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界盼增港官國情培訓
借鏡澳門經驗 集體赴內地培訓 增交流利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澳門特區政府全體主要官員和檢察長

於本月21日至25日赴北京、江蘇參加任中培訓，藉以加深特區政府管

治團隊對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最新情況的了解，促進特區更好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此，多名香港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均表示，在「一國兩制」下，國家的發展與特區起着密不可分及極之

重要的關係，贊成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問責班子，甚至從政人士，應須

加強對國家了解，才對香港特區發展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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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政府發言人辦公室日前發出新
聞稿，指經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和中

央有關部門研究決定此次任中培訓，一行人
包括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經濟財政司司
長梁維特、保安司司長黃少澤、社會文化司
司長譚俊榮、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廉政
專員張永春、審計長何永安、警察總局局長
馬耀權、海關關長黃有力、檢察長葉迅生，
先在北京國家行政學院集中學習，培訓課程
結束後赴江蘇省考察交流。
發言人強調，組織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和檢察長赴內地參加任中培訓，是澳門特區
公務員整體培訓規劃的一個組成部分。

本港政界人士認為，香港特區亦可學習借
鑒澳門經驗，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應該加強與
內地溝通、了解。

陳勇：配合國家決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指

出，加強與中央政府聯繫，了解國家最新發
展，以及配合國家決策，是特區政府必須做
的事務，責無旁貸。回歸20年來，正因香
港特區官員仍然對國家認識不多，才不時出
現一些特區與國家大政策不配合，甚或尷尬
的事情。從國家整體發展以及戰略部署等考
慮，多向國家學習，加強培訓，是一件很正

常的事情。

陳曼琪：深入了解國家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指

出，特區政府加強溝通、學習等，是必然及
理所當然的事情。要有效落實「一國兩
制」，深入了解國家發展，對香港特區百利
而無一害。尤其是十九大以後，香港特區的
歷史任務就是融入國家發展，就以大灣區為
例，特區政府必須配合國家大策略，才能令
香港發展進入另一個高峰。
她期望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能以澳門特

區政府的模式，多向國家學習。

梁志祥：聞名不如一見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

祥強調，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的
運作及發展，必須配合「一國」之原則。
目前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推出了很多劃時
代的策略。作為國家的一分子，特區政府
公務員、問責官員、議員等，多與中央溝
通，了解國家歷史及發展策略，有助香港
特區決策。剛參與立法會議員大灣區考察
團的梁志祥更提到，單純在課室內聽講並
不全面，最理想是親身視察與接觸，「正
所謂聞名不如一見。」

陳振英：助融國家發展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一向以
來，香港特區政府都有安排不同職系的公務
員，赴內地接受培訓，藉以加深對國家的了
解。剛結束的全國兩會，國家推出多項新的
政策，以配合國家發展的大策略、國際社會
新形勢。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理
應主動多赴內地參與培訓、考察等交流活
動，藉以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從而制定合適
的政策。多與內地交流，對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有正面幫助，更可避免早前「在全國兩會
期間舉行立法會補選」這類尷尬場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法律
委員會原主任委員喬曉陽日前出席香港基本法
研討會時表示，若容忍「港獨」發展，會危害
「一國兩制」，又強調在處理「港獨」問題時
不能做「開明紳士」。行政會議成員、「民主
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對
反對派中人稱喬曉陽措辭強硬的說法感到失
望，他認為喬曉陽只是指出「港獨」是違憲及
傷害民族感情的問題，中央官員及特區政府
「是其是，非其非」的做法並無不妥。

免公眾以為政府可接受
湯家驊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喬曉陽曾是
中央官員，因此他在香港出席研討會時必須保
持建制立場，明確指出「港獨」是違憲的主
張，「否則公眾久而久之就會以為政府都接受
『港獨』係未來嘅一個選項，會帶來更大嘅爭
議及動盪。」
他續說，喬曉陽是次訪港，主要是向港人闡

明憲法對國家制度及香港發展的重要性，並非
聚焦「港獨」，對方在發言期間僅指出「港
獨」是違憲及傷害民族感情的問題，相關內容
亦佔不足10分鐘，「強硬得去邊呢？」
對於喬曉陽讚賞特區政府及各界旗幟鮮明地

反對「港獨」，湯家驊認為，「港獨」是違憲
的行為，特區政府譴責「港獨」是必然立場，
「是其是、非其非，對一般人很重要，更何況
是特區政府。」

批戴耀廷扮學術研究
湯家驊特別提及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日前

在台灣播「獨」的行為，批評對方將「港獨」言
論偽裝成學術研究並不恰當。他解釋，真正的學
術研究需要對事實及數據作分析，涉及正反兩面
的看法，不能將單方向的言論偽裝成學術研究。
任何人倘提倡「自決」、或超越「一國兩制」及
基本法規限的自治權，均與「港獨」無異。
對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日前指香港要

立法執行憲法，湯家驊認為，梁愛詩的觀點正
確，惟目前基本法的條文已包含所有需要在港實
施的國家憲法，「憲法與香港有關嘅內容，無論
係政府架構、政制發展、人民權利、核心價值、
同外界交往嘅身份、及政策長遠目標等，已全部
包含喺目前嘅基本法裡面。」
針對反對派前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聲稱梁愛詩的

說法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湯家驊強調，條文中
指的是普通的全國性法律，並非憲法，「憲法唔
需要擺喺任何附件，都已經適用喺全個國家，香
港係國家嘅一部分，因此憲法適用於我哋。」

促落實普選立法二十三條
湯家驊還說，目前本港落實基本法有兩個重要

議題仍未落實，分別是普選及為二十三條立法。
他強調，港人有責任爭取落實普選及二十三條立
法，「無論幾困難都好，我哋欠咗下一代，必須
盡力做好兩個課題」，才能捍衛香港的核心價
值及全面體現「一國兩制」的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全國人大法
律委員會原主任委員喬曉陽日前在港嚴厲批評
「港獨」，並指在「港獨」問題上不能做「開明
紳士」。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回應
傳媒有關提問時直言，「港獨」明顯對憲法、基
本法、「一國兩制」及國家和香港整體的利益均
「絕對有害」，所以「港獨」問題不能容忍。他
並形容這是「清楚不過的」。
喬曉陽日前在講話中亦提到，中國共產黨是全
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認為香港雖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但撇開所有意識形態成見，相信共產黨肯定

值得香港居民支持。有媒體就此問聶德權港人是否
要支持共產黨，聶德權表示，喬曉陽的講話內容很
詳細，上文下理均有邏輯地陳述，首先要詳細讀他
的演辭，作一個整全的了解和認識。
聶德權續指，據其了解，喬曉陽提及中國憲

法和國家法治建設的情況，憲法、基本法和香
港特區的關係很清楚，「基本法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施，特別行政區是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
所成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
區履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方針，透過基本法詳列和執行，特色是中

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特別行政區有高度
自治等各方面。」

「一國」和「兩制」必須並重
他又指，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這
樣的憲制架構下，我們須清楚知道國家的執政
黨是共產黨，「我們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施我
們的制度，所以我們必須要『一國』和『兩
制』並重，亦須尊重。我相信以這個原則去做
便很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
前指港人的國家安全觀念薄
弱，可能與特區政府對國家
安全的宣傳教育不足有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
議成員葉國謙昨日在電視台
接受訪問時表示，國家安全
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特區
政府除了立法保障國家政權
安全，也需要透過教育來提
高港人的國家安全意識。
對於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日

前指香港是世界上唯一沒有
對國家安全立法的地方，公
民黨前主席余若薇在節目中
聲稱，王志民的說法「並無
根據」，因為香港目前已有
多條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法
例，例如刑事法例中的煽動
罪及叛亂罪等，認為香港毋
須再為國家安全進行立法。

與立法二十三條並行
葉國謙反駁，香港雖然有部分法
例已涵蓋國家安全的層面，但很多
條文已失去時效性，「舊到根本執
行唔到，執行時亦唔清晰，所以先
要制定二十三條，將佢（國家安
全）清晰化。」
他續說，國家安全還涵蓋政權穩定

以外的範疇，「無辦法只用二十三條
去覆蓋所有同國家安全有關嘅範圍，
所以立法同教育都係有必要」。
對於反對派中人危言聳聽稱批評

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會「危害國家安
全」的言論，葉國謙表示，有關說
法並不正確，只有鼓吹或煽動推翻
共產黨政權的人會觸犯國家安全

法。他引用違法「佔中」為例，指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曾發表鼓
吹違法「佔中」的言論，直接促成
事件發生，「講吓同鼓吹係兩回
事，如果喺講嘅過程煽動其他人去
做違法行動，就係有問題。」

倡網安升至國安層面
葉國謙還表示，特區政府應將網

絡安全提升為國家安全的層面，因
為有少數反中亂港分子在網絡製造
顛覆中央政權的輿論，企圖引起社
會動盪，特區政府應教導港人防範
及制止有關言論在網絡散播。
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馮可

強表示，目前大多港人只關注本
地社會發展，缺乏國家安全意
識，例如港人只會視金融風暴為
投資風險，不會意識到事件與國
家金融體系安全有關。
他還說，目前美國發起貿易戰，
企圖阻礙中國發展，港人倘再不提
高國家安全意識，很大機會被外國
勢力乘虛而入，令「港獨」成為對
中央政府的實際威脅。
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許楨則強

調，「政權穩定，社會才會穩
定」，香港在推動國家安全時，不
應與任何政治主張及背景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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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不容「獨」害香港

湯家驊：喬曉陽闡明官方遏「獨」底線

■葉國謙表示，特區有必要提高港
人國安意識。 fb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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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原主任委員喬曉陽日
前在香港強調，憲法維護內地與特區現行制
度，不容利用香港改變國家制度。中聯辦副
主任黃蘭發也強調，憲法是香港的根和源，
尊重、維護、遵守憲法，必然要求尊重、維
護、遵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尊重、認同和
維護憲法確定的國家制度。兩人的講話點出
了一個關鍵事實，即香港維護國家憲制秩序
最符合全體港人的根本利益。香港的騰飛，
源於對國家發展的高度融入與依存，這是不
能忽視與改變的歷史事實；展望未來，國家
的發展與穩定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最關鍵、最
根本的支撐和保障，國家如果出現問題，香
港也必然出問題。因此，維護國家憲制秩
序，不僅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和憲
法、基本法的法律規範，也是香港持續繁榮
穩定的必然選擇。

香港得以騰飛為世界重要的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根本上得益於國家40年的
改革開放，香港與國家發展的這種高度融入
與依存，是誰也不能否認和改變的事實。國
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更好，國家的
發展與穩定，為香港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最
關鍵的支撐和最根本的保障。反之，國家出
問題，香港也必出問題；香港出了問題，對
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然會帶來
衝擊與影響。

喬曉陽在香港講解國家憲法時指出，我國
憲法與許多國家憲法的重大不同，在於我國
憲法的核心要義是規定了國家的根本任務，

這一根本任務就是「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
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即實現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完成這一根本任務，
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國家根本制度。今天國
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7億多貧困人
口成功脫貧，實踐證明國家憲法是一部保障
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好憲法。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
制基礎，香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
理體系，香港已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
闊歷程，香港與國家的根本任務都是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所以，維護國家的憲制秩
序，尊重、維護、遵守共產黨的領導，維
護、尊重、遵守憲法規定的國家根本制度和
各方面制度，不僅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
義，也是香港持續繁榮穩定的必然選擇，沒
有之一。

正因如此，「港獨」及利用香港改變國家
制度、挑戰共產黨領導的行為，試圖改變香
港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現實格局，是違
背基本法及破壞「一國兩制」，也是對香港
持續穩定繁榮基礎的破壞，損害的是全體香
港人的根本利益，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利。

正如喬曉陽所警示的，在「港獨」問題上
做「開明紳士」是不行的，如果容忍「港
獨」勢力存在並發展，最終將危害「一國兩
制」事業，最終將損害香港所有人的利益。
在香港搞「港獨」，不僅不應該，而且也不
可能，更加是罔顧香港的生存繁榮穩定的危
險愚蠢的行為，必須堅決遏制。

維護國家憲制秩序最符合港人根本利益
本港上周發生涉及Uber車輛的四車相撞奪命車禍，

令Uber規管問題再次引發關注。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
會的士司機分會，昨日到政府總部外集會，要求政府
加強打擊違法白牌車。面對網約車這種新經濟業態，
本港一直沒有認可其合法地位，亦沒有立例規管，的
士業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要求嚴厲打擊，無可厚非。
但站在社會角度，網約車在全球各地快速發展，代表
着科技的進步和發展的大勢所趨，政府總不能以鴕鳥
政策逃避了之，視而不見。對新經濟業態出現和發
展，宜疏不宜堵，政府應該深入研究新的規管方式，
尤其要借鑒其他地方管理網約車的成功經驗，在顧及
的士業者利益的同時，也要讓消費者享受到技術進步
帶來的服務便利。

誠然，類似Uber一類網約車的存在，不符合本港現
行法例，的士業者要求全面取締也有其道理。事實
上，政府過往也曾多次打擊網約車，也曾有Uber司機
被判罰款停牌。但與此同時，社會上亦不乏希望將網
約車合法化的強烈呼聲。

姑不論香港的士行業的服務質素如何，網約車作為新
生事物，確是新經濟其中一員，在美國、內地、日本、
澳洲等地都快速發展，並對社會經濟和人們的出行習慣
帶來深刻的變化，這種現象必須被正視。無可否認，過
去幾年的技術進步，帶來了各種服務模式的變化，這種
改變必然對原有利益格局產生衝擊。擺在政府面前的難
題，是維護原有利益格局，還是鼓勵新經濟，引入競爭
機制，這一難題並非香港獨有，而是在世界很多地方都
曾經歷的，需要敢於面對，加以解決。

以內地為例，早在網約車之前，同樣存在非法經營的
「藍牌車」（內地私家車是藍色車牌）。在網約車發展
初期，同樣面對「妾身不明」的經營環境，杭州、深圳

等大城市的的士司機，亦曾經發動罷駛表達不滿。但在
技術進步帶來的新經濟業態大發展洪流下，內地政府選
擇了疏而不是堵。2016年，內地網約車的合法地位獲
得明確，四大城市很快出台了網約車新政，對網約車管
理作出嚴格的規定。自此，網約車變得有規有矩，傳統
的士亦再無抗議，取而代之是大幅改善自身服務質素。
在這個過程中，獲益最大的是廣大消費者。

政府對於新經濟業態是疏還是堵，直接影響到香港整
個新經濟體系的發展。移動支付、共享經濟、大數據，
這些新經濟的方方面面環環緊扣，一個階段的「發育不
良」勢必影響下一個階段的發展。移動支付在內地蓬勃
發展，除了電子商務之外，網約車、共享單車的發展亦
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正正是移動支付在交通方面的應用
實體。如果我們對這些新經濟業態，這也不准那也不
許，那麼政府提倡的支持創新科技，鼓勵新經濟發展，
豈不成為鏡花水月？！從更深層次角度思考，為何內地
的網約車合法之後比的士要貴，還是很多人用網約車？
因為這背後是技術的進步，年輕人已經習慣了基於互聯
網的透明、互動、便捷的經營方式，回不了頭。如果對
於種種技術進步帶來的新經濟業態，市民沒有機會去享
用，政府沒能力去監管，回過頭來，我們怎能要求市民
和政府有創新思維？

在技術進步面前，政府不能只顧及現有業界利益以
鴕鳥政策視而不見，而應該兼顧業界和消費者的利
益，達至二者平衡。應積極學習並借鑒其他地區的成
功經驗，大膽修改現行法例，打破原有利益格局，思
考以創新的規管方式，實現兼顧原有經營者的合法權
益和支持新經濟的發展。要清楚， 裹足不前既違反市
場規律，不利於維護消費者利益，更不利於整個社會
的長遠發展。

對新經濟發展不能用鴕鳥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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