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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乘機回美探親，發
現在香港機場櫃位前多了
一群穿藍衣服的特勤人
員，對登機者進行安檢問
話，並對問話內容作詳盡
的記錄，詢之所得回應是
「已獲美國政府授權，對

前 往 該 國 的 所 有 乘 客 進 行 安 檢 和 問
話……」美國政府授權？在香港地域、中
國境內，按美國法律進行安檢和問話？如
此越境執法，基本法上有規定嗎？機場設
有美國的海關嗎？陳淑莊、李柱銘為什麼
不出來捍衛香港法治，大律師公會為什麼
不譴責美國政府越權，侵害了基本法的完
整呢？

不過，幸好當時登機乘客都配合保安人
員的問話，機場的「一地兩檢」才能順利
完成，如果照香港「腦殘律師」反對「一
地兩檢」的邏輯，相信機場秩序早已亂作
一團了。事實上，無論任何法律，都不可
能做到十全十美，滴水不漏，但法律是
死，人是生的，所以經常需要有權宜變通
之法，香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一地兩
檢」，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大律師公會
口口聲聲說「一地兩檢」不符基本法，沒
有法律基礎，其實是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地兩檢」的三
部曲，便會發現，特區政府在這問題上處
理得相當完美。

首先，為了方便香港人乘坐高鐵，政府在
維護「一國兩制」原則下，據過往的經驗提
出了「一地兩檢」的構想，解決了兩地居民
乘坐高鐵時兩地兩檢費時失事的難題，可謂
符合民情；第二，由於基本法對「一地兩
檢」缺乏完整的指引規條，於是呈請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指引和批准，令「一地兩檢」具
備堅實的法律基礎，做法完全合理；第三，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一地兩檢」的方
案仍需在香港立法會通過正式立法，讓「一
地兩檢」的法律條文正式確立。三步曲完
成，可謂情理法兼顧，天衣無縫。

有社會精英「揣着明白裝糊塗」
回歸以後，中央政府為了體現香港的高度

自治，還由香港設立了終審法院。不過，香
港的終審法院絕不等於英國的樞密院，過去
香港司法體系從來都不能也不敢挑戰樞密院
「一言九鼎」的權威地位，因為知道要尊重
司法倫理。

回歸之後，這些社會精英偏偏要「揣着明
白裝糊塗」。他們拿着普通法的雞毛當令
箭，屢屢挑戰「一國」、挑戰國家憲法、挑
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決定和司法解釋
權，不斷以法律為武器和中央鬥「法」，他
們對香港的高度自治猶嫌不足，野心勃勃要
劃地為王，擅專司法，歪曲民意以抗拒「一
國」。他們這樣做並非要維護香港的利益，
而是要保住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他
們的字典裡，司法獨立等於「司法獨大」，
依法治港變成「司法治港」。中央政府、人
大常委會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平起平坐的
「同鄉兄弟」而已。如此狂妄自大，實在令
人不齒。

最令人感到鬱悶的是，這些無事生非的人
口口聲聲說「我們香港人」，將自己的所為
美化成維護香港人的利益，似乎一小部分對
現實不滿的人就能代表700萬人。其實何謂
香港人，只要日後香港高鐵通車了便可一目
了然。因為，到時每日會有數以萬計，每年
以數千萬人次計的高鐵乘客，坐上快速舒適
的高鐵列車，興高采烈地暢遊祖國大江南
北，這些人才是「我們香港人」。看到那種
情景，今日反對「一地兩檢」的「法律精
英」豈不無地自容？

人大憲制地位豈容反對派撼動
反對派不承認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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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日本來是2018年一個好開始，
但「民陣」發起所謂「守護香港元旦大
遊行」，儘管反對派費盡心機組織遊
行，但遊行人數不但不多，而且醜態百
出。各個反對派政黨借遊行之機擺晒街
站，大派人手拎籌款箱周圍籌款。被
DQ的劉小麗和梁國雄更企台持咪大叫

市民捐款，遊行期間「港獨」分子公然高舉港英旗及
「港獨」旗，叫囂「香港獨立」口號，令市民憤慨。李
柱銘身穿黑衣參與遊行，攻擊人大決定「等同是替香港
法庭作出決定，做法離譜」云云，參與遊行的公民黨余
若薇攻擊「人大說什麼就是什麼」。

大律師公會聲明自損公信力
8成港人支持實行「一地兩檢」，反對派知道大勢不

妙，又是遊行又是搬出所謂香港大學「法律權威」陳文
敏等人攻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陳文敏公然向大律師公
會施壓，要求公會就「一地兩檢」表態，聲言「點解最
熟悉這個問題的人無出聲？」在陳文敏及公民黨大狀的
壓力下，原來不準備表態的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用上
「閹割」、「前所未有大倒退」等極端且具政治偏向性

的詞語抹黑人大的決定，完全不像是嚴肅的法律觀點闡
釋，更像是一份偏頗的政治立場宣言，這種極其荒謬的
政治偏見，只會自損大律師公會的公信力。

儘管這份聲明羅列了多項所謂的理據，然而其論據的
核心是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有權作出決定」，試
圖限制和否定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的權力。特區政府發
表聲明指出，決定是完全依據國家憲法及相關程序而作
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在每一個制度下必會亦必須有一
個最高、最終權力機關，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
依據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但亦必須尊重國家憲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在國家憲制中的地位和權力。大律師公會
聲明試圖以一個民間組織名義去否定人大常委會作出決
定的權力，不僅違反憲制秩序，而且毫無自知之明。

要害是拒不承認國家主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行使國家最高

立法機關的憲制權力，其決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大
律師公會的表態，以及李柱銘、陳文敏等人危言聳聽，
蠱惑人心，扭曲事情的本質，要害是不承認香港回歸和
國家主權。

1843年4月5及6日，維多利亞女皇相繼頒發了「英

皇制誥」與「皇室訓令」兩份詔書，把近乎封建皇帝才
擁有的絕對權力授予香港總督，所有文武官員和香港居
民必須服從港督。但是，在香港回歸前，反對派那些所
謂資深大狀，對殖民獨裁統治頂禮膜拜、俯首貼耳、畢
恭畢敬，甚至在回歸前後聲稱「甘做殖民主義走狗」、
「寧願香港再做300年殖民地」，一副奴顏媚骨，但卻
對回歸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憲制地位恨之入骨，反
對派所謂資深大狀的殖民奴才面目令市民鄙視。

香港回歸後，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法律
基礎，憲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法，憲法是國家根本大
法，基本法是一個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因此，人
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對「一地兩
檢」合作安排的決定，具有不容挑戰的最高法律效力。

反對派不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權力，誣衊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離譜」、「指鹿為馬」、「一言喪
港」等等，用心惡毒，明顯違反和挑戰憲法和基本法，
企圖撼動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地位。但是，人大決定體現
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制
度」，國之根本不可動搖，體現的是法治的尊嚴和依法
治國的原則。反對派企圖撼動人大憲制地位，完全是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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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如「陳雲上身」鼓吹分裂居心叵測

練乙錚於《紐約時報》以《香港真是中國一部分？》（Is
Hong Kong Really Part of China?）為題撰文，聲稱現今有部
分「民主派」領袖都不認為中國擁有香港合法主權，但在歷史
角度，香港的確有一套獨特的文化和語言，以往更曾受到類似
「一國兩制」的管治。香港人對這種論調並不感陌生，與陳雲
的說法如出一轍，練乙錚在一份國際報章大肆散播「港獨」
論，實在居心叵測。

陳雲曾聲稱，香港是兩岸三地真正保存了「華夏文化」的地
方，並稱香港繼承了英國人遺留的近乎國家形式的制度，香港
有條件成為「邦聯的示範」。有關說法早已經淪為港人茶餘飯
後的笑柄，現如今練乙錚竟再將其借屍還魂。

練乙錚在2017年底時於港台節目訪問中聲稱，在威權強勢掌
控香港管治權的形勢下，過去的議會抗爭形式已無發展空間，
港人應「參考極權國家人民如何抗爭，防止香港進一步赤
化」。種種跡象顯示，練乙錚這名政評名人、「前中央政策組
全職顧問」已經成為「港獨」的鼓吹者。

現在練乙錚配合《紐約時報》的反共立場前往投稿，自以為
旁徵博引、引經據典，說什麼香港自古以來與中國文化有異、

香港人與中國北方佔大多數的漢族人存在種族、文化和語言方
面的差別，「香港經歷第二次殖民」。讀了練的大作，以為
「陳雲上身」、「陳水扁附體」，「前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寫出如此文章，除了騙稿費，最為令人不寒而慄的是，他不單
在吹捧「港獨」，而且鼓吹「藏獨」、「台獨」、「疆獨」。
按他之意，自古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異的地方多的是，那豈不是
西藏、台灣等地都可不納入中國之內？這種分裂中國的言論，
正正合乎部分美國人反共的口味。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發表報告時強調，「我們絕不
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
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字字鏗鏘有力、
擲地有聲，全國人民以至中華民族都拍掌認同。「六個任何」
是歷史呼聲、亦是潮流大勢，是中華民族必須堅守的底線。

分裂國家的言論，在外國傳媒的吹噓下或許一時沸沸揚揚，
練乙錚或許沉醉其中，得意一時，但事實上，任何攻擊、分裂
國家的言論，在國家捍衛主權完整、安全和統一的決心和能力
面前都是蚍蜉撼樹。筆者奉勸，練乙錚不妨多學歷史、雲遊四
海，好過媚外誤港。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原中策組非全職顧問

新年新禧新景象

2017年是我們國家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一年。這一年，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經濟
發展開始進入了以知識經濟為主體的新時代。展望2018年，是
貫徹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是決勝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中
國整體經濟將繼續取得驕人的發展精進。

對香港，政治方面，十九大報告強調「一國兩制」方針不會
變、不動搖，「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中央政府鮮
明宣示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與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
合，明確提出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香港同胞同祖國
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
光」，這些都給了港人極大的鼓舞和信心，使愛國愛港正氣得
到弘揚光大。而反對派因理念錯誤屢屢受挫，越來越不得人
心，立法會內6名反對派議員自作孽失去議席，「港獨」勢力
分崩離析，反對派黔驢技窮，窮途末路，遏制反對派拉布一
役，得到了社會主流民意的支持，彰顯了人心歸向，以愛國者
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力量得到空前的壯大加強。

今年經濟料將保持較快增長
經濟方面，2017年，香港經濟顯著擴張，增長勢頭明顯，尤

其與內地經濟強勢密切相關，首三季按年平均實質增長3.9%，
創2011年以來新高，預計2017年全年香港經濟增長率達到
3.7%。受惠於香港資金流動性充裕及企業盈利持續增長，港股
2017年大豐收，全年計恒指累飆近8,000點，升幅達36%是8
年來最強勁，亦是歷來點數最多，表現更跑贏環球主要市場。
分析對今年整體市況仍然樂觀，料恒指明年可上望34,000點。
整體以觀，2018年經濟料將保持較快增長。

去年，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明確了香港未來經濟發展
的新定位、新角色，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高增加值及多元
經濟，包括開拓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等新經濟領域，將為未
來香港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而2018年有望成為香港科
技創新具轉折性的一年，創新創業、支持科技研發將成為新
一屆香港特區政府長期的施政重點。未來5年，香港本地研發
總開支佔GDP的比重將由0.7%增加至1.5%，即達到年均約
450億港元的水平。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即將落地，隨
着2018年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通車，粵港澳大
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將初步形成，區域聯動的效果開始顯現，
區域合作有望形成製造業、服務業、娛樂業等多行業互補互
利的新態勢。

喜看新年中國好、香港好，只要港人堅持「一國」之本、善
用「兩制」之利，香港明天必更好！

藍海

「一地兩檢」安排合法合情合理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立會邁進新時代 形塑理性新世代

立法會通過修訂議事規則，加強管控議會運
作，讓其重回理性莊嚴的正軌，財委會修改議
事規則亦提上議程。議會的新時代經已降臨，
但能否恢復有效運作？會否觸發「文攻變武
鬥」的新抗爭？端視議員們能否以社會福祉為
念，貫徹履行支持、合作、監督三結合的管治
責任，並且負責任地告別意識形態抗爭，展現

其從政能力和承擔，形塑理性平和新世代。
作為一個多元城市，香港從來就存在觀點不同、訴求各異的

情況，彼此在議會內外折衝樽俎、各自爭鋒，只要是為社會
福祉着想、為選民利益打算，都是合理而應獲尊重。不過，
近年的香港政治充斥「唯意識形態」的抗爭，反對派將一己
一黨的政治訴求凌駕社會根本利益，甚至將民生福祉當作政
爭籌碼。

在上屆立法會大會4年會期內，點算人數共約1,500次，流會
更高達18次。兩者合共浪費超過450小時會議時間；今屆議會
更誇張，在過去的2個多月內，不見議事，更未曾通過一項議
案，卻見包括狂點人數、提出無數議案、玩程序、衝主席台，
甚至驅趕記者、拉響防狼器和鐵鏈綁凳腳等近乎失智的拉布伎
倆層出不窮；被積壓的多項民生撥款項目，迄今繼續被塵封，

令施政效率、經濟、民生、福利事務都大受影響，侵損市民利
益，更令市民心生厭倦。

今天的立法會，已是沉疴積萎，只有借助「手術」精準摘除
「毒瘤」，才可重拾生機。修改議事規則是調治議會運作的第
一個「手術」，若仍無效就要果斷地進行針對性的第二個，甚
至第三個「手術」。香港要前進，就要有新改變，反對派必須
認清形勢，放棄損人不利己的攬炒策略，更不能再以拉布作為
議會抗爭的唯一手法。

守護香港、報效選民、為香港帶來切合社會利益的改變，本
是議員的天職和責任。修改議事規則昭示議會新時代經已降
臨，不同政治光譜的議員都必須重新思考在新的遊戲規則下，
讓理性議事論政取代意識形態之爭，確保立法會有效運作，在
監察政府和支持政府有效施政之間取得平衡，好讓市民重拾對
議會的信心和尊重。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既然爭拗已經完結，新修訂的議事
規則亦在立法會通過，希望立法會恢復成一個比較理性、和
平，可以以事論事的地方。須強調，修改議事規則只是治標之
舉，要真正令議會有效運作，還須依靠治本之道。所謂治本之
道，就是依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落實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
治權，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應肩負必要的憲政責任。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2015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網絡空間是人
類共同的活動空間，網絡空間前途命運應該
由世界各國共同掌握，各國應該加強溝通、
擴大共識、深化合作，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
運共同體。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習
主席提出：「加快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促進互聯互通；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
台，促進交流互鑑；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
展，促進共同繁榮；保障網絡安全，促進有
序發展」。

2017年12月3日至5日第四屆世界互聯網
大會．烏鎮峰會主題是「發展數字經濟．促
進開放共享——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
體」。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主題一脈相承，
都強調了「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這一
基本價值取向。可以說，構建網絡空間命運
共同體已成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
一致的共識和行動。

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發展的一大特點，而
互聯網把世界變成了地球村，各個國家和
地區陸海空天網五大空間深度交互融合，
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互聯網代表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的核心，「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
主張，反映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心聲，為推
進全球互聯網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更為
推動全球互聯網科技革命提供了解決方
案。

中國《「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提
出，網上絲綢之路建設行動的目標是：到
2018年，形成與中東歐、東南亞、阿拉伯
地區等有關國家的信息經濟合作大通道，
促進規制互認、設施互聯、企業互信和產
業互融；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蓋「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重點方向的信息經
濟合作大通道。網上絲綢之路將對共同打
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
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發揮重
要的作用。

中國《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出，要共同
推進跨境光纜等通信幹線網絡建設，提高國
際通信互聯互通水平，暢通信息絲綢之路。
同時，構築和打通跨國「信息大通道」，提
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覆蓋
水平，加強沿線國家網絡間互聯互通，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合作搭建更多橋
樑。

目前，我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正合
作推進建設中國—東盟信息港、中阿網上絲
綢之路，依託新疆、寧夏、廣西等省份，我
國電信運營商和互聯網企業正在緊抓「一帶
一路」沿線節點城市，積極建設網絡節點和
數據中心，構建雲計算平台，為我國「走出
去」企業開展信息化應用和國內聯繫提供網
絡設施服務。

攜手打造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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