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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批英國干涉港務
中央主動向港人作普選承諾 促尊重歷史事實勿「指點」

施維爾在《明報》以《選舉、民主和香
港的未來》為題撰文，聲稱英國外交

政策的核心，是「支持加強民主體制」，而
中英聯合聲明確保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基本
權利及自由，「英國與香港有 深遠的歷史
關係，故就聯合聲明當中所作的承諾，必然
認真對待」。他在文中承認，香港民主普選
的確切內容，「當然是在符合《基本法》的
規定下，由香港與中國政府以及香港人作出
決定」，但「重要的是，任何方案應予香港
人一個『真正』的選擇，讓他們能『真正』
主導自己的未來。這顯然不易辦到，要順利
找到這重要議題的解決方案，各方的對話與
合作，便顯得格外重要。當然，英國也隨時

準備提供任何支援」。

盧瑞安：不應為反對派製造輿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施維爾身為外交官員，應該懂得外
交禮節，不應該對中國內政指指點點，更不
應在這個時刻推波助瀾，為反對派製造輿
論。他說，中央政府按照經過長時間諮詢才
起草頒布的《基本法》推進香港民主發展，
但反對派卻突然搬出「公民提名」類似的、
違反《基本法》的建議，施維爾在發表言論
前應該尊重歷史，尊重現實。

雷添良：港人自主不應受影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也批評，施維
爾的說法「奇怪」，因為香港政改仍然在發
展當中，又是香港的內部事務，英國高層
次的外交官員聲稱要「幫手」，令港人覺得
有干預味道。儘管世界各國關注香港普選
事宜，各有不同的意見、想法，但港人不
應受到外界言論影響自主，要按照《基本
法》的框架落實特首普選。

張明敏：普選求助外國沒人認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明敏則直斥施維爾
言論荒謬，「香港的內部事務一向由香港
人自理，怎麼可能讓英國人、外國人支援

呢？我都很想知道他支援甚麼」。被問到施
維爾言論會否影響政改進程，張明敏相信

「絕對沒有影響」，因為沒有人會認同香港
政治人物就普選問題向外國官員求助。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昨日在一活動
也直斥：「（香港普選）關佢（施維爾）乜
事？」他批評，英方此舉是「慷他人之
慨」、「虛話」，在香港社會正就政改諮詢
開展作討論的時刻，英方官員卻作此言
論，屬「極端不恰當，用英語表達就是
improper」。

譚耀宗：英少說話已是最大幫忙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聲言，在中英聯合聲
明中，只提到行政長官經協商或選舉產
生，沒有指明特首經普選產生，反映回歸
以來《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民主權利已經
與回歸初期有很大進步，不明白英國政府
有甚麼可以幫忙：「有甚麼需要他幫忙
呢？他最好不要講那麼多話，這樣已經是
最大的幫忙，這不是他們的工作，不用他
們擔心。」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直指，政
制發展是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政，就算中
英兩國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英政府也不可
以在香港的普選問題上指手劃腳，施維爾文
章中一句「提供任何支援」更可圈可點，自

己實在看不到有甚麼是需要英國政府「支援」
的，施維爾必須澄清其說法。

梁美芬：外國插手變複雜有反效果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強調，中英聯
合聲明制定了中央政府接管香港後的基本
政策方針，但按《基本法》落實普選是香
港內部事務，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有
能力自行處理，毋須外國支援，又批評施
維爾的文章寫得很曖昧籠統，很容易引起
諸多猜測，帶來反效果，最壞情況是連累
2017年特首普選的落實：「任何支援是指
甚麼呢？金錢，政治上的，還是其他呢？
這樣會令人有很多想法，引起反效果。根
據過去的經驗，內部事務凡有外國插手，
都會有反效果，事情甚至會變得更複雜。」

不過，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言，英方有
份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要履行香港50年不
變的承諾，加上其他國家都「睇英國頭」，
故英國有特別大的「道義」和政治責任

「出聲」，又嫌對方現在才發聲「太遲」。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則稱，香港是國際
金融中心，受國際社會注視是「正常」
的，希望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不要太介
懷」，但亦擔心施維爾的言論會「幫倒
忙」，令建制派有藉口以「外部勢力干預」
的原因攻擊反對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

鈺 ） 中 央 政 府 主 動 在 《 基 本 法 》

中，加入中英聯合聲明所無的、香

港特首及立法會最終由普選產生的

條文，不過，香港《明報》昨日刊

出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

施維爾（Hugo Swire）的文章，聲

稱英國會「認真對待」聯合聲明中

「所作的承諾」，「英國也隨時（為

香港政制發展）準備提供任何支

援」。香港社會各界批評，普選是中

央政府主動向港人承諾，而非中英

聯合聲明的內容，而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英國不應對香港的內部事

務指指點點，更毋須外國「支援」，

要求對方尊重歷史、尊重事實。

陳弘毅：偏激爭普選害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就
施維爾撰文稱，英國在港普選問題上

「可提供支援」，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昨日強調，香港普選及政改方面
毋須外國政府支援。

按《基本法》人大決定前行

林鄭月娥昨日指出，香港要落實普
選，毋須外國政府支援，「因為這件
事基本上已經按 《基本法》的規
定，以及全國人大委員會的決定來進
行。我深信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議員，
以及我們廣大的市民有這個共同的智
慧去處理香港政制發展的事情」。

她又透露，自己早前與英國外交國
務大臣施維爾禮節性會面時，已向對
方表明普選對香港十分重要，特區政
府十分重視政改，並會在適當時候會
展開政改諮詢。當時，對方完全沒有
提及過說英國政府可以「提供支援」

等說法。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另一場合回應指，

自己不太清楚施維爾的撰文內容，但相信
特區政府在政制發展問題上，會持積極態
度去面對普選問題，並希望能夠與社會達
成共識。

隨 香港反對派提出種種不符《基本
法》規定的普選方案建議，掀起社會爭
議，外國官員近期開始對香港政制發展

問題「指手劃腳」。今年7月底履新的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
（Clifford Hart），上任不到2個月，就聲稱希望在2017年特首普
選中，反對派中人可以「入閘」參選。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
當時予以嚴正批評，強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無視《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

夏千福7月底來港履新後，他即發表書面感言，稱自己「很
榮幸能夠親歷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一國兩制」
的框架下走向「真正的普選」。其後，夏千福與行政會議成
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面。葉太在會後引述，夏千福又
聲稱「希望北京（中央政府）作勇敢的決定、冒點風險」，令
各方人士，包括反對派在2017年特首普選時可以「入閘」。

中方堅決反對外國勢力插手
其後，宋哲在公署會見夏千福，向對方強調政制發展問題

是香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官員不應干涉。他重申，中方堅
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希望美國駐港機構和人員尊重

「一國兩制」，遵守《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中美領事條
約》，不以任何借口從事與身份不符的活動，不做任何有損香
港繁榮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尊敬的李宗德先生、譚惠珠女士、尊敬的各位學
者、來賓、朋友們：

今天，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在這裡舉辦
紀念《基本法》頒布二十三周年研討會，這是1997
年以來基推會連續第十七次舉辦這樣的周年研討
會，基推會長期致力於《基本法》的宣傳和推廣，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並極富建設性的工作。在此，
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對基推會各位朋友長
期以來為推介《基本法》付出的辛勤勞動和積極貢
獻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敬意。

「一國」「兩制」相連無法割裂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法律基
石，「一國兩制」的立法精神貫穿於《基本法》的
始終。今天研討會選取了一個很好的主題，「一國
兩制－『國』『制』相連」。它點出了「一國」和

「兩制」的關係，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一國」和
「兩制」是有機的整體，「國」「制」相連，不能割

裂。同時「一國」和「兩制」也不是平分秋色，半
斤八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
制」統一於「一國」之中。

近期香港社會對於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討論逐漸
升溫，特別是對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的提名辦
法，可以說是意見紛紜。有一種意見主張以公民提
名的方式來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並且聲稱是不可
推翻的死線。這種主張看似比較開放、公允，但它
實際上是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以外另搞一套。有的媒體稱之為是一個全無法理依
據而不可落實的A貨。

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無歧義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2007年12月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將來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
人是由類似於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的提名委員會這樣
一個機構來提名，也就是說提名單位就是這個提名
委員會，而不是某個其他的機構或者在這個機構之

外的任何其他的個人組合，這點是很清楚的，引不
出任何歧義。拋開提名委員會或者是在提名委員會
之外增加一種一定比例的巿民個人提名的方式，即
所謂的雙軌制，都顯然不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上述決定，而且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

因此，之前我辦張曉明主任在一封覆信中明確的
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
自破之說。

兩個問題待港社會討論

喬曉陽主任今年3月在深圳和部分議員座談的時候
曾經指出，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將來行政長官普選時，由誰提名的問
題也解決了，就是提名委員會提名；提名委員會如
何組成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就是提名委員會可參照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組成。尚未解
決、尚待香港社會討論解決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
個是提名行政長官的民主程序，一個是提名多少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
理性務實的討論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問題應當聚焦

到這兩個尚待解決的問題上。我們希望香港社會各
界在這兩個問題上展開討論，各抒己見、集思廣
益、凝聚共識。也只有在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來展開討論才可能縮
小分歧，達致共識。

遵守《基本法》是法治基本要求

古人云：「溫故而知新。」在紀念《基本法》頒
布的日子裡，在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階段，就《基
本法》的有關問題進行研討，最重要的就是要牢固
樹立尊重《基本法》、遵守《基本法》、嚴格依照

《基本法》辦事的意識，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中央
政府支持香港政制發展並且最終達至普選的立場和
誠意是不容懷疑的。我相信，只要香港社會遵循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決定，理性溝通、良性互
動、求同存異、凝聚共識，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目
標就有望實現。最後預祝本次研討會取得圓滿成
功，謝謝大家！

■記者根據現場錄音整理

■標題及小標題由編輯所加

公民提名不符《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決定

外交部批美干預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期不斷
鼓吹違法的「佔領中環」，意圖迫使中央接納他們所
謂的「真普選」方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昨日強調，在2017年普選特
首的問題上，任何將中央同港人對立起來的態度或
論述都係無濟於事，「一 比較偏激道路係行唔通

」，倘「寧為玉碎，不為瓦存」，香港政制將原地
踏步，可能會激化社會政治矛盾，威脅香港的繁榮
安定。香港社會應採取理性態度，思考港人如何在
普選問題上與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合作。

落實普選需要「中庸之道」

陳弘毅昨日在《基本法》頒布二十三周年研討會
上坦言，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並不理想，不同政黨
及政治團體對中央和特區的關係看法有分歧，社會
分化及撕裂情況越來越嚴重，不妥善解決2017年行
政長官及如何實行普選的問題，將會是香港及特區
成立以來香港政治上最大的挑戰。

他指出，「一國兩制」涉及國家主權原則，及特
區高度自治的原則，中央行使對香港主權及相關權
力，而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包括港人治港、立法權

範圍廣泛，行政管理權等，「『一國兩制』的成功實
施，有賴『一國』和『兩制』之間的適當平衡」。因
此，要成功在香港實行普選問題的成功之道，需要
的是一條適當平衡「一國」和「兩制」的「中道」
或「中庸之道」，即同時兼顧國家主權及香港自治權
的道路，三方面合作形成各方接受的方案。

建互信實現普選不二法門

陳弘毅續說，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目標是香港
市民期望，相信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目標一致而並非
對立：香港社會必須採取理性態度，思考港人如何與
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合作，共同努力實現三方已共同
肯定的2017年實現普選的目標，而關鍵在於互信。

他說：「實現香港2017年普選特首不二法門，就
是在港人同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之間建立互信，包
括『泛民主派』及中央間互信，從而進行有效溝
通。」在討論政改時，不應將港人和中央對立，反
對派應多了解中央政府的立場，而「中央政府及特
區政府都應被視為港人合作伙伴，這些港人不單止
包括建制派人士，亦都包括『泛民主派』（反對派）
人士」，「反過來，如果只有互相猜疑及對罵，就無

可能出現互信、理性溝通及對話，困難問題就無可
能解決，普選就難以實現」。

恐嚇式做法無助理性溝通

就反對派鼓吹的「佔中」，陳弘毅不點名指，香港
目前有不少合法途徑表達市民意願，即使是2003年
七一遊行的大規模群眾活動，也是合法的，但社會
上一些恐嚇式的做法，無助於理性溝通、解決政改
問題：「一 比較偏激道路係行唔通 ，舉例來
說，若果不理會《基本法》及有關人大決定條文，
而去追求一種被認為最理想『最民主』的普選方
案，並且堅持除非中央及特區政府接受方案，否則
立法會就應對政府提出的方案行使否決權，就是所
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存』。」

他強調，香港不是屬於建制派或反對派的，而是
屬於全體香港市民，香港政治走的道路應符合大多
數港人利益和意願的道路。倘香港政制原地踏步，
只會令香港政制發展原地踏步，激化社會政治矛
盾，威脅香港的繁榮安定，希望建制派和反對派能
都為香港市民整體福祉 想，「放下分歧，求同存
異，共同努力找出『中道』」。

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在《基本法》頒布二十三周年研討會致辭全文

■盧瑞安 ■雷添良 ■張明敏 ■劉迺強 曾慶威 攝 ■譚耀宗 ■葉國謙 ■梁美芬

■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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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的今天，美
國投資銀行雷曼兄
弟破產，觸發嚴重

經濟危機。5年後，不
少銀行規模仍「大得不
能倒」，同時新興市場
信貸過度膨脹，今天的
復甦可能是下次危機的
開端。 詳刊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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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艘豪華郵輪
「海娜號」13日被
韓國濟州法院扣

留，包括船員與遊客在
內的2,300多人已滯留逾
32小時。中方正與韓方
協調，爭取讓「海娜號」
郵輪盡早離開。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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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立法院長」
王金平雖以「假處
分」暫保黨籍及院

長職務，但黨政人士表
示，國民黨認定王金平
已非國民黨不分區立委
與「立法院長」，未來
所有黨務活動不會邀王
金平參加。 詳刊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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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發射失敗的
日本「埃普西隆」
固體燃料火箭，昨

日終於成功發射。中國
專家表示，固體燃料火
箭發射較液體火箭簡
單、迅速，警告「埃普
西隆」可改造成中程或
遠程導彈。 詳刊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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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通宵茶餐廳員工
養活一家4口的廿四
孝爸爸，昨清晨放

工後攜 一盒月餅返家，
擬與妻兒提早慶祝中秋團
圓佳節，豈料遭旅遊巴撞
倒捲入車底，慘被車胎輾
爆頭當場死亡，佳節團圓
變死別。 詳刊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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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導讀

下次攪珠日期：9月16日

9月14日(第13/107期) 攪珠結果

頭獎：無人中

二獎：$1,601,020 (1注中)

三獎：$108,080 (39.5注中)

多寶：$8,000,000

6 21 29 39 40 47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