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初心成功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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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整整十九年了，成就如何
，結果如何，其實是大家有目共睹。儘管反
對派每天都是挑事情、出難題，把 「一國兩
制」寫得一文不值，但香港的客觀事實和情
況如何，不是反對派說了算。

近日在鳳凰衛視重溫中國外交重量級人
物吳建民大使的演講，內容是有關中國崛起
的機遇。吳大使用了兩句話送給在座的年輕
學子，就是 「有比較，就有鑒定」，要他們
多些看世界事物，多讀歷史，那就可以古今
中外地比較。

社會問題只能逐步解決

這兩句說話，其實是思考方法上的金科
玉律。我們生活在人間，不是天堂，人間就
當然是不完美的世界。反對派要批評、要挑
撥、要找問題，在不完美的世界上，是易如
反掌。但社會問題，有哪個角落不存在，在

哪個人間國度不發生！所以明白反對派的伎
倆，對香港現時存在的情況，我們客觀一點
來判斷，就可以借用吳大使在大講堂中送給
青年學子那兩句話—— 「有比較，就有鑒定
」。

反對派所挑的問題，幾乎是全世界任何
社會都會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只能夠逐
步解決和改善。但隨着市民的要求不斷提升
，這是一個無休止的過程。例如環境保護，
哪裏是終點？扶老助弱，怎樣才是完美？香
港這麼小的地方，但住了七百三十萬人，居
住條件如何才是稱心滿意？政府任何政策措
施，都是通過十六萬公務員、十多萬受政府
資助機構的僱員，以及一大堆接受政府委託
的外判服務來施行。幾十萬人每日為香港市
民服務，會不會犯錯？而且政府政策，就算
是公平公開公正地制訂和執行，對每一個市
民的影響也不是一樣，甚至有正面，也有負
面。例如抑制樓市的 「雙辣招」，對地產商
就有負面影響，對地產經紀也有負面影響
，有得有失，很難異口同聲讚好，這就是
現實。

所以對 「一國兩制」的評價，不能用一
些全世界政府都遇到的管治問題，又或者現

實世界人人遇到的問題來評價。張德江委員
長上月中來港視察，在宴請各界代表時，提
出 「毋忘初心」之說。這個初心，就是當年
面對香港回歸，由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在經
濟和金融方面取得相當成就的社會，通過 「
一國兩制」 的安排，順利回歸祖國，成為實
施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部分。但又可以維持
香港的地位，以及保障香港當地居民的生活
方式與水平，這就是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 「
一國兩制」 的初心。 「一國兩制」成功與否
，不是反對派說了算，也不是由香港社會存
在種種必然問題來定奪，而是用這個初心來
評定。面對香港這一歷史問題，中英三個不
平等條約的歷史問題，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

包容並存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成功獲得解
決，當年推行 「一國兩制」的初心獲得落實
， 「一國兩制」就是成功的。

推行 「一國兩制」的初心有沒有成功落
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上吳建民大使那
兩句話， 「有比較，就有鑒定」。大家把今
天香港的現實生活，和二十年前比一比，和
三十年前比一比，再和四十年前比一比，
公允地比一比，客觀地比一比，那就有答
案。

香港核心價值沒有改變

香港核心價值之中的核心價值，就是自
由。我們現在的自由，比回歸前有沒有削弱
，行動自由如前，生活自由如前，罵政府的
自由比以前更是大得多，我們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方式，根本上
沒有變！

香港回歸前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如今香
港的地位只有比以前加強。這不是個人的判
斷，看看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看看每年上
市集資的市值，看看香港銀行的規模和活動
，以至財政和監管上的穩健，就算在面對亞

洲金融風暴以至美國次貸引起的全球金融危
機時，香港金融機構都履險如夷。這些表現
不算成功，什麼才算成功！反對派再不信，
就看看美國權威智庫和評級機構給香港的排
名和評級，香港的地位有沒有低落！

近年不斷有人炒作的所謂移民事件，大
家有沒有看過香港過去三十多年的移民數字
，香港近年每年移民的數字維持在六千到七
千的水平，是回歸前移民高峰的十分之一左
右，不止是遠比1995年高峰時低，也遠比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低。遷冊移民等信心
問題，已是97年前回歸的歷史。 「有比較
，就有鑒定」 ，稍為比較一下，就可以見到
，當年推出 「一國兩制」 的初心，已經完全
成功落實，超額完成。

當然，對於香港一直都存在的反對力量
，他們視搞垮 「一國兩制」為終身事業，他
們儘管可以在輿論上、政治上興風作浪，但
「一國兩制」的成功，是關乎七百三十萬人

的根本利益，是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如何
會讓你一小撮人搞得垮！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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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艱難選擇
美國大選觀察

黎蝸藤

日前，特朗普炒掉了在這次初選中大出
風頭的選舉經理萊萬多夫斯基，引起廣泛關
注。選舉期間 「換馬」，儘管不是鮮有的事
件，但多半意味着承認前一階段的不足。對
於特朗普來說，這次變陣更是預示着選舉路
線的根本性改變。

萊萬多夫斯基本來是特朗普的愛將。他
長於 「另類的宣傳戰」，但對傳統的選戰，
包括地區工作不熟悉，也缺乏和其他資深競
選經理打交道的經驗，因而與共和黨的選舉
機器格格不入。四月，克魯茲 「偷代表」事
件發生之後，特朗普深感地面選戰嚴重不利
，且與共和黨建制派交流嚴重不暢，於是聘
請資深競選經理馬納福特為 「大會經理」。
從那時開始，特朗普陣營就存在兩條競選路
線的鬥爭。

改走 「馬納福特路線」

鬥爭的焦點圍繞着特朗普在後階段（尤
其是大選）的競選形象：是保持他一貫的 「
一觸就跳，口無遮攔的流氓大亨」 形象？還
是逐步向 「總統」 形象靠攏。在形象之爭背
後，其實是特朗普繼續走 「民粹主義路線」
，還是減少民粹主義成分，逐步與共和黨建
制派併軌之爭。特朗普本人希望走前一條路
線，而萊萬多夫斯基就是其支持者。馬納福
特則是後一條路線的主張者，特朗普的密友

和早期轉向支持他的政客（如卡爾森）都主
張後一條路線。

從以往的選舉工程來看，大選中選民以
黨派標籤作為選舉的首要考慮因素，這與初
選分別很大。特朗普在初選中雖然把投票率
拉高到史無前例，但相關研究顯示，投票者
絕大部分都是以往在大選中投票給共和黨的
人，或者年輕的 「首投族」，共和黨的基本
盤並沒有明顯擴大。可見，大選的格局和以
往並沒有實際性的改變。且從初選來看，特
朗普仍然存在 「支持率天花板」 的問題。在
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應該盡快走 「馬納福特
路線」 ，取得共和黨建制派的支持。

然而，本屆選舉是非傳統的選舉，特朗
普的異類路線在初選中取得空前成功，徹底
顛覆了競選傳統、經驗和理論。因此也很難
說在大選中，堅持異類路線的策略就一定不
可行。特朗普對此顯然很有信心。他甚至宣
稱，自己不需要共和黨建制派的支持也能
贏。

早在五月初，特朗普就已奠定共和黨初
選的勝局，有機會提早進入 「大選節奏」，
並在希拉里和桑德斯之爭中漁人得利。可是
，他似乎沉迷在 「初選節奏」，難以自拔。
競選策略依舊如故：到各地集會演說，在網
上發推特和民主黨人對罵，靠着免費的新聞
宣傳到處 「露臉」。他既沒有積極籌款，也
沒有努力促使共和黨助籌。希拉里手持4200

萬現金進入六月，而特朗普手上只有150萬
。希拉里僱用了700個專職員工和數量龐大
的義工，而特朗普只有70名僱員，幾乎沒有
義工。希拉里在同期推出多個針對特朗普的
電視廣告和網絡視頻廣告，特朗普在這方面
則完全空白。希拉里巴不得把資源都用在對
大選有重要意義的搖擺州，而特朗普還在無
關大局的深藍加州進行連場拉力，不但費錢
，還遭到激烈地反對，引發更多爭議。

特朗普對民主黨人的攻擊，大部分都帶
有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意味。比如，他說 「
希拉里如果不是女人，就只能拿到5%的票
」，又說她 「管不住自己的老公，怎麼能管
整個國家」，甚至說她是老公偷情的 「製造
者」，把矛頭引向克林頓。這種借攻擊家人
來激怒對手，引其犯錯的策略，在1988年老
布什的初選中取得良好效果。但這些話題多
年來早被嚼爛了舌根，何況克林頓夫婦都是
政壇老手，又怎會輕易上當？特朗普還攻擊
有可能成為副總統候選人的麻省民主黨參議
員沃倫有印第安血統。這些攻擊不僅難以削
弱對手，反而印證了民主黨對他的指控：性
別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

民主黨的進攻策略，就是針對特朗普的
「大嘴」 特質，不斷發起攻擊以誘其犯錯，
再指摘他情緒易怒，不適合做總統。沃倫就
攻擊特朗普是個 「一點就着」 的騙子（
thin-skinned fraud）。

「一點就着」 的騙子

進入五月以來，特朗普的負面新聞接踵
而來。先是《紐約時報》訪問了和特朗普有
交集的22位女性，暴露他私下如何不尊重女
性。再有媒體揭露他多次故意拖欠工人的工
程款，證明他要麼是一個貪得無厭的資本家
，要麼就是一個沒有判斷力的決策者。又有
傳媒深挖亞特蘭大賭場的破產事件，暗示特
朗普故意讓賭場破產以從中賺取幾百萬。還
有媒體指控他在佛羅里達的 「特朗普大學案
」中給州律政司捐款，接着律政處就取消訴
訟。這些 「舊料新炒」，發掘出以往沒有暴
露過的細節，而民主黨選舉機器則製作相應
的選戰廣告，大大加強和散播負面效應。在
輪番攻擊之下，特朗普不厭其煩，在反擊中
「大嘴」變本加厲，種族攻擊 「特朗普大學

案」法官，引發災難性後果。
於是，經過最近兩個月左右的選戰實踐

，特朗普對自己特立獨行的競選路線的自信
，開始動搖。在法官事件和奧蘭多槍案之後
，共和黨建制派已經對特朗普極為不滿。民

主黨選戰結束之後，他在和希拉里的對陣中
，支持度不斷下滑。現在看來，特朗普已經
認識到，單純依靠初選的那套策略是行不通
的。於是他不得不 「揮淚斬馬謖」，讓萊萬
多夫斯基當了替罪羊。6月22日，特朗普在
臉譜上發表了《我為什麼參選》的文章，絕
口不提在美墨邊境建牆，絕口不提禁止穆斯
林入境，而是幾乎把重點全部放在希拉里是
「腐敗的建制派」上，很多段落彷彿全盤搬

用了桑德斯的劇本。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他居然在文章中加上長長的註釋。這一切
都顯示特朗普開始改變競選路線。

幾天前，英國脫歐公投出人意料地以脫
歐派勝出結束，成為歐洲反建制、反全球化
陣營的重大成果。在大西洋對岸孤立主義和
民粹主義氛圍的烘托下，克朗普陣營彷彿順
應天時般歡欣鼓舞。特朗普藉此契機，疾呼
美國人也像英國人那樣 「奪回我們的國家」
。這個口號既可指向移民政策，又可詮釋為
美國人民要從腐敗的建制派手中奪回對國家
的主宰權。特朗普進行競選路線調整和改變
，目的不僅僅是要在短期內令選情走出低谷
，更重要的是要盡快令自己的陣營與共和黨
建制派併軌，合力在這幾十年難遇的時機戰
勝民主黨。因此，他的選舉團隊能否建立起
高效強力的糾錯和糾偏機制，就將成為成敗
的關鍵。

歷史學者

民主動力日前公布，將
委託港大 「民研計劃」調查
立法會選舉選民意向，副召
集人鄭宇碩指，由於民調涉
及人數極廣，相信是市民選
前接觸到精準度最高的民調。他又聲稱
，民調目的是為全港選民提供數據資料
，讓他們在立法會選舉作明智抉擇。同
一時間， 「雷動計劃」最新又搞出所謂
「雷動聲吶」的網上民調系統，讓市民

參與網上投票，以得出非建制派各參選
名單的支持度云云。而 「雷動計劃」就
會在投票日將有關民調及資料短信予所
有參與者，以作策略投票之用。民主動
力與 「雷動計劃」投入巨資於所謂民調
，並非是用作參考或學術研究，而是用
作配票，以促使選民作策略性投票。這
樣，有關行為就涉嫌違反選舉法例。

必須指出的是，進行選舉民調並沒
有什麼問題。大學、傳媒會做，政黨及
參選人都會做。大學、傳媒所進行的民
調，目的是了解選民投票意向，有關民
調並非是為了促使或阻止任何人助選。
至於政黨或參選人的民調，固然是為了
自身的選舉工程，但有關民調不會公開
，只作內部參考。因此，有關民調也不
會對選民造成影響。因此，這些民調過
去一直在做，並沒有問題。

然而，民主動力和 「雷動計劃」的
民調則不然，這是有目的而進行的民調
。例如 「雷動計劃」揚言要爭取非建制
派取得過半數直選議席，其目的就是為
了配票爭位，其民調明顯涉及選舉宣傳
及選舉廣告。民主動力副召集人鄭宇碩
也明言有關民調是為了讓選民作投票抉
擇。即是說，這兩個民調是有目的民
調，是為了促使或阻止某些人當選的
民調。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無論以何種形
式發布為促使或阻礙候選人在
選舉中當選的內容，都屬選舉
廣告，候選人或代表候選人的

人士，於選舉期前後或期間，為促使有
關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而
招致的開支，都屬選舉開支。選舉管理
委員會主席馮驊早前指出，現時選舉廣
告的法定定義非常廣泛，可涵蓋任何方
式公開發布的任何物料，包括網上信息
。即是說，選舉廣告不只是參選人的海
報、橫額、單張等有形之物，也包括各
種可以促使或阻止他人當選的行動及服
務。

現在看 「雷動計劃」及民主動力民
調，其目的就是促使非建制派人士爭取
議席，符合選舉廣告的定義。雖然他們
為了規避法例，相信不會在民調中 「指
示」 「告知」參選者應該投給哪張名單
，但很明顯，其民調就是聚焦所謂反對
派的 「邊緣名單」，以此促使參與者將
選票投給這些 「邊緣名單」。既然這些
民調就是為了進行策略性配票，為這些
「邊緣名單」拉票助選。很明顯，這個

行動就屬於選舉廣告，是為了促使某些
人當選。這樣，被這些民調 「點名」 「
暗示」要支持的人士，就應該將整個計
劃由開始到投票日的所有經費都計入其
選舉開支，否則就是違反《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相反，如果有關
參選人堅持拒絕承認，與這些民調主辦
方撇清關係，則戴耀廷、鄭宇碩等人就
要承擔刑責。

反對派機關算盡，發明用民調來影
響選舉的一着，損害選舉公平。市民理
應到廉署舉報，以捍衛香港選舉的公平
公正。

有 話 要 說

方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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