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對港最好
譚惠珠：國家絕不會在2047後失港主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

大玩文字偽術，將「五十年不變」演繹

成2047年是香港的「大限」，從而推動

「前途自決」。民建聯昨日舉行關於

「一國兩制」的圓桌會議，講者之一、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強調，

「一國兩制」是對香港最好、最理想的

安排，有信心香港在2047年後繼續實行

「一國兩制」，國家也不會在2047年後

失去香港主權。她又呼籲港人不要因懼

怕來自內地的競爭而大搞「本土」、否

定「一國」。

20162016年年55月月111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2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鄭世雄

民建聯昨日舉行「新願景 新希
望」圓桌會議，探討「一國兩

制」的落實情況。圓桌會議由民建聯
副主席張國鈞主持，講者包括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及陳弘毅、前
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程介南、團結香
港基金副總幹事李浩然、「新思維」
主席狄志遠和「民主思路」召集人湯
家驊。

「一國兩制」是盾非矛
譚惠珠發言時表示，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其中聯合
國在1972年通過決議，提到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後不會獨
立，會回歸中國，而經過中英雙方談判及簽署《中英聯合聲
明》後，香港主權誰屬在國際上非常清楚，《聲明》也廣獲港
人接受，故中國不會在2047年後失去香港主權。
她強調「一國兩制」是對香港最好、最理想的安排，有信心
香港在2047年後繼續實行「一國兩制」，又指自己是香港的
「大好友」，相信高鐵及港珠澳大橋通車後，香港經濟會騰
飛。她認為港人要明白「一國兩制」是保護香港生活方式及社
會制度的盾，而非攻擊內地制度及政治架構的矛，港人應該要
熟悉這遊戲規則。

莫因怕競爭搞「本土」
譚惠珠又指，內地每年有700萬名大學生畢業，只要有百分

之五是學貫中西、具雄心壯志的精英，已經是一股不得了的力
量，而她已在中環、金鐘的商廈內，見過不少以流利英語與外
國同事交談、甚至跟他們工餘消遣的內地人。她希望港人裝備
自己、迎接競爭，認為如果因怕競爭而要搞「本土」，維護
「兩制」並否定「一國」，將會是最大的損失。
她更建議港人在互諒互讓、互相尊重下，盡量與中央政府溝
通，強調中央是願意聽意見的。但是，當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邀請
立法會議員飯局時，有些人拒絕出席；邀請議員去上海就政改交
流時，「有些人去，有些人不去，有些人去了派傳單不開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來港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時，「他還未開聲，已經有一批人拿着橫額在嘈。」

基本法吸收港人意見
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譚惠珠憶述，香港基本法起草過
程經過「三上三落」，每次小組會議都有向傳媒介紹要討論的
問題，也從諮詢委員會吸收港人意見，最後香港基本法頒佈
時，英國、國際社會及港人都是接受的，「如果有人認為（香
港）基本法起草沒有港人參與，這是和歷史事實不符。」
她認為，香港基本法除了就國家安全立法的第二十三條、普
選特首的第四十五條及普選立法會的第六十八條仍未落實外，
其餘條文都得以落實，「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她指二十三條
立法及雙普選「暫時有個休止符」，可能要過了這兩年、待社
會處理選舉問題後，才可冷靜和集中精神解決。她又提到，香
港的行政主導未達到香港基本法希望落實的程度，甚至漸漸變
成「選舉主導」，主因是行政立法關係緊張。

圓 桌 會 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庭佳）針對反對派拿「五
十年不變」這句「捉字
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陳弘毅昨日表示，從
法律觀點來看，香港基本
法並沒有寫到2047年就失
效，而一部法律若沒有失
效條款，就會繼續有效，
直至法律被修改或廢除為

止，「如果到2047年，什麼也沒有做，人大沒有修
改或廢除（香港）基本法，我們就繼續用（香港）基
本法，很簡單，沒有2047的問題。」
他解釋，香港基本法第五條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
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
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由於絕大部分的香
港基本法條文都是來自《中英聯合聲明》，第五條就
是來自《聲明》的第三款第十二條：「關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
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

「兩制」之外選項只有「一制」
對於為何是「五十年內不變」，陳弘毅指中英談判

期間，英方要求中方承諾香港是特別行政區，實行
「一國兩制」，在五十年內不變。
至於香港有否「一國兩制」外的選項，陳認為就只
有「一國一制」，強調「一國兩制」到現在仍是最佳
選項，符合港人利益，而「一國兩制」不是理所當然
的，而是特殊安排。他又指當時「一國兩制」的設
計，也沒有排除在2047年後繼續實行的可能性。
他說，香港基本法賦予自治範圍內某些「本土」

價值及政策，例如優先考慮香港居民利益、保留現
有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完全有可能實現，而且值得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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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正視矛盾 了解成因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目前香港社會確實面對不少矛

盾，要懂得與矛盾相處，了解方法及成因，正視矛盾。
近年香港面對的政治衝突和困局，很大程度是因為未能
處理好這些矛盾。「自決」甚至是「港獨」不是解決問
題的辦法，而是一條通往災難的路，最終只會賠上全港
市民的利益。要突破目前的政治困局，就必須回到基
本，回到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務實理性地加強溝通，增進社會各方的互信，為政制發
展的重新起步創造條件。

譚耀宗：「一國兩制」最合港情
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有年輕人稱自己當年無份參
與起草，而不承認香港基本法，這是不行的，但可以探
討落實情況，而且當香港基本法頒佈時，香港社會雖然
不是一片唱好，卻是普遍接受。既然「一國兩制」最適
合香港，而且已有19年基礎，那就一心一意做好它。

周浩鼎：隔絕內地 港失優勢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一國兩制」是最佳選項，對

香港及國家都好，而「港獨」根本不是選項，違反香港
基本法第一條，也沒有可行性。外商一直認為香港是通
往內地的大門，而這也造就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如果
香港大搞分離主義，與內地完全隔絕，會失去這優勢。
持不同意見者可以不是朋友（friends），但也不應是敵
人，至少也應是「acquaintances」（認識的人），保持
良好關係。

顏汶羽：求同存異 共商港事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圓桌會議的精神在於平等對
話、互相尊重，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能以這種精神，抱有
更大胸襟，求同存異，共商港事。程介南憶述香港基本
法起草時，提到找出「無人滿意，但大家接受」的方
案，我對此感受最深。這就是妥協，這就是政治，而這
正是香港現時缺乏的。 ■記者 陳庭佳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提到，港
人對香港基本法的尊重不及本地法律。此話
不假，反對派、「本土派」、「傘兵」、
「港獨」分子紛紛提出違反香港基本法的
「前途自決」甚至「獨立建國」，雖然未有

廣獲支持，卻也不乏叫好聲，在旁「剝花生」者更不計其
數。此外，如「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人民不會違
憲，政府才會違憲」等歪論，在一些港人眼中卻相當入耳。

誰之過？提出違反香港基本法主張者，包括有黨員提出
「自決」、湯家驊的舊東家公民黨。公民黨號稱「大狀
黨」，卻提出如此主張，豈不是知法犯法，再慫恿他人參
與？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當年因為反對派不惜代價
反對而未成事；香港基本法賦予港人的雙普選，又被包括
公民黨在內的反對派否決了，因此香港基本法仍未全面落
實。或許正因為如此，部分人習慣性地對基本法選擇性尊
重——對己有利的尊重，對己不利的無視。長此以往，禍
害無窮。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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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尊重基本法
禍害無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圓桌會議也
有邀請「中間派」人士，其中「民主思
路」召集人湯家驊直言，香港人現時對香
港基本法的尊重不及本地法律，「在街上
吐痰會覺得好唔應該，但對與（香港）基
本法出現矛盾的主張就會沒所謂」，建議
特區政府設法增加香港基本法的公信力及
認受性，如在本地設立香港基本法諮詢機
構，讓市民發表相關意見。

他又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存在及成長以來唯一而最重大
的妥協，以維護及保留「兩制」來換取香港的回歸，質疑有人不
尊重「一國兩制」當中妥協的精粹。他更留意到近期有年輕人嘗
試以殖民統治時代的舊有思想，解決今天香港面對的困境，並指
香港回歸19年來矛盾多於妥協，到了現在矛盾更已威脅到「一
國兩制」的成功落實。

狄志遠：「自決」不可取
「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就認同，做好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佳出路，因為
此方針維護了香港的權利，又認為所謂
「自決」在主觀及客觀上皆不可取，客
觀上中央政府不可能放棄國土的完整
性，自己則主觀覺得港人並不想真的
「獨立」。

湯家驊稱港人欠尊重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文
森）香港基本
法起草期間，
曾出現20多個
政制方案，最
後由「武林大
會」大幅收窄
範圍。時任香

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政制專題小組召
集人之一的程介南，昨日慨嘆現時社
會欠缺當時的求同存異精神，又想
起當時召開「武林大會」討論政
制，懷緬當時人人「不滿意但接受」
的妥協。
他以一盤生意來比喻「一國兩

制」，指沒有一方有能力可以獨攬，
要「合資」各方找出最大公約數，又
指港人若在回歸後只得一種思維，就
不需要「一國兩制」。他認為愛國的
定義應包容對「一國兩制」不同的觀
點，也要容許香港社會主流意見有別
於中央政府的看法，若「通街敵人」
則難以成功。

程介南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好
的路線，現時最重要是將方針重新納入
正軌，令方針「唔好走樣」，並批評
「港獨」不可行、不合情理，沒有討論
的空間，呼籲社會不要當2047年是
「大限」，否則會造成自我應驗。

李浩然：應與內地融合分工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香港基本

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指，部
分港人與中央缺乏互信，是回歸十多
年來所發生所有事的背後原因，認為
部分港人因為歷史因素而對中共有仇
恨，亦因為內地力量逐漸壯大而產生
恐懼。他呼籲港人不要視「一國兩
制」為絆腳
石，而應視
之為發展基
礎，從而利
用本港強大
優勢與內地
融 合 及 分
工，為發展
尋求突破。

程介南嘆社會漸失包容精神

民建聯：「港獨」通往災難

■■民建聯昨日舉行民建聯昨日舉行「「新願景新願景 新希望新希望」」圓桌會議圓桌會議，，社會各界社會各界
領袖精英共同探討領袖精英共同探討「「一國兩制的落實一國兩制的落實」。」。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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