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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釋法是法治一部分 不存在「衝擊」

收緊「一國兩制」疑慮不必要
徐澤：中央有信心落實港人治港 對圖引港入歧途行為亦不妥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紀念基本法頒佈27周年研討會」

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指出，有人聲稱中央收緊「一國兩

制」，這是不正確和沒有必要的疑慮。他強調，港人要準確和全面理

解「一國兩制」方針，儘管香港不斷有雜音、干擾，企圖阻礙「一國

兩制」實施，但中央對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人治理香港保持信

心，也對企圖改變及把香港引向歧途的行為，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

令香港可以保持發展和進步。

徐澤昨日在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舉辦的「紀念基本法頒佈27周年研

討會」上致辭時指出，在「一國兩制」
落實的過程中，香港有人聲稱中央收緊
「一國兩制」，或極端地認為「一國兩
制」走樣，這種看法和疑慮是不正確和
沒有必要。他指出，要做到「一國兩
制」，在於是否準確和全面理解「一國
兩制」方針。
他解釋，「一國兩制」白皮書是針對
香港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回歸祖國，及
在「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認
識上的模糊與片面的理解，作出明確回
答，以期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之效。

應不忘初心 主權非可以討論
徐澤強調，不忘初心才能使「一國兩
制」的實踐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儘管香
港不斷有雜音、干擾，企圖阻礙「一國
兩制」實施，但國家對落實「一國兩

制」和香港人治理香港保持信心，對香
港那些對國家歷史不了解，對憲制不明
白，對基本法的理解有偏差而產生疑慮
的人有耐心，相信他們遲早會明白，也
對企圖把香港引向歧途的行為，進行毫
不妥協的鬥爭，令香港可以保持發展和
進步。
他在會上引述了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

平對於「一國兩制」的言論，包括愛國
者治港、普選需循序漸進等，反映鄧小
平視「一國兩制」為改革開放的國策的
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主權問題並不是一
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央政府的一貫立
場是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解決香
港、澳門問題完全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
的問題，堅決反對任何「以主權換治
權」的主張，中英談判是在確認1997年
後整個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都屬於中國
之下達成。

中央保持必要權力 對港有利無害

徐澤續指，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
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中國恢復行使
香港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他引述鄧小平指，如果中央將所有權

力都放棄，香港就會出現混亂，從而損
害香港的利益，如果1997年後，有人要
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幌子下反對國家
的基地，中國就非干預不可，因此中央
必須保持某些必要權力，對香港是有利
而無害。
他續說，鄧小平指香港的政制不能照

搬西方那一套原則，如果照搬「三權分
立」是不適宜，在普選問題上亦要循序
漸進，逐步過渡，香港的政制必須要與
回歸祖國的現實需求相銜接相適應，
「一國兩制」也要與中國實行的開放政
策連繫在一起。
徐澤強調，只要按照國家主席習近平

稱，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不走
樣、不變形，並按照國家「十二五」、
「十三五」規劃，提升香港的優勢，香港
必定可為國家「走出去」的階段作出貢
獻，並在過程中分享福祉和榮耀。

劉江華籲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由民政事務局、公民教育
委員會及基本法推廣督導委
員會本地社區工作小組合
辦，並由律政司協辦的「有
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
賽」昨日舉行決賽暨頒獎

禮。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示，作為中國的一
部分，香港的未來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香港
應把握國家的高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今次比賽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

的活動之一。公民教育委員會設計問題時以基本
法所有章節及其發展過程為主題，務求透過生動
有趣的問答形式加深公眾對基本法的認識。劉江
華在致辭時表示，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
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市民得以保持原有的生
活方式。
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彭韻僖則指，委員會除了

致力在學校以外推廣公民教育，宣揚「尊重與包
容」、「負責」及「關愛」等核心公民價值，亦
會繼續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在地區層面讓市民多
接觸基本法。

《基本法》問答賽逾16000人參加
「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設小學組、中

學組和公開組。參賽者先於網上回答關於基本法的
問題，或填寫由主辦單位印製及派發到學校或社區
團體的問題紙。主辦單位再以抽籤方式邀請各組別
得分最高的參賽者出席決賽，並從各組別中抽出參
賽者即場參加搶答比賽，爭取冠、亞及季軍。今次
比賽反應踴躍，參加人數超過16,000人。
主辦單位為配合是次問答比賽，於去年12月
至今年2月舉辦巡迴展覽和設置電腦互動遊戲，
向市民推廣基本法，並於今年2月舉辦兩場講
座，向中學師生講解基本法的發展和實踐。

■記者 鄭治祖

體育運動看似與
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風馬牛不相

及，昨日舉行的「紀念基本法頒佈27
周年研討會」上，就請來曾為本港奪
得奧運銀牌的「乒乓孖寶」之一、香
港女子乒乓球代表隊主教練李靜，解
釋香港回歸祖國後，如何獲內地支持
提升本港兵壇水準和比賽成績。
李靜表示，他在約2000年移居香
港，至今在港定居快將20年。回想當
年香港乒乓球隊積弱，他說：「小朋
友都說，無論他打得好或差都無人
理，也較自我中心，沒什麼團隊精
神。」
不過，受惠於國家對香港的支持，

香港運動員近年有很多資源和訓練機
會，包括讓他們到內地與國家隊集
訓，香港新一代乒乓球手水準已有所
提高。

「好感謝國家給她們機會」
他舉例，現在香港「乒壇一姐」李

皓晴，以前打球很「驚青」，但在回
內地受訓後有大改善。女子雙打運動
員蘇慧音和麥子詠，都到了國家隊2
隊集訓交流，後來更獲安排向80位國
家乒乓球運動員學習技術，最終在去
年於亞青賽中連贏國家隊選手，「她
們有幾日甚至不給洗澡，並沒收電
話……意志力有進步，有了作為運動
員的承擔。好感謝國家給她們這個機
會。」
李靜又提到，香港青少年運動員在

內地受訓後，懂得自動自覺讓座予年
紀較大的教練，體現到個人利益要服
從集體利益，表現出互相尊重，他對
此感到欣慰。「有時我們開會都會求
同存異，如『一國兩制』，雖是一個
國家，卻有兩種不同文化，我認為應
再提升一層為『求同尊異』，尊重彼
此的存在，大家有交流，這樣社會才
會和諧。」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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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一國
兩制」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張國鈞昨日認為，高鐵「一地兩
檢」安排會在未來數月引起極大爭議，
問題的癥結在於「一國兩制」下港人對
中央政府的信任問題，呼籲建立互信。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指出，未來要協調香
港基本法與普通法精神的衝突，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可以作為「把關」角色，檢
視適用於香港的普通法內容，及獲立法
會三讀通過、但或與香港基本法抵觸的
法案。
張國鈞昨日在研討會上表示，在一
些社會議題中，可以預見港人對「一
國兩制」不同理解而帶來的挑戰，如
明年啟用的高鐵香港段，在西九龍總
站實行「一地兩檢」會在未來數月變
得迫在眉睫。他指「一地兩檢」在外

國已有不少成功例子，如美國和加拿
大、英國和法國，而深圳灣口岸也有
行之有效的「一地兩檢」安排，故有
關法律和技術問題可以解決，可是有
些政治人物已事先張揚不會接受在香
港實施這種便民安排。
他認為，「一地兩檢」肯定會帶來極
大爭議，而問題癥結在於「一國兩制」
下政治決策的問題，及港人對中央的信
任問題，但他相信「一國兩制」縱使面
對不斷而來的挑戰，只要大家努力建立
互信，必定可以更好落實「一國兩
制」，讓香港繼續繁榮穩定。

何君堯：港基本法委員會可「把關」
同場的何君堯指出，有需要協調香港

基本法與普通法精神的衝突，並舉例指
香港雖然已停用英國法例，但在普通法

原則下，香港終審法院至今仍然使用英
國上議院的司法案例。他認為，為釋法
提供意見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在未來可
以作為「把關」角色，檢視適用於香港

的普通法內容，及獲立法會三讀通過、
但或與香港基本法抵觸的法案，如「有
人已經醞釀當中」的「不同性傾向及跨
性別人士」（LGBT）法案等。

「一地兩檢」爭議大 張國鈞籲建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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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澤認為，
港人要準確、
全面理解「一
國 兩 制 」 方
針。

彭子文 攝

■劉江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超訊國際
傳媒昨日舉辦「香港實踐『一國兩制』
20年研討會」，邀請8名學者及區議員就
政制、教育制度等各方面探討本港過去
20年的轉變及發展。多名講者認為，香
港回歸至今，「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的方針並無改變，香港仍享有高度
自治，但港人對高度自治的理解有所改
變。就有人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衝
擊」本港法治，有法律學者指出，釋法
是香港法治的一部分，並不存在所謂
「衝擊」的問題。

「高度自治是實實在在」
香港城大法律學院教授顧敏康在研討
會上以「如何認識20年來的高度自治」
為演講主題。他指出，反對派中人、反
中央的傳媒在回歸至今依然存在，可見
香港仍有高度自治，「高度自治是實實
在在。」從法律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對
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但透過基本法把具

體管治權授予香港，故香港行政、立
法、司法權均受中央政府管治。
就釋法問題，他提到基本法列明中央

政府有釋法權，釋法是香港法治的一部
分，故不能說釋法衝擊本港法治。

郭一鳴冀新屆政府勿糾纏政治爭拗
香港新聞聯副主席郭一鳴認為，20年過

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
並無改變，而法治、司法獨立及新聞自由
等在回歸20年亦沒改變，但香港社會及政
治情況改變，如香港人對民主訴求上升、
反對派要求「真普選」等。面對眾多政治
爭拗，他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不要糾纏政
治爭拗，而是解決香港當前的問題。
超訊國際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總編輯紀碩

鳴指出，「一國兩制」實踐20年，有變與
不變的地方：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一國
兩制」的決心、港人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的追求、本港繁榮穩定、核心價值及香港
是內地走進國際平台的地位作用均沒有轉

變。同時，港人對高度自治的理解有所改
變，政治結構亦有不同，如本港出現激進
至「港獨」的政治立場。
研討會也討論到香港政治人才問題。

發展局前政治助理何建宗指出，本港的
官員以公務員出身偏多，由回歸至今，
40%至60%司長及局長由公務員出身，現
屆政府則約佔38%，而有政黨背景的官

員偏少，現屆政府司局長、政治助理等
40人中，只有5人有政黨背景，反映政黨
希望優秀人才留在立法會及區議會，多
於進入政府。
觀塘區議會副主席洪錦鉉則認為，回

歸至今反對派一直抗拒加入政府，若政
黨希望對香港有更大擔當，應向政府推
薦人才，此舉亦有利政黨發展。

價值教育倒退 鄧飛倡大幅整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回顧香港回

歸20年，教育制度經歷了多次重大變遷。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前主席、中學校長鄧飛
昨日在研討會上指出，回歸20年來，香港
的國民教育等價值教育出現倒退，例如中史
科地位被淡化、國情教育只停留在旅遊、觀
光性質的了解等。他認為，雖然香港經歷多
次學制改革，惟學生競爭力未有提升，故本
港教育制度應作出大幅度整頓。

國情教育停留在旅遊觀光
鄧飛指出，回歸20年來，香港學制及

課程出現大變化，但價值教育如國民教
育、中史科等，內容並沒有隨着回歸改
變，更出現倒退。他舉例，中史科地位
被淡化，國情教育只停留在旅遊、觀光
性質的了解，學生亦不認識當代國情發
展，成為了「去價值的價值教育」。

他續說，政府2000年推行教育改革時，
取消中文科28篇涵蓋古今中外的文章，改
由學校自行決定教材，使價值教育被淡化。
鄧飛又說，本港職業教育亦出現問題。

他解釋，職業教育課程雖多，惟本港沒有對
應的行業讓畢業生發展，例如學生修讀汽車
工程後，理應可成為工程師，但本港沒有汽
車工業，畢業生最後可能只在車房維修。
他認為，香港學生競爭力沒有因學制改
革而提升，反而更不如內地學生般能找到一
份好工作，青少年亦難以向上流動，故本港
教育制度應作出大幅度的整頓。■鄧飛 文森 攝

■眾嘉賓出席「香港實踐『一國兩制』20年研討會」。 文森 攝

■張國鈞 彭子文 攝 ■何君堯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