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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加強教育正確認識基本法
推普選發現港人多誤解 冀通過政改賀「銀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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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的林鄭月娥，昨日上
午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致開幕辭時指

出，特區政府近年推動政制發展時，發現很多人對香港
基本法的認識並不全面，甚至有不少誤解。
她強調，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區一份極為重要的憲制
性文件，「（香港）基本法實施已接近18年，它保障
了香港的繁榮穩定，為香港繼續邁步向前提供了堅實基
礎，亦保障了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特區政府未來會繼
續推廣香港基本法，讓香港社會各界準確認識它的內
容，這樣才能充分發揮香港基本法的作用，保持香港獨
特的優勢。

製新視像教材套 助生動教導

林鄭月娥指出，由特區政府成立的香港基本法推廣督
導委員會，未來會繼續與相關部門合作，加強支援香港
基本法的教育，包括製作新的視像教材套，協助教師以
生動方式教導香港基本法，以及培養更多香港基本法專
家，向香港社會各界講解香港基本法。
同時，特區政府會着手建立資料庫，更有系統地整理
與生活相關的香港基本法案例，顯示香港基本法的豐富
內涵和強大生命力，以便更有效地協助日後的推廣工
作。

引用喬曉陽「說了三層意思」
昨日下午，林鄭月娥主持了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

展覽開幕典禮。她致辭時引用曾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

任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一本紀念
香港回歸10周年的刊物的序言中就香港基本法「說了
三層意思」：
一、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創立了香港管治的
嶄新模式；
二、是基本法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揮了重要作
用；
三、是基本法的貫徹實施要依靠廣大港人。

全面認識正確了解 保港獨特優勢
林鄭月娥說，「正因如此，作為香港市民，我們必須
全面認識和正確了解（香港）基本法。只有這樣，基本
法才能充分發揮它的作用，保持香港獨特的優勢，保障

市民的自由和權利，以及維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
她強調，今年是香港政制發展極為關鍵的一年，距離
落實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普選特首的目標只有一步之
遙。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制
定普選特首的方案，將會讓約500萬名合資格選民可在
2017年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特首，是香港政治制度的重
大變革，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進步，中央政府、特區政府
和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落實香港基本法的另一個重要
里程碑。
林鄭月娥強調，如果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能得到三分
之二立法會議員贊成而通過，成功完成「政改五步
曲」，將會是慶祝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一份最珍
貴、最令人興奮的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特區政府為紀念香港基本法

頒布25周年，昨日舉辦了研討會及展覽兩項重點活動。特區政府政務司

司長兼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近年推

動政制發展時，發現很多人對香港基本法的認識不全面，甚至有誤解。

當局未來會加強支援香港基本法教育，培養更多香港基本法專家及建立

資料庫。她又指，若政改方案獲立法會通過，將會是慶祝香港基本法頒

布25周年最珍貴、最令人興奮的禮物。

■林鄭月娥(左)表示，若政改方案獲立法會通過，將會是慶祝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最珍貴、最令人興奮的禮物。圖為林鄭出席展覽
活動時。 曾慶威 攝■譚志源與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非官方委員合照。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香港反對派稱要就政改問題推動
所謂「電子公投」。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昨日突唱反調，稱要辦所謂
「公投」並不容易，又踢爆自己曾與提出「電子公投」的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合作，令她「半條命畀佢激死」。
余若薇昨日接受電台訪問稱，要舉辦所謂「公投」並不容易，因

為涉及很多持份者，如學聯、「學民思潮」、不同反對派團體等，
每個持份者都有不同意見。但她贊成再辦一個了解民意的大型活
動，最重要是大家定好「遊戲規則」，並有一定數量議員同意。
她又踢爆，自己曾和鍾庭耀合作，但並不愉快，「因為鍾庭耀是一

個非常主觀及堅持自己意見的人，任何人和他合作，都要『預咗半條
命畀佢激死』，而進行一個大型『公投』，有會很多困難，特別是以
電子進行，沒有票站，但若要跟他（鍾庭耀）要求有票站，又會發現
他對很多模式都不接受。在問題上，多加一條問題，或將問題設計成
這樣那樣，鍾庭耀都多次否決。」

高禮澤：兩地「自己人」「乒」法論無私

林天福：港「兩制」勝滬「一國」贏星

爆險畀鍾庭耀激死 余若薇不搞「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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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時常以爭取
民主自居，企圖阻撓政改通過，令市民普選夢碎。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陳弘毅批評，反對派立場強硬、欠靈活性，堅
持所謂的「民主」卻無法體現真正民主的精神，更漠視民
意。他並強調，香港一旦落實特首普選，民主程度必比部
分奉行民主政體的國家及地區更高。
陳弘毅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他對政改方案獲得立法會

通過感到絕不樂觀，因為反對派立場強硬，欠靈活性，更
不重視民意。他強調，真正民主的定義卻在於民意的表達
及尊重，故對反對派的行為感到擔心，更批評其立場取態
難以讓人看出符合民主原則。
他認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的制度，「與伊朗提

名制度較似」，並以伊朗近日由改革派當選為例，令該國
在核談判上的討論取得進展，反觀新加坡有普選，但其言
論及集會自由相信不會比香港多。

不應把提委會「妖魔化」
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根據香港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的特首普選規定而寫，絕無超越第四十五條
的規定。2017年特首普選的參選權及被提名權雖受限制，
但選舉權自由行使，且普選制度是民意表達的好機會，可
從而體現民主制度。
陳弘毅指出，香港若接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後，在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絕不比新加坡差。他批評反
對派不應把提委會「妖魔化」，因提委皆為社會精英，有一
定地位，深信他們有責任感，更不願看到特首選舉變成笑
柄。

不覺高度自治受威脅
昨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陳弘毅認為，中央不會

改變「一國兩制」方針，他也沒感到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威
脅，特別是在經濟、民生課題上，中央仍賦予香港高度自
治，而每當有人稱「一國兩制」受威脅時，皆與政制發展
有關，政改議題對中央來說很敏感，因中央憂慮香港有顛
覆勢力掌權，危害國家安全。

香港年輕人被指普遍
對「一國兩制」了解不
多，故香港基本法的宣
傳推廣，即以年輕人為

主要對象。在昨日舉行的香港基本法頒
布25周年研討會上，主辦單位特別安
排「與青年對談」環節，讓年輕人與嘉
賓交流，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是焦點之
一。「乒乓孖寶」之一高禮澤分享經驗
時表示，自己與內地選手較量，雙方毫
不留手，但私底下內地選手會毫不吝嗇
分享先進技術及豐富經驗，「因為始終
大家都是自己人。」
香港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研討會
「與青年人對談」環節，由特區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擔任主持，
並邀請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
亨，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以及雅
典奧運乒乓球男子雙打銀牌得主、
「乒乓孖寶」李靜和高禮澤，與4名
青年朋友進行約半小時對談。
受惠於「一國兩制」，香港運動員
能夠以中國香港身份出戰國際賽事。

正在傳媒機構工作的年輕人Jay笑問
「乒乓孖寶」在國際賽場上與內地選
手較量時，會否有「自己人打自己
人」的感覺。高禮澤回應指，在場
上，雙方當然毫不留手，全力以赴爭
取勝利；但在場下，雙方都有很多交
流機會，「因為始終大家都是自己
人，內地選手會毫不吝嗇分享先進技
術及豐富經驗，讓我們可在大賽中有
更好的發揮。」

馬時亨勉港青擴闊國際視野
在公開大學就讀工商管理的Les-

lie，關心港青如何在兩地金融業的發
展。馬時亨回應指，在人民幣國際化
背景下，金融業在香港的發展無可限
量，但同時提醒香港的年輕人不要故
步自封，「以為自己在香港就威晒，
因為大把人會同你爭。」一定要裝備
自己，鍛煉好語言能力，多到世界各
地交流，擴闊國際視野。
香港金融業前途光明，機遇頗多。

但這也，年青人要不斷裝備自己，提

高中文、英文等語言和其他方面的能
力。
回答一位年輕人的提問時，馬時亨

表示，上海的競爭力的確日益增強，
但沒必要擔心香港會被上海取代，香
港有自己的獨特優勢。香港是國際城
市，面臨競爭實屬正常。希望香港的
年輕人增加對「一國兩制」的認識，
加深對國家發展的了解，不能固步自
封，而要自強不息。
他坦言，身為香港人，見到近來香

港爆發內訌，反對派經常在議會內拉
布，令社會氣氛變差，故他期望港人
可繼續保持獅子山下精神，同心協力
為香港未來努力。
在浸會大學就讀中醫的Cassie，關

注中醫在香港的地位遠不及西醫的情
況。梁卓偉表示，中醫在內地發展源
遠流長，中西醫結合非常成熟，故香
港三大中醫學科學生均會到內地實習
交流，讓學生感受到「原汁原味」的
學習經歷。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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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回歸祖國後，
繼續保持資本主義社會的獨有優勢。
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前香港貿
易發展局總裁林天福昨日指出，在香
港基本法保障下，香港與內地創造了
無數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機遇，和
上海相比，香港有「兩制」的優勢；
和新加坡相比，香港有「一國」的優
勢。他相信，香港未來在「一國兩
制」下，將繼續得到中央全力支持，
鞏固自身優勢，前途無可限量。
林天福昨日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
周年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一
國」之下「兩制」合作的機遇》的主
題演講，從經濟發展角度講述香港作
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如何在「一國
兩制」下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發揮優
勢，來配合國家的發展。
他指出，大家過去很少把「一國兩
制」掛在口邊，但「一國兩制」為香

港帶來的經濟效益，可以從日常生活
體現：過去20多年，「一國兩制」在
香港基本法的保障下，為香港與內地
創造了無數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機
遇，包括貿易、工業、金融、航空、
國際活動等。
林天福舉例指，2014年，香港是內

地第四大貿易夥伴，內地是香港最大
的貿易夥伴。其中，廣東的低成本優
勢、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成就商品貿
易的「黃金二十年」。同時，大量內
地企業赴港上市，造就香港成為國際
融資中心。過去10年，香港首次公開
募股（IPO）集資額一直位居世界前
列，而「滬港通」進一步帶動兩地之
間的資金流動。

助內地吸外資 成走出投資總部
林天福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香
港特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也有獨
立貨幣及外匯管理制度，並保留了原

有的法律和司法體制，對吸引外來資
金起了很大作用，使香港成為內地主
要甚至最大外資來源地。外國企業通
過香港進行仲裁和知識產權事務，可
以說是內地的「風險管理人」，大大
增加他們將資金、技術和人才引入內
地的信心。
他續說，近年，內地企業「走出

去」、投資海外的資金，六成經過香
港。隨着越來越多內地企業走向海外
市場，香港將成為許多內地企業的海
外投資總部。

港機場地鐵電力營運高效
林天福並提到中央「一帶一路」戰
略，及由國家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
資銀行，將繼續為香港帶來機遇。在
基礎設施領域，香港的機場、地鐵、
電力等營運高效，有目共睹。開拓新
市場時，兩地企業有合作空間，並可
在其他領域扮演不同角色，如在項目

承包、基建管理、鐵路公路、電力煤
氣等方面均比內地優勝，相信兩地有
很大合作空間。
林天福最後總結說，在「一國」之
下，香港得到國家全力支持；在「兩
制」之下，香港也可繼往開來，鞏固
自身優勢。相較上海，香港有「兩
制」優勢；對比新加坡，香港有「一
國」優勢，相信前途無可限量。

■林天福指出，和上海相比，香港有
「兩制」的優勢；和新加坡相比，香
港有「一國」的優勢。 莫雪芝 攝

■馬時亨、梁卓偉、李靜、高禮澤與年輕人對談。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