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DQ 干外國何事
特首：「自決」不符港憲制地位 無關政治聯繫

「香港眾志」常委周庭，被選舉主任裁定其

參選人提名無效。歐盟近日發表聲明，聲稱根

據參選人的政治聯繫而禁止其參選，抵觸國際

人權公約，會對香港國際聲譽造成「危機」云

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重申，選舉主任的決定是依法行事，又

認為外國機構或未完全掌握本港的憲制地位及情況。 特區政府則重

申，鼓吹或推動「自決」者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職責，而外國機

構及人士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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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就周庭被DQ一事發聲明，稱保
障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是

落實歐盟支持的「一國兩制」原則的重要
組成部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保障選舉不受「無理限制」，而公約
已透過《香港人權法案》在香港適用，倘
因參選人的政治立場而禁止其參選，與公
約保障的權利相抵觸，更有可能影響香港
自由和開放的國際聲譽。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
指，是次事件並不是歐盟所指，是因為純
粹的政治聯繫（Political affiliation）而去
「剝奪」其參選權：「其實今日在立法
會，或在今次補選中的參選人士，不少都
有政治聯繫，特區政府怎會以一個政治聯
繫讓某一些人士不能夠參加選舉？」
她解釋，倘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很
明顯是有事實根據證明是違反香港基本
法、不符合「一國兩制」精神的，更嚴重
的是鼓吹「港獨」或「自治」，或「港
獨」及「地方自治」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方
案的，均不符合法律的要求。

指外國不熟港憲制地位
林鄭月娥認為，外國機構及政客往往
對於香港情況，甚或香港的憲制地位未完
全掌握，故希望他們透過不同方法加深對
香港的憲制狀況及法律制度的了解。
身為行政長官，她上任半年多來已經
外訪6次，每一次亦向當地的政要、主要
官員、國際機構或國際傳媒講解香港的情
況，她會繼續進行相關解說工作。

被選舉權須依法才享有
她重申，香港非常重視市民應有的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這是香港基本法賦予市
民的權利，但這些權利要依法才能享有。
在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條的解釋裡，清晰說明了參選要
求，即參選人要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

香港特區。選舉主任是依法辦事，若任何
有意參選立法會的人不符合條件，就不符
合參選資格。
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歐盟聲明時指，

特區政府一直尊重及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
有的權利，包括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
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同時，特區政府
有責任執行和維護基本法，及確保所有選
舉均在符合基本法和相關選舉法律下進
行。
發言人指出，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

香港特區，是《立法會條例》所訂明「獲
提名的候選人須遵從的規定」。「民主自
決」或以公投方式提出包括選擇「獨立」
來處理香港體制等，均不符合香港特別行
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亦與
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發言人強調，擁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

員的基本法律責任。鼓吹或推動「民主自
決」或以何種形式提議「獨立」者不可能
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
的職責，亦不可能符合《立法會條例》要
求候選人聲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
特區的規定。

非政治審查限言論自由
發言人重申，選舉主任是基於事實根

據及法律要求，決定一名參與2018年立
法會補選者因不符合《立法會條例》的規
定以致其提名無效。選舉主任的決定，旨
在令是次立法會補選能在符合基本法和其
他適用法律下公開、誠實、公平地進行，
與部分社會人士指稱的政治審查、限制言
論自由或剝奪參選權無關。
發言人強調，自回歸祖國以來，香港

特區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
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現「一國兩
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實，這是國際社會
有目共睹的。外國機構及人士不應以任何
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上周日
的《城市論壇》上，有台下市民發言時「爆
seed」，怒斥被裁定提名資格無效的「香港
眾志」常委周庭，批評她不認自己是中國

人，沒有資格參選中國香港的立法會，再批
評周庭曾經侮辱國旗，單從這點已可被
DQ。被網民譽為「正義姐」的她，不忿被
主持熄咪，昨日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訪
問，道出她想講而未講的：香港身份證背面
印有區徽，區徽上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字眼，如果周庭不認自己是中國人，「你屋
企有鉸剪㗎係咪？」
原名藍雪寶、本身是教師的「正義姐」又

指，自己有些說話不吐不快，最後爭取到主
持蘇敬恆讓她發言，當時她有三點意見，說
罷第一點主持已着她「要精簡」，於是就以

超常語速表達第二點，「可能太勁啦，KO
咗阿周小姐，主持就即刻cut（打斷）我
喇，如果限時一分鐘，我睇返我只係講咗
47秒，我已經好精簡，又叫工作人員收返
我支咪，我當時真係有啲怒火彈咗出嚟！」
「正義姐」也在facebook留言，透露在廣
告時段期間，蘇敬恆向她稱「若不是你激
動，我會讓你發表第三點的」，但當時她只
是激昂而已，又不滿對方在立法會議員何君
堯發言被周庭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搶
白時，卻沒有關掉周郭二人的咪，「作為主
持，你可以這樣偏頗嗎？好好反省一下。」

「正義姐」：非中國人無資格選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歐盟對「香港眾志」常委周庭被
選舉主任裁定立法會選舉補選提名
無效發表的聲明，外交部昨日強
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
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和個

人干涉香港事務。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
「我只想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
府、機構和個人干涉香港事務。」

外交部：堅決反對外力干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歐盟發表
聲明，為假借「自決」煽「獨」的「香港眾
志」常委周庭「出頭」。香港各界人士認
為，有西方國家眼紅中國國力強大，遂與香
港的反對派中人「裡應外合」，炒作議題，
千方百計圖阻撓中國的發展。是次事件，更
令人懷疑是否有人因其栽培的「代理人」未
能成功進入建制核心而發爛渣。

陳恒鑌：雙標對待「加獨」「港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部分西方國家經常都想
通過不同手段搞亂中國，而香港就是她們攻
擊的焦點。
他直言，這些西方國家雖強調自己「民

主」、「自由」，但在面對分離分子時，都

不會姑息，例如西班牙強硬應對加泰羅尼亞
的「獨立」行動，歐盟當時就表明不希望成
員國家會分裂，現在就以雙重標準去看待香
港社會不容「港獨」的取態。
陳恒鑌更質疑，這些西方國家如此緊張該

批「獨派」分子未能參選，令人懷疑有關人
等是被「培養」在香港的棋子，目的是要進
入體制核心，肆意破壞社會安寧，內情絕不
簡單，市民要認清真相。

馬恩國：企圖拖慢中國發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指出，這些歐洲國家為已發展國家，
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相反，中國是發展中國
家，正日漸強大，令這些西方國家眼紅，遂
費盡心思，通過不同的手段試圖拖慢中國的

發展步伐，而「人權」兩個字就是他們借題
發揮的「道德高地」，故經常抬出來干預中
國的內部事務，是不君子的行為。

容海恩：忽視其他法理依據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指出，無論是哪個

國家或地區，參選人違反了當地的法律，
就會喪失參選資格。在香港，全國人大常
委會已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作出
了明確解釋，規定每名參選人必須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
她指出，本地法院已經作出了相關的判

例，表明參選人必須真心誠意，宣誓擁護基
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而歐盟是次單講人權
法而忽視其他法理依據，做法並不可取。

歐盟「代庭出頭」各界質疑「有鬼」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清楚表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作的解釋，已清
晰說明了對參選人的要求。有關規定來
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的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的「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既
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包含的法定內
容，也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
法定要求和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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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的周庭早前被選舉主任裁定參加立
法會港島區補選的提名無效，歐盟發言人竟然聲
稱，有關決定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危害香港國際聲譽。周庭及其所屬的政治組
織主張「自決」，把「港獨」視為「選項」，明顯
違反基本法規定。周庭被撤銷參選資格，完全合憲
合法。憲法和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基礎，「公約」
不能凌駕於基本法之上；更何況「自決」「港獨」
等威脅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行，根本就不受
「公約」的保障。歐盟或者任何國家和國際組織，
都不應對香港事務、對中國內政指指點點。歐盟對
待加泰羅尼亞和香港的分離主義態度截然不同，明
顯是抱持雙重標準，如果繼續這種作為，勢必損害
歐盟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基本法第2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港人享有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但前提是依法；在全國人大釋法後，擁護
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已經是毋庸置疑的法定參
選標準。選舉主任DQ周庭，不是基於她的政治聯
繫，而是她和「香港眾志」以鼓吹「自決」「港
獨」為政綱，明顯抵觸基本法、人大釋法以及本港
法律，選舉主任的決定具有充分扎實、不可挑戰的
法理依據，與是否抵觸「公約」毫不相干。

香港是中國的地方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
府，基本法作為全國人大制定和頒佈的憲制文件，
是香港回歸後的法制基石，其地位高於本港實施的
其他法律，包括「人權法」。中共十九大確立了香
港落實「一國兩制」新定位，強調要「嚴格依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因此，港人享有言論自
由、行使政治權利，但必須符合基本法，尊重香港
的憲制地位。

本港高度重視人權，切實保障港人的各種權利，
簽署了「公約」，並制定、落實了「香港人權
法」，但「公約」「人權法」從來都不應凌駕於基
本法之上。而且，不論「公約」還是「人權法」，
都容許一個國家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可
透過法律手段限制某類言論的發表。更重要的是，
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是以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為
基礎的政治活動，完全屬於中國的內政，按照外交
禮儀和慣例，任何人都不應該對香港的選舉事務指
手畫腳、說三道四。

去年10月，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舉行公投，決定脫
離西班牙獨立，但馬德里中央政府指公投違法，更啟
動憲法機制收回加泰的自治權。加泰自治政府多次公
開促請歐盟介入，歐盟卻支持馬德里中央政府阻止加
泰獨立。英、法、德等多國發表聲明，支持西班牙中
央政府。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當時稱，加泰的局勢
引人憂慮，但歐盟不會介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更
警告，加泰宣佈獨立後，歐盟28國集團會有出現更
多裂痕的危險，他發表暗示支持西班牙政府的聲明，
表示歐盟不需要更多的裂痕和分裂。

歐盟視加泰的公投獨立為危險的分裂行為，支持
西班牙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完整；香港特區政府依法
撤銷鼓吹「自決」「港獨」者的參選權，同樣是為
了維護國家主權完整，為何就變作抵觸「公約」、
損害香港國際聲譽？歐盟的做法，根本就是雙重標
準。

外國政府和組織不應干預香港事務
鑒於近期公立醫院超負荷運作，前線醫護人

員疲於奔命，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佈，即時為
醫管局提供額外5億元撥款，讓局方採取短期
措施，紓緩公營醫療系統人手不足問題；有關
撥款由醫管局儲備開支，到新年度財政預算案
一併列支。此舉顯示新一屆特區政府敢於打破
常規，急市民之所急，及時採取措施緩解當前
急切的民生問題。在這一施政措施中，相信港
人能感受到政府為民服務的熱誠，認同這種雷
厲風行的施政作風。希望這是一個良好的開
端，未來政府在土地、房屋等迫切需要解決的
民生問題上，同樣敢於打破條條框框的束縛，
切實提高施策效率，解決市民最關心、最迫切
的問題。

此次額外的5億元撥款，將用於增聘兼職護
士及額外人手處理文書工作，落實一系列短期
紓緩措施，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這一施
策，回應了前線醫護人員的強烈訴求，更讓醫
護人員有更多時間照顧病人，醫護人員和病人
都得益，相信此決定能獲得醫護和病人組織的
肯定和歡迎。

此次撥款先動用醫管局的儲備，政府在
2018/19年的預算案中補回給醫管局。這一安
排，相信顯示了林鄭月娥的管治新思維。救急
扶危不容拖泥帶水，尤其目前正值冬季流感高
峰，公立醫院人滿為患，前線人手捉襟見肘，
不勝負荷。面對迫在眉睫的問題，特首當機立
斷，採取靈活有效的應變措施，確保政策行得
通、做得到、趕得及，紓緩公立醫院壓力，亦

提振前線醫護人員士氣。
本港公立醫院前線醫護人手長期不足，市民

求診大排長龍，醫療事故亦時有發生。從數字
上看，香港公共醫療撥款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
例，由 2007 年的 3.2%減至 2017 的大約
2.5%，比例遠低於歐美日等發達地區，甚至比
不上某些發展中地區。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若
不能改善，甚至更趨惡化，勢必成為困擾市
民、增加社會怨氣的大問題。

此次的撥款雖能應付短期的燃眉之急，但長
期而言，還是應從加強公私營合作、加快培訓
醫護人才、適度提高待遇、引進外援等多種渠
道着力，根治公立醫院長期人滿為患和每逢流
行病高峰必定爆滿的頑疾。

除了公共醫療體系的問題外，本港還面臨不
少更棘手的難題，如覓地建屋、科技創新、經
濟轉型等，都是多年來未能顯著改善，無疑都
需要運用管治新思維一一化解。例如，開發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問題，土地供應策略小組指需
時15-20年才有望落實，在當前建屋用地供應
極度短缺的形勢下，政府怎麼還能一成不變，
一切按舊有程序、按既往規矩辦事？為何不能
突破條條框框、提升開發新土地的效率？

目前本港庫房盈餘充足，擁有有利條件和充
分資源。此次額外撥款給醫管局應急的做法，
值得推而廣之，運用到其他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的政策上，敢於迎難而上，突破舊思維，以
科學的「有形之手」引導發展，爭取香港新發
展。

向醫管局撥款雷厲風行 展現管治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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