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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發表「愛國者治港」的講話時
形容，強調「愛國者治港」是
「老調重彈」。因為考慮到香
港和國際社會總有一些人有意
把我們的好曲子唱跑調，甚至
荒腔走板，我們有必要再把老
調 彈 奏 得 響 亮 一 些 、 清 晰 一
些，把唱歪的調子再正過來，
這叫以正視聽！

的確，經歷了違法「佔中」、
反修例風波，在內外反中亂港勢力
的誤導、干擾下，香港的「一國兩
制」實踐出現變形走樣的危險，
「愛國者治港」不僅需要「老調重
彈」，為「一國兩制」方針溯本清
源，而且要把「愛國者治港」落到
實處，才能堅定不移地讓「一國兩
制」實踐沿着正確的方向行得更
穩、走得更遠！

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20年度
述職時指出，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
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
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
港」。這一重要論述是對香港回歸
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高度
提煉，是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
的深刻揭示，為推動「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保持香港長治久安
指明了方向。

回歸以來，香港
政爭不休、內耗難
止，近年反中亂港
的惡行變本加厲，
反中亂港分子之所
以能在「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興風作浪、坐大成
勢，眾多複雜原因中的一個直接
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
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中央重申
「愛國者治港」原則，並要求制
度上保障全面落實，正是總結香
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得
出的重大結論。中央對治港者提
出高標準的要求，並將進行制度
改革、用法律機制確保「愛國者
治港」，這是保障「一國兩制」
方針在香港全面準確落實的應有
之義。

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是為了
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夏主任的講話
為香港落實「愛國者治港」、完善
制度建設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行
動指南，確保香港行政、立法、司
法機構的組成人員以及重要法定機
構的負責人等，都由真正的愛國者
擔任。重要崗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
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香港管治
權始終由愛國者牢牢掌握，讓港人
更堅定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
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信心和
決心。

「愛國者治港」明規立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有關

「愛國者治港」講話，圍繞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愛國

者治港」重要論述進行全面深入闡述，明確指出「愛

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政治規矩，是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實踐的核心要義，也是推進「一國兩

制」實踐的時代呼喚。香港必須按照「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完善選舉制度，改革司法制度和其他機制，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邱偉銘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夏寶龍主任為「愛國者」定下三大標準：
「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
憲制秩序」、「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標準歸根到底是看治港者是否有真誠的愛國之
心，也就是鄧小平經典論述當中所說的「誠心
誠意」。

落實「愛國者」標準刻不容緩
回歸以來，香港的選舉制度存在不少漏洞，

令「愛國者治港」原則貫徹得並不充分。近
年，有部分反對派政客透過各種選舉進入香港
建制架構，無所不用其極擾亂立法會、區議
會，利用建制架構的平台狙擊施政、撕裂社
會，這些行徑嚴重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危害

國家安全，明顯與「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背

道而馳。
因此，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必須完善

相關制度，特別是完善選舉制度是當務之
急。夏主任的講話代表中央宣示了「愛國
者」的「三大定義」，對管治特區者提出需
達的「四點要求」，以及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要完善相關制度的「五項原則」，
讓落實「愛國者治港」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行
動指南，為香港「選賢舉能」確立了明確的標
準。

其一，香港公職人員當中，要繼續落實簽署
聲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聲明書，區議員也將納
入宣誓範圍。我們欣喜看到，在夏主任講話翌
日，特區政府就公布《公職條例草案》的修訂
內容，以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安排，進一步確立
「愛國者治港」的基本原則。

草案修訂訂明，除已列明須宣誓的公務員、
立法會議員等公職人員外，區議員亦必須宣
誓，如有議員涉作出違誓行為，將由特區政府
律政司司長提起公訴，該人士即時停職；而有
關人士因違誓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後，5年內不得
再次參選。有關建議以有阻嚇力的法律措施，
消除反對派政棍鑽法律空子的空間，不容其利
用法律程序濫用公共資源挑戰「一國兩制」、
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完善制度讓反中亂港者出局
其二，繼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在憲法和基

本法規定框架內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對所有選
舉候選人進行嚴格的資格審查，「愛國愛港者
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有效阻止反中亂港
者進入管治機構，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

「愛國愛港者」手中。
香港經濟民生經歷反修例風波及新冠疫情雙

重打擊，正面臨嚴峻挑戰，香港極之需要集中
精力，穩經濟、紓民困，緊抓發展機遇，走出
低谷、重建繁榮。

而政治穩定是經濟民生發展的前提條件，只
有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經濟民生才能重
回正軌，才能將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各項惠
民利民措施盡快落實。

相信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憑着「一國
兩制」的優勢，將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背靠祖國與面向世界結合起來，把國家所需
與香港所長結合起來，把祖國支持與自身努力
結合起來，在「一帶一路」、國內國際雙循
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成就香港發展、貢
獻國家所需。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述「愛國者
治港」原則，提出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有關香港選舉方
面的制度，不容少數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區政權機關，又強
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香港是一個多元
開放社會，當年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
體，為包容不同政治成份和觀點留下了空間。明確「愛國者
治港」的客觀標準，完善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掌握在真
正的愛國者手中，「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才會有更大空間。

香港社會多元多樣，夏主任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
要搞「清一色」，即使部分市民對內地、對國家存在各種成
見和偏見，中央的態度也是理解和包容的。早在1984年，
鄧小平接見一批赴京港人，亦曾說過「清一色不好」。如今
中央重提「不搞清一色」，掃除了一種常見的謬誤，就是很
多人認為香港的政治光譜就是建制派和反對派，其實這根本
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初衷。「愛國者治港」就是在愛國的
大前提下，不同政團、階層可以表達不同的政見，保障香港
社會多元開放。相反，若反中亂港勢力坐大，衝擊「一國兩

制」底線，企圖「攬炒」香港和國家，就會危
害國家安全、影響香港長治久安。

以2019年區議會選舉為例，選舉的安全、
公平、公正、公道毫無保障，反對派利用暴亂打擊對手，脅
迫選民，除被DQ的黃之鋒外，暴亂分子全部入閘，許多暴
亂分子什麼選舉工程都沒做，便可擊敗連任幾屆的議員，真
是荒謬至極。這導致攬炒派在所有民選452席中獲得388
席，建制派僅59席，其他僅5席。攬炒派並佔據了18個區
議會中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區議會被攬炒派壟斷，他們
將區議會變成獨立王國、抗爭平台，宣揚極端政治意識，散
播仇恨，打壓不同政治立場的組織，嚴重壓縮「港人治港」
空間。

「愛國者治港」是為了更好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只有這樣，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
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
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這個多元社會
才能保持長期穩定繁榮。

「愛國者治港」「港人治港」空間更大
陳南坡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 南區建設力量主席 廣東省港區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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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來盛 天津市政協常委

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發表「愛國
者治港」的講話

後，政府公布《2021年公職（參
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會將區議員納入宣
誓範圍內，並列明拒絕及違反宣誓
的法律後果，若相關人等被裁定違
反誓言及取消資格，則5年內不得
再參與選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
表示，完善宣誓安排的修例一旦通
過，4名去年被依法裁定不符合擁
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現任區議
員，應會失去區議員資格。這是體
現夏寶龍主任提出的完善選舉制
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精神。

回憶起2019年黑暴事件，暴徒
以極度兇殘的手段到處打砸搶燒，
有老伯被暴徒活活用磚掟死，有男
子被暴徒淋油再火燒，大量無辜商
店遭縱火破壞，整整一年香港人每
一天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攬炒
派不單止沒有譴責及制止這些惡
行，與黑暴分子割裂，反而出現在
黑暴現場阻撓警方執法，並在國安
法立法之前多次煽動黑暴再次來
臨。

2019年的區選，攬炒派炒作政
治議題，得以進入議會。攬炒派全
面掌控十七區區議會後仍不懂收
手，曾發起簽署聲明及公然設立街
站反對香港國安法；不理中央及特
區政府警告，進行違反國安法的立

法會「初選」，政
綱上列明會無差別
地反對政府提出的
議案等等，以上在
在說明攬炒派不管
過去及現在鐵了心
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對着幹，並以破
壞香港安定為目的。攬炒派自以為
有外國勢力撐腰，中央政府對他們
沒有辦法，就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做
出種種損害香港利益的舉動，最後
落得被捕或潛逃外國的下場，這完
全是攬炒派貪勝不知輸的結局。這
也是玩火者終引火自焚的最佳寫
照。

完善宣誓安排的修訂草案預計
在立法會通過機會甚大，攬炒派
一早放出聲氣如宣誓內容與區選
聲明書沒有太大差別，會按政府
要求進行宣誓。但事到如今，攬
炒派還想用蒙混過關的心態欺騙
廣大的香港市民，這實在是痴人
說夢話。中央政府已列出標準，
攬炒派不是愛國者，一律不得進
入香港管治架構。

有對比，才顯出事物的美。攬
炒派站在中國香港的土地上，公然
勾結外國政客搞「港獨」，甚至無
恥地乞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通過
「攬炒」手段破壞香港繁榮安定。
而四位中國軍人同樣地站在中國的
土地上，寸土不讓，不容外敵入侵
中國領土而獻出寶貴的生命。愛國
者的定義，還需要討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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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是特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
要前提。香港現行選舉制度還不能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需要盡快加以完善，修補漏洞。全
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重要講話，全面系統地
解釋「愛國者治港」的內涵，是未來有效實施「一國兩制」的
重要原則，也是未來改革的重要指導性原則。同時明確了愛國
者的三大標準，具體包括：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
的憲制秩序；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夏寶龍的重要講話中，讓筆者留下深刻印象，是具體闡述
「愛國者治港」的標準，這既是「一國兩制」一貫的要求，
更應該是所有從政者需堅守的底線，並成為香港社會的共
識，「愛國者治港」毫無疑問是指回歸後的香港要由愛國者
治理，特別行政區的政權要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一國
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

從夏寶龍談到怎樣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愛國者，並援引鄧小

平曾經做過的經典論述，「愛國者」的標準
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
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筆者相信這讓香港同胞更容易理解，這是配合香港過
渡時期和回歸以來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

眾所周知，「愛國者」主要有三個標準，即必然真心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
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
定，「攬炒派當然不在愛國者之列」，現在和將來也不能允
許他們染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

從夏寶龍向特區「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下達四點要
求，包括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敢於擔當等，當
中強調管治者須勇敢站出來，與挑戰、破壞「一國兩制」行
徑進行堅決鬥爭。筆者期望特區政府盡快按照中央精神落實
「愛國者治港」，目的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
實不變形、不走樣。

愛國者掌握特區政權應成社會共識
盧錦欽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福建省政協委員

本港抗疫迎來曙光，部分港人可以開始接種疫苗。
據知目前已有60個國家和地區開打疫苗，合共使用了超

過1.7億劑，當中以色列已有近8成人接種，領先全球，而
於去年底開展大規模接種計劃的英、美兩國，其接種率亦分
別超過25%及15%，中國內地至今也接種了3,000多萬劑，但
身為世界數一數二先進城市的香港，疫苗卻姍姍來遲，要不
是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協調，以及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以
大局為重開綠燈，向當局推薦緊急使用國產科興疫苗，香港
人可能又要再多等一會。畢竟，抗疫如打仗，刻不容緩，政
府及委員會的做法務實，值得支持。

第四波疫情持續了三個多月，令企業、市民叫苦連天。踏
入新一年，港府的抗疫措施不斷提升，由降低強制檢測門
檻、封區，到全面收緊入境防控措施，以至近期開始要求市
民到食肆堂食必須掃描「安心出行」或登記資料，不負所
望，這些措施已見成效，感染個案由高位過百宗回落至近日
只有低雙位數字，相信離「清零」的目標應該不遠矣。

至於業界一直關心和期望的「通關」問題，特別是粵港兩
地之間恢復跨境人流，則仍然存在挑戰。有港府官員早前透
露，要通關的先決條件有兩個，第一是新增確診個案回落至
單位數並要穩定，第二是過關的市民有可能需先接種疫苗。
前者相信沒有問題，但後者在短期內則較有難度，因為第
一、二批疫苗僅二百萬劑，只足夠應付一半獲優先接種人士

的需要，雖然當中除了長者、醫護及高危群組
外，亦包含部分跨境人士，但只局限於運輸業
界，一般跨境港商及市民非在此列。筆者理
解，在疫苗需求殷切但供應短缺的情況下，這樣的分配方式
是合情合理的，唯有寄望政府能進一步加快疫苗採購和輸港
步伐，使得更多有急切需要出境的人士也能有機會獲接種。

與此同時，隨着本地疫情已大幅回落，加上「安心出行」
會愈來愈多人應用，本港在疫情追蹤方面的能力也會提升，
港府應盡快與廣東省、澳門探討設立某種形式的「旅行氣
泡」安排，透過「健康碼」互認或實施先導計劃，允許符合
特定條件的人士（例如已通過檢測且與確診者無密切接觸史
人士）在入境內地後的檢疫隔離期由14天縮短為7天甚至
更短，而已經接種疫苗的港人更可獲豁免檢疫隔離，循序漸
進地放寬過境人員流動。

疫苗是戰勝疫情的最終「武器」，也是解除封鎖與世界其
他地方重新接軌的重要基礎，不過大前提仍是社區要有70%
的人士接種才有群體保護作用，否則只會一通關疫情就爆發
不斷輪迴；直到現在，不少市民仍對疫苗特別是國產疫苗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存有顧慮，政府除了應繼續加強宣傳和教育
之外，更應增加誘因，例如令接種安排更方便和順暢，而已
接種的市民亦可在生活上享有更多便利等。

廣泛接種疫苗 迎接抗疫曙光
史立德 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