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愛詩：人大已清晰表達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日報》海外
版旗下微信「俠客島」昨日推文，指「一地兩檢」
對香港和內地來說，是雙贏的好事，批評有人就是
喜歡出來拉布。文章又強調，人大決定是憲制性判
斷，不容挑戰，所謂司法覆核的「後招」也難阻
「一地兩檢」推行。
這篇題為《香港「一地兩檢」，可不是「某人說

了算」》的署名文章說，這兩天，個別團體及人士
跳出來，對「一地兩檢」橫挑鼻子豎挑眼，扣的帽
子可不少，目的就是試圖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打壓
成普通的行政決定，以便在「一地兩檢」「三步
走」的最後一步─本地立法階段時，通過司法覆核
等手段進行杯葛。

決定合憲合法 無損高度自治
文章指出，人大決定完全合憲合法，批評個別團

體及人士「算盤打得挺響，可惜謬誤百出」，其種
種說法無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高法律權威地位。

文章又援引專家從細部進行分析批駁，指出
人大決定根本無損高度自治。
文章強調，對抗思維無益香港。說到底，

「一地兩檢」是應交通、運輸系統發展而必
須處理的事宜。高鐵乘客以「一地兩檢」方
式辦理出入境手續、程序和權利基本上與傳
統「兩地兩檢」沒有本質分別，最重要的是
「一地兩檢」更便捷有效。因此香港特區政
府聲明表示，希望社會各界能客觀、務實、
全面地去理解「一地兩檢」安排及相關事
宜。
有網友留言表示：「香港很多法律學者都

喜愛用咬文嚼字的方式去爭拗法律觀點，攔
阻香港政府的工作。他們的做法已與立法會
反對派議員的拉布行動沒有分別。他們一而
再、再而三，真的令人有厭惡的感覺。」
文章最後希望香港個別人士放下對抗思維，看到

新時代背景下「一國兩制」的發展與進步。無論如

何，多個案例已經證明，人大決定不容挑戰，所謂
司法覆核的「後招」也難阻「一地兩檢」的鏗鏘足
音。

「一地兩檢」創雙贏 人大決定不容挑戰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
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
排》。 資料圖片

出入境「服務上門」口岸前移利交流
全國人大常委會12
月27日批准「一地兩
檢」合作安排，明確

香港特區應立法保障「一地兩檢」得以
實施。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端洪就此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實施「一地兩檢」不
會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一地兩
檢』合作安排，是中央給予香港和港人
的特別保護制度，將口岸前移至九龍更
是針對出入境的『服務上門』，這將積
極促進兩地交流。」

造福兩地民眾 無損高度自治

對於有人質疑「一地兩檢」將影響
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陳端洪並不同
意。他表示，高度自治權不能僅僅從
否定和防禦性來思考。「高度自治很
重要的內容，是需要『治』，要從積
極作為的角度考慮。」無論從特區政
府還是中央的角度，「一地兩檢」的
實施，都能積極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促進兩地交流，造福兩地民眾。
他又說，「一地兩檢」的實施不會

影響香港的自治權。依照合作安排，
內地的出入境檢查、海關、檢驗檢疫
等機關，其權力是法律固有的，並沒

有侵犯到香港相應機關的執法權。
「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權力，依然在香
港手中，沒有受到影響。」
陳端洪說，「一地兩檢」的對象包

括兩大類，一類是純粹的外國人身
份，另一類是中國人包括持回鄉證的
港人和持港澳通行證的內地居民。
「對於內地居民和港人之間的邊界
線，可以說是中央給予香港和港人的
特別保護制度。」現在將出入境口岸
前移到九龍，實際上是將邊防和海關
的服務前移。對於出入境等事務，其
服務性大於權力的強制性，「一地兩

檢」實際上就是為港人「服務上
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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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端洪 資料圖片

港建高鐵體現高度自治
特首：不會為鐵路犧牲「一國兩制」所謂要港推「一地兩檢」是屈中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人大常委會日前表決通過高鐵西

九龍站「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對

於反對派不斷肆意抹黑及質疑，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再次重申，興

建高鐵是香港特區自行決定，也體

現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強調不會

為鐵路便利犧牲「一國兩制」。她

又指，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具有最

高法律效力，特區政府不會迎合某

些人的意見，貿然提出釋法要求，

否則就是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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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全國人
大常委會日前批准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
合作安排，香港各界均表支持，但反對派卻大
做文章，連日來不斷挑起爭論，並揚言「一地
兩檢」無基本法條文作基礎云。對此，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
的決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對港亦有約束
力。
譚惠珠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時表

示，當年制訂基本法時，並沒有想到「一地兩
檢」的問題，當然不能單一引用基本法某一條
的條文，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具有
最高的法律效力。而過往進行釋法，包括2007
年和2014年的兩個決定，本港法院亦承認有約
束力。因此，現時人大常委會就國務院提出的
報告予以批准，這個決定對港亦有約束力。
譚惠珠又表示，過去兩次是基於如何實施基

本法的條文而釋法。至於今次，就由於當日制
訂基本法時，還未預視需要處理「一地兩檢」
的問題， 故未有寫下相關條文， 而今次是根
據基本法的原意，批准有關安排。雖然兩者稍
有不同，但以本質來說，是不會影響本身的法
律約束力。

不違憲法基本法 法律理據充分
她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安排，完全按照

相關的法律程序，既符合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
條、第一百一十九條起草的原則，即須對香港具前瞻、有責
任協助發展香港經濟，今次的決定並不違反憲法及基本法，
法律理據相當充分。

何君堯冀大律師公會面對現實
出席同一活動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指出，希望大律師公會

應面對香港的政治現實，就是在終審法院之上，尚有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最高法律效力。他呼籲港人的視野應更寬闊，以
國家觀念為優先，接受香港是國家一部分的事實，「唔能夠
話純粹以普通法應用在香港，而內地大陸法唔適用於香港，
因為我哋最後上訴，如果最後嘅決定係同基本法有所違背的
話，經過釋法亦可以作廢，香港就算立法會通過法律，如果
中央要求的話，亦可以發回香港然後作廢，這是一個政治現
實。」
何君堯表示，「一地兩檢」絕非黑箱作業，亦沒有扭曲基

本法，因為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及一百五十九條已寫
明，容許全國人大修改及解釋基本法。而香港在1997年回
歸後，中央若認為有政策需要，可按法規解釋基本法，而
「一地兩檢」具主觀及客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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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珠指人大決定具最高的法律效力。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大律師公會早前發表聲明，質疑
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合作
安排所作決定。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昨日出席一個電視節
目時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事
件的看法已清晰表達，若有其他
人士不接受有關決定的話，即使
現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的
話，他們亦都不會接受的，「道
理已經全部擺了出來，問題是接
受還是不接受。」
梁愛詩接受電視台節目《講清

講楚》訪問時，談及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就人大決定所作的解
讀。她認為，李飛說法正確，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監督法律
是否符合憲法及基本法，事實上
他（李飛）說的是對。」
梁愛詩又提到，「道理便全都

放出來了，問題是接受或不接
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事件的看
法，已清晰告知大家。如果有人
不接受，你怎樣講他也不會接
受，即使現在釋法，都不會接
受。」

她表示，相信中央不會輕易就
「一地兩檢」行使釋法權。釋法
權是不能任意行使，「人大常委
會覺得是對的，怎可以因為某些
人提出質疑，便任意行使法律解
釋權呢？如果真的這樣做，相信
又會有其他人反對，指人大常委
會輕易行使法律解釋權。」

籲用「較闊眼光」看條文
她重申，對於基本法，不可全

用香港的普通法來解釋，「要用
比較闊眼光看條文。」

■林鄭月娥昨日
出席一個公開活
動時，談及「一
地兩檢」。

■梁愛詩指
道理已全擺
出來，問題
是接受或不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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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批准在高鐵
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合作安
排。圖為施工中的西九龍站。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指出，
在香港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體現自治的其中一個做法。換
句話說，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要興建高鐵香港
段。「如果大家打開國家的地圖，看到現在
高鐵的網絡，無論是今日已經完成的四縱四
橫，或是在規劃中的八縱八橫，都不需要有
這20多公里的香港段。」所以，任何揣測
說是中央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去興建香港段，
也為此做一個決定，要求香港實行「一地兩
檢」，這個說法是完全不正確，而且有點屈
中央。

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她指出，興建高鐵香港段，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爭取的，這本身也是一個自治的體

現，否則中央是可以叫停的。如果不是尊重
香港的高度自治，亦預計可能有一些法律上
的挑戰，可以叫停這個項目。但中央非常尊
重香港的高度自治，去興建這個廣深港鐵路
的香港段。「因為中央也明白到香港提出的
理據，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融入，或是更加好
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讓我們這短短二十
幾公里的高鐵，將我們的人流可以更加順
暢、高效地踏入全國高鐵網絡，為社會帶來
很大的運輸、經濟、民生及社會的效益。」
林鄭又說，對於非建制有關「一地兩檢」

的意見，絕大部分意見她都不同意。她表

示，不會是為了開通一條鐵路的便利，去犧
牲「一國兩制」的原則，去破壞基本法這個
重要的憲制文件。「所以，過去真的有好幾
年我們和中央都是不斷地很努力去磋商、去
反覆研究，究竟是怎樣能夠找到一個有充分
法理基礎的方法，可以在西九龍站落實到
『一地兩檢』。」

合作安排符「一國兩制」精神
她憶及，經過幾年努力，找到有充分的法
理基礎的「三步走」方法。亦即先經過一段
時間的討論和醞釀後，香港和內地簽了一個

《合作安排》，讓在西九龍站裡可以有一個
「內地口岸區」，將本來在過了關口如在深
圳的幾個陸路口岸發生的事，提前在西九龍
站進行，方便乘客可以無須再要經過出入境
管制就直達全國，這效益是很多市民都認同
的。第二步是由香港就《合作安排》呈請國
務院，經國務院批准後，再由國務院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去提呈作一個決定來給予一個
充足的法理基礎，確定《合作安排》是符合
「一國兩制」精神，並沒有違反基本法。然後
第三步還要交回香港本地立法，讓「一地兩
檢」能按人大決定及《合作安排》得以落實。

她說：「一個這麼嚴謹的程序，被部分法
律界人士形容為『說了算』或人治，我認為
亦都是不正確。」

籲法律界客觀務實看方案
林鄭指出，人大決定已全面回應香港市民的

關注，亦要經過本地立法才能夠落實「一地兩
檢」。最終香港要不要有「一地兩檢」仍然是
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範圍之內的事。她呼籲法律
界人士，能夠可以再客觀、務實地看看今次中
央和特區政府可以找到的、有充分法律基礎的
方案，盡早如期落實「一地兩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