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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鉛水風波看建制派的尷尬 

【明報專訊】香港政治就是這樣的有趣。 

這邊廂，建制中人以為在佔領運動過後，若然能夠將反對派定性為「為反而反」、無建設

性、不做實事，便可以反守為攻，將市民的支持搶回過來。於是，他們分頭行事，並且連

番發炮，拋出大搞民生議題的主張，擺出一款放下政改爭議的姿態，並以此對反對派進行

一次反擊。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和部署，可謂相當合理；作為政治人，他們沒有道理放過一

次爭取群眾的機會。 

民生議題一樣是政治爆炸品 

豈料那邊廂民主黨的黃碧雲也就真的來一招檢驗水質，老實不客氣的搞起最民生的民生議

題來，而其效果竟是出乎意料的震撼，殺個特區政府措手不及。在過去一周裏，一向強調

民生無小事的梁振英政府，並不見得特別懂得如何處理民生議題，每日面對各界質詢，難

免顯得相當尷尬。 

政改是炸彈，但原來民生議題一樣是爆炸品。原本以為只要回到一些講實際的課題，便可

以避開尖銳的社會矛盾，可是現實卻並非如此。 

更有趣的是，在特區政府周圍，為它的施政護航的政黨、民間社團、輿論媒體，亦在整件

事件之中表現得進退失據，方寸大亂。這是維護建制的政治力量的獨有尷尬處境，左右兩

難：在護航的過程之中，每一個小動作或每一句說話，都只會在社會大眾面前表現失分，

令其公信力進一步下跌。 

的確如此，這是當建制派的難處：當初黃碧雲拿着驗水樣本來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建制

新聞媒體絕無道理給自己的敵人打着為民請命的形象出現，於是便以小題大做、借題發

揮、別有用心來解讀她的行動。而沿着這樣的報道繼續下去，最理想的結果是特區政府能

交出完全不一樣的檢驗結果，那麽反對派人士造謠生事的做法便可公諸於世。可是，事情

再發展下去卻不單並非如此，而且更有逐步擴大之勢。面對這個情况，一個較理想的情况

是特區政府迅速回應，並將整個場面控制得住。不過，事態發展也並無如其所願。而到了

現在，什麽可能性都已經變為不可完全排除，那麼作為維護建制的新聞媒體可以如何自

處，成為了一個問號。 

建制社團的雙重性格 

新聞媒體要適當的調整一下，只要轉向低調，還是可以的。但作為維護建制的政黨、民間

社團又應該怎麼辦呢？這些政黨、民間社團最為尷尬的地方，是它們素來民粹主義味道濃

厚，在一些鬧得熱哄哄的社區話題上，很難放棄介入其中的機會。既然食水含鉛，那便應

該倡議全城驗水。一直以來它們在處理這類議題的手法都沒有太大變化：無論是什麼事



情，總之要追究責任，尋求賠償。不過，現在事情衝着要想辦法保護的特區政府而來，那

麼它們的姿勢便不能擺得太硬，批評也不能去得太盡。然而，若然表現得太明顯是留有餘

地的話，則又怕失去群眾，給對手搶盡風頭。維護建制的政黨、民間社團的雙重性格——
既要走入群眾，又要適度的批評（同時又保護）特區政府——往往令它們難以建立一個有

公信力、能獨立監督政府施政的形象。假如它們要真的走進群眾，那便很難處處留有餘

地、手下留情；太明顯為政府護航，便會失去群眾支持。可是，若然它們也跟着反對派一

起走，那不又失去了作為建制的意義嗎？每當社會上爆發尖銳矛盾時，同類問題均會再次

出現。而現在由於是「後改改」的特殊形勢，其護航功能就更為突出。亦正是這個原因，

建制中人左右為難的狀况也就更為顯眼。 

當然，以上所講的，並非新的現象。上世紀 1970 年代親中陣營要配合「愛國反霸」路線

時，也很自覺不要對港英殖民政府造成太大衝擊，於是在勞資衝突上較為克制。現在，身

分更是建制的一部分，那就更需要「適可而止」。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建制亦要考慮選舉政治，太偏重於護航，就等於「政治自殺」。而

萬一連特首人選亦不排除可以出現轉變，則無條件的護航可能會令這些政黨、社團賠了夫

人又折兵。建制中人應該如何自處（意思是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的確是一門學問。 

難獨立自主公信力永打折扣 

當然，我們都明白，北京自有打算。問題是：北京的計算總是權宜之計，而解決不了長遠

的問題。長遠來說，他們需要拓展群眾，擴展勢力，搶到大多數選民的選票。而要解決這

個問題，他們需要建立另一種建制派。那些一眼便可看得出是建制的建制派，只能在原有

的支持群眾中繼續取得支持，而不會向外拓展，佔據新的地盤。而在未能拓展新的群眾基

礎的情况下，建制派的政治影響力注定有所局限，難當重任。但在香港當建制派就是難以

獨立自主，而基於這個原因，其公信力永遠要打個折扣。 

這是頗為諷刺的事情：特區政府依靠這樣的建制派為它的施政護航，其實作用有限。而以

護航為它的一個重要角色的建制派，很難改變巿民對它的印象，前途亦相當有限。 

這是香港的建制派的結構性問題，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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