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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哪些人屬於香港特區居民？
答：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簡稱香港居民，包括永久居
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兩類。（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問：具備哪些條件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答：香港基本法頒布時列明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
包括：
（一）在香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
的中國公民；
（二）在香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
居住連續7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三）第（一）、（二）兩項所列居民在香港
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四）在香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
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7年以上
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的人；

（五）在香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第（四）項所
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滿21周歲的子女；
（六）第（一）至（五）項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人。
以上六類居民在香港特區享有居留權，有資格
依照香港特區法律取得載明其居留權的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問：香港永久居民資格還有甚麼特別的界定嗎？
答：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9年6月26日對基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
項作出了解釋，明確了基本法相關條文的清晰
含意。該立法解釋包括兩個方面，簡單地說：
第一，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包括
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的中國籍子女，進
入香港特區，如未按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

的規定辦理相應的批准手續，是不合法的；
第二，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以外地方所生中國
籍子女，無論本人是在香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
後出生，在其出生時，其父母雙方或一方必須
是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條件的香港永久居民，該子女
才可以擁有香港居留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1999年6月26日釋法決定）

問：什麼人可以成為香港特區非永久性居民？
答：香港特區非永久性居民是：有資格依照香港特
區法律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但沒有居留權的
人。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基本法網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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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授予普選 反對派得寸進尺
起草基本法只談立會直選 爭「公提」實妄想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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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改進入關鍵期，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強調，通過政改方案是十分重要的議
題，為免引起嚴重後果，屆時因應特區政府要求，身為立
法會主席就政改方案投票支持然後辭職，是別無選擇。他
呼籲，反對派不應執着於普選是否「真假」的問題，只有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內，與特區政府務實
商討，就可排除不必要的假設，增加促成政改共識的機
會。
曾鈺成昨日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指，2005年政改表決

當天前數小時，特區政府仍在向反對派議員拉票，在這情
況下，特區政府會希望立法會主席先投一票支持，讓仍在
考慮的反對派議員知道主席也會投票支持，方案有機會通
過，此時這些反對派議員或有機會在最後關頭回心轉意。

投票後辭職「別無選擇」
他強調，很珍惜立法會主席的工作，惟有十分重要的議

題，他不投票會引起嚴重後果，在權衡下他別無選擇。如
最終他要就政改投票，就會違背他早於2010年作出的競選
承諾，故此屆時會辭去立法會主席一職。不過，他仍會主
持會議並在政改投票後才會請辭，並相信補選的主席仍極
有可能續由建制派人士擔任。
本身為港島區直選議員的曾鈺成，對於辭任立法會主席

後是否留任立法會議員仍未有成熟想法。他說，有黨友對
連帶辭去議員一職有很大保留，因為屆時港島區補選會引
起很大後果，不僅會增加同區黨友負擔，且建制派可能失
去一個議席。他希望能與新一屆民建聯領導層、立法會議
員和他的職員商量此事。

依框架爭最理想方案
針對目前的政改困局，曾鈺成呼籲反對派不應只講「真假普選」的問

題，而應務實討論如何在「8．31」決定的框架內，爭取一個最理想的方
案，這可能更有利於反對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爭取民主空間。
他強調，反對派不應先假定一些人能否參選特首，「現在一些政改爭

拗都是從假設開始，又從假設結束」，而若社會深陷民意戰，反對派只
會不斷宣傳自己立場，屆時更難順應主流民意轉身。「坐低傾」可以務
實處理政改問題，減少猜度，促進共識。

盼李慧琼等發揮潛質
被問到是否希望民建聯新任主席李慧琼日後成為特首，曾鈺成謂，希

望包括李慧琼在內的年輕人，都能在政治參與方面發揮個人潛質，不論
哪一屆的特首，都如一些中央官員所說，能得到香港人的擁戴，得到中
央政府的信任，並有能力做好特首工作。
他再次否認有人建議他選特首，強調特首需要較年輕人擔任，而他有

自知之明，自己不會做得好特首這份工。被問到他是否支持特首梁振英
連任，曾鈺成沒有回應，只說要完成特首梁振英想做的事，可能要多30
年，但特首在現制度下只能連任一屆。

建制派應出手 加強「一國」意識

密密聯署撕裂社會 湯家驊拒再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三度聯署稱要否
決政改方案，公民黨議員湯家驊昨
晚突發表聲明，批評反對派不斷聯
署，令香港社會嚴重撕裂，表明日
後不會再參與任何聯署。
湯家驊昨晚在聲明中稱，他對反

對派「三日一記招、五日一聯署」
的做法感到厭倦，故「以後就任何
聯署皆不會再參與」，也不會離
場抗議，「不斷聯署對解決現時
社會嚴重撕裂並無幫助。我從政
11年來政治理念及立場清晰，故
無意再加入類似聯署。」

他昨晚接受傳媒查詢時更稱，反
對派聯署的用詞越來越偏激，「畫
地為牢」，對是次政改無幫助，對
在政改方案否決後如何「重新上
路」也無幫助。
不過，湯家驊在聲明中稱，自己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8．31」
決定時，已第一時間公開表明會否
決根據這框架訂定的政改方案，也
是第一個公開表示會否決的議員。
除非中央及反對派各自有「適當的
讓步」，令政改方案獲多數反對派
議員支持，否則他必定會投票反對
政改方案。

中國與英國於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聲明列出了中
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中國政府

承諾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
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有關的基本政策由1990年頒
布的香港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加以規定。

中央堅守《中英聯合聲明》
劉迺強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中央在國際社會中
一直非常守信用，一直依法辦事，包括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
內容條款，即使英方密謀在回歸前將香港政制大變，更試圖逼使
中央對此也「50年不變」，但中央當年僅沒接納立法會「直通
車」，並堅持將當時港英政府幾乎所有行政機關過渡至特區政
府，「唔會話你唔守，我就唔守。」
他憶述，在上世紀80年代香港基本法起草時，有關的普選概念

是由中央政府提出的，而當時的港人心態是「佢（中央）可以唔
畀普選你，都唔會有人出聲㗎啦」。因此，當時的香港反對派不
講普選，只講立法會1988年要直選，更要求港英政府在1988年開
始，將直接選舉引入立法會選舉。
劉迺強批評，現在反對派聲稱要爭取所謂「公民提名」、「真
普選」，是「上得床來掀被冚」，得一想二，得寸進尺。他以反
對派的利益立場來看，認為反對派覺得爭取所謂「真普選」是非
常具誘惑性，是一個妄想可以從中央奪權的機會。
反對派經常聲稱「香港基本法沒寫明的，我們便可以做」。劉
迺強指出，所謂的「剩餘權力」是聯邦制的做法，意指本來獨立
的聯邦成員，交出部分權力予聯邦政府，剩餘的就歸自己政府所
擁有。但中國從來都是單一制國家，香港從來都沒有任何權力，
「當年滿清政府割讓香港予英國時，也沒有問過香港人。」

批戴耀廷鼓吹「分權」扮糊塗
他強調，所有人都知道香港基本法並非分權法，是授權法。特
區政府所有行政權力均是來自中央，「我授幾多畀你，你就有幾
多，唔夠我先再畀你」，若有所謂的「剩餘權力」則全歸中央擁
有，反對派是在「揣着明白裝糊塗」，故意混淆歷史問題、曲解
香港基本法。
劉迺強批評，香港各大學的法學院，都故意「教錯」香港基本
法是分權法，年輕人是一張白紙，是真糊塗，但教授則是假糊
塗，「你以為（『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不知道？他是知道
的！」

「一國兩制」兼顧國家安全
劉迺強指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去年發表的《「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講得很清楚，是希望大家可正
確、全面理解香港基本法，同時清楚說明了中央對香港有有全面
的管治權。「一國兩制」並不是單單為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同
時更要顧及國家安全、主權利益及發展需要。

港大中大理大合辦政改民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今日公布政改方案，香港
大學民研計劃、中文大學民調中心
及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決定
合作，由方案公布翌日直至立法會
表決前一天進行滾動式民調。理大
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昨日
稱，民調需要尋求外間的贊助，但
他們會小心考慮資金來源，以免影
響調查的公信力。
鍾劍華昨日在電台訪問時稱，他
們曾邀請不同院校的民研機構參加
是次的民調計劃，但最終只有3間
答應參與。他拒絕透露該部分院校
不參加的原因，只稱目前3間參與
機構已可「確保」民調嚴謹可信。

他稱，不期望有關的民調結果可
以影響特區政府，以至立法會議員
的投票決定，但相信可對雙方能產
生「制約作用」，為中央、特區政
府和公眾提供一個指標性的參考，
「如民調結果反映有八成人反對政
府的方案，中央和特區政府就需要
解釋堅持方案的原因；如果有八成
民意支持政改方案，政黨及議員都
難以輕率否定。」
被問及調查會否成為「政治工

具」，鍾劍華稱，他個人無法控制
數據公布後如何被人引用，但希望
透過是次滾動民調展現民意，讓香
港社會、特區政府和政黨可以清楚
掌握民意的變化。

反對派今擬演集體離場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今日上午會出
席立法會會議，宣布政改方案的詳
細內容。一直宣稱將會否決方案的
23名反對派議員，計劃在林鄭月娥
宣布方案時集體離場，4名激進反
對派議員則為了在會議審議財政預
算案時拉布，不會有過激的抗議行
動，以免被立法會主席驅逐離場而
無法拉布。
有反對派議員昨日透露，反對派

23名議員今日不會「坐定定」聽畢
林鄭月娥宣讀方案的內容，而是計
劃在她開始宣讀方案時即集體離
場，也不會參與提問部分，「要說
的已經說過，再沒有任何東西可問

了。」

激進派「留力」待預算案拉布
不過，激進反對派屆時不會採取

任何激烈的示威行動，因在林鄭月
娥宣布政改方案後，立法會將繼續
審議財政預算案有關的修正案，倘
他們因示威而被逐離場，就無法提
出他們的600多項修正案來拉布。
另外，「學民思潮」、學聯、港
大學生會及「雨傘」團體等，稱暫
時不會採取任何衝擊行動，而是先
研究方案內容，再發表聯署聲明，
要求反對派議員停止「密室會
談」，堅決否決政改，稱港人的民
主路不能毀於反對派議員手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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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政改方案今日出

爐，反對派未見方案已聲言一定會否決。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在香港基

本法起草時，普選的概念是中央政府提出的。當時，

反對派不講特首普選，只講立法會直選，現在反對派

是「上得床來掀被冚」，得一想二，得寸進尺，妄想

從中央奪權。他強調，「一國兩制」不單要確保香港

的繁榮穩定，同時更要顧及國家安全、主權利益及發

展需要。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但
香港社會仍有不少人對香港基本法存
有誤解，近年甚至出現「港獨」思潮
抬頭的情況。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劉迺強在本報訪問中強調，未來需要
加強「一國」意識，而「一國」的
事，需要「一國」去解決。建制派也
應多做事情，宣揚愛國思想。

「一國」之事「一國」解決
劉迺強在訪問中表示，1997 回歸
後，中央繼續嚴格遵守香港基本法，
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有權都盡量不
使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事實上，立法關乎國家
安全，按道理中央應立即處理，但直
到今時今日，中央也沒給予香港任何

壓力，決意要讓港人自行立法。
他強調，「一國兩制」並不是單單

為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同時更要顧
及國家安全、主權利益及發展需要。
針對香港社會近期出現的「港獨」思
潮，他認為未來需要加強「一國」意
識，但不能只單靠特區政府去做：這
是「一國」的事，需要「一國」去解
決。
被問及此舉會否擔心被反對派質疑

是中央干預香港特區的行為，劉迺強
反問道：「點會算係干預？國民的意識都
叫干預？」他強調，愛國愛港絕對不是不
合理的，建制派應該多做
事情，宣揚愛國思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劉迺強批評反對派「上得床來掀被冚」，得寸進尺。 劉國權 攝

■曾鈺成昨強調，通過政改方案十分重要。 梁祖彝 攝

■基本法已清楚界定香港特區居民類別。圖為羅湖口岸管制站大
堂。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