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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李自明）國
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戰
略。香港特首梁振英昨日在海南博鰲表
示，各國元首、政府首腦、工商界領袖，
都很認同及歡迎國家的「亞投行」及「一
帶一路」構想，深信香港積極把握好機遇
及克服好障礙，可為香港日後經濟和社會
發展帶來更大動力。他並預期，在參與
「一帶一路」戰略當中，香港的作用非常
廣泛，可以通過融資、投資、專業服務等
壯大香港產業。
梁振英昨日在博鰲總結「博鰲亞洲論壇」
行程時指出，他在博鰲先後與各國(地區)元
首和政府首腦，以及工商界領導人會面，當
中講得最多、聽得最多、交換意見最多的，
是「一帶一路」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的構想，「很多發言的，包括今日早上
15位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發言，還有很
多工商界領袖發言，大家都很支持這兩個構
想。」

博鰲論壇上推介特區優勢
梁振英續指，他日前在博鰲一分論壇講述
「一帶一路」為跨國企業帶來的機遇和香港
的角色，並向與會者介紹了香港在「一國」
和「兩制」之下的優勢，以及可以為大家提
供的作用，「因此，在國家開展這兩個大策
略性構想的時侯，只要香港社會積極，我們
把握好機遇，克服一些障礙，相信可以為香

港日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帶來新的、更
加大的動力。」
他進一步解釋：「譬如在『一帶一路』構

想當中，香港所能夠發揮的作用，不單只在
香港本地，也不是香港優而為之的：舉例說
在香港興建基建方面，可以在融資、投資、
專業服務業方面作出應有貢獻，並壯大香港
產業。」

重慶拓鐵路 物流商機多
梁振英並提到在博鰲期間與重慶市長會

面。他指出，大約在一至兩年前，重慶市
長訪問香港時提出，重慶正發展途經新疆
至歐洲的鐵路的硬件，但需要物流業所提
供的軟件，即是他們與國際和國內連繫和
物流技術。梁振英認為，國家提出「一帶
一路」戰略後，有關鐵路重要性更加突
出，反映香港物流業在重慶和內地其他地
方將有更好發展機遇，政府定會繼續跟進
有關策略構思。
被問到有否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反映「一簽
多行」政策衍生的問題，梁振英回應時說，
在博鰲期間與習近平主席的接觸，主要是禮
節性的寒暄問候，沒有談及實際公務，「我
們已經交了(「一簽多行」)報告給中央政
府，亦與中央有關的部門和與廣東省方面不
斷跟進。」他續指，早前與廣州市委書記任
學鋒會面僅半小時，其間集中傾談在廣州轄
下的南沙自貿區試驗區發展中，香港和廣州
怎樣共同努力。

梁振英：國家機遇添港發展動力

：「反水客」非主流 莫誇大政治化
「城邦」「自治」論徒添災難 港有獨特優勢非「無用」

饒戈平指出，部分人借「反水客」挑動兩地矛盾，
這是個別問題，不代表兩地民眾交流的主流趨

勢。

兩地融合小細節可解決
他表示，兩地民眾加強交流、溝通是大勢所趨，
「內地有很多人前往香港旅遊和購物，這很正常，對
香港經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總體來講，這種融合是
大勢所趨，而且對香港有利。當然，因為人流和管理
的問題，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一些影響，比如大
規模購物抬高了日用品價格，遊客擾亂了香港正常的
生活秩序，這些問題是兩地融合中的小細節，是可以
解決的，處理問題的時候不要政治化，不要以偏概
全，不要誇大，更不要否定這種交流。試想一下，如
果內地民眾不來香港，這對香港是好是壞？難道這就
能解決香港本身的問題了嗎？」
饒戈平認為，「水客」引發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行

政手段和技術性辦法來解決，不能讓這些不和諧聲音
挑動兩地民眾的對立。

「城邦」「自治」違基本法
對於香港有人鼓吹「城邦論」、「自治論」，饒戈
平說，這是把兩地差異政治化和誇大化甚至加以歪
曲。他指出，「城邦論」是建立一個政治實體，「自
治論」是完全自治，這些想法既違反「一國兩制」方
針又違反基本法。「這會把香港引向一條非法而且非
常危險的道路上去，會給香港帶來災難。」
饒戈平續說：「試想香港的發展怎麼可以離開內
地，獨立於內地呢？這是對抗（香港）基本法的一種
做法。這些言論的提出者應該遵守法律，香港社會和
民眾應該加以鑒別。（香港）基本法規定得很清楚，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中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這種法律地位是
板上釘釘的，不是某些人鼓吹某種言論就可以改變
的。」

法治優勢助國家「走出去」
同時，內地也出現了所謂「香港無用論」，饒戈平
就此指出，這種言論是極個別的聲音，亦絕不代表內
地民眾的主流意見，大多數民眾和中央政府是不會同
意這種說法的。他說，香港有其特有的價值。「改革
開放早期，在內地招商引資和對外貿易方面，香港發
揮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內地發展了，香港這方面的作
用小了，但並不代表香港無用了。在人民幣的國際化
進程中，在國家『走出去』戰略方面，香港的法治優
勢和管理人才都將產生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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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實習記者 許

一傑 北京報道）近期部分激進分子藉所謂

「反水客」為名，暴力對待內地遊客和普通

市民，引發兩地民眾譴責。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

會長饒戈平，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

出，由「反水客」引發的兩地民眾矛盾只是

個別問題，不代表主流趨勢，不應政治化和

誇大化。對近期香港出現的「城邦論」、

「自治論」，這位專家指出，這些主張只會

把香港引上一條非法、危險的道路，會給香

港帶來災難。他同時強調，對於國家而言，

香港並非一些人所說的「無用」，依然有其

獨特優勢。

「佔中」顯教育缺失 港青需了解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實習記者 許一傑 北京報道）

饒戈平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去年香港發生的「佔中」事件暴
露出香港對青年人引導和教育出現了問題，亟待特區政府和教
育部門加強對青年人的香港基本法認知教育，從正面引導他們
全面正確了解香港基本法。
饒戈平說，一個國家對自己祖國歷史文化的普及，會在學生

階段加以必要教育，這是各國非常正常的通行做法，恰恰香港
在此方面做得不夠。他表示，香港回歸以來，一方面，當局沒
有及時對過去150多年英國殖民化色彩進行很好地清除，去殖
民化教育方面做得還不夠；同時，對於國家歷史文化的認同教
育也存在很大的欠缺，甚至缺乏一種合法的、正當的、制度化
的安排。

從國家角度看香港發展問題
這位香港問題權威專家分析指，回歸前後出生的香港年輕

人，他們不容易感受到「一國兩制」來之不易，不容易感受到
香港回歸來之不易，他們更多的是從本身發展的角度提出訴
求，這些訴求固然有合理的地方，但不僅要從自身和香港的角
度來看香港的發展問題，還要站在國家的角度看待香港的發展

問題。只有當香港的年輕人將自身的發展同香港、國家的發展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他才能感受到發展的前景和空間，才能增
加對國家的認同。
「加強對香港青少年基本法認知教育，應該是特區政府和教
育部門需要重視和落實的一項工作。」饒戈平說，「從18年
來的實踐看，這方面存在不足。香港是法治社會，不單表現在
對法治的遵守，還應表現在法治教育上。在香港整個法治框架
中，最重要的就是憲制法律——（香港）基本法。香港對基本
法的教育引導是不夠的。青年一代應該通過認知教育，了解
（香港）基本法是怎樣按照國家的憲法為香港確立政治體制，
其中包括政制發展，了解中央在香港的政制發展過程中具有主
導地位和最終決定權，這些都是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的。」

不明人大決定誤會被「干預」
饒戈平說，就是因為對這些不了解，香港一部分青年人對全
國人大「8．31」決定及人大以前的一些解釋不是很理解、不
認同，並引起一種思想情緒。對於中央按照香港基本法行使一
些權力，他們不認為中央是在依法治港，而是對香港的一種
「干預」。

■饒戈平指香港學生對國家及香港基本法
認識不足。圖為香港基本法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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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實習記者 許一傑 北京報
道）近來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央正在收緊對港管治權。全國
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饒戈平表示，中央授權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並不意味中央
對香港管治權力的放棄和喪失；而強調中央擁有對港的管治
權，也並不意味中央放棄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
的承諾。
饒戈平表示，法理上看，在單一制國家，國家的權力集中
在中央，中央為了便於管理，可以授權給地方實行某種程度
上的自治，或者授權地方管理。中央擁有對特定地方全部的
管治權，從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根據香港實際情況，根據
「一國兩制」方針，中央採取的是授權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但這種授權並不意味中央對權力的放棄和喪失，授權治理
絲毫不能否認中央管治權的存在。

堅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他續指，儘管理論上一再強調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權，這也並不意味中央放棄了對高度自治的承諾、要收回
這個權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中央已經放棄了授權給
香港的高度自治，改為由自己來治理。相反，中央一再堅持
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來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這一點是不應該質疑的。」
對於有人指中央要對香港進行「干預」，饒戈平認為，
「干預」這個表述並不準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中央依法行
使對香港的管治權。在這位專家看來，管治權分為兩個層
面，一是國家層面，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的中央權力機關對香
港實行的管治，主要表現為國防、外交及其他方面，比如說
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修改權，對特首的任免權，對香港
立法會通過的法律的監督權，確定全國性法律在香港適用的
問題，對香港特區政府發出指令的權力，還有宣布緊急狀
態，宣布戰爭狀態等等。另外一個層面就是中央授權香港的
高度自治權，特區政府按照「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對
本地事務進行管理。

行使管治權不代表「干預」
「在看待對香港管治權的時候，不能只看到香港的高度自治

權，還要看到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要把兩項管治權進行缺一
不可的有機結合，才是對管治權全面準確的理解。有了這種意
識，中央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香港實行管
治，就是中央行使自己的權力，而絕對不是什麼干預。」

■■饒戈平認為饒戈平認為，「，「水客水客」」問題可以問題可以
通過行政手段解決通過行政手段解決。。圖為早前示威圖為早前示威
者在元朗進行者在元朗進行「「反水客反水客」」行動行動，，企企
圖衝擊警方防線圖衝擊警方防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昨日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梁振英一起步入博鰲論壇會場官梁振英一起步入博鰲論壇會場。。 中新社中新社

■■饒戈平指饒戈平指「「反水客反水客」」
是個別問題是個別問題，，不應政治不應政治
化和誇大化化和誇大化。。 馬靜馬靜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