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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2014
年發生了全球矚目的雨傘運動，遺憾的是經過
為期79
天的抗議後，並沒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諾而落幕，看似這是一場沒有成果的失敗群眾抗議，卻悄悄
的灑下更多追求民主的種子，各種傘後組織紛紛出現，這些組織訴求落實社區工作，宣揚真普選
，爭取民主，有些組織甚至參與2015
年的區議會選舉，當然這些組織的立場也不一致，有相對溫和派的所謂的金鐘系，也有強調港人
優先的本土派，就算本土派也有區分比較激進的本土民主前線，也有走議會路線的青年新政，不
論在香港或是台灣媒體青睞的，還是以學民思潮與學聯以及衍生出的相關組織，本土派傘後組織
對台灣而言相對陌生。

本次我們特別專訪屬於本土派的青年新政九龍西總幹事游蕙禎，青年新政在本土派傘後組織中算
是相對有組織規模，去年區議會選舉，派出九位參選人，雖然最後只有一位鄺葆賢當選，但對於
都是由素人組成的新政團來說，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此外令人眼睛一亮的就是游蕙禎，同樣是
素人參選在短短時間內，差點擊敗同選區的政壇老將梁美芬。儘管區議員選舉失利，但游蕙禎仍
決定繼續參選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希望進入議會，在議會中為港人權益發聲。

游蕙禎會引起我們關注是因為在區議會選舉後，香港媒體網站立場新聞刊登一篇由作家也是通識
教師葉一知所寫的「因為游蕙禎，我背叛了太
太」[1]
，文中幽默的寫道香港的師奶們如何敵視青春少艾的游蕙禎，硬要丈夫把票投給梁美芬，這篇文
章在香港網民間廣為流傳，加上本土派逐步累積一定的支持，儘管目前還不是傳統政黨的對手，
但未來應當有機會成為與建制、泛民鼎足的勢力，因此我們決定進行這場視訊訪問，讓台灣讀者
有機會去了解這位年輕政治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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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與社運

 

在
游蕙
禎的成長
過程中，對於政治
議題很少涉獵，就算需要去了解時事
，也是帶有實用的目的:為了應付考試。游蕙禎在訪問中說到:

在我的成長過程沒有接受到很多政治方面的知識或新聞，我父母雖然常跟我 說要多看新聞，只是
因為要我知道現在發生的事情，以應付我的考試，所以我成長過程之中，是沒有吸收太多政治方
面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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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念的是中文系，成長過程又沒有吸收太多政治方面的資訊，誰也沒想到應該是文青少女，然
後到職場成為OL
的女生，後來不僅投入社運，甚至還出來參選。不過游蕙禎過去是完全沒參加過社會運動，第一
次遊行初體驗則是2003
年，當時就讀中學的游蕙禎由父母帶著參加七
一反23
條立法的遊行，後來參加過一次六四遊行，還有國民教育的罷課，游蕙禎是這麼談她參與社運的
經過:

第一次去參加社會運動是2012年的六四晚會，六四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政治的啟蒙，之後就沒再
去。我想的是民主不是每一年坐在那邊就能換來的，而是要做更多事情才能達到的，不過六四晚
會對我來說是一個啟蒙。然後到2012年國民教育的罷課，那時也有參加，跟一些朋友去中文大學
參加罷課，一直到2014年雨傘革命才有比較深度的社會運動參與，才算是真的有參與到社會運動
，很小的時候大概中學1、2年級吧，我父母也有帶我去七一遊行，那時有很多人覺得用遊行的方
法跟政府表態是一個必要的事情，不過也只是參加一次就沒有再去。

在游蕙禎的認知中，2014
年的雨傘運動
才是她第一次真正深度參與
的社會運動，為何她會突然的加入傘運呢?
是不是有甚麼樣的引爆點讓游蕙禎會去參加?
其實答案很單純，就是認為制止人大對香港特首普選的決定，應該是成年人的責任，而不該是讓
學生承擔:

9.27
晚上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一些學生在公民廣場進行靜坐罷課，我覺得我是一個成人，為什麼這些事
情要讓學生來做?那些不是應該是成人的責任嗎?為什麼這些責任會轉移到學生身上?我覺得不行，
不能這樣下去，一定要做一些事情，當時我是一位普通市民，能夠做到的是呼叫更多的朋友去參
加這場運動，呼叫更多的人去跟政府施壓，9.28就發生催淚彈事件，我第二天請假去金鐘，就這
樣開始。

我在參加雨傘革命時，覺得
我們一定要阻止政府採納人大的831決議[2]
，這是我們最主要目的，佔領是一種施壓的方法，但我們發現經過79日的抗爭後，政府沒有把市
民意見放在眼裡，單方面要警察清場，就當沒事發生。當然最後2015年6月政改方案被否決，但
政府表現出來的態度是我們已經不再信任政府的主要原因。

雨傘運動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是一場徒勞，游蕙禎第一次那樣投入社運，換來的卻是政府的冷漠
反應，也讓游蕙禎與參與傘運的市民對政府不再信任，埋下未來抗爭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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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慘澹收場，對曾經參加過這場運動的港人來說，確實是不小的打擊，港人對於香港未來的前
途更感悲哀，可喜的是，如果說六四是香港人對於民主的啟蒙，那麼傘運就是讓更多港人捲起袖
子，直接參與政治領域的契機，游蕙禎與其他普通市民不甘於傘運就這樣落幕，決定進入社區，
做民主宣揚與扎根的工作，延續傘運的精神，自此游蕙禎就從一位上班族踏上政治的征途，走向
一條完全沒想過的道路，而這一切都是從傘運後，游蕙禎加入一個油尖旺重奪區議會小組開始說
起:

2015
年1月初，我有一個大學學長，他開了一個中文系朋友的小組，他在這小組開了訊息，提到重奪
區議會的活動，當時他們討論油尖旺區議會重奪的行動，我覺得我住在旺角，我也想試一下，即
使失敗了，但我想做一些行動來延續雨傘運動的精神，所以就參加這會議，第一次在1月中談了
一次，那時目標在油尖旺區，大家討論甚麼時候去街站(指在街頭擺攤位宣揚理念)。然後一月下
旬左右，青年新政的人就跟我們結合，一起做油尖旺區的工作，我們覺得跟其他人合作也是有優
勢，我們是普通市民，沒有資源、沒有人，集合更多人能做的事更多，之後油尖旺的成員就加入
青年新政。

在傘運結束後，許多
港人紛紛自主成立許多傘後組織，其中不
乏將目標放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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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議會選舉，這群人認為議會長期被建制派盤據，不能真正為香港人謀福利，因為香港人普遍
對政治冷感，才會讓議會都被建制派壟斷，因此希望從區議會選舉出發，逐步奪回市民對議會的
主導，讓議會的資源能真正服務港人的需求。當游蕙禎決心從一位上班族轉成政治工作者時，是
不是有先跟家人商量過呢?游蕙禎笑說:完全沒有…..

當時就是覺得只是擺街站而已，為何要通知父母?那時我覺得沒必要去跟父母說，我只是一個義工
的角色，直到我加入青年新政大概四到五個月以後，出任社區主任，才跟他們說:今年(2015)十一
月左右會去作區議會選舉。他們才說你去選區議會啊?這區議會不是要當區居民才能參加?其實他
們完全不懂選舉規矩。

不過游蕙禎的父母在得知女兒要參加區議會選舉時，沒有太大反應，到現在要參加立法會選舉，
父母才稍表示意見，擔心女兒鬥不贏政治老手:

他們覺得我還年輕 不要選立法會議員，覺得我是零經驗，怎麼能跟那些政治人物鬥?

儘管父母擔心女兒參政，但游蕙禎說服父母自己參選的必要:

我跟他們說其實香港人沒有時間繼續讓議會一直維持這樣狀況，我想做一些事情來改變立法會裡
面的生態，改變議會內外的資訊流通，因為要做一個議會內外的抗爭，民眾是很重要，人數也很
重要，現在政黨很缺乏讓民眾了解立法會在做甚麼的資訊，忽略民眾參與很重要，民眾對於政府
的施壓能力永遠是最強的，所以我想進入議會後能夠做這些事情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

傘運之後除了刺激許多傘後組織的出現，更為嚴重的衝擊恐怕是過去民主回歸與溫和抗議路線受
到質疑甚至被部分年輕人唾棄，而這樣的分裂深深影響到目前香港非建制派陣營，作為參加過傘
運的游蕙禎，對於和平抗議路線也有質疑:

一開始在雨傘革命發生的時候，戴耀庭那種公民抗命的講法是能夠參考的方法，但是之後我們驗
證了政府不會理會公民抗命，因為香港不是真正民主的社會，如果真正民主的社會，公民抗命是
有用的，能呼叫更多的人，或是令政府有表態，很可惜香港不是真正民主的社會。學民、學聯的
學生，我一直覺得他們犧牲很大，到現在我還是這樣覺得，我相信也是同一種感覺讓當時很多市
民出來，市民本來想支持他們，想保護他們，可是當中有我覺得學民、學聯有一些情勢上的錯判
，讓市民覺得他們被出賣了。我到現在還是覺得他們都是堅守非暴力的原則，可是這原則在現在
香港的社會還能不能堅持呢?當你主張非暴力時，政府恰恰是那個經常對你使用暴力的人，一個人
正常反應就是抵抗，而不是舉高雙手投降，然後被警察拉回去警署就結束。

被問到這是否代表游蕙禎認為應該強力回擊政府，她是這麼回答:

因為政府對市民越來越強勢，也越來越暴力，政府怎樣對民眾，民眾就需要用同等的武力保護自
己，那是一個很簡單的生存自然反應，如果連這樣單純的自保措施，也要阻止，政府就算對你怎
樣打壓，對你怎樣暴力，你都不能對他們反抗，那是一種很離地的想法。

現
在香
港的非建
制派對於勇武抗爭
路線有相當大的歧異，特別是在今年
農曆年發生的旺角衝突[3]後，到底勇武的路線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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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泛民與本土支持者相互攻擊的其中一個癥結點，練乙錚在旺角衝突後，於信報專欄寫到[4]:

香港的民主政黨儘管仍有權利主張自己的政黨奉行非暴力主義抗爭原則，卻沒有堅實的原則道理
去批判、鄙夷別的民主抗爭者採取「勇武抗命」、 「暴力抗赤」的手段策略，更沒有站在道德高
地上與後者劃清界線的道德餘地。反而，由於非暴力主義抗爭路線30年成效不彰，就算不準備放
棄自身的非暴力原則，也最低限度應該對勇武抗爭者的行動採取樂觀其成的態度，甚或給予某種
程度的精神和道義支持，方為合理。

練乙錚這段話點出了為何香港會出現勇武
路線，那是泛民30年來非暴力
路線無法取得成果，才會有市民選擇勇武
路線，然而兩者並非是互斥，反而應該是「既未能相忘於江湖，亦必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在問到游蕙禎對於其他本土派還有香港眾志與香港列陣的看法時，游蕙禎也認為其實大家分別不
大:

   

我覺得他們(熱普城)的目的是好的，也是想大家去關注前途問題，目的也只是想要香港人能主導
一次自己前途的決定權，只是做法的不同，目的一樣。

他們(香港眾志與香港列陣)也是在做自決，基於公民參與之下做的自決行動，對我來說某個程度
跟熱普城一樣，目標一樣，
只是做法不同，分歧不是太大，對於這件事
。另外他們很少談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但我覺得這是不可或缺的環節，所以在宣傳文宣上我們
側重的重點不同。

 

關於青年新政與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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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蕙禎第一次以素人身分參選區議會選舉時，僅以三百票小輸經民聯的梁美芬，在短短的一年就
取得這樣成績，可說是一鳴驚人，能夠有那麼亮眼的成績，一方面是港人對於未來的不安，加上
候選人的個人魅力。那麼游蕙禎又是如何看待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呢?

香港人對政府的不滿是直接催生青年新政與本民前等傘後組織，我們本來就是香港市民，我們看
每一個政策的想法就是用一個很普通香港人的想法，港人對政府的不滿有很大的影響，2012立法
會選舉當時還沒有本土派參選，一直都是傳統政黨如泛民與建制那一群人，互相搶票源。到了今
年因為某部分香港人認為泛民一直以來做為所謂的反對派，並沒有做過一些真正反對的事情，有
時候是跟政府妥協，所以有很多新的組織與人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出來，為了自己或是為了香港人
而出來，他們曾經相信泛民政黨，相信代議士，但是到了今年我們或是市民認為代議士的位置應
該自己出來做。

前面提到雨傘運動帶來的一個衝擊就是:許多港人對於過去三十年來泛民和平手段感到失望，認為
北京與港府對於溫和手段是不會買帳，因此出現了許多的本土派，希望能夠進去議會改變議會的
風氣，然而這不代表多數港人已經轉向本土派，在旺角衝突中一戰成名的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
在2月的立法會補選意外獲得六萬六千票，15.38%的得票率，雖然已經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但是
泛民的楊岳僑s拿下超過十六萬的票，建制派的周浩鼎也有十五萬票，顯見本土派要獲得更多港人
支持，還需要更多努力，提出更多政策論述，這點游蕙禎也是了解，是否港人對政局不滿會讓本
土派更加有利呢?

很難說，要看我們給他們怎樣的藍圖或是信心，我們強調的不只是自決的路線還有執政的意志，
因為很多年來香港人都忽略了一個代議士或是一位議員，他不只是為了反對或是阻止政府做一些
政策，其實有很多事要去做，如做一些政策的討論與研究，而這些政策是能夠實行出來，那是我
們的目的，我們不只是談前途問題，我們談前途問題的同時需要想在這個大的框架下，我們還需
要一些甚麼樣的內容，維持原狀還是需要改變一些東西，來滿足港人的需要。

聽到「執政」兩個字，筆者有點錯愕，因為以現在香港體制來說，非親北京的人不可能成為特首
，何來執政之說?於是訪談後再跟游蕙禎請教她所謂的「執政」是甚麼意思?她表示:

執政即是推出一個民間政策的藍圖。誠然今日的香港，議員缺乏提案權，只能審議政府法案，但
我們希望透過執政意志鼓勵、帶動市民參與政策的討論、制訂過程，加強他們對於現今政權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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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只要解決了主權問題，我們便可以在政權架構內提出政策倡議，從而把香港人真正想要的政
策實踐出來。

從這段話看起來，所謂的執政概念，比較像是進行審議式民主，這某個程度也是因為香港現在體
制立法會議員的提案權被嚴重限縮，大部分只能被動審議政府法案，而民眾也只能被動接受，因
此青年新政提出的
「執政」說，是希望將法案政策的主導權下放到讓市民能夠參與，是一種創制權的概念。

然而另一個問題就是「主權」的概念，又是指涉甚麼?這部分在後面的訪談中，游蕙禎有比較多的
解釋。

游蕙禎所屬的青年新政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單一組織，而是由不同組織結合而成，既然有結合就
有分裂，在今年2
月新政前發言人周世傑退出新政，六月新政去年唯一選上區議員的鄺葆賢也退出新政，鄺的退出
在本土派之間投下震撼彈，到底新政發生甚麼事情?
青政的前發言人周世傑也提到組織內部欠缺領導人，導致各自為政，這是否代表新政是個不穩定
的組織呢?

青年新政還是有核心成員，他們負責策略的判斷與決定，是不是各自為政呢?我想不是，一直是有
核心成員去做判斷與協調。我想溝通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的組織一開始成立時，就是由下而上
的系統，每個重要的決定都通過會員投票來決定，雖然程序上比較慢，但對我們來說是必要的，
不能忽略會員的意見。成員退出的原因我想是事件處理的方法不同，例如有會員覺得要用A方案
來處理事件，但是其他人覺得B方法比較好，但組織只能選擇一個方法，這時候就需要有很多時
間來討論與辯論。阿葆退出時，大家覺得如果我們雙方用另一個模式來合作，而不是在同一個組
織下，效果或許比以前更好。對我來說沒有一個人一生都在一個黨，每個人都去找不同方法去做
同樣一件事，其實目標一樣只是方法不同。

既然會員共同做出決策，那麼這決策對所有成員有約束力呢?
就像是政黨會有黨紀問題，如果黨員違反的話，會有黨紀處分，我問到新政有黨紀類似的制度嗎?

現在還沒有很嚴厲的黨規去約束會員，我們沒有很苛刻條件去約束會員，畢竟每個人都是業餘，
每個人都是下班以後來幫忙，他們是義務性質，我們不應該去約束他們的。

傘後出現的許多組織，都有經費窘迫的問題，根本很難養得起正職員工，很多人都是白天有自己
的工作，利用晚上與假日參與組織的運作，因此新政等傘後組織極度仰賴義工的參與，但這也是
感人之處，那麼多年輕人願意犧牲休閒時間，只是希望為了香港的未來盡一份心力，這應該歸功
於雨傘運動始料未及的成果。

如果游蕙禎今年立法會選舉成功當選的話，會希望推動那些政見呢?

就是現在談的前途問題，還有執政實質上執行的政策，對於民眾有甚麼影響?這幾年民眾一直很被
動承受政府所推動的政策，某些政策是有問題的，為什麼每次都到最後一刻，民眾才知道政府現
在有在推動很有問題的議案?然後民眾又必須去金鐘、去立法會施壓，為什麼每次都這樣呢?我覺
得這是資訊流通的問題，我想進去立法會以後去推動資訊公開的相關措施，讓市民了解法案的內
容與進程，還有各種法案的利弊，通過後可能的後果，並且帶動市民討論議案，來提出修正或新
議案，結合市民的參與給政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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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教育政策，我堅持必須及時截停普教中[5]
，因為其禍害已經漸漸在社區會顯露出來。孩子在課堂中學到的中文和日常在社區中接觸到的中
文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不論是語法和用詞，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這種落差，是令孩子在日常
跟他人溝通都出現問題，語言不是為溝通而生嗎？當這種語言根本令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構成障礙
，即是證明政府的語文政策出現嚴重錯誤，必須糾正。

從游蕙禎的回答，可以看出她希望能夠將政策法案的主導權，從政府手上，轉移到讓市民也能夠
一起參與，扭轉現在政府推動有害香港的政策時，民眾只能被動接受，或是遊行抗議的局面，也
讓立法會更加透明，過去港人比較是政治冷感，但近年來各類大小的社會運動，已經讓越來越多
的港人想要去了解政府的運作，如果真能順利推動，對於香港民主扎根會有很大助益。

 

關於本土認同與泛民

到底誰是香港人，這一兩年因為本土派的崛起，成為辯論與攻防的焦點，作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
，自然也不能免於當中的論戰，香港本土力量的何志光曾經點名游蕙禎，要出示出生地證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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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本地出生，那麼游蕙禎本人又是如何定義香港人呢?

我沒有權力去決定這一批是香港人，那一批不是，我沒有那樣的資格，但香港人長久而來被強加
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漸漸令自己也混淆了自己的身份。為何要區分出中國人香港人，是兩地迴
異的歷史和文化，造就了兩群完全不同風貌的族群，例如中國大部份省縣沒有殖民歷史，而香港
有，就像中國人和台灣人的分別一樣。每個人只要肯去了解香港的過去經驗，為香港民主未來付
出就能成為香港人。

游蕙禎對香港人的定義，既不採用中國與親中人士最喜歡用的共同血脈之說；同時也摒棄狹隘的
香港出生地主義，從她回答
內地出生來香港成長或是長大過來香港念書結婚，在這裡生活，是否算是香港人?可以看出這點:

小時候上小學，很多同班同學都是新移民，但是他們今天甚至比一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還本土，
他們會對這個政府很不滿，他們會身體力行做一些事情反抗或是對政府有表態，應該要看他們對
這個社會願意貢獻多少，他們怎樣程度融入這個社會，而不是說新移民就不是香港人。

對游蕙禎來說，採取歷史文化的差異而非血統；採用對社會的融入及參與而非出生地，這樣的判
準來看香港人，跟台灣認同的論述發展取徑是類似的。這樣的判準也避免被扣上狹隘本土主義的
帽子，特別是一些本土派人士如梁天琦等人是新移民的後代。

因為對香港人的認定是採用上面的標準，那麼游蕙禎在香港人與中國人認同之間，就不會出現既
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

我只是一個香港人，我沒有其他身分，我只是一個香港人，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因為我
不是跟中國人分享同一個生活環境或是分享同一個政治環境，根本沒有交集的時候，我不能說自
己是一個中國人。

然而青年新政在處理跟中國的關係時，卻招致許多批評，對於六四與七一遊行，民主派多認為青
年新政不能夠回答如何處理中國跟香港的關係，不是中國隔絕，中國就不會影響你，例如銅鑼灣
書店事件，因此應該還是要跟北京有互動，而且參加六四遊行就是要不斷提醒世人中共的暴政，
更何
況中國的
維權律師同樣聲援
香港民主，今天新政不參加，不就正
好是中共當局所期待的?如果青年新政認為遊行不能解決問題，那麼青年新政的對策是甚麼?

首先，我們從來沒有說過遊行沒用，也沒說過我們一定不會做任何的遊行。我覺得每次看政府如
何處理一件事件，用甚麼態度處理每一件議題，我們才決定用甚麼方法去抗爭。當一個政府已經
漠視、已經忽略民眾遊行的情況下，我們覺得遊行只能呼叫更多民眾出來，那是遊行最大的效用
。如果我們真的要去施壓或是要政府妥協，我們必須要做更多的事情。之前泛民說我們主張跟中
國隔離，為何要說跟中國隔離呢?那是因為之前香港市民一直都很願意跟中國政府溝通，但溝通換
來的結果是越來越大的施壓，越來越大的勢力，讓香港人生存空間越來越小，那不是我們想要的
結果，我想那種溝通的方法，對泛民來說覺得是和平溝通，他們覺得那是平起平坐的交流，但我
們覺得那不是平起平坐的交流，你手上甚麼都沒有的時候，你怎麼樣指望中國政府會因為你釋放
這樣的善意，就會給你更多的自由呢?我們在歷史書上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怎樣的政權，在這
樣情況下，我們不會再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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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說法是否能為泛民支持者所接受呢?特別是七一原本青年新政與本土民主前線計畫的集會臨
時取消，讓許多泛民支持者嘲笑，游蕙禎也承認七一遊行事件失誤:

那次晚會我們承認是有問題的，一定是有問題的，那次的集會在安排上出問題，我們必須跟民眾
道歉，必須要負責任，如果有民眾因為我們
的呼籲而出來集會，而我們沒有足夠的支援，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這件事以後我們想到的是，
我們必須讓市民知道在未來抗爭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出來，會提供適當的支援，流失的信心需要時
間來挽回，我希望不需要用太久。

本土與泛民雙方的支持者勢同水火，在泛民口中本土變成笨土，在本土派眼裡泛民就是左膠，但
是很現實的考量
泛民與本土派如此多政黨
，要爭取有限的選票上，是否應該要去協調呢?
而泛民與本土派支持者彼此的激烈攻擊程度，大有超越對建制派與北京的批評，要如何看待這樣
的現象?游蕙禎倒是冷靜看待雙方的攻擊:

我想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網上罵中國政府是沒用的，只能罵香港的政黨，只能罵香港人為什麼那
麼不爭氣，因為香港人才是能夠改變這情況唯一最大的力量，如果連這樣的力量都不能做得好，
怎樣能指望之後的路走得更好呢？所以我想因為他們很關心，很想有一個很好的結果才會有這些
批評，當中有些意見是有建設性的，比如說:一直有些聲音說我們的理念或是我們一些概念是不清
晰，或是我們的定位很模糊，那些意見給我們很大參考價值，我們之後一些文宣或是我們發布的
一些文章，應該從網民建議的角度去說，參考那些網民的意見去建構我們的論述主張。

那麼是否青年新政是否會參加戴耀廷的雷動計畫[6]呢?

不會參加，連泛民的政黨都沒有協調，他們理念比較一致，比較有協調空間，可是我們看到連超
級區議會也出了六張名單，在這情況下他們自己也不想協調，怎麼能指望位於另一邊光譜的本土
派跟他們協調?其實對於我們來說，跟泛民的理念或是主張上的不同是比較大的，就像泛民跟建制
的不同，差異那麼大，根本沒有協調空間。

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各選區都出現大量的參選名單，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方式頗為複雜，可以
分
區域
跟功能組
別，區域議員又跟
台灣現在的單一選區或是過去的複數
選區投票方式有所不同
，比較接近我們的政黨票比例代表制，各陣營在每一區都提出一張名單，名單上有排名，選民圈
選屬意的政黨，政黨得票席次計算是總有效票數除以席次，得到一個數額，政黨取得票數超過數
額的一倍，就得到一個席次，然而如果非建制派參選的政黨過多，可能分散到票源，導致票數多
但過於分散，以至於取得席次反倒變少，因此戴耀廷才會提出雷動計畫，希望整合非建制派的名
單，只是到現在似乎看不出非建制派有整合的意願，非建制派在各選區提名名單幾乎都超過當選
席次，對於九月立法會選舉結果會有甚麼影響?沒人敢保證。

 

關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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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網民暱稱為游BB
的游蕙禎去年被網民選為高登女神第二名，身為女性而且還是外貌亮眼的年輕女性政治工作者，
自然會受到不少矚目，免不了也會受到不少攻擊，例如前面提到葉一知所寫的「因為游蕙禎，我
背叛了太太」，不少師奶把游蕙禎當成假想敵。空有外表，沒有專業的批評，成為年輕女性工作
者很難躲
得過的批評，那麼
游蕙禎本人認為她的外表對於參政的過程中是助力還是阻力?是否有批評者用外表攻擊她呢?

對於我來說，外貌是不是很大阻力或助力?我不覺得我的外貌有很大的條件呢!很多香港人都想相
信新的人，不只是我，還有有很多人是在上年區議會選舉時，第一次出來參選，是一個素人的身
分參與選舉，而且有相當數量新人當選，成為區議員，是不是外貌上的因素嗎?我想不是，你不會
說觀塘區男的素人區議員，因為他外貌上很好就選上，我不覺得是這個原因，我覺得沒有這樣的
因素。

另一個問題是用外表攻擊我，怎樣才算一個攻擊呢?有一些人會說是花瓶吧，如果真的有實力的話
，怎麼會被人說是花瓶呢?所以有原因存在的，也反映說我必須跟民眾表現出我的能力，他們才會
信服，我不覺得那是攻擊。

訪問到最後尾聲，當然要問一個比較不好回答的問題，就是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如果不能落實特
首真普選，青政會怎麼行動?青政認為香港與中國未來應該維持甚麼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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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來說落實真普選的前提是我們的主權是由香港人自己判斷自己決定，就算在現有的框架下
，中國政府給我們一個『普選』，按照他們一貫的行事方法，也會在某些位置上會有限制，限制
特首候選人的人數或那些人才能成為候選人，在這情況下就算行政長官是全民選出來，也有一些
限制，特首必須要跟中國政府負責，我想這不是我們香港人願意看到的結果，所以就算我們很想
有真普選，但是是基於我們已經決定了香港主權應該把握在我們手上，才能夠有真普選。

這答案似乎暗示游蕙禎也認為所謂的普選不光只是港人可以投票選特首，要連特首候選人都是港
人自主決定，這跟泛民的主張沒有甚麼差異，於是筆者繼續問，如果假設北京政府堅持特首候選
人為三位候選人選一個，但是三位都是由北京指定，那青政會怎麼行動?

我想不只是我們，我想很多香港人會再做一次行動，但我們不能保證這行動是甚麼樣的性質，因
為之前79天的佔領我們已經做過，我們也知道佔領不可行的，那方法不可行，那我們就要想另一
個方法，到時候香港人應該會有一個共識，我們會有甚麼樣的行動來處理這個問題，但還是我之
前說的，先決定主權再決定普選，才會根治我們現在的問題。

由前面的回答，筆者注意到，游蕙禎一直提到的香港主權，到底游蕙禎口中所說的香港主權是怎
樣的概念?於是筆者請游蕙禎針對香港主權做一個說明:

八十年代香港有一個決定前途的機會，就是99年租期快到了，中國與英國政府在談判香港主權何
去何從，那次主權討論其實香港人沒有發語權，一直很被動的等待中英雙方決定，我們就只能接
受，現在我們不能在這樣下去，因為我們看到忽略市民的結果就是很多香港本來應該擁有的權力
，都給中國政府剝奪，這樣情況之下，我們只能由自己來進行第二次前途問題的談判與第二次主
權問題的討論。我想先經過討論再決定我們之後的路，對於香港人來說是最好的，也是一個根治
現在所有政治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

具體而言，這牽涉到基本法第一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甚至基本法本身，也是
在中國憲法之下，然而這從未有問過香港人的意願。2047年主權移交將屆滿50年，而我們在今天
已經面對不少問題，譬如中國人移民來港佔用本地人資源、港中關係矛盾等，這些都是使我們必
須開展前途討論的原因，因為這直接關係到民生問題。

筆者聽到這裡，隱隱約約覺得游蕙禎所說的香港主權，某個程度已經意涵著香港與中國的關係，
至少是聯邦甚至是香港獨立，於是接著問前面提到第二次主權討論中，參與者是香港本地居民？
還是中國
也需要一起參加，
畢竟現在香港還是中國的一部分，那
這樣討論主權的過程中，到底誰可以餐與參與呢?游蕙禎回答得很決絕:

只有香港人討論，香港的主權
必須要由香港人自己決定，在基本法裏
面，香港是中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那不是香港人本身的共識，這條文本來就不是香港人的共
識或是香港人承認的，所以這一次必須要由香港人自己來判斷或是自己來討論。

那麼這是不是已經有隱含香港獨立的預設在裡面?

港獨必須是其中一個選項，有這可能性才能給香港人一個未來藍圖，就是未來拿回自己的主權，
也能有很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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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主張恐怕已經是抵觸到北京可以容忍的底線了，筆者問游蕙禎可是中國會同意嗎?如果中國
不同意，青年新政怎麼去回應中國的反應?

中國是一定不會同意的，但是不是中國政府不同意我們就不做呢?我覺得完全不是，我們不需要去
要求中國政府給我們民主的社會，我們是要靠自己爭取回來，那是主動與被動態度的問題，如果
我們香港人也不主動爭取，你不能指望中國政府主動給你民主，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為了進一步釐清香港獨立的說法，我們從時間點切割，問游蕙禎從現在到2047年還有2047年之後
，她認為香港跟中國的關係是怎樣的關係?聯邦還是特區還是其他?

對於我來說，首先香港人決定自己主權，如果港人選擇獨立，到了那時中國政府還存在的話，應
該跟香港是一個平等的地位，我們不需要再去要求或是請求中國政府給我們水啊!農產品的提供這
樣的關係，現在關係完全是不對等，也不是我們想要的情況，我們想的是國際地位上我們是一個
平等的地位，我們中間的交流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因為始終我們不是同一群人，我們是分
開的。

坊間經常說香港的資源來自中國，可現實是以水資源為例，香港政府每年以天價購入東江水，那
是貨真價實的交易，相信若香港自其他國家購入食水，價錢定必不會如此高昂，而且香港仍有空
間發展水資源的自給自足。交易換來的貨品，非中國獨有，也就不存在「香港依賴中國」的情況
。

游蕙禎說未來香港與中國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所以在游蕙禎的心裡頭會覺得香港應該變成一個
獨立的國家?

我自己是這麼想，但必須跟香港人去解釋，或是由香港人去同意才能做。

游蕙禎的回答事實上是給予一個緩衝的餘地，也就是追求港獨是她的期待，不過我們不確定是否
青年新政也是這樣主張，這部分後來沒有追問，然而這不意味著游蕙禎會不顧一切推動港獨，反
而是香港人同意，才能推動，因此現階段的工作，是在為港獨做思想準備，對香港人解釋各種對
港獨的質疑，然而決定權還是在香港人身上。

不過就算港獨目前還只是口號，如果中國決定用軍隊駐進，武力嚇止港獨呼聲，那還會繼續追求
港獨嗎?

我看現在香港在中國的地位，他敢把軍隊帶入香港嗎?我有疑問，因為在經濟上香港對中國來說是
一個重要的地位，中國想要的是錢。當然涉及主權問題中國立場必較硬，我們一直在想，如果我
們用投票的方式表達自己對於香港主權的取向，若港共或中國政府不願承認這結果，民眾就此採
取進一步行動也是無可厚非。而此事亦將推至國際層面，迫令中國政府正視民意，逐步去實現我
們說的自決的認同，因為自決對我們來說先透過投票來顯示民眾的意願，如果民眾選擇獨立，中
國政府沒有這個道理去阻止我們去獨立，那是一個普世價值。

因此對於游蕙禎或是青年新政來說，由公投來決定香港前途可能是一個方式，然而目前香港並沒
有公投法，可以想見光要立公投法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同時還要說服港人接受港獨的概念，香
港中文大學7月24日民調，17.4%的港人支持2047後香港獨立，但有57.6%港人反對，不過15到2
4歲的受訪者，有39.2%支持港獨，26%反對，長遠來看支持港獨的人數應該會越來越高，這點跟
台灣也很像，不過香港目前是中國的統制範圍，這樣的現實，也讓港獨比台獨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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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訪問在7月22日完成，那時立法會參選的名單還沒完成，就在8月2日，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
琦因為港獨主張被否決參選資格，港府任意曲解法令，隨意剝奪參選資格，已經嚴重破壞香港引
以為傲的法律制度，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原本已經渾沌的選情，因為梁天琦被剝奪選舉權更加混
亂，民心也更加激動，香港正朝向動盪的將來。對於游蕙禎這批傘運後投入政治的年輕人來說，
他們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香港的民主發展究竟會有大突破，還是走向更肅殺的道路，他
們無法掌握，只能全力衝刺，面對中國近年來最強勢的領導人，香港的民主只有更艱難，台灣能
做甚麼樣的示範?能做甚麼樣的支援?需要台灣人認真思索。

 

訪後記:

如果讀者已經超過25歲，還記得25歲的你在做甚麼?筆者25歲的時候，正躲在研究生宿舍，利用
學術網路「看」動作片，「聽」音樂，過著悠哉的研究生生活，而25歲的游蕙禎正在為了香港民
主發展而努力….(突然覺得好慚愧啊)，這篇訪問的目的希望讓台灣的讀者去了解有一批主張香港
自決的年輕人，正不畏政府的打壓，前仆後繼地為香港民主打拼，他們不是甚麼政二代出身，也
不是來自大富之家，出身中產家庭，多數人白天也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利用工作閒暇投入組織運
作，就是這樣平凡的一般市民，現在正在做著不平凡的事，他們訴說著儘管沒有龐大的政黨資源
，沒有媒體的閃光燈，可能有時犯下令人傻眼的錯誤，被其他政黨與網民嘲笑，常常經費窘迫，
但是秉持熾熱的心，一股不服輸的氣，就能為生活的這塊土地，做出貢獻，如果讀者還想進一步
了解游蕙禎與青年新政，可以在臉書上追蹤游蕙禎臉書:游蕙禎 Yau Wai Ching。

另外青年新政也有網站http://youngspiration.hk/
，如果有讀者覺得這群年輕人值得鼓勵與支持，網站上也有捐款與商品販售。

[1]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B%A0%E7%82%BA%E6%B8%B8%E8%95%99%E7%A
6%8E-%E6%88%91%E8%83%8C%E5%8F%9B%E4%BA%86%E5%A4%AA%E5%A4%AA/

[2] 831決議是指中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香港特首選舉做出三項決議: (1)
2017

1200人，四大界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辦法。(2) 
特首參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提名，才能出閘選特首。(3) 
限制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2至3個候選人。

[3]是一場在2016年2月8日（農曆正月初一）至2月9
日於香港旺角發生的警民衝突事件。政府表示起因是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在新年巡邏期間

 15 / 17

Phoca PDF

http://youngspiration.hk/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608/%E6%96%87%E7%AB%A0/01-%E9%9D%92%E5%B9%B4%E6%96%B0%E6%94%BF%E4%B9%9D%E9%BE%8D%E8%A5%BF%E7%B8%BD%E5%B9%B9%E4%BA%8B%E6%B8%B8%E8%95%99%E7%A6%8E%E5%B0%88%E8%A8%AA.docx#_ftnref1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B%A0%E7%82%BA%E6%B8%B8%E8%95%99%E7%A6%8E-%E6%88%91%E8%83%8C%E5%8F%9B%E4%BA%86%E5%A4%AA%E5%A4%AA/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B%A0%E7%82%BA%E6%B8%B8%E8%95%99%E7%A6%8E-%E6%88%91%E8%83%8C%E5%8F%9B%E4%BA%86%E5%A4%AA%E5%A4%AA/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608/%E6%96%87%E7%AB%A0/01-%E9%9D%92%E5%B9%B4%E6%96%B0%E6%94%BF%E4%B9%9D%E9%BE%8D%E8%A5%BF%E7%B8%BD%E5%B9%B9%E4%BA%8B%E6%B8%B8%E8%95%99%E7%A6%8E%E5%B0%88%E8%A8%AA.docx#_ftnref2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608/%E6%96%87%E7%AB%A0/01-%E9%9D%92%E5%B9%B4%E6%96%B0%E6%94%BF%E4%B9%9D%E9%BE%8D%E8%A5%BF%E7%B8%BD%E5%B9%B9%E4%BA%8B%E6%B8%B8%E8%95%99%E7%A6%8E%E5%B0%88%E8%A8%AA.docx#_ftnref3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16-09-01, 週四 10:50
點擊數：17759

被圍堵、辱罵及衝擊，需要香港警察協助[19][20]

[1][8]
。起初只有小規模衝突，後來警隊移來高台準備實施人群管制時，人群開始堵塞馬路並與警方發
生推撞。警方之後動用胡椒噴霧及警棍驅散人群，而示威者開始使用木板、磚頭、玻璃瓶、垃圾
桶等雜物攻擊警方，並縱火焚燒雜物阻擋警察推進，有記者被示威者襲擊，個別觀點將示威者和
警察稱呼為「暴徒」和「黑警」[21][22][23][24]
。有警員因有人襲警而兩度向天開槍，
並用槍指向示威者[25][26][27]
，激發示威者更大的對抗，衝突升級。事件造成警員、記者和示威者等多人受傷，數十名示威者
被警方拘捕。最高峰時有700多名示威者結集[10]，逾2,000塊地磚被撬[10]。事件到2月9
日早上八
時後人群逐漸散去
才落幕。而香港特區政府將本次事件定性為暴亂。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

[4]練乙錚: 魚蛋革命防港變大陸 持續高壓壓出二二八。信報 2016.2.11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簡稱「普教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香港語文教育及常務委員會（
語常會）建議，將普通話取
締廣東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主要教學語言(
中文科的課堂以普通話為授課語言的比例逾50%)。語常會從2008
年起推出《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撥款資助學校推行普教
中。[1]
由於教學成效存疑，教育局網頁亦曾承認「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
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
東
話學
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及後刪除，引起「推普廢粵」爭議。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6]雷動計劃（英語：ThunderGo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於2016年2
月首次提出，目標為爭取非建制派於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取得達半議席。到6月，該計劃再增加由下而上、由選民主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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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國際

發佈：2016-09-01, 週四 10:50
點擊數：17759

「雷動計劃」共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份是「協調參選」。希望非建制派的參選人能協調或以初選方式減少出選名單。

第二部份是「策略性投票」。希望選民在決定投票給哪位候選人時，除了考慮自己是否支持該候
選人的政綱外，還會考慮他的勝算。若從民調看到他最想支持的候選人沒有勝算，就把票投給在
民調中顯示是較具勝算的第二選擇。

第三部份是「雷霆救兵」。在每區招募一萬名「雷霆救兵」。依據從各方所收集到及經整合的選
情資訊，「雷霆救兵」在選舉日當天的最後數小時，作出最關鍵的投票，把票投給非建制派邊緣
名單中最有勝算的候選人。

「協調參選」是由參選人主導，但不影響「策略性投票」及「雷霆救兵」的運作，後兩者是由選
民作主的投票策略。若參選人未能協調，更加須要進行策略投票。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雷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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