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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前日舉行香港基本法
頒布25周年研討會，當年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
書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講。他以
其親身經歷，重溫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過程，重申
對基本法不應憑字面猜度立法原意，更不應鑽文字
空子。這番正本清源的論述，對於正確理解「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初衷和本意，
做好政改工作，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價值。

梁振英闡述的基本法立法初衷和本意，具有高度
準確性和權威性，翔實可信地說明了一個關鍵問
題：近年造成社會紛擾的不少爭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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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廣泛討論，也已
經形成共識，並在基本法中都已經有了定論。

關於中央的權力問題，梁振英指出，至今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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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是，香港作為一個特
別行政區，權力來自中央授權，權力大小由基本法
規定，香港沒有「剩餘權力」。明白這一點，大家
對去年6月公佈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就會有準確
的理解。

反對派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否認，其要害是否定
「一國」、否定國家主權，其底牌是將香港視為獨
立的政治實體並搞「港獨」。梁振英釐清基本法所
確立的中央與香港關係的性質和內涵，有助市民明

確並尊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憲制，了解中央對
港全面管治權是「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保障，是
香港繁榮穩定和港人根本福祉的保障。

關於行政長官選舉問題，梁振英指出中英聯合聲
明中根本沒有提及「普選」概念，並釐清基本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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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8·31」決定為特首
普選確定原則、指明方向，只要香港的普選進程嚴
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2017年就可落實一
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反對派不斷聲稱要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
普選」，將他們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方案吹噓
為「真普選」，其實質是挑戰國家和香港憲制，挑
戰國家的憲制權力，其直接結果就是令2017年特首
普選無法落實。如果反對派頑固堅持要捆綁否決根
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就必須承擔
葬送和扼殺香港普選的全部責任。

梁振英的演講充分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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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派背離基本法的立法初衷和本意另搞一套，是根本
行不通的。

（相關新聞刊A4版）

毋忘基本法初衷 尊重憲制達普選
昨日清明節，大批孝子賢孫帶備香燭冥鏹

與三牲祭品供奉先人，多個墳場人頭湧湧。
清明祭祖的意義，在於慎終追遠。尊敬先人
貴乎內心，表達子孫後輩對先人的追思，更
重於物質上的供奉。近年綠色殯葬在華人社
會方興未艾，逐漸為更多人接受。本港地少
人多，人口日趨老化，面對骨灰龕短缺的問
題，當局除了增加供應外，更應加強教育和
宣傳，引導社會移風易俗，提倡「海葬」、
「樹葬」、「花園葬」等綠色殯葬，這不但
符合環保節約原則，又避免過多佔用珍貴的
土地資源。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日前表示，已就
其中政府公營7個骨灰安置所選址取得區議
會支持，可以提供逾 45萬個新龕位，其中
16 萬個位於曾咀及 2 萬個位於青荃路的龕
位，如果順利獲得立法會通過撥款，料最快
可分別於2018年及2019年落成。然而，遠
水難救近渴，面對巨大的骨灰龕位需求，當
局增加骨灰龕位計劃恐怕遠遠追不上需求的
增加。加上地區普遍存在「不要在我家後
園」興建「厭惡性設施」的心態，當局要在
地區上大量增加骨灰龕位，將會遇到不少阻
礙。

骨灰龕位長期供不應求，也令違法私營骨
灰龕場問題屢禁不絕。不少龕場由於在住宅

大廈內開設，對大廈住戶造成困擾。有不法
商人更侵佔改建歷史建築物。在發牌制度
下，有關私營龕場必須符合所有法例及政府
規定，方可申領牌照繼續營運和出售龕位。
當局未來需加大執法力度，儘快取締不符合
法例規範的私營龕場，減少對居民的滋擾。

「 南 北 山 頭 多 墓 田 ， 清 明 祭 掃 各 紛
然。」此情此境，在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大
都會仍然延續，反映的是市民對於先人的
緬懷，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值得保
留和發揚。不過，慎終追遠在於真情實
意，而不僅僅在於物質供奉。近年內地多
個省市區包括廣東省，相繼建設永久性樹
葬區，定期或不定期免費為民眾提供骨灰
樹葬服務，並選擇風景秀麗、交通便利的
海濱地區建立海葬紀念設施，為親屬提供
緬 懷 追 思 場 所 。 固 然 ， 傳 統 「 入 土 為
安」、「死有所葬」的觀念要一時三刻改
變並不容易，但現時已經有愈來愈多民眾
接受綠色殯葬觀念，以更環保及可持續的
方式，處理先人骨灰。香港土地資源匱
乏，當局應大力推動、鼓勵市民採用各種
綠色殯葬方式，以更環保的方式表達對先
人的懷念，這不但不會減低對先人的敬
意，更有助推動環保，節約土地資源，造
福後人。 （相關新聞刊A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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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港學術自由依舊
起草基本法時半信半疑 實踐證明院校無受干預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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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

今時今日，中國崛起，內地城市高速發展，部
分更被視為香港的競爭對手，但時光倒流

30年，沒有人想像得到這種景象。陳坤耀在專訪
中表示，在基本法起草階段，香港社會只關注經
濟問題，包括如何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市場運
作不變等。

回想當年：重視經濟少理教育
他坦言，當年的港人，都認為香港的制度是最

好的，「回歸對大家而言，只是換枝旗、由港督
變特首，其他一切如常，甚麼都不要變就最
好……政治等問題當時沒有甚麼人理會，教育的
篇幅也不大，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就是宗教團體
和各界的辦學自由。你看（香港）基本法，教育
是和科學、文化、體育等寫在一起的，這已經說
明了情況。」

「掌舵」嶺大：從沒接干預「電話」
陳坤耀獲任基諮會成員時，是香港大學亞洲研

究中心主任。其後，他出任嶺大「掌舵人」12
年，在教育界甚有聲望。對有人聲稱基本法的承
諾已經「落空」、「沒有了學術自由」，陳坤耀
強調，他至今都不認為香港的學術自由於回歸後
受到干預。
他說：「我做過嶺南大學校長，現在是香港大

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又是港大專業進修學院董事
局主席。這麼多年來，我不認為香港院校的學術
自由有被干預，我做校長也從來沒有收過任何
『電話』。」
陳坤耀笑言，這對他來說有點「意外驚喜」，

「當年諮委會對回歸後能維持學術自由，其實都
半信半疑。大家都會懷疑是否真的能做到，無人
想像到回歸多年的香港，能繼續保持着回歸前的
學術自由。」

回應傳聞：「收窄」實自己限制自己
那麼他如何看待「城中傳聞」，有指特區政

府干預院校的學術自由呢？陳坤耀直言︰
「（特區）政府沒有渠道去干預。大學的資源
是來自教資會的，不是直接來自政府，如果有
人認為學術自由收窄，其實是他們自己給予了
自己限制。」
他指出，像大學頒授榮譽博士，由特首擔任的

校監有多大權限，其實是歷史問題，港大、中文
大學都沿用了港英時期的規定，像嶺大1999年才
成立，其實十分寬鬆，「過去我們頒授榮譽博士
都沒有諮詢特首。」
陳坤耀補充，「如果有『干預』，我認為這是

雙方的，不止是（特區）政府，也要看院校自己
有否堅持立場。如果政府見到院校的態度是不容
干預，那就可以維持。我自己看到的是，這麼多
年學術自由都無被干預。」
沒有人想像到今日香港學界的學術自由得以保

持，正如無人能預知國家能高速發展成強國，陳
坤耀指，「馬後炮」地評論，當時大家談香港基
本法時追求不變，其實是應該要變的，「不過讓
大家重來一次，我想結果也一樣，（上世紀）80
年代的中國才剛剛改革開放，甚麼都落後，誰也
沒想過世界變得這樣快、這樣厲害。」

時勢改變 基本法「不變應萬變」
雖然如此，但他認為基本法仍可以「不變應萬

變」，「憲法（憲制性文件）不用整天在改，但
可以考慮如何演繹，以配合社會的發展。」
要在這數十年間翻天覆地的世界中扎穩馬步，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適度地干預經濟發展，如支
持本地的工業升級，投放資源去扶持科技產業的
發展，「現在是資訊科技的世界了。」
陳坤耀認為，內地現時是處於「百年一遇，

強國興起」的情況，過程中一定會「有混
亂」，香港作為一個經歷特別的城市，只能說
是夾在縫中，「我想大家要更多地從歷史和世
界角度看問題，不要被不滿的情緒影響，把問
題看得狹窄了。」

為了制定香港基本
法、收集各界意見，
香港特區基本法諮詢

委員會於1985年成立。來自高教界的陳坤耀正是其中一員。陳坤耀近日在接受本
報專訪時，分享了當年起草情況。他坦言，香港社會當時只側重經濟發展，教育議
題並沒有得到太大關注，諮委會一些成員對大學能否保住學術自由等，也是半信半
疑。現在，香港回歸多年，陳坤耀認為香港的大學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無被干預，
「這是有點意外的驚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紀念基本法頒布紀念基本法頒布 2525周年專輯周年專輯

香港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
文件，對香港回歸後的各方面都
有決定性及深遠的影響，故每字
每句都經過仔細斟酌，不容有
失。當年，有人擔心回歸後中央

會把香港特區的儲備「榨乾」，故要求在香港
基本法中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一定要
做到「收支平衡」，但屬「凱因斯學派」的陳
坤耀大力反對，在多番爭取下，有關字眼才斟
酌為「力求收支平衡」，讓特區政府在財務安
排上更有彈性。

憶起當年在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裡的工
作，陳坤耀在訪問中說得最多的一個字就是
「忙」：忙得每個星期都要開會。30年前的
忙，畫面已經逐漸流逝，令陳坤耀最深刻的，
還是其「老本行」——經濟問題。

赤字預算派糖惠民有依據
基本法第一零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
衡，避免赤字。」不過，在香港經濟困難時
期，特區政府屢次動用資源，推出系列專項紓
困措施，出現了「赤字預算案」，被質疑違反
了第一零七條的規定。

陳坤耀指出，第一零七條是大家斟酌過後過的
結果，令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和開支方面，有較
大的斡旋餘地。當年，不少人都憂慮，香港在回
歸祖國後，中央政府或會「榨乾」香港的資源，
將香港的資金「北調」內地，故要求財政預算必
須收支平衡，以確保香港「有錢剩」。

他續說，自己屬於「凱因斯學派」（主張採
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總需求促進經
濟增長），「我當然不認同，像現在政府有這
麼多盈餘，是否還一定要收支平衡呢？所以我
就要求要加入『力求』二字。」話畢露出自信
的笑容。30年後的今天，「力求」二字還是證
明了他當年的遠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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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平衡添「力求」兩字證當年預見

管治難題：特首缺支持 議員無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當年香港社會討論基本

法側重在經濟層面，今日講基本法卻離不開政治。陳坤耀在
訪問中坦言，當年不少港人習慣了港英管治時的「有自由、
無民主」，對政治議題未有充分討論，是當日最大的「缺
乏」，這也衍生出今日有高度民主的立法機關，但因缺乏成
熟的政治架構令行政部門未能追上，導致特區政府目前面對
管治難題。他認為特首沒有政黨背景、議員沒有政治責任是
最主要的問題，和是否在特首普選程序中引入所謂「公民提
名」等無關。

指民主成份比以往大增
在港英統治時期，香港民主程度遠不及回歸後高，陳坤耀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就笑言，自己是香港政權移交前最後一屆
獲委任的行政局成員，當時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訴求不強，
「不像現在。那時3點半就開完會，之後大家就打高爾夫
球。」
不過，隨着時代的轉變，港人對民主的要求已有所不同。

他指出，香港立法會以民選議員為主，連同間接選舉得出的
議員，已經是「九成民主」，接近西方的程度。民主成份比
以往大大增加，但問題也出在這裡。

特首無政黨背景 推政策「零支持」
在陳坤耀看來，香港真正的難題，是因為特首無政黨背

景，令特首在推行政策時，不能「count on anyone（指望任
何人）」，可謂「零支持」；而「立法會的人永遠在野，就
容易有『有批評、無責任』的情況，（特區）政府很難有效
施政，所以一定要給予他們（立法會議員）責任」。
有人指，假如普選特首時，特首候選人經由所謂「公民提

名」產生，可增強當選者的認受性，管治的阻力會減少，但
陳坤耀不同意，「很多地方都沒有『公民提名』，即使有些
地方有，『公民提名』幾乎沒有派上用場。不少西方國家
（及地區）都用代議制，大家也不會認為他們不民主。」

指「政黨政治」利長期政策推行
被問及如何在議員的批評權利上，加添建設性推行政策的

責任，陳坤耀認為「政黨政治」是答案，「這樣會議內的討
論才平衡，有人反對，有人支持。」同時，政黨政治也會更
有利於長期政策的推行，「政黨要長遠建立施政理念，才可
爭取到市民支持，否則像現在般，（特區）政府班子做一兩
屆換人，一些長期的政策就難以繼續下去。」

英干預港政制發展「不合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

港近年有部分人頻頻就香港內部事務，
找與中國共同簽署聯合聲明的英國要求
「主持公道」，陳坤耀在訪問中直指，
聯合聲明的重點其實是在經濟方面，對
香港的政制發展根本沒有着墨。他認
為，倘英國在香港的經濟發展上有意見
可以發表，但試圖干預香港的政制發展
就不合適。
香港反對派近年頻到英國「告狀」，

稱英國有道義責任「捍衛中英聯明聲明

中承諾給予香港的普選權」。但事實
上，中英聯合聲明中，涉及特區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僅得兩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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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中，並無提及「普
選」一詞，更沒有關於香港立法會產生
辦法的內容。

聲明無提「普選」選特首僅兩句
陳坤耀在本報專訪中指出，當年的香

港，是個金錢掛帥的社會，所以中英聯合

聲明重點在於經濟，「其實只是為了在港
的英資之後能繼續做生意不會有甚麼問
題。」在香港回歸後的政制發展方面，聯
合聲明鮮有着墨，故陳坤耀認為英國政府
不應該干預香港的政制發展等事務。
被問到香港是否應該接受根據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制定的政改
方案，他坦言︰「這是大家有沒有信
心的問題。如果中央政府能讓大家看
到『袋住先』之後的終點，我想大家
會支持。」

■陳坤耀表示，回歸多年，香港的大學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無被干預，「這是有點意外的驚喜。」 曾慶威 攝

——基本法頒布25周年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