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食粥食飯」還看與國家關係
起草基本法已釐清全面管治權 梁振英籲增港青國家觀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

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

基本法賦予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昨日表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早在

32年前起草和諮詢香港基本法時已經釐清，又強調香

港將來「食粥食飯」，要視乎如何處理好與國家的關

係，呼籲港人讀透並全面正確執行基本法，做好青少

年工作，提高他們的國家觀念。

香港發展論壇昨日舉行「回歸20周年─國家與香港」研討
會，梁振英出席並作主題演講，之後與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

陳啟宗、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及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院
長雷鼎鳴對談（見另稿）。梁振英強調，香港將來「食粥食飯」，
要視乎如何處理好國家與香港的關係。
他表示，在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央政府展示了對香
港的堅定、一貫立場：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同時全面收
回香港的管治權。當時，中方明確反對任何以主權交換治權的方
案，及所謂「三腳凳」的安排，最後雙方達成一致意見，並簽署
《中英聯合聲明》，當時的立場至今維持不變。

「一國」之下 港無「剩餘權力」
梁振英指出，中國先從英國手上收回香港，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並收回香港的管治權，之後透過基本法將高度自治權授予特區
政府，而高度自治權在基本法中有明確規定，「最近有些朋友再提
『中央為何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個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在
1985年、32年前，我們開始基本法起草和諮詢工作時已經釐
清。」
曾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他憶述，當年有人提出香港
回歸後有否「剩餘權力」。基諮委曾討論過，有學者指中國體制與
聯邦國家不同，如美國的州份加入聯邦時，會將州政府部分權力交
給聯邦政府，自己也會保留一些「剩餘權力」。不過香港是由中央
政府收回，所有權力均來自中央，而非香港將某些權力交給中央。
他認為有關問題需要溫故知新。

批陳方安生誤解附件一二
對於如何處理好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梁振英呼籲港人讀透基本
法，並須全面正確執行基本法。他不點名批評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
生3年前政改期間的一次演講：她聲言中央「搬龍門」，「特首普
選方案只需香港立法會通過，並交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毋須全
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他直指陳方安生錯誤，「她說的是（基本法）附件二，即立法會
選舉辦法的變更，附件一（特首選舉辦法變更）是需要全國人大常
委會批准。一個人以『權威』的身份去講基本法時，得出的結論是
中央『搬龍門』，而她不知道附件一及附件二的分別。」

做好青年工作 不能「大水猛灌」
梁振英又強調要全力做好青少年工作，重質兼重量。他解釋，

「質」方面要提升青年對國家的認同，認識國家的概念，從而提高
他們的國家觀念，這方面的工作要做得精準，不能「大水猛灌」；
「量」方面則要「夠數」，「社會上有很多朋友組織我們的青少年
到內地參觀、學習，這個非常好，但我們有40萬個中學生及大專
學生，如果認為每個同學每年都要去一個內地城市，4年大專生
涯、6年中學，我們每年就要做40萬人的工作。」
他續指，如果可以做到學生每年到內地考察，他們就可10年內
去10個內地城市，感受各地的不同發展情況，而一個學生在中一
時去過上海，與他大四畢業時重遊上海也是「兩個世界」。
梁振英提到，國際及本地社會會有人「反其道而行」，向青年灌
輸負面信息，令他們部分人作出讓人痛心的行為，「我們一定要問
『點解』，一定要處理……不單要做正面的工作，也要直接面對社
會的負面力量。」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CY）認為，絕大部分

港人都愛國，只是相比內地居民及其他國
家的人民，國家觀念比較薄弱。他昨日在
一個研討會上坦言，香港有人將香港與內
地事宜說成「中港關係」、「中港矛
盾」，而有關概念在回歸20年後仍未釐
清，或者是釐清了卻未有鞏固，因此經常
出現這些老毛病，也反映了港人由於歷史
原因，導致國家觀念薄弱。
梁振英笑指，自己翻閱過論壇出席者名

單，「在大家的大名當中，至少有50位名
字中有『國』字或者『華』字，說明我們
香港人對國家發展、對民族復興的期盼及
嚮往。」

「中港」老毛病掛嘴邊
他提到，自己有一個「立場上認同國家

大政方針」的朋友，經常前往內地，卻說
成「我返中國」，被他糾正「你現在已經
在中國」；之後他與對方談起國策時，對
方卻把中央政府說成「大陸政府」，他同
樣糾正及解釋，「之後我再碰到他，他說
『CY，你指我不應將返內地說成返中國，
那你如何解釋尖沙咀有一個中港碼頭？』
我無言以對。」
梁振英續指，香港有人將香港與內地事

宜說成「中港關係」、「中港矛盾」，
「如果你稍為代入台灣的情境，台灣有人
說『中台關係』而非兩岸關係，大家都會
認為他於兩岸問題的立場不言而喻。但為
何我們會對兩岸的用詞有敏感度，對於
『中港』這些用詞卻沒有？」他又憶述，
曾有香港基本法內地草委向他反映，對於
有港方草委、諮委用上「中港」這用詞感
到刺耳。
他認為，這些概念在回歸20年後仍未釐

清，或者是釐清了卻未有鞏固，因此經常
出現這些老毛病。

修改國籍法失「本國」概念
梁振英又提到，港人國家觀念薄弱有歷

史原因：英國於上世紀70年代部署修改國
籍法，並於1981年通過，令當時港人的英
籍加上「海外」兩個字，除了令260萬港
人沒有居英權外，也沒有了「本國」的概
念。
他續說，自己在參與國家收回香港的工

作過程中，深深體會中央對香港的感情和
激情，而香港在回歸後各方面的成功，是
國家在近代史扭轉喪權辱國的轉捩點，港
人無論支持中央對港政策與否，都必須認
識這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絕大部分港人都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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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香港發展論壇
召集人、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認為，港人的國
家觀念薄弱，是源於英國當年的處心積慮。香港
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則強調，愛香港與愛國家
並沒有矛盾。
陳啟宗昨日在研討會上指香港人「很特別」，

「我是一個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的人，七成時間
都不在香港，我發現香港人在我認識那麼多地方
的人當中，是唯一完全無國家觀念的。」

陳啟宗批港英處心積慮
他認為，這是源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英國

人要確保你是香港人，最怕你有英國觀念，怕你
（港人全部移民）到英國他們會頂唔順，也不想
你有中國（國家）觀念，因為複雜，所以這是英
國人處心積慮，多年來培養出一批沒有國家觀念
的人，特別在（上世紀）70年代。香港目前的很
多問題、情況，都是因為香港人沒有國家觀
念。」陳啟宗又指，不能因此怪罪於年輕人，因
為他們都是受害者，在如此的環境下成長，並認
為要培養他們的國家觀念是巨大社會工程，非一
朝一夕能達成。

張信剛：愛港愛國無矛盾
張信剛則表示，自己於香港回歸前不久在報章撰文，指

出香港除了要「政治回歸」外，也要「人心回歸」，前者
在一夜之間就可完成，但後者需要一段時間。
他認為，世界各地的「政權更替」，也要需時處理「人
心回歸」，但想不到香港在回歸20年後仍未完成這方面
的工作，強調愛香港與愛國家並沒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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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多機遇「海絲」啱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日
報》海外版昨日在頭版發表題為《新時代書
寫香港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十九大確立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全黨全
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的行動指南，香港也須一體遵循。有新思想
指引，香港與國家才能同頻共振奏響新時代
之歌；有新思想感召，香港與國家才能步調
一致跳出新時代之舞；有新思想激勵，香港
與國家才能砥礪前進共同抵達美好未來。由
十九大始，在黨和國家的重視和關懷下，在
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下，香港吃下「定心

丸」，在新時代整裝上路再出發，必能續寫
新的傳奇篇章。
文章指出，十九大報告5次提及港澳、3

處展開論述，16次出現「香港」字眼、700
多字闡明「一國兩制」，創下歷屆黨代會報
告之最，宣告着香港與國家一起，已經步入
新時代，開啟新征程。香港向上看、向前
走，昂首闊步，前景光明。

新時代祖國攜港騰飛
文章形容，「新時代屬於香港。」時代是

全中國的新時代，包括香港。分析十九大報

告，研究它的結構與篇幅，能看到香港的分
量更重了；解讀十九大報告，研究它的精神
與舉措，能望見香港的前程更廣闊。總結成
績時，衷心感謝香港同胞；明確方略時，
「一國兩制」濃墨重彩；繪製藍圖時，南海
明珠鑲嵌其上。過去，祖國珍視香港，為香
港喝彩；新時代，祖國高看香港，攜香港騰
飛。「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新
時代屬於香港。

新時代必將成就香江
文章續指，新時代需要香港。「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
求。」十九大報告確立的新的指導思想，定
義了香港發展新的使命。同心共築「中國
夢」，需要香港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需要香港續寫繁榮。夢想召喚，使命催
征，香港需要促進社會和諧、跨越發展屏
障、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壯
大愛國愛港力量，政府積極作為、社會戮力
同心，不驕不躁不折騰、向上向好向前看，
高度自治才能發揮最大優勢，經濟民生才能
浴火重生，新時代香港才能鑄就新氣象。
「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新時代需要

香港。
新時代成就香港。文中指，十九大報告繪

就的藍圖，照亮了香港的光明前景。「一國
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一國兩制」
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互利合作，制
定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路上，國
家拉着香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
奮鬥目標，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覆
蓋每一個香港同胞，造福每一個香港同胞。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中，「香港
夢」融入「中國夢」，「中國夢」點燃「香
港夢」，新時代必將成就香港。

《人民日報》海外版：港須遵循新思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一帶一
路」倡議將為香港帶來龐大機遇。在昨日的
研討會上，眾人熱議香港如何把握良機。其
中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適合港人發
展的「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總比不適合的
多，鼓勵他們要大膽探索，特別是青年人。
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
宗就認為，港人較適合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發展。

梁振英籲大膽探索商機
梁振英笑言，自從有人統計他在前年施政

報告中提及「一帶一路」47次，自己卸任特
首後「沒有那麼困身」，增加到訪沿線國家
或地區的次數，並感到香港要做的事情有很
多。他指，適合港人發展的沿線國家或地
區，一定比不適合的多，鼓勵他們行動，先
大膽探索，再小心求證及審慎落實。
他續指，已經物色到一個熱心人士，資助

中學生考察「一帶一路」國家或地區，讓每
間學校安排10個學生參與，行程包括探訪
當地華商，讓學生體會華商如何經營生意、
工作和生活，希望他們日後成為生力軍，支
撐「一帶一路」發展。至今已有11間學校

參與計劃，到訪過越南、柬埔寨、泰國、汶
萊、印度及中東等地。
梁振英更呼籲，港商在外地賺錢要回饋當

地社會，體現企業責任。

陳啟宗：淘金多內地人
陳啟宗就指，自己近年經常到「一帶一

路」國家或地區洽商生意，俄羅斯兩年內去
了10次，印度去了近20次，發現各地都有
很多中國人在做生意，但絕大部分是內地居
民，稱讚他們「吃得苦，抵佢哋發達」，但
港人在這方面有所不及。

他認為要釐清「一帶一路」概念，因「一
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一路」（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從本質上已有所不同。前
者大多是內陸地方，人煙稀少、欠缺基建但
資源豐富；後者是沿海地區，人口密集但缺
乏資源，會是龐大市場，適合港人發展。

雷鼎鳴：具有後發優勢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院長雷鼎鳴表

示，「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或地
區，佔全球人口六成，卻佔全球生產總值
僅三成，而非「一帶一路」地區的人均收

入為「一帶一路」國家的3.5倍。他認為，
「一帶一路」地區雖然比較窮，但有後發
優勢。
他提到，埃塞俄比亞近5年的年均經濟增
速達9%，更有香港製衣商在當地設廠，將
當年香港在珠三角的加工模式複製到埃塞俄
比亞。
對於所謂「中國崩盤」論，陳啟宗表示，

他與外國朋友傾談時，大家都認為中國是全
世界最穩定地方，無論是經濟、政治方面都
表現穩定，將會是穩定全球的力量。
雷鼎鳴就直斥有關言論荒謬，並表明「看

不到中國經濟為何會冧」，只要保持現有的
投資比率和科技發展，中國的經濟前景非常
燦爛，相信到2046年，中國的總體經濟規
模（扣除通脹）將是現時的5.5倍。

■梁振英等昨出席「回歸20周年─國家與香港」研討會，並作主題演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