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港人」身份描述非對立
學者籲多了解中史「一國兩制」建多元並存認同

自從違法「佔領」以來，偏激思想、
不守法的風氣在部分激進年輕人之間蔓
延，終出現有人高舉「港獨」的旗幟。有
「港獨」組織高喊「武力革命」，聲稱要

集結「志同道合」者推翻政府，固然必須警惕；同樣令
人擔心的是，有部分參政組織轉換手法，以似是而非的
論調，試圖軟銷「暗獨」的手法。

在鼓吹「港獨」的組織中，有部分「明刀明槍」，聲
明要「以武制暴」去搞「香港獨立」。這些組織的確令
人擔心，特別是在旺角暴亂後，這些激進派利用無牌小
販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組織、煽動激進年輕人掟磚、
縱火，已顯示他們並非「傳統反對派」所說的，只是
「講吓」。

「浪漫化」向青年洗腦
雖然，香港主流民意並不支持「港獨」，但這些激進

組織將暴力「浪漫化」，例如說什麼「生於亂世，有種
責任」之類，吸納了一定數量的激進年輕人，更洗腦式
地向他們灌輸行事不顧後果的思想，對香港穩榮穩定的
破壞力極大。

儘管有部分組織未有「開宗明義」搞「明獨」，但這
些組織同樣危險，或許更危險的是他們通過一些似乎不
如前者般具殺傷力，「扮理性」，借用一些似是而非的
理論，去建立「港獨」 的「理論基礎」，而近期最熱門
的就是所謂「自決論」，包括傳統反對派中青代、「香
港眾志」、「青年新政」甚至「熱普城」，都以所謂

「自決」、「公投」為賣點，實際上就是為「港獨」埋下種子。

「獨種生根」後患無窮
「明正言順」要武力「明獨」的團體，還可以通過法律去制

裁，但這些「暗獨」更令人防不勝防。因此，政府在依法制裁
吹捧「武力革命」的「明獨」分子的同時，也必須趁這些「暗
獨」分子開始宣揚其理論時，主動篤破他們刻意歪曲事實、硬
推所謂「自決」的荒謬言論，同時必須加強年輕人對香港基本
法的了解，否則「暗獨」的種子播下，香港社會將後患無窮。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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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部分年輕人

近年經常自稱「香港人」，拒絕承認他們是「中國

人」的根本事實，有人更開始鼓吹所謂「中港區

隔」、「港獨」等激進思想。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

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兼職研究員、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訪問學者李浩然昨日表示，「中國人」

及「香港人」並非對立的身份描述，香港年輕人須

要多認識國家歷史及「一國兩制」的法理基礎，建

構出「中國人」及「香港人」並存的多元、沒有衝

突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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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成立的「香港眾
志」圖以「公投」暗地鼓吹「港獨」。香港科技大學經
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昨日批評，
明知「港獨」行不通還要繼續討論，將為社會帶來大量
不明朗因素，令外地及本地投資者卻步，內地也會避免
在金融業上過分依賴香港而轉向其他地方尋找出路，香
港的生存空間和政治地位屆時將被大大削弱。
「香港眾志」副主席黎汶洛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承認香港沒有「獨立」的條件，但又聲稱該黨不會逃避
「港獨」的議題，更聲稱「通過投票前後的理性討論可
以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雷鼎鳴批評，明知「港獨」

行不通還要繼續討論，將為社會帶來一大堆不明朗因
素，甚至帶來嚴重後果。

令內地減依賴「避險」
雷鼎鳴解釋，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背靠一個全世界發

展最快的國家，但這個國家一旦變成「敵國」，外來投
資者不會再進入香港，同時本地資金也會流失，因為哪
怕「港獨」可能性低得只有1%，若投資者計劃進行長
達數十年的長線投資，極低的可能性都會成為巨大風
險。
他坦言，目前內地在經濟發展上很倚重香港，故香港

在政治上還有討價還價的能力。他舉例說，倘香港基本
法遲20年制定，內地對香港經濟沒那麼依賴，對香港
有利的條文將會大大減少。若反對派繼續鼓吹「港
獨」，內地會避免在金融業過分依賴香港，香港的生存
空間和政治地位都會被削弱。事實上，中央在前海設立
了自貿區，反映「鼓吹『港獨』已經出現後果了」。
黎汶洛其後被問到何以會認為「獨立公投」可以解決

民生、社會問題時稱，民主和民生不能分開，而「公
投」可讓市民共同制定政策，「實現民主。」雷鼎鳴反
駁，政制和民生的關係相當複雜，不一定成正比，例如
比較香港和新加坡，根據數據顯示，香港民主和自由程

度高過新加坡，但快樂程度則比新加坡低得多，故政制
並非單一因素。

「劣質民主」恐引發民粹
雷鼎鳴坦言，不要說「港獨」，就算實現「一人一

票」也不一定能解決社會問題。有很多人想得很簡單，
指稱「民主」就可以解決一切，但解決社會問題是一個
很複雜的過程，「民主」並不是萬應靈藥，例如不能解
決貧富懸殊，也無法解決地價貴的問題。同時，民主也
有「優質民主」和「劣質民主」之分，而「劣質民主」
很容易搞出民粹，屆時將「難以自拔」。

雷鼎鳴：推「獨」港將失優勢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昨日舉
辦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二十六

周年研討會，主題為《國家體制與國
際視野》，邀請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及中聯辦副主任楊健等任主禮嘉賓。

「阿燦」襯出發哥英俊為例
研討會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
擔任主持，清華大學法學院兼職研究
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學者李浩
然，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政策研究
室主任陳雯，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
州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光南，及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預
備工作委員會及籌委會委員王英偉擔
任演講嘉賓。
李浩然在研討會上發表題為《從香
港的身份認同看國家體制發展歷史和
「一國兩制」》的演講時坦言，「身
份認同」並非必然，不是每個人一出
生就有，而是一個「構建出來的比較
過程」。他以無綫電視劇集、由周潤
發和廖偉雄主演的《網中人》為例，
指劇中人物來自內地的「阿燦」對構
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起着推動作
用：「如果無『阿燦』，就不會覺得
發哥英俊瀟灑。」

英殖不欲港人有身份認同
香港近年有部分人將「中國人」及
「香港人」區分開來，李浩然指出，
香港在回歸前被殖民統治，令港人缺
乏國家認同，只有文化認同，才會衍
生所謂的「中國人」及「香港人」比
較，「因為英國人不希望香港人有英
國的身份認同，也不希望有中國人的
身份認同，因為這會對整個殖民統治

不利。」
他強調，

將 「 中 國
人」及「香
港人」區分
是不合適也
沒 有 意 義
的，「中國
人和香港人
本身不是相
對的身份描
述，也是具重複及很隨便的比較。如
果有意義的比較，應該是你是香港
人，還是廣州人、上海人，這個平等
層次的比較才是有意義。」

年長一輩對國家較有感情
李浩然坦然，目前全世界的年輕
人都對自己出生及成長的社區有很
強烈的認同感，故要建構香港年輕
人對國家的身份認同，不能單靠鼓
勵他們看國家近年的發展成就，而
是要多認識國家的歷史，建構出
「中國人」及「香港人」並存的多
元身份認同，「其實很多（香港
的）年長一輩年輕時，國家的發展
水平比現在低很多，亦都窮很多，
但可能對國家的感情或認同是比現
今的年輕人高。」
他又強調，法律在構建國家認同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香港回歸以來主
力強調「兩制」下的獨特性，令國家
憲法在港的適用問題、香港在國家體
制中的位置等出現缺位，故呼籲香港
市民深入了解「一國兩制」的法理基
礎，尤其是香港基本法和國家憲法間
的關係。

李宗德：「獨」損法治削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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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將於下月來港出席「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政策研究室主任陳
雯昨日指出，「一帶一路」國
家戰略是開放包容、合作共贏
的系統工程，香港應發揮「超
級聯繫人」角色，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的建設，為「中
國夢」實現更良好的外部環
境。
陳雯昨於紀念香港基本法頒
布二十六周年研討會上談到國
家的外交和發展方向。她表
示，中國一直保持獨立自主和
平外交方針，與世界各國共同
建立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取
得顯著成果，「中國已經與七
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不同形
式、不同程度的夥伴關係，包
括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應對
氣候變化、伊朗核等問題，中
美雙方友好合作。」同時，中
國和歐洲合作打造和平、增
長、改革和文明「四大夥伴關

係」，建構全球夥伴網絡。
陳雯介紹道，「一帶一路」

國家戰略既有歷史底蘊，也有
符合時代的需要，意義重大、
影響深遠。作為一個開放包
容、合作共贏的系統工程，
「一帶一路」不限於個別領
域，而是包含了政治、經濟、
文化的交流合作。
她說，香港是國際大都市，
也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不但
具備國際視野，更擁有「一國
兩制」的優勢。香港應發揮
「超級聯繫人」角色，積極參
與「一帶一路」的建設，為
「中國夢」實現更良好的外部
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基本法將「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等重要方針法
律化及制度化，為香港的經濟、社
會、法治、民生等方面提供穩定的
基礎，但近年卻出現所謂「公民抗
命」。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
席李宗德批評，有關言論扭曲法治
觀念，將削弱香港競爭力，更憂慮
影響香港青年人的長遠發展。
李宗德昨日在研討會上指出，香

港基本法確保了香港繼續法治傳
統，保障了港人民生、自由，而香

港在國際法治指標上也有很高的排
名，但近年經常有人聲稱要以「公
民抗命」來「對抗社會不公」，屢
次挑戰法律制度，令人擔心香港的
法治水平正在下降，更會削弱本港
競爭力。
他強調，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是本港成功基礎，有賴市民依
法守法，及以和平守法形式表達意
見以謀求共識。

「港獨」歪風影響年輕人發展
李宗德指出，國家推行的「一帶

一路」乃香港發展的契機。由於本
港與內地「近水樓台」，港人應該
抓緊發展機會，培訓更多人才迎接
機遇和挑戰，但社會不斷陷入爭
拗，甚至有人鼓吹「港獨」，擔心
會影響年輕人發展。
他提醒，內地與香港在經濟、法
律、社會制度均不同，在「一國兩
制」下，港人應尊重國家，同時要
明白「兩制」，全面確保「一國兩
制」不走樣、不變形，堅持「一
國」原則，相信無論發生任何問
題，香港一定會得到國家的保障。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昨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昨
舉辦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二十舉辦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二十
六周年研討會六周年研討會，，袁國強及楊健袁國強及楊健
等主禮等主禮。。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王英偉：基本法穩港不可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港獨」分子近期經常散佈指
「香港獨立」才有「出路」的言
論，更稱要修改香港基本法以發
動「自決公投」。原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王英偉強調，制定基本法
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不能動搖，又提醒香港與內地乃
「命運共同體」，港人必須要有
共榮共辱的「共同心態」，否則
只會「唇寒齒亡，頭破血流」。
王英偉昨日在一個研討會上

表示，近年有不少「港獨」分
子聲稱要修改香港基本法，進
行所謂「自決公投」，企圖推
動「獨立」。倘要修改基本法
要先得到公眾共識，但相信即
使超過十年也無法達到。
他指出，中英兩國當年簽署

《中英聯合聲明》，根本沒有
任何餘地讓香港人「自決公
投」。當時主流民意認為，在
沒其他選擇下，大部分人選擇
《中英聯合聲明》，希望起草
基本法時解決所疑慮的問題。

回歸後制度獲保障
王英偉續說，香港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自1985
年開始花5年起草及諮詢，是為
了解決香港市民當年對回歸的
疑慮，故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
殖民統治時期的制度，包括以
英語為官方語言、獨立的法
制，及無需向中央交稅等，而

這些都得到基本法保障。
他坦言，當年香港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無法得知三十年後的社會
及經濟情況，但基本法是憲制性
文件，更是一種維持香港繁榮穩
定的精神，不能動搖。

須與內地共榮共辱
他強調，香港與內地是「命

運共同體」，要有共榮共辱的
「共同心態」。香港雖有「一
國兩制」這個特殊條件，但要
有與內地「共同心態」，否則
只會「唇亡齒寒，頭破血
流」，而遵守基本法乃守護香
港最好的方式。
王英偉認為，香港近期經濟

轉差，但仍有許多優勢，港人
不應妄自菲薄，搞亂香港，要
以包容及和諧等本港的核心價
值，疏導社會矛盾，並呼籲年
輕人處事切忌急進，保持耐
性，用愛國愛港的心態、和平
理性的方式改善制度，把握
「一帶一路」等機遇尋求自身
發展。

■陳雯在會上發言。 莫雪芝 攝

■李浩然 莫雪芝 攝

■李宗德 莫雪芝 攝

■■王英偉王英偉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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