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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發動新一輪反基本
法行動，在facebook專頁呼籲學生及
校友透過聯署方式，要求教育局撤回
《活學趣論基本說法——基本法視像
教材套2015》。「學民思潮」說教
材重申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
權」，反映教育局要學生「對政權千

依百順」云云。「學民思潮」在「佔中」一役，煽動
學生衝擊立法會，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寧，反民主、反
法治、反社會的本質路人皆知，學生和市民與其切

割，「學民思潮」的影響力今非昔比，想煽動學界反
基本法教育，推倒政改，只會以失敗告終。
「學民思潮」發起反對基本法教材的行動，這正好
提供機會，讓學界重新認真學習基本法有關條文，了
解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力來自哪裡。政府推出的政改方
案，得到了超過六成香港市民的支持，特區政府和教
育局對於普選制度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現在宣傳基本
法找到重點，士氣高昂。基本法的第二條清楚說明，
香港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都是全國人大授予的。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五條規定，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第十七
條規定，香港立法機關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
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人大常委
會可將有關的法律發回，經過人大常委會發回的法律
立即失效。普選的問題，基本法四十五條規定了按照
附件一辦事，人大常委會有主導權。按照基本法一百
五十八條，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另外，
人大常委會授權給予特區的法院對自治範圍內的案件
作出解釋。普選並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之內，是中央
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是關乎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關係的事務，人大常委會有解釋權和主導權。中央對
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是完全按照基本法辦事。任
何人想撇開基本法，甚至借攻擊特區政府的基本法教

材，搶奪普選主導權是枉費心機的。
經過違法「佔中」，「學民思潮」成為反面教

材，說明無法無天的暴力抗爭對學生危害極大，對
社會秩序的破壞極大。現在家長們都知道，若年輕
一代拋棄守法的價值觀，香港不能保持繁榮穩定，
七百萬港人都不能安居樂業。所以，現在教育局推
出的基本法教材，讓青少年樹立遵紀守法的意識，
遵照憲制辦事，是發展民主的必要，也是愛護青少
年的必須。香港要落實普選，港人要百分百地按基
本法辦事。事實上，所有政治穩定的民主國家，莫
不按照憲法制度辦事。「學民思潮」歪曲教育局有
關基本法的教材是「對政權千依百順」，完全是偷
換概念，唯恐天下不亂。

「學民思潮」反基本法必敗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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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發表《以制度自信推進有
香港特色的普選》的文章，就香港2017年行政長官普
選作出了全面系統深入而又權威的闡述。此前，張曉
明也多次就香港普選發表重要言論，在香港各界引起
強烈反響。

誠意：中央堅定不移推進香港政改
在普選方案公布的關鍵時刻，張曉明以長達6,000字

的文章論述普選，真心誠意地釋疑解惑。這本身就說
明，中央希望普選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而不是被
否決導致政改停滯不前。

回顧政改啟動以來中央的一系列做法，都體現出十
足誠意。在政改諮詢階段有三個 「前所未有」：一是
香港就政改問題進行長達5個月的諮詢，時間之長，前
所未有；二是在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
交政改報告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南下深
圳，與香港政黨和各界人士見面，規格之高，前所未
有；三是去年8月中央官員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人士聽
取政改意見，舉辦了3場座談會，溝通之廣，前所未

有。而此番公布的政改方案中增加了民主成分，也足
顯誠意。比如：獲120名提名委員推薦即可「入閘」、
每名提名委員提名時可投2至N票、提名採取無記名方
式等。

如果再追溯香港政制發展歷史，會更清楚的看出中
央推進民主的誠意。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香港普選
的民主成分逐步增加。比如，行政長官的推選委員會
最初由400人組成，後來增加到800人、1,200人；立法
會直接選舉的比例從20人逐步增加到24人、30人。香
港民主政制發展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循序漸進」原
則穩步推進。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
並未提及「普選」。在中央的一步步推動下，即將實
現 「一人一票」選特首，實現歷史性跨越。如果普選
順利，立法會普選也將啟動。這些事實足以說明中央
推進香港政改的誠意。

信心：香港普選制度是切實可行的好制度
張曉明在論述中，對香港特色的普選制度充滿信

心。他呼籲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要樹立一種自信：堅信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不僅是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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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自信」的底氣從何而來？來自橫向、縱向的
比較。

先橫向比較。在英國，選民不能直接投票選舉首
相，而只能選舉產生議會下議院的議員，內閣由議會
多數黨負責組建，國家元首則仍實行世襲制。在美
國，總統是由選舉人團間接選舉產生，也不是選民直
接選總統。由於絕大多數州的選舉人選舉採取「贏者
通吃」原則，候選人如果贏得了多數選民選票，卻沒
有贏得選舉人選票，仍然會落選。香港普選方案設計
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全社會一人一票選舉」模式，既
擴大了民主成分，又具有甄別、把關功能，香港的普
選制度一點也不遜色於英美。

再縱向比較。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候、在保持香
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
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香港的普選進程遠遠快
於歐美國家。英國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憲章運動時
就提出實現選舉區平等，直到1970年才實行18歲以上
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選舉權，經歷了150年左右；
法國1789年頒布《人權宣言》，直到1974年才通過憲
法修正案，規定18歲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選舉權，
經歷了185年；美國1787年頒布憲法時就規定了公民
的選舉權，直到1971年才實現了普選權，經歷了184
年。

定力：普選的原則底線不可逾越
一直以來，張曉明論述香港政改問題都是堅持原

則、直截了當、不遮不掩，顯示出強烈的自信和定

力。早在2013年7月16日，張
曉明就訪問立法會，與全體議
員共進午餐，他開明務實地表
達了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一道
為順利實現普選而竭誠努力的
願望。在2014年9月3日，張曉明在香港青年聯會會董
就職典禮時，着重提出「人大決定是在當前的『時空
條件下』最合適的方案」。面對來勢洶洶的「佔中」
行動，張曉明出席去年國慶活動時說出「太陽如常升
起」那句至理名言。再看在今年中聯辦新春酒會上，
張曉明響亮的提出了「四個應當」——應當全面準確
的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應當倍加珍惜香港
的法治優勢，應當給予青少年更多的關愛，應當更加
積極地借助國家的發展大勢謀求香港的更大發展。在
今年全國「兩會」香港人大代表團的發言中，張曉明
又着重提出了「三個看清」——看清香港發展的最大
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看清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最
重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看清香港將會在
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長期發揮最特
殊的補益作用。從「太陽如常升起」，到「四個應
當」、「三個看清」，一再表明了中央對推進香港政
改的定力，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信心。

定力從何而來？張曉明這篇文章深入闡述了行政長
官普選制度的「四性」：合憲性，民主性，正當性，
穩健性。正是基於這「四性」，中央始終堅守普選的
原則底線。反對派幻想中央會在最後時刻讓步，張曉
明對香港政改的一貫明確論述和此次文章再次表明，
中央有足夠定力，絕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反對派
如果恣意妄為，使普選方案無法在立法會通過，將成
為阻礙香港民主進程的歷史罪人，也將失去民意支
持。何去何從？應該認真思考。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綜觀「曉明論政改」的題中要義，釋放出中央對推進香港政改的三個強烈信號：誠意，信

心，定力。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始終堅定不移地推進香港政改，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成就有

目共睹，中央誠意昭然天下。香港普選制度既有把關功能，又增加了民主成分，毫不遜色於

英美國家，是切實可行的好制度，中央信心十足。香港普選制度具有合憲性、民主性、正當

性、穩健性，普選的原則底線不可逾越，中央有足夠定力。一直以來，張曉明論述香港政改

問題都是堅持原則、直截了當、不遮不掩，顯示出

強烈的自信和定力。這是建基於他深厚的法學功底

和對中央對港政策思路的深刻理解及準確把握。

■屠海鳴

「曉明論政改」釋放誠意、信心、定力三大信號

曉明論政改
社會人士談社會人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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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民理解中央立場
出席《城論》析曉明文章

特 區 財
政司司長
曾俊華日
前在記協
周年晚會

致辭時，提及村
上春樹「雞蛋與
高牆」的比喻。
他昨日再以《雞
蛋高牆》為題在
網誌撰文，重提
自己一年半前在公眾諮詢會上被示威者的
雞蛋掟中，當時示威者稱掟蛋是代表「雞
蛋抗高牆」。曾俊華指，難以一概而論
「雞蛋與高牆」是否適合形容人民與政府
的關係，但他認為如輕易使用此比喻，等
同將政府與人民放在對立面之上，令社會
陷入「二元對立」，將理性討論的空間收
窄，難以尋求共識。

引愛麗絲「好辯蛋」談語言霸權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引用《愛麗絲夢遊

仙境》一書中，一隻愛辯駁的雞蛋
Humpty Dumpty 與愛麗絲的對話，
Humpty Dumpty最終其實是因為失足而
從牆頭掉下的，並不是撞牆，藉此指出
當有人掌握話語權，便可控制大家對事
實的理解。
他提醒當控制語言的力量，提升到
Humpty Dumpty信奉的語言霸權，它的
影響力，相比於現代社會其他霸權，威力
隨時更加驚人。他指文學裡雞蛋與高牆都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關係，更何況現實世界
中的政府和市民。
因此，曾俊華認為以「雞蛋與高牆」

來形容普羅大眾和政府是否合適，難以
一概而論。不過，「當我們輕易使用這
個比喻，其實就等同將政府與人民放在
對立面之上，當一個是『忠』，另一個
就自然是『奸』，當一方被指是『真』
的，另一面的就無論如何都變成『假』
的。」
他認為，這種「二元對立」、這個「語
言上的方便」，無可避免會將理性討論問
題的空間收窄，要尋求共識自然亦更加困
難。
曾俊華稱，無論是新聞工作、評論、文
藝創作、教育、法律還是其他掌握語言權
力的工作，其影響力能夠輻射到整個社
會、民族甚至國家，可以推動自然亦可以
左右發展。他又引用電影《蜘蛛俠》中的
一句格言，「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能力愈大，責任愈
大）」，盼望與所有掌握語言權力的朋友
共勉，他自言這是1年多前在論壇上被雞
蛋掟中後的一點感悟。

■記者 陳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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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

張家敏昨日在《城市論壇》上表示，張
主任的文章有針對性，強調了2017年

特首普選方案所達致的是公平及平等選舉。
他坦言，設立特首選委會，因為由精英選擇
特首人選時會比較理智，「佢（選委會）係
美國式選舉人制度，由精英決定，比較理

智。中央政府明知，但佢仍好有自信咁推出
嚟。」
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聲稱，特首普選方

案有「落閘」安排，令中央不信任者根本不
能「入閘」，同時不讓市民有否決權，方案
無法反映香港人的意願，又稱根據基本法落

實普選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不讓港
人自己選特首。」

「泛民」否決方案只想「繼續爭取」
自由黨成員吳龍飛在台下發言時指，他熱

愛民主自由，但也認為政制發展應該循序漸
進，而非一步到位。所謂「民主派」可恥之
處，就是將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說成要「袋
一世」，但事實這方案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且非終極方案，將來仍可以微調及優化。他
認為「泛民」要否決方案，是因為他們只想
「繼續爭取」。

張
家
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連嘉妮）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撰文，重申了

中央對香港特首普選的原則和立場。全國政協委員張家敏昨日指出，張主任的文

章十分重要，讓大家了解到香港基本法制訂有關特首普選相關規定的前因後果，

及中央對香港民主進程的立場，就是對港人的信任，否則就不會讓港人普選特首。

■張家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近日公
布《國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審議稿，提到香港和澳門有責
任維護國家安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強
調，國安法所指香港有義務維護國家安全並非新事物，無
論有否國安法，香港仍須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梁愛詩昨日在接受電視訪問時指出，國家憲法第五十
四條已說明中國公民有義務維護國土完整和國家安全利
益，因此香港才有基本法二十三條去履行憲法責任。故
此，國安法所指香港有義務維護國家安全並非新事物，
國家每寸土地都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完全沒有所謂要
「箝制、壓迫」香港的意思。
她續說，國安法只講大原則，即使引入香港，仍需要如

根據基本法二十三條訂立的相關法律才能執行。香港法律
雖已有二十三條涉及的罪行，但多已過時，且要考慮和內
地規定融合，故有需要制訂特別法律。不過，不論有否國
安法，香港本身都有責任就二十三條立法，兩者沒有必要
綑綁一起進行，也不存在是否因應國安法才就二十三條立
法的先後問題。
梁愛詩認為，除非有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構成犯

罪，否則，只有意圖或喊口號卻無行為推翻並不構成
違法，香港也從無人在多次相關集會中被控煽動叛
亂，只提及「港獨」主張，按照二十三條草案原意，
也不犯罪。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表

示，國安法的主要目標不
在香港，但港澳有責任保
護國家安全，而任何國家
保護國家安全都是常理，
香港也要盡責任，根據基
本法二十三條制裁分裂和
顛覆國家等行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范

椒芬則指，在「一國兩
制」下，香港經常強調
「兩制」，少提在「一國」下對國家應有的義務和責
任，國安法主要是講這方面的事。

齊發聲阻反對派與民為敵

梁愛詩：若國安法引入 港仍須自行立法

落實普選
制度，符合
本港的長遠
發展需要及
國家利益，

是所有關心香港未來的人所期盼的。目前，香港的政
制改革已到最後關頭，距離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
政長官的歷史里程，只有一步之遙。在此關鍵時刻，
反對派卻聲稱將否決政改方案。倘若普選方案真的被
否決，除了令實現普選的時間延後之外，香港市民還
可以獲得什麼？

普選佳音 傳遍港九
香港發展正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落實政改，雖不會即

時解決各項問題，但可令政制向前邁進，解決長期圍繞政
制問題的爭拗，社會亦得以休養生息，集中精力專心發展
經濟民生。因此，全方位推動普選方案，讓方案在得到廣
大市民的認識及支持下獲立法會通過，是特區政府現時的
首要任務。近期，整個執政團隊團結齊心，將「2017一定
要得」的訊息及目標，傳遍港九。除透過巴士巡遊之外，
一眾官員更「摺高衫袖」，兵分多路，親身到訪不同地區，
近距離接觸市民。所到之處，無論是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歡

迎或少數人的冷待，官員都落力推銷。
作為穩定特區、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的愛國愛港政團，

民建聯協助官員落區，接觸街坊，搭建市民與官員之間
的溝通橋樑，實屬應盡之義。而且，2017年能否「一人
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是全港市民的頭等大事，每天都有
居民向我們查詢，因此，我們安排熟悉地區事務、為街
坊認識的人士，陪伴官員落區，向街坊推介及解釋普選
方案的重要性及民主進步性，實在責無旁貸。
在特區政府展開政改諮詢過程中，無論民調以至社會
輿論，都反映支持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的聲音佔大多
數。儘管反對派議員繼續執意與民為敵，我們仍呼籲社
會大眾能積極發聲，敦促反對派議員不要剝奪市民普選
的權利，支持通過政改方案，讓香港的民主向前邁步。

（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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