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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愛國愛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的政體決定了行政長
官必須集「愛國愛港」於一身。怎樣才是「愛國愛
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曾經給出三個標準：第
一，尊重自己的民族；第二，真心擁護國家和香港主
權；第三，不做損害國家和香港的事情。對於「愛國
愛港」，中共十八大報告也用兩句話進行了詮釋：一
句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另一句是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如果違反這兩條，肯定
不是「愛國愛港」。
按照這兩條標準，我們來看發生在香港的「佔中」

事件。「佔中」的組織策劃者們不惜以癱瘓香港金融
中心為代價，脅迫中央和特區政府接受他們的普選方
案；他們甚至還孤注一擲，勾結「台獨」餘孽攪亂香
港。他們雖然打着「民主」的旗號，鼓吹的卻是一套
違背香港安定團結、法治文明和主流民意的謬論，與
香港崇尚自由和諧與法制民主等核心價值背道而馳。

從「佔中」組織策劃者的行為可以看出，其目的是阻
礙普選順利推進，背後隱藏的是動亂香港，分裂祖國
的陰謀。
顯然，「佔中」絕不是愛國愛港的行為。為此，李
源潮在此次講話中特別強調，「佔中」是違法的，是
耽誤普選的，是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中央對此堅決
反對。李源潮的講話非常清晰和鮮明，這就是反對派
企圖以違法「佔中」影響政改，破壞普選，甚至勾結
「台獨」，勾結外國勢力，脅迫中央接受他們違反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的所謂「真普選」，不僅葬送香
港的民主進程，而且把香港的繁榮穩定和700萬港人的
整體利益推向崩潰的邊緣。

對抗中央者妄談愛國
李源潮在此次講話中特別強調，香港的發展與國家

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因此，特首人選必須是愛國愛
港者，而「愛國愛港」者的根本標準就是不能對抗中
央。這其實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特區是中央下轄的

地方，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決定其必須「雙負
責」——既要對香港特區負責，又要對中央人民政府
負責。在這裡，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如果讓一個與
中央對抗的人當選香港特首，將會出現怎樣的後果？
較輕的後果是，香港出現憲政危機。按照基本法規

定，符合法定資格的人都可以要求提名參加選舉。但
最終任免權在中央，萬一要產生一個與中央對抗、中
央不能接受的人，就要出現憲政危機。相信極大多數
港人都不希望看見出現這種問題。
較重的後果是，嚴重損害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利益，

破壞祖國統一。可以想見，如果由一個只要「兩
制」、不要「一國」的行政長官管理香港，或者讓一
個對抗中央政府的人選來管治香港，在目前紛繁複雜
的國際環境中，各種境外敵對勢力就會乘虛而入，就
很有可能把香港引向分裂祖國的道路，甚至把香港變
成圍攻祖國大陸的「橋頭堡」、「急先鋒」。
中央制定基本法，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目標就是

香港的繁榮穩定。而行政長官是中央和香港特區之間
的一個橋樑，必須與中央有良好關係的政治基礎，否
則會損害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利益，更多的是損害香港
的整體利益。

普選必須依法有據
李源潮會見香港傳媒高層訪京團的講話公開後，一
些極端反對派和「佔中」發起人進行了狡辯，他們認
為「佔中」目的是爭普選，並非阻礙落實普選，他們
鼓吹「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才有長遠的安定繁榮」。
那麼，什麼是真正的普選？其實在李源潮的講話

中，答案已經非常
清 晰 。 李 源 潮 指
出，在1984年《中
英聯合聲明》中，
只是規定立法機關
由選舉產生，沒有
規定具體的選舉方
式；行政長官是在當地通過選舉或者協商來產生，由
中央政府任命，都沒有講普選。後來在基本法起草過
程中，中央從發展香港民主的願望出發，充分聽取香
港同胞的意見，認真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把循序漸
進最終達至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
目標寫進基本法。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
過。這是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由來，也是實行普選的
法律依據。
無論反對派提出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及

「三軌提名」，還是「公民推薦」，其目的都是要削
弱、架空、取代「提名委員會」提名權，都是違反基
本法的規定，阻礙香港政制和民主發展的進程，剝奪
廣大市民真實的民主意願和權利，將2017年普選行政
長官導向歪道、引入死路，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正如李源潮所說，民主必須在法制軌道上進行。叫

喊民主口號的人很多，但能夠真正有利國家造福民眾
的，是在法制軌道上進行的民主。因此，任何形式的
普選都必須依法有據。依法有據才能保證選舉前的共
識，保證選舉當中的秩序，保證選舉結果得到公認。
這才是有效的成功的普選，也是「愛國愛港」這條不
可逾越的底線。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李源潮講話再次闡明「愛國愛港」底線不容逾越
在香港，是否能出現及允許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這是當前香港政改諮詢面臨

的最大問題。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4月24日會見香港傳媒高層訪京團時強調，中央關於香港

政改的方針有四層意思：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依法有據實現普選，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有利

香港繁榮穩定。值此本港政改諮詢即將結束之際，李源潮代表中央提出的這「四項方針」，

既點出了香港政改必須以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又再次強調了香港普選必須依法

依憲的基本準則。其中，對於行政長官人選重申了必須「愛國愛港」是一條不容逾越的政治

底線。

■屠海鳴

中聯辦張曉明主任近日陸續聯絡立法會各派議
員，兌現他在上海的承諾，就政改見面溝通，交
換意見。
誰都明白，這個禮遇是給那些「泛民」議員

的，因為中聯辦與建制派議員不存在溝通上的障
礙。本月13日上海座談時，張曉明宣佈，願在兩
個月內，與所有未到上海的議員一一會晤，溝通
對行政長官普選的看法，而且會見場所悉聽尊
便。如此氣度，如斯誠意，引來社會各界一片喝
彩。
可是「泛民」議員的態度就五花八門了。以誠
意相報者有之，表示溝通重要，期待邀約；以猜
疑相報者有之，未及謀面已惴惴不安，擔心受騙
上當，被「個個擊破」；以惡語相報者亦有之，
擺出一副鬥狠的嘴臉，聲言一定要藉機對張曉明
「教訓」一番。
政改是一個尋求共識的過程，只有溝通才能求
同存異，找到普選的最大公約數。為此，張曉明
才去立法會赴宴，王光亞和李飛才到上海會見議
員團。如今輪到「泛民」接着了。有人天天把爭
民主喊得山響，現在卻對溝通心存抗拒、底氣不
足了。
無獨有偶。前些時候張曉明曾打算回請議員，
可菜已備好，酒已上桌，客人卻不來了，原因是
有些議員不願進中聯辦的門。主人家好似「熱臉
貼了冷屁股」，怎不心寒！但願此番溝通安排，
不再是另一次不應有的失落。
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是中央政府的承諾，
也是700萬港人的期盼。作為中央駐港的最高代
表，張曉明已是誠意盡現，而一些「泛民」中人
誠意何在，全社會都在拭目以待。

（文章編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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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是特區政府出錢辦的電台，電台的總
編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廣播處長，在反對派鼓吹
「佔領中環」的時候，香港電台在「左右紅藍
綠」的節目中，找來了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作為節
目主持，大講「六四紀念館」開幕，聲言要利用
香港作為反共的基地，要把「民主的火種散播到
神州大地」。香港電台在顛覆國家的宣傳中，在
推動年青人參加「佔中」起到什麼作用，值得留
意。不要以為，有人演出了黑地氈、黑衣服迎接
廣播處長履職的鬧劇，香港電台彷彿就不再是官
方的單位，廣播處長就可以對旗下的節目不須負
責任。整色整水的鬧劇演多了，讓香江公眾看到
了有一股邪氣，互相扯貓尾。
同一天，《蘋果日報》又報道了「拒做鵪鶉」
老師吳美蘭的「英雄故事」。原本任教庇理羅士
中學的官校教師，以「我要選特首」的標語牌，
衝擊政務司司長訪問學校的活動，一舉成名。校
長建議她遵守公務員事務規例（CSR），她反而
投訴校長，最終上訴至教育局獲「平反」，教育
局高層為她開了綠燈。其後，她調到西九龍官立
嘉道理爵士中學，由過去的教通識科，改為只教
英文科，居然在英文科的上課時間，向菲律賓、
尼泊爾學生播放六四紀錄片，還說「如果你未來
打算喺香港落地生根，你要認識中國嘅當權
者」，「這一代人有責任記着六四事件，為死難
學生爭取平反」云云。吳美蘭是「進步教師同
盟」的核心人物，極力支持「公投」，曾揚言
「官校老師唔係鵪鶉」。正因為出位，她當上了
教協監事會成員，大力支持「佔中」。最近，
「進步教師同盟」和吳美蘭大力推動「學民思
潮」的「公民提名」方案，全盤抹煞基本法，公
開挑戰憲制。激進的勢力還準備引誘稚嫩的中學
生參加違法的「佔領中環」。
事實已經很清楚，激進反對派的洗腦活動以六
四題材開始，再由搞對抗的教師帶領年青人走上
激進的道路，最後挑戰法制，成為他們的政治工
具。官方電台、官辦學校、官方資源，正被利用
為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基本法」、顛覆國
家的溫床，這是明擺着的事實。如果有一天，所
謂「公民提名」方案得到實現，選出對抗中央的
行政長官，香港的穩定、國家的安全，還有甚麼
保障？這是一個值得港人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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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個星期，香港和內地就着本月中一宗「旺
角街頭小童便溺事件」熱烈討論。我特別留意到，
部分媒體和網民對我就事件的評論有偏離原意的演
繹，我希望在此可以作出澄清。
我想指出，對人應該抱有「包容」的態度，對不

當的事則不應該予以「縱容」。我們並非不去正視
錯處，而是要用理智的方式面對這些事情。香港是
法治社會，如有涉嫌違法的行為應訴諸正途解決。
日常生活出現的小衝突和矛盾，不論是否牽涉旅
客，也宜以平和的態度去處理和化解。社會充斥着
戾氣和敵意，並不利於香港的經濟健康發展。
「包容」絕不等同「縱容」。我當然並不贊成
縱容街頭便溺的行為。隨着社會不斷進步，教育
水平不斷提高，不合衛生的舉動已經甚少在香港
街頭出現。因此，當大家見到最近有關事件發生

時，不免感到難以接受。我們應透過教育和善意
規勸的方式，灌輸文明守禮、奉公守法的思想給
外來人士，同時要理解公德教育是個持續不斷的
過程。我欣見香港人守紀律、講規則的優良作風
正慢慢感染來此旅遊的內地人士，但我們要明
白，改變生活習慣還是需要時間的，這是我所指
「包容」的意思。
我所說的「包容」也是指對人要存有寬容之心，

這是我在基督教會成長的領受。我們活在二十一世
紀的香港，物質生活非常豐盛，但面對生活的壓
力，有時候會容易動怒生氣，是可以理解的。中國
有超過十三億人口，文化水平參差，首次出外旅遊
者大不乏人，當旅客在一處陌生的地方遊逛時，一
旦有突發的需要，年輕的還可能懂得利用科技，如
上網尋找資料，適時幫自己一把，但更多可能出現

的情況是感到徬徨無助，不知所措。香港市民外出
旅遊的經驗豐富，我相信大家都對類似處境不感陌
生。當有關事件發生之後，路人即時的指罵和圍觀
顯然已對當事人造成了壓力和觸發了不安。我所指
的「包容」，就是指對別人予以基本尊重，釋出的
寬容之心。
因應香港社會對這事件的迴響，政府將與旅遊業

界持份者如香港旅遊發展局和香港旅遊業議會等組
織，探討各個可行方案，向旅客多加介紹和解釋香
港的文化習慣，減少不愉快情況的出現。
最後，我想再次指出，政府明白旅客數目增加對

社會造成壓力，因此正研究調控旅客人數增長和結
構的辦法，以確保旅遊業穩定及有秩序發展，並會
盡力減輕旅客數目增加對社區帶來的不便，平衡旅
遊業對香港經濟及民生的影響。

對人要包容 對事不縱容

楊志強
資深評論員 化解兩地摩擦需要互相尊重和包容

雖然許多內地網民本也不贊同幼童在公眾場合
便溺，但卻被個別香港青年在事件中表現出的冷
酷、不近情理和對內地遊客強烈的敵意，深深刺
傷了心。此事幾經發酵，已從情理、法理之上的
問題演變為兩地網民的對立。有內地網民揚言要
在五一黃金周帶兒童來港隨處便溺，有香港網民
則揚言發動攝影大賽，專門拍攝內地旅客在街頭
大小便實況。對此，食衛局局長高永文呼籲所有
人守法。兩地制度、文化存在差異，交流過程出
現摩擦在所難免。

港人不會認同欺凌弱小的行為
縱觀內地幼童在港街頭便溺事件，本是一件微

不足道的小事，但從發酵到形成風波，有很多東
西值得我們深思。平心而論，幼童當街便溺確實
不妥，但兩歲幼童在排隊過程中憋不住而應急處
理應可以諒解。在短片中可見，母親用尿片接小
便，並用膠袋裝好，表現合理且克制，並無影響
香港環境。遇到這種情況，香港人應走過去善意
諮詢那位內地母親是否需要幫忙，或者指引她找
到廁所，而不是冷漠地拍照當成渲染內地人素質
低下的證據。內地人的素質的確有待提高，但香
港人的文明素質同樣需要提升。有批評針對拍照
者，指摘其拍到幼童私處，侵犯未成年人權利，
這並非沒有道理。
文明應是尊重和包容，作為一個成年男人，
看到幼童在公共場所小便，沒有阻止，更沒有
引導，而是拿出手機肆意拍攝，這談不上什麼
文明。文明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寬容和理解，
而非偏激的揭露、羞辱和謾駡，這何嘗不是一
種不文明的象徵。絕大多數香港民眾此次都對
內地遊客的遭遇感到同情，很多人也認為事件
中的「青年」太過分。香港市民固然不滿「不
文明」行為，但更不會認同這種欺凌弱小的行
為。

不應將歧視矛頭指向內地遊客
香港社會的包容性一直讓港人引以為榮。華

人、歐美人、東南亞人乃至非洲人等各膚色人種
融合共處在這美麗安寧的都市。令人訝異的是近
年來少數香港市民竟將歧視的矛頭指向來訪的內
地居民。
此次衝突事件以及隨後的輿情，凸顯香港社會

部分人缺乏包容性。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帶有嚴
重歧視的侮辱事件，挑起內地民眾的神經。例
如，「驅蝗事件」、公然辱罵內地遊客「滾回
去」、高舉港英旗幟在內地遊客面前叫喊等。其
實，如果冷靜地站在對方角度去思考，問題未必
如此嚴重，而兩地關係更不應當因此事受到傷
害。內地網民對此事的激烈反應，完全可以理
解。回顧過去兩三年，涉及兩地民眾對罵或衝突
的個案，諸如內地遊客地鐵進食被批評、內地遊
客被騙、內地遊客到港旅遊被驅趕等等，眾多事
件疊加之下，香港的旅遊形象，至少對於內地一
些民眾來說，已經嚴重受損。

「種族內歧視」不可忽視
在當下的香港，有少數人「只歡迎內地的錢，

不歡迎內地的人」。 他們近年來對內地遊客的
敵視情緒愈演愈烈，逐漸滑向一種少見的所謂
「種族內歧視」，例如「驅蝗」、「掃蝗」這樣
的口號，以及在網上號召本地人走上街頭驅趕遊
客等行為，雖然每次都遭到香港主流輿論嚴厲譴
責，更被批評嚴重影響香港形象，卻並未停歇，
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特區政府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也已經關注到這一

情況，主席周一嶽曾透露，可能就歧視內地人修
改法律，今年下半年會展開諮詢。諮詢文件將針
對社會上多種嚴重以及正在惡化的歧視問題，如
果諮詢後最終完成立法，內地遊客及新移民遭本

地人歧視都
將受到法律
保障。
煽動群體之間的仇恨、歧視，香港目前也並非

無法可依。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而訂立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種族
歧視條例(CAP602)》，其中把族群之間誹謗定義
為「在公共場所，一個人或一類人煽動仇恨、嚴
重鄙視、或嚴重嘲笑另一個人或一類人」。詆毀
內地遊客，完全基於他們是內地人，因此適用該
條例。

把「罵戰」精力用於促進兩地經濟發展
在當今的時代，香港經濟唯有在中國的崛起中

才能更繁榮、更昌盛；香港社會唯有同內地社會
共發展才能更穩定、更進步；香港同胞唯有逐漸
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才能更富裕、更安全。香
港市民與內地同胞之間發生點問題、事件在所難
免，但兩地同胞應該也能夠以理性、理解、包
容、互敬、互讓予以化解。兩地同胞需要從中華
民族復興的大局出發，順應時代，正視現實，改
變心態，提升素質，和諧相處，此乃當務之急。
香港與內地，雖然存在社會文化上的差異，但

差異不是問題，不是障礙，不影響兩地合作與發
展。也正因為有差異，才實行「一國兩制」。回
顧香港回歸祖國近17年來走過的歷程，最值得
驕傲和自豪的就是兩地不分彼此，相互支持，共
謀發展，實現雙贏。事實證明，香港與內地兄弟
情深、血濃於水。實際上，絕大多數港人仍然十
分好客與友善。
「禮之用，和為貴」。兩地民眾交往中需要多

些包容尊重，才能化解對立情緒，創造友善相處
的和諧氣氛。所以，兩地民眾應拋開不必要的爭
拗，於差異中揚長避短，團結起來，把「罵戰」
的勁頭用於聯手促進兩地經濟發展之上。

近日內地幼童在香港街頭小便被個別港人拍攝引發的一場小糾紛，

演變為兩地網民一場大型罵戰。但是，任何不理性、不冷靜、不負責

任的情緒化言行，都會傷害兩地同胞的感情與和氣，既不是香港市民所樂見，也不是內地

同胞所認同。內地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都是同根同種、同文同族的同胞，兩地民眾不能

因內地幼童在港街頭便溺的小事，鬧情緒、鬧矛盾、鬧對立，更要警惕少數人挑起矛盾和

對立。化解兩地摩擦需要互相尊重和包容，應該在兩地民眾交流中厚植中華民族優秀的文

化傳統和現代公民社會的民主法治精神，把「罵戰」精力用於促進兩地經濟發展，提升交

流交往的品質。

志強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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