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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

舉，曾蔭權對梁家傑，黑白分明，拳拳到肉，

雖然結果亳無驚喜，但有競爭的特首選舉，總

比沒有競爭來得好一點。還記得我們到現在還

掛在嘴邊的：「我會做好呢份工」與及「有得

揀，你至係老闆」這些選舉標語？用詞雖然通

俗一點，但配上特首辯論比賽加上傳媒大肆報

導，到現在舌

劍脣槍的場面

還 是 歷 歷 在

目。

二 零 一 二

年的行政長官

選舉，原本各

人都以為是唐先生的囊中之物，卻殺出一位本

來民望不太高的梁先生。比賽還未開始，兩邊

陣營已經磨拳擦掌，原來熱身賽早已展開。梁

先生苦心經營的部署，也令到他的民望由原本

遠遠的落後，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一度反超

前唐先生。除了兩位疑似候選人之外，還有民

主黨也會派出的泛民候選人何俊仁，再加上葉

劉淑儀女士也說有意競逐。葉太由在二零零三

年沙士時候民望掉進谷底，到早前一個香港電

台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民調中，在一眾立法

會議員的民望僅次於余若薇，這頭黑馬無論她

是全心參選特首，或是純粹爭取更多政治本

錢，也不能小窺。還要記著有一個時常在大後

排攻擊的大後備：范太。

曾特首曾經說過：「民望如浮雲。」既然

如此，參選特首何須顧慮太多別人的指指點

點，與及傳媒的說三道四？在此說唐梁兩營是

否勢均力敵，還是言之尚早，但如果多加兩個

疑似候選人，再加上今年小圈子選委會增至

一千二百人，要穩操勝券，絕不容易，勝負的

落差也可能在百票之內。所以兩陣除了鐵票之

外，也需要極力爭取游離的「建制派中間」

票，甚至是「不可能」的泛民選委選票。筆者

不是政治評論員，不太看得通今年特首選舉的

戰情，但既然要爭取游離票，所有功夫也要做

足，包括傳統式的集體拜訪、個人面談、接受

傳統傳媒的訪問、與及非傳統的網上攻勢等

等。

網上互動年代漫談特首選舉2.0	
新媒體宣傳的禁忌

在報章上拜讀過一份疑似特首競選政綱的

報導，有提及過一些傳統的宣傳攻勢，也有在

新媒體上要採用甚麼的方針。筆者在新媒體打

滾了幾年，感覺有這樣的鋪排也是不過不失，

卻心想這與推銷一般產品或明星有什麼分別？

選特首，和選其他領袖一樣，首是要給人有君

臨天下的感覺（當然只是感覺，因為畢竟還有

中央政府在背後，但今次建制派有分歧，所以

不容有失），可惜幾位疑似候選人卻在傳媒一

而再、再而三的追訪下，儘是左顧而右盼的說

著在考慮中、在檢討中、在辭職中，感覺上有

點婆婆媽媽，日後如何處理大事？連傳媒朋友

也說報導得太多但沒結果，感覺有點膩了。也

許正如傳聞所說，這幾位疑似候選人都是「實

幹型」，不太會吹噓自己的「長處」，但你看

幾年前奧巴馬選美國總統時，眼神如何堅定，

說話何等斬釘截鐵，連種族障礙也給衝破，可

見一斑。我們的特首選舉不是民選，只是比例

代表制，但有些選舉理論，卻應該是大同小

異。

另外一點相似的，是政綱。由九七回歸至

今，由董特首到曾特首，縱使有政策上的轉

變，可惜也有太多舊政策變成了老調，我想全

港市民也受不了，也就很自然希望新一屆政府

會 有 新 轉 變 ， 正 如 奧 巴 馬 於 選 舉 時 說 著 要 

〝CHANGE〞，才能給市民一點希望。市民，

也包括了新一屆選出來的選委。現在的特首選

委會是小圈子選舉的附屬品，但在無可奈何之

下，這也是唯一能給與新一屆特首要許下選舉

承諾的小數渠道。

說回網上攻勢，要在網上宣傳自己，除了

要製造一種君臨天下的感覺外，也要如網下一

樣，異常勤力。網下要事事親力親為，走訪

十八區看盡民情，網上亦然。在社交媒體內，

會有更大量的網民，希望跟下一任特首作「近

距離」接觸，在甚麼也是互動的年代，要做到

親力親為，比在網下難上百倍。有市民會在你

的社交媒體塗鴉場上，寫上讚美、奉承、諷刺

甚至辱罵的字句，怎麼辦？要麼親手回答？不

想看的就刪掉？筆者在許多社交媒體的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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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番四次跟許多企業市務人員說過，要辦

好自已企業的社交網頁，首要條件，是勤力，

即是不要假手於第三者回覆查詢；第二就是千

萬別要刪文，刪文的後果，就是可能會有更多

投訴、辱罵的句子會以不同人物、不同形式在

不同地方出現，這就如要對抗病毒，卻只懂胡

亂使用抗生素，害得病毒變了種，更加難以控

制。

在網上宣傳的另一種忌諱，就是無中生

有。所以真正的社交活動一定要如實記下，相

片、視頻當然不能或缺，但在加以對這些「事

實」描述的時候也不容誇大。無中生有的後果

就是每每會成為對手甚至傳媒挑剔、攻擊的對

象，更甚變成了黑材料的時候，後果是不堪設

想的。說著黑材料，有政界的老前輩曾說過，

在選舉的時候，高手是永遠不需用黑材料去攻

擊低手，避免出現反效果，但另一邊就可能會

從多方渠道發放消息；所以我們不太驚奇地已

經見到這次特首選舉有黑材料漏出來的時候，

也是朝著我們的「高手」那邊走。但在網絡年

代，誰是劉德華，誰是李嘉欣，我們很多時是

無從稽考，所以黑村料是誰放在網路上，有幾

多是事實，正如唐先生所說，是極具「娛樂

性」的。當然黑材料漏出來後，如何去快速而

造成最小傷害的「拆彈」，也是公關界一門高

深的學問。但誰是「高手」，誰是「低手」，

現在極難定案，政治跟股市一樣，情況時常會

逆轉，一天也可能太長。

《窮富翁大作戰—特首編》

上次的特首選舉，梁家傑代表泛民出戰的

意義，是要令曾特首無論在口號上、辯論中，

也要交出一些承諾，就算最終有否兌現也好，

至小也是一場「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今次選

舉不同的地方是建制派可能最終會有兩個，甚

至三個的候選人，泛民代表相對能發聲的機會

也小了。但建制派加上建制派還是建制派，要

在建制派沒興趣的議題上多加討論，例如言論

自由、環境保肓、種族歧視等，泛民主派的參

與仍然是有一定的作用。只可惜今年泛民主派

的內訌，消耗了太多的正能量，在此只能祝願

一眾民主戰士，及早要懸崖勒馬，認清目標，

以大眾市民福祉為依歸，努力幫大部份支持民

主的市民，爭取多一點權益。

其實要贏出這次的特首選舉，有些基本功

還是必先要做好的。勤政愛民，瞻前顧後，有

膽識和魅力的領袖，不難會受到市民和下屬的

愛戴。當然如今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仇富情緒

日益高漲，所以要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時，也要

做到賞罰分明，談何容易。但正所謂「食得咸

魚抵得渴」，不能將這大眾願意變成選舉政綱

時，還是應該三思應否參戰，免得浪費精力；

而勝利的一方因為有競爭而開出大量空頭支

票，日後卻不能全數兌現時，亦只會令民怨再

度升溫。

筆者有一個建議，就是在明年初當特首選

戰白熱化時，香港電台應該加演一場《窮富翁

大作戰》，讓幾位特首候選人嘗試過着七天低

收入家庭生活，體驗民間疾苦。有心人可能會

說成是給他們機會「做show」，如上次田二

少只捱了兩天兩夜，但亦有個別參賽的中產之

後或富二代，因為參加過這節目後，對自身價

值 觀 起 了 變

化，甚至擔起

了撲滅貧富懸

殊及跨代貧窮

等重任！我們

熱 切 期 待 着

《窮富翁大作

戰 — 特 首

編》播出的一天！

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升斗市民，我們還是

希望見到今次的特首選舉會在更有競爭的情況

下舉行，選出一位會為民請命的特首，雖然這

個祈望，似乎越來越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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