獨」的工作執行下
去，將任何分離勢力從香港清除出去；另外，特首還要
廣泛團結各界，凝聚社會共識，化解內部矛盾，帶領香
港向前。
另外，香港在房屋問題、安老扶貧 、科技創新，以

及幫助年輕人向上流動等方面的工作，
仍然要穩步推進，未來政府遇到的阻力
和挑戰不容低估，新一任特首也需要有
卓越的領導力、協調力。

反對派延續政爭 建制派責任更重
由於特首梁振英宣佈不競逐連任，一
些打着ABC（Anyone But CY）旗號參
選選委會的反對派突然轉換口號，聲稱要「換人換制
度」。這是延續政爭，製造新矛盾，企圖謀取更大政治
利益，對香港沒有任何好處。
當選的建制派選委，應承擔起捍衛香港政制和繁榮穩

定的重任，為香港的整體利益考慮，在即將來臨的特首
選舉中，選出有魄力、有能力、有擔當、敢負責的特
首，這事關國家的核心利益，事關香港前途，事關港人
的安居樂業。
香港的發展不進則退，選委會委員應肩負起香港體制
所賦予的權力和重任，為香港的未來作出明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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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前」和「青年新政」從旺角暴亂、立法會選舉到宣誓辱華，
最後梁、游被褫奪議席，可見所謂「港獨」、「自決」等組織其實已
迅速步向潰敗與消亡。
近日，梁天琦接連接受媒體訪問，自認懦弱，害怕還柙，更明言抗

爭怎會無底線云云。如是打倒「昨日的我」，香港市民清晰可見所謂
「勇武抗爭」始作俑者的真面目，就是如斯的虛偽與醜陋，鼓動青年
人衝擊、動亂，致令不少人犯法，被定罪，甚至坐牢，不少青年人的
前途就這樣斷送了。梁天琦表面上悟以往不諫，但觀其年來行止，本
質就是處心積慮，煽動無知青年，設定虛假的「港獨」命題，製造動
亂，然後欲以「英雄」姿態榮膺立法會議員。試問，有誰能夠剛剛畢
業便拿下一份月薪十萬元的優差，又得人前呼後擁，成萬人「偶像」
呢？與其說他洗心革面，不如說他甫開始已立壞心腸，為一己私利，
伺機行事。而梁、游二人也不過是他的替身而已。
如今，梁天琦自招不是，又說打算赴美升學，說到底，也不過是害

怕2018年的審訊，是故裝模作樣，深切反省，道歉連連，為的是萬一
他日被定罪，也可表示早已悔改，懇求法官輕判。香港青年人應該再
三看清楚，梁天琦由始至終都是一個自私自負、貪生怕死的人，為了
當議員不擇手段，甚至犧牲支持者也在所不惜。
現在，仍有不少莘莘學子，在大學、中學的學生會倡導「自決」，

乃至「港獨」，可見梁天琦等人遺禍甚深。青年人容易被煽惑，入世
未深固然是原因，但關鍵是對國家認識不足。追本溯始，自從中學學
制改革以還，由於由七年中學改為六年，整體課時自然減少，再加上
初中課程，基本上是「校本自主」，不少學校索性把中國歷史、地
理、經濟及公共事務等統整成「綜合人文科」，表面上說要把各學科
內容有機地結合，甚至與高中必修科「通識教育」銜接。但現實就
是，令學生對中國歷史欠缺宏觀的了解，而文憑試中，報考中國歷史
科更呈下降趨勢，遑論培養愛國情懷呢。這種情況，猶如中國語文
科，删除必讀範文後，學生無所依傍，語文水平下降，近年當局才決
定增設範文考核。
更甚者，有些學校設定的「綜合人文科」，不用課本，由個別學校

自擬教材，當中中國歷史的內容有多少？實在令人懷疑。觀乎梁、游
二人就三條不平等條約的歪論，如果不是對中國近代史的無知，就是
故意挑釁，那是無恥。
防微杜漸，要避免青少年被蒙蔽，在初中三年，把中國歷史獨立成

科肯定是第一步。三年初中，應從中國上古史到當代史，至少要讓學
生有粗略的認識，建立他們的歷史視野。當讀到百年屈辱到香港回
歸，怎不動容？至於那些所謂的「港獨」看法，自無立錐之地。

特朗普的「買賣外交」和「推特治國」不可小覷

特朗普日前再就台灣問題發表驚人言
論，他在接受美國福克斯（霍士）電視台
採訪時說，「我了解『一個中國』政策，
但除非我們在貿易等其他事務上與中國達
成交易，否則我們為什麼受制於『一個中
國』政策？」西方媒體迅速解讀認為，特
朗普希望通過美國可能在「一個中國」政
策上變卦來施壓、敲詐，迫使中國做出經
貿上的妥協。
事實證明，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

並稱對方為「台灣總統」，並非一時興
起的「菜鳥」，而是有心把「一個中
國」這一中美關係的基石當成籌碼來叫
賣，套取有利於他執政的短線利益。當
然，中國不會吃他這一套，「一個中國
政策」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而中國也
有相當多牌來捍衛國家利益。相信經過
一輪交手，特朗普會知道他的「買賣外
交」佔不了什麼便宜。
尚未正式上任的特朗普已經顛覆了美國
外交的許多傳統，已開啟了「推特治
國」的熱身模式。年逾古稀的他，完全
克制不住隨時「開炮的嘴」和「鍵盤俠
的手」，繼發推文針對自己和蔡英文通
電話被世界主流媒體批評而大發牢騷
後，還連發兩條針對敏感的人民幣匯

率、關稅和南海問題的推文，炸翻《紐
約時報》、CNN、美聯社、《金融時
報》、BBC、《洛杉磯時報》、Forbes、
《華盛頓郵報》等傳統媒體，招致超過3
萬名美國民眾在請願書上簽名，要求封
掉特朗普的推特賬號，擔憂他上台之前
已搞翻中美關係。
觀特朗普3.4萬條日常推文，其實一直
不乏製造新聞焦點、推銷個人競選口號、
直接攻擊競爭對手、搶佔媒體高地等令人
咋舌的內容。總結一下，他發推文大致有
三個特點：一是更新頻率快，二是文風簡
單粗暴，三是態度放蕩不羈。正是這三個
特點，使特朗普的推特成為了突發事件的
第一播報台，更將他本人一次次推上輿論
的風口浪尖。但筆者認為，推特，不僅是
特朗普反抗傳統媒體、試探中國底線的渠
道，更是其轉移視線、操縱媒體與民眾焦
點的手段。
特朗普對新媒體時代的領悟力超越常

人，他知道不按常理出牌的言行更能吸引
注意，也為其團隊騰出時間去掩蓋一些不
想讓人知道的東西。當他與傳統媒體互批
得熱火朝天時，當反對者們在討論他的推
文寫作水平只有小學生水平時，當政治精
英們在爭論他犯的低級錯誤是故意為之，

還是政治菜鳥所為時，所有的人——除了
特朗普及其團隊，早把該做的事情拋到九
霄雲外了。
譬如，現在距離特朗普當選已近1個
月，卻仍沒有一家媒體想起來要求他公開
稅單，而是全被他忽悠，長時間糾結於新
總統個人形象，或是選票重點等對現狀及
未來不能有多大改變的事情上。特朗普總
是看似出其不意地拋出一個極端話題，例
如近期的台灣、中美關係問題，又十分強
硬地表達自己的態度，引得媒體在緊張之
餘也被他帶着跑。
筆者認為，所有一切，並非特朗普的無

心之作，筆者更相信，其背後有一個龐大
的智囊團隊、數據團隊、社交媒體團隊為
特朗普出計謀，這個團隊強大到讓特朗普
可以四両撥千斤，帶着媒體跑，又令特朗
普贏得更廣泛的支持，為其上台後的執政
做好準備。
面對這樣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政治素人

總統，中國當然需要認真對待，認真處理，
尤其是中美關係的敏感問題，既不能反應過
度，也不能一味忍讓。相信，中國和美國兩
黨長期博弈而建立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的
最大利益，特朗普要偏離軌道，只會被歷史
記下不光彩的一頁。

回歸近20年來，反對派在許多原則性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由始至今，一直採取似是而
非、偷換概念，講一些不講一些的卑劣手法，其主線今天已可清晰見到就是為了「港
獨」。或者說，反對派早就埋下伏筆，在若隱若現潛伏了近20年之後，「港獨」終於明
目張膽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客觀而言，梁游這兩隻「小學雞」，只是不知天高地厚，
又愛出風頭而衝在第一線的馬前卒和炮灰而已。此二人的下台結局，堪稱咎由自取，是大
眾的意料中事。宣揚「港獨」，必究罪責。反對派如今應該清楚明白了。
反對派以「暗獨」、「隱獨」的方式「播獨」，有很多相關的例子。例子一：對於香港

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的大方針，反對派不斷強調和掛在嘴邊的是「兩制」，不尊重甚
至完全不提「一國」，當「一國」冇到！實質上，「一國」在前，「兩制」在後。從法律
角度說，「兩制」是「一國」之下的「兩制」。若無「一國」，何來「兩制」？反對派不
要「一國」，只要「兩制」，究其本質，這不是「港獨」又能是什麼？
例子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一項中央對港的大政策，說明了中央對港人的高

度信任和充分尊重，這也是香港和內地關係的重要準則。回歸以來，連國際上也一致公
認，中央從未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高度自治得到了百分之百充分的發揮。在這方面，反
對派別有用心地將高度自治轉化為「完全自治」，即使在涉及主權等大原則問題上，反對
派也不願給中央發言權，不是蓄意迴避，就是故意抗拒。反對派的「全面自治」或「完全
自治」，拆穿其西洋鏡，實際上就是「港獨」。即使無「港獨」之名，客觀上已有「港
獨」之實。
例子三：「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就像「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一樣，是寫進了基本法

的。（見基本法第一章第五條。）這絕對是中央對香港和港人的善意。一般認為，五十年
（2047年）之後，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也不會有變。證明之一就是，現
時特區政府批出的地契，時限上已經超越2047年。這「五十年不變」，大大增強了港人
的信心，對社會穩定有明顯的利好作用。可惜，反對派圖謀「港獨」之心不改，又將「五
十年不變」狡黠地解讀為「五十年不管」，只要中央對涉及香港的事務有任何意見，就立
即表示反對，堪稱「為反對而反對」，擺明了立意就是對抗中央，其「港獨」意味猶如陽
光下白紙上的蒼蠅，人人都不難看出。反對派自始至終反對釋法，在人大常委會釋法之後
仍繼續反對，這在法律上也是無視中央的憲制權威，十足表現出「五十年不管」和「港
獨」的意識和立場。這裡可以肯定地說一句：反對釋法，就是反對「一國」、反對基本法
和反對中央的憲制權力（此點可參見基本法第八章第一百五十八條）。同時，反對派之反
對釋法，顯然也是「港獨」意識和「港獨」訴求的表現。
回歸近20年來，舉凡強詞奪理只談「兩制」，只要「完全自治」，以至要求中央「五
十年不管」的思維和言行，都是「港獨」一步一步的魔化。梁游「小學雞」的出位出格行
為及其辱華辱國性質，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未來數年，清除「港獨」之流毒，不但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任務，也是立法會和司

法機關責無旁貸的責任。甚至，社會整體都有權和有義務要反對「港獨」。「港獨」是過
街老鼠，必然是人人喊打！淺見以為，清除以至清算「港獨」，包括將重要的「港獨」分
子送上法庭，再由法官送其入獄，是未來行政長官的主要職責之一。換言之，作為特區之
首，必須帶領港人堅定不移地反對「港獨」，並且運用一切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對付任
何形式的「港獨」言行。傳聞在梁游失去立法會議席後，「港獨」分子在境外勢力支持
下，將有新的動作。此事不論真假，政府和市民都要有思想準備。「兵來將擋，水來土
掩」，反對「港獨」，人人有責！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選出帶領香港走出困境的特首

在新一屆選委會選舉前，特首梁振英表
明因為家庭原因，不再爭取連任新一屆特
首。中央政府肯定了梁振英任內取得的治
港成就，接納了他不再連任的請求。梁振
英不再爭取連任的消息在新一屆選委會選
舉前宣佈，很明顯，是希望選民在對選委
會選舉時，可以不考慮梁振英的連任因
素，更希望在新一屆特首選舉中，選出更
有能力凝聚社會共識、帶領香港走出政治
困局的領導人。
梁振英不角逐連任，並沒有影響選委會

選舉的選情。在多名疑似參選人準備落
場情況下，選情反而更為明朗化。約
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前日
舉行，撇除合共461人自動當選、當然
委員及經抽籤產生的宗教界選委，來自
25個界別分組或小組合共 1239名候選
人，角逐733個選委席位，平均約1.7人
爭一席。原本被非建制派視為「挺梁」

「反梁」對決的因素不存在了，選舉失
去焦點，但投票率仍然創下新高。
今屆選委會選舉投票率創歷屆新高，投

票率達 46%，高於上屆的27.6%，超過18
個百分點，10.7萬人投票同破紀錄。選出
的1194名選委，負責明年3月選出下屆特
首。不管有沒有梁振英爭取連任，這屆選
委會選舉爭奪戰是繼立法會選舉後的又一
場激戰。
這些年，香港經歷了「佔領」事件、

政改方案被否決、旺角暴力事件、立法
會拉布，以及「港獨」勢力抬頭，以至
有候任立法會議員在宣誓時播「獨」，
衝擊了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香港社會撕裂，激進勢力越來越激進，

影響了香港的繁榮穩定；昔日充滿活力的
香港經濟，如今徘徊在衰退邊緣，香港第
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GDP)環比下降
0.4%，為2011年以來最大降幅。現時香

港經濟增長較為緩慢，並無新動力帶來增
長，前景不甚樂觀。
有經濟學家認為，香港最糟糕的時刻還

未到來，因經濟的主要領域仍然疲軟。許
多經濟學家還對香港經濟作出了衰退預
期。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經過釋法遏止「港

獨」一役，選委會選舉中選民高調走出來
投票，相信是對香港的未來特首有期待。
期待未來的特首能夠堅守「一國兩制」大
局，立足香港，凝聚人心，重拾香港的繁
榮穩定。
政治化的香港，正在消耗香港的優勢，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東方之珠」，完全
是因為香港的金融及經濟優勢，失去了這
個優勢，「經濟的香港」成為「政治的香
港」，繁榮穩定將遠離香港。相信選民期
待選委會能代表香港人選出一位團結港
人、凝聚力量、推動發展的新特首。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梁振英不連任 「玩誓四丑」謠言自破

特首梁振英繼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要求
取消「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立法會
議員資格之後，再向包括劉小麗、姚松
炎、羅冠聰、梁國雄「玩誓四丑」提出司
法覆核，要求取消他們議員資格，於是反
對派便不斷地散播陰謀論，指梁振英想透
過政治手段去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尋求
連任，當中嗌得最大聲的梁國雄更直指梁
振英想發動「政變」，如今梁振英以家庭
理由宣佈不尋求連任，謠言可謂不攻自
破。
稍有理智的人都會看到，並且知道，人

大常委會之所以就基本法第104條當中的
「依法宣誓」加以解釋，以及特首梁振
英再次「出手」提出司法覆核是有實際
需要的，當中遏制「港獨」蔓延，防止
「港獨」議員進入議會參與制定法律當
然是主要原因，但將宣誓定義加以註釋
和特首執行憲制責任亦是必當做的事，
就算沒有「港獨」議員出現，釋法亦在所
難免。

任何形式的宣誓皆應在莊重的情形下進
行，是眾人皆知的大道理，根本無須要
「畫公仔畫出腸」，於是有關人士在制訂
基本法的時候只以「依法宣誓」簡單概
括，惟我們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卻喜歡鑽
牛角尖，不僅不尊重宣誓儀式，還視之
為散播政見，以及突出自己的大好時
機。他們眼看前兩屆有立法會議員「玩
嘢」依然安然無恙，還可獲得重新宣誓
機會，於是在今屆立法會宣誓時肆無忌
憚地「大玩特玩」。他們目中無特區政
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抵觸基本法，他
們的瘋狂行為，已經達到走火入魔的階
段。對此，人大常委會看見立法會禮崩
樂壞，而立法會秘書處和立法會主席亦
對基本法的原意作出錯誤理解，於是果
斷作出釋法行動。
「玩嘢」議員變本加厲，是迫使人大釋

法的主要原因，就如意大利名勝的比薩斜
塔一樣，它最初傾斜的時候大家都不以為
然，有人甚至認為是「好得意」，但它被

發現還繼續傾斜的時候，大家便意識到，
若不將斜塔加以鞏固，它便有機會倒下，
屆時什麼也沒有了。如今情形亦是一樣，
人大常委會眼看今屆議員「玩嘢」變本加
厲，宣誓已經弄致騎呢古怪，眼看立法會禮
崩樂壞，人大常委會意識到事態嚴重，於是
果斷出手提出釋法，人大果斷出手，對基本
法第104條加以註釋，就如意大利政府對比
薩斜塔加以鞏固以防倒塌一樣，乃「為勢所
迫」，別無他法。
特首梁振英繼而提出司法覆核，代表

着他堅決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執行特首應有之義，以及憲制責
任。這是他盡忠職守的表現，而不是另
有目的。誠如「末代港督」彭定康所
言，所謂「自決」，其實與「港獨」沒
有分別，「玩誓四丑」在宣誓時加入
「自決」元素，而「長毛」更聲言要
「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已嚴重抵觸了
基本法有關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
的有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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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有伏筆 反「獨」人人有責
李幼岐

■張學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