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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指出，回首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

史，展望中華民族充滿希望的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報

告並強調：「要堅定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

度自信！」

「三個自信」不是憑空而來
這一段論述，是體會和理解十八大報告涉港內容深

刻內涵的一把鑰匙。「三個自信」不是憑空而來的，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堅定不移地堅持「三個自

信」，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中

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築牢了中國人民自信的根基。

十八大報告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寄託

無數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願。」習近平

總書記在常委見面會講話時，擲地有聲、振奮人心地

宣示：「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

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

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十八

大報告中「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的論

述，與習總書記「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的莊嚴宣示，

二者聯繫密切，十分鼓舞人心。「接過歷史的接力棒」

的生動比喻，標誌 中央新領導集體是一個承前啟

後、繼往開來的集體，將會帶領中國人民繼續為實現

民族偉大復興努力奮鬥。包括港人在內的全中國人民

相信，新領導集體是帶領全國人民邁上富民強國道路

的可靠、堅強和團結的核心力量。

新領導集體讓人充滿期待和信心
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習近平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選

舉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

山、張高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體現了中共權力交接

制度日趨健全與完善。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都有

過上山下鄉當知青或基層工作的經歷。他們既對基層

群眾具有深厚感情，又深刻了解中國國情。他們的教

育背景以及從政後的磨礪，又使他們具有廣闊的國際

視野，具有應對和處理各種複雜矛盾的智慧與技巧。

「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讓

人充滿期待，令人充滿信心，是一個朝氣蓬勃、奮發

有為、值得信賴、充滿活力的中央領導集體。他們思

想政治素質好，工作實績突出，思想解放，求真務

實，熟悉國情，了解世界，具有現代化的理論思維和

戰略思維能力，善於駕馭複雜局面，為民、務實、清

廉，黨內外認可程度高。

深刻理解「根本宗旨」與「三對關係」
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的各項方針

政策的根本宗旨，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一根本宗旨，是對香

港回歸以來的「一國兩制」實踐系統和深刻的總結，

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意義。十八大報告對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作了

深刻闡述，特別提出要處理好三對基本關係：一是堅

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的關係，二是維護中央權

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三是發揮祖國內地

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的關係。二者相

輔相成，必須有機結合，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十八

大報告關於「根本宗旨」和「三對基本關係」的嶄新

論述，極大地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對

香港今後的發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港人共享中國人榮耀是歷史必然
十八大報告引人注目的新表述還有這一段：「相信

香港同胞、澳門同胞不僅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把

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也一定能在國家事務中

發揮積極作用，同全

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

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

耀。」這不僅再次表

達了中央對港人的一

貫信任和支持，而且

是希望香港同胞把自己的身份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結合起來。香港回歸後，背靠一個日益繁榮昌盛

的祖國，在中央一系列挺港惠港政策措施下，香港屢

渡難關，屢創奇跡，證實了「國家好，香港好」的真

理。

百年前，中國先賢如此寄語：「中國如果強盛起

來，我們不單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

一個大責任。」百年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

民族為人類的共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倫敦經濟學

院LSE亞洲研究中心高級客座研究員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  認為：「2018年中國就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

經濟體，中國未來只會變得更好，中國一定會成功，

她將領先世界很長時間，沒人知道這個領先優勢將持

續多久。」世界在驚嘆，中國崛起是「21世紀最激動

人心的大事」；世界在研究，與時俱進的中國理念何

以積蓄如此強大的源動能量；世界在期待，中國作為

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

更大作用。外國政治家普遍認為21世紀將成為中國的

世紀。港人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同全國各

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是香港人心

回歸融入民族復興洪流的歷史必然。

十八大產生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務實、謙遜、敢於擔當、勇於負責，具有鮮明人民性，必

將帶領全國人民全面把握機遇，沉 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引領中華民族

邁向偉大復興。十八大報告涉港內容內涵豐富深刻，如果與十八大報告整體聯繫起來，就能進一

步體會十八大報告涉港部分的新判斷新思考新概括，蘊含了民族復興戰略的深刻思考，極大地豐

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對香港今後的發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港人在中華民族復興的

進程中，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是歷史的必然。

新領導集體引領民族復興 十八大指導香港未來發展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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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寶鈴范太雷添良「入閘」選人代

法律問題有歧見
袁國強籲勿政治化

立會討論梁愛詩言論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昨日舉

行會議，討論梁愛詩指法律界欠缺對國
家和香港關係的認識，法官也曾判錯案
的言論。梁愛詩早前已向委員會提交11
頁的書面陳述，但拒絕出席會議，擔心
會造成危險先例及變成如當年美國白色
恐怖的「麥卡錫聆訊」。

兩律師會稱尊重言論權利
會上，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孟達表

示，每個人有發言權利，人大常委會亦
有權利就《基本法》釋法，但認為《基
本法》的條文已反映各界認同香港的法
律系統及生活方式和內地可以有所不
同，故特區有自主權進行司法裁決，倘
有人煽動香港沒有司法獨立，必須小心
及關注，這亦可能會影響香港法治。
律師會代表蘇紹聰表示，該會發表聲

明重申尊重梁愛詩行使其言論自由的權
利，但認為她的身份難免會引來其言論
是否代表基本法委員會，或是代表親北

京言論的非官方意見等猜測。

多名反對派議員要求袁國強就梁愛詩

稱法官要熟悉國情才能判案的論調表

態。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言，梁愛詩的

言論是「溫水煮蛙」；民主黨前主席何

俊仁則指梁是在「批評整個香港法律

界」，理應來議會交代。「人民力量」

議員黃毓民更聲言，他從不相信「一國

兩制」，指《基本法》是「垃圾廢物」。

譚耀宗批反對派誇大
就反對派自製「白色恐怖」，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在發言時坦言，梁愛詩在義

務演講時是表達個人感受，法官也稱不

會因個別人士言論而受影響，批評反對

派「無限誇大」指責她「破壞司法制

度」。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亦指，香港

法官水平高，梁愛詩的言論不會影響司

法獨立；相反，立法會的監察對象是政

府機構，司法委員會要求非政府人士作

供並不恰當。

廖長江不信干擾司法

本身為執業大律師的商界議員廖長

江，在發言時強調自己不相信梁愛詩在
兩小時講學中的兩句說話，就會對香港
的司法帶來干擾，各界不應因個人偏見
而無限上綱。金融界議員吳亮星則擔心
先例一開，今後凡身兼人大、政協或國
際機構角色的人士，也會擔心自己多說
兩句令立法會「不中聽」，造成不公平
的「禁言」。
袁國強在發言時強調，「一國兩制」

是史無前例的概念，不同範圍下如何處
理因為落實「一國兩制」而衍生的法律
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因此在落實
期間衍生矛盾是完全可以理解、正常及
可預見的情況，而香港法院處理涉及

《基本法》的糾紛時，亦認同兩地法
制、法律的迴異可能引致不同的結論。

他又希望大家能理性討論香港的法制
及司法問題，並要對司法機構及司法人
員有信心，而特區政府定當竭盡所能維
護香港法治，尤其是香港的獨立司法制
度，確保司法機關能在符合《基本法》
和司法獨立的原則下履行其職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11月27日電，據
悉，國務院日前發出通知，周俊明、黎桂康不再
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副主任。

周俊明生於1949年，廣東電白人，於2003年9月
出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

黎桂康生於1947年，廣東東莞人，於2003年12
月出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

中聯辦有關人士表示，周俊明、黎桂康均超過
中央規定的任職年齡界限，故不再擔任中聯辦領
導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
曉明早前撰文，指中央未完全
落實對特區官員任命及法律審
查的權力，特區終審法院非常
任法官包致金昨日被問及有關
問 題 時 表 示 ， 他 認 為 關 心

（take an interest）香港是中央
的責任，而關注（looking at it）
香港法律不一定等於他們會干預香港法制、影響香港法
治，強調自己對香港法治制度感到樂觀。

包致金昨日接受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及社會科學博
士後，被問及對香港法治的看法時表示，自己對香港法
治感到樂觀，「如果我對（香港法治）前景感到絕望，
早前（在退休時）就不會發出幾項忠告」，又指不同法
官雖然對法例各有不同解讀，「無論法官是開明或保
守」，都不會有法官不依法判案，強調香港大部分人相
信香港法官會依他們對法律理解去判案，並相信只要香
港人持續關注、保持警惕，香港的法治將可保持下去。

另外，被問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時，包致
金表示，自己不宜給予太多評論，但指由特區政府立法
落實是一件好事，又認為這是社會非常關注的議題，故
處理上必須非常小心。

特首周五出席三亞泛珠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將於本周

五(30日)上午前赴海南三亞，出席「第八屆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期間會與個別省區
領導進行雙邊會談，周六(12月1日)會與9個省區和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首長進行聯席會議，並於同日下午返
港。

陪同行政長官出席論壇的官員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譚志源、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行政長官私
人秘書陳嘉信、新聞統籌專員鄧惠鈞和行政長官高級特
別助理陳建平。在梁振英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另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張 瑤今日(28
日)會前往海南出席「第八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
論壇暨經貿洽談會」，並於明日(29日)返港。一同出席論
壇的還包括工業貿易署署長麥靖宇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在昨日立法會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上，公民黨
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聲言，國
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最
近的文章提到，要落實好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立法的
監督權，令香港法律界擔心

「一國兩制」及特區立法權
會「被收緊」。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昨日在回應時表示，

《基本法》第十七條清楚說
明，香港特區享有立法權，
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需報全
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
大常委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
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
認為有違《基本法》的法
律，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
不作修改。他並強調，自香
港回歸以來，共有551條香
港法例向人大常委會備案，
但從沒有1條被發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在一學

術研討會上，發表有關人大釋法及香港法官的言論，引起香港法律界

關注。昨日在立法會一委員會上，多名反對派議員聲稱梁愛詩的言論

是「溫水煮蛙」，必須「嚴肅處理」；建制派反駁指，香港法官水平

高，不認為她的個人感受會「破壞司法制度」。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會

上表示，特區政府定當竭盡所能維護香港法治及香港獨立司法制度，

並呼籲各界理性客觀及建設性地處理因為落實「一國兩制」而衍生的

法律問題，避免在社會上不必要地引起兩極化及政治化的爭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
再有4人報名參選第十二屆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選舉，包括競逐連任的范徐麗
泰、雷添良、劉健儀，和首次參選的工
業家顏寶鈴。

顏寶鈴主打工業慈善
首次參選人代的顏寶鈴於昨晨九時半

到上環信德中心參選人登記處報名。她
表示，自己得到接近200個提名，分別
來自各個界別階層，對提名數字感到滿
意，並希望憑誠意、誠信，事事親力親
為，爭取1,600多位選委支持。被問到會

「主打」甚麼議題，顏寶鈴回答會主攻
工業和慈善兩個議題：「我20多年來專
注工業，我對工業現在面對的問題很清
楚，我亦知道如何解決。」她又希望將
香港的慈善模式引入內地，令更多有需
要的人得到援助。

范太暫封口不評港事
范徐麗泰同日下午手持逾百份提名報

名競逐連任。她表示，爭取提名向來都
困難，對今屆取得過百提名感到很滿
足、很開心，並指至今並沒有選委因為
她過去多次批評特首梁振英而拒絕提
名，但指傳媒的追訪令她承受很大壓
力，決定在人代選舉結束前不會再評論
香港內部事務，包括梁振英僭建事件：

「天天香港都有關於特首的事發生，哪
評論得這麼多？」

被問到預料新一屆會否高票當選，以
至再獲委任為人大常委等問題時，范徐
麗泰就說非她能夠控制，而首要的是先
當選人大代表，高票或低票都一樣。

雷添良深信仍有貢獻
現任港區人大代表雷添良亦於昨日報

名競選連任。他表示，自己已取得180個
各界人士提名，接下來會盡可能致電所
有選委，並邀請選委見面。被問到為何
再度參選，雷表示，他對人代工作充滿
熱誠，深信自己還有作出貢獻的空間。

劉健儀盼助國家反貪
同樣競逐連任的自由黨榮譽主席劉健

儀同日手持90個提名報名。她表示，在
該90個提名中，有20多個是競逐連任的
人大互相提名，其餘的主要來自工商界
和社團人士。她指出，國家很重視如何
建立法制反貪腐，身為律師的她有幸連
任的話，會盡力協助國家，又希望國家
更了解香港人的訴求、看法，港人也更
了解國情，雙方互相理解、溝通。

周俊明黎桂康超任職年齡
不再任中聯辦副主任

■廖長江不信兩句話可干

擾香港司法。 劉國權 攝

■吳亮星擔心會造成「禁

言」現象。 劉國權 攝

■袁國強呼籲各界理性客

觀討論問題。 劉國權 攝

■周俊明 ■黎桂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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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寶鈴計劃主攻工業和

慈善議題。 梁祖彝 攝

■雷添良深信自己還能作

出貢獻。 梁祖彝 攝

■范徐麗泰手持逾百份提

名報名。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