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精英 「特首需愛國愛港」
認同張德江委員長「三符合」講話 齊向「佔中」說不

榮利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香港菁英
會常務副會長盧金榮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
表示，非常認同張德江委員長關於普選必
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講話。很多地區在
全盤照搬西方式的「民主」後，民生問題
非但未有改善，反而激起一輪又一輪的政
治爭拗，社會動盪不安。
他說，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國主
權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
域，普選方式更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模
式，否則，只會「水土不服」，造成災
難。張委員長講得很清楚，中央很有誠意

和決心推動香港達致普選，並提出了「三符合」，劃定了普選的底線，
對香港各界包括香港青年聚焦討論普選，有指導意義。香港多年來維持
和平穩定，香港人應當珍惜，討論普選應有商有量，尋求共識，推動香
港政制發向前走。
身為香港青年代表和商界中人，盧金榮批評反對派鼓吹「佔中」，更

以「台獨」以至泰國「紅衫軍」為師，顯然是要搞亂香港，香港市民不
會贊成。他相信香港的年輕人尊重法治精神，各青年團體也會向「佔
中」說不。

香江國際集團執行董事、菁英會榮譽主席、百仁
基金副主席楊華勇表示，香港普選必須按基本法規
定進行，「基本法一直是維護我們香港繁榮穩定的
基石，香港的政改步伐一定要在合法的框架下推
進，只有這樣才能令香港的民主不斷向前，才會有
持久的進步」。
他強調，一切不符合基本法規定的行為，都是不

可取的，「若我們偏離了基本法的規定，自己另搞
一套，即是放棄了基本法；沒有了基本法的保障，
香港就不可能繼續保持繁榮穩定」。
楊華勇並強調，香港青年各界必須要反對違法

「佔中」行為。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帶，「佔中」
行動將導致極壞的後果，在世界上影響深遠，身為香港的年輕人一定要堅決
抵制這種不法行為。「我們不能因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影響及犧牲香港
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佔中』行為將令香港在世界上的形象嚴
重受損」。

楊華勇：按基本法民主持久進步

奇響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香港嘉應商會青
委會主任張宏基分析，張德江委員長指出，香
港各界討論有關行政長官選舉辦法要在「一國
兩制」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增進繁榮；要把尊
重「一國原則」和兩制差異有機結合，擺正中
央權力和特區權力的位置，了解高度自治和完
全自治的不同；要在法治基礎上推進民主、發
展民主。這是香港普選的「三要」。
他續說，政改須遵循三大原則：一、符合香

港實際情況；二、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相關
規定；三、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他對
此深表贊成和擁護。

張宏基強調，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區，行政長官一定要由愛國
愛港人士擔任，這是理所當然的。「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選舉他們的國
家領導人也一定遵從這個原則。香港難道要選一個不愛國不愛港的人擔任行
政長官嗎？這是不可能的。」
他強調，香港一直對法治完善感到自豪，解決有關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就
應該依法進行，現在有人有團體提出所謂行政長官參選人可以由「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這些不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相關規定的作法，有
違香港的法治傳統。行政長官參選提名須遵從基本法所規定的由選舉委員會
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作出。至於，選舉委員會組成和人數，以及提名門檻、參
選人數等細節，可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磋商決定，並進行本地立法。

張宏基：尊重「一國」和兩制有機結合

泉昌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青委會主任黃楚恒指出，張德江
委員長提出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
正反映了中央會堅定不移按照基本法賦予
的權利，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而2017年
實現行政長官普選，也是絕大部分香港人
期盼已久並希望順利落實之民主進程。
他坦言，香港是中國下的一個地方行政

區域，實行的普選只能是一種地方性選
舉，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斷不能以
國家選舉的層面作參考，但近日不同派系
人士在政改問題上爭拗不斷，更甚者提出

激烈行動，令社會上瀰漫不安寧、不平和的氣氛，長此下去，恐怕會
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黃楚恒強調，絕大部分香港青年都尊重法治精神，享受「一國兩
制」下中央賦予之權利，始終一般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都愛好和
平、穩定，經濟及社會穩定的地方才是值得他們安身立命之所，故普
遍對爭吵不斷之聲感到煩厭。他希望香港各界求同存異，期望各社會
賢達及有識之士，能在此關鍵時刻表達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之意見，
務求盡快取得社會共識，並得出一個最廣為大眾接受之普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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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

前在講話中，強調了「一個立場，

三個符合」，在香港繼續引起熱

議。在香港，來自工商界及不同專

業的青年領袖、才俊，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均表示，支持委員長提出的

「三符合」，強調香港發展普選必

須根據憲制框架，結合香港實際情

況，循序漸進地發展，又認同特首

必須愛國愛港。

他們在訪問中反對違法的「佔

領中環」，各青年團體會呼應張

德江委員長的號召，動員年輕人

向「佔中」說不，以免損害香港

的國際聲譽，令香港陷入萬劫不

復的境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解玲、鄭治祖■張德江早前在講話中，強調了「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在香港繼續引起熱議。 資料圖片

黃楚恒：香港不是獨立國家

觀塘區議員、香港青年協進會主席林亨利表示，中
央領導人已經多次表明真心實意落實香港普選，而張
德江委員長在與港澳委員座談時，重申了中央一貫的
立場，清楚表明了中央真心實意要落實普選。「我相
信也信任中央完全了解香港人的普選訴求。」
他說，通過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可以感受到中央

對香港事務，特別是香港未來政制發展的重視、關心

和關注香港的政制發展，期望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普
選行政長官也是依法推進，是真真正正的普選。
林亨利表示，特區政府正在開展政改諮詢，廣泛收

集各界意見，各界也應該不吝發聲，表達自己的意
見。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觀念深入人心，爭取普選
的過程，必須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和基本法，這
是香港的憲制基礎。

林亨利：中央真心誠意落實普選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會長關俊華表示，身為年
輕人，他非常關注香港政
改問題，曾參加過兩場政
改諮詢會。張德江委員長
是次重申的「一個立場」
及「三個符合」，已經在
政府諮詢文件中已充分體
現，應該抱有商有量的
態度，積極提出意見及建
議，而不是空喊口號，及
提些不符香港實際情況的

方案。
他指出，香港回歸祖國17年，在此之前香港根本沒

有民主選舉，現在基本法給予香港人當家作主人及有選
舉的權利，大家應該好好珍惜一人一票選特首，而中央
對香港推動民主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希望特區政府及
各界人士可以坐下來，有商有量，聽取不同的聲音。

關俊華：應珍惜一人一票選特首

港駿集團主席、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青委會副
主任莊偉波表示，堅決擁護張德江委員長就香港
政改問題發表的重要講話。他認為行政長官普選
一定要有經過提名委員會精選出特首候選人，若
是沒有經過這個門檻，那變成甚麼人都可以參
選，這樣可能浪費公帑、浪費納稅人的錢，更會
成為個別人士及組織宣傳工具。
被問及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如何做到具廣泛代表

性，他認為這是大家要認真討論的事情，而行政
長官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情，港人的思維要有所改變，香港是中國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要搞清楚香港與國家的關係，香港

不僅是700萬人的香港，更是13億人的香港，香港的事務一定要考慮到對國
家的影響。
莊偉波強調，中央多年來對香港在各方面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中央支持

港人2017年普選，賦予港人權力，但要知道「我們不能只講權力，不講義
務」，作為香港的年輕人，一定要問自己為國家及香港盡了甚麼義務，而依
法推進香港民主進程，是每位香港青年應盡的義務，希望青年朋友積極參與
其中，並發表有建設性的意見，為達至普選獻策獻力。

莊偉波：港青應盡依法推普選義務

「咭片皇」董事總經理、香港菁英會
副主席鄭重科認同，香港普選制度定要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不能硬搬外國的一
套，而是要循序漸進確保香港繁榮穩
定，「香港是國家轄下的特別行政區，
不能夠不顧憲制地位。普選並無所謂
『真與假』，並不可能一步到位。香港
是屬於700萬名香港市民，絕對不可能
因為政治發展，一下子擾亂社會的生活
秩序」。
針對反對派堅稱「公民提名」方是

「真普選」，他強調，基本法訂明提名委員會作提名，當中並無任
何「公民提名」的規定，「任何建議亦須合乎基本法，我們不希望
個別黨派的堅持己見，令香港無法實現普選」。
鄭重科直言，非常擔心「佔領中環」損害香港經濟發展：「香
港警方絕對有能力應對衝擊場面，但『佔領中環』會損害香港國
際聲譽，屆時經濟發展會首當其衝。比如泰國政局動亂同樣令經
濟受損。現時周邊地區及國家快速發展，香港經濟能否承受大衝
擊？」

鄭重科：擔心「佔中」損害港經濟發展
民惠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灣

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主席李鋈
發非常支持張德江委員長的「一
個立場、三個符合」，重申並強
調了中央一貫立場。他認為，無
論在任何國家或地區，民主的發
展都是循序漸進的，香港回歸16
年來，民主進程是一直向前發
展，也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
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及常委會一
系列決議下，推進香港民主需要
時間，只要切合香港人民的需

要，相信一定會一步一步實現。
他強調，愛國愛港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標準，無論香港、內地

還是台灣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就一定要愛國；同時，身處香港
又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長官，愛港是應有之義，不可想像選出一
個不是愛國愛港人士做行政長官，將把香港帶向哪裡。
李鋈發也指出，香港正面臨經濟轉型期，經濟有起有跌，大

家更應花時間和精力發展本地經濟。

李鋈發：港民主發展需符實際情況

盧金榮：照搬西式「民主」會「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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