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基本法頒布紀念基本法頒布 2525周年專輯周年專輯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4月5日（星期日）A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
派聲稱會否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下的政改方案，特首梁振英昨日重申，
人大「8．31」決定已考慮到香港的實際
情況，以循序漸進方式向前發展，中央不
會撤回或修改人大決定，「大家心中有
數。」事實上，越來越多人都呼籲立法會
議員投票通過政改方案。
梁振英昨日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

討會後指出，香港基本法給予香港特區政制
發展的空間，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

進」：人大「8．31」決定是考慮到香港的
實際情況，及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向前發展。
他說，「現在我們面對一個最重要的實

際情況，就是人大『8．31』的決定已經作
出，……大家今日都應該心中有數，就是
不會收回、不會修改。所以在這種情況底
下，這是一個重要的實際情況。」

通過政改方案呼聲越來越高
梁振英強調，香港社會上已有愈來愈多

人知道，中央不會撤回人大「8．31」決

定，未來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沿用舊有選
舉委員會方式產生行政長官，二就是按照
香港基本法，及人大包括「8．31」決定
下，讓香港市民在2017年有普選特首的權
利。所以，香港社會上越來越多人願意以
至呼籲立法會議員在特區政府提交政改方
案時，能夠投票贊成。
他並表示，香港基本法已預留空間，讓

香港政制可以繼續發展，「我希望行出一
大步後，我們仍然有機會可以繼續把我們
的政制向前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港人近年
十分關注中央領導人談到香港的說話，多一
字少一字都會引起熱議。特首梁振英昨日指
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是具體和細緻的法律條文，有人執着於國
家領導人有否提及三者是「庸人自擾」。

基本法不變 中央對港政策就不變
梁振英昨日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

討會上，細緻地介紹了香港基本法由1985
年開始起草至1990年頒布期間的大事。他
解釋，自己不厭其詳複述香港基本法的起
草和諮詢過程，是想說明「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僅是方針政
策，而是經過4年8個月醞釀、研究、論
證、大範圍在香港和內地諮詢，最終形成
具體和細緻的法律條文，在全國都有依
據，同時全國都要遵守。

他坦言，近年有人執着於國家領導人的
公開講話中有否提及「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以此推斷國家對香
港政策是否有變，是「天下本無事，庸人
自擾之」，因為香港基本法不變，香港的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就不變，「這也是《中英聯合聲明》畫龍
點睛的要點：《聲明》『以（香港）基本
法規定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陳庭
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
權，但香港反對派卻借所謂「剩餘權力」
論，挑戰中央治港的權威。特首梁振英昨
日強調，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權力
來自中央，權力大小由香港基本法規定。

「剩餘權力」論曲解基本法
梁振英昨日在研討會上，提到中央和香港

特區的權力來源問題，在香港基本法起草期
間曾廣泛討論，在基本法也有了結論，「當
時有由律師組成的論政團體，以為香港回歸
祖國，是香港人將英國人的全部權力接收，

然後交出權力的一部分給中國政府，香港自
己保留『剩餘權力』，換句話說，中國政府
對香港的權力，源自香港。」
他強調，當年香港基本法諮委會經研究

後，結論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中國
政府收回香港，英國政府將香港交還給中
國政府，中央政府然後根據由全國人大通
過的香港基本法向香港授予高度自治權。
因此，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權力來
自中央，權力大小由香港基本法規定。

不少人誤解港自治範圍
梁振英續說，倘明白這一點，港人對去

年6月公布的白皮書就會有準確的理解，
但香港基本法頒布至今25年，不少人仍然
誤以為除國防和外交外，所有其他事務屬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
他形容，「國防和外交以外」只是一個高

度概括的說法，因為即使在對外事務問題
上，特區經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都可以自行
處理一些對外事務。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關係，不僅在「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關係」的第二章內，而且在第一、第七、第
八章以及其他各章中均有規定，如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部分全國
性法律要在香港公布或立法實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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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8．31」決定不會撤回

憂失高度自治「庸人自擾」
香港基本法徵求意見稿特首產生辦法5個主要方案

一、由600人組成的選舉團互選2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提名3名候選人，
然後經由選舉團全體成員選舉產生。

二、由不少於十分之一立法會議員提名，全港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
三、由不超過600人的功能團體選舉產生。
四、首三屆特首由50人至100人顧問團協商產生，報中央任命，以後由顧問

團提名3名候選人經中央同意後，交由最多500人組成的選舉團產生。
五、由提名委員會經協商或協商後投票程序提名3人，全港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昨晨舉行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等出席。研討會由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和清華大學法學院
院長王振民、香港機場管理局總裁林天福發表演講，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致開幕辭。約500名來自香港與內地的法律界人士、專家學者等出席。
梁振英在研討會上以《基本法的起草、憲制地位與落實》為題，發表約
30分鐘的演講。他表示，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重溫香港基本法的
起草和諮詢過程，對正確理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初衷和本意，包括做好政改工作，很有現實意義和指導價值。

依法辦事 勿輸打贏要鑽文字空子
梁振英指出，香港基本法有凌駕性的權威，不僅中央和內地要依香港基本法
辦事，香港也要依基本法辦事；不僅特區政府要依基本法辦事，全香港社會也
要依基本法辦事。「依法辦事不能有選擇性，更不能輸打贏要，今天的忽然初
衷不是初衷，25年前頒布的基本法才是初衷。」
近年不少造成社會內耗的爭論，包括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以及普選
特首的問題等，在香港基本法起草期間都已經廣泛討論，在基本法都已經
有了結論，「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憑空想像各自認為理想的做法，而是
（香港）依基本法辦事，落實執行。」
他提到，相比其他主要社會的憲制性法律，香港的基本法有兩大特點。一是
現代性：相當一部分參與起草、諮詢和其他相關人士仍然健在；二是集體記
憶：4年又8個月的起草過程，香港傳媒有密集式的報道、分析和評論，而「由
於以上兩大特點，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完全掌握立法原意，不必憑字面
猜度，更不應鑽文字空子，用今天的話來說，確實是『毋忘初衷』。」

起草五方案 無人提「公提」國際標準
他舉特首產生辦法為例：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初期，由於有關特區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的方案眾多，在草擬過程中未有一致意見，徵求意見稿有關的
附件臚列了5個主要方案，其中兩個是普選特首方案，但都沒有「公民提
名」（見下表），「沒有人說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就不是『真普
選』，更沒有人提出甚麼『國際標準』。」
梁振英強調，香港基本法的初衷十分清楚，就是用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委會提名後普選產生，並沒有「公民提名」成分，最近一些法律學者、
律師團體亦贊同提名權是專屬於提委會，而現時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特首
方案，已比當年草擬基本法時的主流方案更民主、更寬鬆。
他說，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年後的今日，不同政見、立場的前「草委」和諮

委，都緬懷當年齊心合力為香港的光榮歲月，大家知道史無前例的「一國兩
制」，率先落實的責任落在香港人身上，「我們為國家、為香港，義無反顧，
遇上一個難題我們就去找十個解決辦法，沒有人為了出難題而出難題。」
梁振英解釋，「一國兩制」是例外，不是常規，常規就是「一國一制」；
「一國兩制」沒有「國際標準」，「國際標準」是「一國一制」，因此沒有人
用「國際標準」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出難題，「大家知道因為中央額外授
權，因此香港這個地方政府才有高度自治，也因此在這種高度自治而又屬非主
權性地方選舉的問題上，香港必須走自己的道路，想自己的方案。」

勿故意出難題 讓港政制向前發展
他強調，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讓政制向前發展，難度不應大過當年
拿着一張白紙寫香港基本法，「除非我們故意要為香港為自己出難題。」
香港基本法已預留空間，讓香港的政制可以向前發展，倘香港能按基本法
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决定，落實特首普選，令香港於2017年、即香
港回歸20周年可第一次普選產生在「一國兩制」下有高度自治權力的特
首，「我們香港社會將會是一個更了不起的社會。」

毋忘基本法初衷
凝聚港普選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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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25年前立法原意清晰 中央授港非主權性高度自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制發展迎來關鍵一年，適值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紀念。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日指出，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難度，不應大過當年拿着白紙起草基本法，「除非故意為自己和香港出難題 」，而基本

法有現代性和集體記憶這兩大特點，「我們就可以完全掌握立法原意，不必憑字面猜度，更不應鑽文字空子，……今天的

忽然初衷不是初衷，25年前頒布的（香港）基本法才是初衷。」他強調，中央額外授權讓香港有非主權性的高度自治，

香港必須走自己的道路，想自己的方案。 （梁振英演講全文刊A6版）

■全國政協副主
席董建華、香港
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等昨日出席研
討會。

梁祖彝 攝

■梁振英昨日表示，
毋忘基本法初衷，香
港社會才能凝聚共
識，落實普選，推進
政治制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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