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

政界倡行會組「執政聯盟」避立會「拖後腿」譚志源：中聯辦按基本法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正在北京出席
「兩會」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昨日在接
受部分傳媒訪問時表示，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
有參與香港事務，要求他們完全不沾手香港事務
並不現實，也沒有任何法理根據。這並不牴觸香
港的高度自治。香港人應冷靜看待，不要因情緒
把事情誇大。
他說：「他們不單關注，而且有好多涉及到他
們的事情，他們一定要有所介入，是無可避免的
事實。」

邵善波：不牴觸港高度自治
梁振英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指出，香港按基
本法落實高度自治，如果與立法會議員有關事
務，由特區政府負責游說及爭取議員支持。譚志
源同日下午出席灣仔區議會後回應說，立法會的
拉票工作應由特區政府負責官員進行，這也是他

們的責任。

譚：中聯辦助兩地建雙向關係
在談到中聯辦的角色及功能時，譚志源說，在
國務院決定中，已經有清楚定明，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上任時也有交代，「以我處理政改工作範疇
為例，根據憲制安排，中央政府有其角色，作為
駐港機構（中聯辦）也有角色及功能，（如特
區）政府下星期亦邀請中聯辦官員吃早餐」。
他續說，在討論涉及內地事務時，倘有中聯辦

官員在場，有助特區政府與內地建立雙向關係，
「正如剛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九次工作
會議，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亦坐在廣東省代表
團那邊，最重要是視乎工作及政策性質，並根據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安排去做。如果中聯辦
是應該要有角色的話，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做，不
應該有角色，便不應該做」。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黃偉漢）激進反對派近年
經常通過拉布等手段阻撓政府施政，不少人都擔心香港的
行政主導受到衝擊。據悉，有香港政界中人醞釀討論善用
目前的行政會議制度，建議邀請各主要黨派領袖加入行
會，組成「執政聯盟」，先在行會內部達成共識，加強政
府決策能力，以體現行政主導原則，避免立法會出現「拖
政府後腿」情況。

港沿英議會文化難行政主導
一名資深政界人士向本報表示，基本法已訂明香港的行

政主導原則，但香港目前經常出現政府被立法會「拖後
腿」情況，行政主導原則未能有效體現。建制派內部有人
曾討論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回復基本法有關行政主導的制
度原則，讓政府有效依法施政。
他指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行政主導原則，總統有很大

權力。但香港的政治制度沿襲英國的議會文化，而英國制
度並非行政主導，故香港的行政主導無可避免出現今日的
困局。
該政界中人坦言，香港在港英時代的行政主導行得通，

是因為當年立法局議員有委任制度，故政府的政策，名義

上須經過立法局討論，但仍能順利通過，並沒有現在香港
所面對的行政立法困局。不過，香港現在的立法會和當年
的立法局，性質完全不同，現在是一半民選議員，一半功
能組別議員，政府沒有多數黨支持。倘不改變這種困局，
任何人擔任特首也難以施政。

行會邀政黨領袖謀決策共識
他認為，要改變這種困局，毋須訂立政黨法來加強特首

獲政黨的支持，而是應善用現有的行政會議制度：行政會
議是港英時代產物，出現的原因是由於港督由英國委派，
不熟悉香港情況，須熟悉港情的富商給予意見。但今日的
特首本身已能掌握香港情況，行政會議成員可多邀請各主
要政黨領袖出任，組成執政聯盟，由政黨領袖在行政會議
內相互討論，就政策矛盾在政府最高層決策組織先達成共
識，這可化解各黨派在立法會上「拖政府後腿」的問題。
在建議改組行政會議的同時，該政界人士指出，在基本

法框架內，政府仍可另訂條例，為政府增加行政權力，個
別政策推出時，不用經過立法會。如此一來，便毋須修改
基本法有關香港的政治制度，以回復行政主導原則，但這
需要行政長官特別處理如何訂立這些條例。

各界悼許老 門生念恩師
梁振英張曉明追思會發悼詞 讚真誠呵護港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國憲

法學泰斗、被稱為「四大護法」之一的原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許崇德，於本月3

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5歲。許老一批香港

學生昨日在港為老師舉行追思會，特首梁

振英和許老「弟子」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

發來悼詞，張曉明表示，許老與其他「三

大護法」，都是國家主權、安全的堅定維

護者，是基本法的忠實守護者，也是港澳

繁榮穩定的真誠呵護者。

許老一生從事教學及憲法研究工作，桃李滿門，
一眾許老的香港學生昨日特別在港為恩師舉行

了一個追思會，有數十人出席，氣氛莊嚴。梁振
英、張曉明，及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及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等送上悼詞。多名許老的學生亦在會上
發言，表達對老師的思念（見另稿）。

特首與許老共事多年獲益良多
梁振英在悼詞中說，「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及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許崇德教授不
幸辭世，本人深切哀悼。許崇德教授是中國的憲法
學泰斗。我與許教授在基本法起草和籌委工作期間
共事多年，獲益良多。許教授積極參與香港回歸祖
國和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對國家和香
港作出巨大貢獻，我謹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向他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張曉明感謝恩師推薦入門
張曉明在悼文中細訴與許老的因緣，「許崇德老
師是我的恩師。1986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
法專業研究生班畢業時聯繫到國務院港澳辦工作，
當時許老師已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受港澳辦委託
到學校了解我的情況，並美言推薦。引我入門，此
為大恩。
自此以後二十多年來，我與許老師工作上常有聯繫。
無論是基本法起草、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預委會
和籌委會開展籌建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期間，還是回
歸後處理終審法院居港權案判決、政制發展等問題，
許老師常應邀出席會議或研究專題，此中建言獻策，
賜教良多。我時時攙扶左右，亦倍感親切。自以為於
許老師雖無門生之名，而有師生之實。
我到香港履新後，許老師私下給香港多位至交好
友托話或寫信，請他們支持、幫助我的工作。曾有
長者向我出示許老師手書，言辭懇切，切如護犢。
近幾年許老師健康狀況轉差，多次住院。我去家中
看望時，每每談論香港時事，他必垂詢詳細，直陳
己見，或喜或憂，心實繫之。
與『四大護法』中的蕭蔚雲、邵天任、吳建璠三

位一樣，許老師學養很高，法治意識很強，國家民
族情懷很深。他們都經歷了舊中國的外侮和內亂，
都視親身參與收回港澳、洗雪國恥的工作為歷史使
命。他們無疑都是很有原則性的人，是國家主權、
安全的堅定維護者，是基本法的忠實守護者，也是
港澳繁榮穩定的真誠呵護者。在『一國兩制』開創
性實踐的初期，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閃光的群體。
香港基本法起草完成之後不久，許老師曾參觀華
盛頓的傑弗遜紀念堂並即興口占七絕一首：『圓廳
敞闊立金身，手執憲章瞿有神。我亦草書根本法，
從來筆下不輸人。』許老師筆下的根本法包括新中
國第一部憲法和兩部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樣的經
歷足以令許老師自豪和無愧，這樣的人生亦堪稱功
德圓滿。
只是許老師走得太過匆匆，讓敬愛他的人們來不及
接受，也讓蒙恩受惠的學生此生多了一份虧欠。」

譚惠珠讚好好先生心繫香港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在悼文中說，
「許崇德教授是一位永遠年青的好好先生，自從
1985年7月1日，參加起草基本法，到去年3月在
北京全國人大會議，大家認識已經有29年，每次
共聚都是充滿笑聲，許教授講得最準確的廣東
話，就是『老友記』，這是大家相聚時的開場白
『老友記，您好嗎？』
在起草基本法的『護法』中，許崇德教授是最年

輕、最有幽默感。除了對中國憲法和法律的豐富認
識外，他對香港的感情也最明顯，他經常看有關香
港的消息，對我講中國希望香港經濟繁榮，社會安
定，人民生活過得好。他在80多歲高齡已是人到無
求，仍然參加我們所有的聚會，接受香港媒體的採
訪，不厭其煩地講解基本法。
對我而言，許教授仍是笑嘻嘻地和我們一起。29
年的時光可以飛逝，但心裡記掛的朋友永遠留
存。他離開前仍是在努力『護法』，好朋友，我向
您致敬」。

許老離世，許老的學生不但失去了一個良師益友，還
慨嘆在香港遇上基本法的爭議時，失去了一本「活字
典」。許老始終心繫香港，更曾指出倘容許亂港者通過
普選上台，香港就不堪設想，「這一表態對我們今天正
在進行的政改討論也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李光祥：退而不休筆耕不輟
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李光祥昨日在追思會上表示，許

教授在退休後，仍然筆耕不輟，發表大量學術性文章，
說明他始終心繫香港，「離世前3個月。他還在剛剛創

刊的《港澳研究》上留下了他論述香港的最後一篇文
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他在文章提到，
特別行政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的制度創造」。
他續說，許老在文中呼籲大家對以「民主」為幌子歪

曲特區法律地位的言行保持清醒認識，並揭露反對派所
謂「真普選」其實就是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排斥中央權力，罔顧香港實際情況的普選模式。
李光祥說：「我們不會忘記，2004年，年過七旬的許
老師頂風浪抵港，參加香港基本法頒布14周年紀念活
動，並表示如果容許『亂港人士』通過普選上台，香港
便不堪設想，這一表態對我們今天正在進行的政改討論
也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梁美芬讚為港順利回歸貢獻大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讚揚許崇德是基本法專家，對

香港順利回歸祖國有重大貢獻，更憶述起恩師在她畢業那
年，贈送她一首詩：「畢業辭京歸海島，常來母校作橋樑。」
她續說，許老師很關心香港，很喜歡香港朋友，更特

別喜歡年輕人，不同年代的學生都能感受到許老師對學
生的關懷：有內地同學家境困難，請他幫忙推薦進修求
學時，他事必親力親為，為他們找助學金、獎學金：
「許老師對待我們都好像子女一樣，噓寒問暖，非常親

切，對我們從外地來或香港來的學生更是關懷備至。口
邊總掛：在北京習慣嗎？」
她有感而發地說，現在有遇上關於基本法在政制問題

上的爭拗時，大家都會談到當年起草時討論過的問題與
想法 ，而許老師就是「活字典」。「2014年3月3日
晚，他瀟灑地走了。他樣子很安詳。在告別這個世界之
前，他仍然不忘將他畢生在憲法上的研究與學生分享。
許老師，我們永遠懷念您！」

黃江天：愛生如子有教無類
許老學生、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黃江天表示，老師愛生如子，有教無類，師德高尚，備
愛尊崇，道德文章，堪為世範。
他透露，今年1月，自己剛好在上海，許老師突然打
電話給他，說想與人聊一聊，掛線後，自己有一種感
覺，於是立刻趕到北京，與老師晚飯，更專程點了一個
雜扒給老師，許老師很優雅地食，還說很久沒有吃過扒
了，及後還與老師合照，可惜已交不到老師手中。
黃江天說，老師為人清廉，他原希望籌募經費成立一

個基金，在老師病中作為醫療用途，惜老
師已經離世，他希望能將基金轉為幫助師
母日後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最後文章仍「護法」 弟子懷念「活字典」

■李光祥
莫雪芝 攝

■梁美芬
莫雪芝 攝

■黃江天
莫雪芝 攝

■許崇德一批香港學生昨日在港為老師舉行追思會，特首梁振英，及許老「弟子」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發來悼詞。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許崇德老師是我的恩師。
1986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

法專業研究生班畢業時聯繫到國務院
港澳辦工作，當時許老師已參與香港
《基本法》起草，受港澳辦委託到學

校了解我的情況，並美言推薦。引我入門，此為大恩。
自此以後二十多年來，我與許老師工作上常有聯繫。無論

是《基本法》起草、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預委會和籌委
會開展籌建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期間，還是回歸後處理終審
法院居港權案判決、政制發展等問題，許老師常應邀出席會
議或研究專題，此中建言獻策，賜教良多。我時時攙扶左
右，亦倍感親切。自以為於許老師雖無門生之名，而有師生
之實。

我到香港履新後，許老師私下給香港多位至交好友托話或
寫信，請他們支持、幫助我的工作。曾有長者向我出示許老
師手書，言辭懇切，切如護犢。

近幾年許老師健康狀況轉差，多次住院。我去家中看望
時，每每談論香港時事，他必垂詢詳細，直陳己見，或喜或

憂，心實繫之。
與「四大護法」中的肖蔚雲、邵天任、吳建璠三位一樣，

許老師學養很高，法治意識很強，國家民族情懷很深。他們
都經歷了舊中國的外侮和內亂，都視親身參與收回港澳、洗
雪國恥的工作為歷史使命。他們無疑都是很有原則性的人，
是國家主權、安全的堅定維護者，是《基本法》的忠實守護
者，也是港澳繁榮穩定的真誠呵護者。在「一國兩制」開創
性實踐的初期，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閃光的群體。

香港《基本法》起草完成之後不久，許老師曾參觀華盛頓
的傑弗遜紀念堂並即興口占七絕一首：「圓廳敞闊立金身，
手執憲章瞿有神。我亦草書根本法，從來筆下不輸人。」許
老師筆下的根本法包括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和兩部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這樣的經歷足以令許老師自豪和無愧，這樣的
人生亦堪稱功德圓滿。

只是許老師走得太過匆匆，讓敬愛他的人們來不及接受，
也讓蒙恩受惠的學生此生多了一份虧欠。

張曉明
中聯辦主任

悼念許崇德老師

■許崇德香港追思會上，不少人前來留名弔
唁。 莫雪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