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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前中委蔡耀昌，僅
僅是因為發表反對食肆歧視內
地人的言論，就遭民主黨手起
刀落、強迫辭去所有黨內職務
。一個以 「民主」 為名的政黨

，竟然容不下一個異見者；一個以 「反歧視
」 為政綱的政黨，竟然公然滅掉反歧視的聲
音，真是何其諷刺。民主黨意圖以 「殺蔡」
去向 「港獨」 交 「投名狀」 ，討好自己一手
養大的極端勢力。但丟掉自己的應有立場，
不僅換不回來9月立法會選舉的選票，更只
會被自己的支持者唾棄。沒有立場、沒有堅
持、沒有良知，如此民主黨，何異於對 「民
主」 二字的侮辱。

第一，蔡耀昌做錯了嗎？
據媒體報道，身為社區組職協會幹事的

蔡耀昌，因不滿有食肆公開歧視內地人而發
表質疑言論，同時向平機會投訴。這裏有兩
個問題要釐清。首先，蔡耀昌有沒有這一權
力？事實上，他代表的是個人，同時也完全
符合他所在的社協的反歧視立場。更何況，
即便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也完全有這一
公民權利。其次，他投訴的是否事實？但凡
持客觀立場的市民，都可以看到，如今香港
社會已充斥着嚴重的歧視內地人的風氣，而
涉事的食肆，公然貼出歧視內容，百分百涉

及歧視。如果這種惡行都不能投訴和質疑，
香港還有公義嗎？蔡耀昌不僅做得對，更是
做得及時，是有良知的體現。

「以言入罪」的最典型例子

第二，民主黨有民主嗎？
此事件荒謬處在於，民主黨並沒有經過

正式的表決程度，而是採取 「施壓」 的方式
，逼迫中委蔡耀昌辭職。為什麼民主黨這麼
做？第一是怕引起 「民主黨不民主」 的質疑
，畢竟，如果以此理由正式除去蔡耀昌的黨
內職務，就等同是 「以言入罪」 ，而此 「言
」 甚至無關政治，莫說民主黨內少見，即便
是在整個香港，也是罕有先例。第二是要維
護 「民主黨意見一致」 的假象，因為最終結
果是 「蔡耀昌自行辭職」 ，也就是說 「異見
者自己離開了」 、 「民主黨沒有分裂」 。然
而，民主黨越是如此操作，也就越顯得該黨
的專制與極權。難道一個政黨就容不下哪怕
一丁點的異見聲音嗎？難道民主黨連正式開
除中委的勇氣也沒有嗎？一個沒有民主、一
言堂的政黨，還好意思自稱 「民主」 ？

第三，民主黨目的為何？
別忘了，民主黨的黨綱清楚寫着 「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寫明 「反對

歧視」 ，如今不僅支持歧視內地人的言論，
甚至不敢反對 「港獨」 ，何以致此？背後的
原因其實不難看穿。民主黨本來完全可以低
調處理，甚至以更堅定的立場支持蔡耀昌，
但如今的黨內當權派為了討好 「港獨」 和 「
極端本土」 ，為了能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撈
得一些殘羹剩汁，就主動採取了 「殺蔡」 ，
以蔡耀昌的離去，作為向 「港獨」 獻媚的 「
投名狀」 。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過去兩年來的表現
，讓世人看到了一個沒有從政者腰骨，沒有
最基本政治尊嚴的政客形象。他去年可以裝
得聲色俱厲地叫林鄭月娥 「去死」 ，但本質
上，卻是一個以眼前私利至上的政治小丑。

民主黨的墮落，雖非由今天開始，但墮
落到今天的地步，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已故民主黨黨鞭司徒華（華叔），當年曾有
一句名言： 「我是從來不賭博的。有些人押
錯注，但不是我。對公義和民主。我押上了
我的生命。」 但顯而易見，民主黨已不是一
個有良知的政黨了，而是成了一個為追求眼
前蠅頭小利而可以隨時放棄原則的 「民主當
舖」 。在公義與民主面前，民主黨如今當權
派用實質行動證明，他們將自己的一切都 「
當」 給了 「港獨」 「本土」 勢力。

華叔如果泉下有知，當作何感？

新聞
背後

許子東

民主黨殺蔡耀昌當投名狀

關於美國的長臂管轄司法霸權，全中國人
民目睹美國打壓華為企業的各種手法，已經是
開了眼。不過，最近一宗美國針對中國的官司
，將會進一步刷亮人們的眼睛。更為重要的是
，要警惕美國又一次祭起長臂管轄的 「法寶」
，利用新冠肺炎來把中國污名化，甚至直接侵
奪中國在美國的資產，不可不防。

三月十三日，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家名為
The Berman Law Group的律師事務所，代表
四名當地居民和一間體育訓練中心，向當地區
域法院提出集體訴訟，指控 「中國未能遏止新
冠肺炎，並使之擴散全球，從而引發人員和財
產損失」 云云。而在入稟狀上的被告名單上，
竟然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健康委員會、
湖北省政府、武漢市政府等等中國政府部門。

報道這段新聞的媒體越來越多，但更多是
抱持看鬧劇的態度，不以為然。彷彿認為，怎
麼可能以主權國家政府作為起訴對象？就算美
國法院真的受理起訴，中國方面也大可不予理
會。

所謂料敵從寬，美國這種直接針對中國官
方進行司法訴訟對象的法律遊戲，其實並非第
一次。2003年，華裔商人仰融以爭訟在華的
資產產權為由，向美國華盛頓聯邦法院提出訴
訟，起訴他認為與他有產權糾紛的中國遼寧省
政府，而當時華盛頓法院受理此案，並先後通
過美國司法部、國務院向中國政府司法部、外
交部要求傳達對遼寧省政府的法庭傳票。案件
本身當然非常複雜，但這裏的關鍵點有兩處：

第一，中國政府明確向美國政府和法院表
明，中國是奉行 「絕對主權豁免原則」 ，中國
政府及其下屬部門作為主權單位，不能被任何

法院視作起訴對象。順道一說，這個原則在
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因應香港終審法院的
請求，而作出解釋基本法的決定中，也提到了
這個原則。

第二，當時遼寧省政府積極應對，通過委
託律師出庭申訴上述 「絕對主權豁免原則」 及
相關法律理據，最後成功讓華盛頓法庭及其之
後的上訴法庭，以對此案沒有 「事項管轄權（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為由，駁回
原告的起訴。

這是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次有政府部
門被美國法庭發出傳票而被列為被告對象。雖
然中國政府奉行 「絕對主權豁免原則」 這個立
場一直明確，但現實世界的英美普通法國家卻
更多奉行 「相對主權豁免原則」 ，也就是說外
國政府不是完全可以豁免於本國法庭訴訟的，
要看具體行為而定。

潛在三方面威脅

簡單來說，外國政府的行事屬於主權行為
，則可以豁免；如果屬於商業、民事行為，則
不能豁免，還是需要到庭應訴。雖然從國際法
而言，並沒有關於 「相對主權豁免原則」 的共
識法律內涵與公約，但是英美普通法國家從重
視商貿傳統和自身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硬是
要在本國司法體系中實施這項原則，並自恃國

家硬實力的優勢，對於不應訴或者敗訴的外國
政府採取強硬的所謂 「執法」 行動。美國更是
在1976年以成文法的方式把這套原則落實成
為美國法典的一部分，為美國政府和各方勢力
集團以司法戰的形式干預別國主權，掠奪別國
資產提供了法律法治的外衣。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洞悉今次佛州法院
受理的所謂控告中國政府案，其潛在威脅在於
三方面：

一、文宣和名譽上的損失。如果判處中國
政府敗訴，那麼變相把中國判定為新冠肺炎的
「元兇」 、終極負責者，那麼美國和西方媒體

就可以拿着這個法庭判決在全球大肆渲染。
二、實質上的損失。如果判處中國政府敗

訴，那麼集體訴訟就會變成集體索償，原告方
將向中國索取巨額的賠償。中國政府當然不予
理會，但這個時候美國法庭就可以下令扣押凍
結中國在美國的資產，作為賠償的替代，並且
要求美國行政部門配合。

事實上代理該案的律師事務所已經向媒體
透露，有足夠經濟途徑和條約工具可以迫使中
國 「遵守」 美國法庭程序，披着法治外表來做
明火執仗的搶奪大戲，隨時可以上演。特別是
在今天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美國這樣做的
動機不容低估。

三、程序上的兩難。如果中國不派員出庭
應訴，那麼缺席審判肯定不利；但如果出庭應
訴，又給人一個強烈印象，好像屈從於美國法
庭一樣。

外交無小事，一宗貌似由四五個美國國民
提出的針對中國政府的訴訟，很可能會演化成
新的衝突焦點，不可不察。

警惕防疫戰中的美國長臂管轄
國際形勢大變，可卻

不是依美國的計劃、美國
的利益。主要是新冠肺炎
疫情打破了美國乃至世界
很多人的預期。

一是中國並不因疫情而倒下，反而全國團結、中央主導
，發揮出強大的防疫治疫的能力。疫情逐步受控，全國復工
復產。

二是疫情全球蔓延，不單表現出中國因疫情延誤復工對
全球供應鏈的衝擊，國際經貿亦陷於半癱瘓，全球經濟受挫
，便觸發起金融市場的劇烈反應，中國市場反而無礙。石油
減價，美國能源金融泡沫便受威脅。美國的股市本已靠企業
回購來支撐股價，市場形勢與心理一變，便頓然大跌。華爾
街是措手不及，總統特朗普更大失所望。骨牌效應便是特朗
普要保連任選舉、要救華爾街，也便不能不加強對疫症的防
治。可是時機已失，社區蔓延已成，只能看着一個州繼一個
州之後公布緊急措施。聯邦政府也要加強測驗，最終可能是
公開宣布疫情失控，製造出更大的恐慌。美國早晚要跟隨中
國、韓國、意大利 「封城」 。差別卻是中國已由 「封城」 逐
步轉為解封。美國疫情才處於初期階段，美國股市今後會有
怎樣的反應呢？

疫情下，中國不單沒有倒下，反而變得更強大；美國卻
陷入泥沼，倒下的可能性巨大。若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便自
顧不暇，又怎可能達致遏制中國的目標呢？

疫情是無國界、種族之分，美軍派駐國家和全球的部隊
都有感染的危險，所以美韓的軍事演習都要延期，美國在中
東的任何戰略行動亦可能暫時凍結。戰局會轉變，政治也可
能逆轉。美國慶幸的是伊朗本國深陷疫情，無力出擊。

有說，特朗普及美國會藉戰爭來轉移國內的矛盾，此所
以朝鮮仍要試射導彈警惕美國。 「顏色革命」 所到之處及美
國直接侵略之地，美國都沒有再戰可勝的機會，難道它會借
南海問題來對付中國嗎？即使貿易戰中美國亦要臨時取消來
自中國的防疫治疫商品的關稅，但美國自顧不暇，它怎敢攻
擊早有防備的中國呢？

美國能做，特朗普可做的，已經不是把危機轉嫁外國，
而是將會焦頭爛額地面對國內疫情惡化和金融危機的威脅。
除了放棄對外攻擊，全力抗疫救市，別無他策。即使如此，
美國總統大選的壓力，也會進一步分化美國政治，牽制美國
的內政外交。一旦大面積地 「封城」 ，美國國民會 「造反」
。一方面是暴民，另方面會是選票背叛特朗普。美國的政治
格局會變，經濟社會衝突加深，怎樣還可以像特朗普所要求
，劍指中國及眾多外國呢？

對中國來說，這是希望之窗，正好大事建設，主動出擊
，扭轉國際形勢。

香港珠海學院 「一帶一路」 研究所所長

特朗普藉攻擊別國
紓緩美國內部壓力

歲末年初，一場措手
不及的疫情打亂了人們工
作、學習和生活節奏。新
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截
至昨日凌晨，內地累計確

診感染個案已逾8萬宗。面對疫情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首的中
央高度重視，下令一定要作好疫情防控工作，各級政府官員
嚴陣以待、迅速部署，採取封閉式管理等措施，防止病毒擴
散。病毒突如其來令感染人數暴增，醫院床位不足應付，在
全國各地的支援下日夜趕工，只用了不到10天時間便在武漢
建成專門收治重症患者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各地醫護人
員亦奔赴前線支援。近日內地確診人數呈下降趨勢，治愈
出院的患者愈來愈多，抗擊疫情之戰始見曙光，功在一群英
雄。

習主席日前親赴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為英勇奮戰在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打氣，看望在家隔離居住的市民，向那些
堅守崗位抗疫的幹部群眾、科研人員、社區志願者表示誠摯
的慰問，致以崇高的敬意！

習主席強調，雖然抗疫取得階段性成果，形勢發生積極
向好變化，但決不能掉以輕心，防疫任務依然艱巨繁重。當
前疫情擴散勢頭已漸漸得到控制，是與武漢人民為全盤考慮
，自覺服從防控需要，配合政府採取隔離措施是分不開的，
這種識大體、顧大局的精神值得稱讚，他們的付出和犧牲為
遏制疫情蔓延作出了重要貢獻，全國人民均為武漢所展現的
高風亮節而感動，見證了中國人自強不息、戰勝困難的精
神。

在這場抗擊疫情戰中，我們更要感恩醫護人員守護着人
民健康，他們毫無畏懼地投入防控救治工作，展現了醫者仁
心的崇高精神，有的不幸也受到感染，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
生命。故筆者建議，中央政府可考慮成立一個基金，讓社會
各界捐款支持，發放些津貼給醫生、護士等作為醫治及保養
費，或給因公殉職人員家屬，感激他們無私的奉獻；或武漢
大學設立獎學金紀念殉職英雄。

在這場無硝煙的戰場上，還要感謝鍾南山院士、王辰院
士等傳染病專家夜以繼日地為抗疫出謀獻策，積極與阿里雲
及哈佛大學醫學院合作研發疫苗對抗病毒；也要感謝 「巾幗
英雄」 李蘭娟院士，在國家危難時挺身而出率領醫療隊伍親
征武漢，並研製出兩種抑制病毒的藥物，為戰勝病魔帶來了
希望；同時也不能忘香港大學微生物專家袁國勇教授、傳染
性疾病學者管軼教授，他們以自己的專業知識處理公共衛生
危機，教導大眾防疫知識，減少社區爆發的可能；還有港大
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醫生、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卞兆祥
教授……相信大家團結一致，國家定能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
擊戰。

抗疫戰初報捷
要感謝無數付出者

距離立法會選舉還有不到半年時間，反對
派已躍躍欲試，試圖借助去年區議會選舉的聲
勢再下一城，希望拿下超過半數地區直選和功
能組別議席，進而攻陷明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實現奪權目標。

當然，今年反對派要實現立法會 「過半」
，需要很多因素共生。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去年
突然 「蟒袍加身」 的眾多區議員的表現如何，
以及社會大眾能否正視這些表現，對去年的選
舉進行反思，從而用好手中的民主權利。

事實上，不少新一屆區議員都承認，自己
是靠 「吃人血饅頭」 上位。在黑衣暴徒氣焰最
囂張那時，反對派憑藉暴徒不斷破壞不同建制
派議員的辦事處、威脅為建制派助選人員等卑
劣手段，全面破壞建制派的選舉工程。加上反
對派不斷散播謠言，導致一些選民在情緒影響
下作出不理性投票，令反對派在區選大勝。

區議員的職責是服務當區居民，如果這些
新科議員真心真誠服務居民，居民亦能容忍接
受沒有經驗的他們。問題是那些反對派區議員
有否履行職責？且讓我們看看他們履新至今的
表現吧！

第一，背離服務民生的區議會職責，極端
政治化，挑動社會更大矛盾，甚至出現 「港獨
」 的苗頭。一些區議會開會宣讀涉 「獨」 宣言
，唱 「獨」 歌，試圖將區議會變 「播獨」 平台
；為了繼續煽動仇警，有區議員試圖更改將軍

澳兩個休憩設施名稱；有區議員貼出侮辱性告
示，拒絕為持不同政見的居民服務……這不單
是失職，甚至是違反憲法和基本法，我們看不
到這些區議員不被DQ的理由。

第二、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中，一些區議員
對市民生命健康漠不關心，對政府和社會抗疫
努力百般阻撓。他們有的人公開支持醫護 「罷
工」 ；有的硬闖醫院阻撓醫護人員救治病人；
有的帶頭反對地方設立檢疫中心和隔離設施，
鼓動居民破壞涉公共衛生設施，試圖以鄰為壑
，抗拒香港整個抗疫計劃。

第三、公然縱暴，是黑色暴亂的推手。在
區議會選舉期間，就有不少人指出，部分參選
人是縱容暴徒，甚至本身是暴徒。警方早前採
取行動拘捕一批涉及製造、運輸、存放爆炸品
的嫌犯，其間竟有區議員公開阻撓警方執法，
其縱爆本性暴露無遺。而這兩個月來放火堵路
事件，也有區議員在場掩護暴徒，阻撓警方執
法。

這些區議員荒腔走板的履職反映一個事實
：不少新一屆區議員在政治、品格、服務能力
和質素上存有重大問題。未來4年市民被迫忍

受這些只顧政治、不做實事的區議員，同時選
民們需要自問，為什麼將自己的選票投給了這
些人，是出於信任，看走眼了？還是一時的激
憤，非理性？

無論是區議員，還是立法會議員，都與我
們這座城市未來發展息息相關，與我們自身息
息相關。你手中的選票是在對自身負責，還是
最終害人害己？

選舉上有一種鐘擺效應。有人天真地認為
，既然去年反對派大贏，今年立法會選舉鐘擺
就會擺回來。但是，前提是有更多人能夠冷靜
下來理性反思。就當前社會態勢來看，我們暫
時還沒有看到更多人有深刻反思的跡象。這是
香港可悲之處。

過去9個月來，香港黑暴這 「人禍」 未止
，新冠肺炎這 「天災」 卻接踵而來，導致經濟
衰退，全民受害。這筆帳如何算，我們如何反
思，結果大不同。如果繼續被反對派黑白顛倒
的謊言蒙騙，怪罪於特區政府，遷怒於建制派
，那麼，當反對派取得立法會控制權，政府必
然癱瘓，經濟民生止步，社會撕裂加劇；內地
與香港關係或會變得緊張……

各位選民，請冷靜思考吧。你若票投反對
派，香港可能永遠動盪；你若支持建設力量，
香港明天必有希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
理事長

區議員拙劣表現為立法會選舉提供借鑒

國際關係
鄧 飛 學者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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