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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無他徑 唯有依國法
期待2017落實普選爭拗減少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A4

黃
蘭
發

自2013年12月4日，特區政府啟動首輪政改諮詢至今，政制發展「五步曲」已經
完成了兩個步驟，第二輪政改諮詢也已經結束，下個月特區政府將發表諮詢報

告，公佈政改方案，這一次政改很快就要進入立法會的審議階段。就在香港落實行
政長官普選問題上，黃蘭發在北京舉辦的座談會上發表了三點看法。

倡尊重法治 把握機遇 順應民意
第一，尊重法治是落實普選的根本前提。黃蘭發指出，這次政改中，香港總有一些

漠視基本法，破壞香港法治的雜音和行徑，值得高度警惕。但「普選無他徑，唯有依
國法」，任何主張背離法治精神都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的基礎上進行理性的討論，凝聚共識，才是香港落實普選的唯一正道。
第二，把握機遇是落實普選的正確選擇。黃蘭發稱，近年來，香港社會對政改問

題爭論不休，內耗不斷，阻滯了香港社會經濟民生問題的解決，2017年能否實現行
政長官普選，不止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問題，還關係到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前途。
「可以預期，如果2017年能夠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政治爭拗減少，具有更廣泛民

意基礎和更高認受性的行政長官，將可能帶給管治團隊把精力、資源更多用於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同時，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處理2020年立法會普選的問
題。如果普選方案被否決，香港民主發展的步伐將停滯，政治爭拗將加劇，香港社
會發展將受影響。」黃蘭發稱。他呼籲，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都應當登高望遠，為
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把握機遇，作出明智的政治選擇。
第三，順應民意是落實普選的務實之舉。這次政改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希

望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主流民意一直是非常清晰，去年香港180多萬市民打
破沉默，簽名表達了「保和平、保普選」的意願，凝聚了前所未有的強大民意，特
區多個民調機構近期所做的民調結果顯示，越來越多的市民希望在香港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之下，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的普選。

籲推動歷史進步 圓港人普選夢

「香港18個區區議會已全部通過促請社會各界依法盡快就普選方案達成共識的動議。
相對於1,200人選舉委員會選特首，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直接普選特首無疑是香港
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進步。實現普選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接下來社會將聚焦立法會的
取態，作為民意代表的議員，理應順應大勢，尊重民意，支持政改方案通過，確保2017
年實實在在把選票送到幾百萬選民手中，圓香港人一個普選夢。」黃蘭發說。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馬靜，實習記者 任芳頡、許一傑 北

京報道）就在香港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問題，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

昨日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座談會上指上，普選無他徑，唯

有依國法。如果2017年能夠實現特首普選，政治爭拗減少，行政長

官和管治團隊將可以把精力、資源更多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否

則，香港民主發展的步伐將停滯，政治爭拗將加劇，香港社會發展將

受影響。他又說，實現普選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呼籲各黨派作出

明智的政治選擇。

梁美芬：部分港人國家觀念薄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葛沖，實習記者 任芳
頡、許一傑 北京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全國人大
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在京出席香港基
本法頒布25周年座談會時表示，「佔中」是因年輕人對
基本法理解出現問題，80後及 90後不了解「一國兩
制」，特區政府應大力支持讓年輕人知道國家苦難歷史，
找回對國家的自豪感。
譚惠珠表示，去年發生的大規模的違法「佔中」行動，
根本原因在於香港社會，尤其是青年人對「一國兩制」的
理解和落實出現了錯誤。其中也有一些客觀因素存在。80
後、90後的年輕人對整個中英談判的過程、基本法的起
草，以及過渡期的一些爭論及其根源並不熟悉，對「一國
兩制」的精神及具體落實的制度安排也不了解。客觀上造
成了他們往往認識不到自己的一些要求違背了基本法，違
反了「一國兩制」原則。
她指出，由於港英政府在教育上實行去中國化的做法，

不只是香港年輕人，許多香港人都缺乏對國家民族的認識
與了解，多數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苦難歷程不了解，也不了
解國家民族是如何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下，擺脫列強瓜分、
結束割據分裂、戰勝日本侵略，最終建成了民族獨立、國
家統一、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更不甚了解新中國是如
何在一窮二白的艱苦條件下奮發圖強、勇於糾正發展道路
上的錯誤，開展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最終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更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
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指回歸後多談「兩制」少談「一國」
「我們不能夠怪英國人不教中國的近代史，回歸之後，
我們也沒有着力填補這個國民思維教育的空白。」譚惠珠
指出，回歸之後，香港本身對基本法的推廣，向宣傳「兩
制」傾斜，少談「一國」，加上外力的干預，令當下年輕
人的國家民族觀念薄弱，香港社會的穩定是可以被動搖甚
至造成國家被分離的危險，這個並非危言聳聽。
譚惠珠認為，特區政府應該重視對香港民眾，特別是年

輕一代的中國歷史和國民教育，在教材方面應該大力支
持，也可以利用網路讓年輕人認識這段歷史，對中國人民
的苦難以及奮發圖強的歷程深刻了解。
她強調，國家和香港是命運的共同體，香港是國家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國家對香港的一些優惠的政策支持是不遺
餘力的，當前兩地出現的一些問題，完全可調節適當的政
策來解決，「香港的前途不能夠獨立於國家的命運。香港
正處於一個天時地利的時代，但是我們要找回自己對國家
民族的自豪感，那是找到人和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葛沖，實習記者 任
芳頡、許一傑 北京報道）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會
長、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
年座談會表示，近年香港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偏激思
想，包括違反歷史、法律及「一國兩制」的港獨言
論，顯示不少香港人仍然對「一國兩制」一知半解。
她又在座談會上重申去年公佈的《「一國兩制」在港
實踐白皮書》鞏固基本法的各項規定，並為基本法日
後的實施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指對「一國兩制」只知皮毛
梁美芬昨日在座談會上重提白皮書對香港基本法的

作用。她表示，一些香港人對白皮書十分敏感，甚至
以為白皮書是削弱「一國兩制」的文件。此等反應足
以說明香港回歸至今，不少香港人仍然對什麼是「一
國兩制」只見於「皮毛」，不甚了了。一些香港人以
為「一國兩制」是理所當然的，並不明白「一國兩

制」真是來得不易，是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創舉。
一些港人強烈反對白皮書中提及治港班子應為愛

國愛港人士，梁美芬指出，這樣的反對確實令人憂
慮。「香港過去17年在一些涉及國家重大的問題上
似乎走歪了路。此本乃正常的政治要求，但一些香港
人卻不能接受，為什麼？是他們自知在做損害香港繁
榮穩定的事嗎？」
國家享有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梁美芬表示，這也

是理所當然，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香港回歸後一直
少談「一國」，只談「兩制」，才出現香港社會對白
皮書提及中央享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的說法有這樣
大的反響。其實，中央一直都享有此等權力。
她說：「香港回歸18年，不少香港人的國家觀念
仍然薄弱，久而久之，每當中央政府行使憲法及基本
法賦予的權力與履行義務時，就會被一些人醜化，令
人以為在香港只可談『兩制』，不可談『一國』，這
種趨勢對『一國兩制』甚為不利，是違反『一國兩
制』的歪理。」
梁美芬指出，去年發布的白皮書固本培元、開創

未來，向國際社會說明了香港問題乃中國內政，「兩
制」乃一國的部分，「兩制」的成功有賴一國每時每
刻的全力支持。香港的主權在於中國，香港問題不容
許外國干預，並重申中國憲法乃香港基本法的母法。
她說，沒有中國憲法，就不會有香港基本法。香港

市民應尊重及遵守中國憲法及根據憲法在全國實行的
體制。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其高度自治的制度乃是
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中央有全面落實及監督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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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馬靜，實習記者 任芳
頡、許一傑 北京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
紀念會上表示，「一國兩制」是完整概念，不能選擇
性實施，準確理解基本法是貫徹「一國兩制」的大前
提。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
央權力和保障特區政府高度自治權，才能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她稱，基本法的法律基礎源自憲
法，理解憲法在香港的法律地位，有助於加深港人對
國家的歸屬感，了解「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
梁愛詩指出，基本法的法律基礎源自憲法，憲法是

國家的基本法律，地位高於其他的任何法律，具有最
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
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能同憲法相牴觸，基本
法仍受到憲法的約束。

指港人有義務遵守憲法
她表示，憲法的一些條例依然適用於香港。比如，

公民有義務維護國家統一和各民族團結，公民要遵守
憲法跟法律，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勞
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公民有維護
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能有危害國家安
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梁愛詩認為，基本法的全面理解是貫徹「一國兩

制」的大前提，一個法律的效力在於實踐，實踐更重
要的是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她強調，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
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政府高度自治權，才能更充
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明白憲法在香港的法律
地位，有助於港人對國家的歸屬感，了解「一國兩
制」的真正意義。

■黃蘭發對香港普選發表三點看法：尊重法治，把握機遇，順應民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馬靜，實習記者
任芳頡、許一傑北京報道）儘管香港已經回歸
祖國接近18年，仍然有不少香港人對中央和香
港特區主要官員之間的關係有一些簡單而片面的
看法。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社
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劉兆佳昨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
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紀念會上表示，中央除
了擁有被動的應行政長官的建議任免主要官員的
權力外，也應該擁有主動的、單方面任免主要官
員的權力。他相信，未來中央對特區主要官員的
實質任免權和監督權將成為新常態。
在講話中，劉兆佳指出，中央政府只讓行政
長官有提名和建議的權力，卻仍然保留對主要
官員的任命權。在沒有得到中央的同意前，行
政長官不可以隨意按其愛憎去「封官許願」或
辭退其主要官員。更重要的是，立法會不能運
用政治壓力迫使行政長官起用某些人為主要官
員，也不能通過「不信任動議」要求某些主要

官員下台。
劉兆佳坦言，回歸18年來，中央和特區政

府之間的權力關係仍有不少模糊之處，而在體
現過程中又沒有完備的制度可循。未來在完善
行政長官向中央述職的制度的同時，完善中央

對主要官員的實質性任命和免除職務的制度化
安排也會同步進行。

建議設監督機制
他指出，關於主要官員在任命前的資格鑒

定、上任後的工作考核和監督、中央與主要官
員之間工作關係的建立、中央與主要官員接觸
的具體安排、中央對主要官員給予指導的方
式、主要官員如何向中央匯報工作和回應中央
的指導、是否需要建立中央官員和特區主要官
員的「對口」安排等事項都肯定會被加以研究
和陸續付諸實施。
「在未來的日子裡，中央對香港主要官員的

實質任命權和監督權將會在制度化基礎上予以
落實，並成為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新常態中的一
個組成部分。與此同時，為了行使好實質任命
和監督的權力，中央和特區政府也需要投入更
多的人力和資源以作配合。」劉兆佳說。

■劉兆佳坦言，中央和特區政府之間的權力
關係仍有不少模糊之處。 葛沖 攝

■■香港基本法頒布香港基本法頒布2525周年座談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周年座談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香港廳舉行會堂香港廳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攝

■■梁美芬表示梁美芬表示，，港獨言論顯示不少香港人港獨言論顯示不少香港人
仍然對仍然對「「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知半解一知半解。。 馬靜馬靜 攝攝

■譚惠珠
說，「佔
中」是因
年輕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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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出現問
題。
馬靜 攝

佳叔佳叔：：中央有權單獨任免主要港官

■■梁愛詩表示梁愛詩表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完是完
整概念整概念，，不能選擇性實施不能選擇性實施。。葛沖葛沖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