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憲法須尊重敬畏
王振民：內地體制不因港回歸放棄 港人應參與民族復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

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香港基

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長王振

民昨日表示，國家為了香港回

歸，對憲法進行了完善，這在世

界上幾乎是沒有的。回歸20年

來，香港法治和憲制的磨合是成

功的。他認為，港人應努力認識

國家的憲法制度，對國家的制度

要有尊重和敬畏之心，珍惜中華

民族艱苦探索形成的憲法制度、

國家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繁榮局

面，並希望香港和內地一起參與

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

將香港的發展和國家發展融合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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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在今年全國「兩會」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要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社科院副院長袁俊昨日
表示，粵港澳應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工作，共
同營造「本土責任意識」，將「本土意識」闡述為
關注鄉土、珍惜家園，建設家國的責任意識，避免
遭極端勢力利用，促成真正的人心回歸。
袁俊昨日在研討會上表示，香港當前處於重要
歷史關口，面臨複雜多樣的挑戰，如出現樓價高
等經濟結構性問題，造成「中產危機」，加上年
輕人對未來發展的無力感、無望感，為民粹和極
端主義提供廣闊民眾基礎，故絕不能「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而是要以系統性的眼光、推動
香港前進。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具有多重歷史的國家戰

略，不僅是經濟戰略、文化戰略，更是政治戰略，
讓「一國兩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出更璀璨
的時代光芒。

專家：推人心回歸 育愛國中產
就香港的「本土意識」與反對派的政治意識相結

合，袁俊擔心，倘香港的「本土意識」被極端主義
操控，將為社會帶來嚴重撕裂，故建議通過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工作，推動港人的人心回歸，內地應

對香港進行戰略性部署，培育新一代具國家情懷的
中產階級；粵港澳共同營造「本土責任意識」，將
「本土意識」闡述為關注鄉土、珍惜家園，建設家
國的責任意識，避免遭極端勢力利用。

倡准港人投考廣東公僕入戶
他強調，人心回歸的重要體現是國家認同，香港

人作為中國公民，但目前不享有國家憲法規定的公
民權利，也毋須履行憲法的公民義務，影響港人對
國家的認同，故建議廣東率先改變政策，讓香港居
民投考公務員、計分入戶、給港籍「雙非」兒童就
讀公立學校。

王振民昨日在「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討
會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國家憲法是

香港基本法的「高級法」背景，香港基本法
是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依據憲法而制定的，
是全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分，繼承國家憲法的
「基因」，不能代替、更不能高於國家憲
法，「基本法不是規範國家制度、國家層面
的法律。」

基本法屬憲法「子」體制
他續說，香港回歸後，一切規則的有效性

取決於國家憲法，香港的政治法律體制相對
國家憲法是「子」體制，在歷史上香港從來
沒有獨立的政治法律體制：香港基本法結合
了國家及香港的核心價值，「由於實踐『一
國兩制』，基本法既要體現香港自身固有的
核心價值，包括人權、自由、法治、資本主
義、市場經濟；也要體現憲法所包含的核心
價值，例如主權、統一、安全、民族美
德。」
王振民指出，在香港離開國家的156年

中，內地也發生翻天覆地變化，包括建立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人民代表制度
等。國家不會等香港回歸後才制定憲法，
「香港不在家，但家裡的日子還是要過
的。」也不會因為香港的回歸而將多年來艱
苦探索、符合國情的體制全部推翻。
他說：「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為了

讓全世界中國人不再遭受外人欺負，為了讓
中國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好日子，我們付出
了太多、太大的成本，犧牲很多，才建立了
這套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和體制，我們不準
備因為香港回歸，而放棄來之不易的這套憲
法制度。」

港應思考如何融入祖國
王振民形容，香港是「離家156年後回來

的遊子」，故不能要國家在1997年後去適應
香港，而是要思考香港如何融入國家早已確
立的憲政體系，「發現家裡一切都變了，房
子變了，家裡規矩變了，成員增加了很多，
這些都是香港回歸後必須面對的客觀現
實。」
他強調，國家雖然不會因為香港回歸而更

改基本制度，但亦對政治、法律制度作出很
多重大的補充和修訂，譬如國家從憲法理論
上由「一國一制」變為「一國兩制」；在單
一制國家設立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法律
解釋制度上，人大釋法前要先諮詢基本法委
員會，使得基本法的解釋更能符合香港實施
普通法的情況；而且沒有按傳統馬克思主義
更換香港所有公務人員、法官等。
王振民坦言，香港雖有少數人不熟悉國家

憲法制度、不肯面對香港已經回歸祖國的政
治現實，「在全世界辱罵中國的制度最厲害
的不在美國、不在歐洲、不在其他地方，恰
恰就是在香港。」不過，王振民期望他們不
要總想推翻國家的制度，而應嘗試理解國家
的邏輯和道理，對國家制度要有起碼的尊重
和敬畏之心，「那麼對國家的制度，也就是
說在香港離開祖國那麼多年的時候，祖國內
地人民已經確立了這套制度，要有起碼的尊
重，要有這個敬畏之心。」

融合兩地發展無「次選」
他最後表示，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如此接近

全面復興，寄語港人應與祖國一起完善國家
制度體系，參與中國偉大復興事業，將香港
的發展和國家發展融合在一起，「這是香港
未來堅定不移的選擇，我們沒有第二個選
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
嘉華）「一國兩制」近年在
港不斷受到衝擊，有人無視
「一國」地位，更妄圖鼓吹
「港獨」。中山大學粵港澳
發展研究教授王禹昨日表
示，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
一種地方性的政治體制；香
港民主屬於地方民主，不屬
於國家層次上的民主，故香
港絕不能通過民主建設形成
「地方割據政權」，挑戰國
家主權，而是必須與國家民
主保持整體上的一致和諧。
王禹昨日在研討會上表

示，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
在整個國家的管理機制下運
作；特首須對中央政府負
責，向中央政府述職，並執
行中央對其就香港基本法規
定事務發出的指令。同時，
特區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及
決算均須報中央政府備案；
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也須報全
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
大常委會可在一定條件下將
該法律收回，使其立即失
效。

學者：高度自治須中央監督
他續指，「三權分立」是

指國家意義上的政治體制，
但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一
種地方性的政治體制，故不
存有所謂「三權分立」的說
法。因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
治權，這既包括中央直接行

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
依法實行的高度自治，「香
港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
監督權力，在香港除了行政
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
法權及終審權外，還存在中
央的權力，並非只有本地的
三種權力互相運作。」
王禹強調，香港民主屬於

地方民主，而不屬於國家層
次上的民主，故香港絕不能
通過民主建設形成「地方割
據政權」，挑戰國家主權，
而是必須與國家民主保持整
體上的一致和諧，「從全局
上來看，香港的政改是國家
政改的一部分。」

「一國」為先「兩制」在後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

長顧敏康也表示，「一國兩
制」是以「一國」為先，
「兩制」是「一國」下的
「兩制」。對於有反對派聲
稱「兩制」是「平起平坐」
的關係，也有人認為「兩
制」是「香港優先」，他認
為這些說法的理解都有問
題。
他強調，擺正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的關係是全面理解
「一國兩制」的前提，「只
談香港基本法而不談（國
家）憲法是不行的，國家主
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是基本法
的兩個基本原則，必須得到
尊重和貫徹。」

港不能「割據」挑戰國家主權大灣區建「粵港澳本土責任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就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昨日慨
嘆，二十三條立法在香港已被「妖魔化」和「污名
化」。他強調，與香港相關的國家安全不僅是香港
的事，國家有權利和義務掌管香港的國家安全問
題，香港也有義務和責任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
責，故二十三條立法難度雖然高，但不能因為困難
或不喜歡就一再拖延。
饒戈平昨日在研討會上坦言，「有人認為強調了
國家安全，就破壞了人權和法治，如果按這個邏輯
的話，西方強調人權的國家都不應該有國家安全
法。」

國家有權利義務掌港國安
他強調，與香港相關的國家安全不僅是香港的
事，不僅屬於高度自治的範圍，也是國家安全的一

部分。國家有權利和義務掌管香港的國家安全問
題，香港也有義務和責任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
責。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人權，兩者不矛盾。
饒戈平強調，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倘要全面準

確落實香港基本法，就不允許選擇性地實施香港基
本法。
他舉例說，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普選行政

長官的目標，有人恨不得立即實行，但對二十三條
立法則「打入冷宮」，「在崇尚法治的社會，這是
不應該的。」

黃友嘉：下屆政府應完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委員黃友嘉也指，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議題
上，永遠都有爭議，但為了完成立法，長痛不如短
痛，即使付出政治成本都應該處理。
他強調，二十三條立法對香港長治久安十分關

鍵，下屆政府應在任期內完成立法。
他又認為，在二十三條立法前，人大釋法是填補

法律空窗的最實際行動，指去年人大常委會在立法
會宣誓風波期間，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釋
法，是果斷、及時和必要的，擺平了香港的亂象。
如果香港日後出現很多無法處理的問題，也可以再
釋法。

饒戈平：廿三條立法不能拖

■黃友嘉（左）昨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討會
上發言。 曾慶威 攝

■王振民昨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討會
上發表主題演講。 曾慶威 攝

針對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要求再度和美國總
統特朗普通電話一事，特朗普27日在白宮接受
傳媒採訪時表示明確拒絕，顯示出美國方面尊重
中國國家的核心利益，在台灣問題上堅持一個中
國的原則立場，值得讚賞。在中美合作關係的新
常態下，蔡英文當局企圖藉美國做靠山來推動
「台獨」的圖謀不僅徒勞無功，而且也令台灣處
於越來越孤立的地位。無數歷史經驗證明，擺在
蔡英文當局面前的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要回到
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上來，唯
如此才能打開兩岸目前僵局，促進兩岸和平發
展，確保廣大台灣民眾的福祉。

蔡英文日前透過接受外媒訪問，聲稱希望再
次與特朗普通電話，還要向美國採購F-35隱形
戰機云云。蔡英文以為這樣主動獻媚，肯定能
夠得到美國方面的歡心，達到進一步推動「台
獨」，以美國為靠山與大陸對抗的目的。孰
料，特朗普隨後公開表示拒絕，這無疑是對蔡
英文圖謀的當頭棒喝。儘管特朗普競選期間以
及當選之初，曾發出過一些對中美關係不利的
言論，也與蔡英文通過電話，但他正式上任不
久，就根據實際情況對中美關係所涉及到的一
些重大問題，作出了全面客觀的正確判斷，採
取了努力修復中美關係的措施，包括向中國人
民發來春節賀電、與習近平主席通信及通電
話、表示認同「一個中國」政策等等。尤其重
要的是，他專門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6日至
7日訪美，雙方在佛羅里達的海湖莊園舉行長時
間會談，雙方就一系列重大的雙邊、地區和國
際問題溝通了立場，就發展兩國合作關係達成

了重要共識，確立了中美四大溝通協調機制；
兩位元首還建立了坦誠友好的工作關係和個人
友誼，使中美關係開始進入一個相互尊重、合
作共贏的新階段。特朗普重申不與蔡英文再通
電話，也表明美方充分認識到一個中國原則立
場在中美關係中的特殊重要性。美方認同台灣
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要保持中美關係的
持續健康而穩定的發展，就必須在台灣問題上
採取恰當的做法。在「習特會」之後，蔡英文
錯誤判斷形勢，反映出其根本不了解中美關係
的發展的大趨勢，政治判斷力之低下可見一
斑。

蔡英文上台近一年來，拒不認同「九二共
識」，令兩岸關係出現令人心痛的停滯，甚至
產生了倒退。在島內施政方面，蔡英文當局也
是四面出擊，到處點火，但「志大才疏」、有
心乏力，導致處處碰壁，民怨四起，支持度不
斷下滑。據最新的民意調查，有6成以上的台灣
民眾不滿意蔡英文的施政。萬般無奈之下，蔡
英文企圖通過向美國獻媚，主動提出購買美國
最新武器來博得美方支持，更在兩岸關係和一
個中國問題上不斷挑戰大陸方面底線，以轉移
島內壓力。但這種做法不僅不能保障台海和平
穩定，相反將令兩岸關係雪上加霜，使島內發
展增加更多不穩定的因素。此次，特朗普總統
明確拒絕了蔡英文的通話建議，顯示這條路根
本走不通。蔡英文應該收起那些不合實際的幻
想，回到認同「九二共識」、促進兩岸和平發
展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才是讓台灣得以繁榮發
展的唯一正確選擇。

美方堅持一中原則 蔡英文被拒再通話
樓價近日繼續攀升，據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最

新公佈，本港樓價連升12個月，更連續5個月創
歷史新高，明顯出現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情緒，令
人擔心升幅已被過分透支。與此同時，一些潛藏
的負面因素正在逐漸顯現，包括市民的置業負擔
比率惡化、樓宇貨尾量增加、空置率上升等等。
置業是人生大事，必須審時度勢、着眼長遠，特
區政府增加土地供應、重建置業階梯的決心不容
置疑，市民現階段關鍵是要保持理性態度，量力
而為，不要被一時高漲的樓價衝昏了頭腦。

由於近年房屋供應相對需求較為緊絀、環球貨
幣環境的超低利率和資金流入，香港樓價偏離經
濟基調持續上升。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數字，3月
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按月升2.07%，為去年11月
加辣後按月升幅最高的一個月，過去一年樓價累
積升了17.8%。樓價升幅導致投資者和用家心
雄，擔心「今日不買明日更貴」，出現非理性的
恐慌情緒，大大加劇了泡沫風險。但與此同時，
一些潛藏的樓市風險正在慢慢積累，值得高度警
惕。

一方面是市民的負擔能力在減弱。置業負擔比
率在去年第4季進一步惡化至63%，遠高於1996
至2015年期間46%的長期平均數。加上美國進入
加息周期，歐洲、日本一旦提早收水，本港資金
流向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另一方面是樓宇的中
長期供應急增。至今年3月底，落成但未出售的樓
宇數目合共8,000個，按年升33.3%，意味着貨尾
量增加。樓宇空置率則上升至總存量的3.8%，相
當於43,657個單位是空置。運房局發言人預測，
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供應量預計為96,000

個單位，是政府自2004年9月起每季公佈供應數
字以來的新高。換言之，在未來5年，平均每年將
約有20,300個私人住宅單位落成，較過去5年的
平均每年落成量(12,000個單位)增加約7成，亦符
合本港每年大約20,000個住宅單位的需求量。可
見長遠樓宇供需將會趨於平衡，屆時，將對樓價
造成重大影響。

不過，就最近情況而言，以上的種種因素，在
樓市熾熱的氛圍下都被大家拋諸腦後，一些人只
是看到眼前短期的升勢。從全面分析的角度看，
在政府的額外印花稅（SSD）之下，買入後三年
內賣出都要繳交10%-20%的稅率。所以哪怕過
去一年樓價累升17.8%，但對近年入市者都只是
紙上富貴，真正要賣樓套現面對高昂的稅項和雜
費，根本得不償失。至於考慮持貨三年以上的投
資者，則不得不考慮樓宇中長期供應大增以及環
球利率正常化的因素。近日已經有多間大行輪流
唱淡樓價，上周大摩認為樓市會衰足幾年，另一
間大行野村日前又發表報告，指樓價今年的升幅
已經體現了大部分，預料將會在兩個月內見頂，
明年更將出現調整。

讓住宅物業市場維持健康平穩發展，必然是下
屆政府其中一個重要的房屋政策目標。侯任特首
林鄭月娥多次強調，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拓地建
屋，包括保有穩定的土地供應，增加住宅供應
量，重建多層次的置業階梯，以確保滿足市場需
求。樓市長遠肯定會逐漸回歸健康和理性的軌
道。無論是投資者還是用家，現階段都必須保持
謹慎，要量力而行，不宜盲目高追，以免遭受損
失。

要正視樓價熾熱背後的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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