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2015               建制派存在意義                 呂大樂         信報財經新聞 

建制派存在意義 

政改投票的蝦碌事件，足以令建制派於未來 10 年（或是更長的日子）裏成為嘲笑的對

象。事情已經發生，現已沒有什麼可作補救。不過，我們必須明白，對 此大家沒有必要

太過認真，在現時香港的政治生態裏，這樣的一件事情對建制派的影響其實十分有限，他

們的忠實支持者不會因其表現不濟而轉投另一個政治陣營。 

建 制派的特點是他們長期以來都不怎麼樣，成功與失敗，並非取決於議會內外的表現，

而是他們實實在在的就只是政制設計的一部分，主要功能在於牽制對手（最初假 想為有

可能大派「免費午餐」的社會福利派，後來則變為民主派），再進一步則為特區政府施政

護航；除此之外，其實也就真的沒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了。 

嚴格來說，他們毋須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面，至少在最早期的時候，曾經這樣想過。當

然，特區政府很快也意識到問題之所在，於是開始更認真地思考管治聯盟，又或如何（通

過政治委任方式）籌組班底之類的問題，但由始之今，建制派與特區政府領導層的關係並

未出現重大的質變。 

建 制派不是執政黨，北京也不希望見到他們以其立法會議席和政治勢力，來支配特首領

導的政府行政。不過，由於行政主導的安排主導不了，特區政府又很需要那並不 怎樣團

結的建制派來為它護航，在這樣的一個布局底下，當建制派的不能沒有政治野心，但又不

適宜太有野心（在實力變得太強大的情況下，成為支配特首和特區政 府的政治力量）。 

與此同時，現實中建制派往往又力有不逮，多年以來均無法在香港市民中爭取成為最具說

服力和影響力的政治勢力，以至反對派就 算不見得有良好表現，也一直可以保持實力，

令特區政府領導們不爽。以建制派的處境而言，他們也沒有什麼誘因改變這種狀況，事關

他們的角色主要在於在特區政 府旁邊打打氣而已。有趣的是，建制派似乎也甘於扮演這

樣的一個輕角色。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奇怪社會：我們有建制派，卻沒有保守主義者。這

很大程度上是由於 建制派其實沒有什麼政治、經濟、社會主張，所以若要問他們有些什

麼東西必須為香港社會保留、守護，我們多數不會得到明確答案。 

大概就是這個 原因，過去多年我們一直未見香港政壇有一群真正獨立的保守派，在一般

情況下，他們最多不過是維持現狀派，即是「反對反對派」，當反對派的表現不是特別差

勁 時，一般市民就不會留意到建制派的存在。建制派那種（十分）有限度的獨立意志，

是他們一大包袱，因為他們長期沒有獨立發展的角色，基本上很難在廣大市民中 建立公

信力。 

近期很多人談論溫和民主派、 建設性的反對派等，但說來奇怪，很少人會談論獨立的建

制派、有人情味的保守派……。或者，在北京眼中，根本沒有需要玩什麼政治化妝，不同



山頭的建制派的存在意義，只在於重要關頭時，配合中央的部署和意思就已經足夠，再沒

有其他實際政治需要。 

建制派的角色不在於深入民間，也不在於從旁搞些意識形態工作，他們的存在完全是功能

主義的考慮，而且還是配合即時需要，而不是長期打算。所以，在經營建制派的過程中，

一切都很平面、直接，沒有什麼深度可言。 

這樣的建制派必須依靠清楚的中央指示，才能手腳協調，做出要求的動作。可是，當訊息

並不統一，人心無法一致的時候，建制派中人便會回歸到個人利益，為自己打算。在未來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裏，他們真的會死撐現屆特區政府領導嗎？還是總會想辦法去打聽一下

誰會參與特首競賽？ 

嚴 格來說，他們並非「造王者」 ，不會表現出太過主動。可是，他們也會擔心靠錯邊，

投靠錯誤的陣營，而會對現屆政府有所表示。每次傳出有人有意競逐特首之位，他們的反

應例必相當強烈。這 不難理解，畢竟要為特區政府領導護航，關鍵在於人物（意思是中

央的選擇意向）而不是政策和施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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