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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4月4日在「《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研
討會」上發表主題演講。演講辭全文如下：
董建華副主席、林鄭月娥司長、張曉明主
任、梁愛詩副主任、林天福總裁、各位同
事、各位來賓：
一九九○年二月十七日，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九次全
體會議，鄧小平先生會見出席的起草委員時
作即席講話，鄧小平先生說：
「你們經過將近五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
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
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
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
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創
造性的傑作。我對你們的勞動表示感謝！對
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賀！」
當日閉幕的第九次全體會議，在通過了對
《基本法》（草案）的二十四項修改提案，
並作了若干文字修改後，决定將《基本法》
（草案）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即一九九○年四月
四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
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並決定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
日起實施。
今天，我們聚首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舉
行恢復行使主權儀式的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我首
先要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全體委
員，以及參與起草和諮詢工作的中央官員、
諮委會秘書處人員，和其他各界人士所作的
歷史性貢獻，表示衷心感謝。當年剛踏出校
門，參加《基本法》起草和諮詢工作的年輕
秘書處人員，今天自己的子女已經是大學
生；當年風華正茂的草委和諮委，今天已經
年逾古稀，或已離我們而去，我們要永遠記
住這幾百位為祖國統一，為香港回歸作出歷
史性貢獻的人士。

重温起草過程有現實意義
今天我們紀念《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
年，重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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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有指導價值。事實上，
今天有人提出的關於中央政府權力、特區政
府權力和普選等問題，在三十年前開始的起
草和諮詢過程中，都已經詳細討論過、研究
過，並且在二十五年前通過的《基本法》有
了具體决定。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憑空想
像各自認為理想的做法，而是依《基本法》
辦事，落實執行。
《基本法》是重要的憲制性法律文件，它
的重要性首先體現在《中英聯合聲明》。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簽訂的《中英聯合
聲明》中，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十一條基本方
針政策作出聲明，同時明確聲明「關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
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
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從《中
英聯合聲明》的這一段可以清楚知道：中國
政府在一九八四年簽訂的《聯合聲明》的基
本方針政策，已經由一九九○年頒布的《基
本法》法律條文「規定之」，而且將這《聯
合聲明》這十一條基本方針政策，更具體而
細緻地寫成一百六十條的《基本法》法律條
文。二十五年前頒布的《基本法》，沒有違
反中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中的十一條基本
方針政策，因此，在香港回歸，和實施《基
本法》之後，只有《基本法》的執行和落實
問題，不存在違反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的問題。在香港實施《基本法》十七年後，
有人要調查中國政府有沒有違反《中英聯合
聲明》，是自己不懂《聯合聲明》。
《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規範了主權問
題、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問題，以及香
港和內地社會、香港和內地地方政府關係等問
題；《基本法》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也規範了社會各界各階層的權利、義務和關係
等問題，包括低稅政策和功能組別的選舉和被
選舉權等。由於涉及面廣，起草過程中草委會
和諮委會分別在香港和內地進行了超過四年的
全面諮詢工作，是香港歷史上最大型，最全
面，時間最長的一場諮詢活動。《基本法》頒
布至今二十五年，大家都要尊重當年諮詢的成
果，都要尊重立法的終局决定，都要嚴格和全
面按《基本法》辦事。

兩大特點：現代性與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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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相
當一部分參與起草、諮詢和其他相關人士，包
括委員、官員、工作人員和新聞工作者仍然健
在，對起草各條文時的考慮，包括社會背景和
政治背景，記憶猶新；第二個特點是集體記
憶：四年又八個月的起草過程，香港的傳媒有

密集式的報道、分析和評論，而草委會和諮委
會的會議內容和諮詢報告都相當透明，至今都
可以翻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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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亦回應了起草時香港人對回歸
的大大小小顧慮。舉例說，當時人民幣在國
際間並不流通，香港人擔心回歸後「一國一
幣」，出外經商留學旅行都受影響，因此
《基本法》第111條規定「港元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另外，當時
國家實行「一胎政策」，香港有人擔心有關
政策會在回歸後在香港實施，因此，《基本
法》第37條訂明，「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
和自願生育的權利受法律保護」。另一個例
子是專業和執業資格問題，當時專業界擔心
在回歸後，內地的專業人士如工程師、醫生
等，可以自由來港執業，影響到本地專業人
士。為此，《基本法》第142條列明，「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
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
資格的辦法。」
以上例子可以說明兩點：一，是「一國兩
制」的大膽構思和成功落實，證明了一國之
內可以有兩種發行制度不同、價值不同和流
通方式不同的貨幣；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專業
制度和執業資格；更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政
治、法律和司法制度。《基本法》的起草和
落實，驗證了「一國兩制」的可行性，以實
踐的結果清洗香港和國際的疑慮；二，是在
起草《基本法》過程中，長時間和全面考慮
和顧及了當時社會各界的意見，鉅細無遺地
釋除各方顧慮，確保後過渡期的人心穩定，
為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創造條件。

回顧四年八個月起草歷程
三十年前的一九八五年，是制定《基本

法》的重要啓動年。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決定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的起草工作。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成員共59
人，包括香港各界人士23人。一九八五年
七月一日，也就是香港回歸前的十二年：香
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為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而設立
的工作機構和權力機構，向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負責，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起草委
員會修改《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後，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人大常委會審議
通過後，成為《基本法》（草案）。
草委會在成立後馬上舉行第一次全體會

議，為時五天，確定了《基本法》起草工作
的規劃步驟，計劃用四至五年時間完成起草
工作，要盡量吸納香港社會的意見，於是決
定委託來自香港的委員，籌組具廣泛代表性
的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兩星期後，七月十七日，《基本法》諮詢

委員會發起人召開首次會議，成立六人小
組，負責草擬諮詢委員會章程，個多月後的
九月七日，第三次發起人會議修改後通過章
程，規定了諮委會職能，包括：（一）廣泛
收集各界人士對香港《基本法》的各種意見
和建議，向起草委員會反映，亦即向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反映；（二）接受草
委會諮詢；（三）將收集的意見及建議，進
行整理和綜合分析，供起草委員會參考。
諮詢委員會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成

立，姬鵬飛先生應邀參加成立大會，執行委
員會由委員一人一票選出。委員由工商、金
融、地產、司法、法律、專業、教育、傳
媒、勞工、公務員、政見團體、學生、社會
服務、街坊、社區、宗教等共180人組成，
當中有外籍人士，有企業家，也有小商販，
突顯了諮詢對象在各個界別和階層的廣泛代
表性。
由於委員人數多，議題廣泛而複雜，而且

需要主動做好向全社會的宣傳工作，諮委會
秘書處規模較大，有約三十名年輕的全職人
員，工作時間一般是朝九晚九。會務助理的
其中一項艱辛工作，就是充當中外委員之間
的中英即時傳譯，有內地草委到訪，還要為
香港的諮委做普通話傳譯。為了提高效率，
諮委會秘書處特別組織了普通話班，逐步減
少配備翻譯的需要。
為了鼓勵市民大眾在起草期間發聲，諮委

會邀請精英廣告公司紀文鳳小姐代為義務策
劃宣傳工作，在電台、電視台和報章發放大
量宣傳廣告，還配以林慕德先生義務作曲，
徐小鳳小姐義務演唱的「關心這是你我的香
港，關心這是你我的未來」宣傳歌曲。此
外，秘書處還製作錄影片，介紹香港問題的
由來，由劉家傑先生義務旁白。凡有較重要
的諮詢文件，還會為社會上的失明人士準備
凸字版。對上述幾位和其他朋友的義務襄

助，我今日一併再次表示感謝。
為了聽取和收集香港市民對《基本法》結

構的意見，起草委員會秘書處調查小組於一
九八六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到香港收集有
關的意見和建議。並且在參考了諮詢委員會
的六批研討會報告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後，起
草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制定了《基本法》結構
草案，同時又成立了五個專題小組，負責起
草各章的條文。諮委會則成立了八個專責小
組，向起草委員會的專題小組提供有關各章
內容的參考意見和背景資料。起草委員會各
專題小組的內地召集人和委員，分別於一九
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初訪問香港，與諮詢委
員會的委員、顧問和各界人士交流有關專題
的看法。
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基本法》的草擬工
作進入條文化階段，起草委員會各專題小組
的香港負責人在每次小組會議後，即與諮詢
委員會專責小組舉行交流匯報會，使諮詢委
員會成員及時了解起草的最新進展，並及時
向起草委員會作出回應。在各章條文的草擬
過程中，諮詢委員會在會內會外開展廣泛的
諮詢工作，到一九八七年年底，就已提出了
15份初步報告和57份最後報告，供起草委
員會參考。市民索取的諮詢委員會報告超過
十二萬份。當各章條文初步完成後，起草委
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決定成立總體工作小
組，由兩位副主任、正副秘書長和各組負責
人組成，負責統一文字、調整內容。總體工
作小組的內地副主任於一九八七年十月訪
港，聆聽諮詢委員會專責小組和各界人士對
《基本法》總體工作的意見。
經過了兩年多的工作，起草委員會第六次

全體會議公布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各專題小組擬訂的各章條文草稿
匯編。總體工作小組以匯編為基礎，提出了
《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在一九八
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舉行的起草委
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公布，用五個月的
時間在香港和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
有關部門廣泛徵求了意見。

草案諮詢收6,500份意見書
《基本法》頒布前，有這份（草案）徵求
意見稿，和之後一九八九年二月的《基本
法》（草案），每次在公布的第二天，諮委
會就印備全文，擺放在港九、新界和離島九
百多間銀行分行，免費供市民索閱，每次派
發近一百萬份，並同時進行全港性鋪天蓋地
式的宣傳，要求市民反饋意見。
就徵求意見稿的諮詢，諮委會收到73,765

份意見書；就《基本法》草案的諮詢，收到
超過6,500份意見書，當中包括民意調查和
簽名運動的意見，並將收集到的意見毫無遺
漏地整理匯總成為報告。
諮詢委員會在五個月的諮詢期間，分五個

階段就《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的各
部份內容進行討論，並廣泛徵詢香港各界人
士的意見，這五個階段諮詢的專題分別是：
一：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二：香
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三：政治體制；
四：經濟；五：教育、科學、文化、體育、
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諮詢委員會收集各
種意見和建議，包括關於這些意見和建議的
論據；使徵求意見稿的各部分內容得到全面
而充分的考慮；在五個月諮詢期結束後向起
草委員會提交香港市民對《基本法》（草
案）徵求意見稿的報告。
之後，起草委員會秘書處整理各方面的意

見，供各專題小組修改有關章節的條文時參
考，而總體工作小組將再次修改和調整各章
的條文，於一九八九年一月舉行的起草委員
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提出《基本法》（草案）
稿，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
一九八九年一月，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

會議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對準備提交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基本法》（草案）以及附件
和有關文件逐條逐件地進行了表決，除草案
第十九條外，所有條文、附件和有關文件均

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大多數贊成獲得通過。
同年二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
議決定公布《基本法》（草案）包括附件及
其有關文件，在香港和內地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以及中央各部門，各民主黨派、人民
團體和有關專家，人民解放軍各總部中廣泛
徵求意見。
一九九○年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起草委
員會召開第九次全體會議，深入討論各專題
小組修改提案，至此，起草委員會工作已歷
時四年零八個月，先後舉行九次全體會議、
25次主任委員會會議、兩次主任委員擴大會
議、三次總體工作小組會議、73次專題小組
會議，並經過「幾上幾落」的在內地和在香
港的深入諮詢。一九九○年二月十六日，草
委會對各個專題小組提出的24個修正提案進
行不記名投票表決，結果全部獲三分二以上
贊成票通過，起草委員會圓滿地完成起草工
作。一九九○年四月四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並頒布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我不厭其詳地向大家複述《基本法》的起

草和諮詢過程，就是想說明一個關鍵問題：在
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已經不僅是方針政策，而是經過四年
零八個月醞釀，研究，論證，大範圍在香港和
內地諮詢而最終形成的具體和細緻的法律條
文，而這些法律條文使得全國都有依據，同時
全國都要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
布後，「一國兩制」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一
國兩制」，是《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港
人治港」，是《基本法》規定的「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不是任何其他程度的自治，是
《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近年，有人執着
於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講話中有沒有提及「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或者提了
「一國兩制」，有沒有提「港人治港」，提了
「港人治港」，有沒有提高度自治，以此推斷
國家對香港政策是否有變。我認為這是「天下
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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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規定
之」。由於《基本法》有凌駕性的權威，因此
不僅中央和內地要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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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頒
布的《基本法》才是初衷。

社會爭論在《基本法》已有結論
近年不少造成社會內耗的爭論，包括中央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以及普選行政長
官的問題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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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裏舉兩個例子。
首先是中央的權力問題。《基本法》頒

布至今雖然已有二十五年，但不少人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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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有
無關國防和外交的權力全屬香港特別行政
區。事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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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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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和外交以外」，這個說法只是一個
高度概括的說法，因為即使在對外事務問
題上，特別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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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來源問題，

在《基本法》起草初期也引起一些爭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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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後來在

諮委會研究過、做過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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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然後根據由
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向香港授予高度
自治權，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權力來
自中央，權力大小由《基本法》規定。明白
這一點，大家對去年六月公布的白皮書就會
有準確的理解。

特首選舉方案無「公民提名」
另一個例子是行政長官選舉。《中英聯合

聲明》關於行政長官產生的規定是：行政長
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在《基本法》起草初期，由於有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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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臚列了五個主要方案，徵求香港各
界各階層意見。
方案一，主張由選舉團互選20人組成提

名委員會，提名三名候選人，然後經由選舉
團全體成員選舉產生。選舉團共600人，由
立法會議的成員、各區域組織的代表、各法
定團體和永久性非法定團體的代表、各類功
能界別的代表組成。
方案二，主張由不少於十分之一立法會議
成員提名，全港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行政
長官。
方案三，主張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行政長
官。功能選舉團不超過600人，其中工商金
融團體佔25%，專業團體佔35%，勞工團體
佔10%，宗教、社會慈善機構佔15%，街坊
組織、小販團體佔15%。
方案四，主張首三屆行政長官由顧問團

協商產生，報中央任命；以後由顧問團提
名三名候選人經中央同意後，交由選舉團
產生。選舉團50人至100人，由香港各界
人士提名，行政會議甄選，再由行政長官
提請中央批准後任命。選舉團由退休行政
會議、立法會議成員、行政長官和曾經由
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員組成，人數最少250
人，最多500人。
方案五，主張由提名委員會經協商或協

商後投票程序提名三人，全港一人一票普
選產生。
五個方案當中，兩個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方

案，但兩個普選方案都沒有「公民提名」，
更沒有方案要求「公民提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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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不

同政見和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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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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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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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頒布後，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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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除非我們故意要
為香港為自己出難題。
我經常說：一個率先成功實踐「一國兩

制」的社會，是一個了不起的社會。我們的
香港，就是這了不起的社會。通過起草《基
本法》，實施《基本法》，我們保住了香港
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我們今天比回
歸前有更大的民主、自治和自由，我們香港
了不起。

預留空間令港政制向前發展
《基本法》預留空間，讓香港的政制可以

向前發展。如果可以在今年，亦即是《基本
法》頒布二十五周年，按《基本法》的規定
和人大常委會的相關决定，落實行政長官普
選方案，使得香港在二○一七年，亦即香港
回歸二十周年，可以第一次普選產生在「一
國兩制」下有高度自治權力的行政長官，我
們香港社會會是一個更了不起的社會。
一九八二年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至一九

九七年香港回歸，過渡期歷時十五年，一九
九○年頒布的《基本法》，是後過渡期穩定
的基石，也是特別行政區順利成立的依靠。
今後，《基本法》的關鍵作用將更加凸顯，
我們有需要更全面、準確和認真理解《基本
法》。特區政府將繼續大力推動《基本法》
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與
特區政府共同努力，做到徐小鳳小姐當年所
唱：「關心這是你我的香港，關心這是你我
的未來」，做到全香港知法、識法、守法。
多謝大家。

（插題為編者所加）

基本法的起草﹑憲制地位與落實
—在「《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辭（全文）

■■梁振英昨日表示梁振英昨日表示，，香港率先香港率先
成功實踐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一是一
個了不起的社會個了不起的社會。。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