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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害港青 執法無赦
學者專家批違法違憲 冀速遏校園播「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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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在忠：遏止「港獨」傳媒使命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昨在座談會上致
辭。他表示，「港獨」問題在2014年違法「佔中」後
出現，對「一國兩制」成功落實及香港的繁榮穩定造成
嚴重衝擊。如何看待「港獨」的違法性、危害性，以及
如何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遏制「港獨」，已經成為香港
社會急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姜在忠續說，「港獨」言行違法違憲，違反香港基本
法和香港本地法律，是死路和絕路，這是眾所周知的。
作為愛國愛港的傳媒機構，最大的使命就是為「一國兩

制」的落實，提供一個良好環境，深入揭示「港獨」對
香港和港人福祉的傷害，以及對如何遏制「港獨」勢力
坐大、懲處「港獨」分子，從法律、社會各個層面作出
建言，讓廣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充分了解「港
獨」的違法性和危害性，從而遏制「港獨」思潮侵蝕。

張學修：恐葬送港人未來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認為，「港獨」否

定港區歷史進程、破壞社會發展現狀，以及會葬送港
人未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姚志
勝則表示，「港獨」與「台獨」關係密切，要嚴防

「兩獨」合流。

黃國恩：傾恐怖活動 應檢控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在座談會上指出，「港

獨」分子日益激進的行為有恐怖活動傾向，情況令人擔
憂，律政司應盡速研究相關法例，如證據充分應對「港
獨」分子予以檢控。

鄧飛：依法打擊 遏校園播「獨」
教聯會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就表示，在沒
有適切的國民歷史教育下，在校園討論「港獨」只會淪

為播「獨」工具，政府依法打擊社會上煽「獨」行為，
才能有效遏制校園「港獨」。

吳明：真知灼見展理性力量
香港文匯報執行總編輯吳明在總結時指出，此次座

談會的嘉賓從政治、社會、經濟、法律等不同角度，
更從歷史到今天，從香港本地到國家與世界等不同方
面發表了真知灼見，充分展示了理性的力量、雄辯的
力量，為香港反「港獨」作出了努力，他代表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香港文匯報編輯部向嘉賓對座談會的支
持表示感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港獨」勢力日益蔓延，繼早前有

「港獨」中人企圖參選立法會被依

法取消參選資格，不法組織近期將

矛頭指向中學生，宣稱將在校園播

「獨」。香港文匯報昨日就相關議

題舉行座談會，就「港獨」的違法

性、危害性及刑罰進行討論和交

流。各界學者和專家均指出，言論

自由受國家安全限制，冀特區政府

和有關部門敢於執法、果斷執法，

盡快遏制「港獨」思潮繼續傳播、

「獨」害香港青少年。

「港獨」禍港 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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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
副主席、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表示，縱觀全球，包括美
英的大學，都不容學者去探討
如何鼓吹恐怖主義、恐怖襲
擊，證明社會和學術也是有底
線的。而事實上，外國因分裂
造成戰爭惡果，如中東地區等比比皆是，「港獨」

陳勇：啞忍縱容啞忍縱容 港堪虞港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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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恩：言論自由受制國安言論自由受制國安
香港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

學法學博士黃國恩批評，「港
獨」分子愈來愈囂張和激進，
在網上粗言穢語、恐嚇、煽動
暴力等言論比比皆是，現實社
會中則襲擊他人、圍堵禁錮，
甚至藏有攻擊性武器、縱火、
放置爆炸品等，並多次揚言要暴力勇武抗爭，流血也
在所不惜，實行同歸於盡，玉石俱焚，明顯開始有恐
怖活動的傾向，情況令人擔憂。
他強調，「港獨」分子與其支持者，包括部分立法

會議員、法律界人士及學者經常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
去播「獨」，但事實上法律條文有輕重之分，國家安
全凌駕於其他權利性條文之上，故言論自由會受國家
安全所限制。
黃國恩指出，雖然本港暫時未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

法，但在現行法例中，如《刑事罪行條例》中的叛逆
罪及煽動罪均可能適用於對付「港獨」分子，特別是
叛逆罪，罪成可判終身監禁，刑罰對於「港獨」分子
極具阻嚇性，因此律政司應盡速研究相關法例，以及
收集「港獨」分子的犯罪證據，如證據充分，應予檢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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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飛： 須依法打擊煽須依法打擊煽「「獨獨」」
教聯會主席、全國港澳研究

會理事鄧飛指出，在沒有適切
的國民教育和歷史教育作為平
衡的基礎下，在校園討論「港
獨」並非言論自由。他認為，
有效遏制校園「港獨」的方
法，是政府和執法部門依法打
擊社會上公然煽動和推動「港獨」的個人和組織行
動，「社會大獨能禁，校園小獨自止！」
他續說，不少反對派中人雖然宣稱自己反對「港

獨」，但又以言論自由為藉口，支持在校園內討論
「港獨」，而在校園推動國民教育議題時，反對派稱
國民教育是洗腦，必須徹底拉倒，完全不顧言論自
由。由此可見，「宣揚言論自由是假的，政治站邊才
是真的。」
鄧飛表示，現時整個基礎教育都存在割裂香港與整

體中國歷史文化聯繫的惡劣傾向，若沒有適切的國民
教育和歷史教育作為免疫和平衡，在校園討論「港

獨」只會淪為「港獨」播種工具。
對於如何有效遏制「港獨」在校園推動，他認

為，最有效的辦法不是簡單禁止校園討論「港
獨」，而是讓學生明白「港獨」猶如性別歧視、種
族歧視等問題一樣，是不應為之的。
他促請政府和執法部門應該坐言起行，根據法

律，從大處着手，依法打擊社會上堂而皇之公然進
行煽動和推動「港獨」的個人和組織行動。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
會執行會長姚志勝指出，「港
獨」與「台獨」關係密切，要
嚴防「兩獨」合流，又指對學
生灌輸「港獨」思想，無異於
顛覆香港的「一國兩制」，是
絕對不能容許的。世界各國的
政府和法律都不會允許學校、教師引導學生分裂國
家、煽動民族仇恨。
他指出，《香港教育專業守則》訂明教師「應尊重

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教導學生勿支持「港
獨」，培養學生的守法意識，是教師最起碼的專業操
守。如果有學校或教師向學生灌輸「港獨」思潮，引
誘學生走上「港獨」邪路，當局必須依法嚴正處理，
斬斷伸向校園的「獨爪」，為香港下一代的健康成長
負責。

姚志勝： 播播「「獨獨」」如顛覆港如顛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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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員、西九新動力
成員莊永燦強調，不能讓「港
獨」繼續在香港發酵，否則不
但會令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變
差，更會令香港經濟走下坡甚
至邊緣化，故特區政府應參考
「非法藥物條例」，即吸食毒
品或販賣毒品會得到應有的懲罰，盡快制定法例，規
定藏有宣揚「港獨」的文件或理論都違反法例。
他又認為，選舉主任拒絕「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

是好事，但相信法院有很大空間判決選舉主任的權力
範圍，不足以判斷這些人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
因此他提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應解釋「擁護」一詞的範
圍，並界定「擁護」是否凌駕香港基本法中提及的言
論自由、被選舉權等等。

莊永燦：盡快立法禁宣盡快立法禁宣「「獨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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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員曾淵滄認為，
要解決「港獨」問題必須要
從源頭做起，其中之一是教
師。他指出，香港有一批教
師反政府、反中共，不少都
是來自「教協」，而其中一
個原因是教育大學的收生成
績不高，幾乎是能夠進入大
學中成績最差的一群，這些學生本來就不想當教
師，但在沒有選擇下才進入教育大學，所以造成他
們還未畢業已經怨天怨地，對社會、政府非常不
滿，最後只能在畢業成為教師後，將這股不滿灌輸
到學生身上，令學生建立出反政府，甚至是「港
獨」的主義。
長遠來說，他認為特區政府必須要改善教師的質

素，當中包括要讓教育大學「升格」，並提升教師在
社會的地位，無論是靠製造輿論方面，或是實際地改
善教師的薪酬或晉升方面都要做，同時通過不同團體
接觸教師，向他們灌輸正確知識。
另一方面，他也不排除有教師是有意向學生宣揚反

國家或「港獨」思想，所以教育局有必要與律政司研
究，在制度上是否能夠對付這些有意挑戰制度的教
師，包括紀律處理。

曾淵滄：須灌輸教師正確知識須灌輸教師正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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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副主任王國強批評，「港獨」
只是「偽議題」，在法、理、
情三方面都不成氣候，首先在
「法」方面，「港獨」違反香
港基本法第一條，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其次是
「理」方面，香港是在「一國」的原則下實行「兩
制」，才享有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最後在
「情」方面，香港人都是中國人，與內地同胞血脈相
連，雙方應該建立更好的關係及感情。
他批評有人搬出「言論自由」作擋箭牌，將「港
獨」思想帶入校園，「毒害」中、小學生。他強調任
何自由都應設底線，而「港獨」違反香港基本法第一
條，是很大的底線，絕不能讓「港獨」在學校內成為
一個議題，「向『港獨』分子Say No！」

王國強：自由底線不能違法自由底線不能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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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大律師、中澳法學交流
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指
出，中央或特區政府假如要從
法律上處理「港獨」言論，原
則上可以利用《刑事罪行條
例》第九條、第十條，將具有
煽動意圖的行為或發表煽動文
字，處理和管有煽動性刊物，包括企圖、籌備或串謀
作出煽動性行為，定為刑事罪行。
不過，相關條例在言論自由的框架下未必能夠發揮

作用，因為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公民權利與國際權
利公約》及香港基本法第廿七條的「雙重保障」，律
政司在檢控時，難以平衡是言論自由還是《刑事罪行
條例》較優先。因此，中央政府必須要從香港基本法
入手，寫明一條「優先條文」，「如果國家安全法律
跟言論自由有抵觸時，國家安全法律優先過言論自
由」，首先令國家安全法律在香港實施，其餘的就交
到立法會詳細修訂。

馬恩國：意圖煽意圖煽「「獨獨」」違刑事罪違刑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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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認為，
「港獨」對香港的危害性有三
點，包括否定港區歷史進程、
破壞社會發展現狀，以及將葬
送港人未來。
他指出，回歸後，香港憑藉

「一國兩制」獨特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地區競爭力，
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取得一席之地。但自違法「佔中」
以來，社會爭拗與矛盾延續，暴力被激發，近期更一
再出現政府官員因取消「港獨」中人參選立法會資格
遭到恐嚇的事件，具有「恐怖主義」傾向。「港獨」
激進行為一再衝擊地區法治，導致現時地區發展陷入
困境，同時港區的既存優勢也難以得到鞏固和強化，
這是對港區現狀的最大破壞。
他批評，激進中人一再利用「本土」話題，無限誇
大港區與內地在制度、文化上的差異，惡意製造矛
盾，離間兩地關係，同時離間中央政府與港區的互信
關係，將其與國家整體利益對立，將地區的發展導向
死胡同。

張學修：衝擊法治衝擊法治 發展陷困境發展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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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評論員紀碩鳴認為要處
理「港獨」，中央政府必須要
理直氣壯站在前面。他指港府
對於「港獨」問題束手無策，
但「一國兩制」與「港人治
港」的設計原意，是香港的本
地事務由特區政府管理，外交
及國防事務則交由中央政府管理，而「港獨」明顯是
牽涉到國家主權的問題，中央政府應要將「跨境執
法」等議題，放在桌上公開討論。

紀碩鳴：涉國家主權應出手涉國家主權應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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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而言，絕對是死路一條。
對於「港獨」勢力被主流民意唾棄，分離派將「獨

爪」伸入校園，陳勇認為，如果香港社會各界沉默啞
忍，縱容分離派在校園內荼毒下一代，香港前途堪
虞。他又質疑提倡「港獨」的小部分學生，是否真正
明白「獨立」是什麼一回事，「獨立」又需要以什麼
條件來維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