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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
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國家主
席習近平日前深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
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說的這句話，
不但揭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精神血
脈，更對香港社會的人心歸聚有着深刻
的啟示：香港社會，要在堅定不移推動
「愛國者治港」落實落地的基礎上，大
力弘揚愛國主義、不斷增強文化認同，
才能築牢社會發展的民心之基，也才能
為持續匡正社會風氣、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提供更深層次的文化動
能。

費孝通先生曾說過，「社會問題起於文
化失調。」就香港而言，回歸以來，隨着
香港和內地交流增加，香港原有的社會文
化與中華傳統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
中形成新的特色。在這一過程中，個別的
文化碰撞、少數的文化隔閡，本來可以在
「一國」之下逐步消解，甚至東西方文化
的水乳交融、平和共處一度成為「東方之
珠」的別樣光輝。

但近年來，特別是2019年反修例風波
以來，這些碰撞與隔閡被別有用心的政
客和外國勢力歪曲、利用，從激化矛盾
的角度將隔閡放大，以至於在香港社
會，特別是青少年中間，激進地演變為
「逢中必反」，甚至出現了「凡是中國
的定是落後的、不好的」怪論！說到
底，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輕視、忽視、缺

乏認同乃至否定，正是國家意識淡漠的
源頭，也是香港社會近年來種種社會亂
象的根源。

增強文化認同，就要弘揚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中華文化最優秀的傳統之
一，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愛國主
義傳統文化的薰陶之下，中華民族不但
出現了無數愛國英雄人物，而且從愛國
實踐中昇華出勵志報國的人生觀、價值
觀，形成國家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價
值取向。在當下，愛國主義，是「愛國
者治港」不可或缺的核心與靈魂，我們
要從兩個方面以弘揚愛國主義為核心，
增強文化認同：

一是要強化國民教育，培養愛國情
操，將國家意識、國民意識、民族意
識，貫穿幼稚園到大學的教材之中。要
通過編寫一批針對兩文三語不同閱讀習
慣的愛國主義讀本，培育青少年的愛
國情操；要通過認真落實《國旗法》
《國歌法》等，讓香港社會「愛國是
一種自覺，愛國是一種必然」蔚然成
風。

二是要發展傳統文化產業，弘揚中華
優秀文化。建議在港中資機構發展傳統
文化產業，一同踐行國家粵港澳大灣區
戰略、一同履行企業經濟責任，和社會
責 任 緊 密 聯 繫 起 來 ， 以 「 商 」 興
「文」，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特別是
愛國主義獨闢蹊徑。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
會議在北京舉行，涉港
的焦點落在《全國人大

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
案）》的議案，預料將在明天閉幕的代表
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正式表決通過。

修改相關制度的思路，其實是以選舉
委員會重新構建及增加賦權為核心，調
整選委會的規模、組成和產生辦法，由
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
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之後由香港特區政
府修改本地有關法律。

其實早在香港回歸初期，選委會在立
法會產生過程中就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1998年香港首屆立法會選舉，有10席是
由選舉委員會選出；2000年改為6席；
2004年起則全面取消。有人說，現在選
委會被重新委以重任，從政制角度來說
是「走回頭路」，但事實是，近年香港
發生的社會亂局，揭示了現行機制存在
的缺陷和隱患。中央提出以「決定+修
法」的方式來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實
質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擴充選委會
的規模和職能；在新形勢下，為相關選
舉建立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有香港特
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以達到「愛國
者治港」、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及維護
憲制秩序。

政治體制問題從來都是中央事權，中
央有權有責修改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而「愛國者治港」更非新鮮事物。鄧小
平先生早在1980年代就指出，「港人治
港」的界限及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

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
港，1997年後管理香港
的人「條件只有一個，就
是愛國者，也就是愛祖
國、愛香港的人」。

「愛國者治港」是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治本之
策，必須強調「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
亂港者出局」。讀懂的人應該明白，
「愛國者」不是唯唯諾諾、形同虛設的
「橡皮圖章」，「反中亂港者」也不代
表全部「泛民人士」。中央要打擊的是
癱瘓施政、「攬炒」香港的「反中亂港
者」、社會發展的絆腳石。香港需要的
是賢能的「愛國愛港者」，有大刀闊斧
改革的魄力和能力、能帶領香港走出困
局、讓這個城市重新出發的政治人才。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上月底在全國港澳研究會專題研
討會上提到，「站在愛國者對立面的是
那些少數反中亂港分子」。由此可見，
中央判定香港社會絕大多數中國公民是
愛國的，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擁護國家主
權和認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性。
如何在此基礎上，為香港創造更大的發
展空間，解決各種深層次問題，是刻不
容緩的事。

過去幾年，香港「受傷」了，「療
傷」的同時，更需要為日後的「健康」
打好基礎。港人應該務實看待眼前的現
實，而完善相關選舉制度，只是「療
傷」的第一步、香港社會重新出發的新
起點。

中央主導完善選舉制度 合憲合法實事求是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愛國者治港」是「一

國兩制」的初心和應有之義，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

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中央的權責所在。中央堅持依法

治港，採取「決定+修法」方式取代「政改五步曲」，主

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具必要性和迫切性，合憲合法、合情

合理，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

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決定+修法」具堅實法律基礎
香港的選舉制度，是按照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和決定以及香港本地有
關法律規定確定的。香港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
等作出原則性規定，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以及有關修正案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由於香港選舉制度出現了漏洞和缺陷，危害
到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香港的長期
穩定，特區政府難以自行處理這個問題。中央
再次從憲制層面擔起責任，行使中央權力，為
特區解困，中央的主導權和決定權不容置疑。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採取「決定+修法」
的方式，分步予以推進和完成。

「第一步」，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第31條、第62
(2、14、16) 條、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有關
規定，充分考慮了完善香港特區有關選舉制度的

現實需要和香港特區的具體情況，就完善香港特
區選舉制度，推動適合香港實際的民主政治制度

發展，作出新的憲制性制度安排和關於完善香港
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明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
度應當遵從的基本原則和修改完成的核心要素內
容，並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這個決定修改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憲法、香
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
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訂後的附
件一和附件二將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新的
民主選舉制度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原附件一
和附件二以及有關修正案同時廢止。

「第三步」， 在國家層面完成對附件一和附
件二的修訂後，香港特區將據此對本地有關法
律作出相應修改。

全國人大將採取「決定+修法」的方式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有人聲稱「政改五步曲」消失
了，抹黑中央不依法辦事。

這種說法完全罔顧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漠
視全國人大的憲制地位和權力。

事實上，「五步曲」並不是唯一一種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的方案，只是其中一種方案。根據
憲法和基本法，決定特區選舉制度的權力屬於
中央，中央行使這個權力有兩種方式：一是中
央授權特區以「五步曲」方式完善選舉制度，
二是中央直接行使權責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
特別是在無法透過「五步曲」推動、而香港的
選舉制度又不得不完善，就只能由中央直接行
使憲制權力，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這次全國人
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就屬於這種情況。

根據憲法第62條第14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行使的職權包括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
度；香港基本法第159條中也列明：本法的修改
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梁美芬指出，「人大有權制定特別行政區
的基本架構」「由人大決定香港的政制亦非新

鮮事物，當年香港回歸，首屆特區政府和立法
會產生辦法便是由人大決定；而且基本法亦列
明人大對基本法有修改權。所以今次人大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是依法行事。」

中央出手具迫切性
至於為何不由行政長官提出政改，啟動「五

步曲」，梁美芬解釋，「五步曲」包含一個程
序，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但現在立法會議員數目不夠，哪有全體三分
之二多數？」的確，反對派總辭，令立法會在
席議員未能達到三分之二人數，所以不能實行
「五步曲」。

本港當前急務是要堵塞選舉制度漏洞，改善
管治議政質素，保障國家和香港安全，阻止反
中亂港旳攬炒派進入管治架構。加上香港有多
場選舉即將進行，難以透過「五步曲」及時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亦需要由中央透過全國人
大和人大常委會作出改善。

多年來，香港的政治生態一直採用一
種二元分法，就是把政治人物歸類為建

制派和反對派。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一個訪問
中指出，這種觀念是時候要改變。當那些反對派變
成攬炒派、拒絕與「黑暴」割席的那一刻起，香港
的制度就容不下他們，他們就不配參與香港的政
治，因為他們肯定不是愛國者，肯定不能符合「愛
國者治港」的原則。而這種觀念的轉變就要透過完
善選舉制度去具體落實。

攬炒派借反中亂港撈取選票
雖然完善選舉制度的細節仍有待公布，但有一些

重要的消息已經可以得知，而最核心的就是選舉制
度要能保證「愛國者治港」，方法就是修改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簡單來說，就是變更選委會和立
法會的議席數目和分布，確保愛國者能於當中佔大
多數。過去的選舉制度設計並沒有考慮到選舉會被
攬炒派操控，例如舉辦違法「初選」去決定誰參選
誰不參選。

一旦選舉被操控造成不公，選舉制度便不能確保
「愛國者治港」。這個問題在「黑暴」之前不算突
出，但當2019年攬炒派進入區議會之後，隨即挾區
議會去反中亂港；翌年更大放厥詞要在立法會達至
「35+」，無差別地否決所有政府的法案，徹底癱瘓
特區政府施政。之所以會如此荒腔走板，就是選舉
制度本身可以被攬炒派利用作為奪權的工具。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表示，香港社會亂象
表明現行選舉機制存在明顯的漏洞和缺陷，令反中亂
港勢力以為可以透過選舉奪取香港管治權。中央政府
絕對不會允許攬炒派把香港拖入深淵，及時完善選舉
制度，從制度設計上確保「愛國者治港」。

政治體制回到「一國兩制」正路
有人質疑其他地方的選舉都沒有確保當選者必須是

愛國者的制度，為什麼香港需要這種制度？他們這種
質疑正好凸顯有些人不明白香港的實際情況，因此王
晨副委員長指出新的選舉制度要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香港的選舉與外國的選舉不同之處，在於外國的
選舉，非愛國者根本沒有可能當選。不論是美國、
英國等地，都不會有一個政黨或候選人以反美、反
英作為參選政綱，這種做法無疑是政治自殺，不會
贏得選票。既然如此，別國的選舉制度不必畫蛇添
足地確保愛國者當選。但香港的情況不一樣。攬炒
派借反中亂港來撈取選票，他們發放大量抹黑內地
的虛假信息，令很多不明真相的香港市民信以為
真，煽動市民仇視內地以騙取市民的支持。這種透
過反對自己國家來贏選票的方式，在別的地方聞所
未聞，但在香港卻發生了。這亦再次證明了香港的
實際情況是多麼特殊，不可以照抄照搬其他地方的
做法，香港必須有一套辦法去確保「愛國者治
港」。可是，香港沒有能力去修改基本法的附件，
因此再一次需要中央政府出手。

值得留意的是，今次的改動將只改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基本法的正文隻字不改。這表示基本法
的精神不變，正如林鄭特首說，循序漸進達至普選
仍然於基本法內列明，民主並沒有倒退。現在是實
際情況有變，「黑暴」和攬炒派把「一國兩制」弄
得有點荒腔走板。要把走歪了的路糾正，就難免要
動一點手術，讓香港可以產生一個回到「一國兩
制」的正路的政治體制。香港的條件仍然是優厚
的，只要有一個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選舉制度，必
定可以繼續享有長期繁榮穩定。

形成有香港特色的選舉制度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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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新冠肺炎疫情困擾香港持續超過
一年，疫情至今仍然反覆，對本港

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均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旅
遊、酒店、零售、飲食業、文化演藝、以至各行各
業都一片沉寂，失業率不斷攀升。隨着國產的科興
等疫苗陸續抵港，本港疫情有望通過接種疫苗，逐
漸得到紓緩。

然而，本港多個醫學團體的調查發現，僅約三成
一受訪市民表示有意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受訪者拒
絕接種的主要原因，包括擔心副作用或安全性，以
及疫苗推出過於倉卒。另有不少受訪者稱，要待外
國大規模接種後無嚴重副作用，才考慮接種。

事實上，全球各地已於本年初開始進行大規模接
種疫苗，較常見的副作用僅為注射部位觸痛、疲
倦、頭痛、肌肉痛和發燒等，且影響短暫。專家指
出，全港七成人接種疫苗是達至群體免疫的「最低
門檻」。故此，每名市民除要做好防疫措施，注重
個人衞生外，亦應放下有色眼鏡，有序地接種疫
苗，以達至群體免疫的目標，香港才有條件逐步通
關，經濟才有望復甦。

特區政府除了要加強宣傳教育，提供公開透明的
疫苗資訊以釋除市民疑慮外，亦應同時向內地爭
取，凡本港市民於本港注射疫苗後，可獲內地有關
部門豁免酒店隔離，相信這能提供誘因，吸引市民
接種。

在抗疫工作上，商界亦應擔當起重要角色。例如

食肆及處所負責人，須確保進出顧客
掃描「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二維碼，
或登記個人資料，以幫助當局進行個案追蹤，若到
訪處所有確診者逗留過，當局亦會通知到訪過的市
民，令他們更關注身體狀況，盡早接受檢測，避免
病毒擴散。

早前在K11 Musea商場內一所餐廳有確診個案，
政府未用公權強制封場，商場所屬的新世界發展即
主動將商場關門，除安排大清潔之外，還安排流動
檢測車，為商場及租戶員工提供免費覆檢，並確保
全體員工第二次檢測結果呈陰性方可上班。商場管
理學會主席黃寶豐亦指出，商場關閉數天進行大清
潔的做法屬罕見，認為商場做得好足。

事實上，商場於上周六重開即重現人潮，顯示消
費者對商場安全已重拾信心。商場重開後即推出優
惠，可以理解商場關閉一段時間，而且動用科技機
械人維持衞生。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
曾祈殷醫生在商場重開後實地視察，並接受電視台
訪問認同商場通風系統符合專業水平。所有防疫措
施都需要成本，商場難免要推出措施吸引人流，以
維持健康發展。

「應檢盡檢」為控制疫情的一大良方，若官商民
能充分合作，所有曾有確診個案的場所，都能果斷
應對，曾到訪相關場所的市民又願意配合，主動自
願參與檢測，便能更有效阻止病毒傳播，疫情才能
早日受控。

官商民合作齊心抗疫
李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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