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2015 建制派有勇氣站出來嗎？                                          呂大樂   明報 

 
建制派有勇氣站出來嗎？  

曾幾何時，香港政治與政府運作以穩定見稱。所謂穩定，有兩種意思：一是政局的穩定，

香港社會甚少發生動亂；二是施政有連貫性，不會因為政府的更替、 意識形態取向的調

整，而造成政策經常出現左搖右擺的情况。究竟對此應該如何解讀，各有不同理解（例如

殖民年代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民主政體的政府更替，而整體 施政方針也不會出現太大的改

變）。但在香港政治的傳統論述之中，以上兩點一向奉之為香港政治制度的優點，並嘗試

將它們保存下來。 

「後九七」政制嚴重低估去殖衝擊 

當 初在設計「後九七」的政治制度時，明顯地很自覺的要維持政局穩定，並且在此之外，

還認為因為特區政府大致上可保存原來「行政管理型政府」的特色，其施政亦 會繼續保

持高度的連貫性，為社會提供一個穩定的政策環境。這樣一個穩定的政策環境和強調務實

的管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不會令市民受政策波動和政府行為 所困擾，讓人好好為

自己的生活與未來而努力，由個人奮鬥來決定一個人的將來。當然，在現實中是否如此是

一個問題，但在九七回歸之前，很多人都相信自己可以 支配生命，而政府施政只是舞台

的背景的其中一塊而已。因為政府政策擁有連貫性，一切都在估計之內，對市民不會造成

很大的障礙。 

關於穩定的政局，現在事後看來是嚴重的低估了去殖民對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所造成的衝擊。

市民對政府的認受性的要求，在晚近十多二十年裏顯然是發生了質變，自回歸以來對政治

授權的問題甚為重視。當初以為有限度的民主化足以應付民眾的民主期望，明顯地是一次

錯誤的判斷。 

至 於施政的連貫性，很快亦出現了問題。誰說一個有限度開放的政體便等於可以保持政

府施政的連貫性？這裏相關的考慮涉及兩點。一是連貫性本身並非良好施政的保 證。上

屆政府的施政存在問題，便需要改正過來，進行改革。所以，有時候破壞連貫性，可能是

一件好事。二是無論北京如何希望特區的運作盡在可控範圍之內，由 於特區政府不能避

免會出現換屆的情况，就算特首選舉只是有限度的競爭，亦始終需要面向公眾。 

參與選舉的候選人怎樣也好，都要在一些社會政策 的議題上表示態度。一種情况是候選

人要回應上屆（或現屆）政府的不足，提出新政以將自己的施政理念區分開來；而另一種

情况是，是有意爭取連任的特首，也要 為自己的施政辯護。儘管香港的政制並非全面開

放，而一般市民亦無法直接影響特首選舉的結果，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候選人總要跟廣大

市民進行對話。而在對話的 過程之中，自然會對政府施政作出檢討、批評，不同的政見

浮現出來。當然，這個一般情况不一定發生，上屆特首選舉的過程以「人格謀殺」為主調，

便是一種相當 惡劣的政治競爭的例子。而其後遺症也相當明顯，特首能否爭取市民的信



任固然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整個選舉便無法做到取得政治授權的效果。這個選舉的過

程 給香港政治與政府運作注入了一些微妙的元素。 

我相信，最初北京也未有很認真的想過這些問題，起碼在理想的構思之中，是每屆政府都

會順利連 任，中間不會發生太嚴重的爭執。而一屆與另一屆之間就算存在頗不一樣的施

政理念，基本上也不會將彼此之間的矛盾、不一致的東西完全公開示眾。在想像之中的 
政府領導層交替，主要是一個換班的安排，大致上相當和諧。可是，我們都知道，現實中

的情况並非如此，而下屆特首選舉就必定更為複雜。 

政治競賽裏建制派的角色 

表 面上，下屆特首選舉仍是相當遙遠的事情，而中間還有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舉，現在

開始談論這個問題，似乎時間尚早。但實際上，這場政治競賽已經開始。而最為 微妙之

處，是這場政治競賽所可能產生的政治衝擊和注入的政治動力，並不是來自於反對派（因

為他們肯定不會是真正能威脅現屆特首或北京所屬意的下任特首的人 物），而是建制派。

關鍵是建制派內有無政治人物、政治勢力有求變之心。以目前香港社會、政治的狀况而言，

若然整個建制派都沒有人出來挑戰，除非他們對目前 政府施政完全認同，否則在市民看

來那實在太不長進。一個完全沒有獨立意志、思考、判斷能力的建制派，其存在的意義難

免令人存疑。 

的確，究竟 建制派的角色就只不過是啦啦隊，還是長遠以穩定發展，避免社會出現突變

為目標的保守力量，我想這個問題至今在建制派的圈子裏還未認真思考過。而在具體的工 
作上，他們更加沒有準備。但面對目前的政治狀况，建制派有無勇氣站出來，是十分重要

的問題。究竟他們對梁振英政府的施政有何意見？哪些政策可取？哪些應該 作出重大修

改甚至放棄？在哪些議題上會跟現屆政府繼續合作？哪些會明顯的保持距離或甚至公開反

對？有沒有膽量做不被現屆政府所團結的建制派？ 

如 果建制派也覺得現屆政府的施政方針、形式、手段均不利於社會團結、長遠發展的話，

這應該是時候好好的想一下，究竟作為這個社會的建制的一部分，並且是穩定 發展、循

序漸進式改革的主要支持者，他們有些什麼政見、社會經濟發展主張？跟現屆政府有何分

別？當然，他們也可以完全認同政府施政；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 就不應太過低調（遇

到民意反應強烈時，甚至假裝與己無關，跟紅頂白），而是高姿態的協助政府推銷政策。

問題是他們沒有立場，也不敢為自己找個位置。於是， 長久以來，就是扮演啦啦隊的角

色。 

今天，建制派要思考的是：香港社會最為需要的，不是個別政策的連貫性，而是一個可以

出現施政有連貫性的政 治環境。而要做到後者，需要建立良好管治——在這個方面，現

屆特區政府的表現，明顯地有着太多有待改善的地方了。在餘下兩年不到的時間裏，建制

派如何自 處，可以為香港帶來變數。 

會否出現新建制派？ 



最近流行談論泛民會否轉型為忠心的反對派。那是一個假問題，因為無論他們變為什麼模

樣，北京都不會完全放下戒心，讓他們在議會以外分享更多權力。有趣的問題應該是：香

港會否出現新的建制派？敢站在市民利益的立場上挑戰政府的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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