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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文翠珊的脫歐方案
在英國國會遭到大比例否決。
一場脫歐鬧劇搞了兩年多，也

不知道如何收拾殘局。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一場公投，公投的內容就是

英國脫歐。本來，當時的首相卡梅倫是反對脫歐的，他之所
以決定舉辦脫歐公投，是因為英國國內出現相當強的脫歐聲
音。而卡梅倫錯誤地認為真正想脫歐的英國人應該是少數，
因此希望通過公投向所有要求脫歐的英國人說：多數人是反
對脫歐的。豈料，公投結果竟然是支持脫歐的英國人比反對
脫歐的英國人多。
騎虎難下，卡梅倫決定辭去首相職位，為事件負責。他反

對脫歐，沒有理由由他主持脫歐的談判、安排。結果，文翠
珊接任首相職位，她原本也是反對脫歐的，但是，當上首
相，就決定負起脫歐的談判與執行。

公投後，英國國會通過脫歐法案，根據法案，英國將於
2019年3月29日23時退出歐盟。

過去兩年，文翠珊就不斷地與歐盟討論脫歐的方式，希望
維持一個軟脫歐的情況，即脫歐之後依然與歐盟保持相當密
切的關係，依然是彼此免稅，關稅同盟……不過，文翠珊的
方案最終被國會否決了，而且是以202票支持，432票反對
的大比例被否決。
文翠珊的方案被否決，接下來就只剩兩個選擇，一是硬脫

歐，二是再舉辦另一個公投，讓英國人再一次做選擇。要留
歐或是硬脫歐，所謂硬脫歐就是英國從此與歐盟沒有任何關
係，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就有如美國、加拿大、巴西、中
國、日本與歐盟的關係。有理由相信，如果英國舉行第二次
公投，不脫歐的可能性最大。果真如此。2016年的脫歐公
投就成了一場大鬧劇。
不少人認為，公投是一項最民主的制度。但是，公投實際

上是政治領導人推卸領導責任的行為，是自己優柔寡斷沒有
能力做決斷而讓選民通過公投做決策。去年，台灣民進黨政
府在地方選舉的同一日，舉辦了10項公投。結果遭到惡
評，公投的確是一種尊重民意的行動，但是，民意是會經常
改變的。而且，選民在公投前也未必清楚知道所選擇的方案
的真正利與弊。很明顯的，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時，不少
選民都不知道脫歐有硬脫歐、軟脫歐之分，投票支持脫歐的
人只知道脫歐後沒有來自歐盟的難民及其他窮人來英國與他
們搶飯吃，輕視脫歐所帶來的惡果。

曾淵滄 博士

新年伊始，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發表元旦賀詞，一方面說願
意繼續貫徹無核化努力，一方面強硬表示美國不作出讓步就
免談，同時給特朗普親筆信表示願意繼續就相關問題舉行會
談。很快，特朗普就提議2月份在越南舉行美朝領導人的第
二次峰會，並盡快就朝鮮核問題有一個明確結論，即要有一
個明確的時間表。
在中國的不懈努力下，朝鮮願意以「棄核」為代價實現半

島無核化，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此外，韓國也不遺
餘力希望協助朝鮮改善國內交通狀況，並對重啟開城工業園
區和金剛山旅遊項目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但朝鮮半島問
題的癥結就在美國之前提出的「棄核」與「解除制裁」的前
後關係矛盾重重，之前，美國堅持只有「棄核」並核查後才
能解除制裁，朝鮮則要求對等來做，一邊棄核，一邊解除制
裁，按照中國的建議就是聯合國制裁決議要有「可逆條
款」，對朝鮮的「棄核」努力要有一定的回報。結果就導致
美朝之間互不相讓，「棄核」也就遙遙無期。

美朝四點共識進展不大
從目前來看，金正恩對「棄核棄導」並不着急，但特朗普

比較着急，國內問題火燒眉毛，「通俄門」調查直指特朗普
本人，美墨邊境牆導致政府停擺，更多人指責是特朗普不負
責任，加之美國經濟開始走向低迷，這種「經濟王牌」也無
法拯救特朗普，讓特朗普急於盡快做點成績來擺脫國內的窘
境，比如在中美貿易摩擦上見好就收，在朝鮮核問題上要盡
快有所突破。
從上一次美朝領導人新加坡會談到今年2月份，已經時隔

8個月，談出來了四點共識，但遺憾的是只有朝鮮戰爭美軍
遺骸歸還的共識在按部就班實施中，其他三點共識都在擱淺
而進展不大。尤其是朝鮮「棄核、棄導」這件事真的是冰凍
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也心知肚明，自己第一任任期只剩
下兩年，再這樣耗下去，自己就算離任了，或許朝鮮核問題
依舊如自己前任總統一樣是毫無進展。為此，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提出來了新思路，這就是朝鮮可以「棄導」為先，先放
棄洲際和遠程彈道導彈，這些都是能打到美國的「大殺
器」，沒有了這些彈道導彈載體，就算朝鮮「擁核」也不會
對美國構成威脅。蓬佩奧同時指出，美國優先保護的是美國
人的利益。話雖不假，但太刺耳了，也就是為了美國利益，
盟國的利益是可以犧牲的。

美國要求朝「棄導」想法危險
蓬佩奧這番新思路完全顛覆了朝鮮半島無核化的不懈努

力，讓很多共識或將得而復失。但如果朝鮮能滿足美國「棄
導」需求，那特朗普政府就可以堂而皇之在國內邀功請賞並
為第二個任期選舉加分，彌補自己在國內紛爭中的頹勢。但
特朗普政府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
一是究竟該放棄什麼型號的導彈是個問題。美國或許覺得

「火星-15」和「火星-14」是必須銷毀的導彈，但「火
星-12」也是可以打到關島的武器，這款導彈要不要銷毀？
此外，美軍在韓國和日本的軍事基地也都在「火星-10」和
「火星-7」導彈的射程之內，這兩款導彈要不要在銷毀目
錄內？標準是什麼？就算是以美國人利益最大化為標準也存
在問題，除非把駐韓美軍和駐日美軍全部撤走。還有就是銷
毀不等於不保留技術，到底是否允許朝鮮擁有彈道導彈技
術，和平利用太空，這都是很敏感的現實問題。

二是還要不要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因為「棄導」容易
就選擇先「棄導」，核武器可以暫時擱置一下，但這一擱置
或許就拖到了特朗普的任期之外，朝鮮事實「擁核」就成為
現實，維護「核不擴散體系」也就是一句空話。除非美國壓
根就沒打算讓朝鮮真正「棄核」，畢竟朝鮮「擁核」對鄰國
帶來的威脅要遠大於對美國的威脅。
三是美國全球霸權賴以支撐的盟國戰略還要不要維護。毫不

掩飾地把盟國利益置於美國利益之下，讓韓日等這些鐵桿盟友
不得不三思美國是否靠得住，一旦樹倒就會猢猻散，這就是可
預見的結果。一旦韓日兩國寒心了，北約誰還敢相信美國？

但事實上，美國讓朝鮮「棄核、棄導」，希望實現半島無
核化，說白了就是要服從於其國內選舉政治需要，是出於一
己之私的戰術考量，完全沒有站在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大局觀
來考慮問題，更沒有站在維護自己之前盲目倡導的「無核化
體系」基礎上，也就不會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思
維來思考人類發展的大問題了。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美
國
修
改
「
半
島
無
核
化
」
內
涵
的
後
遺
症

拓地建屋應加速 整體發展須兼顧
政府最近公佈《長遠房屋策略》，將2019-2020年度起的10年期房屋供應目標

定於45萬個單位，同時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修訂為7：3。然而，沒有麵粉，何

來麵包？如果建屋用地未能妥善規劃以確保長期穩定供應，任何長遠房屋策略都可

能淪為「畫餅充飢」。社會各界必須就拓地建屋尋求最大的共識，據此作妥善規

劃，力求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認
為，「值得政府優先研究及考
慮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粉錦公
路以東32 公頃用地的局部方
案」。然而，這項建議引起很
大的爭議，不少社會人士指出

粉嶺高爾夫球場並不適宜作房屋發展用途，箇
中考慮因素包括球場本身在文物建築、本土文
化、自然生態、體育及旅遊發展等方面，均具
有獨特的價值，同時，自1959年起，粉嶺高
爾夫球場每年均舉辦國際高爾夫球賽，貿然
收回球場勢必影響香港高爾夫球運動的發展
和香港的國際形象。因此，我認為特區政府
應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審慎考慮小組提出
的各個土地選項建議，不宜照單全收。

設補償機制推公私營合作
我認為，在深入探討不同土地選項的利弊

之前，大家應確立兩點基本的認知和原則：
首先，特區政府必須以更大的勇氣和承擔，

盡快制訂整體的土地開拓策略，採取多元
化規劃方案，以更實際及便捷的方式增

加土地供應，從而建立長遠土地儲
備，靈活調節土地供應；以及

訂立長遠基建規劃，以加
快將適用於住宅用途

的土地規劃作
興建公

私營及資助房屋。此外，在增加房屋供應的
同時，既要在發展和保育中取得平衡，也要
兼顧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性，包括
發展產業、文化藝術、康體設施、交通網絡
和社區設施等，以配合香港長遠的可持續發
展。
本人和經民聯一直十分關注如何增加土地

供應以滿足本港的經濟及民生發展所需，並
多番向特區政府獻策，強調必須採取多元化
規劃方案，包括積極推動在維多利亞港以外
的合適選址填海、加快開發岩洞和地下空
間、在特定條件下增加地積比率、更改土地
用途、加快收地與重建，以及推進各項新發
展區和新市鎮擴展計劃等。
就短、中期政策措施而言，當局既要加強

市區重建局作為市區重建的「促進者」角
色，盡快將收回的土地用作發展資助房屋，
也應加快制訂高齡公共屋邨重建計劃，同時
放寬市區用地的地積比率，有助地盡其用。
當局也應研究進一步引用《收回土地條
例》，並設立具彈性和透明度的補償機制，
推動公私營合作，以加快收回新界的棕地及
閒置農地，從而開拓新發展區作建屋用途。
此外，在保護郊野公園的大前提下，應發

展生態價值較低的「綠化地帶」作建屋之
用，預計改劃3%（約10平方公里）的「綠
化地帶」，已可提供27萬個單位。

建荃灣至屯門鐵路發展新界西
至於長遠發展策略，當

局應該以供應帶動的思維，重新考慮興建荃
灣至屯門的鐵路，為進一步發展新界西部帶
來新動力，藉此開發鐵路沿線的土地，以提
供大量新的居住及工商用地。
同時，對於施政報告提出填海造地建屋的建

議，不應再議而不決，而應全面提出長遠的填
海規劃和具體的填海方案，以及向立法會提交
大嶼山以東等區域的填海方案，並申請撥款作
前期研究，以盡快啟動相關填海計劃。
儘管本港急需拓展土地增建住屋，但我們

認為切忌病急亂投醫，例如，有立法會議員
提到要將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展
的用地，改作發展公營房屋，但香港迪士尼
樂園是重要的旅遊景點，確有需要預留土地
作擴建和發展。更有議員建議將香港部分軍
事用地釋放作房屋發展用途，既不切實際，
亦不可取。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十四條，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的防
務。該項建議顯然忽視了香港回歸的歷史和
具體安排，及法理上國家駐軍的主權和《駐
軍法》的相關規定。

總而言之，拓地建屋應加速，整體發展
也須兼顧。當局同樣有需要設立高層
次跨部門協調機制，理順和加強協
調相關政府部門在土地供應
方面的職責和程序，以
便加快增闢土地
的流程。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踏入遲暮之年，本來
可以選擇過着他安逸的退休生活，但他卻偏
偏不放過任何一個抹黑香港特區和中國內地
的機會。最近，他在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
會作證時又大放厥詞，聲稱「一國兩制」在
97年回歸後沒有按它的原意落實執行。
但97年後香港人生活質素是好是壞，我們

看一下本地的經濟狀況便可得出結論。97年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為1,760億美
元，至中國恢復行使主權20年後的2017年，
香港GDP大大攀升至3,400億美元。我們若
果比較中國和英國，在97年時中國的GDP僅
為英國的60%，但中國現時的GDP是英國的
六倍。那麼香港回歸後是漸入佳境抑或是走
下坡，答案不言而喻。對於彭定康發表如此
酸溜溜的言論，我們大可置之不理。

然而，連繫到最近另兩件新聞報道，彭定
康的舉動有更深層的含意，我們不容忽視。

第一則報道涉及英國政府最近解密的文
件，講述港督衛奕信在1992年被迫提早退
任，隨即由彭定康接替。值得注意的是這名
職業外交官與中國關係融洽，若果他繼續留
任，那麼就不會出現一個多生事端的彭定
康，香港的回歸過程自然也就更加風平浪
靜。但顯然英國當局並不想香港那麼順利回
歸，所以他們任命當時剛落選的彭定康出任
港督，藉此安撫他，並報答他對首相馬卓安
的支持。彭定康打着推進民主這個冠冕堂皇
的幌子，所做的就是徹底破壞當時友好的
中英關係。香港政界當時大力反對在這個
敏感時期換港督，當時的行政會議召集人
鄧蓮如主動向英國外相韓達德斡旋，可惜

無功而還，由此可見英方對香港的民情視
若無睹。
自此以後英國方面繼續不斷發表抹黑香港

的論調，完全無視特區現時施政遠較英治時
期民主這一事實：包括直選的權利，在英治
時期簡直是天方夜譚。
彭定康似乎樂此不疲地破壞中方為促成香

港順利回歸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香港回歸以
後，他對中方一直懷恨在心，繼續像在曠野
中嚎叫的狼一樣對中國咆哮。他甘願做政治
打手，肆意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作出無理
的抨擊。他對香港的民主進程動輒口誅筆
伐。
第二則相關的新聞報道為民主黨最近宣佈

成立的國際事務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
和外國政府「商討」香港特區的事務，並由
前主席及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執掌。此乃非
常危險的舉動，中央政府會視之為與外國勢
力密謀在香港挑起紛爭和對抗北京。這正正
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警告香港絕不可為
之事，也就是切勿被利用成為顛覆中國內地
的基地！
民主黨素有抹黑香港的劣跡，創辦人李柱

銘曾多次遊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唱衰」
香港特區和中國內地。他和林卓廷出席新聞
發佈會力撐聲稱遭內地特工綁架及折磨的資
深黨員林子健，民主黨成員製造社會和政治
矛盾劣跡斑斑，尤以此為甚。林子健最終因
涉嫌用釘書釘弄傷自己的大腿後報假案，而
被控向警方作虛假陳述。民主黨及部分支持
者以極端的手法詆毀中國，實在令人難以置
信。而他們都唯彭定康馬首是瞻，把他看作

指路明燈。
事實上，任何了解香港實際情況的人都會

很快意識到彭定康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上發表
的所謂「侵犯人權」的言論嚴重失實；他聲
稱香港的一些「民運人士」受到不公正的關
押，有意忽略了那些激進分子是經正當程序
由法庭判以暴動罪入獄這一事實。儘管有充
分的證據顯示一些「港獨」分子訴諸暴力並
打傷多名保安人員和警察，但彭定康卻形容
他們為「非常溫和」。當中的一些「港獨」
分子就像街頭暴徒肆意破壞，造成人員和財
物損傷。彭定康對此應不感到驚訝，因為他
曾經負責北愛爾蘭事務，目睹過獨立運動一
瞬間就能演變成血腥的街頭暴力。
彭定康固然是信口雌黃，但亦有可能是受

其香港忠實擁躉提供的不實信息所誤導。也
許劉慧卿應該出面向公眾澄清她或她的委員
會有否向他提供不實信息，以挑撥離間並意
圖抹黑香港的執法人員和司法程序。
顯然易見，民主黨的所作所為損害香港利

益，香港市民應該齊心協力，在下一屆立法
會和區議會選舉中踢所有損害香港的候選人
出局！
現在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基本法第23條

立法的最佳時機，透過這項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確保任何勾結外國勢力、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的分裂行徑都受到懲罰。
註：作者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擔任客

座教授，也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的理事會成
員。
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

版》評論版面。

彭定康與民主黨爭相抹黑香港
郭文緯

反對派抹黑國歌法本地立法無所不
用其極，動輒聲稱以歪曲或貶損形式演
繹國歌屬言論自由，又胡扯《國歌條例
草案》是政治檢控的工具，部分人又對
兩年檢控期限不滿意。最近又有所謂學
界《反對國歌法於香港立法之嚴正聲
明》，這聲明軟弱無力，只是重複反對
派的論調，混淆視聽，沒有新意，只是
附和反對派群妖大合奏。

細看這些大學生組織，部分為「臨
時行政委員會」又或衛星組織，拉雜
成軍，在發出聯合聲明前，這些學生
會是否已獲得全體學生支持和授權？
是否有召開會員特別大會作出討論和
通過發出聲明？這些學生會本身選舉
的門檻又高嗎？這些學生組織是否具
代表性？是否聲明已獲全體學生支
持？若答案是不肯定的，那麼便是騎
劫了學生會，誤導了同學，也背離了

主流支持國歌法本地立法的意願。
國歌法是全國性法律，特區政府有

憲制責任進行本地立法，國歌又不是洪
水猛獸，尊重國歌也是國民應有之義，
何懼之有？除非反對者心中有鬼，或存
心搗蛋，又或在奏播國歌時有不軌意
圖，否則沒有理由抗拒國歌法本地立
法。
國歌法本地立法其實只是體現香港

的依法而治，只要奉公守法，根本不會
被檢控，所以反對派所指的國歌法是
「政治檢控工具」的誣衊已不攻自破。

究竟這些學生組織是否人云亦云？
他們在參與聲明前又是否已參閱《國歌
條例草案》條文內容？這種撒豆成兵的
伎倆，又是在炒作議題畫餅充飢。大學
生應表現成熟，把草擬聲明的心思時
間，用來學習國歌的由來和意義，遠較
道聽途說更有實際意義。

抹黑國歌法本地立法居心叵測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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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和國旗一樣都是國家的象徵，尊重國歌是應有之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