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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是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因此，香港的
「行政主導體制」是根據國家憲法及基本法
所定的地方政治體制。根據基本法第43及45
條，特首是經選舉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向中央人民政府及特區政府負責，在憲
制上有「超然」的憲制地位，體現國家對香
港行使主權。
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體制」比港英政府
的政治體制民主及進步。根據基本法第2、
43、45、49、50、52、64、72及 85條，特區政府「行政主導體
制」、行政和立法互相制衡及配合，司法獨立及特首向中央人民政
府及特區政府雙負責，比港英時代港督主持行政及立法兩局會議，
兼任立法局主席，集立法行政權力及駐港三軍總司令職位權力於一
身民主及進步。若有人主觀堅稱香港自港英時代已是「三權分
立」，特區政府「行政主導制度」損害香港司法獨立，是不認清事
實、歷史及法律，錯誤及盲目地留戀殖民統治，我們必須就此「去
殖民化」。
本人不同意梁家傑立法會議員表示香港在回歸後立法會已經實行
「去殖民化」，本人認為單是將「港督」改成「特首」等字眼，僅
此體現「去殖民化」還不夠，因為現有法例對國家行使主權觀念仍
有含糊不清及錯誤之處。
香港回歸18年。然而，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2

條至第5條、第7(1) 條及第9條有關叛逆、襲擊女皇、煽惑離叛及煽
動意圖等罪行及香港法例第521章《官方機密條例》第3條有關諜報
活動罪行，充滿殖民地色彩及違反國家主權的字眼，例如「女王陛
下」及「聯合王國」等字眼仍未被刪除，以警隊仍須效忠「女王陛
下」為明顯的例子。因此，香港仍未根據基本法及上述《香港回歸
條例》完全「去殖民化」。
本人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儘快研究及刪除具殖民地主義體制的本地
法律字眼，包括直接刪除出現於上文所述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
行條例》及香港法例第521章《官方機密條例》的「女王陛下」及
「聯合王國」等字眼，並直接及毫不含糊地由中央人民政府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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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天「佔中」禍港亂局快將一年，「佔中」對本港法治的衝
擊、經濟的破壞以及社會的撕裂造成嚴重傷害。雖然警方相繼拘
捕並指控了一批「佔中」分子，其中包括周永康、羅冠聰及黃之
鋒等人，但令人質疑的是「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迄今仍相安無事，逍遙法外。「佔中」即將一年，本港法庭竟連
一個違法激進犯罪分子都沒有作出具阻嚇力的判決，這豈不是咄
咄怪事嗎？

放虎歸山 後患無窮
事實上，本港司法部門遲遲不對「佔中三丑」處以嚴懲，最受社會
大眾詬病，質疑其是否網開一面，放虎歸山，讓其繼續危害香港？
「佔中三丑」迄今仍未受制裁而妄自非為，反映在：一是「主

兇」戴耀廷目前仍氣焰囂張，胡談什麼「未來還將採取街頭抗爭
的方式爭取民主」云云，大有鼓吹暴力到底的架勢；不僅如此，
他還揚言違規收「秘密捐款」是雞毛蒜皮的事，並威脅說如果受
到嚴懲將提出司法覆核云云，其拒不認錯認罪的心態暴露無遺。
況且，在「佔中」一年前夕，他還牽頭與李柱銘和黃之鋒出席美
國當地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舉行的會議，其目的不外是勾結外
部勢力繼續唱衰香港，可見其用心十分險惡。
二是「悍將」陳健民時至今日仍拒絕交代「佔中」混賬，隱瞞

多次接受黑金「金主」黎智英的捐款，用於維持「佔中」的開支
與運作；與此同時，他還大力鼓吹「全民公投」，「佔中」應
「全民參與」等謬論；他還不時把攻擊矛頭指向特區與中央政
府，並極盡狡辯歪曲之能事，絲毫沒有悔改之意。
三是朱耀明，近來表面上裝出沉默寡言的模樣，實際上卻是暗

藏玄機，精心計算，圖謀捲土重來。如此「牧師」居然參與並煽
動違法「佔中」，無恥地以「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蒙騙世人，收
受轉交多筆來歷不明的「佔中」捐款給戴耀廷，實在是臭味相
投，狼狽為奸！
四是「佔中」幕後「黑手」和「金主」黎智英，雖然早已被廉

政公署立案調查，但調查至今仍未見下文，使他有恃無恐；而警
方在今年1月曾以「參與非法集結」及「召集及組織非法集結」
罪名拘捕他，但卻遲遲未對他落案起訴和作出懲處。也因此，使
他繼續與李柱銘、陳日君經常會面，密謀於暗室，伺機新的反
撲。

彰顯法治 淪為空談
本港一位大法官日前強調，香港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具諷刺意味的是，「搞事四人幫」的陳日君近日自稱，自己
參與「佔中」，並已作了自首，但至今仍未被「拘捕」，因而他埋
怨「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陳日君這些風涼話，不是摑了這位大
法官一記耳光嗎？如此這般，香港的核心價值還剩幾何？彰顯法治
不是淪為空談了嗎？「佔中」一案究竟要拖到何時？
總之，本港司法部門對「佔中三丑」如何懲處，社會各界都在

關注，是嚴厲制裁，杜絕後患，還是為其開綠燈、撐保護傘，人
們正拭目以待！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研討會上表明，香港政治
體制不是「三權分立」，行政長官的地位是在中央之
下，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此言一出，
就像捅了反對派的馬蜂窩，嗡的一聲，群起而攻之。
老實說，以張曉明的身份地位，他的公開言論絕不會
毫無根據。

行政長官不是「冇王管」
事實上，基本法早有解釋註明。基本法第八十八條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
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
由行政長官任命。」這已經足以說明，行政長官的權
力和地位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否則何來任
命權呢？由此可見，張曉明的說法一點沒錯。反對派

將張曉明的講話歪曲為行政長官可以「冇王管」，或
凌駕法律之上，可說是隨意立罪，無限上綱。
即使是行政長官的權力和地位在行政、立法、司法

三權之上，也不等於「冇王管」，不過，這「王」並
不是香港的行政、立法或司法三權，而是中央政府。
因為，香港並非一個獨立的國家，所有權力都來自中
央政府，無論是行政長官或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
機構，都需要服從中央政府，行政長官受命於中央政
府，管治整個香港，所以，說行政長官的地位在行
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是無可非議的。說到行政長
官可凌駕於法律之上更是無稽之談，因為任何人無論
他的身份地位有多高，都要遵守法律，自古有云：
「天子犯法，與民同罪」，行政長官自然也受法律管
束。從過去的事實所見，行政長官不可能因其特殊地

位逃避法律監督，相反，法律對他們的要求比一般市
民更為嚴厲，其人如有任何行差踏錯，必然會被追
究，何況還有反對派在旁虎視眈眈。說行政長官可以
凌駕法律之上，不是譁眾取寵，就是有心人以「莫須
有」的罪名入人以罪。

真正希望「冇王管」的另有其人
張曉明的說話只不過要正本清源，讓反對派認識基

本法對行政長官的定義，根本無須過分解讀。不過說
到「冇王管」，令人擔心的並非行政長官，而是那些
口口聲聲強調「三權分立」的人。
眾所周知，中央政府已多次解釋過，香港並非獨立的

政治實體，所以「三權分立」並不存在。香港的政治現
實是，三權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是為了
香港整體利益，互相制衡是避免流弊的產生。可惜，
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將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制度
不問緣由地移植到香港，混淆概念，欺騙市民，對中
央官員的解釋充耳不聞，將基本法規定視同兒戲，這
才是真正的「冇王管」。其實，即使是英美等國，
「三權分立」也是有一定的條件限制的，如英國的國
會內閣制度，國會可以隨意修法立法，皇室也可廢，
任何事均可為，「三權分立」其實是國會惟我獨尊；
美國的「三權分立」，其實也是由執政黨主宰一切，

只要執政黨控制了國會及委任
自己人當法官，美國總統就名
符其實地變成「冇王管」。由
此可見，絕對的「三權分立」
是不存在的，也絕對不適合香港的現實環境。
諷刺的是，那些拚了老命去鼓吹「三權分立」，說行
政長官「冇王管」的人其目的正是想自己「冇王管」。
他們以為，只要「三權分立」，便可以無約束地利用手
上的權力，去進行不可告人的勾當。僥幸當上尊貴的議
員，便可以今日拉布，明日狙擊政府施政，拖延財政議
案，更嚴重的可以公然否定政改方案，將七百萬人的切
身利益和政治前途玩弄於股掌之中；也有些司法界人
士，動不動進行司法覆核，浪費納稅人的金錢，損害納
稅人的利益，甚至無視香港的社會現實，鼓吹香港「獨
立」，利用法律手段將香港拖進危險的深淵。
今日的香港，任何人都不可能隻手遮天，我們應該

對中央政府有信心，絕對無須擔心行政長官「冇王
管」。相反，若行政長官權力被架空，實行「三權分
立」，對普通老百姓毫無好處，惟一得益的只是那些
「冇王管」的政治野心家，他們可以擁有更多的權力
去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旦這些
人擁有更大的「反中亂港」空間，香港將永無寧日，
市民難以安居樂業，將墮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鼓吹「三權分立」才是「冇王管」
基本法早有解釋註明，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之上，否則其何

來任命權呢？但行政長官不是「冇王管」，首先，行政長官權力來自中央政府，這「王」就

是中央政府，其次，任何人無論他的身份地位有多高，都要遵守法律，不可能凌駕法律之

上。那些拚了老命去鼓吹「三權分立」，想架空行政長官權力的人，其目的是想自己「冇王

管」，他們以為只要「三權分立」，便可以毫無約束地利用手上的權力，擁有更大的反中亂

港空間。一旦讓他們得逞，香港將永無寧日，難再安居樂業，香港市民也必將受其所害。

劉 洋 香港禮德齊伯禮律師行航運部律師，2015年香港首屆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

香港應打造成為「一帶一路」仲裁中心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仲裁中心的優勢
在基本法保障之下，香港既是中國的

一部分，又是「一國兩制」體制下的特
別行政區，從而使香港在「一帶一路」
沿綫國家和地區中擁有獨特地位。自
1997年回歸祖國以來，香港繼續保留了
廣為全球商業社會所熟知的普通法體系
與制度，並通過中立、專業和高效的獨立
司法系統維護了法治傳統。根據
《2014-201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
的司法獨立指數在全球位居第五，亞洲第
一，而在有效解决爭議制度方面更是在
144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三。同時，香
港法院高度支持仲裁，從2011年至今未
拒絕執行任何一例仲裁裁决。而與仲裁相
關的上訴案件則由高等法院專職聆訊仲
裁的法官負責，保障了法院對仲裁案件
審判的專業水準。
在2011年6月生效的《仲裁條例》，

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
裁示範法》為基礎，全方位發揮仲裁優
點，被國際公認為全球有關仲裁法規中最
優秀的法例之一。經過2013年和2015年

兩次修訂，《仲裁條例》更臻完善，成為
保障和鞏固香港作為便利仲裁法域地位的
基石。同時，通過《紐約公約》以及和內
地與澳門分別簽訂的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
安排，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在全球超
過150個國家和地區得到承認與執行。值
得一提的是，除了伊拉克，「一帶一路」
沿綫國家均是《紐約公約》的成員。
此外，現有的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已達

世界級水平，為在香港進行的仲裁提供經
濟且高效的服務，這些都為香港成為「一
帶一路」仲裁中心打下了良好的現實基
礎。另外，香港法律業的一大優勢特色就
是擁有大量可以熟練操兩文三語，了解中
西文化，具有處理國際海商事豐富經驗的
仲裁員和律師等專業人員。與此同時，
「一帶一路」建設中所涉及的商業項目，
例如基建、融資、大宗商品交易、海上運
輸等，香港亦擁有大量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的專業人士，可以在仲裁中提供相關專業
服務。

牽頭草擬「一帶一路」仲裁條款 確立香港地位
在內地企業「走出去」以及外國企業

「走進來」的過程中，都需要面對國際商
貿規則及不同的法律環境，這就需要這些
企業具有較强的風險管理計劃。香港法律
業恰好可以為這些企業提供專業且多元的
服務，例如應對外地的投資法律要求，處
理境外投資，化解併購風險，有效保障海
外投資資產及解决國際商貿糾紛等。因
此，最重要的就是向這些企業積極推廣香
港在仲裁和調解等爭議解決方式上的優
勢，令其對在香港進行仲裁和調解等爭議
解決服務多加了解。
交易雙方在簽訂合同時，一般都會以

仲裁或爭議解決條款的方式決定在何處
解決合同爭議。交易雙方當然都希望在
自己熟悉的地方進行仲裁。但是，當
「一帶一路」相關商貿投資的交易雙方
對仲裁地各持己見的時候，香港因其特
區地位及普通法制度，顯然對他們具有
無可比擬的天然吸引力。因此，香港應
該儘快牽頭草擬「一帶一路」仲裁示範
條款，將香港確定為涉及「一帶一路」
商貿項目的仲裁地，從而確保香港成為
「一帶一路」交易各方解決合同爭議的
首選。

無論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還是外國企業「走進來」，兩者在東主國進行投資合

作經濟活動時都需要面對不同的國際商貿規則及法律環境。未來隨着「一帶一路」建

設的逐漸深入，各國間大量的商貿往來無可避免將引致紛繁複雜的合同爭議與糾紛。

香港若能發揮制度優勢，憑藉在國際法律及解决海商事爭議方面的豐富經驗，完全能

夠借助國家發展策略的東風，為沿綫地區間的商貿糾紛提供法律服務。如此既能為本

港法律界發掘龐大商機，更可趁勢將香港打造成為區域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海商事仲裁

與調解中心。 ■劉 洋

北京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
閱兵儀式上，習近平主席宣佈中
國將裁軍30萬。相對於鄧小平裁
軍100萬，江澤民裁軍50萬再20
萬，這次數量不算多。但是，筆
者認為，看這次裁軍不在於數
量，更在於質量，這次兵員的減
少事實上將涉及軍隊編制和指揮
體制的改革。而這，正是十八大
提出的中國新軍事革命的核心內
容。可以說，裁軍30萬將起到倒
逼軍事改革的作用。
1985年，時任中央軍委主席

的鄧小平決定裁減軍隊員額100

萬，震驚全球。1997年9月，江
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宣佈，在3
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50萬。到
2003年9月1日，江澤民宣告：
2005年前再裁減員額20萬。這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解放軍進行
的第十次重大精簡整編，完成
後軍隊員額降至230萬。習近平
這是第十一次大裁軍，完成後
解放軍總數為200萬。
精簡是為了強軍，不少人將

目光放在文工團，其實即使撤
銷軍隊文工團，又能砍掉多少
人？要裁30萬大軍，不動到野

戰軍，不動到大機關，其實是
不可能完成的。自然，到底裁
哪個部隊，裁掉哪些機關，都
必然涉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由
此，充分看到裁軍30萬的倒逼
改革作用。
在信息化現代戰爭時代，打
的是高科技、「看不見敵人」
的戰爭，保留過多的陸軍步兵
顯然是過時。而裁軍減人頭
費，可以使有限的軍費集中用
於適應資訊條件下作戰的新裝
備要求。有人說，中國國土遼
闊，沒有一定數量兵員是不足
以應對。其實，目前中國大型
運輸機和高鐵的發展，兵力機
動投放的能力大大提高，東北
的野戰軍可在一天之內調到南
方，不再需要像過去那樣分兵
把口。軍隊數量由規模型向品
質效益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
技密集型的轉變，是人民軍隊
發展的必由之路。由此，新軍
事改革對軍隊規模的要求是合
理、適度、夠用。
中國這一輪新軍事改革，關
鍵點在於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
革，要着重解決在信息化作戰
條件下指揮和管理體制的矛盾
和問題。目前，得到相當共識
的是，中國軍隊的指揮和管理

層次過多，從總部到大軍區，
到軍師團營連，一級一級下命
令，費時誤事。美軍擊斃本拉
登，奧巴馬和軍方最高層可直
接看到及指揮到單兵。因此，
裁減和改革大軍區體制，不能
不擺到議事日程。
再就是，為適應現代高新武
器作戰，各軍兵種的合成是提
高戰鬥力的重要一環，現實向
中國軍隊提出了陸海空三軍一
體、二炮等諸兵種一體以及全
系統一體合成指揮的新要求，
過去各自為政、各立山頭的傳
統觀念、傳統模式必然要被打
破。可以想像，這次裁軍 30
萬，若然是適應新軍事變革，
必然涉及數以萬計的將官校
官。可能裁掉一個大軍區，就
要有近百將官和數千校官轉
業，成為老百姓。
筆者相信，如果先去討論如何

定編，才去決定什麼機關什麼部
隊需要撤銷，將是費事費力。相
反，中央軍委先是大刀一揮，裁
軍30萬，然後再去定編，反而減
少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相
信，這次裁軍30萬完成後，中國
軍隊以新體制編制出現，戰鬥力
的提升不可估量。

裁軍三十萬倒逼新軍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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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宣佈裁軍三十萬，傳遞了維護和平的決心與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