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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反對派以智勇通過政改 勿令港人期待落空
期望改人大決定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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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昨日表示，「公民提名」並
非世界民主國家主流做法，沒有
所謂「公提」就是「國際標
準」，基本法沒有「公提」可以
理解，有人以所謂「國際標準」
為香港特首普選引入「公提」是
偽命題。她又指，基本法是憲制
性文件，不可能詳列細節，如有
爭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依法解
釋，不存在人大釋法是「僭建」
基本法的問題。
特首梁振英日前表示，基本
法起草時沒有提及「公提」，
所以「公提」不是基本法初
衷。葉劉淑儀昨日在公開場合
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到，「公
提」不是國際標準，世上的民
主國家都不以「公提」為主
流，所以基本法起草時的普選
方案沒有「公提」可以理解。她
強調，基本法是憲制性文件，不
可能詳細列出細節，如果遇到爭

議，在國家制度上，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最終解釋權，可就社會落
實基本法的困難，就基本法蘊藏
的含意作出解釋，不存在「僭
建」基本法的問題。
葉劉淑儀補充指，兩黨制國家

是用黨提名，議會制國家則用議
會提名，只有少數國家是用「公
提」，故在香港提出參照「國際
標準」為特首普選引入「公提」
是偽命題。

指部分港人對領導人講話敏感
另一邊廂，梁振英日前在紀念

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致辭時
提到，有人憂慮國家領導人談及
香港時沒有提及高度自治是庸人
自擾，葉劉淑儀認為，部分港人
對領導人的講話反應敏感。她
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
國策，是基本法的政策目標，即
使領導人在個別場合少提幾次，
亦不會改變莊嚴政策的目標，港
人毋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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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回歸後遇問題 答案「法中尋」

有人不接受「港人是中國公民」

勸挺政改 被AV仁屈「出口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昨日表示，回顧基本法的起草，
由初稿到定稿過程公開、透明，歷時5年完
成起草後，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頒布。曾德成表示，由於基本法清晰載明
1997年7月1日香港的政治體制以至經濟、社
會、文化等各方面的藍圖，才能實現了1997
年政權的順利交接；而1997年後，本港在運
作與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諸如處理中央與香
港的關係，市民平衡權利與義務，行政、立
法、司法關係的理順等，都可以從基本法找
到答案。

初稿到定稿過程公開透明
曾德成昨日以「基本法功效卓越」為題在
網誌撰文表示，為起草這部法律，上世紀集
中了香港和內地的法律、經濟、政治以至其
他方面的專家、精英組成起草委員會，又設
立諮詢委員會廣泛聽取意見，由初稿到定稿
都在報章上刊登，過程公開、透明。
曾德成續說，基本法是一部全國性法律：

香港要遵守，內地也要遵守，中央人民政府
和香港特區政府都一同遵守。

解釋權屬人大常委會
他強調，全國性法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如果要修改，也必須經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對它的解釋權，屬於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選出的常務委員會。
他又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
終審權，都是由這部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基
本法授予的。」授權主體是中國人民，包括
香港同胞，制度上就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
決實現。

助實現政權順利交接
曾德成指，基本法於1990年4月頒布至今

已達四分一世紀，這段時間的前一半，基本
法雖然尚未實施，但實際起了指導順利回歸
的重大效用：由於基本法清晰載明1997年7
月1日香港的政治體制以至經濟、社會、文

化等各方面藍圖，過渡時期就有了向前銜接
的目標，可以排除各種干擾，端正方向，實
現了1997年政權的順利交接。
1997年後，基本法既起了保障「一國兩

制」的決定作用，亦構築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法治基礎、為維護安定和持續發展提供了
穩固框架，體現了最多數人的核心價值觀。
曾德成指，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運作與發展
中遇到的問題，如處理中央與香港的關係，
市民平衡權利與義務，行政、立法、司法關
係的理順，地區組織的功能演進，以至經
濟、社會、文化等各範疇的基本政策方向
等，都可以從基本法找到答案。
曾德成補充指，四分一世紀以來，中國
以至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香港
與內地的相對經濟份量不斷調整，但「一
國兩制」因基本法而一直彰顯活力。他指
鄧小平曾說基本法是「創造性的傑作」，
經歷時間考驗，可見這是一部最多受到談
論、最經常受到引用、最受到小心遵從，
更是產生了巨大功效的法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近日有反對派中
人聲言當年草擬基本法時，曾有人提出「公民提名」
概念，特首梁振英昨日發表聲明，強調基本法最終只
寫入「提名委員會提名」，說明「提名委員會提名」
和「公民提名」截然不同，有人將「提名委員會」提
名理解為「公民提名」，正是他日前所指的「憑字面
猜度，鑽文字空子」。他重申，基本法起草期間，兩
個普選方案中都沒有「公民提名」，有人堅持「公民
提名」是明知違基本法而為之，是為出難題而出難
題，最終只會剝奪港人的普選權利。
梁振英在聲明中指出，他前日在「基本法頒布二十
五周年研討會」致辭時指出：「在基本法草擬期間，
1988年的《徵求意見稿》臚列了5個行政長官產生方
案，在兩個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中，都沒有『公民提
名』。」

「公提」與「提委會提名」概念不同
他在聲明中續指，1990年4月4日基本法最後通過
和頒布時，第四十五條是：「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
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他強調：「如果
有人說，當年草擬基本法時也曾經提出『公民提
名』，這恰恰說明『公民提名』和『提名委員會提
名』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而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
廣泛諮詢後，最後把『提名委員會提名』寫入基本
法。」因此，他認為近來有人說「提名委員會提
名」也可以理解為「公民提名」，正正就是他前日
在演辭中所指的「憑字面猜度，鑽文字空子」，是
違反基本法的。

明知違法照做 累港人失普選
梁振英又在聲明中表示，去年有立法會議員堅持普
選行政長官，「公民提名」必不可少。他認為，「如
果這些議員今日仍然繼續堅持『公民提名』，就是明
知違反基本法而為之，就是為了出難題而出難題，結
果只會在2017年剝奪香港人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
權利。」
前基本法草委李柱銘日前聲稱，梁振英指基本法起

草時無提及「公民提名」是「不符事實」，企圖混淆
基本法有關「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初衷。李柱銘聲
言，1988年5個基本法草稿中的方案三，便含有「公
民提名」。但該方案下，特首候選人只須獲50名香港
永久性居民提名，再交由600人的功能選舉團選出特
首，並非普選。

■梁振英指出，基本法起草期間，兩個普選方案中都沒有
「公民提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任梁愛詩昨日表示，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8．31」政改

決定完全符合法律，期望中

央政府會改變決定或於方案

上讓步是不實際的，呼籲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以大局為

重，有智慧及勇氣通過政

改，不要令港人期望落空。

她又直言普選沒有所謂「國

際標準」，而基本法草案的

5個特首選舉方案中，兩個

贊成普選的方案都沒有「公

民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近年反對派挑起的有關
基本法的爭拗越來越多。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昨日指出，有些人不接受港人是中國公民的事實，製造種
種困難，若港人心態積極，接受中國公民身份，認同國家
及民族，基本法的落實會更順利。
梁愛詩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一國兩制」是偉大

構思，對國家及香港都有好處，港人應該先肯定「一國兩
制」，而基本法通過過程也有港人參與，當時大家對此亦
感滿意。
她認為，中央和特區政府於落實「一國兩制」都是在

學習階段，港人初期對基本法「都是一個印象」，落
實時有爭議不出奇，最重要是大家心態要積極，為香
港最大好處而落實基本法，這樣就會順利得多。她續

說，看一樣東西是否成功要看大局，不是只看是否有
爭拗。

誤解「一國兩制」爭拗越來越多
梁愛詩又點出現時香港社會存在的問題：有些人不接受

香港回歸、港人因此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事實，
製造種種困難。她指出，落實「一國兩制」本應隨着經驗
而越來越順利，但目前爭拗越來越多，原因是有人對「一
國兩制」有誤解。而香港有很多人的說話，令人覺得他們
對「一國兩制」並不了解或故意不了解，因此國務院去年
才會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作出解釋。
她強調，若港人心態積極，接受中國公民身份，認同國

家及民族，基本法的落實會更順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呼籲反對
派以大局為重，有智慧和勇氣通過政
改。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回應時聲
稱，反對派議員正因有智慧和勇氣，才
會堅定爭取「真普選」。他並揚言，不
論中央如何「出口術」或公開向反對派

施壓，反對派議員立場都不會動搖。
何俊仁昨日聲言，梁愛詩只是中央

傳話人，無權威性，稱反對派議員正
因有智慧和勇氣，才會堅定爭取「真
普選」。他又稱，若全國人大「8．
31」框架不撤銷或作出重大修改，令
方案符合「國際標準」，「我相信我

們『泛民』不會支持，她（梁愛詩）
不會拉到票，這些說話是浪費時
間。」他並揚言，不論中央如何「出
口術」或公開向反對派施壓，反對派
議員立場都不會動搖。
至於梁愛詩及特首梁振英都表示，

當年起草基本法時，沒有普選方案包含
「公民提名」，何俊仁則辯稱，根據文
獻，當年起草基本法時有討論過「公民
提名」，但未必是一人一票普選。

■梁愛詩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政改決定完全符合法律。 莫雪芝 攝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情況。 資料圖片

梁愛詩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8．31」決定
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6日釋法提出

的「政改五步曲」而作出，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第七條，而決定提到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
也是必然的，因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指明由提委
會提名。她強調，決定是簡單而必須的，「既然呢個
（決定）係完全符合法律，點可以話佢唔合理呢？」

人大已作出決定 推翻無道理
她希望反對派不要忘記「8．31」決定已經作出，
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推翻決定沒有道理，現在只能在框
架下令選舉更公平、更公開，期望中央會改變決定或
於方案上讓步是不實際。她續說，若反對派真的相信
民主、相信市民，就應先讓香港政改走出第一步，呼
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以大局為重，有智慧及勇氣通過
政改。
對於立法會一旦否決政改，梁愛詩認為會拖慢民
主進程，因錯失了普選特首機會，而全國人大常委會
到2017年也不會作出另一個決定，原因是「8．31」
決定是經深思熟慮後作出，而且他們看不到由現在開
始至2017年的實際情況會有變化。她指全國人大常
委會在2007年已講明，香港於2017年會有特首普
選，這已成為港人期望，他們都不希望見到期望落
空。
梁愛詩續指，政治體制其中一個要點是循序漸
進，而基本法實施只有18年，另外由1,200人進步至
500萬人普選特首的差距很大，如果最後方案是不受
控制的，會在5年內對香港造成很大損害，香港或許

不能承擔。

「選舉辦法不會一做就完美」
她認為，政改應考慮香港實際情況，穩陣、循序
漸進地去做，又指選舉辦法不會一做就完美，哪裡做
得不好就改進。
對於反對派掛在口邊的「國際標準」，梁愛詩直

言沒有「國際標準」，否則已寫在聯合國《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公約》只提及選舉權必
須普及而平等，因每個國家及地區的情況不同，不能
有劃一標準，「總之普及而平等已經係普選。」

「普及而平等已經係普選」
梁愛詩又說，每個國家的提名方式也不一樣，也
非每個國家都有「公民提名」，雖然基本法起草過程
可能有討論過「公提」，但據她所知，第一次起草時
是有5個特首選舉方案，沒有一個普選方案有「公
提」，換言之大家較接受並已有共識的方案，都沒講
「公提」或「國際標準」，「所以話『公民提名』係
當時共識，或者『國際標準』是當時共識，我係唔同
意。」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前委員李柱銘稱，基本法

草案中的其中一個特首選舉方案有「公提」，但方案
並非普選方案。梁愛詩於節目後被問到有關問題時，
表示目前自己手上並沒有5個特首選舉方案，不記得
是否有其中一個有「公提」，「但我記得好清楚，3
個方案唔贊成普選，其他兩個方案係無『公民提
名』。」

：

特首特首：：基本法草擬時基本法草擬時 兩普選方案均無兩普選方案均無「「公提公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