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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捷效应阴魂不散 恶性伤人接二连三

台湾反思“这个社会怎么了”？
闵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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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采取捆绑方式否定政改后，却又马上要求重启政改，对此李慧
琼表示，很多重大的政改问题不是某些人随随便便说一句就能做的，现在说
什么“重启政改”，就是想推卸否决政改的责任。她续称，对于此次政改咨询，
特区政府已经安排了非常充分的时间和平台让各方进行讨论，相信大部分市
民会明白，普选不可能在短期内启动的。

政改表决前在深圳会见立法会议员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曾表示，要和
“泛民朋友”继续沟通，但李慧琼认为，政改遭否决已经成为一个矛盾点，
令中央与反对派的关系降到冰点，短期内很难有沟通机会，“我相信长远一
定会与泛民继续沟通的，但短期也要让大家喘一口气的，冷静思考一下。”

在20个月的政改争议当中，多方都提过要建立一个沟通平台，但迟迟
未能建立，李慧琼认为并非这样。“回顾上海之行、深圳之行，这些就是所
谓的平台，但部分人做了一些不必要的政治表演，反应也一般。”她反问，
中央建立这种沟通机会的时候，反对派却拒绝认真参与，又说参与者是

“自毁长城”，那到底还要不要沟通平台呢？李慧琼直言，反对派需要思考
到底是什么阻挡了根据《基本法》设置的普选，以及“一国两制”更顺畅
地落实，并面对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与中央的关系和互信问题。

香港最大政治组织女掌舵人李慧琼：

透过现象深层次看香港政治
中评社记者 黄 蔚

香港政治复杂多变，如何看透它？中

评社记者日前专访了香港最大政治组织的

女掌舵人、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李慧琼表

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就是香港回

归以来的最大成就，“一国两制”的成功实

践验证了当年的决策正确。同时她也指

出，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现，鉴于

这个制度并没有先例，港人需要继续摸

索，正视挑战。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的李慧琼
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就
是香港回归以来的最大成就，这套制度是一个
首创，也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创新想法，很有
远见，了不起。“回想当时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
国家，接手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50 多年的
殖民地，而不需要流血和冲突，我觉得‘一国两
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她说。

李慧琼认为，在回归后，香港继续资本主义

的运作，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管治香港，从过
去殖民地时代，由英国派总督及大量官员来管
治，到今日回归祖国 18 年，香港民主的路一直
在走，实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香港总
体和内地维持了“两制”的分别，香港人的生活
模式也得以保持，印证了当年的正确决策。

她特别提出了3个方面：首先，香港的资
本主义体制没有因为回归祖国而改变；第二，
香港市民、企业仍然享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市

民享有言论自由、游行集会自由；第三，香港
的民主化进程一步一步向前行，虽然这一次根
据《基本法》设计的普选被反对派否决，但不
能够否定过去 18 年，香港的民主有很大的进
步。她反问，从港英时代立法局长期的委任制
度，到今日由选举产生，谁可以否认这种进步
呢？香港在一个城市里面可以建立终审制度，
并得到了世界各地的认可和肯定，司法制度独
立和法治都是重大的成功标志。

李慧琼也承认，“一国两制”在香港还有
很多发展的空间。香港必定要在国家发展中，
在“一带一路”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及作用，推
动香港及国家的经济发展。

她指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取得了
很多成就，但也面对了很多挑战，因为没有先
例，全部都是一个摸索过程。她续称，虽然未
必完全是因为制度问题，但挑战确实是出现
了，例如香港经济发展、增长和竞争力虽然还
是不断向上升，但相对竞争力的优势已经失
去，被深圳、新加坡和澳门等城市超过，“这
些问题我们不能当做看不到”。

“在现在的制度下，我们还是有管治的困
难。”李慧琼又指出，行政立法关系缺乏有机
互动，香港当时参考了英国的议会制度，但没
有把执政党的概念搬过来，行政立法分开自然
就会有矛盾。她又称，虽然香港立法体系在回
归后实现了民主大进步，立法会议员全面由选
举产生，这自然也引伸到了议会抗争“拉
布”、行政立法关系紧张问题，直接导致施政
不顺畅。

而在社会层面，李慧琼则表示，公民社会
越来越活跃，网络世界迅速发展，不单是对港
府，对所有建制组织都是大的挑战，就算是已

经公认有民主制度的美国、欧洲多国都不能幸
免。不过她相信，这些不是因为回归，而是当
民主化一路向前行，加上资讯越来越普及，还
有新媒体被广泛应用所造成，这些都是香港政
府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回归后，社会矛盾凸显了，但有政客把各
种问题归咎于普选制度未确立，并不公道。李
慧琼强调，这次普选落实不了，并不是中央不
容许，而是有 28 票的否决票令普选无法向前
行。她认为，普选一日未落实，对于改善香港
政局都会有相当难度，“这个问题会继续困扰
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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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建制派，无论是在政改前后都积极与中
央官员与中联办沟通，可惜每次都会被反对派及
个别传媒批评是去“交代”问题，任由中央“介
入”香港事务。

李慧琼对此表示，中联办每次有什么举动，
就被批评是“介入”，这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
象，中联办作为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关心香
港，理所应当应该比其他外国领事馆的人跟我们

（香港政界） 关系更密切。她反问，香港各界要和
中央政府有互信关系，但是安排个饭局也被说成
是“介入”，那怎么去建立关系呢？

李慧琼认为，香港社会要对中联办与各界接
触持比较正面的态度，才会对整件事有帮助；如
果认为中联办请吃饭、茶叙就是“介入”，议员去
沟通就是“交代”、“磕头”，这样只会阻碍中央政
府与不同党派立法会议员全面建立沟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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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晚间，27 岁的郭彦君在台北捷运
中山站用水果刀砍伤4人。两小时后，新北市一
名 15岁的中学生又持菜刀砍伤路人。两起案件
都令人想起去年 5 月发生的台北捷运随机杀人
案。恶性事件频发，台湾舆论质问“这个社会
怎么了”？

20 日晚 8 时 57 分，男子郭彦君在捷运入口
搭乘电梯下来，持一把在超市偷来的长水果
刀，朝乘客随机乱砍，造成1男3女受伤。所幸
伤者送医后无生命之虞。

当天是郭彦君 27 岁生日。他从小遭父亲遗
弃，跟着远嫁的母亲迁移日本，近年才回台
湾，做过保安，长期失业，这几天一直睡在公
园。据称他神情恍惚，有吸毒前科。

无独有偶，当晚11时许，新北市一名15岁
的中学生持菜刀攻击路人，并喊叫“我要学郑
捷”，将一名女子手臂砍伤，路人纷纷躲进超市
内求救。该少年据说学习成绩不错，父母在外
经商，家境富裕。少年被捕后供称就想被关进
监狱，“这样人生比较轻松”。

去年 5 月 21 日，台北大学生郑捷在台北捷
运随机砍人，致 4 死 22 伤。台湾媒体统计，从
郑捷案到现在才 14 个月，已发生 16 件恐怖事
件，20 日晚的砍人事件，亦被舆论归结为郑捷
效应。

为什么冷血杀人魔郑捷竟会成为榜样？台
北市“立委”候选人、精神科医师潘建志发文
称，这些凶手的背景符合“无差别伤人案件”
的特征：20—40 岁之间，几乎全是男性，物业

或工作不稳定，强烈挫折与自卑感，没朋友，
和家人不亲，部分有精神疾病或吸毒。无差别
杀人犯痛恨社会，皆有残忍行为让自己得到虚
假的自尊与发泄。

有人归结为台湾死刑执行不力，导致风气
堕落。郑捷今年3月一审被判死刑，5月二审仍未
尘埃落定。砍人案再发令网友废死刑热议再起。
台湾知名艺人刘至翰在脸书上发表看法时就提
到，“郑捷案是个本当立决的刑事案件却决而不
决，我不懂，为何犯罪事实明确的案件不立即有
个痛快的结果以正视听”。律师吴汉成则建议效
仿新加坡，设立鞭刑。

台北市政府 21 日一早就捷运砍人案召开记
者会。市长柯文哲表示，台北市的监视器、警
网密布，重大案件的事后处理没有问题，问题
的关键在于如何防范事件发生。柯文哲说，犯
案者都是社会孤立分子，是“宅男”，和外界没
有密切往来，以目前的社会安防体系无法把他
们找出来。这个安全网的漏洞有待补齐，需要
当局与民间共同思考。

文物是文化遗产，更是历史见证。经过
岁月侵蚀，不少“染病”的文物需要专业修
复师的巧手呵护。在香港，原本神秘的文物
修复工作不再“拒人千里”，普通市民也可化
身“白衣天使”。

香港文物修复办事处总监杨甦带记者走
进香港历史博物馆，在修复实验室的四方木
质工作台前，只见5名义工正围坐在桌边，专
心致志地为唐代古卷 《梁书》 进行最后的修
复程序。

2001 年以来，文物修复办事处累计招募
义工千余人，仅 2015 年就收到申请 151 份。

“义工必须经义务工作发展局登记，并在申请
表上填写三个最擅长或愿意协助的工作领
域，我们再按需要分配人手。”杨甦说。

超过七成的文物修复义工为女性，职业
大多为社工、老师、在校学生、收藏家等，
还有退休人士。他们大多没有文物修复经验
或化学、材料学的修读背景，但并不影响他
们帮助文物重焕“旧颜”的技艺。

助理馆长岑颖雅介绍说，义工经招募后，
需先培训和实习，等熟练掌握了必需的修复方
法和技能后才可触碰真品。以纸本的修复为
例，义工在受训期间要练习修补破损、为纸张
染色、压平褶皱、撕除胶纸、卸钉等工序。杨甦
表示，如果遇到老化严重、质地过于脆弱的文
物，一般不会交给义工负责；而且每名义工进
行修复工作时，都会有专业人员在旁监督、指导。

陈凤莲是退休公务员，她读书时主修中国历史。两年来，她
每周都会腾出一个全天前来修复纸本文物，包括修补书籍的虫蛀
破洞、为线装书重新穿线、清理纸张霉菌等。

提及招募义工的初衷，杨甦说，她想把文物修复的风气带往
民间。博物馆大多数的藏品都来自民间，如果可以在市民中普及
文物修复的知识和技能，也许不少文物就不会因为老化、劣化而
消失。 （本报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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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然

7 月 22 日，
2015 两 岸 大 学 生
就业创业江苏行夏
令营营员来到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参观，祭拜 30 万
遇难同胞。这些营员来自
海峡两岸37所高校，大多
数人是第一次来到大陆或
南京。

图为两岸大学生在
纪念馆内的浮雕墙前
参观。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修复人员及义工正在修复一扇木门上的门神修复人员及义工正在修复一扇木门上的门神修复人员及义工正在修复一扇木门上的门神

上海拟出台法规

鼓励台商在自贸区投资
新华社上海7月22日电（记者仇逸） 上海将出台地方性法规

保护台湾同胞投资权益：包括鼓励台湾同胞投资在上海设立金融
机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和参与上海自贸区建设等。

21 日的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
《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 （草案）》。根据 《规定 （草
案）》，上海鼓励台湾同胞在上海自贸区内投资金融服务、航运服
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以及先进制造业
等领域。

此外，《规定 （草案）》还涉及鼓励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特别
是其中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支持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转型升
级，强化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保护等内容。

上海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李文辉表示，上海已经成为
台湾同胞在大陆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规定 （草案）》中明
确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的工作机制、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的权利和义务等。

据新华社台北7月22日电 俗话说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台湾中小学免
费午餐面临“难堪重负”窘境。目前实
行免费午餐的 8 个县市中，有 6 个负债
超百亿元 （新台币，下同）。

据台湾媒体报道，实施中小学免费
午餐的 8个县市，除金门、马祖没有债
务外，苗栗县、新竹县、新竹市、彰化
县、南投县和花莲县政府长短期债务皆
超过百亿元。以新竹县为例，花在免费

营养午餐上的经费约 3.7 亿元，占所有
中小学教育经费的 5.5％，但若扣除总
体教育经费中占90％的人事费用，营养
午餐经费就占去大半教育经费。

“全面免费营养午餐，得在财政良好
的前提下实施。”台湾民意代表蒋乃辛表
示，县市政府教育经费不足，资金若不用
在刀口上，光是吃饭这件事，就会排挤其
他教育经费，受害的还是学生。

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说，营养

午餐已成候选人“政策买票”的工具之
一。但“开门容易，关门难”。台湾媒
体指出，虽然过度福利只会给下一代带
来沉重负担，但要开结束免费政策的第
一枪，谈何容易。

此外，免费午餐每人一餐的成本在32
到35元（相当于人民币6至7元），即便学
校有心改善午餐品质，因为县政府已订下
免费政策，校方不能自行向家长收费，学
生只能吃到低成本、低品质的食材。

据了解，苗栗县政府已决定改变现
况。今年 4月完成家长意愿调查显示，超
过七成家长支持午餐费用调涨到 40元，
由家长和县政府各负担 20元，并拍板今
年9月上路，新政策将于9月开学后执行。

台湾中小学免费午餐
县市财政“难堪重负”

两岸大学生祭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两岸大学生祭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一国两制”伴港前行。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