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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須愛國愛港 守憲法基本法
—郝鐵川與樹仁大學學生答問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1月

26日，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應邀

以樹仁大學客座教授的身份為樹仁大學

400多名師生分享了李飛主任來港講話

的讀後感，並與師生進行了對話交流。

郝鐵川在回答學生提問時指出，香港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的五點規定，在選舉權普及而平等方面

和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是相通的，

並不存在不合理的限制。香港的特殊之

處，是特首候選人須由提名委員會提

名，體現了均衡參與，能夠廣泛吸納和

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他表示，儘管《基

本法》條文中並沒有列明特首要「愛國

愛港」，但有關要求事實上已通過《基

本法》的條文得到了體現，愛國愛港與

遵守《基本法》和遵守中國憲法是一致

的。他又批評「佔領中環」將會「害人

害己」，希望香港各界在《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法治軌道上

表達自己對政改的意見，通過理性討論

就普選達成共識。

本報根據記錄整理對話交流內容如

下，以饗讀者。

郝鐵川：走進樹仁大學校門，看到「樹仁」
兩個字深感親切，因為「仁」這個概念是孔
子學說的核心，孔子學說是儒家思想源頭，
儒家思想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想了解
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不能繞過「仁」這個字。
《論語》大約有105處提到「仁」，其基本含
義是「愛人」。怎樣去「愛人」？孔子說要
行「忠恕」之道，「忠」是從積極意義上說
的，含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恕」是從消極意義上說，意思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看到「樹仁」兩個
字，使我想起了大學讀書期間背誦研習《論
語》的往事，所以情不能已，一口氣講了這
麼多，不過，我今天主要是應邀以客座教授
身份，來就李飛主任來港演講與大家分享體
會。歡迎大家指正。

學生A：郝部長您好！在演講開始

的時候，您提到西方普選沒有統一的

標準，但您卻認為李飛主任所說的普

選原則符合國際標準，請問您所說的

國際標準是參照了哪一個國家、哪一

項的國際標準呢？謝謝。

郝鐵川：我剛才說過，人類的歷史
既是多樣性，又有統一性。也就是
說，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普選制度
必然有其相同的，也肯定有不同的。
李飛主任講到，香港《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對香港法律的
五點規定，在選舉權普及而平等方面
和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是相通
的。那麼在被提名權、被選舉權這兩
方面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四條
的規定，任何合乎香港《基本法》第
四十四條規定的都可以向提名委員會
爭取提名，這表明了不存在不合理的
對參選人的限制，所以這些和國際社
會通行的普選原則都是相通的。

制度原則同 具體做法各異

但是有一特殊地方在於，香港行政
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是由提名委員會提
名，這是香港一個重要的特點，這也

是和有些國家、有些地區所不一樣的
地方。與人類一樣，人類沒有相同的
地方肯定構不成人類，但是人類不可
能完全沒有區別的，如不管世界有多
少人口，每個人的指紋都不完全一
樣。香港在信息化方面做得非常好，
過關時只要能識別出指紋就能通關。
人既具有共同的也具有不同的。同
樣，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普選制度
必然有些相同的原則，但也有一些不
同的具體做法。

參選特首資格無不合理限制

學生A：您說提名委員會是香港相

對其他國家特別的地方，但有反對派

卻認為提名委員會跟標準背離。請問

您認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內部的提

名方式會否令普選目標稍為偏離了國

際標準？

郝鐵川：我剛才講過，根據《基本
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我們在參選
人的選舉資格方面沒有不合理的限
制，大家可以把《基本法》第四十四
條的規定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關
於參選人資格的規定對比一下，我們
就會看到在參選人參選資格方面，香

港《基本法》不存在不合理的限制。
提名委員會參照現行選委會組成，涵
蓋四大界別，是體現均衡參與原則的
最好、最可行方案。
學生B：郝先生您好！您剛才提到

本世紀50年代，您相信中國會實現普

選，但是在1989年北京也發生了一場

爭取民主的運動，您說您愛學生、愛

民主，我不知道您會不會在將來實現

民主的時候，為這一群和您有相同理

念爭取民主的學生平反？謝謝！

郝鐵川：這個問題中央政府已經有
結論了。剛才我和你們的新聞系主
任、新聞界前輩梁天偉教授交流，
都感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法治
是在向前走的，因為我們經歷過過
去的動盪歲月，所以我們能感受到
中國的民主法治比我們想像的發展
還要快，雖然，中國民主法治還存
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就像整個內地
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一樣，
它還要向更高的階段去奮鬥，但是
我覺得國家是在向前走的，社會是
在向前走的，一天一天在好起來，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未來會更加好，
這是我們發自內心的信心。

學生B：您好！又是我。您怎麼

看待另一位法律學者戴耀廷先生

所提倡的「佔領中環」運動呢？

因為周融先生曾說過，一旦出現

「佔領中環」，就會出現解放軍戒

嚴的情況。請問您怎麼看待這些

說法呢？謝謝。

郝鐵川：雖然今天在座的有這

麼多人，可我發現提問的就前邊

坐㠥的這幾位同學，所以說在普

選的時候，堅持選舉權普遍而平

等是容易做到的，提名權、被提

名權和選舉權就有差別了。因為

在座每個同學都有提問的權利，

但是往往都是前面這幾位同學提

問的比較多。你剛才提的問題，

我過去都回答過，我覺得「佔領

中環」運動可能是害人害己的，

是不智的；「佔中」發起者是不

是有一種想法，就是覺得通過

「佔中」會使得中央讓步？我覺

得這是心存僥倖，也不智。我覺

得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法治軌道上表達自己的各種

意見，這是最好的方法。

特首候選人數目 社會共商

學生C：郝部長您好！我想請問

一下您認為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門

檻應該要多高才合理呢？就是說

您希望特首候選人的數目維持在

多少呢？謝謝。

郝鐵川：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

在特區政府開展諮詢的階段，請

香港各界人士展開熱烈的討論。

我個人覺得目前還不適宜發表評

論，雖然我今天是以客座教授身

份來的，但是我如果講出一個想

法，往往會被解釋為是官方的意

見。所以我覺得還是留給大家展

開熱烈討論吧，相信大家通過討

論能找到共識。

學生H：老師您好！我很尊重老師對法治的

追隨，但如果國家的憲法有誤，民主就得不到

真正的實現，您作為中國法律的專家，對修改

憲法來實現真正的民主有什麼看法？謝謝。

郝鐵川：我記得香港有句話，各處鄉村各處
例，每個國家都有追求民主法治、保障人權，
但是每個國家通過什麼樣的道路，設計甚麼樣
的制度來保障民主、法治、人權，應該是各個
國家、地區和人民的選擇，沒有一個統一的、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鞋子合適不合適，只
有自己的腳知道。

實際情況出發中華民族智慧體現

我想談談我內心的感受，我覺得改革開放
以後，我們走的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理論，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已經得到國
際社會的公認。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從實
際情況出發，追求人類美好的東西，我希望
大家能多到內地看一看，多研究一下中國幾
千年的歷史發展，溫故而知新，就會感到我
們今天選擇這樣一條道路，是中華民族智慧

的體現，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民探索的成果。
只有堅持沿㠥這一條道路走下去，堅持這個
制度走下去，中國才能贏得世界的尊敬，才
能夠在世界上揚起我們尊貴的頭，直起我們
正直的腰。

民主循序漸進 方能順利達目標

學生I：您好！剛才您提過國內非常需要民

主發展，但是您也說過鄧小平認為在中國如要

推行普選的話，至少要在本世紀50年代，那就

還有40年的時間，您覺得這個說法合不合理？

理由是甚麼呢？謝謝。

郝鐵川：民主要循序漸進，這是一個全世界
各個國家民主發展走過的路，任何國家、地區
的民主都是循序漸進的，我想只有遵守循序漸
進的原則才能夠順利地達到我們的目標。
學生J：您好！我想問吾爾開希日前來港，

他說他曾多次嘗試到中國大使館自首，他這次

來港就是希望被遣返內地。為甚麼中國有勇氣

通緝他，卻沒有勇氣逮捕他呢？

郝鐵川：這個事情是香港特區政府依法需要
解決的問題，我不便評論。

學生K：您剛才講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是參照現在的

選舉委員會，但特首梁振英就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

來的，您認為他現在能夠表達民意嗎？如不能，您

又如何能保證將來的提名委員會能夠表達民意呢？

郝鐵川：香港是一個很多元的社會，有人說好，
肯定也有人說不好，關於對梁振英先生擔任特首以
來的工作表現，中央領導已經多次給予充分肯定和
評價。

特區政府依法解決難題

學生L：老師您好﹗您剛才說中國憲法是母法，香

港《基本法》是子法，那吾爾開希來港時，為甚麼

香港不拘捕呢？是否涉及到「一國兩制」的問題

呢？

郝鐵川：吾爾開希進入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因
此，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
理應由特區政府依法解決。
學生L：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有人在中國內地犯

法，到了香港是否就不被拘捕呢？

郝鐵川：我覺得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

學生C：那麼您個人是怎樣定義愛國愛港和不與中央

對抗呢？

郝鐵川：我覺得要遵從《基本法》，要遵守中國憲
法，我剛才已說憲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法，子法
不能凌駕於母法之上，憲法是國家主權的表述，總體上
適用於香港，社會主義制度在香港不實施，但港人負有
不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義務，所以我覺得愛國愛港與遵
守《基本法》和遵守中國憲法是一致的。
學生D：您說沒有國家會支持一個推翻自己的人當地

區首長，但是您怎麼看英國首相卡梅倫同意讓蘇格蘭獨

立公投呢？謝謝。

郝鐵川：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很好地進行研究，您
提出這個問題，我願意回去再看看有關資料，有機會再
和你探討。

條文規定「雙負責」體現立法原意

學生E：老師您好！您剛才說，遵從《基本法》與愛

國愛港的原則是一致的，但是日前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會見傳媒時說，香港《基本法》似乎沒有列有愛國愛港

的條件，您怎樣理解呢？

郝鐵川：我覺得從《基本法》立法技術來講，它屬於
大陸法系的產物。大陸法系非常注重立法者的原意、法
律精神，而香港是普通法系，普通法系對於法律的解釋
和大陸法系、成文法的法律解釋方法是有差別的。因
此，我覺得愛國愛港這四個字在《基本法》裡面沒有，
但在《基本法》條文的字裡行間已體現出來了。如《基
本法》規定特首要向特區負責，又要向中央負責，如果
不愛國愛港，那怎麼樣向中央負責？另外，「一國兩制」
是《基本法》中的重要指導思想，如不愛國愛港，那
「一國兩制」又怎樣實施呢？所以，憲法的精神、《基
本法》的精神和愛國愛港的精神是一樣的，愛國愛港通
過《基本法》的條文得到了體現。
學生E：如果沒有愛國愛港的條件加在《基本法》裡

面，您相信香港人能選出一個不與中央對抗的人嗎？

郝鐵川：我覺得香港社會對愛國愛港沒有太大爭議，
我看大家都贊成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所以這個問題在
社會上沒有太大的分歧。我發現香港社會各階層都贊成
愛國愛港，也都贊成特首愛國愛港。

建議學生讀《邁向普選之路》辨是非

學生F：您好！我想問您肯定愛國愛港的定義在您的

感覺裡，就是遵守《基本法》、憲法和不推翻中央政府

這三項嗎？如果有一個人是愛國愛港，但他是反對黨，

您會接受他是一個愛國愛港的人嗎？

郝鐵川：我建議你讀一讀文匯報總編李曉惠先生的一
本書《邁向普選之路》。書中指出，有兩種反對派，一
種是忠誠反對派、一種是不忠誠反對派，他對這兩種反
對派做了很好的區分，我建議你看一看這本書。
學生G：您好！請問您剛才說香港的普選制度要參照

《基本法》的條文，那除《基本法》外，民意是否可以

影響《基本法》關於普選制度的運作？

郝鐵川：我認為要堅持提名委員會的制度，因為考慮
到提名委員會制度能體現均衡參與，能夠廣泛吸納和聽
取各方面的意見，所以堅持提名委員會和最廣泛的聽取
民意，恰恰是一致的。

學生M：您說民主發展要循序漸進，但您也說過毛澤東早在

1945年也說過民主要發展起來，至今已70年了。您覺得何時才

算是循序漸進呢？一百年或是二百年呢？謝謝。

郝鐵川：中國民主取得很大的成就。可能香港人不太了
解，如在直接選舉方面，我們已經建立了居民委員會直接選
舉制度、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制度，在人大代表的選舉方
面，我們已經建立了縣和縣以下的人大代表直接選舉制度。
全世界愈來愈多國家欣賞的協商民主制度，這在中國早已實
行多年，因此，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我覺得已吸引世界很
多國家和地區的眼球，建議有興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中國特
色民主制度是怎樣運行的，是怎樣促進了中國這麼多年的民
主發展。
中國現在是第二大世界經濟體，中國能夠在經濟上取得這麼

大的發展進步，如果沒有政治制度的進步，這可能嗎？說得通
嗎？但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國的民主發展是按照中國的特
色、中國的實際來走的，沒有完全照搬某一個國家的模式，所
以我們只有看到中國經濟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你才可以進一步
研究它的政治制度是怎樣通過改革進步來保證經濟的繁榮和發
展。
學生N：您好！在之前的免費電視發牌事件中，有人認為是

與「特首無得揀」有關，但也有觀點說是中央不想發牌予香港

電視，您對此的看法是怎樣呢？謝謝。

郝鐵川：您既用普通話，又用廣東話，所以我也聽得不太清
楚。我想您問的是電視牌照發放問題吧。這個問題是香港特區
內部的事務，我不便評論。
學生O：您好！您剛才說「佔中」害人害己，發起者心存僥

倖想要改變一些東西，但香港發起運動時，如國民教育、七一

等，參與人數多達上千上萬，那請問這些人是否都是不智的？

郝鐵川：您覺得對香港內部的事務，我應該多說好呀，還是
少說好，還是不多不少好？你們要我多說點，請允許我考慮考
慮我說多少才算好。
學生P：我想問所謂愛國愛港的人就能當行政長官，那麼不

愛國愛港的人也有可能具有基本當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您

覺得應該在甚麼階段篩選這些人出來呢？

郝鐵川：我覺得您提這個問題是很真誠的。但是這些問題應
由包括您在內的香港居民來討論。

夢回稷下學宮 心向鵝湖之會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人的生命可以有兩種延續方式，一是
通過子女延續自己血緣的生命，二是通過學生延續自己思想的
生命，所以我對老師這個職業充滿敬意，校園的一草一木，教
室的粉筆黑板，都讓我非常眷戀。我很願意向前輩請教，和學
生切磋，夢回稷下學宮，心向鵝湖之會。謝謝大家！

（所有標題及小題由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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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實踐證正確 不照搬外國模式 協商民主廣受好評

五規定與國際通行標準相同

提委會提名體現均衡參與

郝鐵川指出，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對香港法律的五點規定，在選舉權普

及而平等方面和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是相通

的。 資料圖片

李飛訪港詳釋香港普選

的憲制及法律框架，引起

了香港社會的熱烈討論。

資料圖片

▲郝鐵川推薦學生讀一

讀李曉惠的《邁向普選

之路》。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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