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修訂議事規則就是維護港人福祉

近年來，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地拉
布。回顧立法會近年運作，反對派拉布
手法愈演愈烈，由示威叫口號、重複提
出中止待續、提出大量規程問題、點算
法定人數等等，到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新
聞界離席，不擇手段癱瘓議會運作；拉
布範圍亦愈來愈廣，由最初的政治議題
拉布，擴至社會民生經濟議題，無所不
包，無視民意、無視社會利益；反對派

拉布的戰線也愈來愈長，由立法會大
會，到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財務委員
會、工務小組等，全面衝擊議會的正常
運作。

拉布氾濫嚴重損害港人福祉
反對派無視主流民意肆意拉布。最近

的例子就有「一地兩檢」議案。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的開通，關乎香港未來發

展，獲主流民意壓倒性支持，反對派硬
是將議題政治化，意圖拉倒議案。「一
地兩檢」議案雖然最終「幸運地」討論
通過，但實際上所花的26小時會議時
間，用於辯論的時間僅8.5小時，官員
發言和表決時間合共2小時，其餘15.5
小時都浪費在反對派拉布之上。
據統計，在上屆立法會4年會期內，

反對派總計點人數已近1500次，導致
立法會流會18次，合共浪費至少450小
時會議時間及27億元公帑，更有不少
經濟民生撥款因拉布而遲遲未能落實，
包括私營骨灰龕條例、醫委會改革、消
防條例等。須知道，立法會職責是監察
政府而不是癱瘓政府，議員的責任是開
會而不是製造流會。反對派拉布已走火
入魔，罔顧社會利益，嚴重損害港人福
祉，必須予以制止。

主流民意支持結束立法會亂象
立法會現在沿用的是港英時期的議事

規則，許多條文嚴重落後於形勢發展，
存在不少漏洞。反對派濫用程序，不斷

提出中止或休會待續議案拉布，主席無
法完全禁止，即使議案最後被否決亦已
浪費大量時間辯論。立法會必須撥亂反
正，正本清源，因應拉布氾濫的情勢修
改議事規則，堵塞漏洞，有效保障立法
會正常運作。需指出的是，現時提出的
修改議事規則議案，已平衡監察政府及
保障議會正常運作的需要，只防止議員
濫用規程，而無損立法會的監察權。
立法會拉布氾濫成災，拉布惡果社會

有目共睹，廣大市民已是忍無可忍。一
些市民更因討厭拉布而拒看立法會新
聞。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最近進行的民
調顯示，五成市民反對拉布，近半受訪
者更支持修改議事規則剪布。結果清晰
可見，反對派近年的持續拉布，已引起
社會普遍反感。針對反對派議員阻撓修
改議事規則，不少市民連日來積極發
聲，舉辦多項民間行動聲討拉布行為，
向立法會發出要求剪布的呼聲，獲得廣
泛的迴響。民眾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主
流民意亟欲結束立法會亂象，渴望議會
重回正軌。

事實上，建制派議員
為遏止拉布已盡心盡力。
除議員們盡量出席會議、
編更表確保會議有足夠人
數外，立法會主席、各
小組主席亦已果斷利用
如合併議案、限制發言
等方法剪布，防止議會運作癱瘓，努力
值得肯定。

立法會重返正軌有利社會發展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

開局良好，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在教育、青年、住房、扶貧等多個領域
推出新政策、新措施，帶來了新氣象，
顯示了主流民意希望聚焦發展。過去幾
年，拉布已嚴重拖慢了香港社會的發展步
伐，導致不少有利民生經濟的議案遲遲未
能落實。社會期望立法會能夠重回正
軌，盡快修改議事規則，回復正常運
作，謀求發展，共同把握「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的難得機遇，坐上國家發
展的高速列車，攜手共創更好將來。

立法會拉布氾濫，對社會民生造成的傷害，對香港錯失發展機

遇造成的損失，無法計算，廣大市民已經忍無可忍，民間聲討拉

布惡行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社會各界厭惡拉布，支持修例遏止

拉布，可以說是民意如山。市民為何如此反感反對派濫用拉布，

就是因為拉布氾濫嚴重拖累香港發展，直接損害市民利益。支持

修訂議事規則，就是維護港人福祉。建制派議員為遏止拉布已盡

心盡力，值得肯定。立法會審議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進入關鍵階

段，各界期待立法會盡快完成修改議事規則，回復正常運作，謀

求發展，共同把握「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難得機遇，坐

上國家發展的高速列車，攜手共創更好將來。

齊集氣 必剪布

反對派近年的拉
布行動變本加厲，
最近多用的招數是
點算法定人數、引
發流會、提出中止
待續動議、不斷提
出規程問題、擾亂

議事廳秩序及引發肢體碰撞，更甚
者是可以繼續動議驅趕新聞界離開
議事廳。
筆者作為九龍西區各界聯盟召集

人，在剛過去的星期日，舉辦了
建制派「反拉布·支持修改議事規
則」聯合行動，開設逾百個街
站，向市民解釋建制派分秒必爭
修改議事規則的原因，以爭取更
多市民支持。當日各黨派及團體
代表在啟動大會上，團結一致剪

布，寓意我們在這場拉布攻防
戰，是有無比的決心，無比的鬥
志，必須要打好這場仗、要打贏
這場仗，我們一定要贏，一定要
成功剪布。
立法會這數天將會持續開會，逐

一審議議事規則的修訂，我們也預
計反對派一定會無所不用其極，繼
續透過各種手段拖延。筆者在此想
反駁他們其中兩大謬誤。
其一，反對派說他們有6名議員

被DQ，建制派不應在這時提出修
改議事規則，限制拉布。筆者必須
指出，建制派希望修改議事規則，
不是今日才開始，現在是機會難
逢，更需要當機立斷，成功做好這
件事，以不負市民的期望。
其二，今日修改議事規則，明日

是23條立法？這顯然是反對派一貫
轉移視線、偷換概念的伎倆，這是
兩碼子的事情。我們支持23條本地
立法，這是憲制責任，希望在合適
的條件及氛圍下完成立法。拉布的
禍害，令許多有利民生經濟發展的
法案、工程撥款受延誤、被拖垮；
一年的工程撥款，因拉布也須額外
增加28億元，這都是市民的血汗
錢。醫委會條例、私營骨灰龕等條
例被拖死，大家記憶猶新。中九龍
幹線撥款審批又被拉布，最後九龍
西市民要多等兩年，才可解塞車之
苦。
筆者落區，市民經常問無底線

的拉布何時才會停。眼前鐵一般
的事實，是市民忍夠了！拉布要
停！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鄭泳舜 民建聯副秘書長 深水埗區議員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小學校長

從故事中認識國旗國歌的意義

香港的校園，到底怎麽了！唱國歌、升國旗，在校
園內本來就是天經地義，正常不過的日常活動。現
在，居然被一些不懷好意的人，渲染為「白色恐
怖」——這，才是香港最真切的恐怖！
筆者任職的小學，向來有重視愛國教育的傳統，校
內升旗隊的訓練和運作也是行之有素，一絲不苟。不
久前，升旗隊同學精神抖擻持旗步操的相片，還登上
了某雜誌的全版封面。對此，我們也沒有大事宣揚，
覺得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日常校務，理當如此。
誰知，早前驚聞某間友校升國旗活動的相片，被某
些於校園傳播「港獨」思潮的所謂「本土關注組」，
製作成「白色恐怖」在校園無孔不入的傳單。友校的
開放活動日，亦被「播獨」分子強行進入，數人更持
數個「大聲公」，在校內輪番高喊「老師打壓學生無
恥」——這樣的言行居然發生在校園之中，實在令人
無法接受，香港的校園，到底怎麽了！
有傳媒朋友來問筆者的看法。身為教育工作者，一
方面，我會勸誡學生不要以身試法，不要被別有用心
者利用，那會毀掉他們的錦繡前程；另一方面，我會
身體力行，加強教導，多和學生們談談有關國旗、國
歌的故事——因為，我相信有些學生根本就不知道，
國旗意味着什麼。
半個月前，印尼旅遊勝地峇里島，由於火山復燃噴
發，導致數萬名遊客停滯當地，有家難歸。中國外交
部啟動緊急應變預案，星夜調動東方、南方航空公司

多架客機馳援，將包括香港和台灣同胞在內的中國旅
客撤回國內。旅客們在下飛機的時候，無不喜上眉
梢，手裡搖晃着一面鮮艷的國旗。
2015年3月起，中東國家也門陷入內戰，中國政府
派戰艦到當地撤僑。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國度，撤僑的
碼頭卻是出奇地安寧。有一位小女孩，一手拿着水
瓶，一手牽着女兵，神態從容得就像是去春遊，很淡
定地走向來自祖國的護衛艦。在她的背包上，也插着
一面鮮艷的國旗。
2011年，北非國家利比亞大亂，中國於當地有數萬

工作人員，急須撤離。由於他們的工作地點分散，部
分臨近機場的，就以包機形式撤僑；其餘的就經由海
路，乘搭大型遊輪到鄰近的友好國家避難——主要是
去了希臘，當年中國動用了在該國的所有外交資源，
予以配合。當這些遊輪快要靠岸，當地的中國外交人
員和華僑代表，舉着國旗去迎接這些「難民」時，船
上響起了一浪一浪的真情呼叫：「祖國萬歲！祖國萬
歲！」
最後，筆者就用當時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秦剛在
記者會上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由於事發
突然，局勢混亂，很多中國工人忘記帶護照，或者旅
行證件找不着了。那麼，怎麼辨別他們是中國公民
呢？我們外交人員發明了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讓每
個人現場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場的工人都放聲
歌唱。所以，那個場面是非常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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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角度看23條立法

香港回歸
祖國 20 年
了，有一件

事一直沒有做，一直有爭議，那就
是基本法23條立法。
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自行立法禁止」若干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如叛國、分裂國家、煽
動叛亂、顛覆、竊取國家機密等。
這條法規對香港來說比較敏感，因
為在回歸以前，香港市民比較缺乏
國家概念。回歸後，香港雖然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之下實
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但香港市民
仍然要熱愛祖國，尊重自己的國
家。
即使回歸20年了，大多香港人

適應「兩制」下與內地不同的生活
環境，但對23條規定需要履行的
「一國」職責卻不那麼關心。23條
立法是一項必須由特區政府履行的
憲制責任，特區要以本地立法的形
式實施23條。我本來也沒有意識
到，如果香港不就23條自行立法，
會有什麼後果。
最近有機會採訪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梁美芬也是研究基本法的學
者，她很早已向特區政府提出進行

23條立法的問題。1999年，有人
燒國旗，梁美芬向特區政府提出要
立法，否則中央政府的相關法律會
以基本法附件形式而適用香港。事
實上，近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國歌
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
府將要以本地立法方式在香港落實
國歌法。
梁美芬表示，「香港如果不自行

通過23條立法，那麼國家安全法，
還有與刑法相關的國家安全、洩露
國家機密等法律，都要列在附件
三，直接適用於香港，香港反而沒
有空間去制定法律了。」也就是
說，香港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法
律規定是被動立法。
值得留意的是，23條沒有直接禁

止叛國等行為的具體內容，也沒有
對這些行為下明確的定義，只授權
特區—─實際上是特區的立法機關
對這些行為作出法律界定。這是
「一國兩制」下，香港高度自治的
體現，保證內地的法律法規不會直
接在香港實施，可以保證香港維持
自身特有的社會、經濟和法律制
度。
梁美芬告訴我，全國人大常委會

可以直接通過相關法律作為附件

三，23條不進行本地立法，中央可
採取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的行動，香
港同樣要被動執行。
十九大已經明確提出，「嚴格依

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必須把
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
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23條立法
關乎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不會在
「一國」之外，不會在中央的全面
管治權之外。
由此來看，香港落實基本法23

條立法，一是回歸後，基本法賦予
香港的憲制責任；二是國家安全同
樣關係到香港的安全，如「港獨」
反中亂港，沒有法治制約，香港同
樣遭殃；三是，國家安全要得到保
障，基本法23條遲早要立法，香港
不落實，全國人大也可以幫手，香
港不如自行解決更為主動。
香港是幸運的，中央授權香港

自行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法
規，自行界定危及國家安全的定
義以及違法的處罰。基本法23條
的立法規定，對香港來說是很寬
鬆的。從香港角度看23條立法，
體現了「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
的優越性。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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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國恥 銘記歷史

昨天(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國
家公祭日，在第四個公祭日的清
晨，江蘇省南京市的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了隆重
的公祭儀式，為30萬大屠殺中的死
難者致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習近平出席了國家公祭儀式，
習主席的領襟繫上一枚白菊花，以
悼念死難者，公祭儀式現場敲響了
和平大鐘、放飛了象徵和平的白
鴿，亦有安排向死難者敬獻花
圈，在場人士均莊嚴地肅立進行
默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

日寇借口尋找失蹤的士兵而強行攻
佔苑平縣城，發起了全面的侵華戰
爭，同年12月13日，侵華日寇攻

破並血洗南京，在城內姦淫擄掠，
對30萬手無寸鐵平民進行殺戮，這
場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被稱為南京
大屠殺，其間，日寇對我國遇難民
眾使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進行
人體活體實驗，南京市內婦孺民眾
遭行刑、活埋，並作為槍靶、刀靶
和刺靶，血染河山，無數婦女和女
童被蹂躪至死、或被囚禁充當慰安
婦，時至80年後的今天，日本仍未
有承認這場反人類的罪行或作出道
歉和賠償。
80年前的血腥屠城，歷歷在目，每
一名中國人和海外僑胞心中也會銘記
這段血淚史，緬懷先烈。對這場驚
世屠殺更是不敢忘，更不能忘。遺
憾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蠢蠢欲

動，仍對周邊國家領土和領海虎視
眈眈和進行軍事威脅；日本歷屆及
現屆政府閣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
靖國神社；此外，日本的右翼團體
要求修改該國教科書，美化及拒絕
承認侵華戰爭，等同在二戰死難者
和受害者的傷口上灑鹽，傷害我國
人民感情，無助修補兩國關係。
日本從政者和該國民間組織須尊

重歷史，深切反思二戰犯下的滔天
戰爭罪行，並承諾不會重犯。南京
大屠殺這段血淚史是中華民族的集
體慘痛回憶，在悼念緬懷的同時，
更要居安思危，全國團結上下一
心，粉碎日本對復辟軍國主義的歹
念和野心。各國更要以史為鑑，珍
惜和平。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歲末正反兩面深入看「一帶一路」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四年多
來，「一帶一路」建設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
變為現實。香港人也越來越認識「一帶一路」並積極
投身此中，不過也要坦承我們的認識和投入還是有不
足。在一年一度的歲末總結中，我們可以從正反兩個
方面去加深認識。
外交部長王毅近日在北京的中國外交研討會上透
露，今年5月，習主席在北京主持首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世界各國熱情高漲，紛紛要求與
會，出現一席難求的盛況。最後，有29位外國國家元
首和首腦齊聚北京，130多個國家的高級代表和70多
個國際組織的負責人踴躍參會，成為中國首倡主辦、
層級最高、規模最大的多邊外交活動，也使世界各國
合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形成全球性的共識。大會
達成5大類、76大項、270多項合作成果，推動一系列
重大合作項目落地。
4年多來，中國已經同80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一帶
一路」合作協定，同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產能合
作，在沿線24個國家推進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
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創造
了近20萬個就業崗位。許多國家元首和經濟專家高度
評價，「一帶一路」已成為當今世界最受歡迎的國際
公共產品。

美國以對立態度看中國發展
另一方面，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政治顧問的班農卻
有特殊的見解。如所周知，班農是對特朗普有重要影
響力的「大腦」，有指其與基辛格等美國的戰略家一
樣習慣從全球戰略着眼思考問題。近期，他有一個演
講，重點是對中共十九大報告的解讀，其中也談及
「一帶一路」。
對未來的中美關係，班農說出了「五個擔憂」：第
一個是中國製造2025計劃。若實現，中國將在晶片製
造，人工智能等方面領先，「將使中國在21世紀裡統
治全球的製造業」。第二個就是「一帶一路」。第三
是5G網絡與科技領先。第四是金融新技術造成的世界
新金融體系。第五是人民幣國際化，並最終「讓美元
失去儲備貨幣地位」。
顯然，班農是以對立和防備的態度看待中國的發展
進步。對於「一帶一路」，他更負面地看成「這是中
國真正大膽的地緣政治擴張，是對19世紀和20世紀三
個偉大的地緣政治理論的綜合」。所謂上兩個世紀的
三個偉大的地緣政治理論，分別為麥金德（Mackind-
er）之「中亞世界島理論」、馬漢（Mahan）之海權

理論和斯皮克曼（Spykman）的海權向內陸貫通理論。
班農認為，「『一帶一路』的大膽之處，就是將三個
地緣政治因素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完整的計劃。」

美國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有誤
無疑，班農看中國的發展錯在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都是錯誤的，他不肯接受中國倡議「一帶一路」合作共
贏的理念，也忽視了中美共同利益大於分歧的現實，
還是以守成大國防備甚至反對新興大國的陳舊理念觀
察世界。他的解讀核心是認為中國是搞「霸權規劃
論」。他把中國的「大國崛起」與實現「中國夢」，
非常扭曲地詮釋為霸權崛起，這便與事實相距甚遠。
事實上，習近平將「一帶一路」合作的路徑，明確
規定為建設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
路、文明之路的目標，也正是這展示了世界各國共同
發展繁榮的前景，因此，「一帶一路」參與國和地
區，才一起經過短短四年的努力，以行動為導向、以
項目為落腳點，編織起以亞歐大陸為中心，輻射全球
各大陸、連接世界各大洋的互利合作網絡，構建起發
展戰略對接、各自優勢互補、彼此互聯互通、包容開
放發展的國際合作平台。
不過，拋開班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純粹從地緣政
治理論角度看，我們也可以理解到「一帶一路」倡
議，也包含了前兩個世紀的三大地緣政治理論的要
素。也許，這將成為本世紀最偉大的地緣政治理論。
事實上，「一帶一路」不僅是包含了大陸板塊和海洋板
塊，更重要的是其核心是習近平提出的「共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這個必然引領21世紀全球和平發展的偉大而
嶄新的理念。因此，「一帶一路」日益呈現出強大的
生命力，不斷釋放合作共贏的紅利，不斷吸引和凝聚
越來越多國家加入。香港身處其中，更要把握機遇。

■本港市民對「一帶一路」的認識日益加深，圖為大
批市民參加關於「一帶一路」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