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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日前聲稱，國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說明本港所有權利都是中央
賦予，「香港人就是奴隸。」全國港澳研究會理
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
平學昨日批評黎智英言論駭人聽聞、胡說八道，
指出西方學者亦認為單一制國家的地方權力來自
中央。

「這是西方學者講的」
鄒平學昨日在「文匯大講堂」第一講上，指出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而單一制國家的地方沒有主
權，「這不是中國人說的，是西方學者講的。」
他引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表示，單
一制國家是地方權力來自中央，中央可以改變地
方權力的多和少，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中央單方
面決定，並非地方可跟中央談判的。他又說，英
國、法國、意大利及日本都是單一制國家，按照
黎智英的說法，「那些國家的地方
都是做奴隸嗎？簡直是胡說八道
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駁肥佬黎「奴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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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白皮書列明，中央政府擁有對本港的全面管治權，對本港的高度自治亦具有監督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昨日指出，根

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中央決定設立香港特區、制定基本法、依法行使直接管治香港

的權力及依法授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綜合起來就是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全面

管治權本身包含監督權，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亦對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家主

席、中央政府等中央國家機關賦予重要監督權責。

「文匯大講堂」第一講 釋白皮書「全面管治權」「監督權力」
鄒平學昨日在「文匯大講堂」第一講上，以〈如何認識

「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力」—對白皮書有關論述的
解讀〉為題主講。他指白皮書提及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和監督權，引起輿論較多關注，並認為中央對香港的這兩種
權力，有充足的憲法和法律依據。

依法授權香港享高度自治
於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方面，鄒平學表示白皮書

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
礎」，而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中央在全面行使管治權方
面，分為四個層面：決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基本
法，規定在香港實行的制度；按照基本法規定，依法行使中
央直接管治香港的權力；依法授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

他反問：「難道這個權力還不是全面的管治權
嗎？」
他指出，中央管治香港的具體權力，既包括國

家憲法和基本法中具體列明的權力，也包括隱含權
力（implied powers，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沒有明文列
舉，但根據主權原則應由中央行使或保留的權力），
如制定和調整對香港方針政策的權力、完善特區制度的
權力、支持指導香港特首和政府依法施政的權力、國家
行為的規定權和解釋權等。

維護國家主權 保港長期繁榮
對於中央對高度自治的監督權，鄒平學指出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對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家主席、中央人民政
府等中央國家機關賦予了重要的監督權責，而中央的全面管
治權本身亦包含監督權，是貫徹落實中央對香港實行的各項
方針政策的重要前提，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礎。
他表示，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而根據國家憲

法，全國人大享有包括基本法在內的國家基本法律的制定權
和修改權、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決定權，還有權作
出有關香港特區事務的法律問題的決定。他說，根據基本法
第二條，全國人大授權香港依照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享有
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根據基本法
第二十條，全國人大還可以繼續授權。「這說明，全國人大
作為授權者，負有全面監督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最高憲制責任
和憲制權力。」
鄒平學說，根據國家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的決定行使職權，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貫徹實
施「一國兩制」和實施基本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在對基
本法實施的監督方面，國家主席的權力表現在：根據全國人
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香港特區行使國家元首的一
般職權，例如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公布基本法及接受特首述
職。他又表示，國務院必須嚴格執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
定的法律、通過的決議和決定，貫徹執行「一國兩制」、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有關香港事務的法律問題
的決定。

地方性事務亦要受直接間接監督
他指出，即使純屬於香港的地方性事務，有些事亦要受中

央的直接或間接的監督，如特首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
案，要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予中央政府備案。

鄒平學主講重點
◎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有充分

的法理基礎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

區的憲制基礎

■國家擁有對香港的主權

■國家是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

■基本法是授權法

◎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有充足的憲法和

法律依據

■國家憲法規定中央設立香港特區

■國家憲法規定中央制定基本法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規定在香港實行

的制度

■基本法規定中央授予香港高度自治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內，中央有隱含

權力

◎不能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監督權

和高度自治對立起來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中
環」企圖透過發動所謂「全民公投」向中央叫板。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
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昨日批評「全民公投」非法，
沒有法律依據，不能對抗全國人大和基本法作為全
國13億人的意志。他同日撰文指出「全民公投」
行為無依據、權力無來源、主體無資格、議題越權
限、程序無保障、勝負無標準，是「山寨公投」，
無法避免失敗的宿命。

小孩可投票 證「公投」胡來
鄒平學昨日在「文匯大講堂」第一講上批評，批
評香港反對派「好像是打了雞血一樣」，「說80
萬幾（投票人數），我覺得好笑，你就是300萬也

沒用……難道你300萬，可以對抗一個全國人大和
基本法，就是代表主權者的意志，13億人的意
志。你300萬人可以對抗這個13億嗎？」他又指，
連小孩也可投票，「全民公投」是胡來的，不值一
提。對於反對派聲稱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是打壓「全民公
投」，他指反對派是自我抬高。

硬銷非法產品 圖操弄民意
他同日又以〈徹頭徹尾的非法鬧劇——評所謂

「6．22公投」〉為題撰文，批評「佔中」主事者
不甘心「公民提名」主張無法進入合法之門，炮製
出「全民公投」，拿出3個均含「公提」的方案選
項，「可見其『公投』是假，硬銷非法產品、搶佔

輿論高地、製造操弄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
普選方案的民意壓力才是真。」他指出，「全民公
投」不僅目的非法，亦因其行為無依據、權力無來
源、主體無資格、議題越權限、程序無保障、勝負
無標準，是「山寨公投」。
鄒平學強調，香港是國家單一制下的一個地方行

政區域，雖然享有高度自治權，但無權創制「公
投」制度，而基本法沒有對公投作出任何安排，這
次「全民公投」也沒有得到中央的授權許可，不符
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
法律地位，明顯違反基本法。他指出，「全民公
投」無法避免失敗的宿命，強調2017年特首普選
只能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上
進行，「這是任何人都撼動不了的政治現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反對派聲稱內裡提及的
中央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是削弱本港的高度自治。全國港
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
平學昨日表示，不能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和高度自
治對立起來，指出中央及特區權力的共同目的，都是維護國
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亦都必須依法
行使，遵循法治原則。

「全面」二字含微言大義
鄒平學昨日指出，白皮書在中央擁有的管治權前面加上

「全面」二字，明確中央對特區自治權的監督權，不是新概
念和新提法，而是對「一國兩制」下的中央和特區權力關係
應有之義的明確、強調和重申，也是針對香港社會一些人沒
有正確認識中央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之間的關係所作出的十
分必要的重申和強調，「這絲毫不意味着『一國兩制』政策
有變化，更不意味着基本法名存實亡」。
他表示，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監督權與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既不可等量齊觀，也不能對立起來。「無論是中央權力還是
特區的自治權力，它們的共同目的都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
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無論是中央直接行使管治
權、還是授權特區行使自治權以及對自治權行使監督權力，
都必須依法行使，遵循法治原則。」

與高度自治非對立
維護統一保港繁榮

難敵13億人意志「山寨公投」必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聲稱國
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內提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及監督
權，是「新概念」、「僭建」，強屈基本法
「名存實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
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昨日
指出，從整體上把握國家憲法、基本法條文之
間的整體邏輯聯繫，可明確看到中央的全面管
治權及監督權是無可置疑，呼籲要有整體的法
律觀，「切不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又
表示，從國家擁有對香港的主權、單一制國家
形式及基本法作為授權法，亦可顯示中央的全
面管治權及監督權。
鄒平學昨日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及對香港高度自治的監督權，具有法理基礎。
他表示，有人不接受這兩個概念，是因為基本
法沒有「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力」的字
眼，但有「高度自治權」的字眼，不過如果從
整體上把握憲法、基本法的條文之間的整體邏
輯聯繫，「是可以非常明確和肯定地看到中央
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和對特區
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力，這是無可置疑的。」
他又以美國憲法為例，指出其中沒有「三權分
立」的任何字眼，但分析各個條文間的邏輯關
聯及憲法的整體精神，可以看出其政治體制是
「三權分立」，呼籲觀察和認識政治法律概
念，必須要有整體的法律觀，「切不可只見樹

木，不見森林！」
他指以前的中央文件沒有闡述過中央的全面

管治權，但這概念在內地法律學者中，「則不
算新事物。」
鄒平學說，國家擁有對香港的主權，而主權

在國內是最高的，對外是獨立的、統一的、持
久的和不可分割的，當實際運行就會表現為管
治權，而主權是超越和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是
法律的本源，治權則是法律賦予的，「主權決
定治權，治權是主權的派生權力。」

絕不意味「一國兩制」有變化
他強調，中央基於不可分割的主權而擁有的

管治權，「當然是全面的，不可能是部分的、
殘缺的」，故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派生於中央權
力，接受中央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不是完全自
治權，更不是自決權，必須承認和維護中央擁
有主權及全面管治權這個根本前提和基礎。他
說，在管治權前面加上「全面」二字，也絕不
意味「一國兩制」政策有任何變化。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鄒平學表示，從中外主

流的公法理論來看，單一制的理論非常強調國
家管治權力源於中央、集於中央，地方沒有主
權特性及獨立於中央的權力，中央對地方有絕
對控制權，「所以，在單一制國家裡，任何地
方包括特別行政區沒有固有權力，沒有剩餘權
力，地方權力都來源於中央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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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說八道

■鄒平學昨日在「文匯大講堂」第一講上，以《如何
認識「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力」——對白皮書有
關論述的解讀》為題主講。 曾慶威 攝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在香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白皮書白皮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批聽眾出席大批聽眾出席「「文匯大講堂文匯大講堂」」第一講第一講。。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鄒平學指出，白皮書提及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有充足的憲法和法律依據。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