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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下午，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
者會上宣布，鑒於反對派議員百般阻撓和破壞，立
法會無法選舉審議《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簡稱《逃犯（修
訂）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正副主席，從而法
案委員會無法開展審議工作，特區政府不得不根據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54（5）條，致函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主席磋商，以期6月12日就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反對派固然表示反對。值得注意的，是個別屬
於愛國愛港陣營的知名人士提出質疑，稱：法案
委員會未完成審議工作便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
，不符議會傳統，是否值得為一條法例犧牲議會
傳統？

「直上大會」絕非脫離傳統

這樣的質疑犯了一個明顯錯誤。傳統上，大多
數條例草案是經相關法案委員會審議後在立法會大
會恢復二讀、表決和三讀，個別條例草案則是毋須
法案委員會審議在立法會大會二讀、表決和三讀，
兩種做法都符合立法會議事規則。只把前一種做法
視為 「議會傳統」而排斥後一種做法，既脫離規則
，也不符事實。

誠然，不經法案委員會直接在立法會大會二讀
，往往有特殊的情況，這一回亦然，而且，不是尋
常的特殊，這就是：香港政治生態處於重大歷史轉
折點。

即使沒有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當
然，這是假設），那麼，香港回歸祖國已有接近22
年，香港相當一部分中國籍居民仍未形成對國家應
有認同，特區仍未確立對國家政治體制（包括法制
）應有尊重，中央對特區的領導在具體制度機制上
仍未完善，這一切都是不能容忍的。因為，這樣的
現狀嚴重挑戰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從而

嚴重威脅香港的穩定繁榮。
何況，在香港回歸祖國21年之際，美國調整其

全球戰略、公然宣布中國是其主要對手之一，把過
去40年對中國既接觸又遏制的戰略，修訂為全面遏
制。於是，從2018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美國商會從
一個維護美商在香港利益的非政治團體蛻變為美國
遏制中國的急先鋒，頻頻高調就政治事件發聲，儼
然在港外商的代言人，儼然香港 「拒中抗共」政治
勢力的吹鼓手。

修訂《逃犯條例》不可與《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本地立法相提並論，但是，這一回美國指揮其香
港的嘍囉們阻撓和破壞修訂《逃犯條例》的力度，
卻明顯甚於2003年上半年指揮其香港的嘍囉們阻撓
和破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這就是中
美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使然。

於是，反對派議員在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副主
席階段上演 「沐猴而冠」的把戲，也就容易理解了
。之前， 「長毛」再無賴，不至於自編自導自演 「
篡權」的醜劇。涂謹申演完鬧劇之後直飛華盛頓，
把他自己的角色演繹得淋漓盡致！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特區政府決定把《逃犯（
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其意
義就超越了修例本身。

五種變化需做好準備

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堵塞香港相關法律的
漏洞。必須盡快修訂《逃犯條例》，不只是需要盡
快堵塞法律漏洞，更是回擊美國猖狂干預中國內政
的應有之義。在這樣的意義上，最近兩個多月圍繞

《逃犯條例》修訂的錯綜複雜的較量，意味着香港
特別行政區管治範式正在發生重要變化。

第一，中美關係演變開始定義香港政治分野。
目前，反對派表現得幾乎全部向美國靠攏，但我相
信，隨着時間推移，反對派會分裂，一部分不忘記
自己是炎黃子孫者會逐漸與美方拉開距離，他們中
間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會選擇疏遠甚至退出政治。
目前，愛國愛港陣營呈現分化，與美國關係深的政
治團體或個人表現得彷徨和搖擺，但我相信，隨着
時間推移。他們的大多數會站穩愛國愛港立場。

第二，因應香港政治分野被中美關係演變所定
義，特區政府必須審視其管治方略，重新確定或者
堅定關於依靠誰反對誰的選擇。

第三，在相當一段時間，行政與立法關係將持
續緊張，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不僅將更瘋狂地 「拉布
」，而且將一再重演篡奪立法權的鬧劇。從而，不
經法案委員會（因為無法正常運作）而直接在立法
會大會進行二讀的做法很可能在一段時間裏形成常
態。

第四，在香港，對於國家政治體制（包括法制
）的敵視或鄙視或誤解，是與對於西方國家、尤其
美國的制度和實力的崇拜相聯繫的。因此，愛國愛
港政治團體支持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依法施政，
可能在今年11月第六屆區議會選舉和明年9月第七屆
立法會選舉中失去一定的選票和若干議席。對此，
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

第五，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的措施將陸續有來，
而且會變本加厲，從而，香港將承受越來越大壓力
，特區政府與反對派的矛盾，香港居民在政治上
的動搖，政治團體在政治上的分化甚至分裂，都將
加劇。這一切，必將考驗管治班子的思想政治堅定
性。

盼行政長官堅定立場因勢而變。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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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治範式在變

反對派何曾關心過商界利益？
修訂《逃犯條例》

本意是堵塞制度漏洞，
令殺人越貨、作奸犯科
者無所遁形。但讓人沒
有想到的是，這一原本

針對逃犯的簡單修例，竟有引出各路小丑粉墨登場的
神奇功效，無意中成了市民分辨正邪的 「照妖鏡」。

為反對修例，有人飛天過海去搬洋兵。先到美國
，又到加拿大，再到德國，顛來倒去，無非是說一些
修例影響 「自由民主」、影響洋人在港利益的話，乞
求外國干預。洋人雖然早已聽膩了這些漢奸奴才們的
陳詞濫調，但在當下中美大國博弈的關鍵時候，既然
有人賣主求榮送來子彈，無論如何也得給個好臉色。
於是，數十年如一日充當反華 「急先鋒」的美國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出來了，以指鹿為馬聞名的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也出來了，再加上幾個喜歡喋喋不休的洋人，
一齊朝着東方放了幾聲嘴炮。洋人的嘴炮也有升級版
，這幾天什麼 「公開信」、什麼 「外交照會」，叫得
震天響，可這又能怎樣呢？回歸前有洋人詛咒 「香港
已死」，後來又說 「哎喲，香港根本死不了」。此次
想借修例鬥嘴鬥狠，到頭來無非又是把唾沫濺在自己
臉皮上。

假民主真賣港醜態畢露

為反對修例，有人在立法會上演全武行式 「拉布
」。 「拉布」有奇效，可以拖延阻礙政府決策事項通
過，可以博得場外觀眾的幾點眼球，是反對派議員慣
用的伎倆。明知無理，只能扮起無賴狀，反正死豬不
怕開水燙。只是扮死豬久了，慣看熱鬧的觀眾，也難
免出現視覺疲勞。這次反對派看準了港人熱愛武俠的
傳統，於是乎身體撞擊，拳打腳踢，十八般武藝全數
上場，傾情上演了一齣現實版武打片。可惜的是，他
們的三腳貓功夫，盡是些蹩腳的爛招，再配上歇斯底
里的嘶吼，早倒了觀眾的胃口。

為反對修例，有人挖空心思出盡餿主意。 「日落
條款」怎麼樣？一事一議，今日處理張三，明日再審
李四，後天還有王五……即審即棄，勞民傷財不說，
立法會越俎代庖，將香港法院置於何地呢？ 「港人港
審」又如何？香港人在境外犯罪也只能由香港審理，
如同治外法權，這恐怕連他們的洋主子也不同意吧！
要想管到他們洋主子的地盤，那是需要實力說話的。

修例可緝捕逃犯，利港利民。更令觀眾驚奇的是
，反修例這場大戲不僅有吹拉彈唱，還讓各路小丑露
出了 「真容」。在修例面前，某些國家假平等真霸凌
的行徑撕開了偽裝，某些人假民主真賣港的醜態現出
了原形，某些人假公義真自私的偽善露出了馬腳。這
算是修例送給市民的意外驚喜。

反對派讓人不屑的地方，除了他們為了一己私
利，甘願充當外國勢力的 「帶路黨」之外，便是他
們無比偽善。以近日他們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為
例，他們便不斷宣稱，修例將會破壞香港的營商環
境，部分港商和外資會因此撤資，最終影響香港經
濟。有趣的是，反對派過往不是一直扣特區政府的
帽子，指政府跟商界 「官商勾結」，制定的政策往
商家傾斜嗎？他們為何又突然間，要把政府包裝成
罔顧商界利益呢？

究其原因，這是反對派挑撥離間的手段。畢竟
，反對派在立法會之內議席並不過半，所以他們需
要分化建制派當中的商界代表，使他們誤以為修例
會損害商界的利益，甚至是人身安全，從而使他們
動搖立場，藉此扳倒修例。

反對派分化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四出去造謠
，讓商界誤以為修例之後，將會 「無故」被送返內
地，財產則被凍結或充公；即使沒踏足內地，沒在
內地經營生意，但在香港觸犯內地法例，也有機會
被移送內地受審。部分商界人士信以為真，也跳出
來喊話，聲稱商人在內地若曾 「被迫行賄」，也有
機會被移送內地。

很明顯，有些人知道部分商界人士不熟內地法
規，所以四出妖言惑眾。根據內地《刑法》第389條
第三款規定： 「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
，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擔心曾經

「被迫行賄」而被移送內地受審，只不過是杞人憂
天。至於未曾踏足內地，也不會因為在香港觸犯內
地法例，而被政府羈押再送回內地受審。

首先，根據政府提交的《逃犯（修訂）條例草
案》第5條規定，條例修訂後政治、種族、宗教等案
件不適用； 「雙重犯罪」原則是移交請求的先備條
件，即移交請求所涉的犯罪行為必須在請求方和被
請求方都構成犯罪，而且是在《逃犯條例》附表1中
開列的罪類所描述和涵蓋的罪行，而有關罪行可處
以超過三年或更高的刑罰才適用。是故，若在香港
所觸犯內地法例，該行為在港根本不構成罪行的話
，便不可能被移交。

分化商界是引入外力手段

其次，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早前已經提出，修例
之後將奉行 「港人港罪港審」的原則。根據《基本
法》第19條第二款規定：香港特區法院除繼續保持
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
外，對香港特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是故，任
何在香港涉嫌犯罪的人，即使其行為同時觸犯香港

本地法律和內地法律，只接受香港法律的審判，不
會移交內地，根本不用擔心。

由此可見，修例將損害商界利益，或者是危及
商人們的人身安全，只不過是反對派的分化手段。
實際上，反對派從不關心香港的營商環境，否則他
們在修例問題上，為何要危言聳聽，增加港商或外
資的疑慮？為何他們要到外國 「告洋狀」 ，甚至慫
慂美國借助今次特區政府修例，作為修改所謂 「美
國─香港政策法」 的藉口？

這一邊廂借外國的手，意圖破壞香港經濟，另
一邊廂又扮作關心香港的營商環境，反對派的所作
所為，正一是 「神又係你，鬼又係你」矣。

時事評論員

國民黨的兩岸路線何去何從
這兩個月來，宋楚瑜、洪秀柱、王金平、郁慕

明等台灣藍營政治人物紛紛登陸，並表示堅持 「九
二共識」，反對「台獨」，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在民進黨執政導致兩岸關係緊張的背景下，上述聲
音彌足珍貴，反映了台灣民意，更反映出在大陸堅
持反「獨」促統、加大推動和平統一力度之下，台灣
政界受到觸動，不得不做出回應，順應歷史大勢。

須改變「以拖待變」舊思路

仔細分析登陸藍營人物的言論，各人側重點不
同。宋楚瑜的大灣區之行，注重關注台商福祉，明
確贊同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但對於 「一
國兩制」台灣方案，態度前後搖擺，回台後面對綠
營壓力矢口否認，釀成風波。王金平大陸行，以祭
祖為旗幟，合乎情理，也表態反對 「台獨」。其作
為長期被質疑為 「藍皮綠骨」的政治人物，多年來
首次登陸，政治宣示意味濃厚。三人中，洪秀柱對
於統一的態度最鮮明，表示兩岸同胞應為深化兩岸
融合發展、實現和平統一奉獻心力，不過對於 「一
國兩制」台灣方案，她卻沒有提及。環顧島內政壇
，圍繞2020大選的前哨戰已經打響。

藍營關注度最高的兩名參選人韓國瑜和郭台銘
的兩岸關係主張基本延續國民黨一貫的路線。韓國
瑜強調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並強調這8個
字是兩岸之間的定海神針與羅盤。郭台銘則表示，
「百分百同意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
「不會講 『九二共識』，除非加上 『一中各表』」

，北京應 「找到解決兩岸問題的和平基礎」。這番
表態的潛台詞是堅持 「中華民國」的主體性，強調

與大陸對等，平起平坐，對大陸倡導的 「一國兩制
」持消極態度。

由此可見，促統在台灣政壇還是 「敏感詞」，
政治人物敢於旗幟鮮明支持統一者仍是少數。對於
統一，兩岸冷熱不同。從習近平主席1月2日講話來
看，大陸已表明對統一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並提
出要協商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對於台灣而言，
民進黨死抱 「台獨」不放，國民黨反 「獨」但拒統
，仍是以拖待變的思路。由於2020大選臨近，短期
內兩岸在促統方面取得進展的前景並不樂觀。

不過，要看到兩岸實力對比已發生巨大變化，
就會發現統一大勢不可阻擋。日前，全國政協主席
汪洋在會見參加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全國台企聯
換屆大會的代表時，分別發表談話，引發台灣媒體
關注。汪洋主席提出，要觀大勢、明大義。大勢兩
字有深意存焉，值得思考體會。尤其在當前中美衝
突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美國將台灣當做遏制中國
的一張牌，反覆操弄，中方促統的決心只會愈加堅
定。中國不怕美國出兵干涉台海，更無懼其武力恫
嚇，這一信號已多次釋放。

5月24日，新黨主席郁慕明率領台灣各界人士參
訪團登陸，並會在北京率團與大陸方面座談。眾所
周知，新黨一向支持統一。此次赴大陸前郁慕明在
台灣的記者會上表示，新黨就是要統，就是要追求

和平統一、民族復興。那麼，這次新黨訪京是否會
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上提出其主張，值得關注。

盡早協商有利台灣發展

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認
為，台灣方案將是大陸和台灣協商的結果，並非北
京單方面授權，而是兩岸有商有量，互有 「給」和
「讓」的結果。

他所揭示的大陸的包容、善意與誠意，值得國
民黨各參選人重視。既然統一大勢不可違逆，與其
一味拖延，不如盡早與大陸協商，在談判桌上談出
一個對台灣較為有利的方案。

古代有個成語 「刻舟求劍」，比喻時空環境變
化後，人還拘泥於原先的環境，拿過去的尺子來度
量現在。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亦復如是。面對內外都
發生劇烈變化的環境，在兩岸關係政策上如果還是
停滯不前，繼續用老一套 「包打天下」，恐怕行不
通了。當然，台灣民意受到幾十年來反共教育的影
響，對於統一抱持恐懼與懷疑，這也是現實的一部
分，應該正視。但這絕不應成為國民黨消極無為，
繼續 「不統不獨」的藉口。有擔當的政治家，恰恰
應該引領民意，將民眾帶向正確的方向。

有報道說，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希望借國共論壇
的機會訪問大陸，與習近平總書記見面，以確立自
己的歷史地位。不過，計利當計天下利，如果國民
黨在支持統一的道路上邁出扎實的一步，即便吳敦
義暫時受制於民進黨當局的管制無法登陸，但日後
一定有機會實現心願，兩岸中國人都將樂觀其成。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近期有兩則新聞，
令筆者頗有 「殊途同歸
」之感。

一則是受非洲豬瘟
影響而生計受損的本地豬農，公開威脅特區政府若不早日
救市，將發起 「活豬」版 「佔中」，讓千隻活豬 「豬滿中
環」；另一則新聞，是2016年旺角暴亂主腦黃台仰和李東
昇，大搖大擺棄保潛逃的同時，近日更獲德國政府給予 「
難民庇護」，引發社會一片嘩然。

豬農行業代表，在與政府磋商然而訴求不果的情況下
，第一時間藉傳媒威脅公眾，表示一旦自身利益受損，就
要實施 「豬滿中環」的大計，擺出一副 「豬在我手，誰與
爭鋒」的架勢，氣質爆表，令人側目；而作為堅定 「港獨
」分子，揚言 「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黃台仰，日前接
受外媒訪問時，一方面強調個人已不再主張 「港獨」，另
一方面不忘表示 「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顯然是既想保
住 「走佬德國」的機會，又想上神枱做 「流亡海外人權鬥
士」，黃實乃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的絕佳範例。

「違法達義」思想遺禍至今

一個是 「豬滿中環」，一個是 「風光走佬」，看似並
無關聯的兩件事，細細品味之下，實則所折射出的核心要
義是一致且共通的。非法 「佔中」帶給香港核心價值的衝
擊和長遠貽害，已無法視而不見。豬農何以膽敢放話，讓
香港上演 「豬滿中環」的奇景？皆因非法 「佔中」已向社
會大眾做了最壞示範：個人或團體表達訴求可不顧法例，
「你惡你有理」的無賴思想某程度上已經淹沒了 「奉公守

法，理性表達」的核心價值觀。有朝一日，連參與暴動、
破壞法治的逃犯，也能隨時棄保潛逃，憑藉似是而非的
理由，在外地 「華麗轉身」落戶移民，這一現象本身向
社會所傳遞出的訊息就更為可怕：違法不可怕，走佬實可
行。

應該看到，當前《逃犯條例》修訂，已不單單關乎一
條法例的修訂，而是演變成一場雙方都卯足勁 「show
hand」的政治角力。在這樣一個關鍵時間節點，棄保潛逃
的黃台仰和李東昇二人公開 「難民身份」事件，可謂是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正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所言，黃李二人及德國政府
的這一舉動，已對香港的法治聲譽造成傷害， 「如果別人
摑你一巴掌，你也不出聲，那算是什麼政府？」

這一記耳光，打得是如此響亮。事件中當事人李東昇
表示，對自己被迫離開香港感到傷心。筆者卻覺得，傷心
的應該是實實在在拿出稅款，維持香港司法體系運作的全
體港人。 「走佬」有理，無賴縱橫，可謂是對這記耳光寫
下了難以辯駁的註解。而我們又何以相酬呢？

走佬有理 無賴縱橫
何以相酬？

《逃犯條例》修訂
是一塊照妖鏡

政情觀察
楊 堅

議論風生
王曦煜

▲反對派不時誣衊政府與商界 「官商勾結」 ，現
在卻 「忽然關心」 商界利益，豈不奇怪？

議事論事
吳 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