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個法治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
本法》）以及2007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
普選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是制定香港2017年行政長官和2020年立法
會兩個普選辦法必須遵守的實體標準和程
序標準。概而言之，包括以下內容：

普選不能脫離法治軌道

1、普選辦法制定的程式為「五部曲」。
按照《決定》的規定，這五部曲是：第
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關於
制定普選辦法的報告；第二，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行政長官的報告給予答覆；第三，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普選辦法方案，須
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第
四，行政長官同意立法會通過的普選辦
法；第五，行政長官將普選辦法報全國人
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2、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由香港特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
生行政長官，最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基本法》第45條第2款和《決定》第4條
第2款）。

3、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
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見

《決定》第4條第2款）。
然而，最近一個時期香港社會圍繞普選

辦法的討論，至少有以下三種現象都脫離
了這一不能脫離的原則：

一是有人提出普選辦法應有初選或篩選
機制。但《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相關解釋中沒有「初選」或「篩選」的字
眼和規定，普選時的特首候選人由「提名
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甚麼是「民
主」？國際社會對「民主」的共識是「少
數服從多數」；甚麼是「程序」？國際社
會對「程序」的共識是「方法和步驟」。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含義就
是提名委員會按照自己的方法、步驟和少
數服從多數的規定產生普選特首候選人。
把「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解釋為

「初選」或「篩選」，不是《基本法》的觀
點，徒生爭拗。

選民直接提名違《基本法》

二是有些學者或從西方學者論著裡尋章
摘句，歸納所謂普選的國際標準，又準備
邀請國外人士擬定香港普選辦法。這些做
法背離了《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有關規定，試圖把香港的普選脫離法治軌
道，踐踏香港的核心價值，根本不像有素
養的學者所為。這在行為上不僅不合法，
在理念上也是不合理的。因為香港不是一
個獨立的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直轄
於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裡的一個地方行政
區域，怎能完全照搬西方主權國家普選的
做法呢？

善意提醒這些學者：請記住普選要在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
軌道上運行；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國家結
構，香港的法定權利或權力來源於全國人
大的授權；香港的民主政治要受「時代特
徵」、「中國特色」和「香港特點」三種
因素的制約。

三是一些人提出普選特首要直接由選民
提名候選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明明規定「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
成」，而這些人卻要把提名委員會參照現
行選舉委員會的規定，變成由選民直接提
名，這不是要完全和《基本法》對 幹
嗎？不是要把普選特首當成破壞《基本
法》、攪亂香港、上演一場自編自導自演
的政治Show嗎？

（本文轉載自《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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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一連2天發生弒親慘案，震動全城，令人

不寒而慄。雖說只是個別事件，但莫不引起社

會人士關注。事件原委，當然有待警方調查，

但當中可見目下的青少年問題的端倪，值得我

們深思。

首先，根據傳媒報道，大角咀和元朗八鄉倫

常命案的涉嫌行兇者俱沉迷網絡遊戲。十多年

來，青少年「打機」成風，或為之廢寢忘餐，

影響學業，有之竟日「打機」而猝死；更有因

「打機」而與父母發生衝突，輕則口角，久而齟

齬反目。青少年沉迷網絡遊戲，代入角色人

物，不斷升級，究其因，實是通過「格鬥」獲

得一剎那戰勝的成功感。由於目下網絡遊戲畫

面十分逼真，久而久之，青少年更可能誤以為

自己就是遊戲角色中的「英雄人物」，不能自

拔。由此看來，成功感和英雄感也許是他們沉

迷網絡遊戲的主要成因，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

方面，他們是否在現實生活中如工作、學業、

家庭中得不到成功感呢？另外，他們沉迷「打

機」久了，自然影響工作或學業，形成了「惡

性循環」，不斷沉溺虛擬世界，用以逃避現實的

不順遂。試想，若青年人有目標，能在人際關

係中得到認同感，在日常生活又可培養出陶冶

心性的嗜好，他們根本沒有空閒沉迷網絡遊

戲。此外，學校甚至社會應當及早發現這些高

危個案，予以輔導，或可避免慘劇的發生。

再者，面對生母親父，為人子者，怎能狠下

毒手呢？近年，我們時有聽見毆父傷母的新

聞，我們不禁要問：目下青少年的倫理價值觀

淪落到了哪裡？從前，我們仍會讀過緹縈救

父、黃香溫蓆、閔損單衣等孝道故事，但現今

青年人似乎對傳統「敬親」的觀念不甚了了。

由此，發揚孝道精神，確立其正確的倫理價值

觀，更是刻不容緩。此外，觀乎近年的一些所

謂「社會抗爭」，衝擊堵路

者每每是九十後的青少年，

他們多是中學生，甚或早已

輟學，他們不惜推撞警方，

表面上喊 口號，理直氣壯

為社會伸張正義，走上街

頭，此與沉醉網絡遊戲中的

自詡英雄心態同出一轍，實

際上是不知不覺受到政客唆

使，再加上對社會充滿戾

氣，既怨且怒，衝擊堵路變

成了他們宣泄情緒的渠道。

倘若，青少年對社會不滿便

衝擊，對父母不滿便吵鬧，

在這種氛圍下，我們的青少

年會變成怎麼樣？

我們深信香港大部分的青

少年都是積極正面而非憤世

嫉俗的，但那些少數的極端

者，尤其仍在學的少年人，

我們如何把他們納入正軌呢？至於，為人父母

者，當更應反躬自省，教導子女的方式會否偏

於苛斥而欠缺寬容和鼓勵。近一百年前，魯迅

提出「救救孩子」之言，認為父母應對孩子循

循善誘，讓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將來成為一

個獨立的人，放諸今日的香港，同樣值得我們

參考。

倫常慘劇的省思

數年前，特區政府決定推

動醫療產業，於是推出兩幅

供建設新私家醫院的用地公

開招標，結果僅有一幅土地

成功售出，而且中標價低過

市場的預期。成功中標者是

香港新創建集團與新加坡的

一家私家醫院所組成的聯營

公司，並由香港大學管理。

把醫療服務當成產業來推動，新加坡已有多年的經驗。因

此，相信數年前曾蔭權政府也是參考新加坡的經驗來發展香港

的醫療產業。新加坡政府把醫療服務當成產業來推動，成為經

濟發展的其中一環，很成功地增加了多家私家醫院、醫療集

團，吸引了大量東南亞的有錢人到新加坡求醫與療養，賺取大

量外匯，同時也推高了新加坡的醫療水平及醫藥、生命科技的

研究與發展。

新加坡沒有所謂的「雙非」問題，因為新加坡憲法根本就不

允許在新加坡出世的嬰孩自動取得新加坡公民權或居留權。只

有新加坡公民的子女才有資格取得新加坡的公民權。因此，進

入新加坡私家醫院的人純粹是來治病與療養的，主要看中新加

坡的醫療水平比東南亞其餘國家高許多，周邊國家的有錢人到

新加坡治病與療養休息，為新加坡帶來不錯的收入。

不過，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醫療服務最吸引人的是香港

的永久居留權。終審法院判決讓所有在香港出世的嬰孩可取得

香港的永久居留權，這就吸引了千千萬萬內地的孕婦來香港生

孩子。香港部分私家醫院為了賺取內地孕婦的錢，大量地改造

普通病房為產房，依然供不應求，導致香港本土孕婦找不到產

房生孩子，產科醫療費急增。

梁振英上任之後，決定改變這種現象，全力制止內地孕婦來

港生小孩，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數量急速下跌。因

此，這一次特區政府推出土地供私家醫院集團投標反應不佳，

有人認為是因為沒有「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之後，醫療產業已

不可能大發展，缺乏吸引力。

我不認為沒有「雙非」孕婦之後，醫療產業就完全沒有價

值。新加坡也一樣沒有「雙非」產婦，只憑高水平的醫療服

務，已足以吸引周圍國家的有錢人到新加坡醫病與療養。

要發展醫療產業，最最重要的條件是人才，新加坡通過輸入

海外醫療人才補充自己人才不足的問題，香港社會是不是也支

持輸入海外醫療人才的政策呢？

一、實現「中國夢」路徑更明確

去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開啟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新征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成為激盪13億人的新期盼。實現

「中國夢」不僅需要正確的決策和強大的執
行力，更需要全民族共同奮鬥的精神力
量，而這種精神力量首先源自解決現實問
題、規劃發展路徑的共識。今年兩會就是
將十八大確立的大政方針貫徹到實際的行
動綱領中去，更加清晰地勾勒出強國夢想
的輪廓。在人大閉幕式上，新任國家主席
習近平向全國人大代表發表「就職演說」
時指出，「實現『中國夢』的路徑是弘揚
中國精神。中國精神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
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

精神。深化改革開放，是實現『中國夢』
的物質文化基礎。『中國夢』歸根究柢是
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
須不斷為人民造福。」習近平的闡述，讓
人清晰實在地認識到實現「中國夢」的路
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空談誤國，實幹
興邦」對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性。

習近平還指出，中國人民愛好和平。我
們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
幟，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
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致力於同世界
各國發展友好合作，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
和義務，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推進人類和
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一向奉行和平
共處的外交政策，一再向世界強調和承諾
永不稱霸。實現「中國夢」既是中國人民

殷切期待的夢想，對世界而言也是重大利
好消息，將有力促進人類的共同繁榮穩
定。

二、銳意改革體現闖關決心和魄力

實現「中國夢」奮力前行，而夢想成真
的未來路程仍充滿風險挑戰。當前中國正
面對「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以後日益
尖銳的矛盾，如何凝聚共識，攻堅克難，
匯聚改革發展的正能量，是不容迴避的時
代命題。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首次亮相
記者會，向外界發表鏗鏘有力的改革「宣
言」稱，改革進入深水區，「觸動利益比
觸及靈魂還難」，但「再深的水我們也得
趟」，「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李克強
更表示，要以壯士斷腕之決心轉變政府職
能，更承諾「言出必行，說到做到。」這
些表述凸顯出新任總理的強烈個人色彩，
也表達了其帶領新一屆政府戮力改革的實
幹決心。

改革是最大紅利，其目的就是讓人民受
益。十八大之後，改進作風的「習八
條」、雷厲風行的反腐、從嚴治軍等措
施，已被視為改革的先行先試；此次兩會
期間，一系列打破盤根錯節利益干擾、順
應民意的改革陸續啟動，囊括鐵路、衛生

和計劃生育、食品藥品、新聞出版和廣播
電影電視、海洋和能源管理機構等領域，
尤其是受到萬眾矚目的大部制改革，正正
是從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和現實的切身利
益問題入手，回應了社會的關切，體現了

「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改革觀。相信
在大動筋骨的改革作用下，必然激發發展
的內生動力，再度釋放制度改革的紅利。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新一屆國家
領導層正視前進道路上存在的矛盾和困
難，銳意推進改革，充分體現「習李體制」
以實幹闖難關的決心和魄力，無愧於時代
賦予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歷史
使命。

三、習李相輔相成帶領中國砥礪前行

十八大以來，習、李配合默契，分工明
確，被認為形成了有利於平穩執政的「習
李體制」。如今，「習李體制」正式接過帶
領中國繼續前行的重任，二者職務不同，
所要求的理念、風格自然也會有所不同。
習近平為首總攬全面，民主開明、果決善
斷；李克強主導經濟發展，務實睿智，精
明強幹。但相同的是，二人均有強烈的使
命感和進取心，都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
從基層逐漸晉升，因此改革開放意識更

強，有 比
常人更為清
楚的觀察和
更為清醒的
認知。有海
外 媒 體 評
價，新任國
家主席習近
平、新任國
務院總理李
克強將共同
肩負起全面
建成小康社
會、實現「和諧的中國夢」的艱巨任務。
大陸新一代領導人具有豐富的中央和地方
工作歷練，思維開放，將更強調用解放思
想來突破改革發展的瓶頸，有利於維護今
後大陸在全球的經濟地位。

「習李體制」相輔相成，為執政科學化
奠定重要基礎，完全可以期待，「習李」
團隊在未來全新政治周期中將帶領中國砥
礪前行，走出更加從容自信的「中國夢」
之路。我深信，在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
理的正確領導下，國家必將富強文明進
步，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美好「中國夢」一定能如期實現。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在春意盎然的季節，伴隨 今年全國兩會的

相繼閉幕，習近平當選為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李克強接任國務院總理，

宣告中國近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高層人事已實現平穩有序交接，「習李

體制」正式開啟。此次兩會完成了承前啟後的歷史使命，讓人看到實現

「中國夢」的明確路徑，對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信心更堅定。新一屆國家領

導層配合默契、相輔相成、務實幹練，定將重改革、求公平、講法治、為

人民，帶領全國人民萬眾一心、信心十足地向 「中國夢」進發。

「習李體制」開啟「中國夢」圓可期

普選辦法不能偏離《基本法》及有關決定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孟　樓

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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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河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十年
過去了，忘不了市民的不幸和
苦難，也忘不了共同抗疫的犧
牲和決心。近日英國和中東出
現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死亡率
接近一半，本港亦出現懷疑個
案，公共衛生作為防範呼吸道
疾病的第一道防線，香港人絕
不能掉以輕心。

淘大花園已成了沙士疫情中
不能磨滅的名字，當年居民不
幸染上疫症，為了防止社區爆
發，政府決定把全幢大廈居民隔離。全城亦戴上口罩，一聲普
通的咳嗽聲，也引起恐慌，面對病毒變種和傳播形式改變的憂
慮，在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在零三年又經歷了另一次沉重打
擊。

重提舊事，是為了悼念病逝的醫護人員和市民，亦想喚起大
家對防範疫症的意識。經歷沙士後香港市民及社區的公共衛生
意識普遍有所改善，可是隨 十年時間過去，政府及市民的意
識逐步減弱，而社區的 生工作亦相對變得鬆懈。因此，我認
為現時政府需要推動「全城清潔大行動」，策動18區攜手提升
公共 生，針對公眾地方、公共屋 及後巷等，展開徹底清潔
和消毒，減低疾病傳播風險，並喚起市民對環境及個人 生的
關注。除了政府的推動，個人患病時戴口罩、不隨地吐痰、勤
洗手等衛生習慣，以及酒店、商場等人流集中地的清潔和消毒
工作亦必須加緊注意。

若果問我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什麼，我會說必然包括沙士期
間體現的精神。醫護人員主動提出進入隔離病房照顧患者，日
以繼夜研究病毒的生物學家，不辭勞苦的清潔工，還有照顧家
人的小市民。這是愛與關懷，以及專業的態度，只要我們在自
己的崗位也能如此，香港就不必怕任何困難，凡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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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

■何俊賢

■青少年衝擊堵路，和沉醉網絡遊戲尋求英雄感的心理同出一轍，

易被政客唆使，值得社會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