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政報告提出 「明日大嶼」計劃，
被反對派肆意攻擊和妖魔化。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大會
時，對於有反對派議員指 「明日大嶼」
計劃是 「燃燒儲備」，以及質疑填海會
損害環境及生態。林鄭回應稱： 「『明
日大嶼』的願景是為香港開拓更多土地
，滿足香港未來20、30年的發展。」她
指出，近年社會將填海妖魔化，其實香
港開埠以來的發展均依靠填海，不少新
市鎮、金融區，甚至是新機場都是靠填
海得來。林鄭強調， 「明日大嶼」計劃
工程可能要13至15年進行， 「不要將數
目合併說成明日用完儲備、明日用完公
務員長俸金來嚇市民」。

抹黑陰謀最終一場空

反對派妖魔化 「明日大嶼」，恐嚇
市民和公務員，聲稱 「明日大嶼」將耗
盡香港的儲備，用完公務員長俸金，又
聲稱 「明日大嶼」明益新來港定居人士
，侵佔港人生存空間。反對派喉舌社評
更聳人聽聞稱： 「『明日大嶼』計劃的
最大得益將是中資公司及其幕後的中共
權貴家族。這是繼香港高鐵、西九故宮
文化館、落馬洲河套區創科園等工程後
，林鄭月娥新一輪獻媚中共權貴的大撒
幣」，云云。

反對派以陰謀論抹黑 「明日大嶼」
計劃，散播 「耗盡儲備」 、 「獻媚中共
權貴」 等論調，偷換概念、恐嚇公眾，
企圖利用填海問題分化社會、製造矛盾
，為即將到來的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
補選造勢，以助反對派 「重奪議席」 。
但是，志在 「重奪議席」 的劉小麗，卻

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選舉主任解
釋劉小麗再被DQ的兩大原因：一是劉
小麗一直以來都無改變她的政治立場，
就是 「包括『香港獨立』作為選項的 『民
主自決』」，以及不接納中央政府對香
港的管治；二是劉小麗是在參選前很短
時間內，在網站移除「民主自決」總綱，
而她在參選前的表述，都不過是策略以
減低自己被取消參選資格的風險。反對
派抹黑 「明日大嶼」 計劃為劉小麗參選
助威造勢，到頭來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反對派喉舌將 「明日大嶼」與高鐵
香港段、西九故宮文化館、落馬洲河套
區創科園相提並論，說成是 「新一輪獻
媚中共權貴的大撒幣」，其實也暴露了
反對派妖魔化 「明日大嶼」的底牌，不
僅是為劉小麗參選造勢，而且是赤裸裸
的 「港獨」。反對派打着 「反被規劃」
、 「反被吞併」的幌子，抹黑和狙擊港
珠澳大橋、高鐵香港段、新界東北發展
、西九故宮、落馬洲深港科技園，以及
粵港澳大灣區，其底牌就是 「港獨」。

林鄭指出，近年社會將填海妖魔化
，其實香港開埠以來的發展均依靠填海
，不少新市鎮、金融區，甚至是新機場
都是靠填海得來。 「明日大嶼」 規劃，
為香港的未來描繪出宏偉新藍圖，更超
越了昔日的 「玫瑰園」 計劃。為什麼回
歸前反對派不反對 「玫瑰園」 計劃，現
在卻千方百計妖魔化 「明日大嶼」 計劃
呢？這其實是逢中央政府必反、逢特區
政府必反的表現。

反填海違民意阻發展

反對派長期製造香港 「被規劃」歪
論，舉凡港珠澳大橋、高鐵香港段、新
界東北發展、西九故宮、落馬洲深港科
技園，以及粵港澳大灣區，都是香港 「
被規劃」，是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被消亡」。 「明日大嶼」計劃是回歸

以來特區政府首次提出思路創新，理念

明確，可行性高的長遠規劃。但是，公
民黨黨魁楊岳橋卻聲稱： 「這個 『明日
大嶼』可能就是重 『一國』、輕 『兩制
』下的產物。」 「特區政府只見 『一國
」、不見 『兩制』的傾向還反映在 『明
日大嶼』這個無底深潭的計劃。」反對
派喉舌也竭力否認 「明日大嶼」計劃是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的體現，

造謠指 「明日大嶼」計劃是 「林鄭月娥
新一輪獻媚中共權貴的大撒幣」。從反
對派長期製造香港 「被規劃」歪論，到
特區政府親自規劃的 「明日大嶼」亦被
抹黑為 「只見 『一國』、不見 『兩制』
」，反對派的自相矛盾，將其險惡用心
暴露無遺。

過去，香港的新市鎮發展，不少都
是由填海產生，例如沙田、荃灣、屯門
、大埔、將軍澳和東涌等。填海能創造
大片土地，方便作出整全的綜合規劃，
而且不涉及收地和重置，土地供應時間
更易掌握。長期而言，最有效增加土地
供應的方法是在維港以外水域進行大規
模填海與興建新市鎮。儘管填海造地不
能一蹴即就，需要經過可行性研究、規
劃、環評和其他法定程序，需時10年或
以上。但香港長期而言，要解決土地緊
缺問題，必須填海造地，排除反對派妖
魔化 「明日大嶼」的干擾。

林鄭月娥表示，對於藝人劉德華早
前為團結香港基金的3分半鐘短片擔任
旁白，支持大嶼山東部水域人工島填海
，勇於表達意見感到敬佩，但不幸有些
人對劉德華作出侮辱、人身攻擊。林鄭
月娥對劉德華勇於表達支持填海意見感
到敬佩之餘，實際上林鄭也以巨大勇氣
迎難而上，無懼反對派妖魔化填海，提
出包括 「明日大嶼」計劃在內的本港長
遠土地供應藍圖。

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參選人
有：陳凱欣、馮檢基、李卓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
聯會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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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港獨零容忍的試金石
在8月27日至9月29日的一個多月裏，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
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先後兩次明確表
示中央對 「港獨」是 「零容忍」，並兩次提
及 「香港民族黨」。

8月27日，韓正副總理會見香港紀律部
隊文化交流團，發表關於中央對 「港獨」是
「零容忍」、對 「香港民族黨」要依法處理

的指示。當時，特區政府尚未宣布取締 「香
港民族黨」的決定。

遏制「港獨」鬥爭未結束

值得注意的是，9月29日，韓正副總理
會見香港工會聯合會訪京團時，特區政府
已宣布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韓正副
總理不僅表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的決定，
而且再次強調中央對 「港獨」就是 「零容
忍」。

可見，在中央看來，禁止 「香港民族黨
」運作不等於遏制 「港獨」鬥爭結束。

特區政府選舉主任在10月12日宣布，劉

小麗不符合參加即將於11月進行的現屆立法
會九龍西地方選區一個議席的補選資格。這
是政府遏制 「港獨」的又一舉措，應予肯定
。這一決定有3點值得注意，一是重視劉小
麗在兩年前現屆立法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宣
誓的表現，不因為她為了參與今次補選特地
修改政綱、刪去 「自決」字樣而輕易相信她
轉變；二是重視劉小麗一貫政治立場和言行
，不因為她最近加入傳統 「泛民」政治團體
之一工黨而以為她脫了 「本土激進分離」分
子的外衣；三是遏制 「港獨」 「零容忍」，
對以 「自決」為名求 「港獨」為實者，也堅
決遏制。

劉小麗受阻，李卓人頂上，劉小麗是反
對派的A角，李卓人是反對派的B角，活生
生地展示 「港獨」勢力同傳統 「泛民」 「本
是同根生」。希望政府從此在管治和施政上
牢牢依靠愛國愛港陣營。

同樣是在10月12日，香港外國記者會第
一副主席、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
馬凱離開香港。政府不評論馬凱簽證不獲續
期，是否與 「港獨」組織 「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在香港外國記者會演講事件有關
，香港外國記者會則就馬凱簽證不獲續期向
政府提出抗議。政府應當執行它同香港外國
記者會簽訂的租約中的相關規定，提前同香
港外國記者會解除租約。當然，需要給時間
予香港外國記者會另覓會址，但是，有關解
約安排應盡快。這同新聞自由無關，這是表
達對 「港獨」 「零容忍」應有之義。香港外
國記者會可以在香港的其他地方繼續開展合
法活動。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於一切符合國家
憲法和特區《基本法》的新聞活動，提供切
實保障。

「香港民族黨」 已被依法禁止運作。接
下來，特區政府需要考慮的，是對 「香港民
族黨」 幾位領袖人物 「繩之以法」 。有些人
以為，這幾個 「港獨」 分子的行為尚未到《
刑事罪行條例》相關條款所要懲處的地步。
這是一個 「相由心生」 的問題。存有同情或
寬恕之心，怎麼看這幾個 「港獨」 分子都未
觸犯刑律；但是，出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以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公心」 ，判斷就不一樣。

有些人有 「息事寧人」的心態，擔心遏
制 「港獨」 「零容忍」，會激起反對派更強
烈地對抗政府。其實，這幾年太多實例不斷
證明，在政治上做原則性的退讓，不僅不會
令反對派變得可以商量，恰恰相反，反對派
視你軟弱而得隴望蜀。

息事寧人心態要不得

有些人同情反對派甚至 「港獨」勢力。
必須指出，在意識形態的基本內核上，不只
是傳統 「泛民」同 「港獨」勢力一致，甚至
建制中一些人也同 「泛民」和 「港獨」勢力
一致。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遏制 「港獨」
不僅面對 「泛民」一直無法同 「港獨」勢力
切割，而且面對建制中有些人對 「港獨」勢
力心存姑息。

設想那樣一種局面——香港外國記者會
依舊在政府物業裏，它支持 「香港民族黨」
的行為對它毫髮無損； 「香港民族黨」 召集
人陳浩天等人搖身一變，以其他團體名目繼
續宣傳 「港獨」 。請問：那樣的局面是對 「

港獨」 「零容忍」 抑或 「網開一面」 ？
韓正副總理會見香港工聯會代表團時提

及 「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這要從堅持 「
一國兩制」的 「初心」開始，而 「初心」就
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也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8年施政報告第
33段說： 「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為《基本法
》第23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我多次公開
表示，政府會審時度勢，謹慎行事，並繼續
努力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但這並不等
於我們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試圖分裂
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視若無睹，不等
於可用來處理若干應禁止行為的香港現行法
例只能 『備而不用』。保安局局長上月引用
《社團條例》採取行動，就是一個有力的說
明。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亦引發對第23
條立法工作的熱烈討論。我會認真聆聽，探
討如何讓香港社會可以正面地處理這個對
特區的憲制要求。」這段話反映遏制 「港
獨」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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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 「港獨」猖獗， 「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到處 「播獨」，即使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7月宣布考慮禁止該組織活動
後，他仍不收斂，甚至到香港外國記者會
詳述其 「港獨」主張。

上月初幾所大學的學生會主席利用開學典禮公然鼓吹 「港獨」，
大學校長表示反對，但沒有加以懲罰。

更離譜的事發生了。十月一日 「港獨」分子、組織竟然舉行 「撐
獨」遊行，喊叫 「港獨」口號，舉起 「港獨」橫額及旗幟，直衝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導致幾名保安人員倒地受傷，氣焰十分囂張。看！他
們不僅集結力量，而且要到特區管治心臟地帶挑戰政府，分明要擺
出無所畏懼的姿態——我們就是要這樣搞 「港獨」，政府你能奈我何
嗎？

翌日，特首的回應是表示極度遺憾，在政府所在地搞 「港獨」不
能接受。態度明確，卻缺乏力度。類似這樣的表態已有多次， 「港獨
」分子根本不把它放在眼內，似乎 「睇死」政府不會制止其活動。倘
若今後仍然重複這種回應， 「港獨」會鬧到什麼地步？人們不禁有此
一問。

「港獨」違反憲法、違反《基本法》、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
九條，不得人心，其搞手不多，依法禁止，其實不難。難就難在政府
的軟弱表現不易改變，遲遲不下決心，予以剷除。

只有將 「港獨」分子繩之於法，才能遏制 「港獨」，捨此別無他
法，希冀譴責幾句， 「港獨」便會收斂，這是天真的想法。遏制 「港
獨」但怕有人藉機鬧事，令局面難以收拾，這是不必要的顧慮。須知
社會上只要存在着 「抗中亂港」勢力，鬧事就不可避免。你不及時制
止，他們則鬧得更兇，此所謂姑息養奸。

目前香港形勢發展有利於香港的穩定繁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港珠澳跨海大橋落成並啟用在即，以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與內地高鐵
網絡的接軌通車，標誌着香港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國兩制」的
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可喜可賀。但是也要看到國際形勢複雜多
變，中美關係轉差，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反華勢力必乘機加強在香港的
破壞活動， 「抗中亂港」勢力在它的支持下會耍出什麼花樣，值得警
惕。我們反對鬧事，但不怕鬧事。深信堅決制止諸如 「港獨」這樣的
非法行徑，必能化亂為治。在重大的問題上，守住底線，堅持原則，
堅持依法施政，上有中央撐腰，下有市民支持，無往而不勝。

審時度勢，現在應是準備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了
。由於 「港獨」繼續蔓延，立法有利於遏制 「港獨」，市民贊成立法
的呼聲此伏彼起，大於反對立法者。立法會內建制派議員居多，預料
可通過立法。有鑒及此，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將立法事宜放在議事日程
上，作出規劃。今冬明春進行充分的醞釀，明年末或後年初完成立法
程序。

大法官確認風波折射美國亂象
10月8日，隨着美國總統特朗普替最高

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諾監誓，紛擾美國兩
個多月的大法官確認鬧劇終於告一段落。美
國政壇兩黨亂鬥，兩極化之極端，令人側
目。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一共8名。在美國
三權分立的制度下，大法官權力巨大，一個
司法判決可以深遠影響美國政治和社會數十
年。更有甚者，除了被彈劾和退休，大法官
可以一直在這個位置上待到死。因此，委任
持哪種憲法理念和社會價值取向的大法官對
美國社會非常重要。

根據美國憲法的設計，大法官本應是政
治中立的。這是紙面上的事，實際操作上遠
遠不能如此。共和黨總統提名保守派大法官
，民主黨總統提名自由派大法官，都已經是
成例。當然，在以往，總統提名一般還非常
重視能力與專業，不能只注重黨派利益。此
外，由於總統提名後還要經參議院確認，對
總統如何提名也形成制約。雖然確認只需要
簡單多數，但在2017年之前，反對者可以 「
拉布」，要有60票才能 「剪布」。這是比較
高的門檻，總統也不得不有所顧忌。

這樣，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大
法官一般是兩黨支持，參議院中八、九十票

支持的情況並不少見。到了特朗普時代，美
國政壇進一步兩極化。2016年，原大法官斯
卡利亞突然死亡，共和黨人為了阻止奧巴馬
提名人選，利用把國會的優勢，拒絕展開確
認程序，讓大法官位置史無前例地懸空了11
個月。把民主黨恨得咬牙切齒。到了特朗普
上台，民主黨想用 「拉布」拒絕特朗普提名
的戈薩奇。共和黨則使出了 「核選項」，把
「剪布」降低到簡單多數（51票）。從此 「

拉布」就失去阻擋提名的意義了，戈薩奇也
順利上任。

新大法官動搖兩黨平衡

今年6月底，81歲大法官甘迺迪翌月辭
職退休，引起新一輪大法官任命爭鬥。甘迺
迪雖然是里根總統提名的，其投票卻經常在
左右搖擺，變成了關鍵一票。因此他一退，
新大法官將嚴重影響大法官人選的左右平衡
。他在中期選舉前辭職，被廣泛認為是出於
政治考慮。甘迺迪沒有什麼身體上的理由讓
他不能留到中期選舉之後再辭職，但特朗普
要能確保正在進行的墮胎權案件覆核能保證
有利保守派，甘迺迪則想確保自己的繼承人
是自己滿意的 「靠譜」人選。這是一個政治

交換。從他宣布辭職開始，曾經擔任過甘迺
迪助手的卡瓦諾就被廣泛看好被提名。

對民主黨來說，卡瓦諾除了是保守派外
，還是民主黨的死對頭。他曾跟獨立檢察長
斯塔爾一起調查過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風化
案；又在小布什競選團隊中擔任過法律顧問
，參與過當年佛羅里達州重點選票的法律工
作。事實上，早在2003年，他被推薦為上訴
庭法官時，民主黨參議員就用 「過於黨派化
」為由將任命案拖到2006年。

自從卡瓦諾被提名大法官開始，民主黨
就決意把他拖下馬。可是，民主黨手中的武
器有限。他們擅長的第一個是發動輿論，搞
簽名，要求推遲確認程序；第二是搞群眾運
動，除了在國會場外示威之外，還使出衝入
會場的 「佔領」和抗議行動。在9月4日到7
日的參議院法務委員會的第一輪聽證會上，
就有超過200名衝入會場的示威分子被捕，
情況一度混亂失控。但這些在特朗普時代都
沒有什麼用。

這時，一起#MeToo事件一下子扭轉了
民主黨的形勢。事緣加州一名大學心理學女
教授福特在卡瓦諾可能被提名前夕，寫了一
封信給當地官員，舉報卡瓦諾在1982年時曾
經企圖強姦自己。福特的證詞雖有一定可信

度，令人相信她身上發生過類似的事（雖疑
犯不一定是卡瓦諾），但除了年代久遠之外
，關鍵地方都非常模糊，就憑這些難以認定
卡瓦諾就是元兇。他本人此前從未發生過被
女性投訴之事，反而有眾多同學同事為他做
品格證明。正如他所言，單憑一個無法證實
的指控，就去否定他三十多年的努力，這也
是不公平的。

民主黨暗箭傷人反害己

讓一個有強姦嫌疑的人當上大法官，這
還得了？民主黨頓時找到了利器。可是接下
來，民主黨的操作又非常醜陋。加州民主黨
參議員范士丹坦言早在7月30日收到福特的
信，卻一直壓下不表。直到9月12日，即法
務委員會的聽證已經開過了，將要投票，范
士丹才把信件轉給FBI，一邊要求FBI調查，
一邊要求參議院法務委員會再次聽證。這種
過於精明的政治計算惹來很大的反感，就連
自由派傳媒也非常不滿。

事發後，卡瓦諾當即要求到國會解釋，
民主黨又使出拖字訣，堅決不允許，要求
FBI先調查。總之能拖多久就多久，希望把
確認法官程序推到中期選舉後。到了撐不住

要召開聽證會上，民主黨議員又集中攻擊和
羞辱卡瓦諾，絲毫沒有尋找真相的誠意。共
和黨議員格雷厄姆怒斥民主黨人的一幕之成
為整個聽證會的精華，正是由於民主黨參議
員 「鋪墊」之故。

聽證會後，原先態度曖昧的亞利桑那州
共和黨參議員弗雷克要求推遲一周投票，好
等FBI可以介入多做一次背景調查，在形式
上滿足民主黨的要求。這時，民主黨的焦點
放到了在作證時，卡瓦諾 「過於黨派化」和
「情緒化」，因此不適合做大法官，更顯得

無事生非。於是原先猶豫的共和黨人紛紛
轉態，最後以史上最接近的票數確認了卡
瓦諾。

民主黨打出#MeToo牌，原意除了阻擋
卡瓦諾之外，還有動員選民在中期選舉站出
來的動機。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刺激
民主黨選民，也可以刺激共和黨選民。根據
民意調查，民主黨搞砸了，民主黨原先被看
好的形勢反而下墜了。當然，這次事件最大
的輸家，依然是被進一步極端化的美國政治
本身。特朗普在集會中嘲弄福特，民主黨醞
釀着奪回國會後就彈劾卡瓦諾。美國兩極化
政治與仇恨政治越發走向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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