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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
到今年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香港
社會整體環境向好。但是，暴力
的黑暗陰影在香港並沒有完全驅
散。從 7 月 1 日有人用刀刺向警
察，到警方7月5日查獲由 「大學
高層帶領」 的中學生，在賓館做
炸彈以圖襲擊海底隧道、鐵路、
法庭，策動汽車炸彈襲擊，這些
前所未有的駭人聽聞事件就發生
在香港，發生在香港鬧市區。

勿輕視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更令人不安的是，殺警、恐怖襲擊，在香港依然有

社會基礎。對犯罪者同情的雖然是少數人，但社會影
響並不小，包括大學教授、大學生，都為殺警者辯
護，甚至營造出一種 「悲壯」 的氛圍，以致再度將責
任推向政府、推向警方。這表明，香港撥亂反正，特
別是思想上、價值觀上的撥亂反正任重道遠，不能輕
視。

喪心病狂者利用威脅來綁架香港，以暴力來阻擋香
港向前的步伐。其圖謀可能實現嗎？回顧歷史可以前
望來路，分析香港過去24年的歷史，反中亂港分子可
能會大失所望，甚至絕望。

1997年回歸日的前夜，一場暴雨被香港社會視為蕩
滌了殖民的恥辱，7月1日的香港報紙，紛紛套紅，

慶祝香港回歸，為新生的特區叫好。大家相信，有基
本法保障，在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下，香港明天會更好。但是，這個過程的曲折，香港
社會並沒有經驗向市民提醒。好在24年的歷史證明了
這個哲學道理：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

2002年至2003年，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23條的要
求，就保障國家安全準備立法。因眾所周知的原因，
立法失敗了。自此香港聞23條立法色變。但23條立
法失敗的法律漏洞後果，一直在顯現，直到2019年達
到高峰。這一年我們不僅看到暴力，也看到汽油彈硝
煙背後，外部勢力的公然干擾。我們還看到香港如此
脆弱，整個社會都成為這場政治騷亂的犧牲品。

2019黑暴事件催生了中央直接出手，為香港制定國
安法以防範內外安全風險。這個 「被迫之舉」 起到了
保護神的作用。香港一家智庫利用大數據對一年來國
安法給香港社會帶來的變化展開全面評估。評估發
現，國安法對香港政治社會亂象起到立竿見影的效
果，各類亂港活動受到有力震懾、各種安全風險得到
有效管控。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坦言，她自己擔任政務司長
時，曾對時任特首的梁振英提及外部勢力抱有疑問。
但她現在相信， 「香港是西方勢力打擊中國、擔當反
華勢力橋頭堡的角色」 ，香港在地緣政治下，是中國
和美國鬥爭的重要地方，須填補國家安全缺口。但願
特首的這個認知轉變，能幫助更多市民看清香港在國
際局勢中的位置和風險，從而作出正確的判斷。

中央急香港所急
24年來的另一大教訓就是，對 「選票民主」 的盲目

迷信。此等盲從將香港打入泛政治化的泥潭，洗腦大
批年輕人。

回歸前夕，港英政府為對抗中國，突然給港人 「選
票民主」 。回歸後，在某些力量的不遺餘力下，香港
年復一年地聚焦 「普選」 ，毫不顧及經濟民生，將香
港整個社會綁在 「一人一票選舉」 的政治躁動上。但
香港得到什麼了嗎？經濟轉型不成功，民生困境未解
決。從2015 年反對派否決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
案，到黑暴之後的35+、攬炒十步，反對派們 「葉公
好龍」 的真實面目被揭曉。他們要的民主，並不能令
香港更美好，他們披民主漂亮外衣，實際上行的是
「奪權」 之實。
反中亂港分子當權，香港能有明天嗎？在地緣政治

風高浪急的今天，這些人即使奪取了管治權，也只能
淪為敵對勢力的傀儡。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香
港不是西方的，英美 「不是你爸爸」 ，怎會為了幫助
香港繁榮穩定做事呢？相信西方國家 「拯救香港」 ，
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幼稚病。真正為香港明天考慮
的，唯有對香港有憲制責任的中央政府。24年來中央
急香港所急，想香港所想，為香港所做的一切，都在
史冊上，不可磨滅。

講歷史意在看未來。有道是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
前頭萬木春」 。歷史上，螳臂擋車可有好結果？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張學修

通關靠提高疫苗接種率

隨香港的疫情逐步穩定，市民們也
愈來愈關心通關的問題。近日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表示，已經向中央提交通關報
告，她強調並無通關的硬性指標，但

「無論如何都要打針」 。可見，接種新冠疫苗始終是
通關的必要條件。目前，本港已錄得逾457萬劑次的
疫苗接種量，其中，約269萬人已接種第一劑。這為
通關創造了良好條件，但要達到目標仍須市民們一起
努力，趁早打針，盡早實現群體免疫，為實現通關做
好準備。

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香港在疫情下
已經損失6000億港元，數字相當龐大，如果長期抗疫
都無法通關，難以恢復各類經濟活動，本地經濟可能
會一蹶不振。為了鼓勵市民打針，全城各大企業商會
出錢出力，推出許多打針優惠與抽獎活動，目的除希
望香港人健健康康，亦期盼疫症盡快減弱消失，恢復
兩地通關，讓商務經濟活動重新展開，市民生活得到
保障，重拾香港昔日繁榮。由現在至8月底為防疫關

鍵時刻，然而目前接種率與達至群體免疫仍有相當距
離，接種疫苗刻不容緩。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Delta變種病毒不斷入侵。
近日，一名居住在黃大仙的機場職員確診感染新冠肺
炎，亦驗出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香港連續33天本
地零確診紀錄斷纜。本月初，香港政府對英國實施地
區性航班熔斷機制，禁止所有從英國起飛的民航機
陸香港。近日政府亦公布，由於俄羅斯疫情持續反
彈，將從今日起收緊從當地到港人士的檢疫要求。

由此可見，全球的疫情反覆，香港仍舊不能持續穩
定較長時間的本地及輸入零確診。在這種情況下，實
在不宜鬆懈，市民接種疫苗是目前最有效也是必須的
舉措。Delta變種病毒已經蔓延到全球90多個國家，
形成全球傳播趨勢，加之其病毒載量高、傳播力強、
潛伏期短的特性，為盡快形成有效的群體免疫，當務
之急是提高本港疫苗接種率，盡快為香港建立保護屏
障，避免疫情反覆。

政府及商界如此積極鼓勵民眾打針，是因為這是重

振經濟、改善企業經營環境及降低失業率的最重要一
步。全港市民應該合力邁向應對疫情的下一階段，提
高疫苗接種率，早日實現通關，讓經濟活動和市民生
活盡早回到正軌。香港不可能永遠封鎖，故對於市民
而言，應盡快接種疫苗，降低感染風險。這能夠為接
下來陸續恢復的通行、經濟活動等奠定良好的健康基
礎，同時這也是對自己和身邊人的負責與保護。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學者袁國勇曾表示，雖然第四波
疫潮已完，但第五波疫症隨時來臨，要做好防疫，其
中一個目標，就是疫苗全民接種率超過八成。事實
上，愈少確診個案出現，對於香港與其他地區的民間
商業往來，才更方便，並有利地區間的經濟互惠，重
啟各地經濟。近來可以看到，確診個案大幅減少，經
濟活動亦逐步恢復。

因應政府早前宣布，所有疫苗接種中心只會營運至
9月底。市民們應珍惜機會，盡早打針，提高疫苗接
種率，為早日實現兩地通關以及香港經濟再次復興打
下穩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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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 葉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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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兇徒在銅
鑼灣鬧市街頭，
從背後行刺一名
警員致其肺部受

傷，隨後自殺身亡。兇徒梁健
輝生前常於社交媒體抒發反中
仇警情緒，他的罪行因此被保
安局局長鄧炳強定性為 「孤狼
式本土恐怖主義襲擊」 。暴徒
顯然並不認識該警員，當街行
刺的目的就是引起公眾恐懼，
不論以任何標準衡量，其罪行
絕對令人髮指，廣大善良港人
同仇敵愾，憎惡其出於政治動
機的暴力行為。

不過，亦有少數人竟敢公開
「追悼」 恐怖分子。例如以激

進著稱的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眾
頭目，選擇於7月7日通過一項
動議，對自殺兇徒表達 「深切
同 情 」 ， 並 「感 謝 他 為 港 犧
牲」 。評議會甚至在其會議開
始前默哀一分鐘，向已故兇徒
致敬。

因得知該動議或涉嫌觸犯香
港國安法，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於7月9日宣布撤回動議並向公
眾道歉。學生會會長郭永皓曾
力 推 該 動 議 ， 其 後 卻 稱 動 議
「措辭極為不妥」 ；評議會決

定撤回動議後，港大學生會7名
常委同時宣布集體辭職，郭並
聲稱 「我們辜負了前任」 。

速改口風 只是卸責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是否真誠

改變態度不得而知，但其代表
在兩日內全體改口風，難免令
人狐疑，外界感覺他們只是試

圖卸責。無論如何，該動議是對正義的侮辱，任何
崇尚正義的法治社會都不會容忍。 「悼念」 並 「致
敬」 兇徒是對受傷警員及其親友的情感傷害，也是
對所有香港警察的悍然挑釁。作為一個大學生組
織，對一名企圖刺殺陌生警員但事敗自殺的人，竟
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發聲明感謝他 「為港犧牲」 ，如
此變態的心理和觀念對所有文明社會都是非常危險
的，也是斷然不能容忍的。

鑑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的動議令港大蒙羞，校方
理當認真考慮予以處罰。港大校訓是 「明德格
物」 ，而動議的推手既不明德亦無人格，校方不應
容忍推崇恐襲行為的失德學生，且必須要立即採取
行動以儆效尤。

有人認為，僅憑現有證據很難滿足香港國安法
第 27 條對 「煽動恐怖主義罪」 的定義。港大學生
會評議會通過並發表動議，即使透過引申推論亦
很難確立其行為具有恐怖主義的犯罪動機。不
過，可以考慮根據《刑事罪行條例》有關條款，
以煽動罪提出檢控，應該更容易入罪，因為《刑
事罪行條例》第9條對 「煽動罪」 有多種表述，而
第 10 條規定只要某項行為具有 「煽動意圖」 就可
以定罪。就現實而言， 「煽動意圖」 應該包括蓄
意令人憎恨、藐視司法，或者引起或加深居民間
的惡感及敵意。

根據上述兩個法律定義和現有證據，有關部門可
以認定，學生會評議會的動議試圖將暴力襲警的行
為合法化，因而可被視為蓄意煽動他人憎恨、藐視
司法，故屬於煽動罪。透過動議蠱惑少不更事、容
易上當的青少年，令其對警察產生敵意乃至憎恨，
也可被視為蓄意引起或加深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
同樣屬於煽動罪。由於具有合理的理據懷疑學生會
評議會的動議具有煽動意圖，警方循此方向追查可
望成功檢控。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成員的扭曲心態顯然不是憑空
產生的，是誰傳給他們的更是不言而喻。儘管特區
政府早於2012年提出在中小學加強道德教育和國情
教育，但敵對勢力擔心自己的影響力因此被削弱，
於是連續發起有眾多學生參加的大規模抗議示威，
迫使政府擱置設立國情教育課的計劃，使眾多反中
教師得以繼續利用課堂給學生洗腦。這些年來有多
少學生畢業時不僅崇洋媚外，而且盲目敵視自己的
國家和民族，心甘情願成為反中亂港的馬前卒，其
中一些人因狂熱參與2019年的修例風波觸犯刑律，
成為犧牲品。

鑑於此，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強調，香港必須 「大
力推行愛國主義教育」 ，使正確的價值觀在學生頭
腦中生根。她亦指出，過往愛國主義教育不足導致
好多學生缺乏國家認同感，並產生一些嚴重後果。
她的分析一針見血，從中小學入手清除禍根，就可
以防止大學生輕易誤入歧途、墮落至公開美化政治
暴力和恐怖襲擊的地步。一旦清除 「違法達義」 之
類的歪理邪說，廣大青少年就不會把殺人犯視為
「英雄」 了。

（本文的英文版刊登於《中國日報》）

國安法實施一年成效有目共睹
察潮

港事
講場

最近香港警方國安處破獲 「光城者恐
襲案」 可清楚表明，由於有香港國安法
的震懾，雖然社會持續近一年的動亂已
大致平息，但香港動亂之源仍存在。部
分在黑暴期間打砸紅了眼的激進分子，

以及其背後蠢蠢欲動的 「港獨」 政治組織，卻隱藏在
暗角伺機反撲，企圖針對公共設施，實施炸彈恐襲，
破壞香港社會安寧。

香港社會經過黑暴後，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
年，多數在修例風波期間參與的青年亦開始明白
到，他們長久以來是被外國反華勢力洗腦、利用
的。部分人終於迷途知返回復正常思考，明白到維
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才是保障個人人權自
由的最根本。

但目前仍有少數激進狂熱的 「反華」 、 「港獨」
分子，甘當挾洋自重的漢奸，當其 「反中亂港」 的
惡行充分暴露後，仍不敢面對邪不能勝正的事實，
而往更極端的破壞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的逆流方向
走。冷血兇徒在銅鑼灣鬧市刀襲警員後自殺，隨即
網上出現種種美化暴力、煽動仇恨的言論和信息，
以及部分人在街頭搞 「悼念」 活動，目的是塑造襲
警兇徒的正面形象，試圖激發更多人效法，這正是
幕後黑手的意圖。

有恃無恐地美化仇警暴力、煽動本土恐怖活動均須

嚴打，警方國安處必須嚴正執法。除了警方國安處，
全社會亦都應對各種孤狼式襲擊風險高度警惕，合力
遏止犯罪。一言以蔽之，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完善
國家安全，落實 「愛國者治港」 ，既是香港繁榮穩定
的基石，亦是香港發展安全和個人自由的基本保障。

每個香港人都要維護國家安全，社會應加強青年法

治觀念，自覺遵守國安法律、減少對國家安全與社會
的風險。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不受到損害，香港社會必
須支持嚴格執行國家安全法律。香港國安法已實施一
年成績有目共睹，今後凡涉及國家安全罪的必須追
究，凡涉及國家安全罪的必須依法重罰，要讓全社會
成員明白國安法是不可違的。

警方加強巡查。 資料圖片

房屋問題，是港人之痛；唯
有寸土必爭，並且加快供應，
才有望突破市民住得貴、住得

細、住得擠的樽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在立法會
答問大會上再強調，土地房屋政策是現屆政府重中
之重，造地工作從沒好整以暇，又以 「行軍打仗」
形容是在爭議中推進相關工作。她希望未來政府能
延續相關決心、勇氣及信念。

相信毋須羅列數據，任何一位香港人都切身感受
得到，香港的居住問題到底有多嚴峻。如何解決香
港土地房屋不足這一老大難問題？辦法總比困難
多。回顧林鄭上任之前，便推動了一場 「土地大辯
論」 ，羅列了增加土地房屋的各種方法；此外，還
提出了 「明日大嶼」 龐大願景。可以看到，我們不

是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遺憾的是，在香港，一切
發展總是好事多磨，房屋發展亦不例外。

時間不等人，而土地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房屋
發展一再原地踏步，蹉跎歲月、浪費光陰，因而苦
了一代人，甚至好幾代人。不是嗎？自2003年樓價
低潮後，香港樓市長升長有，所伴隨是上樓愈見艱
難，而人均居住面積也愈縮愈小，除廉租房外，
豪宅納米樓亦如雨後春筍，問題之嚴重實在顯而易
見，亦非一朝一夕可解之事。有曰貧賤夫妻百事
哀，長期蝸居於狹窄的環境，亦恐加大人與人之間
摩擦；幾多香港倫常慘事，某程度也是居住問題衍
生出來。問題愈是積壓，注定只會繼續惡化；今日
不增建房屋，禍害必然延續。

始終，針無兩頭利，在市區建屋肯定插針難入，

在郊外建屋又會破壞環境，填海造地則會影響生
態，發展農地、棕地等亦涉業權及法律困難……關
鍵是，難道因為政策存有缺點，就因此索性繼續原
地踏步，包括放任市民居住環境惡化的更大痛苦於
不顧？應有態度，一是盡量先易後難，可以上馬的
項目都立即上馬；二是爭取趨利避害，將所謂問題
因素降至最低，繼而把政策效益最大化。

林鄭提出未來一年政府將在五個方面加倍努力，
一是加強高層督導，二是積極推展交椅洲人工島和
新界北的研究和規劃，三是更進取地採納 「基建先
行」 和 「創造容量」 的原則，四是進一步簡化發展
流程，五是檢視可提升市區重建的方法。她特別強
調，近日對新界北發展有新想法，會以一個整全方
法去研究，冀在餘下任期向社會交代。林鄭的滿腹

大計，可謂方法與效率並重，既包含大型發展項
目，又關注加快發展步伐；如果得以落實到位，應
可大大有利紓緩市民居住難題。

明年將舉行新屆特首選舉，現屆政府只餘一年任
期，不過，有謂 「一張藍圖做到底，一任接一任
幹」 ，政府政策須有延續性，不能因換屆而變，亦
不能因快將換屆而翹手不幹。林鄭表示，市民長期
不能安居，政府不敢怠慢，實是肺腑之言、民心我
心，亦為負責任、以民為本的適切做法。

讓市民早日享受獲得感，不單要增加房屋土地供
應，且還要加快房屋土地發展。坐言起行，寸土必
爭！我們或許不愁無地、以及不愁沒有拓地建屋的
良方，只愁為反而反的破壞阻力，如何轉至實事求
是的建設性力量！

寸土必爭 讓市民早享獲得感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