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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香港回歸祖國20年，政治爭拗從未間斷。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在接受《求是》訪問時指出，香港出現違法「佔中」、有人散佈「港獨」等干擾基本法、衝擊

「一國兩制」的現象，其根本原因是香港反對派勢力不肯承認香港已回歸祖國這一歷史事實，千方百計地歪

曲香港特區基本法，妄圖擺脫中央對香港的主權和全面管治權，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半獨立」的政

治實體，是構成香港民主制度發展的最大障礙。「我們必須認清特別行政區發生種種問題的本質，始終堅持

『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全面貫徹實施『一國兩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動搖、不走樣、不變

形。」

李飛：反對派是民主發展最大障礙
拒認清回歸祖國事實 妄圖擺脫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

李飛在訪問中表示，「一國兩制」作為
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在實踐

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各種風險的考驗，
「比如：香港社會對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的選舉辦法如何修改存在嚴重分歧，政治
爭拗長期不斷，甚至發生『佔領中環』等
違法活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的特別行政區應當立法維護國家
安全的責任，還未得到落實；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遭到反對派激
烈攻擊而被迫擱置；反對派議員大肆拉布
拖延審議程序，致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的政策措施遲遲不能出台；少數激進分子
公然散佈『港獨』、『香港自決』，並與
境外政治勢力相勾結，嚴重威脅國家的統
一和主權安全。」
他指出，出現這些干擾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衝擊「一國兩制」事業的現象，
其根本原因是香港反對派勢力不肯承認香
港已經回歸祖國這一歷史事實，千方百計

地歪曲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妄圖擺脫
中央對香港的主權和全面管治權，把香港
變成一個「獨立」、「半獨立」的政治實
體。

認清問題本質 堅守「一國兩制」
李飛分析，這些人的策略手法，就是不

斷地挑起政治爭議，為特區政府製造麻
煩，令特區政府做不成事，進而煽動市民
對特別行政區政府不滿，誘導社會喪失對
「一國兩制」事業的信心，從而實現其政
治目的。「圍繞建設什麼樣的香港這一根
本問題，我們必須認清特別行政區發生種
種問題的本質，始終堅持『一國兩制』的
根本宗旨，全面貫徹實施『一國兩制』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動搖、不走
樣、不變形。」
在談到香港政制發展時，李飛指出，中

央在香港實行和推進民主的立場是一貫
的、堅定的。「香港的民主選舉是中央直

轄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性選舉，必須
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符合香
港社會的實際情況，符合循序漸進的原
則。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規定的軌道內進行，不允許出現
任何偏離。」
他強調，香港特區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選舉制度作出的規定，具有憲制性
的法律效力。「其中一個關鍵性規定是，
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行政長
官必須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絕不放棄立場 絕不可能退讓
李飛解釋，「堅持提名委員會制度，符

合香港社會界別多元、利益多元的實際情
況，符合長期形成的社會各界均衡參與的
共識和習慣，符合民主制度循序漸進的發
展規律，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是香港
民主發展的正確選擇，具有憲制性的法律

效力。」
他批評，香港的反對派勢力當時妄圖以

非法「佔中」等癱瘓香港經濟、造成社會
混亂的違法活動來要挾中央，以奪取特區
選舉制度的制定權，進而奪取香港的最高
管治權，「他們的種種行徑構成香港民主
制度發展的最大障礙。對此我們要有清醒
的認識，中央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廣大
香港市民絕不會放棄立場、絕不可能退
讓，可以預見這場鬥爭會持續進行下
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天主教香港教區昨日舉行
「楊鳴章主教履任祈福彌撒」，新任主教楊鳴章指，教區關
注香港民生社會議題，關心民生福祉，包括政制發展，惟教
會角色有別於政治團體，不能對政制改革提出太多建議，惟
會在合適時間發揮橋樑作用，促成各方溝通。

履任祈福彌撒 關注民生議題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陳肇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等約1,000人出席
了是次祈福彌撒。前主教湯漢致辭後，引領楊鳴章登上主教
的座位。
楊鳴章在講道時表示，自己在接任主教後，會繼續關注貧
窮及被社會忽略者。他形容，香港出現不同人面對人際關係
破碎的情況，令「關係貧窮」在香港急速蔓延，教區特別關
注到不少長者缺乏關係網絡支援，缺乏健康的人際關係。
他希望教友關注老弱，又呼籲政府加強支援，希望長者可
以「老有所適」，又歡迎特區政府制定更彈性的家居護理計
劃，讓長者有平台一展所長。
楊鳴章表示，留意到不少年輕人對社會失望甚至不滿，不
信任權威，要重建信任除了需要時間，還有賴各方拿出誠
意，又提醒年輕人，電子世界不能取代人與人親身經歷的人
際關係。
在彌撒後，楊鳴章與信眾共聚並接受祝賀。

關乎港福祉
楊鳴章願做橋樑

香港有部分法律界中
人經常宣稱，全國人大
常委會釋法會影響香港

的法治及「司法獨立」。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求
是》的訪問中指，散佈這種言論者，有的
是明顯要對抗中央，有的是還沒能適應回
歸後香港法律地位發生的根本變化。他強
調，當香港社會對基本法有關規定，在理
解和適用上存在重大爭議，全國人大常委
會及時進行立法解釋，令基本法得到正確
理解和執行，既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
權力，也是憲制責任。

李飛指出，香港特區基本法專門規定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據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具有全面的和最終的
解釋權。
他續說，香港回歸20年來，全國人大常

委會先後對香港特區基本法有關條款作出

五次解釋。「每當香港社會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有關規定，在理解和適用上存
在重大爭議，特別是這些問題直接涉及中
央權力或者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影響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及時進行立法解釋，解
疑釋惑、正本清源，是完全必要的，既是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權力，也是憲制責
任。」

指部分人未適應港法律地位變化
李飛形容，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社會總會出現一
股怪論，說中央釋法「侵害了」香港法院
的「司法獨立」，「損害了」香港的法
治。「散佈這種言論的人，有的是明顯要
對抗中央，有的是還沒能適應回歸後香港
法律地位發生的根本變化，對香港司法權
和法治的理解還停留在回歸以前的狀
態。」

他解釋，隨着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香港原有法律地位和憲法秩序發生了
根本改變：香港長期實行的由法院最終解
釋法律的憲法規則，轉變為由最高國家權
力機關和立法機關最終解釋法律的憲法規
則，「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
會、法院在內，社會各方面在實施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過程中遇到憲制層面的重
大問題，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出面進行
解釋，就不能保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得到正確理解和執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作出解釋就是必不可少的。」

助妥善處理爭議保穩定
李飛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解

釋，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具有同等效
力，具有最高法律權威，其本身就構成香
港法治的一部分，是對香港法治的有力維
護和完善。「事實雄辯地證明，全國人大
常委會先後五次釋法，妥善地處理了香港

社會所爭議的重大問題，保證了香港社會
的穩定和有效管治。今後，全國人大常委
會還要繼續依照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履行好法律解釋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近年，
「港獨」在香港部分年輕人間滋生，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香港部
分年輕人抗拒甚至敵視國家，是因為
中國歷史科並非必修科，導致年輕人
不認識歷史，而高中通識科的「現代
中國」由教師搜集教材，但部分教師
立場十分「反共」，才令學生產生了
類似的思維。因此，她贊成將中史列
為必修科，同時推行國民教育。
范徐麗泰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憶

述，在英治時期，不少香港年輕人都
支持香港回歸祖國，也表現愛國，但
香港回歸後，有部分年輕人卻表現抗
拒，甚至將國家當作香港的「最大敵

人」，令她感到很奇怪。

「反共」教師灌輸錯誤思維
她相信，這和中國歷史並非學校必

修科有關，導致香港年輕人不認識歷
史，「（香港年輕人）根本就不知道
中國歷史，亦不能感受到中國在清代
怎樣積弱、怎樣被人欺負那種感
覺……（所以）他們根本上不覺得自
己是中國人。」
范徐麗泰又提到，現時香港教育課

程中有與國家執政黨，即共產黨有關
的通識科「現代中國」單元，由於沒
有課本，需要教師自行準備教材和資
料，而在部分教師立場「反共」的情

況下，回歸20年來向學生灌輸了反對
國家執政黨的思維。

倡中史列初中必修科
她建議，有關的「現代中國」單元
不應在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試卷中有
必答題，「你必答題呢，其實對那些
出題目的老師都有壓力的……其實為
什麼要有通識教育？就是希望我們學
生每樣東西都懂一點，那所以在現代
中國那個單元不需要有必答題，讓他
們（學生）自己選答。」
范徐麗泰並建議將中史列為初中必

修科，及推行國民教育，而教材內容
需要客觀，「好壞都要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瀆
誓四丑」在被高等法院DQ後，不斷
聲稱自己是受到「政治迫害」，是
「今日宣的誓犯了明天的法」。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教授陳弘毅昨日指出，全國人大常
委會就宣誓相關規定釋法，並非「訂
立新法律」，而是將已有法律「寫得

更清楚」。
事實上，無論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或《宣誓及聲明條例》，均對宣誓
做出清晰規定，「無論是否知道、是
否理解，觸犯法律都需承擔後果。」

「長毛」2004年宣誓「加料」敗訴
陳弘毅昨日在一電台節目中，談到

「瀆誓四丑」被DQ的問題。他列舉
「長毛」梁國雄在2004年宣誓修改誓
詞為例，指「長毛」當時被立法會秘
書處宣佈無效後向高院提出司法覆
核，高院就表示有關法令已經規定議
員要按照規定格式宣誓，判其敗訴，
故不可以說宣誓「加料」被判無效沒
有先例，而自稱不知道有此法例下違
法並非辯護理由，有關人等須負上法

律相關的責任。
他認為，人大就宣誓相關問題釋

法，只是在不違反法律原則中的「可
預見性」下，將法律上不清楚的事情
講清楚。事實上，中央政府一直堅持
「一國兩制」的原則，但若香港有人
去挑戰「一國兩制」中「一國」原
則，中央自然就會採取更多保障「一
國」的舉措。

人大釋法捍衛「一國」原則
陳弘毅坦言，他不覺得釋法會變得

常態化。人大是次就宣誓問題釋法，
就是因為「青年新政」的梁頌恆、游
蕙禎，在議員就職宣誓時挑戰「一
國」的底線，鼓吹「港獨」，令人大
迫不得已要行使釋法的權力，讓大家

知道絕不能衝擊「一國」的原則。
被問及是次被DQ的4人能否參與

立法會補選時，陳弘毅認為，香港法
律並沒有訂明因拒絕宣誓而失去議員
資格不能參與補選，惟有關人等倘要
參加補選，就不要「重蹈（『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覆轍」，即
無論是否簽署確認書，都不應發表任
何令人懷疑並非真心擁護基本法等聲
明的言論。
對於立法會應否追回4人所有申領

的薪金及津貼，他則指立法會仍未就
此作出決定，相信對方會諮詢法律意
見，而律師也會詳細研究有關法律原
則，包括參考人大釋法的規定、普通
法案例及外國情況後再作決定，惟他
個人認為，部分被DQ者經第二次宣
誓後獲准參與並開始了立法會議員的
工作，故不應該、不需要被追討全數
的薪金及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0
周年之際來港，其間多次發表重
要講話，總結了「一國兩制」實
踐積累的豐富經驗，為「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行穩致遠指引
航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指出，習
主席提出的四點希望和要求，
「是今後我們全面貫徹落實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推進『一國
兩制』偉大實踐繼續發展的根本
指針。」
李飛在《求是》的訪問中指

出，20 年來，中央始終堅持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有
效行使全面管治權，保證了「一
國兩制」和香港特區基本法實踐
的正確方向。在中央政府的支持
和指導下，香港特區戰勝了各種
風險和挑戰，在複雜的內外環境
中始終保持了大局穩定和社會發
展。
總結「一國兩制」在香港20
年來的實踐經驗，面向今後香
港的長遠發展，李飛引述習主
席明確指出，「中央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
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二是全面準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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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關係 依法辦事
聚焦發展 維護和諧
他續說，習主席還進一步提出
了四點希望和要求，一是始終準
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
係；二是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三是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
一要務；四是始終維護和諧穩定
的社會環境。「這是今後我們全

面貫徹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推進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繼續發展的根本指
針。」
李飛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在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
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深入推
進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貫徹落實提
出了需要重點抓好的四項工作，為我們
做好相關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
張德江當時提出的四項工作是：要繼續

堅定不移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基本法；加
強基本法宣傳教育，維護基本法的權威；
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加
強基本法理論研究，健全基本法理論體
系。
李飛最後表示：「我們堅信，在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有全
國人民的鼎力支持和香港廣大市民的共同
努力，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定會與國家一道
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征程
上，譜寫新的歷史篇章，取得新的輝
煌。」

范太：部分港青敵視國家因不識史

違誓敗訴有先例 陳弘毅：違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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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確保基本法正確理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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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鳴章履任祈福彌撒。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陳弘毅
表示，釋
法並非訂
立 新 法
律。
資料圖片

■范徐麗泰贊成將中史列為必修科，
同時推行國民教育。 資料圖片

■李飛批評反對派阻礙香港民主發展。
資料圖片

■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表決通過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