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選僅小變 世代更替言之尚早 

區議會選舉過後，媒體聚焦於「變」這個主題之上：年輕候選人勝出；政黨的「大

佬」、「大姐」失利；小政團（如新民主同盟）取得較預期中好的成績等。不過，

話又得說回來，就選舉過後的整個社會的政治形勢，我們尚未能看到大變。  

後佔領時代  政治未開新局  

梁振英期望「憑選票將他們趕走」所可能產生的「變」，明顯地未有發生。我們可

以想像，不是很多選民百分百同情佔領運動，可是，以為市民會民情反彈，懲罰該

社會運動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及相關的泛民，又顯然是錯誤估計了當前的政治形勢。  

與此同時，以為運動過後，香港政治將會出現全新的生態環境，亦一樣未有兌現。

或者建制派確實是失去了一些議席，但情況又並非是一次各方政治勢力重組、打開

全新局面的變化。究竟香港政治將會朝着哪一個方向走，現在仍然存在好些不確定

的因素。區議會選舉所呈現出來的政治局面，似乎是「小變」多於「大變」。  

新人入局  難避政治老問題  

當然，所謂「小變」並不等於對整個社會不能造成深遠的影響。我之所以強調是

「小變」，用意在於提醒大家不要太快斷定新的趨勢已經形成。例如：年輕候選人



成功當選，歷來有之，談不上是新現象。再者，所謂轉變並不應單指成功當選候選

人的年齡，而是他們的政綱、願景、主張是否整合了年輕一代人的期望與價值。  

所謂世代更替，並不止在於人事之上，而是一種文化的、精神面貌上的大轉變。在

這些方面，我們還未能清楚看到快將出現大變革的迹象。現時我們所談論的轉變，

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主觀期望，多於具體地已經成形的政治實踐。  

事實上，假如當選的年輕參政者覺得自己有責任為香港社會、政治帶來轉變，他們

不能避免要處理一些老問題：需要組織化（例如搞政黨）嗎？需要更進一步介入建

制嗎（即界定在議會內外的角色）？如何跟廣義上志同道合的人士、團體合作？如

何跟支持者、選民、市民大眾建立較長久的關係？如何建立更全面、面向一個更廣

泛的選民基礎的政綱？如何為執政做好準備？  

這些老掉牙的政治組織、實踐的討論題目並不會因為社會媒體的普及化，又或者愈

來愈多年輕參政者對政黨或傳統政治組織敬而遠之，而變得毫無參考價值。幾十年

來反覆討論社會運動、參政的出路，都是圍繞着這些問題。這些題目看似老套，但

仍有參考之處。  

須提新發展議題  持續轉變  



對於上述提問，目前似乎還未有答案。這正是我形容目前區議會選舉結果只是「小

變」的原因——如果新的年輕議員希望推動「大變」，他們便不可能只滿足於眼前

的一點點成績，而是必須將新的發展香港政治的議題提出來。而在整個社會的層面

上，我們的着眼點也不應只放在個別新人之上，而是香港能否發展出新的民主參與

的模式、論述與主張。  

所謂求變，應該是真正的、全面的轉變。「小變」作為一個開始，是應該得到肯定

的。但要有進一步的變化，便不得不考慮在怎樣的基礎上有更大的變化，而與此同

時，也必須思考如何維持推動轉變的動力。  

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看到的還未夠全面，必須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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