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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立法會有6名議員因犯瀆誓案而喪失資格，有兩人上訴至終
審庭被駁回，有兩人放棄上訴，有兩人繼續上訴。特區政府沒有等
瀆誓案完全結束後才安排6個缺位的補選，而是在3月先安排4個
缺位進行補選，大概是自信心不足，擔心上訴兩人可能翻案，想等
到有了終極結果後才安排補選。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此屬過慮，政
府可以催促司法的審理，甚至可以「蛙跳」上訴到終審庭，不會耽
誤太多的時間。然後再全部補選，這樣可以一了百了，既可以省補
選的錢，也可以一攬子解決補選各種問題，但政府寧可麻煩、費
錢，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3月初的補選，日前提名期結束。在提名期間，傳周庭和姚松炎
會被DQ（取消提名資格），但在提名期結束後，只是周庭被
DQ。傳媒有各種評論，妄作猜測，不必討論。選舉主任DQ周庭
的理由是：她在確認書上簽署了願意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聲明，但她創辦並擔任執委的「香港眾志」卻
以「民族自決」為綱領，旨在「抗擊天朝中共」。選舉主任在得到
法律意見後認為，這是不真誠的表現。雖然近日「香港眾志」網頁
「以香港為本位，抗擊天朝中共」的宣言已刪除，但其面書專頁依
然故我。

「公投自決」抵觸基本法
對選舉主任履行職責的行為，歐盟發言人表示不滿，認為「公投
自決」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的規
定，不能篩選周庭。末代港督彭定康也寫信給正在訪華的英國首相
文翠珊，要她向北京交涉。這是不懂國際公約，又不懂基本法的行
為。
公約第1條確有「民族自決」的規定，但在國際法上，「民族自

決」適用於殖民地獨立，不適用於香港回歸祖國。公約對各條文是
允許保留的，中國還沒有批准該公約，故還不知道保留情況。但基
本法的第39條第1款規定，公約原來「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
有效」，在回歸前的港英管治下，「民族自決」的條文就不適用於
香港。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中國已致函聯
合國要求將港澳從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名單中剔除出去，英國和葡萄
牙也投了贊成票。這樣就排除了港澳的殖民地地位，也排除了「公
投自決」的模式。歐盟發言人和彭定康都是法盲，又不學習法律，
卻要吱吱喳喳，製造噪音，令人討厭。文翠珊訪華，身邊應該有懂
一點國際法的人，彭定康的信大概要扔到字紙簍了。
除了基本法第39條外，提出「公投自決」還抵觸基本法，有三

處：
一是基本法序言提到的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而
「公投自決」是行使主權的表現，中國是單一國，主權屬於中央，
不屬於地方，地方不得行使包括公投在內的主權，更不用說地方上

一小撮人了。
二是基本法第1條，該條規定：「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地方可否從國家分離取決於國家結構是單一制，還是聯邦
制。單一制是不可能的，聯邦制國家國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有
的允許，有的不允許。限於本文篇幅，就不進一步闡述了。中國是
單一制國家，基本法也明文規定香港不得從國家分離出去，但「香
港眾志」卻要「公投自決」，將香港從祖國分離，就抵觸了基本法
第1條。
三是基本法第11條第1款，該款規定，香港特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
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均以本法規定為依據。「香港眾
志」「公投自決」的所謂人權和權利，在基本法是找不到依據的。
有人說，參選是個人行為，與所屬政黨無關，這種說法是完全不

正確的。周庭是「香港眾志」的創辦人之一，又是執委，「香港眾
志」的行為，實際上受其大腦的指揮，也就是其負責人的行為。不
妨打一個比方，一家公司是不能犯強姦罪的，只有個人（男人）才
能，因為公司的大腦不能指揮公司進行強姦。但一家公司是可以犯
走私罪的，該公司及其負責人都可以按走私罪論處。假如周庭宣佈
脫離了「香港眾志」，「香港眾志」的主張和做法與她無關了，她
以個人身份參選，選舉主任在審查資格時，就只要審查她個人的行
為，不必審查「香港眾志」的行為。

聲明書要與人大釋法相吻合
在此，請讀者注意參選聲明書上的內容要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
法相吻合。2016年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基本法第
104條的解釋》第3條規定：「香港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的宣誓，
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區作出的法律承
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
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
法律責任。」
在此提到的宣誓，包括簽署的參選或被提名的聲明書。目前聲明
書只要求有關人員簽署效忠香港特區的聲明，但還沒有明確該聲明
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區的法律承諾。選管會和選舉事務
處還應當要求被提名參選者，補充這一聲明內容。到了他們當選後
進行就職宣誓時，還應當補充這一宣誓的內容。選舉主任還應當以
這一標準審查被提名者的資格。在就職宣誓時，立法會主席還應當
以此來審查就職者的資格。
最後，順便提到反對派的初選問題，為了提高當選的機會，避免
攤薄選票，反對派試圖在各選區舉行初選，推出一名被提名的參選
人。這樣就剝奪了其他被提名參選人的權利，這樣做才是違反國際公
約的鼓勵參選，而不是限制參選的安排。不論什麼派別，特區政府都
不應允許為增加某些人當選的機會，而限制另外一些人出選的權利，
任何所謂初選，不論其是否聲稱有沒有法律效力，都不應發生。

從DQ周庭看維護特區新憲制
選舉主任正式取消立法會港

島區補選參選人周庭的參選資

格。特首林鄭月娥表示，任何

提出或認為「港獨」「民主自

決」「地方自治」是選項的主

張，都不符基本法規定，偏離

「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林鄭

激濁揚清，堅決維護香港回歸

祖國的新憲制，充分體現行政

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的憲制責

任。對於周庭聲稱選舉主任以

政治聯繫為由DQ她，是違憲及

剝奪其參選權云云，林鄭反駁

該講法不符事實，她強調每位

希望成為立法會議員的人士，

都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

這是林鄭再一次維護特區新憲
制。林鄭早前到立法會出席答問
大會，在回應反對派議員對「一
地兩檢」法理依據提出種種質疑
的時候，林鄭直斥反對派言論
「全部都是非理性，亦與事實不
符」。對於出現這種言論的根

源，她說：「我想來想去都只是想到一個原因，就
是有部分人士，儘管經過了回歸20周年，對於這個
憲制秩序並不掌握，甚至並不接受，所以他們只是
以自己的方法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憲法及基本法下
的新秩序。」
香港回歸以來，反對派特別是「港獨」勢力拒不

認同和接納新憲制秩序，他們把殖民政府留下的舊
憲制秩序奉為圭臬，企圖用舊秩序來排拒新秩序，
林鄭月娥提出憲制新秩序問題，可謂「一針見
血」。周庭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眾志」的負責人，
而「香港眾志」所謂的「民主自決」「策動公
投」，背後就是「港獨」，而「港獨」完全是違反
憲法和基本法的，選舉主任依法取消周庭的參選人
提名資格，理據充足合適，決定合法合理。

「香港眾志」與「港獨」無本質區別

「香港眾志」創黨宣言赤裸裸聲稱：「創黨，是
為了團結綱領目標相同的公民，向『自決』之路進
發；創黨，更是呼應時代遙望二次前途、2047的躊
躇，結集力量，決志成為我城主人。」該組織在
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聲言「『公投』應當包括『港
獨』選項」，其核心成員多次明言「民主自決」並
不排斥「香港獨立」。因此，「香港眾志」的主
張、思想、行動實際上與「港獨」並無本質區別。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明確指出，這些年

香港出現「港獨」思潮，公開打着「港獨」旗號，
其中煽動「民族自決」本身也是「港獨」。他批評
這些人公開挑戰憲法及基本法，危害國家領土統
一，有關言行帶來的破壞，大家有目共睹。
國際法亦禁止以任何理由用「自決」方式損害一

個國家的主權。為了防止一個國家某個地區或某部
分人利用「自決」進行別有用心的活動，1960年聯
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
言》明確指出：「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部分裂一個國
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
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相違背的。」1993年聯合國人權
世界會議的宣言指出：「自決的定義，不得被解釋
為授權或鼓勵任何行為，去部分或完全分解或損害

主權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及政治統一的行為。」兩
年後聯合國大會在其50周年的宣言中重申了這個原
則。

對「明獨」或「暗獨」零容忍
「香港眾志」拒不接受特區新憲制，言行與「港

獨」無異，其核心人物屢赴日本、美國、英國及
台灣等地宣揚「香港自決」和「港獨」。「香港
眾志」核心人物黃之鋒及周庭去年6月到日本「播
獨」，聲稱港人必須為未來前途「自決」，要為
2047年後的香港前途「做主」，否則會變成「共
產黨主義者的政權」云云。周庭危言聳聽稱，香
港若不「自決」便會失去「自治」，將失去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云云。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指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前提和基礎，嚴重違
法、絕不可能的「港獨」行為，包括香港人在內的
全體中國人，都是「零容忍、零空間」。選舉主任
DQ鼓吹「民主自決」的周庭，是維護特區新憲
制，表明香港絕對不容許任何「明獨」或「暗
獨」，絕對不容許任何挑戰國家主權、挑戰憲法和
基本法的人進入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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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周庭有法律依據 不滿可提呈請

擬參加港島區立法會
補選的「香港眾志」常
委周庭，日前被選舉主
任以不擁護基本法及效
忠香港為由，被裁定提
名無效，失去參選資
格。筆者認為，是次DQ

有合理原因及法律依據，如果不同意裁
定，可上訴或司法覆核。
立法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

關，設立及職權均源於基本法。而基本
法第一條就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一百
五十九（四）條規定，基本法的任何修
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
的基本方針政策（即香港依據「一國兩
制」原則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
政區的政策）相抵觸。
聲稱「民主自決」或以公投方式處理

香港體制，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
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持有關主張
者不可能作為立法會議員履責。周庭所
屬政團「香港眾志」以「民主自決」為
最高綱領，而周庭由始至終都沒有否認
該組織的政治綱領。而且，包括周庭在
內的眾多主要成員，都曾分別撰文或公
開宣稱認同「公投『港獨』是一個選
項」。選舉及被選舉權不是絕對，本身
就有底線，選舉主任依據法例要求和事
實作出的判斷，是合情合理的。
是次事件可以看出，香港出現了撥亂

反正，《基本法》的權威重新樹立起
來。既然是依據法律作出的判斷，當事
人如有不滿意或不接受有關決定，完全
可以循訴訟途徑、司法途徑提出呈請，
筆者相信，法庭對參選人資格問題，一
定可以作出明確及權威的裁決。

望年輕人迷途知返珍惜前程
是次事件在社會上引起熱議，筆者認

為，公眾大可從法律與政治兩個角度進
一步深入討論，但必須明白一點：立法
會在維護香港長治久安及社會公義中擔
當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讓「自決派」
和「港獨派」成功「入侵」，立法會必
定將受衝擊，香港必會陷入嚴重政治危
機，「一國兩制」亦隨之動搖，為了大
多數市民的利益，必須盡力防止這災難
性局面出現。
筆者認為，香港並不缺乏有才能、有

潛力的年輕人。只可惜一些人受到了
「偽學」人士的荼毒，走錯了路，作出
了錯誤的選擇。這部分年輕人往往抱着
自以為是的態度，認為打着「民主」的
大旗就可以佔據道德高地，為所欲為，
令香港脫離實際，加劇社會撕裂，這樣
不僅損害了香港的整體利益，而且毀了
自己的前途。
以周庭為代表的年輕人，如果能將他

們的才能用在正途，相信一定能發揮出
積極的作用，對香港未來發展作出貢
獻。然而，許多香港年輕人對國家的認
識仍然不足，尤其是有意參政議政的年
輕人，一定要回歸《基本法》、憲法和
「一國兩制」的基礎，要時刻保持頭腦
清楚，認識國家，了解國情，要明白自
己在國家和香港發展中所處的位置，方
能更好地為香港服務。
把基本法真正搞清楚，拋棄與國家對

抗的幻想之後，這些年輕人會發現，他
們的政治空間是很大的。筆者希望這些
年輕人能從是次DQ事件中吸取教訓，早
日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須知「浪子回
頭金不換」，迷途知返，一切都不晚。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參選立法會有資格要求並無不妥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看清事實盡快讓浸大重回正軌

浸大有學生佔領語文
中心一事成為全城熱
話。一方面，從影片清
楚可見有佔領學生以粗
言辱罵、恐嚇老師及職
員，甚至有禁錮之嫌；
不過，有人卻反指學校

的豁免試題目艱深，儘管以普通話為母
語的學生及普通話朗誦冠軍也未能過
關，影響學生畢業。筆者認為，現在不
少人將一些事混為一談，動不動便將學
生的行為與其他高官及市民有否犯錯強
行類比，甚至將事件直接以政治二分，
對任何人都不公平。筆者相信，只有客
觀理性分析事件，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筆者看過一些人士就佔領一事所寫的

文章，指學生「走投無路」，語文中心
行政混亂，才導致「官逼民反」。不過
說白了，在學校的要求下，根本不存在
「走投無路」。其實坊間經常搞錯一個
概念，便是學生在普通話豁免試中不合
格，便需要延遲至考取合格成績才能畢
業，並指出有七成考生在豁免試未能合
格。但事實上，豁免試合格者固然可豁
免修讀普通話課程的畢業要求，如是不
合格者，其實只需要修讀其中心內的普
通話課程便可畢業，所謂「走投無路」
並不成立。依筆者所看，浸大在大方向
上絕對站得住陣腳，對得起社會和學
生。

首先，普通話是現時世界上最多人使
用的語言，也是我國的母語，更大有成
為國際語言之勢，學好普通話對於同學
而言必然更加有益。換句話說，如果學
校放任不管，才是讓學生真正「走投無
路」；其次，大多數人在豁免試中不合
格，其實更證明學生的能力有所不足，
需要修讀普通話合情合理；其三，學校
開辦課程的前提是讓人學好知識，如果
前提是讓人合格，無疑只是一所文憑工
廠的行為，對學生更無保障。更甚者，
其實課程開辦十年來只有五人在課程中
不合格。從數字上看，學校在考核及不
影響學生畢業一事取得了很不錯的平
衡，何來「走投無路」？
一些別有用心人士以政治化的目光去

看事情，更加以陰謀論看普通話課程的設
立是為保普通話老師飯碗，有利益衝突。
這不過強以陰謀論推之，也大可認為有人
無心向學，甚或有人以內地香港的兩地矛
盾謀取政治本錢，也可以是另一種利益衝
突，更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其實，社會主
流只希望學生在知識上及態度上學好，絕
非針對學生。無疑在事件上，社會、學校
及學生均是當中的受害者。最大的得益
者，必然只是一些眼見涉及兩地矛盾的
潛力議題便大力炒作的政治惡霸，還望
各位特別是我們的學生盡快看清本質，
讓這些只望賺取政治本錢之輩的奸計無
法得逞，也讓自己的學習重回正軌。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今年，是從中央到地方的人大政協換屆之年。
筆者有幸成為重慶市新一屆政協委員，第一次能
夠既從近距離觀察這座歷史名城，又能夠親身參
與最具中國制度特色的參政議政機構的運作，雖
然會期只是寥寥數日，但卻覺得兩地在青年事務
和教育方面，合作空間非常之大。
1997年，既是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年，也是重慶

正式升格成為直轄市的一年。時間把歷史上似乎沒有太多交集的兩座
偉大城市，第一次巧妙地結合了起來。回歸之後的香港，雖然經歷了
風風雨雨，但是在中國內地日趨強盛的國力支持下，仍舊是經濟繁
榮，社會穩定。而擁有千年歷史的重慶，更是煥發出新的姿彩，當
之無愧成為中國內地最大經濟區域──長江經濟帶的上游重鎮！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香港、澳門發展同內
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
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
發展的政策措施。」雖然香港比鄰珠江，而重慶位處長江，但在今
天全國各地經濟一體化乃至全球經濟區域化、全球化的格局下，香
港和重慶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聯繫與合作，本來就是
逐年遞增，加深加固。
現在在整個國家發展一盤棋的大局之下，特別是在「一帶一路」
倡議之下，渝港之間將迎來越來越多的聯動合作機會，共同為各自
的經濟發展、創新轉型、惠裕民生，乃至於共同為奮力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貢獻彼此的力量！

青年工作最根本之處在教育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青年工作最根本之處在教育工作，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教
育既需要厚重的人文歷史文化來熏陶心靈，滋養德性，也需要新穎
的科學技術思維來裝備頭腦，培養智性。
香港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近年出現了一些不如人意的迷茫思潮

和行為，加大對青年和教育工作的支持力度，是香港工作的重中之
重。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重慶，對於香港歷史教育工作者來說，是
一種歷史文化資源極其豐富之地，為深化香港青年對國家民族歷史
的認知和情感，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寶庫。
作為新中國工業重鎮的重慶，對於普遍不了解當代中國發展歷程

的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來說，更是一個可以借此而了解中國當代
工業發展歷程的重要參考之地。有如此豐厚歷史人文和科技工業底
蘊的重慶，完全可以為香港推動青少年的國民教育、歷史教育，乃
至今天方興未艾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提供不
可估量的教育資源和雙方合作空間。
特區政府教育部門和主管青年工作的民政部門，教育團體和青年

組織，應該加大組織彼此教育界和青年界的互訪交流，推動兩地青
年和學生之間的互訪交流，包括歷史文化主題和創新科技主題的交
流，並應該努力將之定期化、常態化！

渝港青年教育合作大有可為
鄧飛 港區重慶市政協委員 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