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高票強勢當選意義重大

林鄭當選後首先感謝市民，指會懷着
謙卑的心情，與大家開始新一段同行。
她指明白擔任特首與以往的工作不同，
指以往崗位着重落實解決問題，而做特
首有責任找出問題癥結，並宏觀梳理問
題。她稱，目前香港社會存在頗嚴重的
撕裂和積累很多鬱結，她首要工作是修
補撕裂及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

粉碎反對派爭奪香港管治權的圖謀
與過往幾屆特首選舉不同，今次除了

建制派全力參與，反對派也全面動員支
持他們的代理人，令這場選舉成為兩個
陣營的大對決。最諷刺的是，反對派過
去一直譏笑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遊

戲，而今次不僅全情投入，並且不遺餘
力為曾俊華抬轎，將他吹捧成民望最高
的候選人，「代表大多數港人」云云。
而林鄭月娥則被形容為「撕裂2.0」，誣
衊她「專橫跋扈」，又有從性別攻擊她
「女人陰毒，不能當領袖」，「牝雞司
晨」云云。
在特首選舉投票前夕，一直在幕後發

功的反對派金主兼共主黎智英赤膊上
陣，向反對派下「集結令」和「最後通
牒」，威逼反對派「All In」曾俊華。
隨後反對派「民主300+」決定98%成
員票投曾俊華。公民黨梁家傑毫不掩飾
地表明，支持曾俊華就是為了「對抗西
環」。這充分說明反對派支持曾俊華的

目的，就是要推出一個反對中央、抗拒
「一國」的代理人，就是要利用代理人
搶奪香港管治權。
中央對香港特區實行管治的最主要途

徑和抓手，就是特首。特首既是香港特
區政府之首，也是代表中央管治香港的
特區之首。選出符合「四標準」的林鄭
擔任特首，在粉碎反對派和外國勢力搶
奪香港管治權的同時，也落實了中央對
香港的管治權。

體現建制派和愛國愛港陣營大團結
林鄭正式宣佈參選後，不僅獲得社會

廣泛支持，而且無形中彌合了所謂梁營
和唐營的分歧和隔閡。長和系主席李嘉
誠在選舉前夕以「女媧補天」傳遞支持
林鄭的明確信息，打破了所謂「工商界
支持曾俊華」的妄語，讓曾俊華失去最
後的「救命稻草」。
林鄭的得票基本上沒有「走票」，她

於提名時取得580票，加上建制陣營提

名票未盡出，包括民建聯、工聯會大部
分選委、中企、出版小組等選委合共逾
150票，於最後關頭「歸隊」全投林
鄭。另有一批選委在最後關頭下亦投票
支持林鄭，因此林鄭高票強勢當選。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777是

幸運數字，從整體1194名選委數目，
減去反對派的票數，林鄭拿到很多建制
票，認為是建制派的大團結，支持林鄭
月娥成為下屆特首。的確「7」是幸運
數字，更被稱為「Lucky 7」，林鄭三
個「7」當選，對香港更是好兆頭。

有利新一屆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的大日子，意
義重大。林鄭強勢當選，會為回歸20
周年慶典營造良好氣氛，若屆時國家主
席習近平親臨本港，可讓國際社會聚焦
「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的巨大成功，極
大地鼓舞香港市民的信心，極大地支持林

鄭領導新一屆特區政府
突破香港管治的困局。
林鄭的競選政綱以房

屋、教育及稅務三方面
為重點，提出的具體政
策最符合香港的實際和
市民的期望，最能夠解
決香港市民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在競
選辯論中，林鄭將自己「熟書」的優勢
表現得淋漓盡致，說明林鄭對香港情況
和市民所需了如指掌。
作為香港首位女特首，林鄭一定能發

揮女性的親和力和凝聚力，彌合社會的
隔閡與撕裂，同時按照競選政綱落實承
諾，致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包括梁
營和唐營在內的各界精英一定願意鼎力
相助，組成有新血、有活力、有能力的
管治新班子，在未來複雜紛紜的環境之
下，團結和帶領廣大港人，以努力奮
鬥、永不言敗的獅子山下精神，讓東方
之珠更加璀璨迷人。

林鄭月娥高票當選，有多重重大意義，包括：粉碎了反對派和

外國勢力透過代理人爭奪香港管治權的圖謀，體現了建制派和愛

國愛港陣營的大團結，有利新一屆政府修補社會撕裂，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三新風」新局面「香港營」建香港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林鄭月娥以
777票當選，得票較預期理想。選
戰既已結束，一切都要回復正常。
香港此前虛耗了太多時間和機遇。
如何建構「香港營」，團結凝聚社
會，並以「三新風」去開拓管治新
局面，將是香港能否重回發展正軌

的關鍵。
當前香港政治格局高度二元對立，行政立法關係
緊張，因此林鄭月娥在當選後便點明，上任後的首
要任務是團結社會及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本次林鄭
勝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泛民」一票不給，但
能取得建制的9成選票，成功實現建制陣營的「香
港營」大團結，這是社會邁向團結的第一步，今次
的選舉工程應記上一功。目前要處理的是進一步加
強「香港營」的團結深化，並搞好與「泛民」的關
係和行政立法的合作。
林鄭月娥的競選口號是「同行」，而在當選後亦
即時向「泛民」伸出橄欖枝，稱上任後的首要工作
是修補撕裂，團結大家向前，並會約見立法會各黨
派議員，設立恒常溝通機制，為行政立法關係打好
基礎，並願意就教育、房屋等各項議題坐下來傾
談。有消息稱，她未來會積極研究邀請溫和「民主
派」人士加入管治班子，範圍涉及行政會議、政治

任命官員及法定諮詢架構，都在考慮之列。但需要
注意的是，不應為拉攏而拉攏，立場和底線都必不
可少，在法治方面更不容妥協以作「交換禮物」，
否則可能會引發負面效應。
然而，整個政府與社會的運作，即使有大多數人
的支持還是不足夠的，必須糾正目前的對立否決文
化，才能讓政府順利而有序地運作。坦白說，「泛
民」既然可以在特首選戰中，採取策略性原則，就
再沒有理由不以大局為重，放下意識形態桎梏，改
變泛政治化的抗爭思維和立場，以實際行動回應林
鄭月娥團結香港、修補撕裂的誠意和善意。
對於未來的治港藍圖，她強調會推出「三新
風」，為香港開拓新氣象。所謂「三新風」，分別
是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及理財新哲學，希望能
更有效率地服務市民、帶領香港市民同行向前。根
據其政綱中的具體措施，有關理念將為經濟、教
育、房屋、民生、管治和青年發展六大範疇，帶來
解決爭議問題的新猷，並可緩解市民置業難、買餸
難、車費貴的問題。
本人非常期待林鄭帶領香港走出內耗撕裂，為香

港重新找準位置，並且釐清當下發展所面對的挑戰
和機遇，認清只有背靠內地才是香港優勢，並且需
要與時俱進，適時推出政策新猷，香港的深層次矛
盾才可逐步解決。

近年，香港社會最明顯的撕裂，可以說在法律界
開始。公民黨與其他很多法律界持平的人士持不同
政見，演變為立法會法律界選舉的鬥爭，到公民黨
創黨黨員的分裂，不同法律學者、大律師、律師之
間對人權、公平公義的觀點存在嚴重分歧，無形中
令不成熟的年輕人變得極端。
3名參與旺角暴亂的年輕人暴動罪名成立，各判

囚3年，成為自喜靈洲戒毒所暴亂後相隔17年的首
宗暴動罪成案例。法官指出，暴力就是暴力，不管
被告有什麼原因和理由，都不能凌駕法律，都必須
判處阻嚇性刑罰。
另外，兩名在立法會外串謀縱火的年輕人又分別受

到監禁兩年及入勞教中心的懲罰。法官判決說得很清
楚，無論示威者對施政或議題有何看法，政治理想有
多崇高，都不能用違法及暴力行為宣洩，否則只有一
個後果，就是受到法律制裁，無人可以凌駕法律。
過去幾年，時常出現法官讚賞「佔中」的被告為
「心懷理想，不同於一般犯罪」，「真誠關心社

會」而輕判；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法官亦以被
告「關心社會」而輕判社會服務令。違法、暴力者
更被部分傳媒抬舉為追求民主的「抗爭英雄」。
「佔中」後一系列暴力違法行為，參加者都被形容

為「英雄」，打開了違法暴力的「潘朵拉盒子」，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律師團隊對暴力、違法者
全力支持，除令違法「零成本」外，更肆無忌憚地做
出暴力違法行為。少數年輕人之所以作出魯莽、愚蠢
的行為，正是受到「違法達義」謬論的荼毒，他們以
為爭取所謂的民主和公義就可以成為英雄，卻沒有想
過自己成為炮灰，大好前途毀於一旦。
法官重判參與旺角暴動者後，香港人應該開始醒
覺，為了下一代，不要再凡事政治化，以激進暴力
抗爭代替理性分析。
香港人是時候同心努力，不分黨派，監督政府，
共同維護公平公義亷潔的制度，共同創建健康社
區，共同改善生活環境，包括醫療、教育、居住等
民生議題，讓港人安居樂業，香港才能有希望。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吳惠權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主席

林鄭有三大任務：補撕裂、解鬱結、創新局

林鄭月娥以777票
高票當選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五任行政
長官人選，她在當
選後表示，其首要
工作是「修補撕
裂，解開鬱結」。

林鄭月娥得到大多數選委的支持，
既是對她能力的肯定，也是對她抱
有殷切的期望。目前香港社會對立
撕裂嚴重，林鄭首要工作，是以海
納百川的胸懷，聆聽吸納各界意
見，用人惟才，與民共議，團結社
會；通過有力的施政，解決社會各
種深層次矛盾，紓解市民鬱結；並
且抓緊國家機遇，善用「一國兩
制」優勢，帶領香港開創新局，為
市民帶來希望。只要林鄭做好以上
三大任務，相信必定會得到廣大市
民的支持和擁戴。

林鄭釋善意反對派應積極回應
林鄭月娥取得777張選委票，是歷
來最高票數的特首人選當選人，成
績得來不易。尤其是今屆特首選
舉，林鄭面對曾俊華的挑戰，也遭
到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的攻擊抹
黑。面對各種不利的局面，林鄭沉
着應戰，憑着多年來的政績、憑着
實在的政綱爭取市民及選委的支
持，最終取得777張選委票，一方面
反映林鄭得到大多數選委的支持和
認同，勝出選舉是眾望所歸；另一
方面也顯示出建制派陣營團結一致
支持林鄭，認同林鄭是最有能力帶
領香港開創新局的人選。

必須指出的是，修補社會對立撕
裂是今屆特首選舉的一大主題，
三名候選人都以此作為主要政
綱。然而，要修補社會撕裂，不
是簡單幾句選舉語言就可以解
決，林鄭高票當選反映各界相信
她有能力修補社會撕裂。林鄭在
當選宣言上就指出：其首要工作
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
結大家向前。她並承諾在當選之
後，馬上約晤立法會各黨派的議
員，希望建立恒常的溝通機制，
為行政立法關係打好基礎。林鄭
儘管在選舉期間遭到反對派的無
理攻擊，但她在當選後隨即向包
括反對派在內的各黨派人士伸出
橄欖枝，反映林鄭是有心有力去
修補社會撕裂，團結社會。
事實上，彌合社會分歧與嫌隙，

林鄭當然責無旁貸，香港各方政治
力量亦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中央領
導人多番提到，希望香港「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
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
和諧」。其中，包容共濟、促進和
諧，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推進
民主的社會氛圍和基礎。期望在林
鄭釋出善意之後，反對派人士也應
該善意回應，不應再死抱敵我思
維，攜手解開社會死結，相信這也
是廣大市民的期望。
林鄭提到社會積累了很多鬱結，

反映她對於民情有準確的掌握。不
少市民都積累不少鬱結，這些鬱結
很大程度是來自於民生需求得不到
解決，例如高樓價、上車難的問

題，例如長者缺乏全面保障、青年
缺乏上流的機會、市民對經濟緩慢
增長感到不滿，等等，都令不少市
民存在鬱結，對社會存在怨氣。對
於市民的鬱結，必須對症下藥，從
經濟民生政策上着手。林鄭在這次
選舉中得到大多數選委的支持，一
個主要原因是她的政綱是所有候選
人中最完備、最具前膽性、也最能
解決民生經濟問題的，例如她在政
綱中就房屋、交通政策上都有不少
新猷，她承諾大幅增加教育、社福
的撥款，表示會大力推動香港經濟
增長等施政目標，都得到市民的肯
定。毫無疑問，以林鄭的往績、能
力及政綱，她正是最有能力紓解市
民鬱結的候選人。

以實際的施政回應市民訴求
今年是回歸20周年，香港迎來第

一位女特首，更是別具意義。「一
國兩制」已經實施了20年，但毋庸
諱言，近年香港的發展卻面臨樽
頸，經濟轉型乏力、經濟增長減
緩、產業單一的問題仍未有解決，
社會向上流動能力停頓等，都令人
對香港的前景感到憂慮。林鄭在選
舉期間，多次提到對香港增長的
「不甘心」，認為香港有國家為後
盾，有「一國兩制」的巨大優勢，
經濟增長不可能如此緩慢，她在政
綱上更提出多項措施推動香港經濟
再次騰飛。以林鄭的施政能力、以
林鄭對經濟減慢的「不甘心」，相
信她能帶領香港抓緊國家的機遇，
為香港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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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撕裂 重建希望
高瑩樂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林鄭月娥最終以777票高票
勝選。以得票論，林鄭取得700多票反映她得到建
制派陣營的全力支持，也說明反對派的「造王」及
「流選」圖謀徹底破產。然而，反對派仍不知醜，
在前日投票期間，「民陣」發動支持者在場外示
威，不斷叫囂，其間有集會人士衝出示威區與警方
推撞，企圖干擾投票進行，警方更一度舉起黃旗警
告。必須指出的是，根據選舉條例，阻礙、干預選
舉是相當嚴重的罪行，「民陣」及一班反對派政棍
在票站場外搞事，隨時要承擔刑責。
事實上，在投票日前夕，「民陣」亦發動一場非
法遊行，聲稱要反對「小圈子選舉」，「反對中共
干預特首選舉」，本來估計有7,000人出席，結果
只有400人至500人參與，參與人數零丁落索，示
威變成示弱，已經反映了民心的向背。不過，「民
陣」遊行失敗不代表就可以逃避刑責，「民陣」故
意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而舉辦遊行，已經涉嫌
觸犯非法集結罪，執法部門也應追究。
反對派的遊行示威得不到民意支持，原因很簡

單，廣大市民都期望順利選出新一任特首，帶領香
港再創高峰，而反對派千方百計破壞選舉，罔顧港
人利益，自然得不到市民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反

對派一向自以為搶佔道德高地，但在這場特首選舉
中，其道德光環已經一鋪清袋。一個明顯的例子
是，「民陣」召集人區諾軒，一邊率領一班示威者
在票站場外示威衝擊，但他的黨友卻一邊在票站內
投票支持曾俊華，仍然發着「造王」的美夢。請問
堂堂一個反對派大黨，一班黨內高層熱衷參與他們
口中的「小圈子選舉」，但另一班黨員卻在場外搞
事干擾投票進行，這不是人格分裂是什麼呢？這樣
荒謬的政黨還有何黨格可言呢？
不少反對派政黨同樣在這場特首選舉中患上人格

分裂症，一邊攻擊現時的選舉制度，一邊又要積極
投票「造王」，結果就好像民主黨的區諾軒般，以
為可以兩邊討好，結果卻兩面不是人，被市民唾
棄。不論是特首選舉的「造王」，以及在投票場外
的示威衝擊，目的都是為了破壞選舉，反映反對派
對於特首選舉從來都是不安好心。
經此一役，反對派也將出現嚴重分裂。現在反對
派一眾大佬又走出來高呼反對派要團結、要合作，
不能分裂云云，但激進反對派會就範嗎？這一場特
首選舉對反對派造成極大的打擊，毫無疑問，反對
派是這場特首選舉的最大輸家，難逃被邊緣化的命
運。

反對派一邊示威一邊「造王」人格分裂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謝曉虹 香港青賢智匯創會主席 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贏了特首選舉也要贏回青年信任

特首選舉終於落下
帷幕。這幾年，香港
經歷了「佔中」，還
有之後的三場重要選
舉，包括區議會、立
法會和特首選舉。大
家都在慨嘆這幾年的

香港變得很陌生、很撕裂，大家似
乎都已經感到筋疲力竭，不少市民
均表示希望新特首能夠修補撕裂，
讓社會重回正軌，專注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落實「一國兩制」，帶
領香港再創高峰。

贏回青年信任是重要課題
自「佔中」以來，青年人對政府
產生高度的不滿情緒，部分青年更
鼓吹「港獨」，企圖以暴力方式追
求「獨立」。如何疏導青年的怨
氣，讓青年看得見未來，讓他們重
拾對政府的信任，是一項重要而長
遠的工作。
觀乎林鄭的政綱，可以看出她相
當重視青年，當中既有新思維，也
有新做法，包括：一，特首親自主
持一年一度的「青年發展委員會高
峰會」；二，設立由政務司司長主
持的「青年發展委員會」；三，改
組中央政策組為一個政策及項目統
籌單位，招聘20至30名有志於政策
及項目研究、來自不同專業的青年
人，一方面讓青年人的意見和建議
及早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加入考慮之

列，亦讓青年對公共政策的制定有
更深刻的了解。
林鄭表明願意與青年同行，但要

讓青年對她改觀，還需要花很大力
氣以行動打破成見。我們需要承
認，林鄭與大部分青年的距離仍然
遙遠，要成功connect甚至同行並非
易事。因為自她參選以來，不少媒
體均以「CY2.0」、「欽點」、「民
望低」等標籤她，刻意營造她得不
到廣大民意支持的感覺。在香港，
民意很容易被某些媒體及社交媒體
所操控，並未能真實反映民間的意
願。林鄭最終以777票高票當選，卻
是真實地反映了她得到了大部分選
委的支持和認同，認為她有管治能
力和有擔當。
筆者明白青年的無力感很重，深

感難以改變現時的政治制度，但重
啟政改只會讓社會再一次元氣大
傷。現時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大家
看不見前景，更需要一位實幹、有
魄力的新特首指引方向，去實現大
家渴望的四大願景：小孩開心成
長，青年各展所長，中年安居樂
業，長者安享晚年。
值得思考的是，林鄭的成功，取

決於她當年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
有公平的制度，一步一步經磨練最
終成為特首。但今天身處一個注重
贏在起跑線的香港，在香港土生土
長接受教育，基層出身的青年，會
否還有這樣一個向上流的機會，晉

身政府高層？或者，還有多少有抱
負、有理想的青年，願意加入政
府，加入建設的行列為民服務？那
些身處講究論資排輩的大機構裡的
青年，或是有志創業殺出血路的青
年，他們的出路又是如何？政府的
責任，就是要確保香港的制度還能
讓有志的青年能夠不論出身，公平
競爭，鼓勵青年多元發展，去勇敢
追夢。
今天，我們仍要相信大部分的青

年都是善良的、單純的。世上無難
事，只怕有心人。相信林鄭只要能
放下身段，學習全方位運用社交媒
體，建立同理心，嘗試與不同青年
對話，社會自然會用心觀察。加深
對彼此的了解，需要經歷一個過
程。事實上，如果普通的青年都能
夠有好的發展前景，又怎會把青春
浪費在街頭和永無止境的政治鬥爭
呢？

期待女特首開創管治新風格
香港人一向比較憐香惜玉，尊重

女性，而女性首長的衣着打扮，領
導風格往往備受關注，我期待林太
展現女性特有的魅力，開創管治新
風格。她那份面對抗議示威仍處變
不驚的神態，偶爾幾句發人深省的
金句，擇善固執的精神，實幹拚搏
的作風，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選
舉過後，大家是時候放開彼此心中
矛盾，一起重新出發追尋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