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辦各界：肥彭荒謬
中英聯合聲明沒提普選「外人」無權干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

決定後，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肥彭）日前高調撰文指指點點，聲

稱人大常委會的政改決定，會令香港出現「幕後操縱式」民主。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辦公室及各界人士紛紛反駁彭定康的言論荒謬，強調中英聯

合聲明完全沒有提及普選，而按照香港基本法推動的政制發展屬於中國

的內部事務，應由中央及香港市民決定，彭定康等「外人」無權干預。

彭定康日前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
文，聲稱英國政府對香港負有「道

義責任」，有必要為香港民主發聲，以保
證其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

屬中國內政 由中央港人決定
特首辦發言人昨日回覆傳媒對彭定康言
論的查詢時重申，在香港回歸前，香港的
歷任港督均非由香港市民選出，中英聯合
聲明完全沒有提及普選，及按照香港基本
法推動的政制發展屬於中國的內部事務，
應由中央及香港市民決定。
於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當中關
於香港特區政府組成內容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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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官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范太：英無理據介入港普選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回應彭定康
的言論時重申，中英聯合聲明只是提出香
港的行政長官是通過協商或選舉選出，無
提到普選，她不明白彭定康在《金融時
報》撰文的意思，希望彭定康可以看清楚
中英聯合聲明。她又強調，英國沒理據介
入香港普選問題，彭定康了解的香港是回
歸前的香港，現在有很多事情已經不同。
范太又形容，從反對派有人到美國討論
政改，到彭定康撰文等，情況好像一間屋
有兩兄弟爭吵，其中一人有鄰居幫助，煽

風點火，這樣其實沒有意思。萬一打架造
成破壞，鄰居也不會有損失；相反攪亂香
港，只是香港人受罪。

朱銘泉：反對外力干涉中國內政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會長朱銘泉表示，香港政改進入關
鍵時刻，大家應積極為香港政改發聲。香
港的回歸，代表中央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和管治權。而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對香
港政改問題說三道四。「末代港督」彭定
康更要求英國政府介入香港的民主發展，
是對中國內政的嚴重干涉，需要堅決抵
制。他說︰「如果中國對英國事務指指點
點，咁你哋（英國）會點呢？」

董建華：彭言論「不值得回答」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日前舉行記者會

時，亦回應指彭定康的說法「不值得回
答」。對於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就中
英聯合聲明實施發起調查一事，董建華副
主席指出，中英聯合聲明落實得很好。他
說，中英聯合聲明沒提過普選，而香港基
本法的內容多過中英聯合聲明，是因為中
央為了香港好。
針對英、美關於香港政改問題的言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早前表示，現在香
港是中國的特區，「它已經不是1997年之
前的香港」，重申香港特區事務屬於中國
內政，「任何對香港事務的指手畫腳、說
三道四都是徒勞的。」 「三違反」元兇又搞破壞「賊喊捉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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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表示，他的工作要求他經常換位思考，他盡
量設想如果自己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同齡人，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出台後的第一反應會是什麼？——當
然，前提是他沒有加入「把人生貢獻給馬路」的某個
團體，也沒有整天捧讀「被吃掉一口」的某張報紙，
也就是沒有被反對派團體和喉舌「洗腦」，他想他的
第一反應很可能是：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決定！

張曉明的表述曲盡其妙
張曉明的這一表述曲盡其妙之處在於，任何在香港

長大的人，只要不受任何先入為主的言論影響的話，
正本清源地講，人大決定是一件大好事。好在什麼地
方？好在決定進一步敲定了香港2017年可以實行行政
長官普選的時間表，意味着在香港回歸祖國剛滿20周
年的時候，普選這一個在港英港督管治香港的一百多
年時間裡難以想像的願景就可望變成現實；意味着在
香港基本法裡用「最終達至」一詞描述的不確定的時
間概念，可望定格在一個明確的時間節點上，也就是
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
的時候，香港市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三個核心要素規定有道理合法理
張曉明分析人大決定中的三個核心要素，即提名委

員會、候選人數目和「過半數」要求，入情入理地說
明了三個核心要素為何緊得有道理、合法理。

第一個要素是提名委員會。針對有人罔顧事實將選
舉委員會「污名化」，進而反對把選舉委員會轉變為
普選時的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張曉明一針見血指
出，這無非是他們認為現在選舉委員會中的力量對比
於其不利。張曉明並質問，如果說選舉委員會1,200名
委員代表性不夠，請問誰還能在這1,200人之外另外提
出一份更有分量和影響的1,200人名單？

第二個要素是行政長官普選時的候選人為二至三
名。在香港這麼小的一個地區搞普選，沒有必要搞太
多候選人，導致不必要的選舉程序繁複和選舉成本高
昂等問題。

第三個要素是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取得提名委員會
委員過半數支持。評判這一點時，首先應該考慮過半
數的要求是從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中來的，若
把其中包含的提名委員會是機構提名、機構提名要體

現集體意志、少數服從多數是決定集體意志時要遵循
的一般民主原則這幾個因素綜合起來考慮，過半數就
是自然而然的結論。

人大決定是「精品」具三方面重要作用
張曉明表示，最近香港社會流行一個說法叫做「袋

住先」，他也贊成先收下這層意思，但他指出，如果
把這個方案當成「愁嫁的女兒」，那就不敢苟同了。
他強調人大決定是一個「精品」，是一個「靚女」，
頂多是之前「鎖在深閨人未識」而已。張曉明在粵語
「袋住先」、「靚女」與宋代大詩人白居易長恨歌中
「鎖在深閨人未識」的詩句中委婉回旋、游刃有餘，
將人大決定是「精品」分析得玲瓏剔透、趣味橫生，
極有說服力。

張曉明精闢地總結出人大決定有三方面的重要作
用，既提綱挈領又切中肯綮，對理解人大決定的意義
頗具啟發性：

一是立牌指路。明確指出了什麼是通往普選的正
道，什麼路走不通。它排除了「公民提名」、「政黨
提名」、「公民推薦」等辦法，也告誡人們，任何偏
離「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偏離香港基本法正確軌道
的主張和做法都不可取。

二是定分止爭。圍繞香港普選制度的爭論曠日持
久，20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如果任由這種爭吵不
休的局面持續下去，香港社會將長期形不成共識，普
選將變成遙遙無期的「鏡中花，水中月」，永遠無法
落實。人大決定不是「落閘」，而是「剪布」；不是
「關閘」，而是「開閘」放開普選。

三是扶正祛邪。人大決定是一個不信邪的決定，它
以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法律文件的方式明示人們，凡事
要講是非，講原則，講規矩，這對聲稱要引爆所謂

「原子彈」、煽動「佔中」等激進違法活動是當頭棒
喝。

跳出香港的圈子想問題、看世界
張曉明指出：「我們長期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

人，有時也需要跳出香港的圈子想問題、看世界。
我們在選擇什麼樣的普選制度的同時，也在選擇着
怎樣去處理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與國家的關
係。當全世界都在以羨慕的目光看待中國今天取得
的巨大成就的時候，當海內外都在以欽佩的眼神注
視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一系列重大決策舉措
及其所展示出的雄才大略的時候，當西方的眾多政
治家和專家學者滿懷興趣地研究中國的發展道路和
模式、甚至反思自身制度不足的時候，我們與內地
近在咫尺、息息相通的一些同胞，特別是還有着種
種成見和偏見的同胞，是不是也應當檢視一下自己
的某些心態和取態呢？」筆者之所以用直接引語將
這段話原汁原味地記錄下來，是因為這一段話講得
極其精彩和深刻。

中國的改革開放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被
國際社會總結為「中國模式和道路」。《紐約時報》
的文章指出：「中國的發展才能進一步提高中國人的
自由與繁榮，它的崛起也才能給世界舞台帶來和平而
且負責任的力量。」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Fran-
cis Fukuyama）承認：「中國的政治體制能力，能夠迅
速作出重大的、複雜的決策，並有效地實施決策。相
比較而言，美國卻不具有應對危機的體制能力。」這
是福山對他20多年前發表的《歷史的終結》（即社會
主義的歷史終結）的自我修正。一些對國家還有着種
種成見和偏見的港人，是不是也應當像福山一樣自我
修正呢？

換位思考更知人大決定是精品 檢視心態看國家發展道路模式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香港青年聯會第22屆會董會就職典禮上的演

講，別開生面地提出要「換位思考」和「檢視心態」看人大常委會決定
和國家發展。「換位思考」看人大決定，就可知道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

決定。「檢視心態」看國家發展道路和模式，就可以理解我們
在選擇什麼樣的普選制度的同時，也在選擇着怎樣去處理特別

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當全世界都在以羨慕的目光看待中國今天取得的巨大
成就的時候，「至今還未走出對抗思維的一些人士」，是不是也應當檢視一下自己的某些心
態和取態呢？

──人大常委會決定系列解讀之五

彭定康干預香港事務事件簿
2004年6月30日 彭定康在雅加達出席一研討會時聲稱，七一遊行是中央否決普選，
「激怒」港人上街。他又謂「如果中央領導人相信港人，（給予港人更大自主權）會令香
港更成功……而這種信任有助中國走上逐步的政制改變，這改變遲早要在中國發生。」
2006年7月21日至24日 彭定康在港就「普選議題」指手畫腳，在電台上公開宣揚香
港「有自由但沒民主」、「普選條件已經成熟」，但港人「沒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
抱怨「香港民主步伐太慢」，聲稱「普選方案必須有時間表」，呼籲北京「盡快回應港
人的普選訴求」。
2013年11月11日 彭定康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聲稱「香港唯一欠缺的，是普
選政府的權利，而香港終有一天會有這權利；任何人若嘗試阻擋，是白費力氣。」他又
揚言，「若中央駐港機構侵害本港的自主性，必定受到關注。」
2014年3月20日 正在香港訪問的彭定康為備受批評的港大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撐
腰」，聲稱進行民調是關乎大學的「學術自由」，這對言論自由也很重要，並希望港大
能繼續行使其「學術自主」。
2014年7月4 日 彭定康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高調「指點」香港的內部事
務，聲稱中國國務院近期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損害香港司法獨立」，他「感
到」有必要站出來說話。彭揚言「香港法官在法治下，判案獨立，不會受他人指導或壓
迫，影響他們對程序公義的看法；在判斷甚麼是違法時，亦不受政治干預。」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日
前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
聲稱「英國有道德及政治義務
為香港普選問題發聲，確保中

國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正所謂「賊
喊捉賊」，事實上，高調以履行中英聯合
聲明作為幌子插手干預港事的彭定康，才
是公然撕毀中英聯合聲明的元兇。

1992年搞「政改」淪歷史罪人
彭定康早於 1992 年已在香港另搞所謂

「政治制度改革方案」，破壞與香港基本
法銜接的承諾，破壞香港平穩過渡，成為
了「三違反」的歷史罪人。近年，每逢香
港政改踏進關鍵時刻，他亦例必有小動作
搞破壞，為香港特區落實普選製造噪音。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規定，在香港過渡時
期的後半段，中英雙方通過中英聯合聯絡
小組共同審議為1997年順利過渡所要採取

的措施。但彭定康當年來港擔任「末代港
督」，口中說要貫徹落實中英聯合聲明，
但實際做的卻是落實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
爾夫人的「香港民主政制走向獨立」計
劃，試圖在香港回歸後，延續英國對本港
的影響力。

彭定康在1992年發表其任內首份施政報
告中，就提出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大幅改
變原有的選舉制度，包括倡議行政及立法
兩局分家，重新組成非政黨政治組織的行
政局，並搭建「立法制衡行政」的機制。
他又將1995年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方法作
大幅度改變，令原本相對穩定的香港政局
及中英關係轉趨緊張，更令「直通車」失
效，使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無法全數順利
過渡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企圖破
壞香港平穩過渡的局面。

因此，彭定康的所謂「政改方案」被中
方批評為「三違反」方案，即：一、違反

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未有在雙方
達成協議下，單方面公布政制重大改革的
草案。二、違反與香港基本法銜接的原
則，單方面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
成，及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第一屆立法會議
員的產生辦法。三、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
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載於兩國外長互相
交換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與香港基本法
銜接達成的諒解的七封信內之協定。

圖為港反對派造勢 干預普選
彭定康當年公然「三違反」，破壞中英

聯合聲明，目的顯而易見，就是為了讓親
英政治人物通過選舉掌控香港政權，在回
歸之後延續英國對港的治權。現在香港正
討論普選特首之際，彭定康又走出台前，
借中英聯合聲明說三道四，企圖為香港反
對派造勢，干預香港落實普選特首。

■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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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日前在
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聲稱
「英國對香港負有道德和政治義
務，要求英國政府過問香港政改
發展。」《環球時報》昨日發表
社評重申，香港進行政改，英國
應該做一個自重的觀眾，強調彭
定康是當年被英女王任命的港
督，不是香港人普選出來的，當
時的香港甚至連選舉或提名委員
會都沒有，質疑西方利用反對派
攪亂香港，但反對派想利用西方
強化自己同中央對抗的籌碼，將
很難奏效。

促英國做自重觀眾
《環球時報》昨日發表題為

《香港政改，英國做個自重的觀
眾吧》的文章。文章指，圍繞香
港政改，各方的價值觀和利益不
同，溝通難有突破。在這種情況
下，力量需要受到尊重，否則維
持秩序的最後底線也將不復存
在。
文章重申，香港政改方案是嚴

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制定的，這一
點英國方面很清楚，美國和西方
國家認真研究過香港基本法的人
也是清楚的，香港社會的精英、
包括反對派就更清楚。而反對派
取鬧的，是因為他們看到中國政
治上受到西方的壓力，他們認為
自己的不合作能夠迫使中央做出
更大讓步。但國家現在以堅定的
行動告訴他們，他們想錯了。香
港基本法在港擁有廣泛社會基

礎，這場鬥爭中，國家的力量與
特區政府、香港建制派和廣大支
持者的力量聯合了起來，如果對
抗升級，反對派也不堪一擊。

反對派欲加強籌碼 難奏效
文章指出，西方可以利用反對

派攪亂香港局勢，但反對派想反
過來利用西方強化自己同中央對
抗的籌碼，將很難奏效。英美更
傾向於在香港問題上同中國過暗
招，他們既缺少在香港問題上向
中國政府攤牌的道義資源和決
心，也沒有這樣做的實際槓杆。
香港民主在回歸後穩步前進，這
個事實根本打不倒。彭定康自己
當年就是被英國女王任命的總
督，不是香港人普選出來的，當
時的香港甚至連選舉或提名委員
會都沒有。
文章又批評，香港反對派比起

世界各地那些搞出「革命」的反
對派相比，肯定算不上強的，他
們搞「公民抗命」的法寶就是些
民粹主義口號所固有的煽動性，
他們當中最激進的力量似乎相當
在意自己的個人安全和後路，他
們不像是社會大型抵抗運動的領
袖。該文並強調，香港法律不會
允許他們採取破壞城市運轉的實
質行動，他們如果那樣做必遭法
辦。至於英國，它的確仍對香港
部分人有影響，但它在西太平洋
的影響幾乎是零。在這個地區沒
有力量存在，它對香港事務的干
預只能是口頭發發牢騷級別的。
但要動真格，它必鞭長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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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反感，紛紛製圖揶揄他「厚多士」，叫他「收
皮啦」。 網上圖片

■■特首辦及各界人士特首辦及各界人士
紛紛反駁彭定康的言紛紛反駁彭定康的言
論荒謬論荒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特首香港特首
梁振英梁振英

■■「「末代港督末代港督」」彭定康彭定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