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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的民生經濟劇情 

民主政治——就算只是局部的民主化——最為有趣的地方， 是它較為立體。 

試想像一下，假如現時立法會的議席是委任制，受委任的議員只 需要向北京或特區政府

效忠，那麼那些出了洋相的議員大可以一切如常，懶理社會各界有何反應；只要有權委任

他們繼續當上議員的權力來源覺得仍有價值的話，則 應可以安枕無憂的等待下一次任

命。這一種政治是平面的，由權力來直接操控。可是，當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再完全由某一

方面所支配，而是包含了某個程度的代議的 元素時（儘管可能只是功能組別的選舉），

則不能避免的打開了不同的可能性。舉例：就算作為建制派，也不可能只靠「聽教聽

話」，跟隨指示便成功扮演其政治角 色。這裏所講的不單止是他們需要面對自己所代表

的界別，而且還要——無論是如何的不情願——面向社會上的公眾（而我們都知道，部分

建制派議員是循地區直選 而進入議會的）。雖然一般市民沒法直接以選票來懲罰那些令

人失望的議員，但當負面意見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總不會全無影響。在宏觀的層面上，

一個沒有公信 力的建制派，基本上不可能為特區政府施政護航。有時候，他們有可能是

特區政府的「負資產」。 

這說起來是相當諷刺的一回事：建制派一向「聽教 聽話」，並以此作為長期留在權力核

心的方法，可是亦正是這個原因，他們總不能在廣大群眾面前建立一種有獨立思考、有自

己一套政治主張和社會議程的形象。長 期以來，建制派一直被人視為依附於權力中心的

一群，到了緊急關頭一定會歸隊，而不會以事論事，敢向權力中心提出另類的選擇。所

以，他們一直無法在社會層面 上真真正正的打開廣泛的團結面，成為一種有機的、取得

民眾支持的、活潑的政治力量。 

建制泛民共存共生 

當然，多年以來，建制派 也懶得去思考這類問題。久而久之，他們跟反對派發展出一種

共存、共生的關係。這種共存、共生的關係與梁振英政府跟泛民的「矛盾對立統一」的狀

態類似。早前 梁先生說過將阻礙通過政改的反對派從議會中踢走，這可能是他的主觀期

望。但論客觀效果，則此言一出，必定令更多市民自覺要在議會內保留有否定權力的反對 

派，以對特區政府有所監督、制衡。所以，也是相當諷刺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泛民便

不需要想太多什麼殊途政策、另類施政思維，也可以生存下來。至於建制 派，他們並非

單一個體，有的突顯愛國、有的以勞工福利為招牌、有的是以維護工商界利益為己任，平

時各有不同的定位，但到了關鍵時刻則按權力中心的意思而統 一步伐。上述幾個山頭，

各自擁有其基本盤，當中相當多的是「鐵票」。建制派的所謂爭取表現，很多時候其實都

是對手令某些社會人士失望（例如一些中產人士確 實不喜歡議事堂上「動手動腳」），

從而將一些選票、支持拉過來。建制派作為建制派，（除了他們的基本盤之外）本身沒有

什麼吸引力；只有當反對派繼續存在， 偶然過了火位，他們的存在意義才會突顯出來。



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裏，梁振英政府、建制派、泛民其實是「孖生三兄弟」，又或

者是「歡喜冤家」，因對方 的存在而彼此共存、共生。更有趣的是，因為大家都是依靠

對手出錯而可以得到好處，而同時他們的特點又是可以不斷發生「蝦碌」或誤布「越位陷

阱」，於是三方 的互動，總是拉拉扯扯，而不是良性競爭。問香港特區政治特色何在？

答案是十多年來沒有進步，而這句說話可以套用到特區政府、建制派和反對派之上。 

在 這樣的一個政治生態環境裏，如何解開死結？特區政府的領導們表示：聚焦民生經濟

議題！作為特區政府領導、建制派人士的主觀期望，這不難理解。同時，這一招 亦有連

消帶打之效——一來政治發展的方面，想做也做不好，成績已經出來，無謂再提了；二來

這可以引導大眾以為民生未有搞好，只因為單一因素，而這就是反對 派的不合作。究竟

有多少市民相信，只要政府所提出的新政通通在議會上順利通過，便可令香港國泰民安，

這不得而知。又社會上的意見會否認同特區政府施政理念 極好，只欠議員衷誠合作，這

也有待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指出，建制派並非單一個體，而且內裏各有山

頭。所謂聚焦民生經濟議題，做點實事，就等於 一團和氣？這似乎是主觀願望多於客觀

事實。 

在未來一兩年裏，且看親中勞工團體如何與建制工商界通力合作，創建一個保護及有利於

「打工仔」的 就業環境，而不是拖泥帶水，繼續務虛。今時今日， 「幸好」青年學生忙

於思考修憲，而本土派人士的社會政策思維多為右傾（起碼是反左），因此不會在社會議

題上有很多意見。否則，活躍人士大可立即開始向工聯 會施壓，要求它在標準工時問題

上清楚表態，再而看看它會怎樣跟工商界開戰，爭取「打工仔」會叫好的勞工政策。認真

的將勞資不同利益擺上枱面，將會考驗特區 政府、建制派如何做實事了。 

聚焦民生經濟關鍵在階級關係 

這是北京在香港開展聯合陣線策略頗為弔詭之處：它要打開一個廣泛的團 結面，將工商

業、勞工團體、低下階層都拉在一起。在愛國的大旗底下，壓抑了階級利益的差異。「一

國兩制」主要就是以資產階級作為首要團結對象的聯合陣線， 對回歸後的香港局面，既

要提防政治發展上失控，亦要提防福利主義、民粹主義（因害怕尾大不掉，以為這會影響

香港經濟發展）。現在，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但 工商界會願意作出多少讓步？而勞工

團體又可以怎樣在沒有拿到什麼好處的情况下繼續撐特區政府呢？ 

政改爭議剛成過去，但這只代表香港社會進入另一個劇情而已。特區政府要聚焦民生經濟

議題，難題不在於反對派會否讓路，而是它有無能力處理階級利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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