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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將評估「佔中」風險 誓保市民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經常引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二十五條（b）款，質疑有關特首普選的前提，以至提名委員會的

成立違反了「國際標準」。香港大律師、「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接

受記者訪問時強調，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只是說「公約」在回歸前

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在回歸後會繼續有效，而香港的普選應該以《基本

法》為基礎，而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最重要的是確保特區的政治制度適

合香港的土壤。

由1987年開始研究《基本法》的梁美芬，見證了《基本法》落實的各個階

段。她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大部分國家在簽署「公約」後，都會有保留

條款。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統治香港期間，英國於1997年前批准有關「公

約」，並將「公約」適用擴展到香港，但決定保留「公約」第二十五條（b）

款不在香港實施。

梁美芬續說，1997年至1999年間，中央政府仍未簽署「公約」，故「公約」

在香港的適用範圍可說是「空白」的，即使中央政府在1999年簽署了「公約」

後，「公約」仍不能夠直接適用於包括香港特區在內的中國領土。

她進一步解釋指，國家的制度是但凡在簽訂一個只容許主權國家簽訂的

「公約」後，必須先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後，方可

在全國實施，正如當年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就需要先制定《基本

法》這全國性法律，來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內容，但中央政府並無

在全國性法律中提及如何制定在中國領土適用的「公約」。

《基本法》無提一人一票普選

梁美芬點出，《基本法》是唯一涉及在中國領土內實施「公約」的全國性

法律，但《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亦只是提到「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

繼續有效，「從字面看到英國有保留條款，我認為所指的是『公約』第二十

五條（b）款」。

因此，她強調，香港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為基礎去進行，

「一旦保留條款，香港最高法律就是《基本法》。《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無

提及『一人一票』普選委員會？《基本法》只是規定了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並參照附件一的選舉委員會

組成，從無話過『一人一票』或普選產生提名委員會」。

兩地和諧最有利香港發展

梁美芬認為，目前特首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能夠反映香港的政治現

實，大家應聚焦討論如何確保四大界別代表更具代表性。

梁美芬直言，世界上並沒有完美的制度，最重要確保政治制度適合香港的

土壤，而非要完全參照「國際標準」，她說：「『一國兩制』就像二人三足，

香港不是獨立主權國。我們必須面對的是，香港政治改革在『一國兩制』底

下行得最快，但完全參照『國際標準』，是否合適香港『一國兩制』大方向推

行的政治改革？香港與內地和諧最有利香港發展，而不是面對最差的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近期極力鼓吹「佔領中環」行動，直認
要以癱瘓香港這個重要的金融中心地
帶，作為未來政改方案的談判籌碼。香
港大律師、「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在接受本報訪問中強調，「佔中」對
爭取普選有害無益，剝奪香港整體社會
理性討論所希望得到的政制模式的機
會，更會損害香港法治精神這個核心價
值，影響深遠，並批評鼓吹「佔中」者
的行為極為自私。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帶頭，發

起所謂「佔領中環」行動。梁美芬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佔領中環」提
出的是一個政治訴求，並不是將來討論
2017年普選模式的唯一標準，更不是法律
框架的必然做法及選擇，「大家不能夠將
政治訴求與法律混為一談」。

激進行為損害港法治精神

她批評，鼓吹「佔領中環」等激進行

動，對爭取普選有害無益，指出很多港人
經歷過不少政治運動，所以十分珍惜擁有
的和平、和諧，「癱瘓中環」可能會令港
人對民主反感、厭惡及害怕，期望大家應
聚焦理性討論，讓政制發展向前走，「政
制發展向前走，總比原地踏步好⋯⋯部分
人採用偏激手法，甚至絕對化理念，既會
剝奪其他有機會成功的方案的可能性，也
會剝奪有機會理性去討論的香港各界持份
者所希望得到的政制模式，縱使不是立即
重返談判桌，亦會令理性的談判桌甫開始
已經出現極大裂縫」。
梁美芬又指出，「佔中」等激進行為更

會影響香港的法治精神，「每個人都有自
由的選擇權，如果將一個政治理念完美
化，本質上是個自私行為，深層次更會影
響港人經由百幾年培養的守法精神。破壞
好容易，但培植守法精神卻是幾百年的
事」。
她直言，法律並不是完全完美的，但最

重要的是守法精神，有人衝紅燈被警察抄

牌，甚至亂拋垃圾被罰款，他也有可能質
疑法律並不是完美的，但戴耀廷等聲稱的
「違反不義的法律以達到公義」完全是張
冠李戴，完全違反了法治精神，「香港不
是民不聊生，而是屬於改革年代，你大可
以在立法會提出修改法律。如果你的政治
力量足夠，你可以要求修改《基本法》，
但不應該帶頭呼籲公民抗命」。

反對派圖包裝暴力騙市民

對於反對派試圖以「愛與和平」來包裝
他們的暴力行為來欺騙市民，梁美芬直
斥，「佔領中環」這種行為和所謂「愛與
和平」根本完全相反，「愛是要包容不
足，何況他們口中所謂的『不足』，在社
會上仍然存有極大爭議，社會又是否已經
認同他們提出的方案？不依據他們提出的
方案普選就要癱瘓中環，怎樣稱得上愛？
無人有權界定部分人權高於上班族的權
利，並將一個政治理念『完美化』，本質
上就是個自私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將就「佔領
中環」行動作風險評估，並作相應部署，盡量
將風險減至最低。警務處監管處處長鄧厚江表
示，警隊是作為執法部門的最後一道防線，如
果社會出現大家都不想見到的事情，市民會要
求警隊用盡方法，保障他們的生命和財物安
全，屆時如果警方不採取行動便是失職。他強
調警方尊重市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但對所有
可能影響香港治安或市民安全的活動，均會採
取同一套做法。

執法時需要與市民溝通

鄧厚江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警隊管理
層會指示前線警員執法時須依法辦事，過程中
要尊重市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只在有需要時

才決斷執法。另外，他指出，因應市民教育水
平提升，更認識自己的權益，警方執法時需要
面對市民的質詢，所以要懂得解釋執法原因，
「除了識做，還要識答」。而警方亦多次調整架
構及培訓制度，尤其 重警民關係，「轉變是
社會發展必然經過的階段，不需擔心，因為只
要堅持原則和價值觀，用不同渠道與市民溝
通，市民一定會明的」。

保護政要與處理遊行不同

他續稱，每當有人行為超越底線，所有傳
媒均會一致譴責，令警方有信心執法，但若
前線警員反應過敏，傳媒報道亦會引起內部
反思，強調如有警員犯錯，警方會承認錯
誤，並檢討究竟是否制度、指示、訓練或個

人品德方面出問題，再對症下藥，嚴肅處
理。
當被問及美國人權報告早前指香港警方以

更進取的手段阻礙市民集會自由時，鄧厚江
表示尊重不同看法，但相信香港公共政策具
透明度，市民有言論自由，對有關講法自有
公論。他又引述上星期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
炸案，最終發現犯案者是兩名思想激進的人
士，反映恐怖活動未必來自有組織的恐怖集
團，只是因為精神健康有問題，已足以影響
市民及政要安全，因此警方因應政要訪港作
出的部署及充足的準備，「最主要是要人的
人身安全」，採取的措施會與處理一般公眾集
會的不同，市民可能因為不認識措施，將兩
者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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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批

評鼓吹「佔

中」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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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鄧厚江（中）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尊重市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警方只

在有需要時才決斷執法。 商台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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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提出，普選行政

長官有三個「堅定不移」。香港大律師、「經濟民生聯盟」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香港普選行政長官

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要求，

是合憲、合理、合法的，大家在討論2017年的普選問題時，

不應將政治訴求凌駕在法律規定之上，並必須分清政治訴

求、法律框架、「一國兩制」三個層面，「可能你在政治訴

求上不喜歡，但一定要理解《基本法》的本質，並以此為框

架聚焦理性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反對派聲稱喬曉陽公開闡明普選特首的基本底線，是在「設置關
卡」。梁美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基本法》包括了3

個原則，包括主權、高度自治、維持現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亦訂
明，在香港市民的層面，可以「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中央政府則
保持最後的實質任命權，在這個前提下，中央政府絕對有權提出普選標
準，「她（中央政府）明白到香港有獨特政治及國際環境，認同最後要
逐步演變成民主開放的政治制度，但過程中絕不能夠失去『一國』」。

「不對抗中央」具憲制基礎

她進一步分析指，「愛國愛港」是政治要求，但不對抗中央原則，既
是政治要求，更有憲制基礎，「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行政長官
要向中央政府，也要向港人負責。而《基本法》也是根據國家憲法第三
十一條制定的，因此，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當然直接適用於香港特區，
但國家憲法的其他條文，作為香港行政長官也要遵守及尊重」。
梁美芬舉例指，國家憲法在序言中，提到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

的部分，「香港對此不能不尊重；有人聲稱要打倒共產政權，也是不
尊重憲法的表現」。
她直言，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是在中英兩國談判

後，由中央政府成立的，中央並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制定了《基本
法》。《基本法》更是香港最高的法律，在本質上也屬於適用於全國的
法律，並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是帶有內地「大陸法」及香港
「普通法」特色的法律。

設提名委員會合法合憲

梁美芬指出，《基本法》在關於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上，已經
作出了法律規定，就是要「過三關」：方案須得到三分二立法會通
過、行政長官同意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也
表明，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候
選人。普選行政長官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的要求是合理、合法、合憲，喬曉陽根據《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的原則，就特首普選提出前提，也完全是合憲合法的。
她又直言，目前坊間很多針對特首普選所提出的意見，事實上都屬

於政治訴求，以至是政治追求或不同政見，「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政治
訴求、法律框架、『一國兩制』，並循上述三個層面考慮2017年普選
問題」。

鼓吹「佔中」者行為極自私
■反對派示威行動，多次堵塞中

環，令交通大受影響。 資料圖片

■梁美芬指出，普選特首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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