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

陳欣新：李總理強調政改須依法
中央突出憲法在港擁法律效力 向激進派指明「框架不可超越」

陳欣新昨日在全國記協沙龍，解讀今年政府工作
報告涉香港內容時指出，與2014年政府工作報

告相比，今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在涉港內容方面有許
多相同，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定的不同，「2014年政
府工作報告提到的是全面準確的落實（香港）基本
法，2015年報告中則提到『嚴格依照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辦事』。」

憲法通過基本法在港實施
要想在法治的框架下去落實和保障香港基本法的
實施，不談憲法是不行的。陳欣新指出，從法理上
講，憲法在香港特區擁有法律效力，這點毋庸置疑，
「最初，憲法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在香港發揮作用呢？
它並不直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而是通過（香
港）基本法來實施。」
在他看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憲法，與當前
香港現實背景有關：香港政改主要關鍵點就是在法治
框架下做事，「（香港）政改方案一定要在（香港）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框架下，在這個框架下怎麼處
理都有商量的餘地，但是出了這個框架，那就不符合
法治。」

政改須謹慎 更應早起步
陳欣新說，「現在有些人認為港府如果按照（香

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提出來的政改方案，令香
港的民主進程變慢。實際上，不用太多考慮快慢的問
題，而是起步要早。剛開始謹慎一些沒事，但是『慢
鳥才要先飛』，起步晚的話流出的時間和餘地都會不
夠。」
他強調，「其實，只要在法治的框架之內，有一些具
體東西可以討論，比如提名委員會怎麼產生，有多少人
都可以討論，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必須在（香港）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之內，這個框架不可超越。」

激進派越軌 中央須強硬
中央對港態度是否變得強硬？這位專家指出，中
央對香港態度應該分為兩塊，一是中央對香港，另外
一個是中央對香港的一小部分激進的反對力量的態
度，「中央對香港的態度自始至終都沒有變，現在是
一小部分反對（派）激進力量行為已經超越香港法
律，中央在態度上強化的也是要強調這些人一定要嚴
格按照憲法、（香港）基本法辦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與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相比，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談到香港政策時，強調「要嚴格依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辦

事」。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陳欣新昨日解讀說，中央此次明

確突出憲法，旨在強調國家憲法在香港特區的法律效力，向香港一小部分激進的反對力

量強調了，香港政改必須要在法治框架下行事，政改方案必須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框架裡制定，「這個框架不可超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制發展進入關
鍵一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昨日透露，
當局將於下月公布特區政府政改第二輪諮詢報告，並
於5月正式將決議案提交立法會。在立法會選舉問題
上，他認為目前在擴大選民基礎上難以尋求共識，並
呼籲反對派支持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使香港日後可普
選立法會。
劉江華昨日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時透露，特

區政府初步決定將於4月公布第二輪政改諮詢報告，包
括政改決議案內容，並於5月正式將決議案提交立法
會。
昨日的會議並討論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安排，不少
議員關注到擴大選民基礎問題。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
集人葉國謙關注，特區政府建議維持五大選區的原因
及每個選區的議席數目。

待人口數據訂選區議席
劉江華坦言，2012年立法會選舉已有重大改變，故

當局無意於下屆選舉作出重大修訂，及建議維持5個選
區不變，惟每區議席數目，須待5月掌握人口數據後才
能制訂。
有反對派議員對立法會功能組別選民基礎提出質
疑，甚至要求全面取消功能界別。劉江華回應指，在
政改諮詢期間，香港社會較聚焦討論2017年特首普
選。雖然當局收到取消功能組別的建議，惟難以尋求
共識，因此建議2016年立法會選舉不會作出大變

動。

功能界別存廢難尋共識
就全面取消功能界別的問題，劉江華坦言難尋共
識，更建議反對派應支持政改方案。倘2017年能夠落
實普選特首，繼而落實立法會普選，屆時就可適宜檢
討選民基礎及功能團體議題。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在發言時則指，民主制度應具
可持續發展精神，即循序漸進，並批評反對派多次聲
稱要否決政改通過，變相讓2017年特首普選落空，更
質疑他們時常聲稱改革立法會，惟其行為卻無助於立
法會選舉上的進步。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也提醒，落
實普選須循序漸進，2017年倘能達到普選特首，「已
行了好大步」，相較英美國家及地區的進程更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上周突提出違法「公
投」建議。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昨日強調，「全民投
票」難以收窄各方分歧，是行不通的建議。自由黨榮譽
主席田北俊也認為，政改是「一國」的事情，並非由香
港立法會議員「賭一鋪」來決定的。
李慧琼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香港政制發展要

在全國人大「8．31」決定及香港基本法框架下落實，是
不能改變的現實，而人大常委會的政改框架是在反覆研
究下決定的，倘因部分人不滿而改變，中央將難以管
治。
就鍾庭耀鼓吹的「全民投票」，李慧琼認為這並非可

行的辦法，因「全民投票」難以收窄各方分歧，而要令
所有議員都按相關結果在議會內投票，需要很長時間的
討論，故無論在原則上及操作上均有相當難度。
她續說，部分反對派議員一直表明會否決人大「8．

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即代表他們不會考慮民調結
果，故「全民投票」是否「可取」，需要視乎這些議員
的看法。

田北俊：政改非由議員「賭一鋪」決定
田北俊在同一節目上也指，「全民投票」的建議行不

通。該建議表面上「看似很合理」，但站在中央角度
看，就會認為政改是「一國」的事情，「公投」太敏
感，並不是由本港議員「賭一鋪」決定。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則稱，

「全民投票」不一定是主權國家才可以做，只要不觸及
國家利益和政權操作就可。若涉及選舉事情，「全民投
票」較大型民調更能貼近結果，是「可取」的做法。

劉江華：普選特首利普選立會 李慧琼：「公投」難減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發表
的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
提及對港澳事務會「嚴格依照憲法辦
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
順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均認
為，李克強提出嚴格依照憲法辦事，
是希望香港社會了解特區與國家的關
係，而「一國兩制」不管表述如何，
含義都不會改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周日的中外記

者會上回答香港傳媒問題時表示，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是中央政府的
基本國策。「有人擔心中央政府會不
會收緊對香港的政策，這個是不必要
的。」
李克強總理指出，今年政府工作報

告講到，「要嚴格依照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辦事」，本身就說明要一
以貫之地把「一國兩制」實施好、貫
徹好。因為「一國兩制」寫進了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構
成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基
本法也規定了特區實行的制度。「一
國兩制」是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
願，是不會輕易改變的。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引述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表示，李
克強總理對香港問題的表述正面積
極，不存在收緊對香港的管控，因為
香港的基本制度，都以香港基本法為
依歸，「大家都知道『一國兩制』的
含義，不管表述如何，含義都不會改
變。」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也指，李

克強提出嚴格依照憲法辦事，是希望
香港社會了解特區與國家的關係，及
香港在國家的憲政體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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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順指出，「一國兩制」的含
義，不管表述如何，都不會改變。

資料圖片

■饒戈平指出，李克強總理希望香港
社會了解特區與國家的關係，及香港
在國家的憲政體制的地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針對香港小
部分激進分子鼓吹「港獨」，不斷離間香港人和內地
同胞的感情，令一些言論在內地出現，如香港「無
用」甚至是國家發展的「累贅」等。全國港澳研究會
會員、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陳欣新昨日指出，這
種說法並不正確，香港依然對國家發展具有特殊作
用。
陳欣新昨日指出，今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強調，「繼續發揮香港澳門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

的特殊作用。」該提法是在回應當前一種錯誤思潮，
「有些人認為隨着社會發展，香港澳門特區對整個國家
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用已經沒有或者很小了，其
實國家在發展，港澳也在發展，香港在國家發展將來的
特殊作用其實更多。」
這位專家認為，民眾應該更加看重香港的特殊作用，

而不同時期的「特殊」是不一樣的，如改革開放初期，
香港的特殊作用可能更多的是作為一個窗口，讓內地知
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引進外來資金和有益的制度，

「現在可能這個作用不像以前那樣，但是還是會有，港
澳與內地發展之間是各有所長。」

同胞可為特區創造發揮空間
陳欣新強調，「內地與港澳台如果是一個大家庭，

沒有一個家庭成員會是累贅，不同時期都會有不同的
作用。」他舉例說，香港有一個相對內地的優勢，那
就是對國際社會的了解和認識，包括對國際規則的適
應能力，要比內地強。他呼籲內地民眾以更加寬廣的
胸懷和眼光看待這個問題，了解應該向香港學習的地
方，並在發展過程中為香港創造可以發揮作用的空
間。

反駁「港無用論」指對祖國有「特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針對香港與內地
居民之間摩擦和矛盾，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社科院
法學所研究員陳欣新昨日指，這都是兩地密切交往中的正
常現象，矛盾根源在於兩地發展和合作出現「片面性」，
導致有部分人沒有因發展獲益。在他看來，深化合作，構
建深層次的信任才能化解摩擦。
「拿當下許多香港人不滿個人遊來說，其原因就是這部

分人認為內地遊客來買東西自己沒有得到好處，但是他們
的生活還被影響，付出了成本還沒有得到好處，所以這樣
一群人就會提出寧可取消個人遊，不讓內地遊客赴港。」
陳欣新說，這就是兩地發展和合作中出現了「片面性」。

因片面問題停止合作「雙輸」
這位專家指出，但是就因為這樣的「片面性」就停止兩

地合作，那是消極的態度和做法，也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他說，內地與港澳之間的合作還是要進一步深化，如果因
為出現一些問題就不合作，那對所有人而言都沒有好處。
當前最關鍵的是要如何防止這種片面化的出現，需要中央
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出面，解決這些利益分配問題，
在一個更科學更合理的範圍內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在他看來，加強兩地更深層次的相互信任至關重要。

「深化和全面推進內地與港澳之間的關係，深層次的互信
很重要，現在看在此方面還存在缺陷，如果互信程度夠的
話，許多事情就能合作解決。」

深化與內地合作
可解民眾摩擦

■陳欣新指出，人大政改框架不可超越。圖為市民觀看政改宣傳片。 資料圖片
■陳欣新昨向傳媒解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涉香港內
容部分。 馬靜 攝

■葉國謙關注政府建議維持五大選
區的原因及每個選區的議席數目。

劉國權 攝

■劉江華認為目前在擴大選民基礎
上難以尋求共識。

劉國權 攝

■李慧琼批評反對派多次聲稱要否
決政改通過。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