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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倡擁護憲法納特首高官誓詞

譚耀宗：反中共領導牴觸憲法
作出違憲言行 影響議會參選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

文 北京報道）全國人大通過

的憲法修正案，新增「中國共

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最本質的特徵」內容。全國人

大常委、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

宗昨日指出，憲法修正案表

明，中國共產黨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緊密連在一起的，

而基本法源自憲法，倘有人喊「結束一黨專政」，或會與

憲法和基本法牴觸，甚至影響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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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也被傳媒問
到，若有人提出「結束
一黨專政」，是否會影
響他們日後參選立法會
選舉的資格時強調，特
區政府一直按法律、看
證據去處理參選人資格
的問題，「所以每一件
事都要真的有選舉的時
候，看看當時法律的要
求，以及每一個候選人
或參選人的證據，由選
舉主任作出決定。」
林鄭月娥在回應英文

提問時補充，全國人大
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所作的解釋，已
清楚說明任何鼓吹「獨
立」或「自決」的言行
都不符基本法規定。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另一場合
回應有關問題時則指，基本法源
自國家憲法，即國家憲法就是基
本法的基礎，「這個很重要……
所以同時一定要尊重憲法，這是
大家都要了解的。」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

時必須依法宣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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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所作的解釋中，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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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耀宗昨日出席全國人大全體會議時表示，參選立法會要表明擁護基
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而基本法源自憲法。憲法修正案增加的內容，說
明了中共的領導地位，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質，是要有中共的領
導，肯定中共不只是執政黨，而是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緊密連在一起。
他續說，倘有人再打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可能與憲法及基本
法牴觸，日後參選立法會者需要考慮：「想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話，
一定要按照基本法中，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憲法已講明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地位，（參選者）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說法，可能同憲
法不符合。」
被問到會否溯及以往曾說過「結束一黨專政」者，又或有關人等能否參
選立法會等問題，譚耀宗指，具體的做法要留待選舉主任考慮，又補充自
己並沒有聽到中央對這問題有任何意見，只是有傳媒問起才為傳媒作出分
析。

鄭耀棠：具體由選舉主任決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認為，「結束一黨專政」
的口號並不現實，因中共領導國家的事實在憲法中有明確位置，而在中
共的領導下，國家過去多年的成績有目共睹，但提出有關口號者是否符
合參選資格，要由選舉主任決定。

林健鋒：不能所有事都隨便講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在「一國兩制」下，港人所遵循的基本法正是根據國家憲法來制定
的，港人必須尊重國家的憲法，「不可以所有事都隨便講、隨便做。有
些事情或說話會係做錯嘢。」
他認為，市民要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有更多的認識，倘有懷疑就需要
先了解清楚，千萬不要做違法的事情，「唔好人哋講就去講，或者人哋
叫你做就去做。」

陳恒鑌：料惠中央與特區關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在憲法修正案未通過前，部分「港
獨」或「自決派」分子，在沒有法律規限的情況下，任意高喊「結束一
黨專政」等口號，現在就不能再任意妄為，相信這對中央政府與香港特
區間的關係可以帶來好的轉變。

反對派死撐 誣譚「危言聳聽」
不過，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聲言，譚耀宗的說法是「進一步收窄
港人言論自由」。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則稱，國家憲法「不適用」
於香港，而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立法會議員宣誓時是要擁護基本
法而非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譚耀宗是在「危言聳聽」云云。
香港「支聯會」則發表聲明，指稱譚耀宗的說法「是對香港人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選舉和被選權利等的嚴重挑釁」，更聲言該會「絕不會
在立場上有任何退縮」，「將繼續高舉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在內的
『五大綱領』」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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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譚志源建

議，特首及主要官員在就職宣誓時
應加入擁護憲法的內容。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
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
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
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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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護憲法就是堅守「一國兩制」
譚志源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

他初步建議特首及所有政治任命的
主要官員在宣誓時要加入擁護憲法
的內容，「香港最關心的『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是來自基本法的
落實，而基本法亦透過憲法來產
生，所以擁護憲法對我們香港來
說，就是說去堅守『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繼續適
用於香港的意思。」
被問到宣誓擁護憲法是否等同擁

護中國共產黨，他認為擁護的是政
治制度，「我們的憲法是整個國家
的。」

至於有關建議一旦落實，是否等
同香港的司法人員，包括特區終審
法院首席大法官在宣誓時亦須擁護
國家憲法時，他表示自己的建議
「沒去到這個程度」，而香港的做
法未必一定要與內地實行的「一式
一樣」。
就特區政府領導層對憲法宣誓，

會否影響特區政府公務員體系的政
治中立，他就強調無論由誰做特
首，公務員都會依法按其施政行
事，故不認為會影響公務員的政治
中立。

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指，
國家憲法適用於全國，香港
特區就是根據國家憲法而成
立的，參與香港特區公職者
不 應 高 喊 「 結 束 一 黨 專
政」，但會否因此而喪失參
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則需
要進一步的研究。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

席馬恩國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國家的憲法適用於全
國，基本法也是根據憲法所制訂
的，故高喊「結束一黨專政」口
號者，言行肯定不符合國家憲法
的規定。
不過，他認為具體而言，憲法

並非直接在港實施，故在香港喊
「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是否

應被法律追究，就尚待進一步研
究。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南開大學
法學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
員傅健慈表示，全國人大通過的憲
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國共產黨領
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
徵」，如果有人叫「結束一黨專

政」的口號，可能已違反憲法和基
本法。
他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的規定，立法會議員必須依法、
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選舉主任在決定參選
者是否符合參選資格時，在小心考
慮是否容許那些鼓吹「港獨」、
「自決」者是否符合參選資格時，
也要考慮反對中央政府者能否「入
閘」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法律界：法律追究尚待研究

■譚志源表示，對憲法宣誓不會影
響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資料圖片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早前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資料圖片

■譚耀宗 資料圖片

昨日，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有關「結束一黨專
政」的說法，可能跟基本法及憲法新修訂內容有抵觸，
日後想參選立法會的人士要考慮。全國人大全體會議日
前通過修憲，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憲制地
位。香港立法會作為香港建制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接
受、尊重、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
會主義國家的憲制規定，是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基本前提
和核心要求，任何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就是抵觸
國家憲法，不尊重國家的憲制秩序，當然無資格參選立
法會。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是「一國兩
制」的應有之義和法律保障，指責這一憲制要求和責任
是「箝制言論自由」、令「一國兩制」蕩然無存，根本
是顛倒是非、危言聳聽。

今年全國人大會議最矚目的成果之一，就是通過憲
法修正案。憲法第一條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就是為了強化中共領
導地位的法律權威，決不容許出現任何動搖中共領導
地位的現象。去年11月中旬，時任全國人大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來港出席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講。他在
談到香港身份地位問題時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
也是我們整個國家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能背離憲
法的規定來運行；在談到香港維護憲制秩序問題時明
確指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制度和政策必須
要以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一個基本前提
就是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
主義國家的現實。

眾所周知，憲法是香港特區的根和源，沒有中國憲
法，就沒有香港基本法；沒有基本法，就沒有香港特
區，就沒有「一國兩制」。憲法是設立香港特區、實

施「一國兩制」最根本、最權威的法律依據。本港有
人認為，根據基本法第104條，立法會議員就職時，
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條例》第40條規定，參選人要
聲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兩者皆沒有提及須擁護
憲法，由此再得出結論，在香港鼓吹「結束一黨專
政」，並無違反參選立法會的要求，更「大條道理」
堅持鼓吹「結束一黨專政」屬言論自由。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強調，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
位、法律權威和法律效力。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
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
都必須予以追究。香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
治理體系，首先就是納入國家憲法體系和憲制秩序，
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

因此，香港要進一步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就
必須在認同國家憲制的基礎上，認真履行尊重國家憲
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責任，維護中央的權威和法定
權力，保障國家的統一和國家制度的順暢運作。只有這
樣，香港才能保證「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才能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障長期繁榮穩定。

對違憲違法言行給予善意提醒，卻被抹黑為「打壓
言論自由」、摧毀「一國兩制」，只能說明有人顛倒
是非、混淆視聽，意圖誤導公眾。香港作為法治社
會，任何人、任何言行都不能凌駕法律之上，更不容
許有超越憲法的特權和自由。有人鼓吹「結束一黨專
政」，企圖顛覆國家制度，毫無疑問抵觸國家根本大
法，挑戰國家憲法體系和憲制秩序，衝擊「一國兩
制」的憲制基礎，這並非受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持
這樣主張的人無資格參選立法會和出任公職。

不尊重維護憲制 無資格參選立法會
大埔大車禍驚魂未定，昨日一輛城巴機場

線巴士在東涌大嶼山公路發生車禍，造成10
多名乘客受傷。不同巴士公司接二連三出現
巴士事故，暴露本港專營巴士服務存在管
理、監管方面的缺失乃至漏洞，絕非個別現
象，顯示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檢討
專營巴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檢討必須
深入，盡快提出改善建議，督促巴士公司早
日落實，讓市民坐上安全、放心巴士。這不
僅是巴士公司的責任，更是特區政府的責
任。

造成19死逾60傷的大埔車禍傷痛猶在，
昨日又再發生嚴重巴士事故，反映巴士公司
管理和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系統性、結構性的
問題。政府成立檢討委員會，檢討的對象不
能局限於個別公司和單一事故，必須對本港
整體巴士服務進行全面、深入調查研究，審
視巴士公司的運作管理和監管制度，就更加
嚴謹的監管措施提出有效建議，亡羊補牢。

在巴士公司的眾多管理問題中，車長的薪
酬待遇備受關注。特首林鄭月娥曾指出，調
查委員會的工作無可避免會涉及檢討薪酬待
遇的問題。近年多宗嚴重巴士事故皆涉及兼
職車長，昨日車禍和大埔車禍的肇事車長，
都是兼職車長，無論是巧合還是有必然性，
兼職車長安全行車的問題都不可迴避。由於
兼職車長本身有正職，下班或休假日再去開
巴士，巴士公司對其身體狀況難以掌握，即
使疲勞行車也無從發現，給巴士安全埋下重

大隱患。早前有數據指，現時九巴8300名車
長中，超過6%屬兼職身份。而造成兼職車長
增多的原因，則與車長待遇欠吸引力、以致
人手緊絀有直接關係。因此，提高薪酬待
遇，吸引並且留住更多司機入行做全職車
長，有助提升車長的專業化，讓整體巴士服
務有更高的安全系數。本港多家專營巴士公
司有不俗的經營利潤，任何時候都必須以乘
客安全為首要考慮，沒有任何理由為了降低
營運成本而降低對車長駕駛安全的全面保
障。

與此同時，政府應把加強巴士公司的監
管納入委員會的檢討範疇。畢竟，政府批
出專營權予巴士公司，就有責任確保巴士
營運安全，這是最基本的要求，亦是廣大
市民對政府的託付。巴士事故屢見不鮮，
全社會都期待獨立檢討委員會盡快找出原
因，並就改善巴士營運和強化監管提出切
實可行的建議，徹底改革業內流弊。相關
檢討工作應盡快進行，早一日完成，政府
早一日根據檢討落實改善措施，市民的出
行安全就多一分保障。

巴士作為本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與市
民的出行安全息息相關。本港所有巴士公司
都應認真檢討管理問題，以對乘客高度負責
的態度保障安全、改善服務。否則，層出不
窮的車禍，只會令公眾對巴士服務的信心進
一步降低，選擇其他交通工具，最終利益受
損的是巴士公司。

巴士事故接二連三 檢討改善須加快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