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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來了沒有，香港人？

梁
家
傑
的
﹁

鴕
鳥
政
策
﹂

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我認為對香港
最有警醒意義的一句話是：香港亂了，大家
跟着一起埋單。

在看了香港一些地方和機構，聽了各界
意見後，張德江在視察香港最後一天，語重
心長地強調：大家是坐在一條船上的，香港
好，大家都好；香港亂了，大家跟着一起埋
單。這不是小事，希望大家同舟共濟，共同
努力。

這是張德江對香港所有700萬市民的講
話，不僅是道出中央的擔心，更點明一個常
識，一個被不少港人忽略的常識：香港是一
個整體，香港搞亂了，沒有人能夠幸免。為
此，所有港人都有責任呵護我們這座城市，
捍衛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順利落實。

多數港人政治冷感

由於經濟城市的傳統，香港很多人對政
治冷感，不關注政事，不理會選舉，甚至懶

於登記做選民。
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為例。當年香港可

登記做選民的18歲以上永久居民人數為
471.19萬，其中已登記選民346.62萬人，登
記率為73.5%，而累計投票人數183.87萬，
投票率53.05%。也就是說，合資格選民中有
124.57萬人沒有登記，已登記的選民中有
162.75萬人沒有投票。

其他年份的選舉數據也大抵相同。區議
會選舉投票率稍低，如2015年11月12日區議
會選舉，共有約146.8萬名登記選民投了票
，累積投票率約47%，是歷來最高。投票人
數亦較上屆多約26.5萬人，成為歷來最高。

按照上述數據，不登記、登記了不投票
的港人達到280多萬，接近選民的三分之二
。正是這 「沉默的大多數」導致一個怪現象
的形成：雖然香港推崇理性、中庸的港人佔
據大多數，但希望走中間路線的人往往拿不
到選票。相反，越極端越能吸引眼球，越能
拿到選票。這種導向令政治生態不斷惡化，

為了選票，形成你激進，我比你更激進，沒
有最激進，只有更激進。

相信這 「沉默的大多數」不登記、登記
了不投票有各自的理由，但事不關己， 「與
我何干」是不少人的想法：一群涉世未深的
孩子 「反國教」與我無關，我避而遠之；激
進本土派街頭驅趕內地遊客與我無關，我避
而遠之；議員 「拉布」、流會，與我無關，
我避而遠之；甚至衝擊立法會、 「佔領中環

」一樁樁違法事件出現也與我無關，可以避
而遠之。在一個個 「與我無關」的漠視之後
，香港就這樣一天天變質；一件件 「與我無
關」之事相互傳導，像病毒一樣在香港
蔓延。

驅趕遊客，導致遊客減少，繼而零售、
酒店、餐飲等逐步受影響，將導致服務業這
個容納最多人就業的產業萎縮，失業率上升
，政府稅收減少……這一切真的與我們沒關
係嗎？

違法事件不斷出現，導致犯罪心理學上
的破窗效應─一旦環境中的不良現象被放
任存在，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
香港原有的法制秩序將被漸漸吞噬，香
港的安寧與平靜漸行漸遠。這一切與我們
無關嗎？

這是那些激進分子搞亂了香港嗎？是的
，但是也是你們─沉默的大多數，因為你
們的靜默，縱容了違法者與激進者。他們搞
亂了香港，我們大家來埋單，遭受損失的是

每一個香港人。

張德江講話是一記響鼓

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最大的 「價值」就
在於警醒了一批 「事不關己」的人。強大民
意抵抗住了來勢洶洶的亂港勢力， 「香港還
會咁亂？」─一些 「沉默的多數」就在這
其中 「甦醒」過來。

但願此時此刻，張德江的講話是又一記
響鼓，一劑清醒劑，能夠喚醒更多沉睡的港
人，喚醒沉默的大多數。

還記得英國詩人約翰．唐恩的詩句嗎：
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能獨善其身……任何
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減少，因為我是人類群
體中密不可分的一員，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
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香港人，喪鐘已經為你而響起來了！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梁
家
傑
發
表
了
題
目
為
《
實
際
行
動
》
的
文
章

，
透
露
了
公
民
黨
的
立
場
。
梁
家
傑
說
﹁北
上
溝
通

遊
山
玩
水
，
香
港
人
對
這
伎
倆
見
慣
見
熟
﹂
，
﹁再

邀
請
泛
民
去
遊
山
玩
水
，
務
虛
擺
姿
態
而
非
務
實
解

決
問
題
，
都
難
令
香
港
人
受
哄
﹂
。
他
說
這
是
﹁在

選
舉
前
欺
騙
溫
和
派
把
戲
﹂
，
選
舉
過
後
，
就
會
﹁

恢
復
正
常
狀
態
了
﹂
。
看
來
，
公
民
黨
企
圖
製
造
輿

論
，
並
不
希
望
參
加
七
月
份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深
圳
之

行
。

溫
和
派
能
夠
北
上
溝
通
，
只
會
有
得
，
並
不
會

有
任
何
損
失
。
所
謂
﹁遊
山
玩
水
﹂
，
未
免
是
扭
曲

了
溝
通
的
實
質
，
一
早
為
北
上
溝
通
設
置
了
前
提
。

梁
家
傑
的
前
提
是
非
常
奇
怪
的
，
在
香
港
，
他
們
本

來
可
以
和
中
聯
辦
的
官
員
溝
通
，
但
梁
家
傑
說
，
中

聯
辦
干
預
了
香
港
事
務
，
所
以
他
們
不
會
和
中
聯
辦

溝
通
。
有
機
會
北
上
，
他
們
又
說
，
這
是
遊
山
玩
水

，
分
明
是
務
虛
，
並
沒
有
務
實
。
所
以
，
這
是
欺
騙

，
所
以
不
去
也
罷
。
如
此
扭
扭
捏
捏
，
看
來
只
會
破

壞
溝
通
的
氣
氛
，
最
後
結
果
只
能
說
明
是
不
識
大
體

，
不
想
溝
通
。

﹁遊
山
玩
水
﹂
說
太
過
武
斷

回
歸
以
後
，
已
經
經
歷
過
十
九
個
年
頭
。
中
國

發
展
的
速
度
非
常
迅
速
，
特
別
是
廣
東
省
，
廣
州
和

深
圳
市
的
產
值
已
經
超
越
了
香
港
。
新
型
科
技
產
業

已
經
成
為
廣
州
和
深
圳
新
的
增
長
點
。
內
地
的
高
鐵

，
四
通
八
達
，
基
本
上
全
國
的
主
要
城
市
都
通
了
高

鐵
，
中
國
的
高
鐵
還
會
通
到
中
南
半
島
，
通
到
巴
基

斯
坦
，
通
到
中
亞
細
亞
五
個
國
家
，
通
到
蒙
古
。
中

國
的
網
上
電
子
購
物
，
已
經
取
代
了
大
部
分
舊
式
的

零
售
服
務
，
並
且
接
通
到
外
國
。
中
國
的
北
斗
衛
星

已
經
構
成
了
世
界
上
的
最
有
競
爭
力
的
定
位
系
統
，

可
以
傳
送
各
種
通
訊
。
中
國
的
移
動
網
絡
可
以
通
到

全
世
界
。
中
國
的5G

智
能
手
機
二○

一
八
年
開
始
試

驗
，
二○

年
普
及
使
用
。
中
國
將
可
以
變
為
智
能
國

家
，
許
多
現
在
想
像
不
到
的
通
過
互
聯
網
遙
遠
控
制

各
種
電
子
產
品
、
汽
車
、
機
械
人
、
醫
療
設
施
等
等

，
成
為
了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中
國
的
重
型
裝
備

工
業
、
核
電
站
、
水
電
站
、
光
纖
通
信
設
備
、
汽
車

、
幹
線
飛
機
將
會
大
量
出
口
，
有
力
地
推
動
貧
窮
落

後
的
國
家
迅
速
改
變
舊
有
的
面
貌
，
可
以
重
複
中
國

開
放
改
革
後
迅
速
經
濟
升
級
的
奇
跡
。
溫
和
派
說
，

﹁一
帶
一
路
﹂
的
戰
略
構
想
，
根
本
是
虛
無
飄
渺
的

幻
想
，
但
是
，
北
上
參
觀
，
眼
見
為
實
，
可
以
看
到

中
國
的
企
業
有
大
量
的
出
口
訂
單
，
﹁一
帶
一
路
﹂

成
為
了
中
國
和
全
世
界
的
經
濟
增
長
引
擎
。

梁
家
傑
使
用
﹁遊
山
玩
水
﹂
的
字
眼
，
形
容
北

上
參
觀
，
太
過
武
斷
，
故
意
貶
抑
認
識
國
家
、
認
識

時
代
進
步
，
只
能
說
明
梁
家
傑
採
取
鴕
鳥
政
策
，
不

想
認
識
世
界
正
在
經
歷
着
一
場
翻
天
覆
地
的
經
濟
革

命
、
技
術
革
命
、
產
業
革
命
。
這
對
於
從
政
的
人
來

說
，
這
是
閉
目
塞
聽
的
政
策
。
任
何
人
故
步
自
封
，

時
代
變
了
，
形
勢
變
了
，
他
們
不
想
看
，
也
不
想
聽

，
繼
續
留
在
昔
日
的
井
底
裏
，
做
井
底
之
蛙
。
不
能

與
時
共
進
的
人
，
他
們
怎
能
得
到
選
民
的
支
持
？
因

為
不
少
人
已
經
經
常
到
內
地
參
觀
訪
問
了
。
他
們
知

道
的
世
界
情
況
，
遠
比
這
些
尊
貴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為

多
。
這
樣
一
來
，
溫
和
派
要
作
出
理
智
的
、
符
合
世

界
進
步
情
況
的
決
定
，
就
很
困
難
了
。

多
看
看
，
多
聽
聽
，
將
會
更
好
地
理
解
﹁一
國

兩
制
﹂
，
將
能
夠
更
加
懂
得
香
港
的
價
值
在
什
麼
地

方
，
香
港
怎
樣
才
能
夠
更
好
影
響
國
家
，
幫
助
國
家

走
向
世
界
，
更
好
地
開
放
，
這
就
是
一
國
之
下
，
兩

制
互
補
合
作
，
和
睦
地
發
展
，
發
揮
香
港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優
勢
。
不
溝
通
不
交
流
，
說
明
了
這
是
一
種

落
後
的
圍
堵
政
策
。
梁
家
傑
以
為
，
我
就
是
不
想
知

道
國
家
進
步
的
情
況
，
如
果
要
看
這
些
進
步
的
情
況

，
等
於
是
﹁遊
山
玩
水
﹂
，
沒
有
意
思
，
浪
費
時
間

，
不
去
也
罷
。
如
此
一
來
，
落
下
鐵
閘
門
的
，
只
能

是
梁
家
傑
了
。

溝
通
總
是
要
大
家
都
抱
良
好
的
態
度
，
改
善
氣

氛
，
認
為
溝
通
合
作
應
該
比
對
抗
為
好
。
所
以
溝
通

是
雙
方
的
，
彼
此
要
相
向
而
行
。
溫
和
派
應
該
釋
放

出
善
意
，
不
要
設
置
難
題
，
不
要
千
方
百
計
設
置
障

礙
。
只
要
逐
步
加
深
了
解
，
逐
步
找
到
更
多
的
共
同

點
，
有
一
些
以
前
談
不
攏
的
問
題
，
又
有
機
會
談
得

攏
。

溫
和
派
說
，
我
要
更
換
特
首
，
我
要
恢
復
政
制

改
革
的
進
程
。
這
裏
有
一
個
按
照
憲
制
辦
事
的
問
題

。
是
否
以
後
有
人
不
滿
意
行
政
長
官
，
立
即
要
求
溝

通
，
溝
通
是
否
有
結
果
，
要
看
中
央
有
沒
有
撤
換
行

政
長
官
？
這
種
處
事
邏
輯
是
違
反
法
理
，
也
不
可
能

實
現
的
。
如
果
任
何
人
在
一
個
酒
會
上
，
向
中
央
領

導
人
提
出
更
換
行
政
長
官
，
中
央
居
然
答
應
了
，
香

港
還
有
沒
有
法
制
？
香
港
是
否
會
墮
入
無
法
無
天
的

局
面
？
這
個
先
例
一
開
，
﹁一
國
兩
制
﹂
就
完
蛋
了

。
按
照
憲
制
選
舉
出
來
的
行
政
長
官
，
絕
對
不
能
以

﹁告
御
狀
﹂
的
方
式
進
行
更
換
。

在
基
本
法
內
什
麼
都
好
談

梁
家
傑
是
讀
法
律
的
，
更
加
不
可
以
踐
踏
法
制

。
所
以
，
以
中
央
沒
有
答
應
撤
換
梁
振
英
，
就
說
溝

通
無
用
，
是
完
全
沒
有
道
理
的
。
以
此
作
為
拒
絕
北

上
的
理
由
，
恐
怕
是
貽
笑
大
方
。

溫
和
派
又
希
望
重
新
啟
動
政
改
。
這
不
是
沒
有

可
能
的
。
問
題
是
重
新
啟
動
政
改
，
是
否
會
採
用
三

分
之
一
的
票
數
，
在
立
法
會
將
之
否
決
掉
，
然
後
又

要
求
重
新
啟
動
政
改
？
若
果
是
這
樣
，
可
以
說
是
擾

民
，
製
造
動
盪
。
最
好
的
辦
法
就
是
，
按
照
基
本
法

辦
事
，
互
相
傾
談
出
一
個
大
家
都
可
以
接
受
的
符
合

基
本
法
的
方
案
。
正
因
為
如
此
，
梁
家
傑
更
加
有
責

任
要
北
上
，
要
和
北
京
的
官
員
進
行
溝
通
，
千
萬
不

要
未
有
出
發
，
就
擺
出
一
個
不
會
參
與
的
姿
態
。
上

一
回
梁
家
傑
說
過
不
會
參
加
和
張
德
江
的
會
面
溝
通

，
後
來
參
加
了
，
梁
家
傑
不
就
說
有
收
穫
嗎
？
他
認

為
北
京
承
認
了
溫
和
派
是
建
制
的
一
部
分
，
十
九
年

來
第
一
次
同
意
和
溫
和
派
溝
通
，
承
認
溫
和
派
的
存

在
。
這
就
是
一
個
收
穫
。
北
上
要
談
的
問
題
，
都
是

具
體
的
問
題
，
不
是
務
虛
的
，
都
是
很
實
際
的
，
有

利
於
推
動
﹁一
國
兩
制
﹂
，
理
解
彼
此
立
場
的
。
溝

通
解
決
香
港
的
政
制
問
題
，
當
然
要
有
一
個
原
則
，

一
個
框
框
，
這
就
是
基
本
法
，
在
基
本
法
的
範
圍
內

去
談
，
什
麼
都
好
談
。

資
深
評
論
員

大家都來關心社會流動
一項調查顯示，2014年53%的本地20至

34歲全職僱員，其收入低於每月1.47萬港元
的工資中位數。持副學士等非學位專上學
歷者，更有63.7%月薪低於1.47萬元。副學
士工資較高中學歷者為高，但月薪增加至3
萬元的機會卻較大學生為低。

約兩成受訪者認為，其經濟狀況和整
體生活質素在未來兩三年都不會改善，近
四成人認為房屋狀況不會改善。學歷愈低
，對經濟、房屋狀況及生活質素的滿意度
也愈低。因而有人慨嘆，年輕人接受高等
教育，本意是向上流動。無奈取得較高學
歷後，卻仍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故謂 「假
上流，真基層」。

我理解香港青年的現況，也同情和
支持他們。該項調查有啟示作用，但有
關的慨嘆卻不及調查所具的啟發性。目
前許多香港青年抱怨缺乏往上流的機會
，那主要是指在經濟上，其次才是在政
治方面。

在經濟上缺乏往上流的機會，原因在
於：

第一是由於香港經濟增長在亞洲金融
危機後明顯放緩，那與後回歸時期是重疊
的。因為本地生產力未見明顯提升，生產
力未提升是由於經濟規模擴張相對較慢，
而人口增加卻相對較快。生產力發展慢，

實際收入一定漲得慢，而在過去19年，香
港人甚至連表面收入也漲得並不快。

香港年輕人缺少選擇

第二是產業空洞化，那是始於上世紀
80年代，負面效果卻在現今充分顯現。服
務業是當前香港的支柱性行業，服務業包
括高增值和低增值行業，而高增值的服務
業永遠都是不能吸納全體勞動人口的。試
想，一名入職低技能、無需入職培訓的零
售業員工，僱主能給他多少月薪？但是，
如果那名員工從事製造行業，他需要付出
較大的體力；或許，他還需要經過培訓
才能勝任那份工作，因而對知識和技能
的要求較高。付出較大的勞力、需要知識
和技能等，都能使得那名員工獲得較高的
工資。然而，現在的香港年輕人正好就是缺
少選擇。

與此同時，產業空洞化、低利率環境
和外來投資，更令香港樓價脫離本地多數

居民收入的比值，進一步攀升。從而令年
輕人不滿意其經濟和房屋狀況，以及整體
生活質素，也讓他們對未來感到悲觀。

第三是本地大學畢業生的數量比1997
年前增加了許多，而表面所見，香港經濟
的那塊餅還是那般大，而其實質增長卻少
一些。如此一來，多數大學畢業生的收入
自然會差強人意。又由於大學畢業生多了
，他們學業的差異會擴大。現在，香港的
一部分大學生在畢業時獲得榮譽學士學位
，另一些卻只獲得學士學位，但那只是一
種方案。

一般來說，曾經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有
較高的生產率，當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的水
平從小學畢業延伸至中學畢業，教育對經
濟的正面效益會特別明顯。香港勞動力平
均受教育水平在發達經濟體中不是特別高
，而普及大學教育更是一項一旦啟動了就
難以再收縮的工程。

因此，改善香港青年現況主要是靠發
展經濟，包括再工業化，但那些都是知易
行難的。增加土地供應也會是方案之一。
許多發達經濟體同樣也出現了類似香港的
青年問題，而在香港，企圖通過搞 「港獨
」、搞暴力來解決青年問題，更是離題萬
里。

資深評論員

港 事 港 心

戴 韡

名 人 堂

何志平

焦 點 熱 議

陳光南

香港旅遊業進入調整期，大家都
正在思考如何提振行業，作為旅業一
分子，我責無旁貸也要動動腦筋。上
兩星期我同大家分享過，早前我聯同
多位商界領袖訪問海南島，那次旅程
我獲益良多。

香港位處東亞地區中心，交通四
通八達，機場航班及航點之多，在亞
洲地區數一數二。香港同樣是內地的
門戶，陸路交通和鐵路覆蓋整個華南

地區。港府近年大力推動旅遊業 「一程多站」，我相信
如果成功推動，會有效增加訪港客源，因為來港旅客可
以前往鄰近更多地點，令旅程更加豐富、更有賣點。近
年不少訪港旅行團或自由行旅客，首先以香港作為起點
停留多日，享受美食和購物，之後再前往澳門或台灣等
地繼續觀光。

我正在構思和安排，超過一百位海外和本港旅遊同
業在六月底訪問海南島，其中一個目標希望建立一個 「
香港─海南」的行程，旅客可以在香港盡情購物和飲茶
，之後再到長年溫暖的海南島，享受陽光與海灘，洗滌
心靈，以及參與各式各樣的體育活動。這個行程各取兩
地的長處，相信內地朋友都會對這個行程有相同興趣。

國家正在大力推動 「一帶一路」，海南島作為 「廿
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內地最南一站，連接東盟國家及
印度洋地區，政策會大力推動經濟和人文交流，旅遊業
亦會同樣受惠。因此，我會大力推動香港旅遊業，參與
建設 「一帶一路」，加強和海南島的旅遊聯繫，就是首
項起動工作。

假若 「一程多站」得到全面發展，不單可以豐富行
程體驗，旅客更可利用海路、陸路和機場進入香港，然
後轉乘飛機往返內地和世界各大城市。在第三跑道建成
前，港府經已為增加機場承載力，着手積極研究增加目
前每小時六十七班航班的升降班次，讓更多航班和旅客
訪港。若能成事，可以在短期內對旅遊行業有很大的幫
助。

近年港人熱衷到內地和海外旅遊，航班增加後，同
業必能拓展更多相宜和快捷的旅遊路線。所以我非常歡
迎政府能盡快落實解決當前航班升降擠迫的問題。我亦
期待下月能與逾百海內外同業到訪海南，與省政府和當
地業界，落實兩地合作方案，吸引更多世界各地旅客到
訪，讓兩地旅業早日踏上 「一帶一路」，令香港旅遊業
生意早日復甦。

經濟發展委員會小組委員，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

一帶一路提振旅業

庭上辱罵法官豈能容忍？
「佔中」期間香港法治

受到嚴重衝擊，但讓市民沒
想到的是， 「佔中」後延續
至今的對法治的踐踏，竟然
會如此明目張膽地在法庭內
上演。在昨日對 「佔中」關
鍵人物曾健超作出量刑宣判後，據媒體
報道，公眾席上的被告支持者公然辱罵
法官是 「狗官」，又稱 「司法已死」等
等。如此囂張的言行，無異於是對香港
法治的最大侮辱。

公眾關注曾健超一案，完全可以理
解。不論站在什麼立場，支持也好、反
對也好，縱使對法庭判決有何不滿，但
基本的規矩仍然必須遵守。這是文明社
會的體現，亦是衝量一個地區法治水平
的標準。但昨日發生在法庭內部的一幕
，堪稱是香港法治史上罕見的一幕。

由於曾健超已經被判罪成，昨日法
庭集中陳述具體的量刑。主任裁判官判
刑稱，法庭有責任保護前線按指令執行
職務的警員。被告當日與警員位置一上
一下，亦非朝向警員。事前與警員沒有
接觸，素未謀面，向警員淋潑有異味液
體是極大挑釁行為，是將警員當作出氣
袋及代罪羔羊。他又指曾並無求情理由
可言，判他就襲警罪入獄五星期，兩項

拒捕罪則入獄三星期，全部
刑期同期執行。

在作出判決前，裁判官
進一步指出，案發時社會情
緒與平日有異，惟案發時，
社會運動已開始一段時間，

被告更是一名資深社工，理應有能力處
理自己情緒及可制止。惟被告一方面不
滿警方放棄平日克制，但另一方面被告
同樣放棄克制，向警員發泄，聽起來令
人覺得諷刺。

據媒體報道，當裁判官宣布散庭時
，公眾席上支持被告的一些人，隨即大
感不滿，在庭內大叫 「狗官」、 「香港
司法已死」、 「無天理」等。

常識都知道，在法庭大廈內部應當
遵守必要的法例，即便是在法庭大樓內
拍照，也有機會被視作是藐視法庭。但
在法庭內部竟然如此侮辱法官，已經不
僅是藐視法庭這樣簡單，而是對法治的
踐踏、對司法的侮辱。如果繼續容忍這
種言行，則這將是敲響香港法治的喪鐘
。顯而易見，香港必須盡快修復自 「佔
中」以來被破壞的法治，必須對任何破
壞法治的行為採取必要的手段─不論
這種違法行為是出於多麼冠冕堂皇的口
號與理由！

有 話 要 說

楊 柳

旅 遊 寧 聲

葉慶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