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的加冕禮：法國普選
史》是當今法國最具影響力的
史家羅桑瓦龍探討法國普選史
的扛鼎之作，作者在書中指
出，普選原則在19世紀法國的
確立，經歷了漫長的公民意識
確立和普及的過程。許多學者
也認為，公民意識普及是實現
普選的重要條件。

一般來說，公民意識是指公
民依據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和
義務，對自己在國家政治生活
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主
人身份的認識，及其對相應的
責、權、利的認知和價值取
向，因此，公民意識的前提是
國家意識。從公民身份的國籍
規定性來看，公民是在特定國
家中生存的人。基本法規定的
特首參選條件之一，就是「香
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並
在外國無居留權 」。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
耀博士公布的一項民調稱，只
有16.6％的香港市民願自稱「中
國人」。香港2017年普選特首並
非獨立政治實體的普選特首，
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
政府直轄的特別行政區普選特
首，如果按照鍾博士只有16.6%
的香港市民願自稱「中國人」
的「調查」，香港怎麼可能具備
普選條件？這是不是鍾博士通
過他的港人身份認同調查，曲
線表達他反對普選的立場？

實際上，鍾庭耀提供的八個
選項，實質和目的是將香港人

和中國人並列，叫受訪者選一項，問題定得不
科學和不合邏輯。因為回歸後承認自己是香港
人，理所當然就承認是中國人，香港不是獨立
政治實體，不是中國人，會是哪個國家的人？

香港回歸前，香港的原居民及在香港出生的
人士，稱為所謂「英國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s）。「英國屬土公
民」是英國1981年新《國籍法》規定的5種英
國國籍中的一種，但持有者沒有在英國本土上
的居留權，那時的所謂「英國屬土公民」，拿
了一本所謂的英國護照，但這本英國護照到英
國不能工作，去英國旅遊要拿英國的簽證，許
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認為，所謂「英國屬土
公民」，實際是「二等公民」。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其含義不僅是金甌補
缺洗雪國恥，而且也是香港居民身份從所謂

「英國屬土公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轉
換。 不少香港人都認為，自己在香港出生叫香
港人，現在已經回歸中國，那就更加肯定自己
是中國人。也有市民認為，自己過去民族意識
淡薄，回歸祖國後，覺得開始有尋根的感覺。
這真正體現了港人回歸後有了當家作主的公民
意識，不再以身處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去
看待自己。

中央推動香港普選的態度一直是積極和真
誠的，中央也高度肯定港人回歸後當家作主
的公民意識。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看不到

「普選」兩個字，但香港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
卻有雙普選的規定，這在世界各國憲法和憲
法性法律中是非常罕見的。2007年12月29日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特區2017年行政長官
可以實現普選，此後立法會可以實現全部議
員普選。

但是，鍾博士卻通過他的港人身份認同調
查，表達其反對普選的立場，這與港人回歸後
當家作主的公民意識的確立和普及，與香港在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法治軌道上邁向普選的時
代潮流，都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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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迷霧 撥亂反正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表示，中央在2017

年實行普選的立場堅定不移，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

國愛港人士的立場堅定不移，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立場堅定不移。

「三個堅定不移」明確顯示中央底線，特首普選須符合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中央絕對不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

擔任行政長官。特首普選的兩前提屬基本法訂明的憲

制框架，但反對派企圖先入為主，搬出所謂民主選舉

條件或「國際標準」，以混淆視聽。喬曉陽及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公開表明中央立場，具有澄清迷霧，撥亂反

正的意義。

普選兩前提屬基本法訂明的憲制框架。首先，行政

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這涉及尊

重基本法的憲制地位問題，是一個講法治的社會不應

成為問題的問題。其次，香港特首普選並非獨立政治

實體的元首普選，而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轄的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普選，與中央對抗的人絕不能擔任行政長

官，否則香港將形成獨立政治實體的局面，中央與特

區關係屆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

然嚴重損害。

「公民提名」違背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目前社會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討論，焦點

主要集中在行政長官普選候選人提名門檻的問題，反

對派趁機鼓吹所謂「公民提名」方式，提出只要行政

長官參選人取得10萬名香港合資格選民聯署提名，提

名委員會就要確認其行政長官普選候選人身份。這明

顯違背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從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和全國人大的決定看，

「提名委員會」是一個特定機構，屬於機構提名。正因

為是機構提名，才有一個「民主程序」問題。正如喬

曉陽指出，現在反對派就好像帶領香港市民遊西方花

園，說這朵花好，那朵花好，都要採回香港，通通種

到香港花園裡，要是不種，就是不民主。你要是告訴

他，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不能種這種花，他就說你不

符合國際標準。所謂「公民提名」是企圖離開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另搞一套，這顯然是挑戰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

關係到「一國兩制」成敗

反對派反對愛國愛港者治港，聲稱「愛國愛港沒有

標準」。事實是，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平，早

在1984年就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和標準。喬曉

陽明確指出，行政長官要維護好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

係，不僅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而且要對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這決定了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

擔任，並形容這是一個關係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能否順利實施、關係到「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問

題。

愛國愛港是一種正面的表述，如果從反面講，最主

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對抗的人，

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

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實際上，

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會要求由愛國者來管治，管治者必

須效忠國家，這是不證自明的「公理」。環顧世界上單

一制國家，沒有哪一個中央政府會任命與自己對抗的

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擔任地方政府首長。如果與中央

對抗的人掌握香港的執政權，後果不堪設想，這將形

成獨立政治實體的局面，國家憲法將遭到踐踏，香港

的繁榮穩定將遭到衝擊，廣大香港同胞和投資者的利

益將遭到損害。

港人自覺不選
與中央對抗的人

香港反對派及西方

反華勢力明顯錯估中

央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的決心和能力。面對香港反對派及西方反

華勢力策動「癱瘓中環」，以新的「災難論」威逼中央

接受「逢中央必反」的人當特首，喬曉陽及王光亞明

確表態，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

是條底線，這不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也是為了維護

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和投資者的根本利益。

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才是真正

的「災難」，香港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優

勢將喪失殆盡，投資者將紛紛撤離，屆時失業飆升，

樓股急瀉，港人生計堪虞。

普選兩前提屬基本法訂明的憲制框架， 反對派和外

國勢力企圖廢除這兩個前提，將整個普選討論越扯越

遠，以為通過「癱瘓中環」和「真普選聯盟」的威脅

和造勢，就可以威逼中央和特區政府屈服、讓步、就

範，接受反對派志在奪權的普選方案，讓中央接受

「逢中央必反」的人當特首。喬曉陽及王光亞代表中央

明確表態，也是為了讓香港市民自己去衡量，自覺不

選與中央對抗的人。

特區政府仍未啟動政制發展諮詢工作，但反對派已經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各說各話，更提出

「佔領中環」激烈抗爭的方案，引發社會關注、爭論和憂慮。中央公開表態強調普選兩前提，是

由於反對派「迫到埋身」，策動「癱瘓中環」威逼中央接受「逢中央必反」的人當特首。中央重

申屬憲制框架的普選兩前提，一是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二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

首，這對幻想挑戰「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反對派及西方反華勢力是當頭棒喝，對「癱瘓中環」

是堅定的回擊。同時，香港社會只有在普選兩前提上達成共識，其他問題才可以迎刃而解。

普選兩前提屬基本法訂明的憲制條件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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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人數鋪路接棒
為做好未來的交班接棒，民建聯今屆決定全面擴大領

導層人數，新增設1名副主席、1名常委、2名中委及3名

監委，並於3月18日截止提名。
民建聯現屆中委會議決，新屆中委會委員人數為52

人、監委會人數為43人，並於今年1月22日會議上，按
黨的章程細則第五十九條（二）規定，推選出7名中委

成員組成選舉委員會，負責制定選舉細則；而按照中委
會決定，各個支部須最少有1名新一屆中委會成員，因
此，每個支部得票最高的候選人首先當選，然後其他得
票最高的34名候選人順次當選，倘候選人所得票數相
等，將由選舉委員會召集人抽籤決定結果。

據了解，民建聯已於上星期四向合資格投票的黨員寄
出中委候選人名單及選票，在62名候選成員中，38人競
逐連任，而45名候選監察委員會成員中，則有41人競逐

連任。投票日期由即日起至4月15日結束，並於同日下
午2時在民建聯總部由選舉委員會主持點票，由核數師
監票，即時公布選舉結果。

譚耀宗料「㜌莊」主席

在常務委員會方面，新屆正副主席名單備受政界關
注。據悉，現任主席譚耀宗很大機會「㜌莊」，在未來
兩年繼續執掌民建聯，蔣麗芸、張國鈞、李慧㠒亦預料
會順利連任副主席。而隨㠥原黨副主席劉江華辭職，轉
任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加上今屆新增設一名
副主席，意味好大機會出現兩名新副主席，而現任副秘
書長彭長緯及常委會成員陳勇，據了解很大機會會再進
一步，晉身成為民建聯副主席，以更好地加強民建聯中
央與地區的聯繫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副局長黃靜文快將「重出江湖」，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昨日宣布委任黃靜文為該會新任行政總裁，由今年7月1
日起生效，接替將於8月1日離任的行政總裁梁世華。廠
商會會長施榮懷讚揚黃靜文具豐富公共行政及支援業界
的經驗，相信有助廠商會開拓市場及建立品牌。

黃靜文自去年政府換屆退出政壇「熱廚房」，但早前
在施榮懷力邀下決定加盟廠商會。

施榮懷讚務實穩重

施榮懷讚揚黃靜文曾服務多個政府部門，又曾任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加上
作風務實，處事穩重，兼具出
色的管理及溝通技巧，相信在

她的優秀領導下，秘書處必能切實執行各項會務政
策。

他又指，黃靜文在擔任前貿易署助理署長期間，負
責統籌香港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有關關稅和政府採
購的事宜，在前工商及科技局擔任首席助理秘書長期
間，亦協助香港資訊科技業界開拓商機，及推動社會
各界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相信能促進廠商會長遠及持
續的發展。

施榮懷又衷心感謝梁世華過去6年對廠商會的貢獻，
並讚揚他在任內致力發展會務及協助提升廠商會的機構
管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
明敏憑一首《我的中國心》紅遍大江南北。他昨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坦言，獻唱愛國歌曲對自己人生影響甚
大，可惜香港目前缺少了國民教育。他強調，推動國民
教育理應是香港「與生俱來」的責任，是回歸15年來一
個理所當然的職責，港人應該自發去做，國教「不應因
困難而擱置」。

由愛國歌手走到成為今日的港區人代，張明敏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坦言，自己從藝人走到從政，中間的界線並
不明顯，因為當日也是因獻唱愛國歌曲，而覺得要有義
務下決心參與團體工作，「這是社會給我的要求」。他
慶幸自己參與獻唱愛國歌曲，令自己當時得以接觸國家

的發展，更反思到：「20多30
年前，（香港人）為何不主動
認識祖國？」

在多年前加入全國青年聯會的張明敏坦言，在全國青
聯工作時，已有感內地青年與香港相差十分遠，尤其青
聯中的成員均來自各省市有顯著成就的年輕人，認識祖
國是十分重要，故自己在全國「兩會」期間也十分關注
推行國民教育的問題。

認識祖國需全方位

他指出，香港早前計劃落實推行國民教育，但就被
「一個小朋友」推翻，令他感到可惜及悲哀。他並形
容，香港人認識祖國需要全方位的推廣，認識的層面不
應止於經濟，還有文化上的融合，故國教「不應因困難
而擱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的最新民
調顯示，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表現評分
回升至50分以上，較3月初的同類調查
上升了2.8分，至51.4分，支持梁振英
出任特首的受訪者有32%，反對者
51%。同時，有28%受訪者滿意特區政
府的整體表現，不滿率則下跌4個百分
點至34%。

是次調查於3月21日至27日進行，透
過隨機抽樣方式，成功以電話訪問
1,003名巿民，發現特首梁振英的支持
度評分回升至50分以上，支持率較2月
27日至3月6日進行的調查微跌1個百分
點至32%，反對率增2個百分點至
51%，但兩者均在調查誤差之內，民
望淨值為負19個百分比。

政府滿意率無起跌

在特區政府整體表現方面，和2月18
日至21日進行的調查比較，整體滿意
率維持不變，為28%，不滿率則下跌4
個百分比至34%，滿意淨值為負6個百
分點，平均量值2.9分，即整體表現接
近「一半半」。在5項具體政策範疇
中，受訪市民最滿意政府處理與中央
政府關係，滿意者佔44%，較2012年
12月18日至28日的上次調查顯著上升
了7個百分點，不滿者則減3個百分點
至25%，滿意率淨值為正19個百分
比；其次為維持經濟繁榮，滿意率為
36%，較前升1個百分點，不滿率則為
33%，滿意率淨值為正3個百分比。

滿意民主步伐者增

不過，在改善民生及維護人權自由方面，兩者的
滿意率淨值同為負15個百分比：前者的滿意率較前
跌5個百分點至27%，不滿率增3個百分點至42%；後
者滿意率跌7個百分點至28%，不滿率加7個百分點
至43%。在推行民主步伐方面，有22%滿意，微升1
個百分點，不滿者則較前上升5個百分點至50%。

中心分析指，年齡在50歲或以上的受訪者，較支
持梁振英出任特首，有39%，同時也較為滿意特區
政府整體表現，同樣有39%。

黃靜文「出山」掌廠商會

張明敏：國教不應因難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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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新加坡訪問的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會見

了新加坡總檢察長莊泓翔和律政部高級政務部長英蘭

妮，討論兩地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政策方向等問題。

袁國強昨又訪問了在新加坡提供替代爭議解決服務的

麥士威會堂，分別與其主席菲力惹耶勒南、行政總裁

Ban Jiun Ean，以及設於會堂內的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

總裁旻乃吾會面，就替代爭議解決服務的最新發展交換

意見，並向他們介紹律政司要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解決

爭議中心地位的工作目標（圖）。

袁 國 強 又 與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法 學 院 院 長 Simon

Chesterman和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院長楊忠明會晤

及討論多項議題，包括新加坡法律教育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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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選領導層
料新面孔湧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領導層將於4月15日舉行兩年一度的換屆選舉，屆時會推

選出52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並於4月19日互選產生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及司庫。據了解，民建

聯已於上周四（3月28日）向合資格投票的黨員寄出中委會的候選人名單及選票，在62名候選中

委成員中，38人為競逐連任，並預料領導層將會湧現多張新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