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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提

早完成審查立法會選舉的154份提名，
只有1人因在政府部門兼職，不符合參
選的法定要求，其餘153人正式成為候

選人。資審會的審查是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的重
要程序和保障，完成了這一程序，立法會選舉將進入
全面競選階段，各候選人將向選民展示個人理念、抱
負，進行比併，讓選民選出合適的人選。我們國家提
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球民主政治發展的新的進
步，而香港新的選舉制度，也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其

中一個實踐地區，香港市民有必要細心領悟新選舉制
度的優點，積極參與其中。

選舉呈現多元參選特色
已正式成為候選人的153人，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背

景，也有不同的社會階層背景、教育背景、文化背
景、宗教背景，從事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人生經
驗、社會經驗，總的來說呈現多元參選的特色。社會
上將這次資格審查聚焦於曾經在社交網絡平台上展示
修例風波標語的九龍中候選人譚香文。譚香文在提名

期首次率先報名參選，令社會各界對於她可以取得足
夠提名感到驚訝，這次又能夠順利通過資格審查，又
引起許多猜測。不過，從這件事情反映出，資審會的
審核是客觀公正的，不存在未審查先有結論，也不存
在僅以個人的政治理念作出判斷，搞 「清一色」 的問
題。

資審會的審查結束後，立法會選舉將進入大直路，
候選人即將展開各自的競選工程，直接向選民介紹和
宣講自己的參政理念、政治抱負，以及各人的特質、
特長，爭取選民的支持，贏取席位。這次選舉所有的

議席都有競爭，而且部分議席競爭激烈，市民大
眾可以從未來近一個月的競選期，考察和比較候
選人，選出合適人選。

這次立法會選舉是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的
首次立法會選舉，對於新的選舉制度，市民大眾
和社會各界仍然存在未能充分認知的情況，容易
因為誤導而對選舉產生錯誤理解。

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在人大工作會議上提出
「全過程人民民主」 的理念，引起全球的關注和

研究。 「全過程人民民主」 強調的是全鏈條、全
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
用的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 是中國共產黨百
年實踐經驗的總結，對全世界民主政治發展有重
要貢獻。

筆者認為，香港也應該成為實踐 「全過程人民
民主」 的一個地區，香港的新選舉制度存在的許
多優點如果都能夠得到落實，就是在實踐 「全過
程人民民主」 。香港市民普遍希望能出現良政善
治，希望能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希望政府制訂
出的政策既代表世界發展的最高水平，又能緊貼
民意，照顧不同社會階層的實踐需要，希望全體
市民能共同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增加市
民的幸福感。

市民參與特區治理更有保障
良政善治不能只寄望於香港出現某一名優秀的

政治家、優秀的管治人才，同時也需要有制度上
的保障，而新的選舉制度就是其中一項實實在在
的保障。舉例而言，在立法會選舉方面，新的制
度將立法會議席分為三大板塊，分別是40席選委
會議席、30 席功能組別議席、20 席地區直選議
席，這裏面包括了將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民主
制度有機地結合，將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有機結
合，將精英體系與市民體系有機結合的各種元
素。因此透過這樣的選舉，可以透過選委的提
名，將社會上的精英人才舉薦出來，又可以透過
功能界別議席，充分反映出各行各業的聲音，還
可以透過地區直選，直接選出貼近市民的代表。

在新的選舉制度之下，還強調選委、立法會候
選人必須主動走入民間，貼近民意。1500名選委
以及153名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走入社區，拜訪
不同階層的市民，並不只是一種形式，而是直接
聽取民意的工作方式，直接向市民大眾宣講理
念，爭取市民支持的模式，也是全過程人民民主
的一種表現。隨民主制度發展，未來這樣的親
民模式將會恒常化、常態化，市民參與特區治理
將會更有保障。

社會上愛將153名候選人劃分為建制派和非建制
派，筆者認為這種二分法已不合時宜，如果僅從
政治理念分析，153人有更廣闊、更複雜的政治光
譜，實際上也是香港社會多元化的縮影，應該說
不同政見和信仰的市民，都可以找到與自己理念
相近的人選，如果全體市民都積極參與，就能保
障議會能夠代表最廣泛的民意，照顧到最多數市
民的需求。相反，假如有一部分市民受人誤導不
參與投票，則立法會將會出現民意不完整的問
題，受損的將是不投票的市民。

名家
指點
名家
指點

包括國家衛健委、廣東省疫情
防控、病毒學、大數據專家，以
及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參與的
內地專家團日前抵達香港。他們
將通過為期4天的考察，了解香
港防疫抗疫工作和措施。這被輿
論普遍解讀為 「通關的曙光」 。

據了解，內地專家團除了聽取
政府簡介本港防疫措施，包括
「安心出行」 等措施外，還會先

後到香港國際機場了解外防輸
入，到檢疫中心、隔離酒店了解防疫措施，並會與相
關人員會面、交流和分享經驗。

全速推進恢復通關
這體現了中央對香港防疫工作的支持和關心，也體

現中央傾聽香港民意，協助香港創造條件，爭取盡快
實現兩地通關的誠意。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簡介會上表示，本港會繼續以
「清零」 為目標，堅守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防控

策略，根據聯防聯控原則繼續加強和貫徹落實各項防
疫抗疫措施，創造有利條件，全速推進恢復和內地逐
步有序 「通關」 。

內地在抗疫上有很多經驗值得香港借鑑。不久前，
由邊境城市引發的關聯聚集性新冠疫情一度波及內地
21個省份。從10月17日到11月20日，累計報告本地
確診病例1348例。但是，僅僅一個月，本輪疫情整體

上就進入 「掃尾階段」 。國家衛健委通報的11月20
日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中，內地本土病例僅為4例，已
經連續第五天保持在個位數。

中國抗疫成果在全球獨樹一幟，經驗包括：以人民
生命健康為根本出發點；政府嚴格問責，治理水平和
能力在抗疫實踐中不斷提升；人民群眾高度支持配
合； 「健康碼」 等大數據科學手段對防範疫情擴散起
到重要作用；疫苗接種率不斷提高等。截至11月19
日，內地疫苗接種已經覆蓋12.25億人，完成全程接
種 10.76 億 人 ， 人 群 覆 蓋 率 分 別 達 到 了 86.9% 和
76.3%，加強免疫接種也達到了6573萬人。

自疫情在世界各地爆發以來，全球就出現不同的抗
疫理念。西方國家早前提出 「群體免疫」 。但英國等
國的民眾大規模感染，證明 「群體免疫」 對民眾的傷
害甚深。近幾個月，西方國家又強調似是而非的 「與
病毒共存」 。但與病毒共存需要多個前提條件，比
如：全民接種疫苗；證明有效的、既能治癒一般性病
毒，也能治療變種病毒的多種特效藥問世並普及。就
像百多年前流感大流行一樣。經過數代醫學科學家的
努力，通過疫苗和各種藥物的相繼問世、換代及普
及，流感今天才成為常見病。但每逢流感季依然困擾
上年紀的人。所以，現在就強調 「與病毒共存」 ，風
險太大，是不負責任的做法。美歐疫情一波接一波居
高不下就是教訓。

中國走的是 「動態清零」 的路子。在超過20個月的
抗疫之戰中，中國在動態清零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
能夠做到區域性管控，精準抗疫。此次因輸入性傳

染、旅遊群組引發的疫情也正是這樣的抗疫模式：一
方面不放過任何一例病例，一方面保護其他區域民眾
正常生活工作。以一種相對更小的代價，保障了14億
人口大國的大多數地方和大多數民眾。

通關只缺臨門一腳
在經過早前一段時間的被動抗疫後，香港目前抗疫

努力的成效明顯。雖然各種干擾依然不斷，但政府咬
定青山不放鬆，強調要以 「清零」 為目標。同時像內
地那樣對出現風險的區域針對性管控，效果明顯。與
內地一樣，香港現在最需要防範的是外防輸入，但內
防反彈也不可放鬆。香港目前疫苗注射比率依然偏
低，只有69.8%，這是防疫的短板。

通關就缺臨門一腳，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市民，都
不能掉以輕心，特別是不能患上 「抗疫疲勞症」 。日
前國泰航空三名貨機機師連環確診新冠肺炎，竟是因
為三人在法蘭克福期間，嚴重違反閉環式管理的防疫
規定，數次離開指定入住的酒店見朋友。這是一個警
醒政府和所有港人的教訓。國泰航空為此解僱三人，
政府部門也將進一步調查他們是否涉嫌違反防疫條
例，提供不實資料，不排除進行檢控。

爭取與內地盡快通關，不僅是部分迫切需要前往內
地人士的渴望，更是廣大市民希望與內地通關正常化
推動香港經濟復蘇，特別是零售、酒店、旅遊等就業
人數眾多行業的復蘇。這些行業就業人員收入普遍不
高，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群體。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抗
疫，爭取盡快有序通關，就是對他們的最大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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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現曙光 防疫更要從嚴

新選舉制度體現真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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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
日前至新
竹宣傳反
「公投」

主張時，
臉書預告
今年台灣
經濟成長
率 達 11
年新高，
稍後更大

做哏圖宣布，今年累計前10
個月出口達3642億美元，成
長率預估 6.01%，創下 11 年
來新高。哏圖文末再帶出
「四個（公投）不同意，台

灣更有力」 。其實在蔡英文
高調宣告出口創新高成長率
的背後，是台灣今年出口大
陸的金額，迄今已高達 1546
億美元，而她也多次強調不
應依賴大陸市場，要朝多元
貿易布局前進。然而在蔡當
局執政下，中國大陸及香港
佔台灣出口總額也來到新
高，此顯示 「反中」 的蔡當
局 5 年多來，兩岸經貿反而
「親上加親」 ，讓人實在費

解 民 進 黨 如 何 「 抗 中 保
台」 ？顯然很難自圓其說。

兩岸經貿依存度加深
就在蔡英文於臉書發文慶

祝台灣出口創新高的同時，
她也成為歷來台灣對大陸貿
易依存度最高的領導人。蔡
英文不敢明說的是，今年台
灣經濟成長率能創下11年來
的新高，主因是今年 1 月至
10月台灣出口至大陸的金額
達到1546億美元，佔總出口
金 額 的 42.5% ， 年 增 率 達
26.5%。換言之，兩岸經貿往
來不但沒有受疫情影響，反
而因疫情更加深化，亦即蔡
英文上台 5 年多來，台灣出
口對大陸的依存度愈來愈
高，諸如：大陸及香港佔台
灣出口總額，從 2016 年的
40.1%，到去年的1513億美元
創下新高，達到43.9%，今年
1 月到 10 月為止，也已經有
42.5%之多，顯見兩岸經貿依
存度持續加深。

事實上，在馬英九主政時
期，因主張 「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 ，兩岸關係十分良
好，大陸對台善意日益增
加，沒人擔心大陸會武統，
台灣確實享受了 「和平紅
利」 。然而，自蔡英文上台
以來，拒絕承認 「九二共
識 」 、又推進 「漸進式台
獨」 ，使得兩岸關係急速惡
化，大陸民間武統的聲浪也
高漲。就在兩岸政治風險升

高之際，台灣的選擇應該是分散貨品的出口風險，
均衡地向全球其他各地出口。蔡當局卻反其道而
行，放任兩岸貿易持續升溫，對大陸出口的依賴持
續增加。然而在馬英九主政時期，民進黨傾全黨之
力批判馬當局 「傾中」 、市場依賴大陸，必須分散
風險；等到民進黨再度上台後，不僅繼續增加對大
陸的經貿依賴，還硬拗說是 「大陸依賴台灣」 ，堪
稱完全是雙重標準。

再進一步言，蔡當局並非不想分散風險，蔡英文
上台後也曾提出 「新南向」 政策，耗費大量資源企
圖讓貿易轉向東南亞與印度、澳、紐等地，但成效
不彰。由此體現只要大陸經濟繼續增長，兩岸經貿
的緊密依存度就只會節節攀升，根本無法扭轉；尤
其在兩岸相隔如此之近、陸方規模如此巨大之下，
兩岸經貿將只增不減。蔡當局若承認兩岸經貿的增
強難以扭轉，就必須改善兩岸政治關係；若仍不願
放棄走 「漸進式台獨」 路線，即必須盡可能降低對
大陸的出口依賴，否則當兩岸關係一再惡化，大陸
若施展懲罰或制裁手段，必將使台灣的經濟損失更
大。民進黨當局不可能一方面操弄 「漸進式台
獨」 ，另方面又持續提高對大陸的出口依賴度，藉
以獲得亮麗的經貿表現，這二者是無法得而兼顧
的。

蔡當局難以兩邊佔便宜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蔡英文曾不斷抨擊馬英九

執政時期經貿過度依賴大陸，重批 「兩岸經濟合
作框架協議」 （ECFA）是包裹糖衣的毒藥。然而
蔡英文上台 5 年多來，不但沒有廢止 ECFA，反而
把這 「糖衣毒藥」 愈吃愈上癮，只有在她競選連
任時高舉 「反中」 大旗，等高票連任後仍持續嗜
吃此一所謂 「糖衣毒藥」 ，如今甚至拿 ECFA 作
為反 「公投」 宣傳的大補帖，可見民進黨當局反
對四項 「公投」 卻扯上 「抗中保台」 ，全然是名
不副實、說一套做另一套。弔詭的是，日前網絡
盛傳大陸單方喊停 ECFA，將自明年元旦起全面恢
復對台課徵進口稅，而台經濟官員王美花連忙出
面澄清此為 「假消息」 。看來，蔡當局也不願意
ECFA 壽終正寢，甚至還想繼續食用此項 「糖衣毒
藥」 。

總之，ECFA仍然有其終止協議的規定，蔡英文當
局還是必須警惕與提防，一旦ECFA戛然而止對台
灣可能造成的影響。試觀從大陸暫停自台灣進口鳳
梨、釋迦、蓮霧，對台灣造成的實質與心理的影響
來加以檢視，ECFA若遭到終止，對台灣恐將是難以
承受之 「重」 ，問題就在於蔡當局能否設法留住
ECFA？抑或只能將ECFA的存廢操之於大陸方面？
一切取決於兩岸關係能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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