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貫徹「一國兩制」不動搖 香港發展續放異彩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讚揚「一國

兩制」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及挑戰，中央對「一國兩制」的

信心及決心都絕不會動搖。回歸以來，中央一直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忘初

心，持之以恒。中央堅定落實「一國兩制」的誠意不容置疑。習近平主席再次強

調中央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和立場，以高瞻遠矚、統領全局的眼光，為香港

發展勾畫宏偉藍圖。香港各界更應充滿信心，攜手合作，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使這個引領香港發展的核心方針繼續大放異

彩。

不忘初心落實「一國兩制」
近期中央領導人在不同場合，不斷強調「一國兩制」
初心的意義。只有明確「一國兩制」初心，才能持之以
恒，不斷前進。這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一國兩制」方
針的提出，是以香港的平穩回歸為最初目的，香港順利回
歸後，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僅是中央政府、特區政
府的職責，也是全體港人的責任；二是，「一國兩制」保
持香港原本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不變，是香港利益的最大

守護者，任何以「本土」為藉口、實質搞「港獨」，企圖
挑戰「一國兩制」的行為，都是偽命題，是破壞「一國兩
制」，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香港各界必須清楚認識，在維護「一國」的大前提

下，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但是這個「自治」不是完
全自治，必須尊重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是中
央政府一直以來秉承的原則。「一國兩制」的內涵，也
是先有「一國」，然後才有「兩制」，離開「一國」的
「兩制」沒有生命力，只會造成混亂，走入死胡同。

習近平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再次指出「一國
兩制」的重要意義，強調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
戰，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顯示
出中央對實現「一國兩制」最堅定的決心，又一次給港
人吃了「定心丸」。中央立場和原則如此堅定，無論遇
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的方針，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從未改
變過，也不會有任何的動搖。
中央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行政長官和特
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職責。香港未來的發展，
也將繼續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這些都顯示出，香港未
來的建設和發展，都會繼續得到國家強有力的支持，只
要港人保持和發揮過往的拚搏精神，找到「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的結合點，東方之珠就能夠應對挑戰，克服
困難，再創輝煌。

攜手支持政府 充分發揮優勢
香港回歸19年所取得的成就證明，「一國兩制」是

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制度基石，是最適合香港的正確之
路。社會各界在總結香港發展的經驗時，除了要貫徹

「一國兩制」初心不變，更要從大局出
發，堅定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
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同時，
社會各界也要看到，香港目前所遇到的
問題，是「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新
情況，屬於技術層面問題，關鍵在於採
取何種方式解決。事在人為，各界只要
嚴格堅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求同存異，凝聚共
識，任何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
日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接受媒體專訪時，也就「一國
兩制」的問題發表個人的看法。梁振英指出，「一國
兩制」落實得很好，在執行期間碰到一些新問題，港府
就會解決，又稱在本港與內地關係上有時會面對兩難的
處境，但強調要「港人優先」。本屆特區政府致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取得初步成效。但也要看到，特區政
府施政遇到一些阻力，高度自治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
揮。社會各界應該積極支持、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充分
發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獨特優勢，把「一國兩
制」事業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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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連串大學生衝擊其大學校董會的事件都涉
及學生暴力行為，涉及的大學包括香港大學、嶺
南大學、浸會大學，情況使人擔憂。學生會成
員、校外人士及一些激進組織成員衝擊屢見不
鮮，他們粗言穢語，叫囂謾罵，兇神惡煞，有人
還穿上黑衣、戴上口罩遮面，與在場保安發生激
烈肢體碰撞，有保安因而受傷血流披面，社會公
眾嘩然。大家質疑，這些是受高等教育的大學
生，還是黑社會流氓？這些激進的大學生，就像披着知識分子外
衣的魔鬼，只要高舉他們所謂正義的旗幟，就可以為所欲為，甚
至使用暴力，這樣對社會危害甚大。
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是，校方往往不報警求助，也沒有發出聲明

追究責任，只有循例譴責，給大眾的感覺是軟弱，向暴力屈服。
正正因為各院校如此「包容」的作風，使得學生膽子越來越大，
衝擊已變成常態。學生以為只要高舉民主自由的旗號，就可以無
視校規、無視法律、橫行無忌，好像大家奈何不了他們。更可悲
的是，組織者竟得意地接受傳媒訪問，大言不慚聲稱行動早有預
謀，還以「制度暴力」受害人的身份強詞奪理，指使用暴力迫不
得已，將暴力衝擊者美化為「義士」，顛倒是非黑白，言行令人
側目。
究竟何謂大學？社會對大學生有何期望？《大學》開篇明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意思是說，大
學的宗旨在於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於使人能除污染而圖自
新，在於使人精益求精，達至最完善的境界。大學生是社會的棟
樑，是香港未來的主人翁。大學除了傳播知識以外，亦是培養品
德的地方，我們社會需要德才兼備的人才，有才無德只會損害公
眾利益，危害社會安全。
近年香港社會風氣改變，以往年輕人對政治冷漠，近年卻變得

越來越熱衷。部分參與政治的年輕人，完全不是理性討論，只有
惡形惡相地批評，盲目衝擊，粗言謾罵已是家常便飯。他們激烈
行為背後的原因，除了吸引傳媒眼球，更要迫使大學領導層妥協
屈服。那些激進學生以為追求所謂的自由和公義，就可不遵守法
律、不守校規，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損害他人利益也在所不惜，
這顯然是「佔中」後未有嚴厲執法所造成的後遺症。
筆者認為，各大學管理層應拿出勇氣，認真思考要培育什麼樣

的大學生，重新審視現時有關大學生違反紀律的罰則並加以執
行，按照其嚴重性採取停學、開除學籍、不頒授或撤銷學位等措
施，才能使大學運作重回正軌。對於違法的學生，例如干犯刑事
毀壞、非法禁錮、毆打甚至傷人等刑事行為，就應立刻報警求
助，絕對不能姑息。培育下一代成為有品德的知識分子，才能真
正貢獻社會，才符合大學「明明德」之道。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自前國家
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至今，國家
每一任領導人都嚴格按照憲法及基本法辦
事，堅定不移地支持該制度在港的貫徹落
實。事實也告訴我們，「一國兩制」方針構
想是最適合香港走的道路。
回歸初期，「一國兩制」讓香港在政治
上實現平穩過渡，促進國家改革開放，成就
舉世矚目。回歸後，香港歷盡金融海嘯及
「沙士」疫情等挑戰，在經濟低迷時期，國
家作為香港堅實的後盾，支持港人渡過難

關，大部分市民都能感受到國家的厚愛。
隨着社會變得複雜，香港要長治久安的

不二法門，就是依照基本法及「一國兩
制」。奈何，不少反對派政團單單為自身
利益，配合境外勢力，妄加指責國家；甚
至提出「港獨」、「自決」等，誤導、煽
動年輕人，製造意識形態分化，引發香港
混亂。
近年，激進反對派更變本加厲，把暴力

衝擊粉飾為「勇武抗爭」，伺機挑起事端。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視察香港

時也叮囑港人，如果拋棄了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香
港必亂無疑；香港亂了，大
家跟着一起埋單。
我們必須反躬自省，認清

香港有今天的成績，離不開「一國兩制」的
基石。尤其是當今國家發展舉足輕重，香港
要「近水樓台先得月」，關鍵在於凝聚正能
量，維護法治和契約精神，保持專業水平和
操守，共同守護香港打造和國家的命運共同
體。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施政匯報實事求是
梁振英特首7月5日發表他上任後的第4份「施政匯報」，向社會報告他工作的

進展和成果，讓大家監督。社會主流民意和媒體普遍認為：「匯報」實事求是，4
年的政績值得肯定；而斐然的政績，表達的是梁特首愛港的初心。
「匯報」以「改善民生，創建未來」為主題，涵蓋經濟、創新科技、房屋及交通

運輸、土地發展、扶貧安老助弱、教育和青少年發展、環保及保育、醫療衛生、文
康市政及地區行政9個範疇進行匯報和說明，較少涉及政治，更不談派別爭拗，也
沒提未來選舉之事。這就表明：過去4年以梁振英為特首的特區政府，是依照中央
的「集中全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
諧」這32字方針去做，施政方向正確。
「匯報」以「改善民生」為綱，以具體數字為證，分別是：
土地發展及房屋方面：150幅具房屋發展潛力中，53幅已完成法定圖則修訂程

序，可提供66,100個住宅單位；2015/2016年起5年內房委會和房協可落成97,100
個公營房屋單位，截至2016年3月底，預計未來3-4年一手市場供應量有92,000
個，創2004年9月以來新高。
扶貧安老助弱方面：2016年4月底，領取綜援個案已下降至242,308宗，是14年來

新低；2016/2017年社福開支662億元，佔政府經常性開支19﹪，與2012/2013年比
較，福利開支大增55﹪。
經濟方面：「匯報」指，雖然近期香港經濟受外圍影響而放緩，但整體競爭力仍

位居世界前列。併入科技範疇的創新及科技，亦隨着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和開展工
作有獨立的篇幅說明，指政府鼓勵大學及私人企業進行研發，支援初創企業等。
2015/2016年，本港利得稅創有史新高，但稅率仍是16.5﹪。總之兌現了「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的承諾。
梁振英在「匯報」之前，接受《大公報》、《文匯報》訪問，全面概括特區政府

4年來的施政成績。這些成績，從政治層面論之，可圈可點，應肯定4個方面。
其一，特區政府維護了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和安全發展利益，使「一國兩制」不走
樣、不變形。具體表現為：依法和平妥善平息79天的「佔領中環」、「旺角暴亂」，
維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其二，特區政府既維護了「一國」即國家的主權，也以「港人優先」為出發，在

雙非孕婦配額政策、「限奶令」的實施、「一簽多行」的修訂，為港人爭取最大利
益。
其三，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當「超級聯繫人」。特區政府早就為參與國家
「一帶一路」制定29項舉措，以「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作為發展指引，香港大
有作為。
「施政匯報」都是真實具體的政績，展示了梁振英維護、貫徹「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的愛港初心，應獲社會各界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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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堅決守護「一國兩制」
陳 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張 學 修

陳 勇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一張廢紙的南海仲裁案

由菲律賓提交、美日鼓譟的南海仲裁案，
將於7月12日水落石出。這宗關涉中國、但
中國絕不承認的仲裁案，不管結果如何，都
是一場單方主演、多方鼓譟的政治鬧劇。這
樣的鬧劇，中國一向強調「四不」：不參
與、不接受（仲裁）及不承認、不執行。前
國務委員戴秉國剛剛在中美智庫南海問題對
話上強調，南海仲裁結果不過一張廢紙。
中國的不屑，也讓菲律賓新政府感到了被
前任領導人和外部勢力綁架。菲律賓新總統
杜特爾特不希望和中國的海洋權益爭議，變
成不可收拾的多邊之爭，而希望和中國重啟
雙邊談判。

菲方律師未裁先知惹人疑竇
更弔詭的是，就在6月29日，仲裁案菲方
首席律師、美國人賴克勒指出，中國在南海
的主張基於「九段線」，針對北京的裁決
「將剝奪中國提出這一主張的任何法律基
礎」。聯想到美國對仲裁案的態度，似乎他
們早就知道了仲裁結果對中國不利。這種未
裁先知的立場，更暴露了海牙國際法庭的不
公正、不嚴肅，從一開始就充滿政治意識形

態的偏見。
美國、菲律賓可以拿裁判結果，對中國污
名化，但這場偽正義的仲裁對中國沒有任何
意義。相反，南海爭議會進入新的不確定階
段。
一是，中美關係在南海會陷入更嚴峻的對

峙中。甚至，中國不排除未來在南海設置防
空識別區。若如此，中美在南海發生擦槍走
火的概率越來越大。由美國「亞太再平衡戰
略」引發的南海亂局將陷入持久的紊亂。美
國將由幕後走向前台，和中國直面對抗，這
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二是，南海仲裁案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

在菲律賓的鼓勵下，東盟和中國有島嶼主權
爭議的國家，都有可能通過這種法律名義下
的政治鬧劇，向中國施壓。結果是，南海將
永無寧日。本來是世界上經貿活動最活躍的
地區，可能變成戰爭陰霾籠罩的危險區域。
南海爭議歸根結底是利益問題。多邊利益

的博弈，只有實現利益的相對平衡，達到多
贏才是理性務實之道。在美國「亞太再平
衡戰略」未實施之前，南海局勢總體穩定。
2002年，中國就和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盟簽

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確立了由當事
方雙邊談判解決爭議的原則。

美日鼓譟造成多方損失
南海仲裁案，不僅違反了宣言，而且打破
了南海地區的平衡。因而，南海仲裁案，對
中國、菲律賓、其他東盟國家，乃至鼓動仲
裁的美國和日本，都沒有任何好處。一個仲
裁案造成了多方利益損失，這樣的遊戲當然
不智。
南海仲裁案，菲律賓新政府要消毒。中國
等着杜特爾特政府如何用更智慧、更理性的
方式，同中國重構正常的外交關係。中菲兩
國作為鄰居，鄰里關係搞不好，最終傷及菲
律賓的核心利益。隨着美國政府的更迭，
「亞太再平衡戰略」隨時會調整，美菲關係
也會變化，美國顯然是靠不住的。
作為南海仲裁案的「領銜主演」，菲律賓

要看清形勢，不要將這齣損人不利己的鬧劇
演到底。放棄仲裁結果，和中國面對面地坐
到談判桌上來，才是菲律賓的明智選擇。攪
混水的美國，應做負責任的旁觀者，不要干
涉南海事務，更不可在南海撒野示威。

張敬偉

從美警濫用暴力看其雙重標準

美國中西部明尼蘇達州城鎮法爾考高地
的一名警員，日前在攔停汽車時開槍打死一
名黑人男子。該州州長馬克·戴頓呼籲對此
進行獨立聯邦調查。當時汽車裡還乘坐着一
名兒童與一名婦女。在警員開槍後不久，這
名婦女開始用手機拍攝現場視頻，並在她的
個人臉書賬號上現場播放。另一名黑人男子
斯特林在美國南部路易斯安那州被警員開槍
打死。事件的視頻在網上流傳，激起全國範
圍的憤怒。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魯日，
一些黑人發起抗議和守夜活動。

種族偏見殺黑人事件轟動全球
美國警權過大和種族偏見形成近日多宗
近乎槍殺的案件震撼全美，當中美國警方有
沒有不當使用槍械相信很快會有真相，最諷
刺的是當年非法「佔中」時發生警員涉嫌毆
打示威者的事件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
基表示對警員涉打人事件深切關注，呼籲有
關方面作出「迅速、透明及徹底」的調查。
普薩基又說，香港完善的法治系統和國際公
認的基本自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因
素。
美國多個城市近年發生白人警員針對黑
人的事件屢見不鮮，不知令多少個家庭破
碎，不少案件在傳媒失去興趣後就不了了
之。相反，美國則對香港「佔中」表示要作
出「迅速、透明及徹底」的調查，顯示他們
就是只見別人眼中的針而不見自己眼中的
柱。近年最為人所熟悉的可算是2015年巴
爾的摩暴動，事件因非裔美國人弗雷迪·格

雷之死而發生，導致該城宵禁，98名警員
受傷，43人重傷，2人被槍擊，成為了轟動
國際的新聞，國際社會及美國普羅大眾反過
來要求對黑人被射殺作出「徹底」的調查。

港警嚴密佈防制止「本土派」衝擊
縱觀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警權，香港

警方得到大眾的監察、監警會發揮重要作用
以及一直以來警方投訴課公正處理投訴，均
是香港警方成功之道。日前「本土民主前
線」、「香港民族黨」和「青年新政」三個
「本土派」組織，號召七一傍晚到中聯辦示
威。中文大學和樹仁大學學生會分別宣佈會
參與示威，並呼籲參加者穿上黑色衣物、戴
上面罩，以及避免使用八達通到現場。面對
此種威脅，警方之後作出嚴密部署防範非法

集會及暴力行為，令非法集會胎死腹中，整
個過程並無發生暴力衝突。
保護香港社會安寧，除暴安良是警方責

任，反之，「本土民主前線」聲稱因為「警
方佈防太嚴密，聚唔到人」則是笑話一則。
從頭到尾在中聯辦示威就是非法集會，本不
應出現，警方佈防嚴密是理所當然。
再說，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雖然多次

前言不對後語，被內地指出其編造大話，香
港警方亦十分重視事件，對其作出保護，以
至調查他是否被跟蹤，可見香港警方沒有因
為政治原因而影響執法判斷。
相比起美國警方用手槍近距離射殺市

民，香港警方合宜地使用警權，防止罪案發
生，令人覺得生活在香港是幸福和安全的。

■■美國經常發美國經常發
生警員針對黑生警員針對黑
人過度使用暴人過度使用暴
力的事件力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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