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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不會改 反對派應順民意
接受人大決定才「有得傾」勿太計較個人成敗 按港人意願投票

問：香港特區行政會議的職能是甚麼？
答：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

構。
（基本法第五十四條）

問：行政會議成員如何產生，需要具備怎樣的基
本條件？
答：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由行政
長官從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
士中委任，任免完全由行政長官決定。行政會議成
員的任期應不超過委任他的行政長官的任期。行政

會議成員的基本任職條件是，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
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基本法還規定，行政長官認為必要時，可以邀請

相關人士列席行政會議的會議。
（基本法第五十五條）

問：行政會議在哪些方面協助行政長官決策？
答：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

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
議的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
取的措施除外。
基本法還規定，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

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基本法第五十六條）

問：香港哪些政府機關獨立運作，直接向行政長
官負責？
答：廉政公署和審計署。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

設立廉政公署和審計署，兩個部門均獨立運作，對
行政長官負責。

（基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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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特首梁振英率領行政會議成員和高官就人大「8．31」決定舉行記者
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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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關據鈞）香港近日其
中一個熱門話題，是國家安全法是否適用於香港的問
題。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解釋，無論如
何，香港都要按照基本法廿三條自行立法，因為國安
法只是框架性法律，不是條文，否則根本無法將案件
帶上法院。她強調，國家憲法在國家國土任何一個地
方都要實施，但中央在尊重兩地制度不同下，所以讓
香港自行立法，故就廿三條立法是香港的責任。
梁愛詩在訪問中解釋，國安法在內地也是框架性的

法律，實際上要其他條文來支撐。「內地有相關的條
文，例如反分裂國家法、反間諜法，還刑法的危害國
家安全罪、叛國、顛覆中央政府、煽動暴亂、洩露國
家機密等。」目前內地討論的國安法，其實是基於新
的政策下作出更清楚的規定，包括要更保障人權，並
考慮到新的局面和新的發展，如經濟安全、環境安
全、資訊安全等。
近期有人討論國安法或會直接在香港實施，梁愛詩

強調，最重要的是如何落實國安法，在香港而言就是
要本地立法，因為單單引入國安法並沒有用，需要有
實質的法律條文，以法律來支撐：「否則如何將案件
帶上法院呢？是告哪一條控罪呢？」

尊重制度不同讓港自行處理
梁愛詩強調，國家安全並不是甚麼新事物，因為當年

香港回歸，落實「一國兩制」，就是為了國家統一，
「憲法正正就是一個國家整個國土都要實施。只是因為
基本法，令內地的社會主義不在香港實施，但公民義
務、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領土完整，香港應該跟中國憲
法一致的。無論在香港或在任何一個省市都應該一樣。
既然憲法有相關內容，因此香港基本法亦有廿三條。香
港有這樣的責任。其實廿三條立法亦已考慮到兩地制度
的不同，因此容許香港自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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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香港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親歷香港基本
法起草，如今擔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詩姐」一直被視為法律界權威，予外界專業踏
實的觀感。在進行專訪前，記者心中盤算訪問或會

在嚴肅氣氛下進行，怎料詩姐甫坐下，立即親切問候記者。
在整個訪問中，詩姐專注從法律角度講解香港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當發現記者將錄音筆推前，細心的詩姐亦不忘配合
面向錄音筆說話。的確，在訪問期間，連較輕鬆的話題也欠
奉。直至訪問結束，記者收起錄音筆，詩姐即時輕鬆起來，又
再掛起其親切的「招牌笑容」，與記者閒話家常，並心繫前線
記者近況：「最近工作如何？政改咁多採訪，應該很忙了
吧？」

就這樣，記者跟詩姐談天說地，閒聊了10數分鐘，詩姐與平日
權威講解香港基本法的形象，完全是兩碼子的事。更貼切的形
容，應該是好像兩個人。詩姐工作時如此認真，怪不得她多年來
深受政壇中人愛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關據鈞

降「門檻」防壟斷 提委會具代表性

批「裝糊塗」曲解「法」須看回歸後成就

工作專業認真 閒時輕鬆親切

■梁愛詩批評，回歸已18年，但仍有人「揣着明白裝糊
塗」，對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不了解。圖為團體早
前到立法會外支持政改。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關據鈞）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回歸已18年，但仍有人「揣着明
白裝糊塗」，對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不了解，甚至
故意曲解，如誤以為中央除了國防以及外交，其餘都不屬
中央管治，更有港人不容許或妨礙中央行使權力。她認
為，有關香港基本法的「成敗」，不應單看其所曾面對的
挑戰，同時也要看香港回歸後的成就和進步。
身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並曾擔任香港特區律政

司司長，梁愛詩近日接受本報訪問時，對目前仍有人不了
解，甚至故意曲解香港基本法感到擔心。「回歸初期，可
能部分人有這樣的誤解並不出奇，但回歸至今已18年了，
還有這麼多人不了解。」

誤以為中央只管國防外交
她批評那些人「揣着明白裝糊塗」，只看「高度自治」
四字。「香港彷似越走越遠，例如以為中央除了國防以及
外交，其餘都不屬中央管治。也有些香港人，不容許或妨
礙中央行使應有權力。」

「佔中」無謂 普選目標早列明
梁愛詩坦言，去年發生違法「佔中」事件對帶來的最大
震撼，就是有這麼多人不明白香港基本法，例如普選根本

是一個已在香港基本法上列明的目標，大家是不用爭取
的。

特區主要官員由國務院任命
她指出，除了國防、外交外，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

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備案；如立法不符合中央管
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款則可發回等，還有基本
法附件一、附件二內中央的角色，都反映中央權力不只是
國防及外交。「特區主要官員也是由國務院任命的。」

世界獨有史無前例 遇挑戰不必驚訝
回歸18年，「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都曾面對挑戰，
梁愛詩認為，面對世界獨有，史無前列的「一國兩制」，
面對挑戰不必驚訝，「這是一個新模式，對中央而言當然
也是一個新經驗。內地以往只需要面對社會主義制度，沒
有資本主義的『兩制』；香港亦是由以往的殖民統治制
度，到現在高度自治的局面，也是一個新嘗試。」
她續指，若香港「一國兩制」不成功，為何香港市民人

數一直增加，比回歸前增加兩成半？為何外資企業在香港
設立總部或分區總部的數量不斷增加？
梁愛詩強調，香港回歸後，社福開支不斷增加；免費教
育由9年增至12年；民政上，婦女事務委員會亦是在回歸

後才成立的；對於種族歧視的立法，也是在回歸後不斷加
強的。「若大家只看問題或挑戰，而不去公平地同時看好
的和不好的，也是沒有意思的。」
她希望特區政府更落力推廣香港基本法，教育界角色也

很重要。她建議參考歐、美等地的學校開設國民教育課，
讓學生了解自己國家的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而市民也有責
任去了解：「大家試想想，這是法律，而你的權利和義務
都是由這份憲制性文件賦予及約束。香港法律亦不能以
『不了解法律』來作抗辯理由。因此無論你喜不喜歡，你
都應該至少了解一下這法律。」

降低過半數「出閘」門檻、取消立法會功能組
別、擴大提名委員會民主成分、「白票守尾

門」等，都是不同反對派中人先後提出關於細節
上的建議。梁愛詩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只
要建議符合香港基本法，原則上都可以考慮，但
大前提是反對派要接受「8．31」決定，而「8．
31」決定是一定不會修改的。
她認同，要反對派轉為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都要有下台階，但強調只有他們同意「8．
31」決定的大框架，才可以談細節，若堅持要撤回
「8．31」決定，那就「傾乜都無用」。同時，任
何建議都要在社會上有共識、有立法會議員同意才
可，否則特區政府提出修訂時，也不能在立法會通
過。
2010年政改爭議時，梁愛詩有份協助促成民主黨
與中央溝通。她憶述，當時是民主黨提出希望溝
通，她之後再把信息向中央轉達，當時雙方都很有
誠意，氣氛並非如現時般劍拔弩張，但現在欠缺的
只是一個「信」字。

批「綑綁否決」關溝通大門
她舉例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計劃來港，反對派隨即聯署

要求撤回「8．31」決定，擺出一副不接受、「你
講乜都無用」的態度，人家未來港就已關上大門。
因此，她現在「不敢」和反對派接觸，因在他們
「綑綁否決」的氣氛下，不想令人以為有一些議員
「轉軚」，從而令他們受到滋擾。
對於反對派聲稱，根據目前的普選方案，他們將

無法「出閘」，梁愛詩反駁，沒有制度保證某黨派
或某人可否「出閘」，而反對派稱他們不能「出
閘」，是因為怕別人指他們不是愛國愛港、與中央
對抗。
她強調，「8．31」決定的其中一個核心考慮

是：普選的特首要愛國愛港，因香港是中國的特
區，不是獨立政治實體，而香港基本法規定特首要
向中央及特區負責，若特首不愛國愛港，就不能履
行其職責，故愛國愛港是合理要求。

提委會社會縮影 信選民應邁步
梁愛詩指出，提委會是社會縮影，若反對派認

為這個社會縮影會對他們不公平，那就「無得
講」，他們可以隨時連500萬名選民也不相信，
也即代表他們不相信民主。她指如果反對派相信
選民，就應先走第一步，讓選民有權選特首，並
爭取提委支持「出閘」，日後再要求修改方案。

被問及普選方案最終能否獲立法會通過，梁愛詩
直言「好難講」，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目前雖然
未有足夠票數，亦未見有反對派議員表明支持，但
自己會盡力到最後一分鐘，包括向公眾解釋方案及
政制發展要符合法律等。
她強調，支持或否決方案只在一念之間，呼籲反

對派議員不要太計較個人成敗，如考慮自己下屆可
否繼續當議員等，應該按照港人意願，投票支持方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朱朗文）2017年
特首普選方案推出數星期後，討論焦點仍未能集中
在方案本身。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指
出，方案簡單而合理，最重要是令選民基礎擴大至
500萬人。她強調，普選特首已是一大進步，故在
提名委員會組成等方面應謹慎而行。
梁愛詩近日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若撇除是次
「政改五步曲」啟動以來的爭拗，只看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本身，這是一個好方案，簡單而合理：被推薦
成參選人的「門檻」由150人降低至120人，最多有
10人可以「入閘」，加上240人的推薦上限，可杜絕
壟斷推薦的情況，平均分布也可有5人「入閘」。
她續說，在提名參選人「出閘」成為候選人時，
提名委員會委員可以投不多於參選人總數的票數；
提供平台予參選人表達政見；最重要是有權投票的

人，由1,200人變成500萬人。

四大界別組成均衡參與
就反對派稱提名委員會制度為「篩選」，梁愛詩
強調，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委會經民主程序提名候
選人，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而1,200人來自四
大界別，與其他地方的提名制度相對「均勻」、更
具廣泛代表性，並保證沒有黨派及界別壟斷。
她舉例說，美國總統選舉普遍是由政黨提名，不

屬任何政黨者已沒有份提名，英國則是由在大選勝
出的政黨組閣。特區政府是次公布的特首普選方案
已走出很大的一步，由1,200人變成500萬人有權投
票，故應該謹慎而行，按照過往經驗來做，而參照
選舉委員會組成提委會是合理的安排。
被問到有意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嚴苛」，梁愛詩直言，「8．31」決定合理，並
非嚴苛，但若跟一些天馬行空、空中樓閣的建議比
較，當然是「無得比」。某些人有「嚴苛」的感
覺，是因為他們不了解甚或扭曲了「一國兩制」，
覺得中央政府在近兩三年收緊對港政策。
她指出，由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開始，已着重香

港民主發展要根據香港實際情況：香港是中國的特
區，權力源自香港基本法，中央在香港民主發展有
其角色，不能「話點就點」。

建議繁多無法全數吸納
梁愛詩又說，特區政府首階段諮詢是開放式，沒

有方向或建議，很多有心人提出不同建議，但最終
的方案當然無法吸納所有建議，部分人可能會有失
望的感覺。

反對派在是次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討論中，一邊堅拒接受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一邊又聲稱要與中央政府相關官員「溝通」，並提出多

項2017年特首普選或往後香港政制發展的「鬆動」空間。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8．31」決定一定不會修改，反對派若提

出溝通或改善方案等要求，大前提是要接受「8．31」決定，否則「傾乜都無用」。她

呼籲反對派不要太計較個人成敗，按照港人意願，投票支持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關據鈞、朱朗文

■■梁愛詩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梁愛詩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88．．3131」」決決
定一定不會修改定一定不會修改。。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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