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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四人幫」中的陳方安生和李柱銘，4月4

日與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白宮高調會面，《紐約時

報》亦配合發表社評，稱香港特首普選及新聞自

由受到威脅云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

昨日指出，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

國家以任何方式介入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外交

公署發言人的表態，再次表明中國政府絕不允許

美國干預香港事務。事實上，中央最忌諱、最反

對的是香港政治人物勾結外國勢力插手港事。陳

李二人在香港政改敏感的時期邀請外國勢力干預

香港普選，只會引起中央更高的警惕，對本港普

選進程造成阻礙。陳李挾洋自重損害香港利益，

受到社會各界強烈批評。

赴美「告洋狀」的陳李到白宮會晤美國國家安

全會議官員，白宮副總統辦公室發聲明說，其間

拜登「順道」與兩人見面。陳李稱和拜登談及香

港「一國兩制」受到削弱，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集會自由等受到衝擊的問

題云云。白宮副總統辦公室指會面「並非事先安

排」，是「此地無銀三百両」，拜登此舉意在顯

示對香港反對派的支持，亦是美國為「重返亞

洲」和牽制中國發展所搞的小動作。

去年7月到任的美駐港總領事夏千福，作為美

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馬前卒」，來港後動作多

多，明確發出操控反對派政黨企硬「真普選」方

案、要反對派「入閘」的訊號。鑒於夏千福到任

不久就露骨干預港政制，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宋哲強硬敦促夏千福勿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夏千

福干預港政制，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強烈不滿，因

此他一露頭干預便被批，落得老鼠過街下場。

「維基解密」在2011年公開的機密電文披露，

「香港四人幫」陳方安生、李柱銘、黎智英、陳

日君與美方謀劃政治行動，請求美國介入香港以

至內地的事務。在對本港影響重大的政制發展、

選舉事務上，「香港四人幫」與美國尤其配合緊

密，對香港政制發展危害極大。此次陳李赴美邀

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普選，社會各界予以強烈譴

責，批評二人串通美國政府和美媒齊齊「大合

奏」唱衰香港，干擾普選的勝利落實，是露骨的

「賣港」行徑。這說明任何人勾結外國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都將落得可恥下場。

（相關新聞刊A3版）

陳李挾洋自重阻礙香港普選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出訪東京時，聲言支

持安倍使集體自衛權合法化的做法。哈格爾

的言論是赤裸裸縱容日本復辟軍國主義。然

而，請美國不要忘記，向美國正式宣戰並打

到美國本土的就是日本。一個惡狼是永遠不

會甘心當一隻家犬的。日本目前看似很聽美

國的話，但是它卻在暗自發力，日本一旦復

活軍國主義，美國將自食其果。

哈格爾在出訪東京前夕接受《日經新

聞》的書面專訪時說，「我們歡迎日本要

在美日聯盟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重

新檢討憲法中對集體自衛權的解釋。」安

倍瘋狂推行軍國主義復辟，為之四面出

擊，猖狂造勢，囂張至極，解禁集體自衛

權，解禁武器出口，都是安倍政府決心復

辟軍國主義的步驟。實際上，修改禁止戰

爭的「和平憲法」，也只留下最後決議。

安倍政府在公開挑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

民，哈格爾公然說「支持安倍要使集體自

衛權合法化的做法」，無異於為虎作倀。

以史為鑒，可知興衰。日本的憲法由美

國制定。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美國在日本憲法中設定了許多紅線，例如

不允許日本有正常的國防軍，不能行使集

體自衛權，不能擁有以國家名義開戰的交

戰權。現在日本統統要突破，實際上就是

要擺脫美國對日本的束縛。而哈格爾現在

聲稱支持日本突破和平憲法，放任日本在

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是否忘記了

70 年前日軍偷襲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戰爭的

慘痛教訓？

奧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戰略以

來，對日關係轉向戰略縱容，試圖讓日本

重新檢討憲法中對集體自衛權的解釋，擔

當它「重返亞太」戰略的墊腳石，充當遏

制中國的馬前卒。然而，真正與美國有血

海深仇的國家是日本。日本右翼輿論聲

稱，二戰中美軍實施的東京大轟炸和投放

原子彈才是「大屠殺」，遠東審判是為了

掩蓋美國大屠殺的罪行。由此可見，日本

已經在為「復仇」進行輿論熱身了。美國

是時候清醒了！ （相關新聞刊A16版）

美縱容日軍國主義將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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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

法的政改諮詢踏入最後一個月。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期間重申，中央對香港普選

持「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其後中央政府同意

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討論政改，向反對派伸

出橄欖枝。學者方舟和劉迺強認為，中央願意對

話，但政改底線清晰，港人不能只談「兩制」卻

不顧「一國」前提，在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同時，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香

港要落實普選，不能硬搬西方一套，相反只有按

照基本法互相尊重、協商溝通，才能打開普選大

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剖析了中央對香港的政改立場及因由。他表示，中央領

導人在過去兩年來，反覆向港人重申中央對港的政策立場。
在香港回歸15周年時，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訪港出席慶回
歸活動致辭時說：「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
大舉措，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在香港實踐『一國兩
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
及後，中央政府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會嚴格

依照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時
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在十八大解讀文章中，進一
步說明了為了香港和澳門的長治久安，把基本法規定的屬於
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
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任後，中央政府同樣以「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基調，貫
徹了中央對港的政策方針。到最近兩會期間，張德江委員長
在政改討論的關鍵時刻，再次發表「一個立場，三個符合」
的講話，也提醒了港人「一國兩制」的整體意義。

不容香港淪反政府基地
方舟指出，中央對港政策不變，香港是內地的一部分，要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乃天經地義，任何國家也不
能容許自己領土成為一個反政府的基地。可惜，不少港人至
今每談到「一國兩制」時，仍然只重「兩制」卻輕「一
國」，無疑令中央擔心有人會乘機利用香港自由港的特色，
收集情報，做出不利國家發展的事。
方舟續指，香港實行全球獨有的「一國兩制」，落實民
主自然與西方或其他地區有別。「一國兩制」的意思，就
是行政長官既要向香港全體市民負責，同時也要對中央政
府負責，是雙向的，「特首不單要在香港市民中有認受
性，也要中央認受才可以，因此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民
主，設計選舉制度時，要確保選出一個中央及市民都滿意
的特首」。
他強調，香港不能勉強套用西方模式，但根據過去百多年

來不同地區的民主發展，卻可發現要落實民主，最重要是社
會共識，各界都要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見。他坦言，泰國等地
的一人一票式民主浮現不少問題，「坊間說政府施政無認受
性，但不代表一人一票就可以簡單解決，民主要發展好，先
要公民社會慢慢培養，不能一蹴即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
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張德
江委員長把香港普選問題提升
到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的高度，值得港人深
思，「他明確指出這個觀點，
重申討論特首普選時，不能視
香港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去處
理，就是要提醒香港人中央不
希望外部勢力藉香港政改問
題，插手干預香港以至內地的
事務」。

必須按基本法落實政改
張德江委員長在講話中同時

重申了香港普選的「三個符
合」，包括普選制度要符合香
港實際情況、符合基本法規
定，及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
港的標準。劉迺強認為，不少
中央官員已反覆表述相關論
調，可惜有些人仍然忽略香港
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區，必
須按照基本法落實政制發展。
他坦言，中央支持香港發展

民主的立場不變，對港的方針
政策也貫徹始終。中國政權向
來講究延續性，各種方針政策
不會貿然變更，對港的「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都是一樣。
但他認為，隨着內地發展及提
倡改革，不排除中央對港政策
會有所微調，「好多人講高度
自治時，往往用自己一套來演
繹，忽略了中央的角色，中央
在報告不再突出『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這8個字，也
可能希望港人多着眼及解決其
他香港問題」。

「佔中」迫中央退讓
不可能達目的

劉迺強又認為，中央的政改
底線十分清晰，反對派再提
「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
等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試圖

以「佔領中環」迫使中央退讓，是不可能達
到目的，「政改有好多方面尚有討論空間，
點解只聚焦講公民提名呢？如果想政改成
事，這種策略好不正常」。他不排除今次反
對派糾纏於「公民提名」，是因為被激進派
主導，亦可能有反對派議員有私心「博出
位」，表面爭取，實質卻拉政改後腿。

中央已展誠意 惜反對派不領情
外界關注香港政改爭議膠着，勢必影響未

來經濟及社會發展。劉迺強深信，無論情況
是否樂觀，中央及特區政府仍然會以最大誠
意、盡最大努力去推動香港政制發展，「繼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到訪立法會，再到提出回
請立法會議員，以至中央同意特首提出的請
求，促成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都充分
展示了中央的誠意，可惜中央三顧草廬，反
對派都擺高姿態，不領情，這也無話可
說」。
他強調，不少香港市民都希望政改行前一

步，「大家都看得到中央再三釋出善意，誰
在搞事，市民眼睛雪亮，心裡有數，反對派
呃唔到人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
究主任方舟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央落實普選的決心不容
置疑，否則當年不會把《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提及的
普選概念寫入基本法，作出莊嚴的法律承諾。
方舟表示，在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只
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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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反，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才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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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
標。」
方舟認為，基本法寫入達至普選的說法，反映了中央

重視港人的民主訴求，「（上世紀）80年代根本沒有選
舉，港督是英國派來，連立法局議員都由委任產生的，

但中央考慮到香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民眾會有直接
選舉產生特首的需求，所以在基本法中列明普選行政長
官」。

以激進手段威脅中央不可取
方舟坦言，基本法雖說是香港的小憲法，但香港人對

其理解仍然相當有限，「香港當然要進一步推廣基本
法，但問題是香港本身存在意識形態的分歧，有些人不
是不認識，而是有心不認同基本法」。他強調，試圖以
激進手段威脅中央並不可取，香港民主要向前行，始終
要回到法律憲制基礎上，透過公民社會中不同持份者互
相尊重，溝通妥協，才能成事。

方：中央落實普選決心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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