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團體認為本港現時的問題並非缺
地，而是新增人口太多，促請政府取回單程證
審批權。為此，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前日發表文
章指出，目前並無任何理據改變由內地主管部
門進行的審批工作。的確，單程證的審批制度
由基本法作出憲制性的規定，而且在打分制透
明合理的操作下，多年來行之有效。正是單程
證的作用下，既有秩序、有額度地控制內地人
士來港團聚，符合人道原則，又避免過多人口
湧港，導致本港資源失衡。將本港土地供應不
足、樓價高企，歸咎於單程證制度令新增人口
太多，並不符合現實。
說起單程證制度，不能不回顧一下香港人口的

發展史。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需要大量的勞動
力發展經濟，結果當時有數以十萬計內地人士來
港，本港入境處也不遞解出境；到七十年代尾，
本港工業開始北移，吸納不了過多的人口，港府
開始推出抵壘政策限制內地來港人數；再到後
來，本港再也承受不了難以控制的新增人口，連
抵壘政策也取消了，港英政府與中國內地政府協
商同意，於1980年10月推出單程證制度。香港是
彈丸之地，在當時香港與內地生活差距巨大的歷
史條件下，根本沒有能力審批、限制大量的內地
人口來港，如果不是中國內地政府部門嚴格落
實、執行單程證制度，為香港「守好大門」，香
港難保不「陸沉」。單程證制度實施，資格由內
地審批，以家庭團聚為主，建立起內地人有序來
港的制度，保證了香港社會的穩定。1984年的
《中英聯合聲明》和1990年的《基本法》再次確
立此制度，並延續至回歸後。這是單程證由內地
政府審批不能忽略的歷史淵源。

正視單程證制度效益

根據《基本法》第22條第四款，中國其他地區
的人士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
內地居民如欲來港定居，須向其內地戶口所在
地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領《前往港澳
通行證》（慣稱單程證）。既然根據《基本法》的
相關條文，單程證的受理、審批及簽發，屬於
內地主管部門的職權範圍，所以也就不存在由
特區政府「取回」或去「爭回」單程證審批權
的問題。單程證的設立，是為了家庭團聚，內
地當局由1997年5月開始設立「打分制」，為單程
證制度訂下公開和具透明度的審批準則，按客

觀標準審定申請人的資格及赴港次序，並會在網上公布審批
放行分數線。「打分制」令單程證的審批更加公開、公平、
公正，有效防止被濫用，香港特區政府沒有理據和需要改變
現行單程證制度，更不應該加入其他行政篩選措施。
目前香港樓價高企，有人認為是內地人口來港過多之故，

應該減少單程證配額；但另一方面，社會也有不少維護家庭
團聚的聲音，呼籲加快單程證審批。正是因為有單程證制度
實施穩定的輸港人口配額，讓特區政府可以預計人口增長的
趨勢，為制訂房屋、醫療、教育等福利政策提供重要依據，
平衡各方面的訴求。香港和內地婚姻、家庭融合是歷史也是
趨勢，內地人因家庭團聚來港是人之常情，應予滿足，亦要
顧及香港社會的承受力。因此，特區政府可以因應本港社會
的意見和利益，就單程證政策與內地有關當局交換意見，不
時就單程證制度作出調整和優化，以符合本港社會發展的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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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房屋策略委
員 會 出 了 一 份 報
告，預測未來10年

香港新住宅需求是47萬個單位，這是根據一些計
量經濟模型計算出來的。報告公布後，民間的反
應多認為計算的結果有誤，低估了需求。當然，
一般學歷水平不夠高深的市民不敢挑戰大學教授
的計量經濟模型，他們的反應多基於自己的主觀
感覺來評論。
計量經濟的準確度有多高？實際上不高，這是全

球學術界的共識，原因是所有的計量預測模型都有
大量的假設條件，只有當所有的假設條件皆一一出
現，預測模型才可能準確。當然，我們也不可以因
為計量經濟模型有缺點而否定之，畢竟，有個模型
協助規劃總比沒有模型、憑空隨意推出一些數字
好。
有人認為長策會之所以低估了未來10年的需求，是

因為1997年董建華的「八萬五」規劃，也是建基於港
英時代彭定康留下的房屋需求預測而成，當年彭定康
也成立了一個類似今日的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預測

未來10年香港新住宅需求是85萬個單位，所以才有董
建華的每年建8萬5千個單位的規劃。當年，彭定康的
預測方法，基本上也是計量經濟模型。
是當年計算錯誤還是這一次計算錯誤？是當年高

估了還是這一次低估了？

需求會隨樓價升跌改變

另外有些人認為這一次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之所
以低估未來10年的房屋需求，是因為特區政府沒有
能力找到足夠的土地供應，在未來10年提供超過47
萬個單位的住宅，既然做不到，索性低估需求。這
些人之中有些更認為目前的特區政府在未來10年，
極可能連47萬個房屋單位也無法提供，理由是梁振
英政府尋地開發遇上重重阻力，東北發展有許多人
反對，洪水橋發展也有許多人反對，填海一樣有人
反對，市區重建則居民、業主獅子開大口，要求巨
額賠償。
什麼是需求？實際上，需求是有相當程度的

「虛」。還記得「綠悠雅苑」嗎？988個單位，超額認
購58倍，需求超過5萬人，但是，第一天開售，三分

之二的申請者失蹤
了，需求消失了。
當年，董建華年建
8萬5千單位的計劃
只推行幾年就停止
了，因為市場上的
需求消失了，沒人
想買樓。樓價下跌
時，家中長大了的
孩子仍會與父母同
住，甚至結了婚，
仍然蝸居於父母的
屋子裡；樓價上升
時，年輕人則很想早一些離開父母，有自己的住宅。
所以需求是會隨㠥樓價的升跌而改變。
香港樓價已經反覆上升10年，還能上升多少年？

影響樓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利率，目前的超低利
率還能維持多少年？
不要忘記樓價與需求的關係。

需求浮動難測 置業量力而為

在基本法框架下推動民主發展

李源潮在談到政改問題時說，政改要按基本法去

做，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推動民主發展。他說，香港已

經回歸16年。16年的實踐證明，國家在香港實施「一

國兩制」，是正確和成功的。

這一表態重申了中央的立場，也為處理目前香港因

「佔中」、「雙普選」引發的亂局定了調子。基本法在

香港具有憲制性地位。行政長官如何選舉？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和決定已經設定了「五步

曲」。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04年的《解釋》，政改「五

步曲」指的是首先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特

首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第二步為人大

常委會決定可就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第三步是修改方

案獲立法會議員2/3大多數通過，第四步方案獲特首同

意，最後一步為交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五步是必

經步驟，可謂「缺一不可」。李源潮強調，中央支持

香港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推進政制

改革，有關討論應在法治軌道上理性進行。

然而，反對派卻要另起爐灶，拋出了基本法完全沒

有的「公民提名」模式。所謂「公民提名」看上去是

一種非常民主的模式，其實毫無法理依據，違反了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機制，也違背了基

本法「均衡參與」的原則，其真正目的是提出反對中

央政府的人參選。

這種公然違背基本法的做法，是對基本法地位的挑

戰。挑戰基本法，就是挑戰「一國兩制」。在這個重

大原則問題上，中央絕對不會讓步。李源潮談話亮出

了中央的「底線」：基本法的地位不可撼動。

中央堅定不移地「挺梁」

李源潮說，特首梁振英帶領香港管治團隊，勵精圖

治、依法施政，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堅定支持。

中國人歷來講究遣詞造句，官方表態的措詞更是經

過了反覆推敲才會出籠。中央政府對梁特首上任以來

的工作能給多少分？在「肯定」的前面加上「充分」

兩字。這樣的評價，應該不低於90分。中央政府今後

「挺梁」的力度有多大？在「支持」的前面加上「堅

定」兩字，這樣的支持力度，應該說是不遺餘力。

李源潮代表中央政府再一次堅定不移地「挺梁」，

具有三重含義。

其一，梁特首的執政能力和作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

高度認可。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處理了斯諾登事件，

顯示出了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他以「一支筆，一本

簿，一張凳，與市民交流」的親民務實作風深入基

層，體現出他「貼㠥民意施政」的真心誠意；面對香

港經濟、社會各種挑戰，中央政府相信他和執政團隊

能夠使「香港明天更美好」。

其二，梁振英先生是在基本法框架下選舉出來的特

首，「挺梁」的法理邏輯就是維護基本法的權威性。

其三，「挺梁」是站在維護國家利益的高度做出的

選擇。越來越多事實表明，「倒梁」事件絕不僅僅是

針對梁振英本人，香港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的

一個棋子，「倒梁」事件也是「系列動作」中的一個

「動作」。夏千福赴任不久，就頻繁地會見香港各政黨

代表，討論香港政改，插手香港事務。對於美國的插

手，香港反對派積極響應，搖旗吶喊，聲稱夏千福

「干預有理」。顯然，美國與反對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

達成了「默契」。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必須站在

維護國家利益的高度處理香港事務，「挺梁」也就成

了必然選擇。

希望公務員隊
伍在「港人治
港」中發揮更

大作用

主管港澳事務的

李源潮高度讚揚了香港公務員隊伍，稱香港公務員是

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貫徹基本法，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力量。他特別指出，香港公務員

工作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一國兩制」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創新，也是鄧小平

先生的一大發明。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外交、

軍事由中央政府管理，香港內部事務由香港人管理，

概括為「港人治港」四個字，而香港公務員隊伍始終

是實現「港人治港」的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

李源潮對香港公務員隊伍的高度評價，不僅包含了

對其過去工作的肯定，也包含了對其未來工作的期

許。雖然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在香

港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未來的日子裡，這種治理

模式仍會遇到種種考驗，特別是在國際風雲變幻的關

鍵時刻，各種勢力必然在香港登陸，試圖興風作浪。

公務員隊伍如何履職盡責、維護香港的和諧穩定？顯

然，公務員隊伍應秉承恆定的價值觀，忠於基本法，

與梁振英及其管治團隊齊心協力，恪盡職守服務香港

民眾，在治理香港各種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就在「佔中」、「雙普選」、「倒梁」、「公民提名」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繼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高調會見香港紀律部隊交流團後，9月12日，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

長的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又高調會見了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率領的常任秘書長及部

門首長國家事務研習班學員。李源潮的談話傳遞了三條重要信息：一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推

動民主發展；二是中央堅定不移地「挺梁」；三是希望香港公務員在落實「港人治港」中發

揮更大作用。

李源潮會見香港公務員談話傳遞三條重要信息

《中英聯合聲明》的原則和內文是非常清楚的，通過了中英協議，到了1997
年7月1日，中國就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英國在政治上全面撤退，再不能干預
香港的內部事務。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宣佈了對香港的方針政
策，全部用基本法的方式規定。既然英國承認了1997年以後香港的事務就是基
本法管轄的事務，英國完全沒有置喙的餘地。英國在管治的最後五年，派了
彭定康來香港，就是企圖把英國設計的政治制度過渡到九七年以後，這個圖
謀已經失敗了，中國拒絕接納有關政治制度模式，九七年前，英國人尚且不
能違背聯合聲明作出干預。九七年之後，更加沒有這個權力。聯合聲明也沒
有設立任何機制，讓英國人在九七年之後干涉香港的政治改革。

奪權陰謀 不打自招

眾所周知，英國人在中國政府的強勢之下，在《中英聯合聲明》第四款中
承認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現在，英國人已經沒有國際協議的理由對
香港選舉制度說三道四了。中國政府在中英談判的時候，從來沒有對英國承
諾過一定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這就是為了斷絕了英國人干涉香港選舉的野
心。中央政府在基本法框架下，在1997年之後，通過人大常委會決議的方式，
推動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完全是中國政府主動的行為，根本不需要、也不
允許英國插上一手。所以，李柱銘也好，《蘋果日報》也好，企圖拿《中英
聯合聲明》的條文去支持英國可以干預香港基本法主導之下的選舉事務，是
完全沒有法理依據的。他們的做法只能證明，他們只不過是外國勢力的馬前
卒，為外國勢力奪權而來。這不會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有任何幫助。

任何參與民主的人，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效忠自己的國家，效忠憲法
文件，如果缺乏這樣一個原則，他們所說的民主就是虛偽的，完全是為外國
主宰自己的民族而服務。這一種為外國當奴才的行為，不會為香港的民主帶
來任何好處，只會為香港的民主帶來破壞和損害，使民主變質為外國控制香
港的工具。

英國干預港事已是明火執仗
英國對反對派的「支援」，香港人早已耳熟能詳，目睹一切，其具體內容

為：第一，在過渡期，英國人分開兩條線培養英國利益的接班人，發出居英
權，在政務官系統培養陳方安生之類的爭奪權力人物，陳方安生要做十七萬
公務員之首，架空行政長官董建華，企圖讓董建華成為禮節上的行政長官。
最近，她又不斷在高級政務官和行政長官之間挑撥離間，製造「倒梁」的輿
論，配合B計劃；在立法會，培養一大批親英的政黨和議員，為反對特區政
府、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進行力量集結。
第二，利用情報機關軍情六處，利用大量隱蔽在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司

法機關、稅務機關、重要的商業機構和部門、傳媒部門的潛伏分子，掌握各
種情報，對特區政府、對公務員、對建制派人物，進行各種要脅和勒索，或
者發動反特區政府、反對行政長官的運動，不斷爆出抹黑的材料。
第三，在九七年之前制定通過了各種所謂環保、城市規劃架構和法律，作

為計時炸彈，阻撓特區政府發展經濟和民生的基本建設，讓香港的住屋問題
嚴重惡化，製造內部矛盾，阻礙深層次問題的解決，企圖證明今不如昔，為
外國勢力代理人奪權上台作好準備。
第四，在回歸前夕，大力扶持教協這樣的親英反中的組織，阻撓人心回

歸，阻撓國民教育，回歸後則通過陳方安生廢除中國歷史課、設立通識教
育，向青年學生洗腦，拒絕承認是中國人，為把香港分裂出去、建立獨立的
政治實體作好意識形態準備。
第五，回歸之前，英國人大量利用香港的右派勢力，進入了香港電台，盤

根錯節，彭定康更加為《蘋果日報》的籌辦和發行鼎力幫忙，確立指揮九七
年後鬥爭的心戰室和輿論鬥爭陣營，每一次選舉都倚靠這些傳媒網絡，傳遞
選舉策略和製造聲勢。
第六，港英政府全力在法律界培植外國勢力，利用法律領域的優勢干擾和

阻撓特區政府施政，回歸之後，公民黨發起了一連串的司法覆核，從人口政
策、基建政策、環保政策，對特區政府施政進行了狙擊。
這些行為，都說明了英國的所謂「支援」行動，其實就是干涉香港內政的

活動，都是外國勢力的奪權行動。愛國愛港者進入特區政府，他們就加上了
親中、親共的帽子，進行反對和顛覆。他們反對董建華，反對曾蔭權，反對
願意為特區政府服務的高級政務官，恰恰是反對港人治港。現在李柱銘之
流，明火執仗抹紅梁振英，作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奪取權力的理由，可說是
荒謬透頂，但事件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充分暴露了他們和外國勢力之間狼狽
為奸的真正面目。

施維爾干預論與英國「支援」奪權的圖謀

屠海鳴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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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程證制度可讓內地人士有序來港團聚。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

（Hugo Swire）公開表態撐香港「真普選」，

而英國政府準備隨時提供支援。《蘋果日報》接㠥發表社論說

「英美關注香港普選理所當然」。一貫代表美英勢力的李柱銘更在

《蘋果日報》指「英國眼見共產黨派黨員任特首，違反《中英聯

合聲明》訂明的港人治港，有責任為港人抱不平」。這可以說是

李柱銘的不打自招，供出了美英等外國勢力的2017年奪權陰謀。

社會人士說，英國外交國務大臣的書面表態，向香港的反對派提

出了「支援」的宣言，其實是把幕後的活動將之變成為公開的活

動而已。英國的所謂的「支援」，早就佈置下來了，這包括「鬥

爭戰略和政策的支援」、「情報系統的支援」、「政黨經費的支

援」、「輿論的支援」。

集見管

■曾淵滄

■屠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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