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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錫錫
文文
「三塊地」改革應有序推進

編者按：應本刊編輯部之邀，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
飛特為本刊撰寫回顧、闡述香港政改進程的文章。本刊自
本期起在「專家看香港政改」專欄中陸續刊出。

談香港的「普選」問題，絕不可能僅僅局限於香港本土
孤立地就香港「普選」問題來談香港「普選」，而必須將
其放置於中央和特區關係的大視野中，放置於「一國兩
制」的大框架下，這事實上已經非常明晰地點出了香港
「普選」問題的實質。
香港的「普選」問題，事實上是兩個具體問題，即所謂

的「雙普選」，一個是行政長官的「普選」，一個是立法
會的「普選」。因為行政長官的「普選」已經迫在眉睫，
而立法會的「普選」還有一個滯後期。
關於行政長官的「普選」，第一個大的方面是在香港

「普選」問題上，中央政府的憲制地位和責任；第二個大

的方面是在香港「普選」問題上，香港特區的憲制地位和
責任。本文主要談第一大方面。在此方面，有幾句相互聯
繫的話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第一句話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

區實行「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共同構成香港特區以
「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
程的憲制基礎。
第二句話與第一句緊密相聯——香港特區以「雙普選」
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必須以
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決定之規
定為依歸，必須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
關解釋、決定之規定的基礎上向前推進。
第三句話與前兩句話緊密相聯——對於香港特區以「雙
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
中央政府依法享有最高的憲制權力，享有決定權、主導權
和監督權。

第四句話與前三句話也緊密相聯——中央政府是推動和
落實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
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的最大民主派——道理也很簡單——中
央政府是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
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之總體方案及其「時間表」和「路
線圖」的設計者、發動者、主導者、推動者和監督者，也
就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總設計師」、「總工程師」和「總
監理師」。而且，中央政府也始終如一地有誠意、有決
心、有智慧、有辦法、有能力將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
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由一紙藍
圖轉化為活生生的現實。
以上這四句話，就是在香港「普選」問題上中央政

府究竟有什麼樣的憲制地位和責任之具體說明。這四
句話不僅在「一國兩制」的理論層面有充分的支撐
力，而且在「一國兩制」的實踐層面也有充分的支撐
力。

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
公室主任陳錫文近日指出，「三塊地」改革要有

序推進，必須堅守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
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這三條底線。

2017年完成改革試點任務
在此輪改革試點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北

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暫時調整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
市房地產管理法》的有關規定，綜合考慮、合理確定土
地徵收補償標準，允許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
出讓、租賃、入股，下放宅基地行政審批權限等。

陳錫文表示，三年後將對這些試點進行綜合評估，
「看這種突破是不是更加符合實際需要，是不是更加有
利於經濟的發展，並借此修改現行的法律條款。」

兼顧國家、集體、農民三者利益
陳錫文說，過去徵收農民土地長期存在兩個問題：一

是農民土地被徵收後，土地所有權都轉為國有；二是徵
收集體土地對農民的補償標準比較低，農民不太滿意。
他表示，改革主要在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在符合規劃和
用途管制前提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不改變
所有權就進入城鎮建設用地市場，仍歸農民集體所有；
另一方面，提高農民徵地補償標準，兼顧國家、集體、

農民三者利益。
對於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他強調：「千萬不能
認為農村土地可以隨便使用、隨便買賣了。」 「入
市」有着明確的前置條件和限制條件，只有屬於集體經
營性建設用地，如過去的鄉鎮企業用地，在符合規劃和
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進入城鎮建設用地市場，享
受和國有土地同等的權利。

工商資本下鄉種地多虧損
隨着土地確權登記在全國範圍內推開，農村土地流轉

加速，工商資本密集「下鄉務農」。針對這一現象，陳
錫文指出，企業下鄉規模經營種地虧多盈少，在全世界

範圍看都是如此。
他解釋道，工商資本進入農業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大

型養殖場，單個農民、村委會是搞不起來的，只有與工
商企業合作。但是糧食種植沒有實時的、嚴格的檢測標
準，僱農缺乏生產動力，因此把成百上千畝土地租來進
行公司化生產，很難得到好的收益。同時，企業為了享
受補貼，先圈地後搞非農建設的現象也屢見不鮮。
他強調，土地流轉比例應與外出務工農民比例相當，

規模經營要順勢而為、以人為本。「我國有5.5億農村
勞動力，1.7億到外鄉，大概是30%。現在土地流轉了
30%，農村不會出問題，但如果人走了不到三分之一，
你把一半土地都弄走了，那剩下的農村勞動力幹嗎去
呢？」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雪）加強
青少年責任感培養，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看，是實現國
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內在需要的時代課題，從青少年發
展的角度看，是幫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實現健康成長發展的迫切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
話中強調，青年是實現「中國夢」的希望。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實現我
們的發展目標就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
當前，青少年責任感的培養已引起廣泛關注。多名全
國及北京市政協委員日前齊聚全國政協禮堂，合力研討
分析社會各界在青少年責任感培養方面的思考、研究成
果與實踐智慧。

應反思成年人的示範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
常務副校長柯楊（見右圖）
認為，在擔憂青少年責任感
缺失的同時，應反思成年人
的示範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音樂
學院教授、音樂孔子學院辦
公室及中外音樂文化交流與
體驗基地主任劉月寧也認
為，討論青少年責任感的缺
失，首先成人應該從自我做
起，在我們可能左右的範圍內影響更多的人。她表示：
「把自己做好，就是對社會對國家的一種盡責。我們每
一個人愈肯擔當，青少年則愈強。」

中國教育被賦予了超高期望
柯楊指出，中國的教育被賦予了超高的期望，而重壓

之下不可能有很好的改革。他表示，應重新回歸認識，
教育是為了讓人更文明更理性，同時掌握自食其力的本
領，更好地服務社會。此外，也要強調教育的成功因素
非常複雜，「教育最難的就是你告訴孩子一套東西，社
會告訴相反的東西。」
北京市政協委員武力在香港發生「佔中」事件期間親
自來過香港。他說，看到那些學生一坐就七八個小時，
他們對中國的國情根本沒有正確的認識，「我痛感中國

青少年的責任感微弱，中國的教育有很大的缺失。」

缺失正確價值觀教育
北京市政協委員、走進崇高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廖理純

（見右圖）表示，中國缺失的是對學生正確價值觀的教
育。「當前，從中央到全社會各階層對教育都非常重
視，此前很多學校通過學習
『弟子規』等方式，希望用傳
統文化中的精華來教育後代。
但我認為，在尚未搞清楚儒教
的精華和糟粕的時候，還是要
慎重。」
廖理純指出，理論乃歷史之

魂和根，「建立正確的歷史觀
和生死觀乃是青少年德育教育
的基礎。」
而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舞

蹈家協會副主席馮雙白看來，解決青少年的社會責任擔
當問題可以更多地從美育的角度入手。

注重轉型期社會環境的影響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芳草地國際學校校長劉飛則對

青少年社會責任感充滿信心。「河北工業大學發佈的全
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現狀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大學生社
會責任感平均得分83.09分，
顯示我國大學生社會責任感
總體處於較高水平。」
同樣對青少年表示有信心

的是全國政協委員金莉（見
右圖）。她說，從整體來
看，中國的青少年是健康
的、積極的、向上的，其社
會責任感的缺失存在一定的
客觀原因。「中國正處於社
會轉型期，隨着改革開放以
及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青年人看到的世界跟我們原先看
到的完全不一樣。」
她認為，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就像一個鏈條，哪一個環

節做得不好，都會影響青少年的整體發展。社會對青年
人影響特別大，在強調青年人社會責任感培養的同時，
也要加強公民整體社會責任感的培養。

「責任感培養要從家庭餐桌開始」
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

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楊玉芳
（見右圖）認為，大學生社會
責任感的狀況令人喜憂參半。
「他們對於人類現狀有比較清
醒的認識，但另外一方面又表
現出利己主義的傾向。他們對
於家庭、社會、國家的責任感
比較強，對於他人的責任感卻
比較弱。」
楊玉芳指出，要改善青少年的利己主義現狀，首先讓

他們意識到承擔社會責任是必由之路，是實現人生需求
的一個最高的層次，個人價值的實現是離不開社會整體
發展的。
同時，在操作層面上要鼓勵青少年多參加志願活動，

最簡捷的方式就是社區服務，可幫助青少年通過個人實
踐和與他人的合作培養社會責任意識。她說：「青少年
責任感培養要從家庭的餐桌開始，更需要社會、學校、
家庭多方協作。」

教育要以培養人全面發展為目標
八年來堅持為設立全民閱讀日鼓與呼的全國政協委

員、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
（見右圖）認為，教育最重要的
理念是培養一個人，而不是培養
一個好成績。教育要以培養人全
面發展為目標。他建議，應強調
校園的閱讀，為學生留出閱讀時
間，同時要善讀書。「青少年多
讀書可開眼界，讀好書可立志
向，善讀書可明責任。」全國政
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
報研究院院長張樹華也認為，學校應減少課時，減少課
業負擔，而這需要教育部門出台相關的制度規定。

委員建言加強青少年責任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四句話概括中央政府的憲制地位與責任
齊鵬飛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上月宣告進入啟動實施階段，農

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這

「三塊地」的改革成為農地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馬玉潔

專家看香港政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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