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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和香港恢復通關在即，但香港防
疫卻生枝節。較早前一名國泰貨機機師
返回油麻地住所兩日後，確診帶有
Omicron變種病毒，成為首宗進入社區

個案。鑑於他曾到食肆買外賣並曾去過流動檢測站，
再加上Omicron較Delta傳播力更強，難免引起疫情可
能反彈的討論。其實香港之前都有 「走甩」 病例，沒
引起爆發只是好運。這些事例一再告訴我們，防疫實
在宜緊不宜鬆。

自從Omicron病毒在非洲南部被發現以來，人們對
其了解愈來愈多。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陳
志偉上周四表示，研究結果發現，相比Delta，Omi-
cron在感染24小時後病毒量高 70倍，估計較原始病
毒比例多近100倍，反映Omicron病毒可在上呼吸道
支氣管大量繁殖，在上呼吸道有大量病毒下，傳播能
力更強。

研究同時發現，Omicron在肺部組織的複製能力較
原始病毒低，反映致病能力較弱，但當社區出現大量感
染，將不能排除有重症例子。陳志偉強調Omicron病毒
可逃避疫苗的免疫反應，相信短期內會取代Delta成為
全球主流病毒，估計日後將不能避免要打第三針。

目前Omicron尚未在香港廣泛傳播，但已經攻陷歐
美多國，其中英國更出現首宗感染 Omicron 死亡病
例。香港實在不能不提高警惕，否則得來不易的抗疫
成果將付諸東流。

無可否認，香港的檢疫政策已較許多國家嚴謹，但
從確診國泰貨機機師的情況來看，顯然存在漏洞。呼
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就認為，政府應盡快修補防
疫漏洞，建議全部機組人員 「閉環管控」 ，並進行14
日強制檢疫。誠然，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會帶來更多
不便，但社會不能再承受疫情反彈所帶來的社會經濟
代價了。

除了收緊防疫措施，加強疫苗接種是必不可少的。
現時，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口不足七成，可謂十
分 「羞家」 。更令人擔憂的是，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
教授袁國勇團隊研究發現，大多數已接種兩劑新冠疫
苗的人士，所產生的血清抗體水平根本不足以抵抗
Omicron變種病毒，團隊認為在新一代針對Omicron
病毒的疫苗出現前，市民應盡快接種第三針疫苗。不
過很可惜，市民接種第三針的數字不理想，截至昨日
只有30萬。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明，計劃明年1月初擴大
復必泰第三針接種，而且不局限高風險群組，這是正
確的一步。惟問題是，倘若市民接種意欲不高，那根
本無法應對Omicron。有見及此，政府有必要研究是
否以公眾利益為由，實施強制接種。事實上，奧地利
已實施疫苗強制接種令，違者罰款。

疫情爆發已有兩年，許多市民都有 「抗疫疲勞」 ，
渴望早日復常。但世事總是波折重重，Omicron的出
現令我們的抗疫工作橫生枝節。但其實只要每個人都
多走一步，事情不至於變得更差。只要政府因應疫情
發展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只要市民踴躍接種疫苗，
疫情反彈的風險將可降低，對經濟民生的影響也可降
至最小。

林文漢

應對疫情宜緊不宜鬆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選委會委員 文怡

開啟香港特色民主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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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場立法會
換屆選舉19日舉行，本次立法會
選舉報名參選情況踴躍，共有
153名候選人競逐90個席位。新
議會由3個板塊組成，選委會界
別 佔 40 席 ， 地 方 選 區 產 生 20
席，功能組別佔30席。全日十區
直選有超過 135 萬人投票，投票
率為 30.2%。本次新增的選舉委
員會界別 1448 名選委會委員中
1416人投票，投票率高達98%。

過百萬香港選民用自己手中的一票表明了對 「一國兩
制」 行穩致遠的堅定信心、對國家未來富強昌盛的美
好希望、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共同心願，也用投票的實
際行動證明了對新選制具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及
均衡參與性的認可。

選舉次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了《 「一國兩制」 下香
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有利反駁了西方勢力抹黑香
港新選舉制度的謬論，本次香港立法會選舉以事實向
世界證明，適合香港的民主才是最優質的民主制度，
照搬西方的所謂民主到香港是行不通的。

本次立法會選舉議席分為直選、功能組別及選委會

界別3個板塊，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各階層、各界別代
表， 「區區有競爭，個個有得選」 ，完善選舉制度後
香港選舉重新回到良性競爭的軌道，為進一步落實
「愛國者治港」 ，穩步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優秀

民主制度，塑造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打下堅實基礎。
香港社會發展至今累積很多矛盾，立法會議員需要

兼顧各階層、各界別的廣泛利益。從這次選舉的候選
人就可看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講話中強
調的 「愛國者治港」 絕不是要搞 「清一色」 得到有力
證明。來自基層、居住公屋和房的人士、巴士車
長、註冊電工等紛紛成為候選人，打破了以往人們認
為只有社會精英才能參選的固有觀念。投票結果也證
明，在新選制下只要做到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
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
種矛盾和問題、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善於團結方方面
面的力量、善於履職盡責，無論是什麼階層、什麼界
別、什麼職業、什麼族裔都有平等參與機會，愛國愛
港者隊伍構建出五光十色的議會。他們所代表的不同
界別、不同行業、不同訴求的團體利益，也將因為他
們進入議會能夠被更好的聽見、看見，為政府廣泛收
集、聽取社會意見，集中解決問題鋪平道路。

本次立法會選舉也代表過往立法會當中吵鬧拉布、

拖延誤事的場面將不復存在，議會風氣恢復天朗氣
清。這是中央也是全港市民的共同盼望，期待香港的
社會發展能從此回到高速行駛的快車道。

解決民生及發展問題
經歷了黑暴和兩年的疫情之後，香港市民已經等不

起，香港的未來也等不起，像是當務之急的通關問
題，不但關係民生，也關係香港經濟復蘇速度，務
必拿出最大的努力和誠意在通關問題上與中央保持最
緊密溝通。民生上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落區時強調的
房屋問題，必須盡快拿出具體的方案及時間表，要以
堅定決心代替過往議而不決、瞻前顧後的行動作風；
同樣在發展問題上，施政報告提出了北部都會區的規
劃之後，如何落實是全社會目光聚焦的關注點，作為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重點發展
部署，不能流於紙面的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當中涉
及到的住房、運輸交通、創科建設、就業機會等關乎
到香港許多人的前景未來，尤其是對年輕人而言，他
們的未來出路是否能夠因此更加廣闊、機遇更加多
元，取決於規劃的落實效率。我們熱切期盼選舉產生
的愛國治港者能充分發揮個人才智，帶領香港走向光
明的未來，讓 「一國兩制」 在香港續寫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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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民 投
票 是 直 接
民 權 的 展
現 ， 蔡 英
文 當 局 卻
視 之 為 洪
水 猛 獸 ，
操 作 公 家
機 器 遊 走
法 律 灰 色
地 帶 ， 無

所不用其極。經民進黨一個
多月的強力動員反宣傳，投
票結果12月18日出爐，四項
「公投」 皆未通過，且不同

意票全都高於同意票。相對
地，原本民調預測看好 「公
投」 會過關的態勢，國民黨
卻沒有善用此股民氣傾力把
支持者召喚出來投票，最後
投票情況冷清，藍軍只能慘
對自己的敗績。尤其，多名
藍營縣市長選擇刻意與 「公
投」 保持距離，相對於綠營
的團結奮戰，大傷士氣不在
話下。然而，原本應該是民
眾 自 主 表 達 意 見 的 公 民 投
票，在民進黨蔡當局全力與
民意對抗之下，操作成藍綠
政治對決，堪稱民主政治的
最壞示範。

蔡當局架空民主
蔡當局之所以能擋下四項

「公投案」 ，主因在於 「公
投」 與選舉脫，導致投票
率偏低。照理說，四項 「公
投案」 都不是高度政治性議
題，尤其反萊豬與護藻礁等
皆攸關民生，結果卻只有四
成 選 民 出 來 投 票 。 究 其 原
因，除了天候因素，更關鍵
的就是沒有 「綁選舉」 ，使
選民缺少出門投票的動力。
試觀 2018 年底的縣市選舉，
七項 「公投案」 全部通過，
使 得 民 進 黨 決 定 修 法 ， 讓
「公投」 單獨舉行，不再合

併選舉投票。此項策略果然
降低整體投票意願，增加了
衝破門檻的難度。表面上，
蔡當局稱 「公投」 綁選舉會
造成選務大亂，所以必須切
割辦理。然而， 「公投」 的
目的，即是讓民眾展現直接

民權；與選舉互綁，則是要盡量避免 「公投」 因投
票率不足而缺乏民意的代表。可見，與選舉脫的
「公投」 ，嚴重剝奪了選民的投票動機。這次 「公

投」 的結果，證明脫選舉後的 「公投」 ，根本不
是深化民主，而是架空民主。

尤有甚者，在民進黨操弄下，台灣意識被極度擴
張，進而把四項 「公投」 炒作成 「抗中保台」 之
戰，甚至變造 「公投」 的主題以刺激民眾的 「亡台
感」 ，讓社會失去了理性冷靜討論的空間。諸如：
曲解真相，放任農委會主委將萊劑比擬為動物的健
康食品；威嚇民眾，揚言沒有三接就要多燒500萬
噸煤；篡改 「公投」 ，移花接木地把 「反萊豬」 說
成 「禁止美豬」 ，把 「珍愛藻礁」 講成 「停建三
接」 。更不可思議的是，蔡當局利用意見的不同來
操弄對立，以 「台灣隊」 之名，行分化分裂之實，
甚至將 「四個不同意」 加碼成 「不同意中國併吞台
灣」 ，頻打 「中國牌」 或許有助於民進黨召喚基本
盤歸隊，但不擇手段仇恨動員的結果，不僅讓 「公
投」 變了調，而且也使得台灣民眾再度陷入仇恨敵
對。

再進一步言，民進黨為了打贏 「公投」 ，最後宣
傳下足猛藥，直接訴求 「反萊豬」 會傷害台美關
係，又說兩項能源議題若通過，不僅台灣中南部空
污難解，島內更將面臨缺電。試觀民進黨在宣講藻
礁 「公投案」 、重啟核四案時，不惜喊出簡化但上
口的煽動性言論，堪稱對基本盤催票有效。而觀察
開票的結果，從四項 「公投」 同意與不同意的票數
差距來檢視，體現出很多民眾都是遵照 「四個同
意」 或 「四個不同意」 的指示來投票。易言之，蔡
英文號召所有黨政人員全力營造 「政黨對決」 的形
勢，成功輾壓了選民的意志，也影響了最後的 「公
投」 結果。其實，台灣自有 「公投」 以來， 「公
投」 便一直就是政黨競爭的工具。此次 「公投」 前
民調顯示，選民的抉擇與其政黨偏好高度相關，可
見即使是民生議題的 「公投案」 ，表面上交付 「公
投」 決定，選民想的卻還是政黨對決。

民眾成最大輸家
至於四項 「公投」 結果國民黨為何大敗呢？這四

項 「公投」 與民生相關，連署時也有不少民意支
撐，不僅有助於國民黨親近民意，也可讓黨內藉機
團結整合，藉此徹底轉骨改變，但終究還是擺脫不
了不溝通、黨內縣市首長自掃門前雪的陋習。例
如：有多個藍營執政的縣市長因態度曖昧，使得其
縣市最後投出了相反的結果，這固可歸因於民進黨
強力動員之累，但恐怕也與縣市首長首鼠兩端有
關。 「公投」 結果證明選民的投票行為與民調有近
20%的落差，當民進黨將 「公投之戰」 操作成政黨
對決時，更激起中間選民的倦怠與反感，使得不少
中間選民最後決定不去投票。更嚴重的是，國民黨
的 「公投」 戰略戰術從 「兩個同意」 到 「四個同
意」 ，從 「尊重人民」 到 「不信任倒閣」 ，策略步
伐紛亂不堪，更無團結整合的能力。而政黨對決成
了藍綠基本盤的對決，結果就是藍盤落敗。

總之，這次 「公投」 ，失去執政縣市首長奧援的
國民黨，組織動員最後完全失能。而 「公投」 最大
的輸家，其實是民眾，因 「公投」 已遭閹割，無法
成為有效制衡的手段，民進黨倒行逆施將更有恃無
恐。

學研集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結果昨日出爐。這

是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之後，選舉產生的首屆立法會，它
將會為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帶來積極正

面的作用，香港的未來令人嚮往。落實了 「愛國者治
港」 之後，香港的民主政治掃清了障礙，邁出了實實
在在的一大步。我們國家始終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
落實在香港特區，就是 「愛國者治港」 原則下的民
主，這次立法會選舉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港人應該有
當家作主人的志氣和自信，把握好 「愛國者治港」 原
則，穩步地發展香港特色的民主政治。

立法會選舉 「五光十色」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展現了與往屆不同的新氣象，

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落實了 「愛國者治港」 的原
則。只有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人，才可以被確定為候選人。在此原則
之下，不論持有哪種政見，不論身處哪個社會階層，
從事哪種行業，也不論是哪個民族，哪種宗教信仰，
都可以成為候選人。事實上，這次選舉的153名候選
人，背景差異很大，確實呈現出「五光十色」的特點。

今年選舉的過程中，一再有西方的反華勢力抹黑香
港的選舉，將這次選舉醜化為反對派缺席的選舉，認
為不是他們認同的民主選舉。美國和英國的一些報章
甚至公開呼籲，希望香港市民忽視選舉，杯葛選舉。
同時，亦有一部分長期受西方反華勢力扶植的代理
人，在香港或海外，以多種方式呼籲市民杯葛選舉，

投白票、廢票或不投票，其中多人因違反了選舉條
例，甚至涉嫌違反國安法，正受通緝。相信選舉過
後，仍然會有西方反華勢力和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抹
黑、造謠，意圖惑亂人心，否定這次選舉。

西方反華勢力破壞香港選舉的意圖明顯，他們的用
意也很清楚，無非是希望藉搞亂香港，遏制中國的發
展。但是，最重要的並不是西方反華勢力會做些什
麼，而是香港市民應該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能發展好
自己的民主政治。

我們國家一直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把堅持黨的領
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確立為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基本原則。香港自1997年回歸之後，就已
當家作了主人，落實了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的政策方針。但是，在回歸後的一段較長時
期，未能全面準確落實好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令
香港的民主政治走了彎路，受了挫折。

香港的民主政治走上正軌
有一部分反中亂港分子及外國反華勢力的代理人，

透過選舉進入立法會，利用立法會的職權，阻擾和破
壞政府施政；利用了香港市民對民主政治的渴望，嚴
重扭曲了民主的真實意義，甚至在香港社會散布只有
反對派和反中亂港勢力才是民主派的謬誤言論，抹黑
和攻擊政府及愛國愛港的政團和社會人士，令社會矛
盾變得尖銳，進而挑撥離間，分化社會，導致社會混
亂，更導致2019年的黑暴動亂。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

則，令反中亂港勢力和外國反華勢力的代理人，不能
再利用選舉破壞香港的民主政治，這使香港民主政治
向前邁出實實在在的一大步。中央為香港的民主政治
發展掃除了障礙，把香港的民主政治扶上 「一國兩
制」 的正軌。

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的當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
表《 「一國兩制」 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回顧
香港民主歷程，進一步闡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民主發展
的原則立場。發展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對保
障香港居民民主權利、實現良政善治、確保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繼續推動香港民
主發展，必須堅決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必
須按照 「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切合香港的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條件，探索具有香港
特色的民主發展道路。

香港人要有當家作主人的志氣，也要有當家作主人
的自信，要相信靠香港市民自己的努力，是可以建立
起 「一國兩制」 之下，具有香港特色的優質民主政
治。香港也不必害怕西方反華勢力的抹黑、打壓，只
要自己有堅定的信念，團結起來，就能夠實現民主政
治的理想，香港人要有這樣的自信。

新選制下的首場立法會選舉結束，香港的民主政治
邁出一大步，邁上新的台階，順這條道路走下去，
香港的未來值得期待。古詩說：兩岸猿聲啼不住，輕
舟已過萬重山，只要香港人堅定、自信，走好自己的
路，西方反華勢力的抹黑、攻擊只會變成笑話，被拋
在後面。

學研社成員 文武

港人要有當家作主人的自信

政賢力量青年時事評論員 何子煜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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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現行政策 紓緩交通擠塞
港事
講場

香港的交通擠塞延禍多年，導致市民
浪費大量的通勤時間，而商戶則要負擔
未能準時送達貨件或提供服務的風險，
更導致路邊空氣惡化，可見交通擠塞對

市民生活的便利、營商環境的吸引力和城市整體素質
都帶來了破壞，更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交通諮詢委員會為此在2014年提交了《香港道路交通
擠塞研究報告》，提出各種措施嘗試紓緩交通擠塞情
況。但7年過去，情況卻愈加嚴重，體現於各區域主
幹道繁忙時段的汽車行程時速。因此，政府必須加大
力度，優化《財政預算案》當中提及的 「增加私家車
首次登記稅及牌照費」 和 「研究電子道路收費」 ，才
有望紓緩交通擠塞的情況。

優化加稅安排
參考政府數據，2016年至2019年，香港的道路、行

車隧道及行車天橋（統稱 「道路」 ）的合共總長度，
只是從2107 公里微增至2127 公里，增幅不足百分之
一，但同期領牌的車輛總數卻增加6.5%，其中私家車
更是增長了7.1%，明顯跑贏大市。由於車輛增幅遠高
於道路的增長，造成道路整體的承載壓力持續加劇，但
道路興建需時甚久，要短期內盡早紓緩交通擠塞只能

從車輛的增長入手，當中又以限制私家車增長為關鍵。
為此，財政司司長建議私家車首次登記稅提高

15%、牌照費增加30%。然而，加稅只是減少了市民
買新車的意欲，或增加了現有車主的負擔，對於減少
現有私家車數量並無即時成效。參照運輸署數據，本
年1月的私家車首次登記數量為2622宗，9月的數量
則是3544宗，竟然不跌反升，可見措施的效果成疑。
筆者建議，措施要做到 「減少現有私家車數目」 ，必
須提供充分的誘因讓現有車主主動取消登記。例如，
政府可提供特殊的津貼，凡主動取消登記者，將獲得
一筆相當於3至5年牌照費的資金，並存入到電子支
付戶口，以額外的經濟誘因，鼓勵車主放棄現有私家
車登記，轉為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從而削減路面私家
車數目。與此同時，政府亦應提供免費的車輛回收或
銷毀服務，完善政策配套，便利車主配合政策。長遠
而言，政府應積極研究北京的 「單雙號限行」 、新加
坡的 「擁車證競投」 與 「私家車配額」 等不同形式的
措施，更嚴厲地限制私家車數量的增長。

優化電子道路收費系統
在香港交通擠塞的路段分布中，不難發現擠塞的情

況主要集中在個別主要幹道，以及特定的市區範圍，

因此在增加首次登記稅和牌照費之外，政府亦推行電
子道路收費，作為補充手段，針對特定嚴重擠塞範圍
的道路使用者。

然而，政府在先導計劃的諮詢文件中，提及在邊界
附近增設公眾泊車位，但這有機會反過來影響政策成
效。增設泊車位固然是便利了進入付費區的道路使用
者，同時也避免了違例泊車阻礙交通的情況，但政策
的原意是旨在減少個別區域的車流量，提供更多泊車
位，有機會引致更多私家車進入該區域，並在區域內
停留更長的時間，很有可能會抵消電子道路收費的作
用。政府應該考慮如何令車輛流動得更快，或是更有
效地繞過付費區域。因此，筆者建議政府可優化 「香
港出行易」 ，在偵測到駕駛者即將進入該區域時，為
駕駛者提供付費區域和附近路段的實時交通狀況，並
即時為駕駛者提供路線建議。此外，有研究顯示彈性
收費能有效疏導交通流量，特別是針對私家車而言，
所以政府應設計一套靈活的收費模式，隨付費區域
的擠塞程度而彈性調整收費，以此達到疏導車流的效
果。與此同時，政府亦應在全面推行電子道路收費之
前，預先勘察所有潛在納入區域附近，是否真能提供
足夠的轉移路線，並適時開展相應的道路擴建或增建
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