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話點就點」？香港會因此變成「一國一制」？

反對派將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批准特區政
府與廣東省政府就「一地兩檢」所簽署的合
作安排，簡化為人大「話點就點」，似乎想
為香港市民營造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隨口
噏」也成為法律的印象。事實上，雖然全國
人大常委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
常設機關，但在「一地兩檢」這個已有先例

可援的事件上，其審議亦是非常嚴謹，做足程序。
當特區政府在去年7月底已公佈「一地兩檢」
「三步走」的計劃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亦無就此立
即表示認同，亦是待香港特區充分發揮其自治權，
先與廣東省政府協商出一套方案、簽訂合作安排

後，然後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最後
經分組討論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投票通過作出決
定，完全符合國家憲制程序，絕非反對派所形容的
「話點就點」。
此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不同法律界人士均

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通過的決定，是「一
地兩檢」的第二步，還有第三步的本地立法才能
真正成事，若香港未能進行本地立法，踏出了第
一、二步亦是徒勞。上述步驟均顯示出，「一地
兩檢」絕非單方面就可完成的事，更須有香港社
會的共識、立法會對相關立法條文的審議和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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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合法理
五駁反對派靠嚇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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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基礎堅實絕非「建於空氣之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其常設機關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憲制地位和
權力崇高，行使國家立法權，可解釋和監督
法律等，在處理「一國兩制」下所出現的法
律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必然是最權
威的。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所
言，是次的決定有憲制性地位，具有最高法

律效力，一言九鼎，不容質疑。
有人質疑，是次決定並無指明依據香港基本法
哪一條條文，故是「建築在空氣之上」，事實
上，被香港社會視為金科玉律的基本法，其通過
方式亦是如此。
1990年，全國人大是以決定的方法確認了香港

基本法符合國家的憲法，與是次確認「一地兩
檢」合作安排符合基本法，同樣產生了憲制性法
律效力，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
根本宗旨。
因此，如果有人質疑這樣審議通過而作出的決

定，是「建築在空氣之上」，其說法無異於自廢
基本法，是完全不符常識、亦不可能是香港社會
認同的說法。
再者，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有解釋法律的權力，

最有資格從立法原意去作出審視，而不是只從法律
條文作字面理解，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通過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確認它並無違反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本身就是最強的法理基礎。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一地兩檢」安排「欠缺法理基礎」？

深圳灣已實施多年絕非「史無前例」
是次「一地兩檢」合作安排是「史無前例」，將指定地方劃
出去實行其他法律，顯示特區政府或中央不重視規矩？
相信有使用過深圳灣口岸出入境的市民，
一眼就能看穿這只是謊話。深圳灣所採用的
出入境模式，正正就是「一地兩檢」。當時
為紓緩兩地關口的壓力，故設立了深圳灣口
岸，深圳灣口岸聯檢大樓位於蛇口，屬於深
圳境內，香港特區政府就是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授權下，可以租賃深圳灣口岸的「香港口

岸區」，並派執法人員在該處實施香港法律，而香
港立法會其後也為此「一地兩檢」作本地立法，通
過了《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
是次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則是通過全
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兩地的合作安排，授權予內地執
法人員在香港西九站的「內地口岸區」去執法，與
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原理相同，而香港現時

亦正在就有關事宜推進本地立法的工作。
就有人將內地法律可在西九站執行形容為「洪水

猛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就指出，
「一地兩檢」不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範圍；
不改變內地與香港的出入境管制制度；不減損香港
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不減損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管轄權。
同時，將內地的出入境查驗放在西九站進行，其

適用的查驗法律法規沒有變、查驗的程序和流程沒
有變、查驗的機構沒有變。這不僅沒有對出入境人
員和物品施加新的限制，而且將極大方便高鐵乘客
的出入境。
整體而言，對高鐵乘客來說，「一地兩檢」只是

更高效便捷，與過往的出入境方式沒有任何區別。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期於今年第三季通車，為便利

市民出行、最大化高鐵的經濟效益，特區政府提出

「三步走」的計劃，積極落實「一地兩檢」。特區政

府先與廣東省政府溝通，兩地政府協商下於去年11

月底簽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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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出第一步；再將有關合作安排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

議，人大日前作出決定，確認合作安排符合「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完成第二步，為香港社會處理第三步

的本地立法提供法理基礎。

反對派在「一地兩檢」屢次炒作，企圖煽動市民加

入反對，但市民反應冷淡。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通過

批准「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反對派隨即又搬出過往

危言聳聽的字句，倒果為因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是「話

點就點」、破壞「一國兩制」云云。

面對反對派抱着謊言說一百次亦可成真的態度、反

覆以口號式說法去誤導市民，香港文匯報就整理出反

對派五大靠嚇言論，為大家剖析為何他們的說法不可

能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反對派利用部分港人不熟悉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角色和作用、不清楚是次特區政府推動
「一地兩檢」的始末，想將事件演繹為「問
題」，再嫁禍予人大。理清是次需要實行「一
地兩檢」的原因，並非中央方面的要求，而是
香港在大量投入建好高鐵香港段之後，希望可
最大化其效益，便利市民和旅客出入境，才要

求內地有關部門以至中央作出協助。事實上，多個
民意調查都顯示，落實「一地兩檢」，讓高鐵順利
通車，亦是香港社會主流的期望。

經本地立法實施 體現港自主權
特區政府早前回應傳媒查詢時就指出，「一地

兩檢」是兩地在尊重國家憲法、基本法，及「一國
兩制」的基礎上進行︰「『三步走』的第一步既體
現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亦反映『一地兩檢』並非

特區或內地能單獨落實的安排。第二步除尊重國家
《憲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地位外，亦能確
保『一地兩檢』最終符合基本法。第三步則透過特
區本地立法的程序充分體現特區在處理『一地兩
檢』安排上的自主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亦嚴正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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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並說，自己上兩屆起已是政府的主要官員，可
以證實高鐵香港段是特區政府爭取的，「這本身
也是一個自治的體現，否則中央是可以叫停
的。」
不過，中央並無因為法律上可能出現的挑戰叫

停項目，反而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幫助香港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充分尊重高度自治絕非「削弱」
中央透過是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一地兩檢」合作安
排，去「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

即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有最權威的
解釋權，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開會審議，確認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符合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讓香港特區可按此原則進行本地立法，但反
對派有理無理自行演繹為「一地兩檢」違反基本
法第十八條。
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

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故反對派
聲稱不能在西九站內讓內地執法人員執行內地法律。

限「內地口岸區」行內地法律
對此，特區政府日前已作出詳盡解說。簡單而
言，由於內地執法人員是在西九站的「內地口岸區」
執法，該處由於租賃予內地作為「內地口岸區」，會

被視為「處於內地」，而非香港特區，因此在基本法
第十八條不再適用。特區政府更指出，深圳灣的港方
口岸亦是採取類似的條文，「而性質類似的『視為條
款』亦不時在其他法律範疇有出現。」
按法律語言去談論，基本法第十八條規範的是
全國性法律延伸適用至整個香港特區的情況，其
實施範圍是整個香港特區、實施主體是香港特區
本身、適用對象是香港特區的所有人。但「一地
兩檢」的情況明顯與基本法第十八條所規範的情
況截然不同。
在落實「一地兩檢」時，全國性法律的實施範
圍只限於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實施主體是
內地有關機構、適用對象主要是處於「內地口岸
區」的高鐵乘客。

不適用基本法第十八條絕非「違反」
在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2727日日，，全國人大常全國人大常
委會全票通過並批准在廣深港高鐵委會全票通過並批准在廣深港高鐵
西九龍站實施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一地兩檢」」合作安合作安
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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