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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促立會圓港人普選夢
通過方案解政制爭拗 集中精力搞好經濟民生

■香港基本法保障了市民的法律權利。圖為法律援助署。
資料圖片

問：香港居民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嗎？
答：有。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具體而言包括：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
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
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香
港居民有權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
起訴訟。

（基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五條）

問：香港居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嗎？
答：有。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依法
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基本法第二十六條）

問：香港居民的自由權利包括哪些？
答：香港居民享有的自由權利非常廣泛，總體的
公民權利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
的權利和自由。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問：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嗎？
答：基本法就此作出了明確保障：香港居民的人
身自由不受侵犯。具體包括：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

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
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禁止對居民
施行酷刑、任意或非法剝奪居民的生命。

（基本法第二十八條）

問：香港居民的住宅受到保護嗎？
答：是的。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居民的住宅和
其他房屋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居
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

（基本法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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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本法知識答問（十二）

劉鳴煒：否決對港無好處
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昨日表示，他看不見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會對香港的短、中、長期
會有好處，故他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

陳清霞：盼邁出歷史一步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指出，方案完全
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更絕對符
合香港實際情況，平衡了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及訴求，
「政改方案提供了有競爭性的選舉制度。我希望立法會
反對派議員能夠順應民意，理性溝通，以香港整體利益
為依歸，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並按照香港基本法要求，

如期實現特首普選，促進香港民主發展邁出歷史的一
步。」

蔡毅：應以香港利益為重
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形容，方案符合香港實際
情況，也是最適合香港的方案，反對派應以香港利益大
局為重，不應輕言否決，「中央的底線及原則是不容挑
戰的，反對派不應再幻想中央會在最後關頭作出讓步。
『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我希望反對
派能夠按照主流民意通過政改，不要做歷史罪人。」

劉展灝：門檻合理夠寬鬆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指，特首普選方案採納了

較低的「入閘」門檻，並設提名人數上限，可讓更多
不同政見或背景的有志人士成為參選人，成功「入
閘」，而在「出閘」階段，當局也提出了寬鬆合理的
安排。
他續說，工總期望立法會議員能以香港民意及福祉為

依歸，投下贊成票，「先起步」再進一步優化，「否
則，如何重啟政改將會是一個大問號，反對通過方案的
立法會議員要對香港市民負責。」

葉振都：求同存異挺方案
香港青年聯會首席參事葉振都表示，實現普選機會難

得，他個人非常支持方案，並希望立法會議員可以通過
方案，「要集中發展經濟，首先需要解決政改問題。去
年因為政改問題令香港社會有太多爭拗，我真心希望立
法會議員能夠本着『香港明天會更好』，求同存異，支
持通過政改方案。」

范駿華：政制發展進步大
香港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范駿華表示，方案令全港

500萬合資格選民能夠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對香港政制發展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政改方案的
亮點，是容許有2名至3名參選人競逐選舉，令他們對
香港更有承擔，所以我必定支持，也希望立法會議員支
持方案，支持香港民主發展。」

陸海：減爭拗助青年就業
香港志願者協會主席陸海說，「近年香港社會花了太

多的時間爭拗政改問題，如果今次方案可獲立法會通
過，可令香港政制發展向前邁進一步，更可減少爭拗，
有更多空間幫助青少年就業和創業。」

郭永亮：無理由反對通過
源慈善基金會長郭永亮表示，方案完全符合香港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我覺得，
『泛民』議員沒有理由反對，甚至要挑戰和改變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8．31』決定。這份方案是一個好開始，
將來還有機會可以完善，但如果未能獲立法會議員通
過，對香港政制發展將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文森）特區政府公布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根據憲制作

出了最大民主化的安排，香港各界均表態支持，強調方案既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8．31」決定，實現香港市民普選特首的願望，希望立法會議員通過方案，解決政制

問題的爭拗，為港人圓夢，並讓香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以「無限聯署」作綑綁，堅持要否決政改
方案，但就連屢次以「民意調查」為反對派做勢
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昨日也稱，
如果三分之二市民在「民間投票」表示接受方
案，反對派就應「鬆綁」。
鍾庭耀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越臨近立法
會表決政改，就會出現越多民調。他建議立法會
議員在未來兩星期要決定參考「民間投票」結果
與否，若有三分之二市民接受方案，反對派議員

就應決定是否「鬆綁」；若少於三分之一市民支
持方案，建制派議員也應該考慮會否要求特區政
府收回方案。
他稱，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非常具體，市民需
時認識有關的每個環節，包括「入閘」、「出
閘」設計的意義，故討論得越多越好，又稱當社
會面對很大爭拗時，反對派與建制派會拉攏中間
力量，甚至將他們「邊緣化」、「妖魔化」，令
中間力量削弱，情況十分不健康，希望市民理性
思考。

倘三分二市民挺方案 鍾庭耀：反對派應「鬆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政黨及多個團體昨
晚舉行「五方平台」，討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計劃辭
職「變相公投」。工黨李卓人會後稱，由於出現了「退聯
潮」，「五方平台」要待學聯處理所有問題後，再向平台會
交代參與的角色及投入程度，「平台」才能定出工作時間
表，屆時才能交由民主黨的會員大會決定何俊仁的辭職安
排。
學聯秘書長「羅三七」羅冠聰昨日在「五方平台」會議後

稱，學聯近日面對巨大的內部問題，需要待浸會大學、城市
大學及中文大學等院校解釋「退聯潮」後，他們才能交代在

「辭職公投」事宜扮演甚麼角色。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稱，該黨中委將繼續跟進「五方

平台」的進度，並估計「五方平台」最快可於下月就何俊仁
辭職一事定出明確的方向。
他又透露，學聯近日面對「退聯潮」，而「學民思潮」雖

已交出20萬元款項參與「公投」，但不想參與決策，故
「五方平台」將游說學界加強參與力度。
另外，民主黨中委會昨晚舉行特別會議，稱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剝奪了市民真正選擇權」，故一致通過該黨將就
方案投反對票。

何俊仁辭職或因「退聯潮」押後

李慧琼：綑綁「抗爭」無助走出死胡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府的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框架內提高了民主成分。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
批評，反對派繼續用違法「佔領」及聯署等方式
「抗爭」，無助走出政改死胡同，並強調民意及講
道理都是普選關鍵，希望各界支持政改「上車
先」。但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
家傑堅稱，方案意味是「袋一世」，倘有一半民意
反對方案，會繼續否決。
李慧琼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正處於
「一國兩制」這條路的十字路口，但多年來，香港
人心回歸、國民教育等情況，甚至有人無限放大國
家存在的問題，挑動兩地人民情緒，均可能令中央
政府擔心，港人應理解中央的憂慮。
她續說，特首普選方案能否通過，關鍵在於中央

及香港市民的互信，而要走普選路，一定要按照
「8．31」決定。她形容，目前是一個探索的過
程，相信將來全國人大常委會考慮香港實際情況，
包括港人意願及國家考慮之下，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日後或可以再修定及優化，希望市民支持先上民主
列車。

質疑反對派無勇氣走向普選
李慧琼批評，反對派把建立互信的責任推向中央
並不合理，例如在去年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之
行，「是否派單張及做騷就能為香港人爭取民
主？」她質疑所謂「抗爭」並不能走出政改死胡
同，並質疑反對派有勇氣「佔領、聯署」，為何無
勇氣先行出普選這一步。

梁家傑在同一
節目中圖曲解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在政改聲明中
指，「一人一
票」後已實現香
港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最終達至
普選」規定，是
意味方案會「袋
一世」，更稱反
對派更加堅決要
否決政改。不
過，他直認不知
道否決政改後，
何時會再啟動政改，但聲稱倘有一半民意反對方
案，反對派會堅持否決方案。
「禍港四人幫」之一的「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

安生昨晚在另一場合宣稱，特區政府公布的政改方
案，是「受北京（中央）控制的假普選」，選出的
特首會有「虛假認受性」，或會更「專橫」和「獨
裁」。
她續稱，在政改諮詢期間，各界已努力提出建

議，「包括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
架的建議」，但都被否定，反映特區政府沒有正視
民意，「（特區）政府說得很白，表明2017年實行
特首普選後，已達到（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
關普選的目標。換句話說，『袋住先』或會『袋一
世』，希望市民要了解『袋住先』的後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公開呼籲反對派支持通過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民主黨前中委黃成智昨日稱，造成今日
「冇彎轉」的局面，是立法會內手中有票的反對派議員，過去多
次浪費與中央溝通的機會，最終「甚麼東西都沒有做過」。他並
批評，對於政改一旦被否決、香港的民主進程應該如何走下去這
個問題，反對派議員一直拒絕思考。
黃成智昨晚在出席一個基督徒舉辦的政改論壇時聲稱，2017年

特首普選方案「很垃圾」，但仍然可以「廢物利用」，把握政改
通過的機會，與中央商討，希望有「轉彎」的餘地。
他批評，由2013年至今，反對派本應有多次與中央商討的機

會，可惜他們並沒有好好把握，「就以2014年為例，『泛民』有
機會訪問上海，但那次長毛（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故意違反規則
而未能入境，其他反對派議員就立即借此事退縮，有議員（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本已上機，最後都臨時返港。」

政改只懂「反對又反對」
黃成智續批評，「就算已到上海的反對派議員，但他們不是走

了去郊遊，就是去了上海的茶餐廳派單張，甚麼也沒有做，最後
更不歡而散。後來，他們再有多次機會與中央官員會面，但被學
聯批評一下就立即轉軚拒絕見面。」到政改方案出台後，反對派
還是只懂「反對又反對」。
他說，「這兩年以來，反對派單是聯署反對政改已經做了8次
咁多，但是政改方案一旦遭否決，香港之後的民主出路又如何？
香港社會應該朝着甚麼方向而行？反對派議員就隻字不提。」

質疑不思考民主化次序
黃成智稱，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中，特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部
分能夠有更大的民主空間，立法會功能界別的組成方式才有「鬆
綁」的空間，而立法機構有充裕的民主成分，就可以有效監管行
政機構運作，「反對派議員為何不考慮這些問題，只死硬高喊反
對政改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
正值迎接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民建聯
新任主席李慧琼昨日表示，民建聯將會
由以往聚焦爭取區議會及立法會議席，
變成聚焦專業政策研究，讓香港市民明
白民建聯的治港理念，及如何帶領香港
再起飛，希望有一天民建聯成員能夠參
與特首選舉。
李慧琼昨日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

出，議席是政黨最重要的生命力，民建
聯過往以爭取區議會及立法會議席作為
最重要任務。在香港全面普選的前提
下，他們將會聚焦專業政策研究工作，
讓市民明白民建聯的治港理念。
民建聯是否以成為執政黨作目標？她強

調，任何有心從政者，一定會希望個人施
政理念得到落實，民建聯同樣希望成員有
天能夠參選特首選舉。就有傳聞指她未來
或會參選特首，李慧琼坦言：「沒有想
過，我有自知之明，我未有條件擔任艱鉅
工作，還要受考驗及努力。」
被問及香港特區與國家的利益出現衝突

時，她會如何抉擇？李慧琼表示，她相信
「國家好香港好」，「大家都是同一個目
標，問題在於執行政策及具體細節能否做
得更好，讓互信基礎更扎實。國家不會做
傷害香港的事，香港又不會做傷害國家的
事，在上述原則上看不出中央和香港間會
有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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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批同道拒與中央溝通

■李慧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