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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前，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分別就《全國人大常委
會關於「一地兩檢」的決定》發聲明，二者均質疑，即使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從大陸法思維看法理依據充分，但這一結論卻無
法通過普通法的檢視，考慮到基本法規定香港在回歸後繼續奉行
普通法，因而，這份決定在「普通法視域」中法理基礎成疑。應
承認，這種以「普通法與大陸法二元對立」為思維導向的觀點，
在香港法律界人士中具有相當的市場，並且由於普通法自身的專
業性，以及社會大眾對法律專業團體的心理崇拜，也對香港社會
思考「一地兩檢」問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此，單從「大陸法
角度」進行反駁始終存在「雞同鴨講」的缺憾，無助於法理問題
的釐清。在此背景下，本文嘗試換位思考，從普通法的角度，對
目前圍繞「一地兩檢」的決定進行解析。
此次香港法律界對「一地兩檢」的決定的質疑，從學術角度可

以歸納為三類：
第一，不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憲制地位，也不反對決定
中關於「一地兩檢」合憲合法的結論，但認為此份決定的內容過
於單薄、說理不充分，與其所承載的巨大憲制價值不相稱。在普
通法制度下，司法是解決法律爭議的主要路徑，遵循先例原則以
及對抗式訴訟制度的存在，更使得普通法地區的法院在判決書中
十分注重「過程思維」的運用，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奉行大陸
法的權力機關，長期的立法實踐，使其更為習慣於運用「結果思
維」將紛繁複雜的問題簡明扼要地表示出來。這種思維方式的差
異確實會導致長期接受普通法訓練的人士，對「一地兩檢」的決
定，產生只有結論沒有說理的疑惑。應指出，這兩種思維方式只
是側重不同，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別，如何取長補短，兩地學界其
實具有相當大的交流空間，這種對話也有利於基本法實施機制的
不斷完善，為基本法共識性理論的形成奠定基礎。
第二，不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本身的憲制地位，但對此次
決定的結論存在質疑，認為根據普通法文義解釋的方法，決定的
內容無法從任何一項基本法條文中得到支持。首先需要澄清，無
論是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文義解釋都不是解釋方法的全

部，當規範的字面含義已經不足以有效處理有關法律問題時，兩
大法系都主張要綜合運用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等方法加以判斷，
這種情況在解釋字面含義寬泛的憲法性法律中十分常見。其實，
相較於大陸法，強調「進化理性主義」的普通法更加講究因地制
宜、不斷變化，正是由於這個特點的存在，才使得古老的普通法
能夠穿越時光、突破地域、跨越文化，形成一個具有共同特徵而
又紛繁多彩的普通法世界。以此反觀此次「一地兩檢」的決定，
我們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分析基本法第2條的立法目的，
並綜合考察基本法第7、22、118、119和154等條文的規範含
義，認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並未改變特區的行政區域
範圍、沒有減損港人的權利，因而屬於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範圍，
並由此得出有關《合作安排》符合基本法的判斷，這與公認的普
通法理念並不矛盾。
第三，從根本上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法律效力，在此種情

況下，該份決定的結論和論據也就無從談起了。普通法的發展歷
史，使它天然蘊含着一種以司法者為法秩序核心的理念，這與以立
法者為法秩序核心的大陸法系形成鮮明對比。正是在這種理念的影
響下，香港部分法律界人士始終將「人大釋法」與「人大決定」置
於香港法治的對立面加以詮釋。但回歸後香港普通法依託的效力基
礎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肯定英國憲制秩序有效的規定，
轉為肯定中國憲制秩序有效的規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取代
《英皇制誥》與《皇室訓令》成為香港憲制秩序的基礎，而在這套
新憲制秩序中，無論是「人大釋法」，抑或「人大決定」，均是香
港法律淵源的組成部分。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將其與固有的普通法
相協調、相銜接，才應是兩地學界討論的重心，如果連這個憲制基
礎都不承認，香港普通法將失去生存的根基。
由上可知，普通法只是一種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制度形式，它

不具有高人一等、絕對真理的意涵，也不應成為專業利益凌駕社
會利益的藉口，更不能變為維護特定政治利益的護身符，否則所
謂的「普通法思維」將演化為一種打着「普通法」旗號的政治思
維，而這恰與真正普通法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馳。

反對派初選龍門任搬鬧劇收場
陳 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香港眾志」常委周庭依例被選舉主任
裁定其提名資格無效，正反映出基本法在
彰顯香港法治精神上具有牢不可破的地
位，亦說明了任何形式的政治主張均不能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
政策相抵觸。「香港眾志」列「民主自
決」為綱領，亦在公開場合提及到「全民
公投」是其中一個選項，跟基本法第12條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
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背道而馳，而周庭在選
舉表格中亦填上了「香港眾志」為其政治
聯繫，故選舉主任作出了提名資格無效，
絕對有足夠的實證和法律依據，而非反對
派所言是政治決定。簡而言之，是周庭及
其所屬政黨親手毀掉自己的參選資格。
根據基本法第12條，香港是享有高度自

治而非完全自治的行政區域，亦解釋了為
何香港的行政長官要定期向中央政府述
職；而基本法第一條已清楚指出香港特別
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故以任何形式包括提出「公投」決定

香港的命運或單方面宣佈香港「獨立」已
逾越了基本法及中央政府的底線。「香港
眾志」沒有撤回「民主自決」作為其綱
領，本質上等同拒絕承認基本法，試問公
眾又如何相信一位其政黨背景拒絕承認基
本法的立法會參選人能確切履行基本法？
情況猶如一位多次在社交平台及公開場合
中表示自己漠視交通規則的人又如何讓公
眾放心他會安份守己當一個稱職的公共交
通工具司機？一位職業司機尚且需要顧及
市民大眾的安危而遵守交通規則，手握監
察政府大權的立法會議員又豈可只顧推動
自己政黨的綱領而將基本法置之度外？
基本法第26條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

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今
次的立法會補選也不例外。反對派將周庭
今次被選舉主任裁定其提名資格無效的事
件「污名化」，誣衊特區政府剝奪參選權
利，目的在於誘導選民忽略周庭及其政黨
漠視基本法的事實。冀望香港市民都有一
對雪亮的眼睛，不要輕易被反對派的口號
蒙騙。

違反基本法者自我剝奪選舉權
王偉傑 群策匯思常務理事

為事前監管國企境外投資鼓掌

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已經進行了多
年。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進步和實效。近年
來，內地更鼓勵國有企業走出去，從事有
效益的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區）投
資，特別是支持習主席提倡的「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擴大和開展貿易和合
作關係。不少國企都援用不同的融資方
法，有的快步上馬，有的踴躍欲試。誠然
有些國企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成果，有的卻
遲遲未見效益，有的甚至被一些大小「老
虎」、不法分子借走出去的機會偷逃稅
款，清洗黑錢，抬高當地房價營私利……
不一而足。
於是，財政部制定和公佈了最新的《國
有企業境外投資財務管理辦法》，去年年
底起正式施行。該辦法是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司法》和《企業財務通則》等規
定，在尊重企業產權關係、內部治理結構
和經營自主前提下，明晰各方財務管理職
責。
該「辦法」規定，企業應在董事長、總

經理、副總經理、總會計師（包括財務總
監、首席財務官）等領導成員中，確定一
名主管境外投資財務工作的負責人，確保
決策層有專人承擔財務管理職責，再不能
出了問題，互相推卸責任。同時，要以併
購、合營、參股方式投資境外目標，進行
行業、稅收、法律、國際政治等調查形式
書面報告，重視經濟風險和自身財務風
險。並要求企業組織內部團隊或者委託具
有能力並與委託方無利害關係的外部機構
對境外投資開展財務可行性分析。
內地採取新措施在事前監管國企向外投

資，無疑在向境外投資的路上加了一道關
卡，在事前可以阻止一些未及格或無效益
甚至負效益的國企，借參與「一帶一路」
的貿易和發展經商之藉口，一窩蜂地把資
金送出國門；也有部分國企的不法分子，
借對外投資而大撈一把！這一監管辦法，
比事後的審計和出了問題後再查辦更有
效，更能及時防止國家財產的損失！筆者
為之鼓掌！

黃炘強 資深財經評論員

普通法不是反對「一地兩檢」的護身符
孫 成 法學博士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特朗普來到了達沃斯，主要講了四件事：誇耀其執政一年的政
績，強調其減稅政策的利好，宣示大幅減少不必要的監管，還有
就是對其貿易保護主義立場進行辯護。
他的政績展示，無人關心。國際社會關注的是其貿易立場——

特朗普強調美國對於單方面的經濟行為，美國不會睜眼閉眼了，
其中包括大規模的知識產權的偷竊，還有補貼等。
「知識產權的偷竊」「補貼」云云，顯然針對中國。特朗普是
在達沃斯論壇向中國發出貿易戰的信號嗎？以此證明他此前強調
的要對中國「知識產權的偷竊」發出「巨額罰款」？
進入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貿易摩擦就沒有消停過。1月19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網站上，兩份分別關於中俄的報告赫赫在
列，指責兩國違反當初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和規
範。報道中，美國稱當初「錯誤地」支持了中國在2001年加入
WTO。

美國對華貿易獲益良多
在此之前，美國不僅攪黃了螞蟻金服和華為對美國的兩項投資

計劃，而且將淘寶等三家電商平台以及六家線下公司列為「惡名
市場」。剛剛，美國還動用「201條款」，對進口洗衣機和光伏
產品加徵「保障性關稅」。在未來4年，美國還將對進口太陽能
電池徵收高額關稅。至於特朗普借所謂的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進
行怎樣的「巨額罰款」，還有待觀察。肯定的是，這符合特朗普
誇張任性的風格。
特朗普對貿易很敏感，對中美貿易更是點滴在心頭。競選時
期，特朗普就宣稱會將中國納入「匯率操縱國」，並準備在上任
時對華實施45%的懲罰關稅。當然，特朗普並沒有這麼做，因為
他也知道這麼做是難以把控的「雙刃劍」。但是這並不妨礙特朗
普一方面通過元首外交從中國那裡獲得更多貿易利益（2,500多億
美元的大合同），另一方面對華製造不間斷的貿易摩擦。譬如，
去年8月份特朗普簽署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實施「301調
查」。
雖然美國對華輸美商品，實施連續多起「雙反」調查，且不承
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美貿易戰似有「一觸即發」之勢。但
是目前看還是「摩擦」而已。因為中美貿易戰是把雙刃劍，對特
朗普而言，這把雙刃劍是不可以胡亂飛舞的，否則「殺敵未必一
千」或致「自戕八百」。當然，對於特朗普身邊的對華強硬分
子，卻希望特朗普和中國發生貿易戰。

特朗普很矛盾，
一方面他要繼續和
中國就貿易問題進
行理性的談判，為
美國獲得貿易利
益。在這方面，特
朗普已經嚐到了
「甜頭」——除了
2,500多億美元的大
合同，美國輸華商
品也獲得前所未有
的突破。從美牛到
轉基因農作物還有
能源合作，如果特朗普和中國發生貿易戰，上述成果都會成空。

中美貿易衝突就是「雙輸」
對華貿易，更像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博弈手段，而不是零和遊

戲的工具。特朗普要達到的目標有兩個：一是緩解國內政治壓
力，二是從中國獲得更多貿易利益。要達到這一平衡，特朗普並
不願意對華展開一場貿易戰，而是進行一場聲勢浩大但又控制得
住局面的貿易摩擦。讓中美貿易「摩擦系數」更大一些，但又不
能失控，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策略。正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
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司各特所言，中美貿易目前只是
「摩擦」不是「戰爭」，如果無法實現合作，中美目前的貿易衝
突就是「雙輸」。
無論是特朗普的減稅計劃還是大規模基礎設施計劃，和中國進

行全方位的貿易合作，才更能讓這些政策效應得到更好釋放。否
則，特朗普政府不僅難以做到「美國優先」，也無法實現讓美國
「再偉大」。更要看到，1月16日，中美兩國元首進行了新年伊
始的第一次通話。和去年10次通話內容一樣，核心內容還是貿易
和朝鮮核導。筆者以為，相比朝鮮核導這個結構性、多邊化的地
緣政治難題，中美貿易才是重中之重。
兩國元首能夠頻繁「熱線」，凸顯中美關係維持在建設性範疇

內。兩國元首將貿易關係作為「熱線」重點，更折射中美貿易的
深度利益攸關。因此，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發出的好戰的貿易信
號也好，對華要實施「巨額罰款」也罷，都是特朗普「美國優
先」的策略手段。

中美貿易摩擦增大 惟開戰難
張敬偉

特朗普孫女學普通話足令浸大某些學生羞慚
近日，浸會大學有學生因為學習普

通話的問題鬧得不可開交。學生不服

校方處分，反向校方興師問罪，錯上

加錯，令人痛心。「中文是21世紀最

重要的語言」，學好普通話已成世界

潮流所趨，連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孫

女、「投資大師」羅傑斯的女兒都熟

練掌握普通話，以學普通話為榮，浸

大少數搞事學生，不感慚愧、不從中

獲得啟示嗎？他們逆流而行，不僅錯

失寶貴機遇，更會被時代所淘汰。大

學生有知識有頭腦，應該看清世界發

展的方向，積極擁抱中國文化和機

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出明智抉

擇。

特朗普的孫女阿拉貝拉能說
流利普通話早已人所共知，更
成為特朗普對華外交的「重要
武器」。特朗普早前訪華，特
意用平板電腦向國家主席習近
平展示阿拉貝拉用普通話表
演，習主席讚不絕口，阿拉貝

拉也成為中國的網紅；有「投資大師」「商品
大王」之稱的羅傑斯，被股神巴菲特稱為「對
大勢的把握無人能及」，曾與大名鼎鼎的國際
金融大鱷索羅斯共同創立量子基金。羅傑斯的
一對女兒，日前亦在接受本港媒體採訪時，用
流利的普通話向港人問好及拜年，一口氣說
完：「一帆風順、二龍騰飛、三羊開泰、四季
平安、五福臨門……」等吉祥話。特朗普、羅
傑斯悉心引導子孫學習普通話，反映人家看到
世界發展的大勢所趨。

中文是21世紀最重要語言
羅傑斯至少十年前就看到了中國的崛起，他開

宗明義地說，「21世紀屬於中國」「中文是21
世紀最重要的語言。我覺得我給女兒最重要的財
富就是了解中國。」於是他決定讓女兒們一出生
就學中文。連美國總統、大亨的晚輩都對學習普
通話趨之若鶩，已經懂得背成語、讀唐詩、唱中
國歌曲，熱愛中國文化，從小為把握中國機遇未
雨綢繆，普通話水準已經好過不少香港大學生，
香港那些叫嚷「取消普通話考試」的學生，有沒
有感到自慚形穢，是否有危機意識，擔不擔心未
來會把工作機會拱手讓人，有否意識到要放遠目
光，與時並進，急起直追？

政客在背後推波助瀾
事實上，浸大「佔領」語文中心事件持續發

酵，發展至今，已經不是學習普通話爭議那麼簡
單，可以看到不少政客參與其中，在背後推波助
瀾，煽動學生無理取鬧，小事化大，影響校園的
教學秩序和安寧，更借學習普通話爭議挑起、刺
激香港和內地的矛盾，破壞兩地和諧。
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重大規劃的落實，中央不斷落實便利港人
在內地生活、工作的措施，給香港創造巨大機
遇，為香港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提供施展才華更
廣闊的空間。香港要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
優勢，繼續扮演好聯繫國家和世界接軌的橋樑角
色，擁有掌握兩文三語的人才必不可少。香港的
大學生學好英文、中文和普通話，是未來安身立
命、實現抱負的最基本技能和條件。
害怕困難而不學普通話，甚至以政治化的心態

抗拒學習普通話，抗拒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吃
虧的是年輕人自己。港大的衝擊校委會事件，有
學生受到法律的懲處，個人履歷留下污點。浸大
乃至全港的大學生，是否應引以為戒、提醒自己
勿重蹈覆轍？
大學生是社會精英、未來棟樑，肩負建設社會

的重任，應該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不受別
有用心的言論誤導和唆擺，言行舉止須依法守
紀、尊師重道、專心學業，積極在學識上、思想
上裝備自己，才是對自己負責，不辜負父母的養
育之恩和社會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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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關係對雙方均非常重要。

反對派的立法會補選
前哨戰鬧劇收場，在九
龍西「初選」排名第二
的馮檢基疑似「被退
選」。事前各陣營打鑼
打 鼓 簽 訂 「 君 子 協
議」，把「民主」「民

意」吹噓得天花龍鳳，但當選舉結果不合
意，說好了的龍門可以任搬，試圖以一句
「勝算為重」，讓「大佬」說了算。
反對派一向都是雙重標準。他們高喊

「民主」，誣衊政改方案是「篩選」，卻
美化自己訂出的補選機制是集中票源的
「初選」。反對派不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憲制權力，就誣衊人大常委會「黑箱作
業」，但當「初選」結果有風險，他們卻
「大條道理」欲把機制一手推翻。
反對派經常「指控」政府「離地」，但
原來為了「大局」，參與「初選」民調和

投票的民意，他們可以視為無物。近日，
反對派法律學者更散播歪理，聲稱現在面
對「威權政府」，支持者還「浪漫地」說
一定只會投票給自己最想支持的人是「超
離地」，又斥選民「含淚投票」的說法是
非常幼稚云。
最可笑的是，當「初選」安排千瘡百

孔，甚至整個陣營一開始未有周詳考慮因
違法宣誓而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姚松炎，是
否有參與補選資格的問題時，反對派反而
諉過政府，宣稱誤中了對手的選舉「分
化」策略。反對派「公我贏，字你輸」、
「自己永遠是對的」的賴皮嘴臉，實在叫
人受不了。
香港社會需要真正為民服務的代議士，

而非言行不一、待人嚴律己寬的政客。立
法會補選在前，盼望心清眼亮的選民，不
要再聽從政客的唆擺，能為香港投下神聖
一票，壯大建設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