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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堅持「一國」謹守「兩制」
高度自治民主政制均依基本法 用好雙重優勢利發展經濟

梁振英昨日在主題為「堅持一國、謹守兩制」的「紀
念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致辭時說，1984

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在北京簽訂《聯合聲
明》，明確規定中國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
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同日把香港交還給中國，因此香港
是中國一部分，「中國已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不爭的
事實，亦是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都要堅持的事實，這是
堅持『一國』。」
他續說，中央政府在《聯合聲明》聲明一系列基本方
針政策，並在最後一條指明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及其具體
說明，中央政府將以《中國香港特區基本法》規定之。

憲制性法律 各方須嚴守
25年前的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三次會議通過香港基本法。梁振英指出，香港基本法共有
160條和3個《附件》，把「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中
央和特區的關係，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社會制度、經濟
制度、政治制度等，以法律條文具體規定。自此，香港基
本法成為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各方必須嚴格遵守。
他指出，香港基本法通過後，規範香港特區已經不是
概念，而是具體法律條文，「例如香港與中央的關係，
不是概括的高度自治，而是按基本法條文規定的高度自
治；『港人治港』概念中的民主政制發展，不是概括的
民主政制，而是按基本法規定的民主政制。」

梁振英強調：「因此，我們要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不能夠停留在概念層面，
而是必須嚴格按香港基本法辦事。今日研討會聚焦討論
『堅持一國、謹守兩制』的重要性，這個亦是我對今日
主題『謹守兩制』中『謹守』兩個字的理解。」

基本法實踐 證「三個事實」
他表示，香港基本法經過過去四分一世紀的實踐，證
明了「三個事實」：一，基本法充分體現了「一國兩
制」的構思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二，基
本法頒佈和實施維持了香港的穩定繁榮；三，香港只要
堅持「一國」謹守「兩制」，就可充分利用「一國」和
「兩制」的雙重優勢，在國家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為
香港經濟發展提供重要動力。
梁振英引用香港基本法條文，說明基本法擁有強大生

命力，「例如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港元為香港特區法
定貨幣繼續流通，港元及人民幣兩種貨幣在「一國」內

並存，促成了香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第九條規定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
外，還可使用英文，兩文三語的優勢亦確定了香港作為
國家最開放和最國際化城市的地位。」
基本法又允許香港參與國際組織事務，例如亞太經濟

合作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又可以與
外地簽署協議，包括自由貿易協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等；在國家開展「一帶一路」大策略中，基本法亦賦予
香港發揮優勢，是香港的獨有優勢。

條文尺度孰寬孰緊都是法律
梁振英強調，嚴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前提，就是要對

基本法有充分和全面的認識，「研討會主題中『謹守兩
制』的『謹』字，不是寬緊的『緊』。寬緊是尺度，嚴
謹是態度，基本法的條文尺度孰寬孰緊都是法律，都需
要全社會嚴謹執行；嚴謹執行的前提，就是要對基本法
有充分和全面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指出，香港和中央關係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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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研討會上指出，香港
不實行「三權分立」政治體制，反對派聲
稱有關言論「偏離基本法」，「好得人
驚」。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
表示，張曉明主任提到香港特首在憲制上
的雙重問責身份並非新觀點，當局過去20
個月政改工作已反覆強調特首憲制地位。
她又質疑外界的批評是無限上綱及「為批
評而批評」，任何有常識的人也不會得出
「特首無王管」的結論。
林鄭月娥昨晚深夜啟程到澳洲外訪時，

在機場被問到張曉明主任就香港政治體制
發表的言論時指出，香港基本法已清楚寫
明特區行政長官憲制地位及責任，而特別
行政區內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及司法機
關各自的權力及規限，同樣在基本法中有
清晰條文。

雙重問責非新觀點
她續說，張主任提到行政長官要雙重問責，

同時向中央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這並非
新觀點，特區政府過去20個月推動特首普選
方案期間，已反覆強調特首獨特的憲制地位，
所以討論普選特首時必須要認識中央權力，
以及尊重中央立場和看法。
有反對派中人昨日聲稱，根據張主任說

法，即等同特首「無王管」，能凌駕行
政、立法及司法機關，無須守法。林鄭月
娥質疑這些「為批評而批評」者針對張主

任的說話無限上綱，「任何有常識的人士也不會
得出此結論。……中央在不同場合不斷重申，希
望及支持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她又主動提到張主任在講話中指出政改過程有

不少爭拗，特首普選未能落實，2017年全港合資
格選民不能「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但過程中令整
個香港社會加強了對基本法、「一國兩制」及中央
立場的了解，這對特區政府日後推廣基本法有正面
作用，當局亦已開展討論下一步如何深化基本法公
眾教育的工作，稍後會諮詢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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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北京大學港澳研究
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昨日在香港表示，香港回歸後，
政治文化精英階層仍未開展「去殖民化」工作，以至
香港教育仍然依附西方，產生「本土主義」、「分離
主義」乃至獨立等意識及情緒。他質疑，這些思想要
把「一國兩制」下內地的社會主義與香港的資本主義
隔離，保護香港經濟社會文化不變，「可是今天面對
一個變化的世界，這種『兩制隔離』會不會成為香港
發展的障礙？……對內地的陌生，對國家的淡漠、對
中央的抵觸，是不是讓香港年輕一代失去一個歷史畫
卷展開的新世界呢？」他認為，香港只有與時俱進，
開展「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再啟蒙，才能擺脫
長期困擾香港的精神分裂和政治撕裂。

中學不教中國近代史 釀政治分歧
參與撰寫《「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的強世功，昨日在香港基本法研討會
上，以「一國兩制的再思考：近代史的視角」為題
演講。他表示，近年香港的政治分歧愈來愈嚴重，
很大程度源於文化價值分歧和對歷史的理解，例如
香港的中學教育沒有中國近代史課程，這一空白不
僅意味着歷史教育的缺失，也意味着政治教育的匱
乏，「抹殺歷史記憶、摧毀政治意志，恰恰是殖民
教育的本質，無非是要把香港人變成大英帝國馴順
的臣民。」
他續說，香港回歸後，政治文化精英階層並沒有像

其他地方一樣，在結束殖民統治後開展「去殖民化」
工作，以至於香港依然在延續殖民教育傳統，仍然依
附於西方，造成「一國兩制」在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
方面的衝突緊張。他認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
再啟蒙，要從近代史教育開始。

中央特區上下級非對等關係
強世功指出，「一國兩制」圍繞國家主權問題展開，
香港基本法是中國憲法有機組成部分，具體規定中央在
香港如何行使主權和最終管治權，但目前香港社會對基

本法存有許多誤解，例如把高度自治理解為香港的固有權力，把
中央與特區的上下級關係理解為對等關係，顯然忘記「國家主
權」概念的政治意涵。
他續說，「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的政治實質，就是肯定並
保護香港已經取得的成就，但必須剷除殖民統治這部分「僭建」
的內容，把香港的現代化成就納入國家主權及民族獨立的第二條
現代化進程道路。

「兩制隔離」會否成港發展障礙？
強世功坦言，面對國家發展，香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焦

慮，發展出排斥內地、自我隔絕封閉，以至「本土主義」、獨立
等意識，要把「一國兩制」下內地的社會主義與香港的資本主義
隔離，保護香港經濟、社會文化不變，「在（上世紀）80年
代，可能這是對香港的一種特殊保護，可是今天面對一個變化的
世界，這種『兩制隔離』會不會成為香港發展障礙？香港人曾經
擁抱西方就似乎擁抱了世界，而如今對內地的陌生，對國家的淡
漠、對中央的抵觸，是不是讓香港年輕一代失去一個歷史畫卷展
開的新世界呢？」
他認為，香港只有與時俱進，開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再

啟蒙，才能擺脫近代以來舊世界強加的精神枷鎖，擺脫長期困擾
香港的精神分裂和政治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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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松倡「長期細雨」教育港青

張家敏：做好「超聯人」強化服務產業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香港基本法
頒佈25周年，但不少人對「一國兩制」仍心存誤
解。前特區財政司司長、南豐集團行政總裁梁錦松
昨日表示，香港在政治、經濟上已回歸，但尚待人
心的回歸。他建議特區政府實事求是宣傳「一國兩
制」精神，堅持「一國」主流價值觀，並從教育年
輕人方面慢慢做起，通過「長期的細雨潤無聲」方
式，增加他們對祖國歷史、文化及傳統的認識。他
又認為，香港基本法必須堅持改革方向，並建議全
國人大常委會聽取各方意見後，全面檢討和調整，
落實香港基本法規定，以促進香港繁榮穩定，堅固
「一國兩制」基礎。
梁錦松昨日在香港基本法研討會上指出，香港基

本法是歷史創舉，並保持香港繁榮發展的法律基
礎。香港自回歸以來，政治、經濟上順利回歸祖
國，雖然間中仍聽到部分不切實際的「港獨」言
論，但大部分港人認同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經濟上，香港經歷亞洲金融危機、沙士後，及時與
中央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協定，且隨着中國在全球
化經濟發展迅速，香港亦是其中一個巨大受惠者，
期望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人心待回歸 工作剛開始
不過，他認為，香港人心尚待回歸，有關工作剛
剛開始，過去曾發生三件大事體現這現象，包括
2003年「七一遊行」50萬人上街，使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擱置、2012年國民教育科胎死腹中，
以及去年由政改爭議引發的違法「佔領」行動，甚
至令有利香港民主發展的特首普選被否決。要實現
人心回歸，是進一步落實香港基本法的重點。

勿忽略「一國」而行「兩制」
梁錦松建議特區政府實事求是，科學、嚴謹地宣

傳「一國兩制」精神，並須立足於兩個基礎，包括
堅持「一國」主流價值觀，不能忽略「一國」而行
「兩制」，兩者應密不可分，二是應從教育方面着
手，爭取年輕人支持國家。他解釋，現在有必要讓

他們認識祖國歷史、文化及傳統，增加他們對國家
的認同感，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教育
策略是「長期的細雨潤無聲過程」，而非靠突擊方
法解決。
他補充，特區政府在過去18年間，未有好好處理

香港年輕人成長和發展問題，如「上樓、上流及上
位」等問題，故多次「上街」表達不滿。同時，特
區政府對青年成為政、商界領袖培養不足，並認為
全國人大、政協應增加有關代表，又建議香港成立
高規格青年統籌委員會，考慮經考試選取港人到內
地出任公務員，使港青未來或有機會成為國家領導
人。

香港價值觀 內地應尊重
梁錦松又提到，內地各界、政府應尊重香港自

由、民主及法治等價值觀，對於內地與香港的價值
差異應「聽之任之」，因為自由、民主、平等、法
治觀和保持資本主義社會制度50年不變等，皆為絕
大多數人及香港基本法認可，所以期望中央尊重香
港的價值觀。他又建議，香港基本法必須堅持改革
方向，因為香港基本法有時限性，因此他建議全國
人大常委會聽取各方意見後全面檢討和調整，落實
香港基本法規定，以促進香港繁榮穩定，堅固「一
國兩制」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國家提出
「一帶一路」戰略，
「十三五」規劃亦已進
入草擬階段。全國政協
委員張家敏認為，香港
在新國際經濟形勢及國
家「十三五」時期下，
應發揮自己的專長，掌
握「十三五」規劃及
「一帶一路」政策定
位，發揮好「超級聯繫
人」角色，並強化現時
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服務
業，推動產業結構的適
度多元發展，同時強化

港樞紐功能，讓香港成為企業、人民幣「走出
去」的樞紐和平台，把有關經濟活動吸引到港，
強化香港服務業鏈，提高高品質就業機會。
張家敏昨日出席基本法研討會時，以「在新國際
經濟形勢下，「十三五」時期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
角色」為題，談到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如何抓
緊國家發展的機遇。他分析，目前國際經濟發展新
趨勢，如世界經濟復甦艱難，增長力不足，歐美國

家主導推進新一輪全球貿易規則、中國主導「一帶
一路」政策促使歐亞自貿易區逐步成型，影響全球
經濟結構，而把握新科技革命將成全球新一輪結構
轉型競爭重點。
他指出，國家在「十三五」時期，會積極實施自
由貿易區戰略，推進新一輪高水準開放；推行高標
準改革，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把國家治理現代
化；鼓勵創新及推進高品質發展，為製造業升級、
轉移奠下重要基礎；加快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如政策溝通、設施區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等重
點。

四大支柱產業漸面向內地
張家敏續分析，服務業將進一步擴張，經濟逐

漸集中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工商及專業服務
四大支柱產業，香港應發展新優勢產業，推動產
業結構多元化；四大支柱產業也出現新發展趨
勢，逐漸面向內地、推動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綜
合服務平台。

做助內地「走出去」橋頭堡
他指出，香港應承擔國家「走出去」平台角色，
在企業、人民幣方面起橋頭堡作用。隨着內地產業
鏈高端發展和產業分工調整，令港資製造業勞動密

集傳統模式面對挑戰，故須轉型、升級或遷移。香
港服務業加速進入內地，須摸索如何透過服務業合
作提升自身競爭力。
張家敏補充，香港服務業大舉進入內地，會把

香港的中、低價值工序遷移內地，使中、下層就
業率流失，以至令港企把整個業務轉移內地，從
內地為香港及整個亞太區服務以取代香港的功
能。
他建議香港強化目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服務

業，以推動產業結構適度多元發展。他又建議增
加有關流量，強化港樞紐功能，讓香港成為企
業、人民幣「走出去」樞紐和平台，把有關經濟
活動吸引到港，強化香港服務業鏈，提高高品質
就業機會。

宜育才吸高增值環節留港
他又強調，香港應穩固在珠三角的樞紐地位，積
極開拓亞洲發展機遇，包括完善及建設有關制度，
以增強本地經營環境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吸引企業
業務留港。香港亦應加強培訓人才，吸引供應鏈上
的高增值環節（項目）留港，有助港人躋身高端服
務業，避免本地人口向下流。
張家敏指出，香港應認清在國家「十三五」時期的
規劃和「一帶一路」的政策定位，發揮好「超級聯繫
人」角色，為國家提供金融服務，並鞏固人民離岸中
心地位，及善用熟悉普通法的優勢提供仲裁服務，成
為國家的法律顧問。

■■梁錦松認為香港梁錦松認為香港
在政治在政治、、經濟上已經濟上已
回歸回歸，，但尚待人心但尚待人心
的回歸的回歸。。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張家敏認為，香港在新
國際經濟形勢及國家「十
三五」時期下，應發揮自
己的專長。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