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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港自治不能無限擴大
白皮書闡明先「一國」後「兩制」免反對派不必要幻想

高永文憶中央供物資抗沙士

張定淮：中央提醒港依法辦事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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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廈門報道）香
港青聯會主席、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昨
日在廈門海峽青年論壇上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專訪時，表示很關注並認同《「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及的、實現「一國
兩制」是「中國夢」一部分。香港未來繁榮穩
定，需要各方面和諧，才能共同達成一個目
標，並非某些人的個別事件就代表香港民眾真
實想法。
霍啟剛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很關注並認同白皮書中提及的、實現「一
國兩制」是「中國夢」一部分。以前有機會去
內地的都是港青菁英層，但後來發現最需要同
內地接觸的，恰恰是最普通的那群人。

「衝擊就有效果」想法非主流意見
他坦言，當兩地民眾出現矛盾，香港部分年
輕人往往抱持「衝擊就有效果」的想法，沒有
討論和商量餘地。他直言，香港未來繁榮穩
定，需要各方面和諧，才能共同達成一個目
標，不是某些人的個別事件，就代表香港民眾
真實想法。
「大家在報道上看到的只是小部分人，不是

某些人的個別事件就代表香港主流民意。」他說，對人
對事不需要完全認可對方的看法，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出發點，但最起碼要了解之後再作決定。但現在的年
輕人，往往只推崇自己的想法，不容許與自己相反的聲
音。
霍啟剛坦言，兩岸四地年輕人之間的矛盾不可能立刻

扭轉，只能一步一步化解。他說，香港回歸已近17年，
必須重新思考兩地交流方向，首先是定義新的人群，其
次是如何深入交流。

青聯勉港青北上發展 放眼全亞
他指出，青聯會2007年就開展了「暑期實習團」，善
用6周時間，推薦香港各大專院校優秀學生，赴內地不
同城市工作。「他們一開始都是恐懼、好奇，回來後都
希望有機會再去內地。」下一步，青聯會將更多地鼓勵
港青創業，推出「青年創業計劃」，「畢竟香港市場有
限，我樂見香港年輕人的創業之心，希望幫助他們放眼
全亞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詳細回顧了中央對港的支援，包括「沙
士」期間向香港伸出援手。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中央當時向香港提
供了包括防護衣物等非常缺乏的物資，廣
州中醫專家亦來港與香港醫護人員在前線
並肩作戰，對他們是很大的鼓舞。
被問及白皮書介紹中央自香港回歸後的

支援政策時，高永文表示，香港能克服
「沙士」疫情，最重要因素是：一、香港
擁有高度專業的醫療隊伍，絕無「逃
兵」，緊守崗位；二、香港社會各界抱持
同舟共濟精神，向本地醫療體系提供各式
各樣支援。
他又強調，中央政府在「沙士」期間給

予香港的支援，為抗疫帶來很大鼓舞，如
特區政府當年不斷被批評未有包括口罩等

足夠防護衣物，中央政府就向香港提供了
這些當時非常缺乏的物資。

穗中醫專家來港並肩作戰
他續說，「沙士」疫情中期，當局受時

任行政長官委託，到廣州考察抗疫情況和
經驗，並引入擁有相關經驗的廣州中醫專
家來港。「我非常欣賞這些專家，儘管他
們知道很危險，也親自來到前線。在深切
治療部和『沙士』病房內……他們與我們
站在同一戰線，對我們有很大鼓舞，這是
客觀事實。」

愛國愛港 治港者基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白皮

書以大篇幅強調，治港者必須是愛國愛港者。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
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在訪問中指出，白皮書對
治港者的「愛國愛港」這一概念提出法律依
據，就是要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維護國家
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
「這些都是最起碼的政治條件」。
張定淮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白皮書

對治港者的「愛國愛港」這一概念提出法律依
據，就是要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維護國家
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
這是白皮書其中一個新亮點。「這些都是香港
公職人員最基本要求，公職人員還要效忠中央
政府和特區。」張定淮說，這些都是最起碼的
政治條件。

第一責任人 意味雙負責
「特區行政長官是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第一責任人，這個『第
一責任人』是一個新鮮提法，是第一次，這就
意味着特首要雙負責，首先要對中央政府負
責，第二要對特區負責。」

公提選特首 違反基本法
對於行政長官選舉和政改問題，白皮書提出

了具體說明。張定淮表示，香港關於政改的問
題鬧得兇，但中央政府堅持按照香港基本法辦
事，即依據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選舉行政長官，這是20多年前就在基本法中規
定好的。那麼，號稱法治社會的香港，對法律
提出挑戰，要以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的方式選
舉行政長官，就違反了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務院新聞
辦日前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白皮書，這是中央政府首次對港發布類似文件。全國港
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
定淮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香港社會對「一國兩
制」在理解上依然存有重大問題，中央藉此向香港社會
提醒，香港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權，香港作為地方區域
要對中央效忠，「一國」才是「兩制」前提，傳遞正能
量，「中央政府告誡香港社會要依法辦事，不可瞎
搞。」
張定淮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中央之所以首次
發表涉港白皮書，是因為「一國兩制」在港實施17年
來，實踐中出現各種各樣問題，最重要問題是香港社會
對「一國兩制」理解存在片面認識和理解不準確兩大誤
區。

港社會忽略對中央責任
他解釋指，任何法治都是權利和義務對等的關係，香
港一些人片面強調「高度自治」，卻總忽略了對中央政
府的責任。一些人認為，「一國兩制」就是中央掌握國
家安全和外交，香港其他權力都由香港自行行使，這些
都是對「一國兩制」的片面和錯誤理解。
張定淮說，針對有關問題，中央必須通過白皮書，向
香港社會再次闡述「一國兩制」這概念，也是澄清基本
法條文之後的政治意圖和政治條件。「中央要給香港社
會提個醒，究竟『一國兩制』包括哪些內容，有哪些內
涵，這些都要說清楚。」
這位對香港基本法有多年研究的權威專家看來，是次

白皮書特別是第五章有許多新亮點。他舉例說，首先中
央在此章節開頭提到，「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
兩制』」，這說明以前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不全面不準確。

「23條」不立法未保國家主權
張定淮指出，中央強調「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任何一個地方區域，都有責任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但是在香港，一個

能夠確保國家主權安全
利益的「23 條」到現
在都不能立法，就是香
港社會不能理解「一國
兩制」的表現。
其次，張定淮認為，
基本法中一些不好用條
文表現和反映的政治意
圖，在白皮書也得到體
現。比如，白皮書強調
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
固有的，唯一來源是中
央授權，香港特區不存
在「剩餘權力」，這點
就是強調中央對香港擁有絕對管治權，香港所有權
力都是中央授予的，香港社會以為中央只管國家安
全和外交，香港所有權力都是香港自行行使都是錯
誤的。

「一國」「兩制」非等量齊觀
「『一國』與『兩制』並非等量齊觀，這也是一個
新亮點，這就是要告訴香港社會，『一國』與『兩
制』雖然是有機的整體，但是『一國』和『兩制』並
不是完全平等的，『兩制』首先要以『一國』為前
提。」張定淮說：「白皮書還強調要尊重國家政治體
制和其他制度和原則。雖然香港是高度自由的社會，
但香港社會中存在的對中央政府的謾罵和侮辱甚至攻
擊，都是沒有尊重中央政府的表現，所以白皮書就是
要告訴香港社會，要按照怎樣的方法和規矩行事，香
港社會必須要充分尊重中央政府，要對中央政府『效
忠』。」
張定淮續說，白皮書還對香港社會要尊重和維護全國
人大及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具有修改權和解釋權這一點
有所重申。
最後，張定淮指出，白皮書的發表，對香港社會將產
生積極影響，傳遞正能量，也是「中央政府告誡香港社
會要依法辦事，不可瞎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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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首發《「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闡述「一國兩制」政策含義，強調中央

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及高度自治的監督權，但反對派聲稱「中央收緊高度自治」。香港社會各界認為，中央一直擁有

香港全面管治權，前提是「先『一國』後『兩制』」，不可能把香港高度自治無限量擴大，愛國者治港更是理所當然。

他們深信，白皮書闡明「一國兩制」框架，避免反對派再作不必要幻想。

■楊釗 黃偉邦 攝■袁武 黃偉邦 攝■劉漢銓 資料圖片

■林淑儀 資料圖片■劉宇新 黃偉邦 攝■王國強 資料圖片

■龍子明 黃偉邦 攝 ■藍鴻震 黃偉邦 攝■吳秋北 潘達文 攝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白皮書說明了「一國兩

制」及高度自治含義，令港人更明白中央擁有
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對於白皮書指，法官和
司法人員屬於「治港者」，須維護國家主權利
益、安全及愛國，曾任香港律師會會長的劉漢
銓認為，司法是「三權」其中一權，當然屬於
「治港者」，「冇咗司法，香港點樣『治』
呢？」法官就任時，也須宣誓效忠基本法，
「（法官）唔可能唔愛國，呢個係基本條
件。」

劉漢銓：公職人員有責任愛國
劉漢銓強調，香港司法獨立與愛國沒有矛

盾，法官愛國是擔任司法人員的「先決條
件」，「任何公職人員都有責任愛國」。他又
說，法官判決時需要考慮國家主權及安全，是
基本要求，「正如立法會制定法律，都從維護
國家主權、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出發，法官判決
亦一樣。」
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顧問、香港中華總商會

副會長袁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一國
兩制」政策，大前提是「先『一國』後『兩
制』」，而非只強調「兩制」而不承認「一
國」，「中央授權香港享有『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大家非常清楚，香港並無剩餘權力，
不好無限量擴大『治港權力』，香港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怎能夠沒有管治
權？」

袁武：「愛國者治港」一貫政策
他續說，「愛國者治港」向來是中央對港政
策，「行政長官既向中央又向特區負責，並由
中央任命，『愛國愛港』是無可厚非，整個管
治班子都要『愛國愛港』，否則『愛外國』怎
辦？」
袁武強調，白皮書提及的中央對港政策，既
無增加又無減少，「最重要是，不可能脫離中

央授權高度自治的範圍，正如承認『一國』不
承認『兩制』就有誤解。」

楊釗：與中央對抗 不能任特首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直言，在「一國兩

制」下，中央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力，並須依
基本法辦事，不可能於基本法下另搞一套，比
如「公民提名」等，寄語大家思考要「一人一
票」抑或「原地踏步」，白皮書好清楚表明，
普選依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辦事，不可選
出與中央對抗者任特首，但反對派就總不相信
並另起爐灶。

王國強：反對派扭曲解讀挑爭拗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王國強指出，白皮書
清楚提到，香港回歸17年來，「一國兩制」實
踐成就，至今從無改變「一國兩制」下的高度
自治，只是反對派解讀並「夾硬扭曲」，這是
不符事實的，「白皮書重申基本法原意及框
架，避免再有人作遐想，甚至作不必要的追求
及爭拗。」
他強調，中央對港政策非常堅定：「不是中

央想改變，而是香港反對派企圖改變」。白皮
書表明「愛國者治港」，說明中央不會改變底
線，即使「佔中」都不改變。

劉宇新促熟讀基本法含義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名譽會長、香港各界文化

促進會常務會長劉宇新形容，白皮書重申基本
法精神，即按「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
是先「一國」後「兩制」，「香港不是政治實
體，而是直轄於中央政府。基本法是經過三年
零九個月制成的巨著，保持了香港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是港人之福，期望大家熟讀基本
法含義，平心靜氣解決問題。」

林淑儀：鄧小平早強調「愛國者治港」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說，過往港人簡單化理解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甚至是選擇性遵從，
白皮書就清晰總結了回歸17年來「一國兩制」
的實踐，澄清誤解，這是非常好的事，「事實
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早強調『愛國者治
港』，愛國不是單一模式，而是有好多不同表
現，作為治港班子成員，亦是不可能不忠於當
地政府，忠於主權就是愛國。」

吳秋北批部分人「詐傻扮懵」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認

為，今年正值政改關鍵時期，國務院發表白皮
書十分及時，明確指出香港沒有「剩餘權
力」，「唔係你想點就點。」他表示，白皮書
闡述了中央對港一貫政策方針，過去至今未有
改變，「只係有部分人『詐傻扮懵』。」

龍子明：中央對港有全面管治權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表示，國務院在香港回

歸祖國17周年前夕發表白皮書，反映中央希望
更多港人全面掌握「一國兩制」含義。白皮書
點出了中央政府治港方針，強調「兩制」是服
從於「一國」，香港沒有所謂「剩餘權力」。
他指出，「一國兩制」明顯是「一國」先行，
因為香港特區權力由中央透過基本法賦予，故
中央是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藍鴻震：特區政府權力由中央授予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國際專業管理學會主席

藍鴻震表示，白皮書內容沒有偏離基本法，強
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擁有對
港全面管治權，是理所當然的，港人不應對白
皮書內容感到「驚訝」。他指出，特區政府權
力由中央授予，「唔係中央（授權），唔通係
從天而降？」
他續說，白皮書指法官是「治港者」並無不

妥，因為法官是按法律判案，屬權力架構一部
分，又指只有法官不偏不倚辦事，已是「愛
國」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