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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東西沒有任何理由要變
針對白皮書與人大決定之後，香港有些人擔心中央
政策會不會變，習主席首先強調中央將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這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
利益，符合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也符合外來投資
者的利益。香港回歸後，海內外與香港社會各界最為
關注的是「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能否在香港得到
有效貫徹與落實，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一直對此持有
懷疑態度。然而，事實證明，香港回歸17年來，香港
市民與國際社會普遍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
給予充分肯定。
上世紀80年代中央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
政策後，香港社會也曾出現過擔心中央的政策會變
的聲音。對此，鄧小平多次指出，「我們採取『一
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
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
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
實踐檢驗「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具有創造性

的傑作」，如此傑出的好東西，沒有任何理由要
變。

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
習主席指出，回歸以來，香港的民主發展迅速。如

果中央沒有誠意，香港的民主是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成
就。這次人大決定進一步體現中央政府推進香港民主
發展的誠意，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香港在
回歸20年的時候就可以落實特首普選，足以證明中央
對推進香港民主的誠意和決心。比較起來，英國單是
普及選舉權就經歷了150年，法國普及選舉權經歷了
185年，美國普及選舉權經歷了184年。
習主席指出，發展民主要「服水土」，就像鞋子合

不合腳，只有自己的腳才能感受到。「鞋子合腳
論」，出自去年3月23日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在莫斯科
國際關係學院發表的演講：「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
着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
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習主席的「鞋子合腳
論」，是一個淺顯又通俗的道理，用來說明一個國家

的發展道路，又顯得十分深刻。

西方為何把自己的「鞋」兜售給香港
美國等西方國家迫使一些國家照搬西方的普選模

式，一些國家盲目地或在西方壓力下引進西式民主，
結果形成水土不服的症狀，造成國內紛爭不斷，社會
矛盾加劇，經濟瀕臨崩潰，例如埃及、泰國、烏克蘭
等國家就嚴重罹患了「民主水土不服症」。美國等西
方國家把自己的「鞋」兜售給香港，為的是自己的戰
略利益。美國將香港視為圍堵和遏制中國的重要戰
場，意圖通過改變和控制香港普選的進程，搶奪香港
治權，將香港變為對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基地和
橋頭堡，進一步達到圍堵和遏制中國的目的。
香港發展民主要「服水土」，就要按照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辦事。正如習主席指出，香港的民主政治要符
合中國國情和香港區情。普選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模式。香港最大的實際就是香港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
首先要考慮的就是有利於維護中央和香港的憲制關
係，有利於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因此，香港普選要穿「合自己腳的鞋子」，
不能削足適履穿美國指定的「鞋子」。習主席的「鞋
子合腳論」和張德江委員長的「不可撼動論」，美、
英等西方國家應當聽明白，香港反對派更應當聽明
白，他們必須放棄不切實際幻想。
習主席首次提出，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得到

中央信任，天經地義。「信任」一詞的層次明顯比
「不能對抗中央」高，因為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負
責，同時也要對中央負責，是中央與香港關係的樞

紐。行政長官人選得到中央
信任，才有能力維護中央與
香港的良好關係，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
障香港的繁榮穩定。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國家整體戰略重要內容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作為

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
視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應對各
種困難和挑戰，在謀劃和推進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充
分發揮香港的作用，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開展交流合
作，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提供堅強後盾。
習主席指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是全體香港同胞

之福，香港的動盪不安是全體香港同胞之禍。習主席
曾經指出：「歷史的經驗反覆證明，對一個國家、一
個地區來說，和諧穩定是福，動盪折騰是禍。」香港
回歸17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說明了這一真理。
習主席指出，當前和今後是香港和祖國發展的重要

時期，衷心希望香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特
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帶領下，廣大香港同胞能繼續推動
香港取得各方面發展，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也
能夠繼續支持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作出香港新的更大貢獻。社會各界和特區政
府，應抓住國家全面改革發展帶來的巨大機遇，「咬
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進一步融入國家
現代化進程，自覺配合國家戰略需要，增強經濟活
力，提升自身實力與國際競爭力，為實現「中國夢」
的國家戰略發揮香港應有作用。

劉漢銓 全國政協常委

中央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不會改變
國家主席習近平22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時發表的重要講

話強調，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中央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本人有幸聆聽習主席重要講話，深感習主席態度親和、大度包容、平和穩重，使人感受

到他為人之平近、為事之平實、為領導人之平素。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內涵豐富，語重心

長，意味深遠，從國家和香港共創輝煌的角度，深刻闡釋了中央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一以貫

之，不會改變。

■劉漢銓

學聯號召各大專院校及中學生發動罷課。
現時反對派針對2017普選的戰場已從政界蔓
延至學界，也是從成年人的領域擴散至年輕
人的範圍。毋庸置疑，政制改革關乎我們每
個香港人的未來，每個市民都有權利及義務
就香港政制發展表達自己的意願，但政制改
革理應在理性磋商的範圍內進行，如今卻演
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甚至牽連廣大的年輕
人，使他們喪失寶貴的學習時光，更有可能
因參加違法集會而斷送美好的前途。我想
問：這合適嗎？這又值得嗎？
今日的學生就是社會明日的主人，參議時政正是廣大學生承擔社會

責任的積極表現，而2017年特首普選關乎香港未來走向，涉及每個市
民的公民權利，絕對是本港如今的頭等大事，所以不難理解眾多學生
會如此着緊普選方案，積極表達訴求。然而當參議時政演變成罷課集
會，白白浪費寶貴的學習時光，這本身就背離學生應盡的責任，假若
再以違法途徑抗爭，這更是濫用固有的權利。
學習階段是每個年輕人成長最為重要的部分，面對未來在社會上的激烈
競爭，年輕人理應在學習生涯積極裝備自己，這是為了個人的前途，也是
為了家人未來幸福而拚搏。學生承擔着個人、家庭和社會的未來，因此備
受各方重視呵護，家長拚命賺錢只為替兒女多掙點學費；政府投入龐大教
育經費，只求為年輕人創造求學機會及提供優質的教育，倘若學生們貿然
參與罷課，浪費寶貴的求學機會，便是葬送大家的一番心血。

罷課浪費寶貴學習時光
對於仍未成年的中學生，他們的獨立思考及判斷能力仍有待培養，
對於錯綜複雜的政治議題還沒有足夠的判斷力，貿然投身政治風波絕
對是非理性的，故此東華三院、聖公會等多家辦學團體均強烈表態不
支持中學生參與罷課。我認為，這才是負責任的辦學團體應有的行
為，值得支持。在眾多中學生面前，至關重要的正是文憑試，這決定
大家的升學，更決定着大家的前途，故此中學生們實該避免捲入政治
風波，應專心學業，為文憑試積極作準備。
校園純樸，在這裡只有師生和同學，大家想的只是學業、友情和理想，
但政壇卻是波濤洶湧，很多政客為遂一己之利，往往會煽動群眾以達成其
政治目的；政治議題在學生看來是理念之爭，但實際上是政客爭權逐利的
工具，正當一眾熱血學生以為參與罷課是一場正義抗爭，甘願作犧牲以奉
獻民主，甚至冒上違法風險參與非法集會之時，其實早已淪為敵對政治勢
力的工具，最終帶來的結果與當初所爭取的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校園向來就是一片淨土，我們大家都想學生能在一個無風無浪的環
境學習成長，但如今有關普選的政治風波已蔓延至校園，罷課危機迫
在眉睫，如果任由罷課風波開展，所影響遠不止是眾多學生一周的學
習，它更會攪動校園原本寧靜的氛圍。猶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
就會將動盪混亂帶進校園，所影響的絕不僅是參與罷課的學生，更會
動搖香港整個教育基礎，影響足足一代人，因此有關普選的爭議應當
限制在政界討論，千萬勿讓政治進佔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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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發起大學生罷課，不過，大學校園基本
上沒有多大異樣，因為教授們沒有罷課，只要

教授不罷課，有心向學的學生們依舊上課，不想上課的學生則是誰也
管不了。畢竟，大學生是成年人，他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事。
實際上，罷課的搞手自己也心知肚明，罷課不可能改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當然，為了推動罷課，搞手們就努力地把罷課的「威
力」提高。也因此，至今仍有思想不成熟的學生，仍然相信罷課可以
改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基本上，反對派現在不論是搞罷課、搞「佔中」、罷工……都只是
一種運動失敗後的情緒發洩。學聯說要罷課5天，希望他們5天後再回
到課室，我也相信學聯的搞手沒有信心把罷課無限期推下去，畢竟，
大部分參與罷課的大學生還是理性的，他們明白，罷課時間長了，吃
虧的是自己，自己吃了虧而又甚麼也爭取不到，有甚麼意義？5天罷課
是小兒科，一般大學生一年逃課的天數也不止5天。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政改決定後，不少反對派的人，特別是年輕

人，更可能會以違法方式發洩情緒，但香港是個法治的社會，我們反
對犯法的「佔中」行為，希望反對派可以冷靜坐下來，思考政改方案
一旦被推翻所帶來的結果是不是對他們有利。
過去，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經為香港的政改定下一個時間表，即2017

年特首普選、2020年立法會普選。為甚麼特首普選早於立法會普選？
很明顯，那是擔心如果特首不是經過普選產生而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
選產生，議員們就會有一種「我才是選民真正的授權者」的感覺。也
因此，立法會可能變成非普選產生的特首的對立者，對立的結果是憲
制危機，是政令不通，香港管治出問題。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2017年的特首普選與2020年的立法會普
選，不難看出特首普選與立法會普選間的確有一個很強的先後秩序的
條件。也因此，如果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不獲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
原地踏步，2020年立法會普選也是鏡花水月。反對派在情緒發洩之後
的確應該好好地思考這個問題。

發
洩
情
緒

注
意
後
果

學聯和「學民思潮」大力在學界煽動罷
課，「學民」掛羊頭賣狗肉的在多間中學設
立所謂政改關注組，將罷課魔爪伸入校園。
「學民」更在中學生內鼓吹「造反有理」
論，認為罷課是絕對正確正義之舉，任何人
反對罷課就是邪惡、不公義，以此教唆學生
不必理會校規、不必害怕曠課、不用擔心學
習，全身投入罷課行動。

不滿校規竟然隨意罷課
在這一套「造反有理」的歪論之下，令不少

入世未深的學生受到迷惑以至毒害，對於任何
不滿意的事動輒以罷課等激進手法處理。日前
一班藍田聖公會基孝中學的學生，就因為不滿
學校要求遲到學生罰企及背書、以及在露天操
場進行早會等新規定，在校園內發起罷課，要
求校方立刻撤回新措施。據悉，學生會曾就事
件向校方反映，但在校方仍在處理之時，學生
已經發起罷課向校方施壓。
這些學生的行徑似曾相識，完全是「學民」

的一貫行事方式。一遇到不合意之事，就採取
對抗的方式施壓，假如對方未有即時就範，下
一步就是示威罷課，對相關人士肆意醜化抹

黑。彷彿只有他們才是絕對正確，他們「造反
有理」。然而，就以這次事件為例，學生對校
規不滿大可向校方反映，但絕不能擺出一副
「唯我獨尊」的姿態，一定要對方迎合自己意
向。如果將來校方提出任何新規定，不滿意的
學生就可隨時發動罷課，這樣學校還有何紀律
可言？其他學生還可以在平靜的校園裡好好學
習嗎？況且，學校訂立校規天公地道，遲到罰
企也並非不合理的校規，但在這種「造反有
理」的歪風之下，學生竟然以罷課來迫校方撤
回，試問校方還如何管理學校？這些學生真的
當自己是「紅衛兵」嗎？

黃之鋒最反民主
「學民思潮」近年不斷在校園內宣傳的，其

實就是這種「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紅衛
兵」思維。他們口喊民主，其實他們才是最不
民主。「學民」是一個比香港的政黨更加嚴
密、更加集權的組織，在金字塔的制度下，控
制「學民」路線、策略、立場的就只有黃之鋒
以及幾名發言人，在下層的成員只能夠服從指
揮，要不就如張秀賢等人脫離「學民」，如果
想留下就只能作黃之鋒的「應聲蟲」，擔當其

爛頭卒。黃之鋒口講民主，但他在「學民」內
的行徑其實正正是最反民主。很多學生本來希
望多參與社會時事而參與「學民」，但很快他
們就發覺「學民」儼然是一個反對派政黨。加
入「學民」之後，他們也會被「洗腦」，告訴
他們一定要靠衝擊來爭取民主，一定要走得最
先，學生是社會的良心，所以必須不怕犧牲，
跟着黃之鋒四處衝擊。
這一股歪風近年更開始在校園內蔓延，毒

化學生。一些學生被煽動成為了「學民」的
「紅衛兵」；一些則被其「造反有理」的歪
理影響，在校園內不斷挑戰學校、教師的權
威，以為這樣就是英雄，就是正義。然而，
「學民」此舉完全是玩火，過去社會對於他
們行徑有一定的容忍和包容，主要是因為其
年輕，希望給他們機會，所以對其衝擊行徑
大多不予追究。但黃之鋒已經是大學生，再
也不是小孩，他必須為自己的行徑負責，如
果他堅持發動違法行動，絕對不可能免責。
而「學民」走火入魔的行徑，更已引起社會
的反感，如果他們繼續擔當反對派打手，不
要以為再有「免罪金牌」，屆時被依法追
究，前途盡毀，後悔也來不及。

「學民」鼓吹「造反有理」毒化校園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習主席「鞋子論」寓意深刻

習主席「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
道」的妙喻，生動地解說了政制發展必須
植根於各自法律條文、實際環境、歷史文
化的道理。在本港落實普選，也須依據香
港的歷史沿革、經濟結構以至基本法及人
大決定，並沒有所謂「國際標準」，更不
能硬搬外國的政制到香港。普選制度合不
合香港人，關鍵看制度是否有利香港的長
遠發展，是否有利港人的福祉，是否有利
於兩地關係。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道」
現時人大常委會就政改所作出的決定，

正是充分考慮到香港的實際環境而作出的
最佳決定。習主席重申香港是直屬於中央
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地方行政長官
普選制度最重要是有利於維護中央與香港
的關係、國家的統一及領土完整，以及香
港繁榮穩定。這番話明確表達了中央對特
首普選的原則，包括特首必須愛國愛港；
普選必須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實行均衡參
與；民主發展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和香港區
情；本港普選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進行等。有關原則對於即
將進行的下一輪政改諮詢將發揮立牌指路

的作用。
可惜的是，在人大決定公布後，多名反

對派議員隨即叫囂要杯葛下一輪的政改諮
詢，表明之後所有政府舉辦的政改活動一
律不會參與。儘管主流民意期望能夠落實
普選，但工黨主席李卓人卻揚言，即使有
高達七、八成民意支持政改方案，反對派
議員都一定否決。反對派議員口口聲聲
「為民發聲」，現在卻一意孤行，不斷組
織和發起一系列對抗行動，杯葛政改諮
詢。這不僅對推進民主進程毫無貢獻，更
進一步激化社會對立，妨礙社會就政改凝
聚共識。實際上，反對派堅持的「公民提
名」，其實就是為自己提名；提出的所謂
「國際標準」，就是為自己量身訂做的標
準。如果中央不接受他們的普選主張，就
要全面「佔中」。這樣的行為是徹頭徹尾
的對抗行為，毫無建設性。

香港須在「一國」的前提下談民主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道」。世

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選標準，需要
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但可以確定的是，民
主要符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要符合
社會各界的利益，要有利於社會的長遠發

展。人大決定充
分體現了這些原
則。反對派企圖
綑綁一起否決政
改，甚至拉學生
下水，鼓動他們
罷課，與其說是
為了民主而抗
爭，不如說是不
甘心失敗，寧願
一拍兩散。
民主進程非朝夕之爭，需要符合實際情

況有序進行。高喊民主口號，行違法犯
法、破壞社會秩序之事，這不是真民主。
人大決定具有法律效力，香港社會必須尊
重人大決定權威，認真執行人大決定。在
香港推動民主進程，不能跳出「一個國
家」這個大前提，不能以民主為藉口損害
國家的安全利益和主權。

「十一佔中」公然挑戰中央
民主是文明社會的必然進程，但文明社

會同樣需要有法必依，公民遵紀守法，才
能維護社會穩定並持續發展，人民才能安
居樂業。現在反對派一浪接一浪的對抗活
動，更揚言在國慶日發動「佔中」，這是
對中央的挑釁；煽動群眾參加抗爭行動，
更是置市民安全於不顧。特區政府必定對
違法行動依法處理，以維護香港社會的繁
榮穩定。
在推進香港普選的問題上，中央的立場是

一以貫之，國家領導人一再重申了這一點。全
國人大的決定，獲得香港主流民意的支持，這
是促成普選落實的關鍵。現在是政改的關鍵時
候，愛國愛港人士要從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出發，放下成見，擁護支持全國人大決定，
做到普選立場不移，普選方向不偏，敢於擔
當，知難而上。對於違法暴力「佔中」零容
忍，全力遏止；並且保持積極樂觀心態，對政
改前途保持信心，廣泛團結愛國愛港力量，努
力達成共識，為實現普選凝聚力量。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時提出，「鞋子合不合

腳，自己穿着才知道」。香港是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

地方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最重要是有利於維護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國家的

統一及領土完整，以及香港繁榮穩定。習主席以「鞋子論」的妙喻來重

申中央對特首普選的原則，值得社會各界重視。民主發展必須符合中國

國情和香港區情，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本港特首普選也要符合

國情港情，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進行，特首必須愛國

愛港；普選必須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實行均衡參與等。習主席的權威講

話意義重大，為下一輪政改諮詢立牌指路。愛國愛港力量也應保持積極

樂觀心態，對政改前途保持信心，廣泛團結各界力量，努力達成共識，

為實現普選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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