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主任文章講出我心底話
政界認同「樹立自信理直氣壯維護有香港特色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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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在文章中，詳細說明香港特首普選制度的來
源、特色，並擁有合憲、民主、正當、穩健四大優
點。香港社會各界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樹立自信：堅信
香港特首普選制度不僅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
是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是完全符合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制度，是切實可行的好
制度。維護這一制度，應當多一些理直氣壯。張曉明
以「制度自信」來闡釋香港的普選制度，明顯富有深
意，既是從「制度」的視角高屋建瓴評析香港的普選
制度，也是與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個自信」，即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一脈相承，顯示
中央對落實香港普選的決心、誠意和信心。中央對香
港普選的「制度自信」，正正是源於堅信香港同胞一

定能夠管治好香港的信心，源於對國家富強、民族振
興的發展態勢的自信力。

「制度自信」顯示中央對落實普選的信心
張曉明指出，圍繞普選方案的爭論仍在持續，理性

地思考香港的普選制度從哪裡來、與其他地方的制度
為甚麼會有不同、究竟甚麼樣的制度真正適合香港等
問題，有助正本清源、凝聚共識、務實取態、促成普
選。其實，只要了解香港普選的源流和法律基礎，就
必然了解中央支持香港實現普選的立場和誠意是不容
懷疑的，否則，就不會把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根本
沒有提及的普選概念寫入基本法，更不會在全國人大
常委會2007年底的有關決定中明確普選時間表。人大

「8．31」決定為香港落實普選奠定了堅實的法治基
礎，顯示中央對推進香港民主有決心有誠意。香港普
選的基礎來自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而不是《中英聯合
聲明》，香港普選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
事，捨此別無他途，根本不存在所謂「國際標準」。

事實上，張曉明在去年出席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40周
年會慶典禮上的講話，已經列舉了反對派所聲稱的所謂
「假普選」、「國際標準」、「公民提名」、「三軌提
名」等謬論，然後一針見血地點破了反對派的目的：就
是要「確保他們的人出閘」。張曉明這次在文章中再次
揭穿了反對派所謂「國際標準」的虛假，直指世界上並
沒有統一適用的政治制度包括普選模式，即使是同樣實
行普選制的國家，例如英、美選舉制度都不盡相同。其
實，從世界各地的情況看，在民主發展上，在普選模式
上，在具體選舉安排上，並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
的模式和標準。世界各地的民主發展道路及其具體做法，
是當地各種社會歷史條件、各種社會利益競逐綜合作用的
結果。不同國家都是依照本國國情、歷史背景、政治來安
排選舉制度的。

反對派推崇備至的人權公約也不要求各國實行某一
特定選舉模式，而允許各國自行採用符合本國具體情
況的實施方式。而人權公約100多個締約國的具體做法
也的確是形式迥異、各有千秋。美國的總統提名與英
國首相的提名也就千差萬別，試問又何來一言而為天
下法的「國際標準」？張曉明的說法一針見血地點出
了反對派的「國際標準」只是偽命題。

令外界更加理直氣壯地支持政改
政改沒有「國際標準」，但不代表沒有評判標準。

張曉明在文中就指出，評
判普選制度的優劣，最重
要的就是看它是否適合該
國或該地區的實際情況。
在考慮香港實際情況時，
有四方面應當特別關注：包括一、香港特定的憲制地
位。香港特區的普選制度是一國之內的地方性選舉制
度。二、香港特殊的民主發展情況。香港由1985年始
引入立法局間接選舉，至今不過30年，和英美等比
較，香港的民主發展堪稱快速。三、香港複雜的社會
政治生態。正如鄧小平先生早就告誡的，確實有人企
圖「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
基地」。四、香港多元的利益訴求狀況。香港不同社
會階層、界別之間的利益訴求多種多樣。在選舉制度
中，兼顧社會各方利益，確保均衡參與，才能保持經
濟繁榮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這四個準則正正是衡量政改方案是否符合香港實際
情況、是否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是否有利香港繁榮
穩定的標準，而不是反對派念茲在茲的所謂「公民提
名」、「國際標準」。反對派的癥結就是將香港當作
獨立的政治實體，罔顧香港利益，妄圖將外國的政制
照搬到香港，最終目的是讓與中央對抗的人成功「入
閘」並當選特首。這只會帶給香港災難。相反，現時
的政改方案不僅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而且是
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是完全符合「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制度，是切實可行的好制
度。張曉明的文章為政改撥開雲霧見青天，讓外界看
清香港普選的本質，粉碎了反對派各種歪理謬論，令
外界更加理直氣壯地支持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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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發表題為《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的6000字長文，在香

港社會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在政改方案進入最後見分曉階段，張曉明以中央駐港機構最

高代表身份發表有關普選的權威文章，不但全面闡述香港普選的歷史源流和法律基礎，更從

「制度自信」的高度顯示中央對落實普選的決心、誠意和信心，這一表述大大提振了外界對

通過政改的信心，為政改撥開雲霧見青天。張曉明的文章更一針見血點出，世界上並沒有統

一適用的政治制度包括普選模式。所謂普選「國際標準」其實是誤導公眾的偽命題，有力地

反駁了一段時間以來反對派散播的普選謬論，有利社會討論回歸正軌。張曉明提示社會應勇

於發聲激濁揚清，理直氣壯支持政改，這是愛國愛港

陣營的應有之義，也是所有希望見到普選的市民義不

容辭的責任。

張曉明權威文章為政改撥開雲霧見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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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日前撰文，闡述中央政府對香
港政改的立場。香港多份主要報章昨日刊
登文章分析指，張主任文章有論據及法律依
歸，論述相當嚴密，有釋疑作用，並表明了
特區政府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最終方
案，修改空間「近乎零」，打破反對派對中
央會「讓步」的幻想。

星島：張主任文章釋疑 論據充分
《星島日報》昨日刊登文章分析，是次

是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公布後，中聯辦首
次就普選問題正式表態，由於張主任擅長
法律條文，其論述相當嚴密。文章續指，
張主任表明現時方案已是最好的方案，其
中有詳細解釋，不是單純喊口號，而是有
論據及法律依歸，因此張主任文章有釋疑
作用。文章認為，中央自然希望方案通
過，完成合乎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立
法，若然不通過，依然會按照現時機制運
作，特首照樣由選舉產生，中央不存在會
輸的狀況，「真正會輸的，相信只是『泛
民』和香港社會。」

明報：中央強硬建制派應理直氣壯
《明報》刊登文章引述「接近中方人

士」指，張主任的文章「沒有透露半點
（中央）會態度軟化的迹象」，反映中央
態度強硬。有建制派人士解讀這是中央針
對反對派放話，提醒反對派須放棄幻想，
並預告中央及建制派的輿論攻勢陸續有
來，尤其是針對方案批評，「（建制派）
應當多一些理直氣壯。」

經濟：「泛民」開價過高中央不會讓步
《經濟日報》文章則引述「接近中方消

息」指，目前的方案經中央拍板同意，不
會再有「讓步」，但部分反對派中人至今仍
寄望中央會「讓步」，張主任的文章用意之
一是打破此幻想。文章續指，張主任在文中
提及反對派提出的要求，即「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等，通病就是不合香港基本
法，另搞一套，「言下之意，就是『泛民』
的開價過高，雙方無討論基礎。」

劉兆佳：向反對派闡明中央思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日前在本報撰文，詳盡分析
香港特首普選方案的理據及
中央的立場，全國政協委
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劉兆佳昨日分析指，張主任

是首位中央官員詳盡表述中央對特首普選制度的原則和
立場，希望讓香港反對派對中央的思維、考慮與顧慮能
夠有通盤的理解，從而支持通過方案。選擇在現階段發
表，反映中央有誠意、有承擔讓港人享有民主。

中央有誠意有承擔予港民主
劉兆佳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目前圍繞

香港政改問題的爭論，源於有些人只以西方的理論，
作為討論香港普選的依據，而非從大局眼，採用一個
「比較」和「多元化」的角度思考問題，香港由百多年
的殖民統治，到回歸後短短10多年間，香港就能夠落
實特首普選，民主發展步伐已經走得相當快。
劉兆佳續說，只要理解以上兩個重要元素，就明白全

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前，是經過詳細考慮
的，沒有可能在短時間內輕易改變甚至收回，「張曉明
主任的文章，詳細論述國家是基於全面、詳盡及歷史因
素，和考慮到國家及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兼顧各方面的
需要，才得出這個結論，難以想像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在
短期內改變有關決定。」
他指出，一個地區的民主發展，需要從實踐中吸收經

驗。目前，特首普選還未開始實踐，香港反對派就要求

中央政府承諾下一步如何走，這是不合適的。大家應先
踏出一步，實行普選特首，待中央詳細分析利弊後，這
樣才能夠走下一步。
劉兆佳認同張主任在文章中指，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已

經是最能夠配合香港目前的實際情況、實際的需要，更反
映出國家對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希望香港人能夠接
受通過方案，無論對香港還是對國家都是有利的。

應理直氣壯捍衛人大決定
被問及張主任提到要「自信地」推動特首普選，劉兆

佳分析，目前建制派陣營內有部分人在某程度上，仍未
能從歷史角度，特別是從「一國兩制」的方針思考香港
的普選問題，更受西方理論的影響，在維護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時顯得信心不足。

他續說，張曉明主任的文章，點出了箇中的理據，就是
在談論民主制度時，不能只傾斜抽象的方法，必須回到國
家及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以此作為基礎，了解香港的政
制發展，這樣便能夠理直氣壯，捍衛人大的決定。
劉兆佳強調，目前正值立法會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的前夕，無論是特區政府、建制派甚至是反對派，都
在積極爭取各方的支持，張主任的文章正是詳盡闡述制
定決定的前因後果，希望令香港反對派對中央思維、考
慮與顧慮有清晰的理解，從而支持通過方案。

反對派誤導民眾顯示自信不足
劉兆佳說：「今次的方案，最適合香港及國家情況的

現實。不過，國家會不斷發展，香港市民也有訴求，屆
時優化選舉辦法是很正常的，也是一般的常識，加上香
港人的民主訴求仍然持續，不會因為有方案而沒有了。
反對派只是對自己政治能量沒有信心，擔心通過方案
後，香港人會安於現狀，反對派再不能發動另一場政治
運動，顯示反對派的自信不足。」

董建華：普選方案有法律依據
董建華昨日在團結香港基金記者會上，被問及張主
任的文章時表示：「我很認同張主任的話，其實他的
呼籲也是我心底的話。……2017年普選方案是一個好
好的普選方案，是一個真普選。」
他指出，目前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要經過一個
完整的法律過程，才能到達最後一步，就是在6月底、
7月初於立法會進行表決，且整個過程都是有制度，也
有法律依據的，一切應當依法而行。

梁愛詩：「一人一票」進步大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張曉明身為中聯辦主任，有責任向
香港市民解釋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改的立場。張主任在
文中指出，目前的特首普選方案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民
主的制度，說法十分正確。
她解釋，在港英統治年代，港督的委任安排從來沒
有諮詢港人的意見，更非由港人透過選舉的途徑產
生。故從制度來看，特首普選方案有很大的進步，
「參選行政長官所需的提名人數由150人降至120人，
最重要就是全港500萬名選民，能夠以『一人一票』的
方式選出行政長官，當然較只有1,200名選委所選出來
的行政長官有很大的進步。」

劉漢銓：反對派「理據」似是實非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根據香港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的框架下制定的，完全合憲、合法、合
情及合理，但反對派就要求推翻「8．31」決定，已於
理不合，更不斷搬出很多似是實非的「理據」，令市
民感到「眼花繚亂」。

他續說，張主任是次撰文，清楚表明了中央立場，
詳述制訂特首普選方案的理據，讓香港市民，尤其是
「中間派」可以掌握真實情況：「張主任是法律界中
人，能夠清楚說明有關法律條文的意思，毫不含糊，
現在大家可以將所有理據放在桌子上，清楚研究及比
較，而非只聽反對派的片面之詞。」

蔡毅：政改關鍵時刻拿出勇氣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

指出，香港基本法及其附件已經清楚規定了香港的政
制發展和普選安排，但反對派就斷章取義，歪曲基本
法的原意。張曉明主任撰文，明確表達了中央的立
場，更說明了香港特首普選方案是在合憲、合法情況
下制定，不能任意推翻。他提出了「自信」，就是希
望香港社會各界在政改關鍵時刻拿出勇氣，促請反對
派議員支持方案。

譚耀宗：理直氣壯達至普選最終目標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表示，他非常認同張主任日前發
表的文章。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符合香港基本法及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合憲、合法、合理、合情，故社會
各界應理直氣壯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香港）普
選對香港民主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應先行取得經驗再
逐步優化。」

葉劉淑儀：別人的鞋未必合穿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張主任
在文中清楚指出，中央才是促進香港民主發展的最大
力量。在港英年代，港人並不能普選最高的執政者，
但在回歸後，除了香港基本法條文內清楚規定了特首
普選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更在2007年訂下了時間
表。
她續說，一直以來，國家給予香港擁有一個切合實

際環境、憲制安排的民主制度。在中央的支持下，香
港立法會民選的議席不斷增加，香港的民主、自由、
透明度等都在不斷提升。
就張主任提出要「自信地」推進香港特色的普選安

排，葉劉淑儀認為，「自信」就是要對自己的制度有信
心，不要單抄襲別人、摹仿別人，或是不理別的制度是
否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便「硬」搬來香港，因為「別
人的衣服未必合身，別人的鞋同樣未必合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關據鈞）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本報撰文，強

調香港特首普選制度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

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完全符合「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切實可行的好制

度。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昨日形容，張主

任文章中的觀點「也是我心底的話」。政界

人士普遍認同張主任指，要樹立自信，理直

氣壯地維護有香港特色的普選制度。

■張曉明提出樹立「自信」，並希望社會各界在政改關鍵時刻拿出勇氣，促反對派議員支持普選方案。 資料圖片

■劉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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