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方針從未變 團結發展莫遲疑

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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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港
﹁

指
點
江
山
﹂
的
背
後

根據中央的任命，張曉明與王志民分別
擔任港澳辦主任與香港中聯辦主任，兩位已
於近日正式履新。對於這一任命，香港各界
普遍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對全面準確落實 「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但部分反對派故意惡意解讀，試圖誤導
公眾，將正常的人事任命稱作 「政策調整」
，並肆意攻擊張曉明主任 「撕裂香港」、為
「港獨」出現負責云云。這些都是極其可笑

的荒謬言論，更是用心惡毒的抹黑。香港之
所以出現嚴重的社會矛盾，其根本原因正是
由反對派在外國勢力操控下所致，三年前的
非法 「佔中」更是直接催生出 「港獨」等極
端勢力，市民對此早有公論。

反對派「解讀」居心不良

事實上，不論是否有人事調動，中央對
港大政方針從未改變。中央創造一切有利環
境支持香港，當前正是團結一致集中精力謀
發展、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的關鍵時刻，反
對派若繼續這種亂港心態，勢將毀掉香港的
未來。

反對派總是唯恐天下不亂，總想在一些
關鍵的時間節點上製造一些混亂、挑撥社會
內鬥。在特首選舉期間如此，近日在中聯辦
人事變動上亦如此。一些反對派的文宣打手
固然如此，而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如立法會
議員，言論更是荒謬。將此次任命形容為 「
根本性政策轉變」，又惺惺作態地稱 「希望
新主任能改變過去作風，做好團結香港的工
作」云云。

反對派不可能不知道這是正常的人事任
命，仍然要刻意錯誤解讀，目的不外有三：
第一，利用港人不太了解港澳工作官員正常
調任的情況，意圖推卸自身過去對香港造成
巨大破壞的責任；第二，意圖通過對不同時
期中聯辦主任的 「評價」，製造中央對港政
策有不同取態的虛假事實，以此來混淆視聽
，進一步分化香港社會；第三，將自身裝份
成一個 「願意對話」、 「不願對立」的 「被
動」角色，為日後將展開的政治對抗做事前
「鋪墊」。

這種可笑的政治伎倆，或可以騙得了反
對派自己，卻不可能騙得了香港大多數市民
。反對派的本質，回顧回歸二十年來的歷史

就已經可以清楚看清，正正是他們不斷在撕
裂社會、激化矛盾、挑動內鬥。如果不是這
幫反對派及其幕後的外國勢力，香港又豈會
如此 「蝸行」？如果不是這幫亂港勢力的阻
撓與破壞，許多困擾香港發展的重大問題早
已得到解決。就在昨天，反對派還在針對 「
一地兩檢」發表所謂的意見，企圖繼續破壞
高鐵香港段如期通車。市民對此看在眼裏，
記在心裏。

更重要的是，中央治港方針政策，又豈
會因反對派的反對或政治操弄而改變？張曉
明主任昨日在港澳辦外會見香港記者時非常
清晰地指出，中央對香港大政方針從未改變
，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 「
大家可以想想， 『一國兩制』現在變了嗎？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現在變了嗎？香港

現在不以資本主義做制度了嗎？這些事都沒

有變。」
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上午亦在辦

公大樓外會見了記者，重申了中央對港的方
針政策，並駁斥一些反對派的 「謠言」。他
指出，張曉明主任調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是正常的人事調整，他與張曉明的目標一致
： 「我們的方針就是 『一國兩制』方針，在
這一點上，請大家放心。」他並向香港市民
送上了祝福： 「（今天是）陽光明媚的一天
，祝香港同胞，祝香港每天更美好，有更好
的、像陽光燦爛的明天」。

團結發展時不我待

事實上，國家領導人多次重申了對港方
針政策不變的道理。兩個多月前，習近平主
席視察香港時，在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
十周年大會暨特區政府就職典禮致辭時指出
，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是
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
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
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的中國智慧。 「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深

入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符合香港居民利
益，符合香港繁榮穩定實際需要，符合國家
根本利益，符合全國人民共同意願。因此，
我明確講過，中央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二是全面準確，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
進。」

事實是，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從未改變，
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方針也從未改變。回歸
以來的種種客觀事實一再證明，中央為香港
創造了一切能創造的有利條件，香港在激烈
競爭的區域環境中，之所以能保持領先的優
勢和地位，根本原因在於中央的支持。當前
正是團結一致集中精力謀求發展的重要關頭
，市民期望能摒棄政治對立，回歸 「一國兩
制」與市民根本福祉上來。

反對派試圖以混淆視聽、誤導公眾的方
式去達到自己的自私政治利益，這不僅與現
實嚴重悖離，更與市民的利益嚴重相反。必
須提醒反對派，再不改變過去這種 「亂港」
心態，必將被市民唾棄。

香
港
每
逢
發
生
大
事
件
，
彭
定

康
都
會
來
港
﹁指
點
江
山
﹂
、
發
號

施
令
，
對
﹁一
國
兩
制
﹂
大
肆
攻
擊

。
此
次
來
港
把
﹁港
獨
﹂
說
成
﹁爭

取
民
主
﹂
，
並
且
支
持
黃
之
鋒
等
搞

暴
力
活
動
，
抹
黑
香
港
法
庭
和
律
政

司
司
長
不
公
正
，
要
求
黃
之
鋒
等
人

﹁繼
續
堅
持
信
念
﹂
，
﹁繼
續
鬥
爭

﹂
，
並
說
﹁民
主
一
定
會
勝
利
﹂
，
令
人
側
目
。

彭
定
康
還
為
香
港
的
反
對
派
指
出
對
抗
方
向
和
組

織
手
段
，
老
一
代
的
﹁民
主
派
﹂
應
該
讓
位
給
黃
之
鋒

等
主
張
﹁港
獨
﹂
或
者
﹁自
決
﹂
的
年
輕
領
袖
，
讓
他

們
接
班
云
云
。

許
多
人
都
會
質
疑
，
彭
定
康
是
以
什
麼
身
份
來
香

港
？
為
什
麼
要
在
這
個
時
候
發
表
這
樣
的
言
論
？
彭
定

康
有
兩
個
身
份
，
一
個
是
香
港
最
後
一
任
殖
民
地
總
督

，
一
個
是
牛
津
大
學
校
監
。
眾
所
周
知
，
彭
定
康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發
表
的
最
後
一
份
施
政
報
告
，
主
題
是
非
常

清
楚
的
，
就
是
號
召
英
國
人
的
戰
略
同
盟
者
，
在
英
國

人
撤
退
之
後
，
繼
續
發
揮
英
國
人
在
香
港
的
影
響
作
用

，
﹁投
入
熊
熊
烈
火
﹂
進
行
鬥
爭
。

英
美
在
港
政
治
代
言
人

英
國
人
的
戰
略
﹁同
盟
者
﹂
，
在
香
港
回
歸
後
的

二
十
年
來
，
已
經
浮
上
水
面
，
他
們
就
是
陳
方
安
生
、

李
柱
銘
、
余
若
薇
一
類
的
政
客
。
但
二
十
年
來
的
較
量

，
證
明
他
們
能
量
有
限
，
基
本
較
量
的
範
圍
就
是
選
舉

和
立
法
會
，
這
樣
的
民
主
訴
求
，
衝
擊
不
了
基
本
法
和

﹁一
國
兩
制
﹂
。
西
方
陣
營
覺
得
這
樣
鬥
爭
下
去
，
不

可
能
玩
出
什
麼
新
花
樣
，
只
會
讓
反
對
派
變
得
越
來
越

弱
小
，
更
加
邊
緣
化
。

特
別
是
美
國
，
他
們
認
為
應
該
要
玩
弄
出
﹁阿
拉

伯
之
春
﹂
、
﹁顏
色
革
命
﹂
那
樣
威
武
雄
壯
的
活
劇
，

所
以
一
早
就
選
定
了
﹁佔
中
﹂
的
悍
將
黃
之
鋒
，
推
動

香
港
﹁自
決
﹂
，
與
基
本
法
決
裂
。
美
國
的
傳
媒
把
黃

之
鋒
吹
捧
成
時
代
周
刊
的
封
面
人
物
，
也
就
是
﹁風
雲

人
物
﹂
。
然
後
由
李
柱
銘
帶
領
黃
之
鋒
去
會
見
美
國
的

政
要
，
大
有
這
就
是
美
國
人
欽
點
的
﹁接
班
人
﹂
味
道

。
可
是
，
香
港
那
些
傳
統
的
﹁民
主
派
﹂
貪
戀
權
位
，

仍
然
佔
據
着
選
舉
機
器
，
佔
着
﹁立
法
會
議
員
﹂
的
位

置
，
這
就
使
得
美
國
和
英
國
的
意
圖
無
法
體
現
出
來
。

美
英
認
為
，
黃
之
鋒
這
樣
的
少
壯
派
，
沒
有
任
何
框
框

，
更
不
會
受
香
港
法
律
的
制
約
，
膽
子
夠
大
，
而
且
敢

於
提
出
﹁港
獨
﹂
方
向
，
更
換
鬥
爭
方
式
，
才
可
以
發

揮
震
撼
作
用
，
把
香
港
變
成
影
響
內
地
的
政
治
基
地
，

進
而
顛
覆
中
國
的
政
權
。

自
從
二○

一○

年
開
始
，
美
國
駐
港
的
總
領
事
楊

甦
棣
、
夏
千
福
曾
經
高
調
地
聯
絡
香
港
反
對
派
和
﹁佔

中
﹂
頭
頭
，
受
到
中
方
的
嚴
厲
警
告
。
後
來
，
換
來
一

個
唐
偉
康
擔
任
總
領
事
，
唐
偉
康
變
得
相
當
低
調
，
原

因
是
整
個
亞
洲
的
形
勢
已
經
發
生
了
巨
大
轉
變
，
美
國

在
朝
鮮
半
島
問
題
、
中
東
熱
點
問
題
、
阿
富
汗
問
題
上

，
都
需
要
中
國
的
合
作
和
支
持
，
唐
偉
康
不
能
不
採
取

低
調
姿
態
。

較
早
前
，
英
國
出
現
了
公
投
﹁脫
歐
﹂
，
保
守
黨

灰
頭
土
臉
，
英
國
的
經
濟
出
路
立
即
成
為
岌
岌
可
危
的

問
題
，
很
可
能
淪
為
三
流
國
家
。
英
國
首
相
文
翠
珊
立

即
決
心
全
面
和
美
國
結
盟
，
要
配
合
美
國
在
亞
洲
的
戰

略
和
決
策
，
願
意
加
入
到
美
日
韓
的
﹁東
方
北
約
﹂
，

並
且
宣
稱
會
派
出
兩
艘
航
空
母
艦
，
配
合
美
國
巡
邏
南

中
國
海
，
﹁維
護
航
行
自
由
﹂
。
其
目
的
就
是
要
換
取

美
國
的
經
濟
同
盟
地
位
，
給
予
英
國
無
關
稅
和
金
融
入

美
的
待
遇
，
並
且
準
備
﹁脫
歐
入
亞
﹂
，
開
拓
印
度
、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
澳
洲
、
新
西
蘭
市
場
，
解
決
英

國
脫
歐
之
後
﹁無
主
孤
魂
﹂
的
狼
狽
處
境
。

在
美
英
合
流
的
背
景
下
，
彭
定
康
的
角
色
就
轉
變

了
，
他
不
僅
是
英
方
代
言
人
，
而
且
也
是
美
國
代
言
人

了
。
許
多
美
國
人
不
方
便
走
上
前
台
講
的
說
話
，
甚
至
儼

然
是
一
個
指
揮
者
的
說
話
，
就
由
彭
定
康
說
出
來
了
。

彭
定
康
來
港
，
為
反
對
派
今
後
的
鬥
爭
方
向
和
組

織
形
式
，
作
出
了
一
個
很
大
的
調
整
。
反
對
派
的
領
袖

人
物
更
換
了
，
鬥
爭
方
式
、
組
織
隊
形
都
作
出
巨
大
改

變
。
反
對
派
未
來
在
香
港
鬥
爭
的
題
目
就
是
﹁港
獨
和

自
決
﹂
，
﹁要
跳
出
基
本
法
的
框
架
﹂
。
所
以
，
彭
定

康
公
然
說
﹁港
獨
﹂
並
非
不
可
以
討
論
的
題
目
，
﹁安

樂
死
和
同
性
戀
最
初
都
是
法
律
不
允
許
的
，
經
過
公
開

討
論
，
就
允
許
了
﹂
，
這
說
明
了
美
英
野
心
之
大
。
但

是
，
彭
定
康
刻
意
迴
避
一
個
現
實
，
基
本
法
的
序
言
和

第
一
條
都
說
明
了
要
維
護
中
國
的
主
權
，
香
港
是
中
國

不
可
分
離
的
一
部
分
，
這
就
說
明
在
憲
法
和
法
制
上
，

﹁港
獨
﹂
絕
對
不
能
允
許
，
沒
有
生
存
空
間
，
更
加
不

可
以
進
行
宣
傳
和
煽
動
。

調
整
反
對
派
鬥
爭
方
向

彭
定
康
把
在
院
校
宣
傳
和
煽
動
﹁港
獨
﹂
當
作
言

論
自
由
、
學
術
自
由
，
完
全
是
掛
羊
頭
賣
狗
肉
，
欲
把

基
本
法
禁
止
的
事
情
，
來
一
個
﹁突
破
﹂
。
緊
接
着
美

國
五
個
參
議
院
議
員
，
公
開
發
表
聲
明
支
持
黃
之
鋒
等

被
判
監
的
人
物
，
恐
嚇
說
﹁香
港
的
法
院
如
果
不
改
變

判
決
，
美
國
將
會
利
用
香
港
關
係
法
，
對
香
港
進
行
制

裁
﹂
。
這
說
明
美
英
的
行
動
正
在
升
級
。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
反
對
派
日
前
在
中
環
舉
行
了

﹁音
樂
獻
良
心
犯
﹂
音
樂
會
，
宣
稱
﹁撐
傘
者
都
是
命

運
共
同
體
﹂
，
﹁立
誓
要
剷
除
沉
悶
領
導
層
﹂
。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
反
對
派
還
召
集
年
輕
人
在
中
環
舉
行
紀
念

﹁佔
中
﹂
三
周
年
的
集
會
，
還
要
演
出
所
謂
﹁催
淚
彈

鎮
壓
﹂
的
鬧
劇
。
十
月
一
日
，
反
對
派
又
要
舉
行
反
對

中
央
、
反
對
特
區
政
府
的
遊
行
。
彭
定
康
吹
響
了
號
角

，
反
對
派
就
立
即
採
取
了
全
力
動
員
年
輕
人
上
街
鬥
爭

的
部
署
。
他
們
認
為
，
這
是
一
個
政
治
溫
度
計
的
測
驗

，
看
看
能
夠
動
員
多
少
人
。
看
看
打
着
﹁自
決
﹂
旗
號

，
能
否
搞
第
二
次
﹁雨
傘
革
命
﹂
。

香
港
同
胞
一
定
要
警
惕
彭
定
康
的
陰
謀
詭
計
，
一

定
要
繼
續
發
聲
，
堅
定
地
反
對
﹁港
獨
﹂
，
這
樣
才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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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的4.0，歐盟的新時代？ 張敬偉

雖然德國 「鐵娘子」默克爾曾經承諾，
不會犯其政治導師科爾的錯誤，不會參加德
國第四任總理任期的競選。但是，默克爾還
是成功實現了她的第四個任期。德國迎來了
默克爾4.0時代。

這位有着東德共產主義背景的物理學家
，卻讓德國變成了歐盟的領袖。在德國經過
歐盟債務危機、歐元危機、克里米亞危機、
英國脫歐危機和現在的特朗普危機之後，德
國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穩如磐石。脫歐的英國
和幾乎被民粹主義衝垮的法國，證明了歐盟
的失敗。

默克爾的勝利卻讓人們看到歐盟堅韌和
成功的另一面。

見慣了美英法三國混亂的大選局面，德
國大選顯得有些沉悶。對此，英國金融時報
的評價是，沉默好於喧囂。

德國利好歐盟放心

的確，德國以稍微有些沉悶的方式，證
明了西方憲政制度的波瀾不驚。這雖然缺乏

民主的激情和看點，但契合默克爾執政的特
點：內斂穩健而富有成效。而且，默克爾有
言在先，她除了不會和極左、極右政黨合作
外，願意和其他德國政治力量進行有效合作
。法國大選曾經被極右的馬麗娜．勒龐深度
攪局，馬克龍勝選看上去有些僥幸。由此，
人們一度擔憂民粹主義政黨 「新選擇黨」會
給默克爾製造麻煩。但事實表明，在默克爾
面前，這個極右政黨的政治影響力還是有些
小兒科。

默克爾的4.0時代開幕，對德國是利好
，也讓歐盟放心。歐洲大選年的 「黑天鵝」
也因此胎死腹中。但是，默克爾的這個任期
有願景也有挑戰。

願景有三。
第一，默克爾主導的歐盟難民政策趨於

穩定。默克爾能夠當選德國總理，凸顯難民
政策的負面效應已經消弭。雖然默克爾吸收
一百萬難民的政策充滿爭議，而且歐盟各地
頻發的恐怖襲擊似乎也和難民政策脫不了干
係。但總體而言，這一政策，為默克爾本人
增加了道德主義的光輝，也彰顯德國負責任

大國和歐盟領袖的地位。經過難民政策，英
國脫歐清洗民粹主義，歐元區的危機，德國
已經擺脫了經濟大國政治侏儒的戰後形象。

簡言之，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和其堅忍的
領導力，開創了德國領導歐盟的新時代。在
特朗普逆全球化給西方社會帶來諸多困擾、
英國決計要和歐盟分家、法國的馬克龍還有
些稚嫩、意大利的政治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以及東歐的新歐盟國家只知從歐洲要錢但不
願履行和承擔相應的責任時，默克爾的勝選
成了西方社會的希望。正如美國前總統奧巴

馬所言，默克爾成為自由世界的新旗手。
第二，德國經濟一直很平穩，歐盟也擺

脫了危機陰霾，貨幣政策正趨向正常化。默
克爾勝選，有助於維繫歐盟的穩定和解決歐
元區的亂象。因而，德國穩定，歐盟和歐元
區就穩定，英國脫歐就掀不起大的風浪。

第三，德國成為西方世界全球化的一面
旗幟。默克爾不向特朗普屈服的個性，更增
強了德國在歐盟和世界的影響力。在此情勢
下，德國可以選擇和亞洲的中國、日本一起
扛起貿易自由化的大旗。

恐怖主義的挑戰

另一方面，默克爾也面臨着嚴峻的挑
戰。

首先，如何彌合歐盟內部的分歧。雖然
默克爾開啟德國的4.0時代，不僅有效地阻
擊了本國民粹主義，而且讓歐洲大選年有驚
無險。但是，歐盟內部依然暗流湧動，英國
脫歐正在談判，英歐之間還有很多問題需要
解決。默克爾如何發揮出足夠的政治智慧，

平衡歐盟內部的立場，讓歐盟在對英談判時
用一個聲音說話，依然充滿不確定性──雖
然之前歐盟內部已經統一立場。

此外，在難民安置方面，東歐的匈牙利
和波蘭等國一直對默克爾有意見。如果難民
安置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將會成為默克爾
第四任期內的最大難題。南歐國家依然存在
債務危機重來的風險，雙脫歐（脫離歐盟和
歐元區）的思潮一直存在。這就要求默克爾
治下的德國繼續保持軟硬實力齊頭並進，才
能扭轉脫歐思潮，當好歐盟的領頭羊。否則
，歐盟和歐元區還會時刻面臨分裂風險。

其次，是歐盟內部的恐怖主義之禍。恐
怖主義在歐洲肆虐，歐洲很多人認為這是錯
誤的難民政策所致。如果默克爾治下的德國
或者歐盟不能徹底解決歐盟的恐怖主義之禍
，默克爾恐怕會隨時背鍋，甚至會威脅其執
政地位。

理性的德國人選擇了默克爾，默克爾的
4.0時代會完美謝幕嗎？值得關注。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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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南
2014年9月爆發的

「佔中」至今已過去三
年，這三年間，激進講
「獨」的風氣逐步滲透

校園，特別是滲透進大
學校園裏。

這體現在2014年年底，各大專
學生會相繼退出學聯，丟棄所謂的
「大中華情意結」。繼而是接下來

兩年間，在支聯會 「維園集會」上
焚燒《基本法》和杯葛集會。如果
大學生是認清該些組織的政治圖謀
，那倒是好事，可恨他們的出發點
就只是徹頭徹尾地為講 「獨」鳴鑼
開道。到了今年初， 「港獨派」和
「激進派」相繼攻陷十多所大專院

校的學生會。今天回看前陣子各院
校湧現出 「港獨」橫額，其實也只
是依着這種歪風而行，整個講 「獨
」趨勢是一脈相承的。

有大學校長近日回應連串風波
時說道： 「討論 『港獨』無問題。
」但這確實是很有問題的說法。需
知道，若然要稱得上是 「討論」，
那就必須鋪陳正反兩面的資料，且
還要慎防討論變成煽動。但觀乎近
日校園各處，包括民主牆所出現的
，根本就不是討論，而只是帶有煽
動性的標語和口號，要麼就是 「我
要港獨」，要麼就是 「香港獨立」

四個大字。如果講 「獨
」就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就很清楚，的確是不
能講也不應該講。

剛就任港澳辦主任
的張曉明首日上班時，就 「港獨」
提出強而有力的質問，愚以為很值
得各界，特別是一眾大專院校領導
層和莘莘學子，就講 「獨」問題作
出反思。張曉明質問道， 「『港獨
』是什麼東西呀？」 「鼓吹 『港獨
』，從事 『港獨』活動，對香港有
什麼好處呀？」前一條問題，答案
肯定是 「違憲違法」；後一條問題
的答案就更簡單，是 「禍害」。這
些大是大非問題的答案，各位教育
工作者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有明確
地告訴學生嗎？如果有，那當然是
好，如果沒有，那就請由違法 「佔
中」三周年這一天做起，一起來一
個撥亂反正！

懸掛具明顯煽動性的 「港獨」
橫額，肯定不是校園講 「獨」的終
點，下一站會是 「港獨」分子在校
園裏發起 「港獨公投」嗎？抑或是
……無論他們的下一站是哪裏，必
須 「依法、堅定、遏制與打擊」，
願各大專院校校長千萬不要採取縱
容的態度，對講 「獨」都應該是 「
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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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校園講獨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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