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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解讀香港政治體制特點
時強調指出，香港政治體制的「行政主導大原則、
大方向不能出現偏差」。因為，堅持行政主導符合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規定，有利於政府決
策和施政的高效能，有利於香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
中保持競爭力，有利於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保
持繁榮穩定。張曉明這番話，點出了香港堅持行政
主導這個大原則和大方向的必要性及重要意義。具
體概括來說，堅持行政主導，就是要反對少數政客
為了其一黨一己之私，濫用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動
輒以「拉布」、「不合作」等手段，破壞行政主
導、阻擾政府施政、拖慢發展進程，確保特區政府
能夠依法施政，實施對香港的高效管治。

香港目前實行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並不是從天上
掉下來的，而是在過去港英政治體制的基礎上演化和
改造而來的，吸取了香港歷史上成功的一些合理因
素。客觀來說，香港之所以能夠由一百多年前的一條
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著名的金融及商貿中心，除了
特殊歷史環境、所處經濟地理區位獨特、港人勤勞智
慧等因素外，過去實行的集中而高效的管治體制，也
發揮了特定的作用。因此，在確定香港特區政治體制
時，廢棄了港英殖民統治時期港督大權獨攬的糟粕，
增加了許多民主和自治的新元素，更保留了過去行政
主導體制的合理部分，從而形成了現在以行政長官為
核心、行政權與立法權互相制約、互相配合、司法獨
立的嶄新而獨有的體制。

按照這種設計，特區政府雖然在立法會內沒有議
席，也沒有什麼「政府黨」的「鐵票」，但基本法
明確規定了政府擁有絕大部分的立法創議權，行政
長官更有提出某些提案的專屬權，立法會主要的職

責，就是要審議、通過政府提交的法案以及監督政
府。換言之，立法會的主要職責和權力就是審議政
府法案，通過修訂、補充、完善乃至否決，配合政
府施政，同時實現對政府的監督。在這個過程之
中，議員當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政府對議員的
意見也應該給予高度重視。但是，立法會審議的目
的，不應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更不應以議員權力故
意阻撓法案通過。否則，就是偏離了基本法規定的
行政主導的立法原意和有關政制設計。

過去一段時期，行政與立法關係出現了不少不和
諧現象，究其原因，是部分議員對行政主導原則出
現了理解上的偏差，過分強調了「制約」而忽略了
「配合」。部分存有一黨一己利益考慮的議員，更
把立法會這個莊嚴的議事堂，變成了干擾破壞政府
施政、阻礙香港社會發展的陣地。他們動輒用拉布
等拖延手法，令政府提出的法案遲遲不能通過，許
多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措施無法落實；更有甚
者，是將基本法賦予的制約職能和權力，變成其蠱
惑人心、謀取政黨利益或個人選票的工具。這是對
立法會議員神聖職權的扭曲。

因此，張曉明主任在香港進入「後政改時期」的
重要階段，強調要正確認識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特
點，不能偏離行政主導的大原則和大方向，既具有
針對性，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他所提出的，正是
今後香港社會如何確保繼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全社
會都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思考，全面準確理解和把握
香港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能夠分辨哪些行為是
「制約」，哪些行為是「要挾」，哪些行為是「有
破壞無建設」。明辨是非，就有正氣，禍港行為就
沒有市場，高效管治就能夠順利推進。

堅持行政主導 確保高效管治
據商務部數字，2014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

資額創下1231.2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連續3
年位列全球第三。在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前
夕，又傳來中國鐵路總公司牽頭將與美方企
業合資建設並經營「西部快線高速鐵路」的
消息。在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中國努力保
持自身經濟穩定發展，也為全球經濟提供發
展動力，支撐起全球經濟復甦的希望。而隨
着自身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以更積極姿態
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在促進全球可持續發
展方面也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事實已
經並將繼續證明，一個強大的中國，帶給世
界的是機遇和利好，絕不是威脅。世界應該
歡迎一個崛起的中國，一個強大的負責任的
中國。

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有目
共睹，大量數據證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不
僅惠及本國，本地區乃至整個世界都從中分
享到發展紅利。今年儘管經濟出現一些下行
壓力，但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保持
了7%，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可
以說中國已經成為了穩定世界經濟增長的
「定海神針」。而與此同時，在全球外國直
接投資流量下降的情況下，中國對外直接投
資的存量規模不斷擴大，至2014 年末中國
對外直接投資額已達1231.2億美元的歷史高
位，同比增長14.2％。龐大的海外投資，為
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
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近日，中
國鐵路總公司牽頭與美方企業簽約，雙方將

合資建設並經營「西部快線高速鐵路」，就
是中國全球投資建設版圖不斷擴大、利好持
續釋放的又一實例。

隨着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
日益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不斷
增大，成為國際舞台上一支舉足輕重的重要
力量。無論是朝鮮半島局勢、伊朗核問題等
地區熱點和氣候變化、二十國集團、反恐、
防擴散、打擊跨國犯罪等全球性問題，中國
始終積極參與其中，順應了國際社會希望中
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普遍期待。
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是對本國人民負
責，也是對世界人民負責。但面對一個崛起
的中國，一些視中國為「假想敵」的國家拋
出了「中國威脅論」，意圖打擊和孤立中
國。但事實一再證明，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所
發揮的建設性、負責任大國作用，與歷史上
西方列強你爭我奪、瓜分勢力範圍的霸權強
權行徑有本質的區別。中國所定義的大國作
用，是符合時代潮流，着眼人類共同命運，
強調合作共贏的大國作用，具有鮮明的中國
特色，是對「國強必霸」思維的有力駁斥。
所謂「大國欺負小國」的醜惡行徑，不可能
發生在中國身上。

應該看到，未來中國經濟仍具備中高速增
長的潛力，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加快形成，發
展前景十分光明，中國有能力、負責任，必
然是世界經濟繁榮的動力之源。世界應歡迎
一個這樣強大的中國。

（相關新聞刊A2版）

世界應歡迎一個強大的中國
A4 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反對派近日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特
首超然論」上綱上線，聲言不採用「三
權分立」制衡行政長官權力，會讓特首
有如「皇帝」，不受監管。過去曾任多

項公職的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昨日表
示，特首地位「超然」是因他作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首長而言，在法律上的地
位有異於平常及有獨特的地位，而非代
表他不用守法或手持「尚方寶劍」。孫
公又強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具獨
特的憲制地位，故香港不能一成不變地
「照搬」外國的制度，而應從「一國兩
制」和本港自身條件作考慮。
孫明揚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

香港特首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政府行政首長，另一方面也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中央治
理香港，「如回歸前的港督，曾經亦是
立法局主席。」在這個獨特情況之下，
行政長官「任重道遠，背負好多無法理
解的困難」。
他解釋，特首一方面作為地方首長，

為香港爭取利益是天經地義的事，要符
合香港市民的期望，但同時也要考慮國

家利益。「若市民期望與國家利益一
致，則易於處理。」不過，當內地與香
港出現矛盾時，特首的位置和取態變得
非常重要，「他的首要任務是化解矛
盾，作為一個溝通橋樑。為本港爭取最
佳利益時，也不能忽略國家利益。」因
此，特首的工作是「吃力不討好」。
孫明揚又表示，據他估計，梁振英日

前表明特首地位「確實係超然」，乃從
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而言，在法
律上的地位有異於平常和有獨特的地
位，例如不受「防止賄賂條例」限制，
而不是「（特首）叻過你，不肯守法、
不想守法或有尚方寶劍」的意思。
他又笑言，面對「特首超然論」，可

能「有些人對事實看不過眼」，「作為
朋友就隱惡揚善，啱就講多點，鍾意嗰
啲就講『超然』，唔鍾意嗰啲咪『凌
駕』囉，已經有另一層意思」，因而引
不必要的爭論。

特首要依法辦事
被問到香港是否「三權分立」時，孫

明揚認為，香港社會不應糾纏在用什麼
詞彙，不同人對「三權分立」概念有不
同理解，「若大家以不同基礎討論，往
往就會『口同鼻拗』，爭拗亦無大意
義」，故他認為「最重要是香港(現時)有
司法獨立，司法運作不容干預，行政長
官要依法辦事，而非位於法律之上」。
孫明揚指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具有獨特的憲制地位，而「一國兩制」
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為照顧本港特
殊社會情況而作出的安排，是全世界獨
一無二的制度，「別以為全世界有例子
可以畀我哋借鏡。」他強調，香港可以
借鏡外國概念，但不能一成不變將外國
政制制度搬來香港，反而應在「一國兩
制」和自身條件上加以考慮，「所以係
無話邊樣嘢係真貨或假貨。」

孫明揚：「超然」非指不用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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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俊峰、文森）對
於近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出「特首超然於
三權」，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批評，有部
分人斷章取義，炒作所謂「特首等同皇
帝」、「特首凌駕三權」等謬論。
她表示，特首既是特區政府首長，也是特

區首長，不只要向特區負責，同時要向中央
負責，這種特殊性使其具有超然於行政、立
法和司法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同時也
要注意到「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約、相互
配合，司法獨立」的要求，這些都是香港基
本法框架下的應有之義，不能割裂開來，斷
章取義。

盛智文：港擁強健司法獨立
另外，海洋公園榮譽顧問盛智文昨日在一

個場合上，被問到如看待特首地位超然的說
法時指，一個地方的司法獨立是很重要，而
香港擁有強健的司法獨立，相信港人也為此
感到高與。

指張言論針對拉布
梁美芬：免行政立法分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日前指出，香港的政治體制
是以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
導，從來不實行「三權分
立」。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昨日表示，張曉明主任
的講話，是為了強調香港特
區體制是以特首為核心的行
政主導，行政與立法互相制
衡及互相配合，又相信張主
任的言論是針對立法會拉
布，避免行政立法關係分裂。
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三權分立」的爭議，
由始至終都是描述問題，而非法律爭議，香港社會不要應無謂
糾結，「大家討論的『三權分立』，不是美式的『三權分
立』。自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推出政改方案，改變了昔
日英國的行政及立法不分家，中方與英方關係決裂，最終令
『直通車』告吹。中方對『三權分立』是非常敏感的。」
她強調，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不等同失去「三權制

衡」，並批評反對派將張曉明言論上升至「特首是土皇
帝」及「特首凌駕法律」是反應過大，「香港回歸以來，
行政立法不分家，行政立法一直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立法
會既擁有彈劾特首的權力，行政長官同樣有權解散立法
會；行政會議成員與立法會議員向來身份重疊，反對派毋
須反應過大。」

基本法訂明「三權制衡」
梁美芬強調，張曉明的言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演說的中
心論點是說明香港特區體制是以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
政與立法互相制衡及互相配合，「張曉明主任從無提及『特
首凌駕法律』，反對派卻將『超然』等同『凌駕』。香港基
本法訂明『三權制衡』，『三權分立』則是政治描述當前的
政治制度，大家的討論是兩個平台的事。」
她續指，過去數年，有內地法學專家提出應清楚解釋制定

香港基本法原意，包括行政主導、「三權制衡」、「司法獨
立」，相信張曉明言論是針對目前立法會拉布的情況，避免
行政立法關係分裂。

正在印尼訪問的梁振英昨日在回應記
者提問時表示，張曉明的演辭中已

多次提到香港司法獨立，而中央一直以
來的說法，都是支持特區政府及特首依
法施政，包括依據香港基本法施政，也
包括依據香港基本法內的每一條條文，
包括不干涉司法獨立的條文。被問到特
首具超然地位，會否意味他在立法會拉
布時可行使權力令施政順利，他指特首
所有權力都在香港基本法內清楚列明。

袁國強：中央授予三機關權限
同樣出訪印尼的袁國強，被問到香港是
否實行「三權分立」時認為，無謂再糾纏
在一些字眼上，即使西方國家的「三權分
立」也有不同制度，而香港的制度是根據
香港基本法。他解釋，香港基本法有兩點
很清楚：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來自
中央授權；香港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
制」中，將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
關的權限寫得很清楚。他說理解張曉明作
演說後引起很多討論，但討論過程中有些
是不太客觀或持平。

受立法司法監管 特首絕無「凌駕」
他相信，港人最擔心的是有些人將
「超然」理解為「凌駕」，但他強調絕
對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因在香港基本法

的框架下，特首一定受立法和司法機構
的監管，而司法獨立的原則也完全沒有
任何疑問。
對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關於司法

獨立的回應，袁國強相信馬道立的意見和
香港基本法下的情況符合，也反映香港非
常尊重司法獨立。

譚志源：張曉明闡述符客觀事實
譚志源昨日在香港出席一活動後表

示，以他自己的理解，張曉明的闡述與
香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制設計是一致
的，沒有任何地方與客觀事實不符，而
特首的憲制地位，在香港基本法第四十
三條已清楚說明，即特首是特區的首
長。被問到是否認同張曉明「特首具超
然地位」的說法，他認為不需要糾纏在
一些字眼上。

回歸基本法條文能澄清
他續說，香港政制無論是憲制地位、憲
制權力、憲制來源、憲制配置等，在香港
基本法內都有很清楚的描述，若對一些表
述的字眼有不同意見，回歸到香港基本法
就能解釋或澄清很多地方，「最客觀的做
法是回歸到（香港）基本法內的條文和字
眼，我覺得是最容易處理過往幾天的討
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闡述香港政制

時，提到特首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及司法的特殊法律地位，卻被曲解為

特首「凌駕三權」、「不必守法」等謬論。特首梁振英昨日強調，張曉明

已多次提到香港司法獨立，中央政府一直都支持特區政府及特首按照香港

基本法施政，包括司法獨立的條文。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同日指，無謂再糾

纏在一些字眼上，有些圍繞張曉明講話的討論不太客觀持平，並指對方所

說的絕對沒有特首「凌駕三權」的問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則

表示，張曉明的闡述與香港基本法規定的政制設計是一致的。

梁振英：中央一直支持施政依法
袁國強：張曉明從未提「凌駕」譚志源：詮釋與基本法一致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印尼雅加達會見傳媒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印尼雅加達會見傳媒，，並回應記者提問並回應記者提問。。

◀袁國強：香港的行政、立法和
司法權來自中央授權。

▲譚志源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
基本法清晰列明行政長官的憲制
地位。 中通社

■梁美芬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

■孫明揚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