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所矚目的鴻海集團創辦人郭
台銘、台北市長柯文哲、前台灣
立法機構首長王金平之間的結
盟，三人原訂18日在桃園宗教活
動合體亮相，但由於郭、王陣營
不滿柯陣營先前片面釋出三人會
及幕僚會的信息，再加上柯文哲
16日在電台專訪時坦承跟郭、王
分別密會的細節，更令郭、王陣
營認為嚴重破壞默契，故而讓18
日的合體臨時喊卡。

郭柯王結盟能否成形，牽動2020台灣選舉，三方已
有初步共識，不料柯16日在專訪時竟明指出郭邀他當
副手兼 「閣揆」 ，並承諾只會做一屆；柯也指出，王
很想選正，也曾邀他當副手，但二人都被他婉拒。結
果造成王的幕僚否認 「副手說」 ，郭的幕僚也否認柯
的 「條件說」 。郭、王陣營以 「缺席」 18日的行動表
達不滿，但柯陣營期盼之後溝通清楚，繼續朝合作之
路走下去。

三人組合存挑戰
郭台銘16日晚間在臉書直言 「政治不是分贓，也不

是權位保衛戰」 、 「將台灣利益擺在政黨利益之前，
才是 『大我』 」 。郭也對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來訪將
安排 「郭、吳（敦義）會」 ，回應 「無須過度解
讀」 、 「會整合各種力量，為台富民強繼續努力」 ，
在在顯示郭台銘仍不排除參選2020，郭柯王之結盟尚
未破局。王金平17日在台南受訪時也表示，郭柯王會

面不會因一些小事就破局。
其實，郭柯王結盟要能成功，必須過兩關。第一關

是三人要能接受角色的分配，第二關是要說服各自支
持者力挺這樣的組合。三人盤算分別是，對郭而言，
勢必挑戰大位，有兩條途徑可走，最佳途徑是不脫黨
而能達標，即是等 「換韓（國瑜）」 ，但這個要等時
機，完全沒把握，無法操之在己；第二條途徑是脫黨
與其他力量結合，即郭柯王結盟，三方雖都有意願，
但要如何結盟？若三方均以己方為最高考量，無法兼
顧另兩方的期待立場，則要完成三方組合的結盟，其
難度頗高。

尤其，三人要如何組合？柯已表態對參選大位意願
不高，柯創立台灣民眾黨盼承接三方結盟之力，爭取
能獲更多立委席次，故須善用郭的人氣與資源，加上
王的人脈。王金平的算盤是，由於年齡的考量，此次
參選大位將竭盡所能，來凝聚支持者力挺到底。在藍
綠確定2020大位的參選人後，王想結合郭的優勢，再
加上柯的存在，給王帶來機會，王可居中促成藍綠以
外的第三勢力。

各自有考量
因此，總體看來，三人的盤算，對郭而言，新結盟目

標即是要拚大位，柯則是意圖先在台灣政治板塊上站穩
了，再徐圖進軍2024。對王而言，則是 「最後一役」 。

然而，郭柯王結盟醞釀多時，卻始終未敲定。較明
朗信息是，柯暫不想選大位，反而希望以台灣民眾黨
支持郭王競選；而郭參選意願很高，又傾向郭柯配，
惟柯不接受郭柯配，使得郭一直在惦量能爭取到多少

柯粉的轉移相挺。看來三人互信薄弱，使得原訂合體
同框生變。這一切的變數，均源自於國民黨大位參選
人韓國瑜的民調下滑，近期以來，黨內大老陳宏昌、
楊秋興陸續批韓，重傷韓的形象，使得郭、王各自另
有考量，並不急做決定。

換言之，郭、王有三項考量：一是若917之期限前向
「中選會」 登記連署，使得三人結盟成形，郭、王即

會遭國民黨開除黨籍；二是韓若被國民黨撤換，郭、
王可能有機會取而代之；三是若等不到 「換韓」 ，
郭、王若想選，仍可透過親民黨，不必連署。易言
之，若郭、王不想在917之前敲定，還要再等等看，則
以親民黨提名人選來參選，就是最後的機會了。

目前在郭柯王之間，柯處於看似主動、實則被動的
角色。台灣民眾黨參選2020，若無 「母雞」 帶領，很
難壯大，柯原本期待 「母雞」 是郭，若郭未在917前
登記，則柯本人勢必要去登記參選大位。即使柯917
登記連署（因郭沒登記），若沒發生 「換韓」 ，郭可
透過親民黨推薦參選，柯也未必要在11月22日之前
向 「中選會」 登記；若國民黨 「換韓」 ，郭被補提
名，藍綠若是郭蔡二人選，柯也未必選。王金平目前
的態度猶豫，他應是想選正的，但他獨立參選的可能
性不高。

總之，未來參選的可能趨勢應該是，一、 「三腳督」
之可能性應該是蔡、韓、郭或蔡、韓、柯；二、雙方對
決的可能性，只存在於 「換韓」 ，一旦 「換韓」 ，郭若
獲國民黨補提名，柯就不選，讓郭、蔡代表藍綠對決；
三、 「換韓」 近來喊得很響，但衡酌現實情況與2015年
「換柱」 相當迥異，發生的可能性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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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要再
次騰飛了。
中央給了深
圳新定位、
新目標、新
政策。在經
歷了40年的
鳳 凰 涅 槃
後，深圳將
在更高的起
點上發展，

成長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
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但是在深圳河的這一邊，社
會動蕩未停，暴力的陰影依然
籠罩。 「政治正確」 衝擊經濟
發展，金融危機風險累積，店
舖關閉，失業率增加，或給這
座城市帶來更大危機。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
院發布《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
意見》（簡稱《意見》）。細
讀《意見》，從中可以看到國
家將深圳作為探索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的先
行先試的特區，一如40年前此
地作為改革開放發軔之地一
樣。不過，與40年前對 「經濟
特區」 的要求不同，本次除了
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外，更強調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將在更高起點、更高層
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
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擴大開放新格局；同時強調將
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
豐富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新
實踐。

對港有期待
這些年深圳經濟發展已經成

為世界上一個奇。國家選擇
深圳作為建設先行示範區，就
像當年鄧小平把改革開放試驗
田定位在深圳一樣，是對香港
有所期待的。中央期待深圳未
來發展是全方位鋪展，既有經
濟民生，也有民主與法治，成

為全球華人值得驕傲的城市。有人認為，中央是想
通過發展深圳，用以取代香港的地位。此言對，也
不對。端看香港本身如何選擇。

從對的方面來說，雖然中央對香港偏愛一直存
在，但如果香港 「不爭氣」 ，內鬥不已，一切以政
治立場劃分，以政治內耗取代經濟發展，自廢武
功，甚至成為 「麻煩製造者」 ，那麼，一個拖國家
發展後腿的城市，不應該有其他城市 「取而代之」
嗎？香港的優勢不是永遠在那裏，大江大海，潮起
潮落。不順應潮流，只能被拍死在沙灘上。

這些年香港經濟在倒退，但人們依然一直以法治
社會為傲。但這次 「修例風波」 發生後，我們才發
現，香港的法治那麼脆弱，警方依法執法都得不到
法治的保障；我們以香港自由為傲，但發現無論拍
攝、講話，甚至進入機場，只有黑衣蒙面人才有自
由；我們以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為傲，但發現竟然有
人試圖 「擠提銀行」 ，製造金融動蕩。如果香港再
不警醒，我們所有的現存優勢將不再存在。

回頭看《意見》對深圳戰略定位：高質量發展高
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
杆；可持續發展先鋒。深圳未來發展方向必然高於
現在的香港。它除了強調經濟發展，關注人民幸福
感的建設，特別強調法治城市示範，這是《意見》
不可忽略的一大亮點，也凸顯中央解決國家治理中
的一些短板和痛處的思路，表明改革開放決心和先
行先試的勇氣。《意見》提出率先營造彰顯公平正
義的民主法治環境，強調全面提升法治建設水平，
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
環境，同時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用足用好經濟
特區立法權，並在遵循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基本
原則前提下，允許深圳根據授權對相關法律法規作
變通規定。

各展優勢 共同發展
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就是制度的改革創新。未

來當深圳制度更完善，法治建設更先進，與香港齊
頭並進的時候，我們還會自以為自身法治制度等更
優越而睥睨內地嗎？這 22 年中，香港一直扮演
「龜兔賽跑」 中的兔子，而我們並不是在 「貪睡」

中落伍，也不僅僅是不思進取。
相信 「以深圳取代香港」 並不是中央所願。國家

一直期待兩地各展優勢，競爭中合作，共同發展。
此次更是提出將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豐富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新實踐。進一步而言，深圳

建 「先行示範區」 ，不是為香港做個備胎，為的是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為中國所

有城市建設起到榜樣作用，是更大的格局。
「一國兩制」 是中國對全球的承諾，但眼前香港

自身發展出現困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出現困難，
國家會怎麼辦？當然絕不會是 「取消」 「一國兩
制」 ，放棄香港發展。相反，更會利用 「一國」 的
豐沛資源，支援香港，帶動香港發展。粵港澳大灣
區就是中央利用 「一國」 資源，幫助解決香港多層
次困境的最好規劃。而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先
行先試」 ，更令香港近水樓台。《意見》特別提
出，用好香港、澳門會展資源和行業優勢，支持港
資澳資醫療機構發展等，以及會推進在深圳工作和
生活的港澳居民，在民生方面享有 「市民待遇」
等，以及允許取得永久居留資格的國際人才在深圳
創辦科技型企業及擔任科研機構法人代表等。

時至今日，如果香港依然沉浸在政治內鬥中，砸
爛一切；如果社會依然縱容某些年輕人以所謂 「時
代革命」 來毀掉前輩們的艱辛成果，那麼，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深圳取代香港將會成為必然。是進是
退，香港必須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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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丁煌

熱愛香港請用「心」擔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

拒絕攬炒復安寧
參政
議政

修例爭議擾攘數月，示威者暴力衝擊
不斷升級，各區交通癱瘓、商舖歇業。
正當港人在內耗中打轉時，中共中央、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公布支持深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意義重大。

所謂深圳 「先行示範區」 ，即現在全國各地中央已
批准的改革試驗措施，深圳也毋須再向中央爭取即可

落實。有分析指，深圳戰略定位提升，將有利於更好
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但同時也對香港帶來一定挑
戰。事實上，除了深圳迎頭趕上，環顧香港周遭競爭
對手亦已摸索到新的發展方向。今年3月博鰲亞洲論
壇發布《亞洲競爭力2019年度報告》，香港的綜合競
爭力已跑輸給當年 「亞洲四小龍」 中的韓國、中國台
灣和新加坡。全球各地正力爭上游，反觀香港卻糾纏
於修例亂局中，試問特區政府每日要應對示威者的破

壞，普羅市民被囚禁在堵路罷工的困局中，香港經濟
民生又如何發展呢？

香港示威活動嚇怕旅客，人家大可以去別的地方旅
遊消費；示威者粗暴癱瘓機場，深圳、廣州機場大可
以擴充國際航線，承接香港客流量；示威者窒礙政府
管治，中央可擴大深圳在金融上的開放，減少對港的
依賴。香港繼續亂下去，只會苦了全港市民，港人必
須拒絕攬炒，同心止暴制亂。

香港相繼發生暴亂事件，歐美一些
國家裝出一副 「正義」 面孔，打維
護 「人道」 、 「人權」 的旗號，對香
港事務說三道四，橫加干涉。尤其是

英國，還沉浸在昔日殖民者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的幻
象之中，在香港這場暴亂中進行了連串醜陋的表演。

反修例遊行發生後，6月25日，英國外相亨特便迫
不及待放話，說英國對香港人權狀況表示深切關注；
6月30日，英國外交大臣再發表聲明指將繼續密切關
注香港事態，並且重申英國對《中英聯合聲明》承
諾；7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亨特接受採訪時稱，《中
英聯合聲明》仍有法律約束力，如果得不到履行將會
有嚴重後果；8月9日，英國駐港總領事 「要求」 林鄭
月娥與英外交大臣拉布（Raab）通話，了解香港暴亂
情況……英國對香港一無主權，二無治權，三無監督
權，憑什麼如此猖狂一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英政客偽善
尤憤怒的是，英國太古集團屬下的國泰航空和港

龍航空，親自由公司總部下令有薪罷工，這種做法
是帶有明確政治立場的，罷工令超過170班機停飛，
給香港旅遊業和整體經濟帶來巨大損害。英國政府
不僅不譴責暴徒，反而與暴亂者沆瀣一氣，要香港
政府 「人道」 解決。以致連英國前國會議員加洛韋

也看不下去，他在《今日俄羅斯》撰文，批評英國態
度偽善。他指出： 「如果英國示威者 『佔據』 希思羅
機場，大肆搗亂，迫使英國航空公司停飛升降航班，
導致嚴重經濟損失及對乘客造成不便，我可以保證他
們的示威，在第一天就會被突擊隊驅散。」 這位前英
議員認為英國出現類似暴力示威，只會以更嚴厲手
法應對。

事實上，英國人對反對群體從來沒有仁慈手軟，這
一點港人都會有深刻認識。1967 年港英當局在對待
「反英抗暴」 參與者所採取的重判嚴懲、酷刑毒打、

關押摩星嶺 「白屋」 、遞解出境等無所不用其極之鎮
壓手段，又何曾有半點 「人道」 、 「人權」 和 「文明
法治」 的影子？！

相似暴亂雙重標準
2011年8月，英國發生了一場因警察錯手射殺一位

黑人青年而引發的大型社會騷動，並迅速蔓延至英國
11 個城市。英國政府毫不猶豫地立即將其定性為暴
動，英國警方出動了裝甲車和1.6萬名警力，造成逾
200 人受傷，4000 多人被捕，其中至少 1774 人被起
訴，317人被判刑。騷亂發生期間，英國輿論一致要
求警方嚴格執法、止暴制亂。《每日電訊報》社評
稱： 「如果要保護守法的大多數人，只有一種做法：
必須以嚴厲的方式教育暴徒尊重國家法律。」 《衛

報》呼籲公眾支持警方： 「攻擊、破壞、犯罪和散布
恐懼的行為必須停止。法律不僅要用來防止違法行
為，法律必須得到執行。」 英國首相卡梅倫面對國會
質詢及來自社會反對壓力，斷然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呼
籲訴求。內政大臣文翠珊也斬釘截鐵表示： 「在英
國，如果我們自稱是一個文明社會，就不能允許動亂
出現。」 「任何人，不管他的動機和背景如何，如果
他做出錯誤選擇，選擇了犯罪，那就必須指認出來、
予以逮捕並懲罰。」

這些英國威權者的話說得何等冠冕堂皇，奇怪的是
香港同樣暴亂，港警用遠比歐美為輕的有限武力止暴
制亂，怎麼就成了 「人權」 及 「民主自由」 的問題了
呢？只能說明英國人虛偽奸詐，兩面三刀，雙重標
準。

英國管治香港的140年一直禁止港人有民主，現在
英國卻裝得比誰都急要為香港爭取民主了。英國前
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曾赤裸裸披露過英國
的企圖： 「我們一定要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以期在
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的目標。」 回歸前夕，英國便
開始在香港拋出 「還政於民」 的口號，刻意推動香港
「獨立或自治」 的部署。意圖實現 「沒有英國人的英

國管治」 。今天 「港獨」 分子舉英國旗猖獗暴亂，
令英國人殖民夢再次瘋狂勃發，以致赤膊上陣意圖一
逞。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專業
之窗

大人們常常教訓， 「學壞容易，學
好難」 。貪婪、偷懶、欺騙、放縱
……都能滿足人類一些低級需要，常
常能在短期內讓人看到隨之而來的好

處。守紀、講信、誠實，卻需要較長期的理性克制與
意志力訓練。雖說如此，誠信卻能裨益一生。

破壞易建設難
許多人都在不斷地說， 「破壞容易，建設難」 。那

些年， 「紅衛兵」 嚷 「砸爛、砸爛」 ，破除舊思
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近月來， 「黃衛兵」
叫 「革命、革命」 ，攻擊警隊、堵塞交通、非法禁
錮、濫用私刑。破壞，何其容易！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說： 「據歷史學家統
計，中國大約 5000 年歷史一共發生了 6539 次戰爭或
者革命。中華民族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同樣慘
烈的故事不斷發生，同樣的悲劇反覆上演……」 如此
說來，近三個月來所謂的 「革命」 不過是歷史簡單的
重複。重複的歷史複製相同的悲劇，付出了代價卻
未能成功推動社會的發展。且看，不過是短短的三小
時，立法會滿目瘡痍，納稅人口袋中數以千萬計的金
錢不翼而飛。

王振民亦說道， 「試想，只有740萬人口的香港如

果民主普選搞不好，如何期待擁有13億人的中國內地
可以搞好民主？」 事實上， 「希望香港和整個國家越
來越民主，是全中國共同奮鬥的目標。」 而 「支持香
港的民主發展，中央對香港實現普選的承諾是堅定
的，這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內地政府是多麼地期
待，香港能早日成功實踐民主政制，並進一步推動內
地民主進程。

盼年輕人為港想
一直以來，某些政客精英們佔據了香港政治道德高

地。他們聲嘶力竭地叫喊，要推動香港民主進程。
然而，面對 「831」 ，當香港民主步伐可以向前邁進一
大步之時，這群 「精英」 的政治意圖表露無遺。他們
一直打 「民主」 的幌子，追求個人利益。

更可惜的是，一群群後來者，高呼 「革命」 口號，
前仆後繼地緊隨其後。在完全沒有權衡有關行動為香
港帶來的 「得失」 之下，他們冒然穿上黑衣，蒙上口
罩，甚至帶上攻擊武器，還有自詡的 「正義」 ，盲目
走上了街頭。不錯，只要有足夠的膽量便可為之。但
是，他門至今還沒有意識到 「口號」 與 「破壞」 皆無
利於建設。這群 「不負責任、不顧他人、把香港推向
萬丈深淵的人」 是不可能推動社會進步的。他們綁架
香港，破壞香港百年基業，只會讓香港停留在原地打

轉，甚至大踏步地後退。
社會進步(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是每一個人共

同的心願。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除了政治法律制度、
科學、文化和道德水平以及生產關係外，生產力發展
水平是根本之所在。生產力既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又
是推動發展的決定力量。近月黑衣人的破壞，正蠶食
香港的生產力、生產關係、政治、法律、文化以及
道德水平……

明代教育家王陽明強調， 「心」 最重要。王陽明
說： 「國家大道理、民族大道理、朝廷大道理、忠孝
節義大道理……所有的道理都在人們的心中。」 他所
說的 「心」 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人，用心靈來解決一
切問題。是的，責任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一個
人除了對自己、他人、家庭與團體外，還需要對國家
和社會擔負責任。也就是說，責任心促進個人進步，
推動社會發展。一旦缺乏負責任的精神，其他的能力
便失去了用武之地。

一位具有責任心的社會賢能會積極挖掘自我潛能，
會更加勇敢、堅忍和執，會充滿激情地勤奮工作。
即使是在尚未具備能力為社會作出具體貢獻之時，至
少也應懂得遵守法規、習俗、道德的制約。

如果你是真心熱愛香港，請用 「心」 維護與經
營！

葉建明

香港
脈搏

論郭柯王結盟可能性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