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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提出治港者五大要求，特別提到
「有容乃大」。正值特區政府發放消費
券、香港代表隊在奧運取得佳績，為社
會帶來歡樂和正能量，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應順勢而為，以最大的包容智慧，
凝心聚力，助香港再出發。

筆者認為，夏寶龍的講話，落腳點是推動香港實現良
政善治，要為民愛民，為民謀福祉；要推動發展、破解
矛盾、團結各方。他指出，治港者須「以海納百川、有
容乃大的胸襟，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正如國務委
員兼外長王毅日前在第11屆亞峰會上指出，香港國安
法的制定以及完善選舉制度恢復了香港的穩定，完善了
香港的法治，確保了香港居民以及所有在港各國人士的正
當合法權益，使「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遠。一項調查結
果顯示，70%的香港民眾對當前局勢感到滿意。從經濟數
據看，在今年第一季度取得8%的同比增長後，第二季度
香港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復甦步伐，同比上升7.5%，是自新
冠疫情大規模爆發以來，連續兩個季度實現同比增長。特
區政府5,000港元的電子消費券計劃已經陸續分期發放，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估計會有至少100億港元流入市場。

喜上加喜的是，在東京奧運會上，香港運動健兒取得
1金2銀3銅佳績，創造歷史，這實在是香港的驕傲。港
隊創造奇跡，重燃港人心中的正能量，街頭巷尾市民津
津樂道。運動健兒為香港年輕人樹立了一個正面榜樣，
他們身上振奮拚搏的奧運精神，正是香港人向來自強不
息、刻苦拚搏的體現，希望特區政府乘這次東風團結港
人，攜手共進，再創輝煌。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包括長期合作的國際夥伴。
香港進入「愛國者治港」新時代，只要深入觀察就不難
發現，大部分國際朋友都清楚理解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實行「一國兩制」合作空間在拓展，對香港的營商
環境充滿信心。

必須把教協首惡分子繩之以法
教協雖然決定解散，但對極少數涉嫌違法的首惡分子，不能一散

了之，必須繩之以法。據報教協有數億元資產，再加上「援助基

金」，解散後的資金去向及會否有人挾帶私逃亦惹人關注，教協必

須清楚交代。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早前發文狠批教協偏離
教育，與「民陣」、「支聯會」勾連，為反中亂
港惡行推波助瀾，是「必須剷除的毒瘤」，着特
區政府必須徹查。教育局其後宣布終止與教協工
作關係。在社會各界聲討下，教協昨日宣布解
散，即時停止評論及參與公共事務、停收新會員
及接收新個案，並計劃出售名下物業。

毒害教育 違反國安法
教協是徹頭徹尾「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組

織，毒害本港教育、戕害莘莘學子，現時突然
擺出一副「迷途知返」的樣子，令人質疑其只
是想避責，想政府以至社會「放過」它。不
過，教協涉及的是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問

題，即使解散，仍無法洗脫其涉嫌違法的問

題，更不能勾銷其過往煽暴搗亂、禍害香港的
罪責。若違法，執法部門就必須執法，並把涉
事者繩之以法。

教協對社會危害甚於邪教。回顧「反國教」、
違法「佔中」、修例風波等事件，每次都有教協
的參與。2013年，戴耀廷提出違法「佔中」，教
協竟公開支持，並且編制偏頗的通識教材，美化
違法「佔中」，誘導學生參與。2015年，教協向
中學生推薦「港獨」分子撰寫的《香港城邦論
II——光復本土》。2016年，教協亦明目張膽支
持中學生在校內宣揚「港獨」。2019年修例風波
爆發後，同年8月教協發起所謂教育界遊行集
會，煽惑師生及學界人士罷工。

據報，2020年1月，教協舉行所謂的教育界集
會，聲稱主題是「堅守教師專業」，但縱暴派頭

面人物空群而出，葉建源、陳日君、鍾劍華、吳
敏兒、毛孟靜、郭榮鏗、黃碧雲、朱凱廸及張超
雄等在台上大講政治文宣，極盡煽動。報章亦揭
發教協負責人同年於中環集會煽暴，公開勾連
境外勢力，邀請台灣教師工會全教總及「國際
教育組織」為集會視頻打氣，邀請攬炒派頭面
人物輪番登台發言，共同對抗政府。教協負責
人2020年亦宣布成立所謂「援助基金」兼發起
眾籌，為涉事教師提供所謂「經濟援助」。葉建
源更妄言，教協是黑暴教師的「強大後盾」。

集會煽暴勾連外部勢力
教協藏污納垢，包庇專業失德的「教師」，教

協理事張銳輝更被揭露於任教的中學內大搞政
治，荼毒學子。教協不斷把政治滲透校園，甚或

舉辦講座教唆教師怎樣於逃避法律責任的情況
下，煽惑學童參與暴亂，加上成立「訴訟及緊急
援助基金」，聲稱為被捕教師提供法律援助，其
言行早已逾越專業團體及職工會範圍。

貽害本港教育界至今的教協，為求脫責，一
連數日動作多多企圖「洗白」，發展到宣布解
散乃為逃避罪行。一個號稱擁有逾9萬會員的教
師組織，未以真正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
淪為一個不折不扣反政府、反社會的政治組
織，社會各界早已對其充滿憤怒。教協雖然決
定解散，但對極少數涉嫌違法的首惡分子，不
能一散了之，必須繩之以法。此外，據報教協
有數億元資產，再加上「援助基金」，解散後
的資金去向及會否有人挾帶私逃亦惹人關注，
教協必須清楚交代。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
舉的提名期已經展開。這
次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

場選舉，加上近期疫情反覆，特區政府必
須認真、謹慎地做好選舉的安排，確保選
舉圓滿順利地舉行；並且應就選委會的功
能和角色多向公眾做解說，讓市民清楚選
委會選舉的意義和重要性。

中央為了維護「一國兩制」及時推出香
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這套組合拳，堵
塞了漏洞，確保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有利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而要真正在選舉中全
面準確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就
必須從制度上確保只有真心誠意擁護基本
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士才可以參
與選舉，不論是參選行政長官或選舉委員
會委員，都必須由愛國者擔任。

有人對於今次選委會選舉的安排不甚理
解，甚至是故意抹黑，以為選民人數比以
往少就是一種倒退。這種說法非常片面。

未完善之前的選委會選舉，按人頭計算數
量是比較大，但代表性方面則有缺陷。例
如以往某些界別既有團體票，也有個人
票。但個人票的門檻太低，容易被反中亂
港分子種票和操控，因而出現問題選民，
嚴重破壞選舉的公平公正和代表性。再
者，代表大多數人意願的團體票很容易被
只代表個人意願的個人票所凌駕，令選舉
結果不能合理地反映業界團體或公司的意
願。今次完善選舉制度所追求的不單純是選
民的數量，更着重的是選民的質量，確保每
一票的含金量都相近，令選舉結果更加符合
真正的民意。選委會不只席數增加，其功能
也大幅提升。權力愈大責任愈大，因而比以
往更需要確保選委會都是由愛國者組成；於
是審查每名獲提名人士是否符合愛國者的資
格，也就比以往更重要。

新制度除了糾正過去一些個人票所產生
的混亂情況，於團體票方面也作出改善，
令到一些過去被忽略的界別有機會選舉行

政長官。例如：曾於公布登
記冊時引起熱議的「基層社
團」團體選民，曾一度被人
質疑其選民資格。顧名思義，基層社團當
然就是非常基層的團體，他們的名堂不響
亮是正常的。他們不知名反而證明他們都
是貨真價實的基層社團，而不是一些只搞
形象工程不做實事的團體。政府應繼續向
公眾多作解說，令公眾都清楚了解選委會
的功能和選舉的安排。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表示，「一國」是
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
才能枝榮。「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
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由此可見，一個
良好的選舉制度必須使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得到保障，而完善選舉制度就能
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隨着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接受提名，代表
香港重新出發，並將開創更輝煌的新一
頁！

選委會選舉是香港重新出發的開始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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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偉銘 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
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近10多年來，社會經
歷2012年國民教育科事
件、2014 年違法「佔

中」、2016年旺角暴動、2019年修例風
波，當中每每涉及到社會的價值觀和意
識形態取向。這既是國民身份認同的問
題，也牽涉教育政策規劃問題。

政府常說，教育是確保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
「教育開支是我們對未來的投資」。既然近年來政府已
將公共開支約20%投入教育的工作，就更需要確保資源
用得其所，以及收到顯著的正面效果。

港府於1984年成立教育統籌委員會，協助制訂教育政
策，推動教育研究工作，並按可以動用的資源而對執行
各項方案的先後緩急次序提出建議、統籌及監察各教育
階段的策劃和發展，是為教育當局出謀獻策的「智
囊」，也是全港最高層的教育諮詢組織。教統會監察教
育規劃和發展的涵蓋範圍，包括基礎教育（中、小
學），專上教育（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以至職業
教育（透過職業訓練局），委員由政府委任，主要來自
政府以外的機構及各類教育團體的代表。無論策劃、推
行、倡議及監察，教統會的聲音都是舉足輕重。不過，
教統會的角色逐漸由積極主動轉變為支持配合。至2003
年，與不少政府部門「局署合一」的做法一樣，政府將
教育署併入教育統籌局。2007年，教育統籌局改稱「教
育局」，一併負責所有香港有關教育的政策，教統會的
角色逐漸式微。

教育工作影響深遠，需要一個有全面專業知識基礎的
教育規劃組織，指引方向，審定優次，發展推行策略。
要全面有效地檢討及整頓教育體系，先要確保政府手握
教育規劃的主導權，積極考慮建立全新「智囊」角色，
監察及協助教育政策的推行，以及審視不同教育團體的
運作。政府若能就教育目標、政策、課程、教師素質、
評核等多方面，徵詢專業人士及持份者的意見，釐清社
會問題的癥結，然後制訂有針對性的對策，可保障本地
教育事業持續良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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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杏研 公共政策分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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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堅定派」自居的民主黨副主席
李永達突然棄黨出逃，引發民主黨內部嚴
重分裂，中委蘇逸恒在社交平台發文嘲諷
李永達「叫人衝，自己鬆」，民主黨副主
席梁翊婷在 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中稱
「不負責任，不知所謂」，當中指向是誰不
說已知。對於蘇梁兩人指責，李永達繼續潛
水拒絕回應，反而兩名還柙中的「老鴿」尹
兆堅、林卓廷卻走出來對兩人大興問罪之
師，尹兆堅批評有人是機會主義者、立場前
後反覆、拖後腳；林卓廷亦透過社交平台批
評黨內有「絕少數嘅人」，選擇擁抱「完
善」後的選舉制度謀求上位云云。

李永達事件引發民主黨分裂，原因在於
李永達本人的厚顏無恥，擺出一副對抗不
妥協的姿態，要求民主黨抗爭到底，甚至
威迫黨員不能參選，以向特區政府還以顏
色。然而，這個「口頭勇武」的李永達，
卻從來都是口惠實不至，在違法「佔中」

一案中，他曾大言炎炎地指：「我們在香
港搞民主運動，連牢都未坐過，好似不像
樣。」但這個「不像樣」的政客在庭上卻
一直為自己辯護，沒有一絲一毫的承擔，
最終被判緩刑。而他在緩刑期一過，就為
了逃避刑責而丟妻棄黨逃往英國，盡顯其
人的不堪與無恥。

對於這樣一個無恥的政棍，黨友有不滿
十分正常，何以招來兩名獄中「老鴿」狠
批黨友呢？原因很簡單，當中正涉及民主
黨的路線之爭。在新的選舉制度下，民主
黨會否參選，不但關係政黨的影響力和生
命力，也關係大批黨員的政治前途。

在參選問題上，民主黨分成兩派：一派
是以李永達、胡志偉、林卓廷、尹兆堅等
「老鴿」為首的「杯葛派」；另一派是
「參選派」，當中以副主席梁翊婷、中委
蘇逸恒以及一班黨內年輕一代為主。兩派
一直在黨內展開激烈鬥爭，現任主席羅健

熙並沒有多少政治力量，無能力擺平兩派
內鬥。當一直擺出堅定對抗姿態的李永達
潛逃外國，置手足黨友於不顧之後，「參
選派」隨即全力炮轟，當中既是打李永
達，也是打「杯葛派」。眼見李永達的出
逃讓「參選派」有了反撲機會，「杯葛
派」因此派出至今仍在還柙的核心人物尹
兆堅、林卓廷出手反制，怒斥「參選
派」，遏止黨內參選呼聲。

近年民主黨受激進路線主導，以及長期
被「老鴿」騎劫，不少黨員敢怒不敢言，
怕表露參選意願就被大扣帽子。現在李永
達的出逃正說明一個事實，「杯葛派」要
杯葛選舉，根本不是為了政黨的利益着
想，不過是因為自己不能參選，乾脆魚死
網破，大家也不參選而已，其目的並不高
尚。「老鴿」現在樹倒猢猻散，還要「乳
鴿」陪葬，但「乳鴿」會束手就擒嗎？看
來，民主黨更大的內鬥分裂還在後頭。

「老鴿」要「乳鴿」陪葬 民主黨分裂在後頭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第一，財富植根於一整套法律制度安
排，如產權、合同、信託、公司、破產和
投資者保護等。財富增長的動能在本質上
受制於既定法律制度基礎設施在界定產
權、執行合同和解決糾紛方面的能力與範
圍。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首先要解決商事
法律制度和執法體系上的缺環、漏洞和障
礙，增加財富形態的持久性和可兌換性，
促進資本市場整合。

第二，財富的創造和分配需要實現社會
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自1980年代以來，
全球許多經濟體對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的
追求已大大加劇了財富不平等。「富人」
和「窮人」之間的鴻溝不斷擴大。與此同
時，面對氣候變化的威脅，犧牲環境的傳
統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全球都需要探索
新的增長模式，以實現更具包容性和可持
續性的經濟發展。在「一國兩制」框架

下，粵港澳大灣區融合了不同體系的制度
實踐，此特質需善加利用，以助應對全球
性的挑戰，積極探索和試驗新的解決方
案。

第三，全球財富中心需要高度的國際化
和對外開放，尤其是在資本市場方面。國
際金融樞紐應當能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潛在
的資產發行人，並將優質資產提供給足夠
廣的國際投資者。國際化並不意味着簡單
複製西方現有樞紐的運作模式。後發者要
實現趕超，成為財富創造的新領軍者，需
要依靠自主創新和差異化策略。大灣區資
本市場的國際化，應服務於國家推動形成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
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

在進一步釋放大灣區財富潛力的這三個
方面，香港都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香港
具有一套完善的商事判例法和執法體系，

受到國際商界的高度信賴，
應藉此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密
切合作，進一步完善大灣區
的商事法律制度基礎設施，
加強制度在財富創造和管理方面的連貫性
和兼容性。大灣區如果在現有滬港通、深
港通、債券通、跨境理財通等方案的基礎
上，穩步推進資本流動，將更加促進金融
服務供應鏈的區域一體化。

展望未來，大灣區在新的發展階段有望
保持強勁的財富增長，而亞洲財富崛起的
大時代也才剛剛開始，並將持續帶來新的
發展機遇。未來更需要注視的，其實不是
增長速度，而在於我們能否在大灣區建設
一個更高效、更和諧、更開放、更可持續
的財富新模式，實現共同富裕、共享繁
榮。

(續昨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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