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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態度回復理性 

藍鴻震 前民政事務局長 

 

九月十二日的選舉，相信會是一次較健康的選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競爭

下，香港當前最迫切的是生存和競爭力的問題。當前市民最希望選出真正的賢能

之士，踏踏實實地為香港尋找出路，創造更美好、安定、繁榮的明天。那些只管

做騷，找一時過癮和刺激的候選人，相信並非大多數市民的選擇。 

 

 承接去年七一遊行之勢，今年七月一日的遊行號稱有 53 萬人參加，令反對派

一時間彷彿氣勢如虹，還聲稱要組織「鑽石名單」參加今屆立法會選舉，以爭取

超過三十席的過半數議席。隨後又有三名電台節目主持，聲稱受到不同形式的壓

力，包括內地官員干預而封咪，令香港一些市民懷疑是否真有其事，甚至引來部

分國際知名傳媒報道，使反對派的聲勢一時無倆。 

 

選情日趨平衡 

 

 然而，港人並非如一些人想像般愚昧，尤其事情的真相水落石出之時：不少專

家學者以科學方法，包括衛星圖像分析，證明今年的七一遊行人士根本不可能超

過 20 萬人；所謂不同形式的壓力也不過是空談，內地的退休官員也公開澄清，

致電電台節目主持不過是希望朋友聚舊，言論自由受壓的說法隨即不攻自破；反

對派幾經協調，多個選區合組「鑽石名單」的計劃也告吹，加上民主黨的何偉途

和涂謹申事件，對選情構成一定程度影響。 

 

 即使反對派一直視為座右銘的 07/08 年雙普選問題，隨覑中央政府作出決定不

會在 07/08 年落實普選，不少市民也開始明白，再繼續堅持下去也不切實際，甚

至可能令中央特區關係更差，落實普選的道路愈走愈遠。 

 

 在上述種種因素影響之下，選情日趨平衡，反對派也不敢再提爭取過半數議席

之說。九月十二日的選舉，相信會是一次較健康的選戰。不過，筆者認為今次選

舉有幾點值得注意的： 

 

需要實質政策的理性討論 

 

 首先，各主要政黨似乎只糾纏在 07/08 年雙普選的問題，並且互相指摘和批評。

在不少競選論壇上，往往只見候選人互相謾罵，實質政策的理性討論乏善可陳。

這樣是否香港之福呢？ 

 

 第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競爭下，香港當前最迫切的是生存和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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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香港當前市民最希望選出真正的賢能之士，踏踏實實地為香港尋找出路，

創造更美好、安定、繁榮的明天。那些只管做騷，找一時過癮和刺激的候選人，

相信並非大多數市民的選擇。 

 

市民以理性角度分析事情 

 

 事實上，回歸七年以來，香港經歷了金融風暴，近六年的通縮、失業率也持續

高企，加上政府部分施政令人失望，這種種因素的確令市民積聚不滿的情緒，並

造就不少機會給反對派無理指摘政府。但隨覑中央採取連串對港新措施，包括自

遊行以及落實 CEPA和「9+2」泛珠三角合作等，再加上外圍經濟好轉，香港今

年經濟逐步穩定復甦，市民也開始回復以較理性的角度分析事情。因此，相信今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市民也會以較理性務實的態度投票，並以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和健康發展為依歸。 

 

 另一方面，香港整體氣氛好轉也有賴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去年中國首位

太空人楊利偉成功升空後旋即訪港；剛在雅典奧運會奪得金牌的五十名國家運動

員，最近也專程來港與市民分享光榮。這種種安排，都為香港營造一個健康的環

境，也令港人更能，並以平和、理智的角度看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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