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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問題」即中國問題
為啖氣否決政改 普選恐「失不再來」

梁美芬：珍惜機會 落實普選
草委諮委爭取不易 籲反對派三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港獨」主張日趨猖獗，令人
擔心國家安全以至維持領土完整問題。梁美芬在訪問中指出，目
前關注「反港獨」立法者，都將有關法例稱為「反港獨法」，但
她認為有關法例絕不應只涵蓋「港獨」，而是要保障整個國家，
不容中國領土分裂的「反分裂國家法」。
「港獨」問題不容忽視，目前香港社會都將就國家安全的立法
說為「反港獨法」。梁美芬在訪問中說，大家可能被那些「港
獨」分子搶了焦點。「香港的確要立法處理問題，但是否稱之為
『反港獨法』呢？我認為應該稱之為『反分裂國家法』。」
她解釋，大家不能因為生活在香港，令視野只有香港一個特

區，大家應該要有更廣闊的眼界去思考這件事。「『反分裂國家
法』較為準確，因為中國的領土不僅是香港，還包括澳門特區，
以至台灣，西藏、新疆等。我們香港不能獨立之餘，也不能認同
其他中國領土內的任何地方獨立，也不能容許在香港推動任何支
持中國其他地方獨立的主張。」

外部威脅趨嚴重 應重新檢討立法
在立法的安排上，梁美芬認為，既然香港基本法已容許香港自

行立法，首選仍然是自行立法，但大家亦要考慮到，目前香港的
確受到外部勢力的威脅，而回歸至今已十多年，中央已給予香港
十分充足的時間，國家也的確要有國家安全與主權的考慮。
她說：「十年前的威脅是隱性，現在已是顯性。目前『港獨』
主張活躍，而且『佔中』亦明顯涉及外部勢力的干預。普遍香港
人都承認，目前香港的確受到國家安全威脅，他們都明白要維護
國家安全。」
梁美芬覺得，中央到目前極為容忍，仍希望香港會自行立法，
況且事實上，2003年的廿三條立法，其實內容十分寬鬆，但大家
當時卻反對立法。「國際形勢千變萬化，加上香港立法也要有一
定時間。當日反對廿三條立法的人，包括政客，應該重新檢討對
廿三條立法的態度。我呼籲反對派要跟建制派一起，好好想想如
何立法。若政治現實無法在本地立法，那是否在迫中央呢？」

各界應慎防「播獨」跳出鴕鳥心態
值得慶幸的是，梁美芬認為，絕大部分香港人仍然很理智，她

對香港人有信心，相信香港人會尊重「一國」。雖然如此，她關注有部分
或許被別人「洗腦」的人多次提出「港獨」主張，尤其是青年人，故建議
要監察中學和大學的教育，不容許有「港獨」的教育內容出現。
她並相信，在立法會中，大多數反對派議員，都未算是要搞「港獨」或

支持「港獨」，但的確有很少數反對派成員做了一些極挑釁的行為。「我
認為那些反對派議員對目前社會出現『港獨』主張，處於鴕鳥心態，不願
意接受事實，只想逃避。既然他們並不支持『港獨』，應該積極一點，指
正鼓吹『港獨』者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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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毀反對派「光環」綑綁聯署證欠自信

梁美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1984
年的中國和今日的中國無法相比。當年的

香港基本法草委、諮委等，能夠爭取到香港基於
「兩制」之內，仍可以有很高的高度自治成分，
讓香港能夠得到特首普選，包括反對派在內的香
港人，都應該要珍惜當年所爭取到的。
她說：「實在香港人應思考是否讓政制向前走
一步，以及是否進一步落實香港基本法的第四十
五條。」
雖然有人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的
決定較為謹慎，但梁美芬指出，其實內地是很有
誠意讓香港在民主上先走前，因為國家需要改
革，而香港當時經濟已有所成，國家就要先跟隨
香港走這經濟發展之路，當中有部分參考了香
港。當然，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上，香港在那段期
間亦有所貢獻，特別是內地的經濟特區與香港的

合作，成為內地的「領頭羊」。

中央冀信香港 額外賦普選權
她說：「在經濟上得到互信後，內地對行政

上、政治上也嘗試信任香港，希望讓香港作為中
國其中一個特區，可以先走一步，所以香港基本
法的四十五條讓香港人可以普選特首。這是中英
聯合聲明沒有提及到的，是基本法額外給予香港
的。」

成熟民主包容共識 對抗撕裂社會
就目前的局面，她這樣分析：「要令中央有信

心，香港的政治發展一定要有所成績，跟以往在
經濟範疇一樣。不過，香港的情況卻令人失望，
特別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追求共識性的民主，
但香港的民主卻是對抗性的民主，令社會出現抗

爭、撕裂，而亞洲很多國家（及地區）的民主都
是按其發展情況，慢慢發展出共識性的民主，大
家會妥協、包容、理解，否則只會是不成熟的民
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香港政制發展面對目前的政改困局，特別是反對

派仍然表明綑綁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經民聯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呼籲反對派三思，特別是要考慮

當年國家的局面下，香港基本法草委及諮委仍然能成功爭取普選，希望包括反對派

和整個社會均珍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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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
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在訪問中直言，回歸以來，
香港基本法的教育工作未如人意，
不少人只講「兩制」，忽略「一
國」，建議特區教育局應制定相關
教材加強教學。他表示，只要承認
自己是中國人、承認香港是中國領
土，就必須學習香港基本法。
黃玉山在訪問中指，特區政府過

去18年有關香港基本法的宣傳工
作，太過表面，例如舉行辯論、攝
影比賽等，「無真真正正令人認識
基本法的理念，製作基本法紀念
品，其實有何意思？好多時都為做
而做。」

須樹立基本法權威
他認為，當局應「痛定思痛」，

未來一定要致力於在民眾當中樹立
香港基本法的權威，這樣才能有效
地全面執行，「要令市民尊法、學
法、守法、用法，知道基本法是特
區管治的依據。」
黃玉山強調，香港基本法是「生
活指南」，不是單純的政治文件，
建議在中小學增加課時，並由教育
局制定教材，以生動方式教授，例
如製作「一日一基本法」宣傳片。
他認為，認識香港基本法是應有

之義，「如果你不認同，你應該要
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你是否中
國人？第二，你是否承認香港是中
國的領土？如果兩樣都承認，就應
繼續在（香港）基本法的軌道上
走。」
黃玉山表示，自己早前到廈門旅

遊，發覺香港已落後於人，因為社
會有太多政治爭拗，呼籲港人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把握國家「一
帶一路」戰略等機遇，「香港要維
持繁榮穩定，首先要保持創新及先
進性，關心世界，現在全世界都看
中國發展。」

黃玉山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討論政改必須回歸香港基本法，並了解

其歷史背景：當年中國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
讓香港，是喪權辱國的事，因此中國政府一定
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唔收
返（香港）就做李鴻章……中國的主權是不容
爭議的，不可討價還價。」

序言乃基本法靈魂
他續說，許多人談論香港基本法時，只重
160條具體條文，往往忽略了此前的序言，
「這短短300多字的序言，其實是基本法中最
重要、最核心的綱領性文字，是基本法的靈
魂。」
序言開首即指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

領土」，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
持香港繁榮穩定，中央因此根據憲法第三十一
條成立香港特區，這說明中央對港的政策核心
在於維護國家主權，「基本法不只為香港，更
是為了國家。」
黃玉山說，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英聯合聲
明的12條對港政策方針而寫成，香港是享有
高度自治，而非「絕對自治」，中央擁有對香
港的全面管治權，並授權特區政府實行高度自
治，「所以『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並不成
立，香港問題不止是香港問題，而是中國問
題。」

政改須考慮中央憲制地位
對於目前的政改爭拗，黃玉出認為，政改的
核心要素只得一個，即特首必須是中央認可、
不與中央對抗的人士。他解釋，中國是單一制
國家，香港基本法源於國家憲法，因此香港政
改不能不考慮中央的憲制地位，倘特首與中央
對幹，將會影響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黃玉山強調，《中英聯合聲明》沒有提及
「普選」二字，而是中央主動寫入香港基本

法，反映中央是最大的「民主派」，真心實意
讓香港發展民主。但他指出，香港必須以循序
漸進方式發展民主，「現在的民主程度，比我
40年前還是小朋友的時候好得多！例如警權問
題，那時三個人開會、貼海報，都會被抓，現
在哪有人捉你？示威又會被抓，現在（向警
方）申請就得！」

討論「公民提名」浪費時間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日前出爐，黃玉山直
言，現時仍有人討論「公民提名」等建議，只
是浪費時間，因為香港基本法早已清晰列明，
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而且提委會制
度能確保均衡參與、保障各界別利益，「勞工
階層人數多，還是專業階層人數多？如果完全
『一人一票』（選提委會），資本家一定
輸。」
他說，功能界別代表少數的專業、工商界，

有重要社會功能，他們的利益須得到充分保
障，「均衡參與不等於絕對平等，不是數人
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今年全國

「兩會」時強調，香港特首普選「機不可失，
失不再來」，黃玉山坦言，香港人要珍惜和把
握今次機會，即使政改方案可能不是最理想，
但總比現在由1,200人選出特首走出一大步，
因為政改一旦被否決，普選可能不再來。
就反對派多次聯署聲言要否決方案，他呼

籲反對派不要太過情緒化，應摒棄個人喜好
和利益，以香港長遠福祉為依歸，「普選是
港人夢寐以求的東西，唔好為啖氣而否決政
改。」
被問及學聯秘書長羅冠聰早前聲稱，倘政改

獲得通過，不排除再發動違法「佔領」行動，
本身是公開大學校長的黃玉山說，相信學生會
「吃一塹，長一智」，深思用哪種方法推動民
主發展，才是對香港最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月前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聲言會綑綁否決，香港民主進程可謂「岌岌可危」。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黃玉山近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中央擁有
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包括政改決定權，因此「香港問題」即是中國問題，由
中央作最後定奪。他擔心若政改被否決，普選機會「失不再來」，呼籲反對派
摒棄個人利益，「唔好為啖氣而否決政改。」

廿三條遏「港獨」反對派莫妖魔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頻頻借政改問題鼓吹「港
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在訪問中表示，「港獨」違反香港基
本法的初衷，即恢復行使主權、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根本無可能成
功。他批評反對派妖魔化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並強調廿三條只是
用來對付「壞人」，反對派毋須對號入座。
面對近年所謂「本土主義」興起、「港獨」思潮擴散，黃玉山直

指，「港獨」完全違反香港基本法的原意，「『港獨』令到國家分
裂，怎可能（讓它發生）呢？『港獨』是萬萬不可的，it doesn't make
sense，無道理的。」他相信，絕大部分人都不認同「港獨」，「如果
要搞『港獨』，當初又為何要搞中英談判、《聯合聲明》？」

「反港獨法」亦非不可
民建聯成員、大律師馬恩國早前提出成立「反港獨法」，黃玉山認

為這建議不無道理，並以反吸煙作喻：「吸煙當然唔好，為了加強反
吸煙效果，令它有法律地位，就成立一個『反吸煙法』；如果你覺得
『港獨』唔好，唔想有人搞，成立『反港獨法』亦非不可。」
被問到香港回歸近18年，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仍未立法，黃玉山

強調，填補國家安全的真空，特區政府責無旁貸，「遲早要做。」他
批評反對派妖魔化廿三條，指香港是自由地方，不會以言入罪，除非
有人做出違反國家安全的事，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廿三條只係對
付壞人，或者是破壞國家的人，『泛民』無需要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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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希望社會能珍惜落實普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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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佔中」是香
港一個不能磨滅的傷痛記憶。梁美芬在訪問中認
為，在「佔中」後，市民也有得，就是能看清
反對派的真面目，令他們的「光環」消失，更令
反對派無所適從，而多次綑綁聯署，正是欠缺自
信的表現。
香港的政治文化和氣氛越見惡劣，議會拉布不
斷，反對派「為反而反」。梁美芬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坦言，這些行為只會令香港市民對反
對派的印象大打折扣，尤其是「佔中」一役。

自稱「民主」反釀民粹亂港
她說：「『佔中』後，不只是『民主光環』消

失，就是反對派的『光環』也消失。市民對反對派

所說的所謂『民主』已清醒，不會以為必然是好
的。現在他們（反對派）擺出『民主』的名義，市
民也不一定認為必然是好的。市民會關注到他們所
謂的『民主』，是什麼民主，是否民粹式民主。」
梁美芬坦言，她覺得市民在「佔中」後也上了

一課，就是當民主變成民粹，變成沒有法治基礎
的時候，情況會變得如此恐怖，簡單如小商店，
開門、關門也會受到影響。在法庭命令也不遵守
時，香港的安全也難以得到保護，市民更會發
現，若令特區政府失去管理效率，對香港社會並
非好事。市民也警覺到，原來的確有人有意在香
港搗亂。
她也留意到，市民覺得反對派似乎已失去了獨

立思考，溫和的和極端的都綑綁在一起，不敢走

出來，而反對派也迷失了自己。「一眾反對派失
去了自覺性，也變得沒有安全感。明顯綑綁就是
沒安全感，而綑綁後有事又急於斬纜，與他人割
席。若有自信，應該事前已分清是非。」

批鬥清算異見 露「盲反」真面目
在綑綁之後，有部分不滿反對派拒絕接受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人站出來說出心底話，
但卻被排斥。梁美芬形容，反對派的行為，簡直
就是「清算」、「批鬥」。「他們所謂的民主，
根本不容許有民主，反對派之間自己都沒有了民
主。某些人想堅持自己的思想也不敢，因為有被
清洗的壓力。其實，若一個政治人物沒有各自的
角色，已失去了從政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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