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行政立法司法遏「獨」有責
王振民：中央特區共同處理「做自己應做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中聯辦法律部

部長王振民昨日出席一個研討會時表示，「港獨」已經變

成香港政治生活中一個怪象，2004年以來不斷有立法會

候選人在宣誓環節做文章。面對「港獨」咄咄逼人，不是

光靠特區政府就能夠應對，也不是中央政府可以包辦處

理，一定是兩者一起共同處理，依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做

自己應做的事情。他指出，人大釋法只是解決宣誓的問

題，處理「港獨」問題，還需要國家從更多方面採取措

施。在特區層面，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都有處理「港獨」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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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
在深圳舉行專題研

討會，王振民在研討會
上表示，公職人員宣誓
效忠特別行政區就是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
一條本質就是效忠國
家，是國家層面，而不
是地方的宣誓。此次立
法會宣誓風波中，不少
人針對的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幾個字，在幾個字
上做文章。自2004年以
來在宣誓上做文章的人數不斷增加，今
年是15人，「再過一段時間，如果演變
成更多議員，變成20個、30個呢，那會
是全體港人和國人蒙羞的事。」

宣誓鬧劇日甚 兩地人民蒙羞
許多專家學者也指出，人大釋法只是
解決宣誓的問題，處理「港獨」還需要
國家從更多方面採取措施。王振民表
示，在特區層面，包括行政長官、行政
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都有處理
「港獨」的責任。中央做中央的事情，
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機關，各
自按照法律做各自的事情，共同應對
「港獨」問題。

釋法依人大議程 無關覆核案
針對人大釋法的時間點，王振民表

示，此次人大釋法並不是特別針對法院
目前的案件，刻意選擇這個節點。

他解釋，全國人大常委
會開會通常是雙月月底開
會，按慣例應是10月底
開會，但今年有六中全會
在10月底召開，所以人
大常委會會議順延，正好
跟法院審理案件的時間重
疊。
他認為，人大釋法目標

很清楚，就是針對立法會
出現的「港獨」問題。
至於有些人聲稱人大釋

法衝擊香港「司法獨
立」，王振民表示，從過去4次釋法情況
來看，每一次釋法，都有一些反對意見
稱香港的法治受到衝擊，但是在世界經
濟論壇發表的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報告
中，香港司法獨立程度在全球排名第
四，比英國還要高，說明人大釋法本身
沒有影響香港司法。他強調，人大釋法
是香港法制憲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港排名勝英 證不損司法獨立
王振民強調，人大釋法不釋法，判決

還是由香港法官獨立行使職權，中央非
常珍惜香港司法的獨立性，充分認識到
司法獨立對香港長治久安的重要性。
此外，釋法也不代替香港立法。香港

本地法律如有漏洞，需要本地立法來完
善，中央只是做了中央應該做的事情。
他希望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全面貫徹

執行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的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港獨」思潮在香港愈演愈烈，對「一國兩
制」造成巨大衝擊。對此，香港紫荊研究院
副院長兼秘書長周文港昨日表示，如果任由
「港獨」蔓延，「一國兩制」的發展極可能
被逼到臨界點，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需要就
「港獨」問題進行更多釋法，以保持香港繁
榮穩定。
周文港在研討會上指出，香港部分法律界人

士發起遊行，抗議人大釋法，他們所表達的並
不是一種法律上的專業判斷，而是個人的整治
表態。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表態和政治行

動，將衝擊香港市民法治的核心價值：「香港
必須反省。」
他認為，今次人大釋法主要針對宣誓風波，

釋法本身已經說明，「青年新政」梁游等人的
行徑已經到了必須依法處理的地步。香港市民
必須留意，從梁游之流的身上可以看出，「港
獨」已經成為香港急需面對的問題。
他指出，人大釋法是香港法治的重要組成部
分，有需要就「港獨」問題進行更多釋法，以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他強調，如果縱容「港獨」，就等於取消
「一國兩制」、取消香港市民最寶貴的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港獨」、「自
決」等思潮甚囂塵上，在香港青年中尤為嚴重。對此，深圳大
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表示，人大釋法運用
法律武器及時依法懲處「港獨」違法行為，沉重打擊了「港
獨」分子的囂張氣焰，也再次顯示了中央堅持「一國兩制」的
初心，保持「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的定力。
不過，鄒平學也表示，人大釋法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港

獨」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中央和特區在政治、法律、經
濟、社會和教育輿論等多方面下功夫，特別是香港媒體及教育
界對於「港獨」問題要有正確的輿論引導和認識，要讓青年學
生有正確的回歸史觀，從根本上解決「港獨」現象滋長蔓延的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中聯辦深圳培訓調研中心副主任郭正林
昨日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此次作出的釋
法，其最深遠的意義是為遏制「港獨」提供
一個法律的武器。他認為，香港社會對「港
獨」問題要擔負起責任，尤其是教育界和法
律界對基本法普及、「一國兩制」再啟蒙十
分必要，香港社會不應成為「港獨」滋生的
溫床。
郭正林在出席專題研討會時接受本報記者

訪問，他表示，近年來 「港獨」」從一股
分離主義思潮演變成政治力量，破壞作用不
可低估，必須遏制其蔓延勢頭。「逢中必
反」是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本質，也是他們的
心魔。
他說：「捫心自問，中央對香港從來都是

着眼於香港大局穩定、經濟發展。回歸近

20年來，在國家高速發展的進程中，從來
沒有忘記香港，珍視香港的優勢和核心價
值，在各方面給予支持。」

應藉釋法反思「獨潮」
他認為，20多年過去，從保衛「皇后碼
頭」的所謂文化保育運動算起，經「驅
蝗」叫囂，國民教育擱淺、「香港民族
論」出籠，再經「佔領中環」的「雨傘運
動」，「傘後組織」冒起，再到「香港民
族黨」出籠，以顯性隱性的「港獨」旗號
參選，搶奪區議會及立法會議席，直到立
法會宣誓亂局出現，香港社會在遏制「港
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基本上是無
所作為的。因此，「香港教育界、法律
界、香港社會所有的參政團體、議政團
體，都要借釋法反思。」

郭 正 林
指 ， 「 港
獨」的本質
就是要分裂
國家，這個
後果是香港
無法承受的
後果。如果
香港社會對
遏 制 「 港
獨」沒有清
晰的立場，
沒有果斷的
措施，香港將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他認為，在「港獨」這個問題上，香港所
有人是沒有局外人的，任何人都不能置身度
外。

鄒平學：港媒教界應正確引導港青 周文港：釋法保港繁榮穩定

郭正林：各界不能置身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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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被看淡下爆冷獲勝，當選為新
一屆美國總統。本屆美國大選打破美國政
治傳統，社會分裂、種族緊張非常突出，
特朗普意外當選，反映美國近年經濟發展
沒能惠及普羅階層，傳統資本主義制度無
力紓解社會矛盾。特朗普競選期間言行出
位，提出不少極端主張，如果他將競選主
張真的付諸行動，恐怕會對國際關係和環
球經濟帶來衝擊，發展值得關注。香港經
濟一向受外圍影響，特區政府應該對美國
新政府的政策變動做好分析預判，應對可
能出現的變數。

這次選舉被美國媒體形容為迄今「最醜
陋、最分裂」的一次，兩黨候選人互相攻
訐，雙方的醜聞成為選戰的主軸，將美國
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表面化。美國經濟似乎
走出2008年金融風暴的陰影，開始溫和復
甦，但實際上經濟發展並沒有惠及基層，
大部分美國人未能分享到經濟成果，反而
失業危機持續，生活質素難有起色，奧巴
馬的「CHANGE」並未在草根選民的生活
中體現，希拉里更被視為華爾街、權錢交
易的代表，美國基層選民對民主黨、希拉
里失去信心，寧願將選票投給口不擇言、
但至少還有一點希望的特朗普。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提出許多備受爭議的
言論，諸如「反全球化」、「反自由貿
易」，「反移民政策」等等，刻意迎合某

些階層的喜好，吸引選票，讓美國乃至全
世界對他執政感到擔憂。從昨日環球金融
市場的波動來看，美國和全球市場顯然對
特朗普當選未做好心理準備。

比較過去歷屆美國總統選前選後的言
行，往往呈現「競選歸競選，執政歸執
政」。以「反全球化」為例，全球化是大
勢所趨，美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獲益巨
大。就拿中美經貿關係來說，中美貿易額
從上世紀70年代的20多億美元發展到去年
的5500多億美元，在兩國經濟結構中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給雙方人民帶來巨大利
益。特朗普說為維護美國人的利益，要向
中國產品徵收高額關稅，要將工廠從中國
搬回美國。特朗普還有不少類似的極端言
論，究竟有多少能付諸實施？如果兌現的
話，肯定會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帶來難
以預測的震盪，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香港作為一個高度自由開放的國際金融
中心，港幣採取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
政策，如果美國調整經濟和貿易政策，
調整雙邊和多邊關係，都會對香港產生
難以迴避的影響。尤其是美元匯率、利
率 和 資 金 流 向 ， 對 本 港 的 影 響 更 加 直
接。特區政府和各界需要密切觀察特朗
普 上 台 後 的 政 策 走 勢 ， 做 好 充 分 的 分
析、預判，及早準備相應對策，降低對
本港經濟可能的衝擊。

特朗普爆冷獲勝 港有必要做好應對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清楚表明了中央對「港獨」零容忍的態度，應不折
不扣得到落實。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昨日
指，釋法是中央給予香港司法、立法和行政機關的
「利器」，釋法後處置不真誠、不莊重的宣誓都明
明白白有法可依。人大釋法，是一面法律的照妖
鏡，照出了形形色色「港獨」分子的原形。落實人
大釋法，始終要靠特區政府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去執行，當局要用好、用足釋法的利器，堅決果斷
依法遏「獨」，理直氣壯依照人大釋法回應民意，
盡快依法將鼓吹「港獨」、「自決」者清除出立法
會，明規範、立規矩，讓釋法真正發揮遏「獨」的
作用。

不久前某些候任議員在就職宣誓時的惡劣表現，
嚴重逾越「一國兩制」底線，違反國家憲法、基本
法和香港有關法律的規定，危害國家的統一、領土
完整和主權安全，性質嚴重、影響惡劣。除了游梁
二人外，不符合宣誓規定的還有不少人，他們在宣
誓時「玩嘢」、「加料」，包括呼叫挑戰國家制度
的口號、撕毀人大「8.31」決議書、將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國」字變調讀出、舉傘擊鼓等等，把莊嚴隆
重的宣誓儀式變成表演，羞辱國家民族，在本質上
也是一種拒絕政治效忠的表現。鼓吹「港獨」、不
依法宣誓者作出不真誠、不莊重的宣誓，自以為可
以瞞天過海，廣大市民對這種辱國辱族和分裂國家
的行為已經忍無可忍。

因此，在人大常委會釋法後，應盡快依法啟動追
究鼓吹「港獨」、不依法宣誓者的程序，律政司要

盡快對他們提出檢控，將他們依法排除出立法會。
律政司在正式提出刑事檢控前，會先考慮兩點原
則：一、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持提出刑事檢控，或繼
續進行相關的法律程序；二、提出檢控是否符合公
眾利益。對鼓吹「港獨」和進行不真誠、不莊重的
宣誓者提出檢控，完全符合上述兩點原則。

基本法規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最高
權力。香港終審法院在1999年就作出公開聲明，表
示人大常委會有權主動行使釋法權力，有關解釋是
有效和有約束力的，特區法院有責任依循。但全國
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的釋法決定，並不能替代香港
特區的執法行動，需要通過香港特區行政、司法、
立法機關，以正當有效的程序執行。

根據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決定，宣揚「港獨」的人
不僅沒有參選及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而且司法
機關應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今次人大釋法，讓律
政司可以對相關人等宣揚「港獨」、違背參選承諾的
行為提出檢控，司法機關有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對這些
行為作出懲處，不僅要把「港獨」分子和不真誠、不
莊重的宣誓者清除出議會，而且要讓他們負上刑事責
任。此外，游梁二人至今領取薪津約186萬元，立法
會應在法院裁決後立即追討二人的薪金和津貼。

「港獨」分子近年來愈見囂張，無法無天，嚴重窒
礙立法會、政府乃至香港的正常運作。人大釋法將利
器授予香港，不僅針對目前情況，更着眼長遠有效遏
止「港獨」，香港各界和當局要用好、用足這件利
器，以「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之勢，
明規範、立規矩，堅決果斷依法遏「獨」。

釋法已授港利器 當局應果斷遏「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