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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一眾問責
官員連日來落區，分
別到各區「香港各界
撐全國人大決定完善
選舉制度連線」設立
的街站呼籲市民支
持。沙田各界大聯盟
昨日在馬鞍山設置街

站，並邀請了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現任警務處
處長鄧炳強、警務處前
處長曾偉雄、海關關長
鄧以海 、入境處處長區
嘉宏，以及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葛珮帆到場簽
名，支持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不少市民亦響應
呼籲支持簽名活動。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昨

日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到訪大埔鄉事會的
街站，呼籲途經的市民
簽名，讓特區政府以至
中央，聽到香港人最真
實的聲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倪思言

特首：時間將證明一切
落實「愛國者治港」貫徹「一國兩制」營商環境更穩定不損權利自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接受央視旗下「中國環

球電視網（CGTN）」訪問時表示，全國人大通過完善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目的是確保管治權

牢牢掌握在愛國人士手中，落實「愛國者治港」和確

保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的最佳方案。未來的選舉制度會令香港的營商環境更

加穩定，香港市民亦會有更多機會參政議政。完善選

舉制度，不會損害香港的權利和自由，而時間將會證

明一切。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鄭治祖）
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
昨日接受
電台節目

訪問時表示，全國人大是次決
定擴大選委會及立法會議席，
增加了選委會及立法會席位，
是擴大了參政機會，符合均衡
參與的原則，實現了政制均衡
有序發展。律政司正在框架內
構思如何修改本地法例，但仍
須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具體方

案出台。

非「搞清一色」理性批評是好事
鄭若驊表示，全國人大決定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是為了實現以
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防止一些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人
進入政治架構，而不是「搞清一
色」。
事實上，愛國人士也會理性、

依事實，客觀持平作出批評，只
要是基於事實，向政府或管治團
隊提出意見是一件好事。

有助提升特區政府治理效能
被問到愛國者的定義，她形容

是 「 好 common sense （ 常
理）」，即是「唔賣國做漢
奸」，尊重憲制秩序，不要損害
香港及國家的利益等。
鄭若驊強調，人大是次決定

能提高參與度及完善資格審
查，有助提升特區政府治理效
能，而基本法列明達至普選的
最終目的沒有改變。民主有很
多方式，要考慮不同地方的實
際情況、文化、政治思維等，
沒有既定的做法。
她認為，全國人大是次決定增

加選委會及立法會議席，是擴大
了參政機會，符合均衡參與的原
則，而選委會加入基層體現擴大

廣泛代表性，希望藉此推進香港
發展及民生。
鄭若驊表示，目前未知香港特

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實際如
何操作，須視乎全國人大常委會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詳
情，但認為並不一定要律政司代
表才可擔當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工
作。
委員會要確保候選人是擁護基

本法，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因此要熟悉基本法、香港國
安法等，同時要考慮香港社會的
整體利益，確保有均衡及有序的
政治參與，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
會找到適當的人選。

鄭若驊：擴參政機會符均衡參與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衞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
示，香港選舉制度發展不能只強
調「循序漸進」，還要考慮基本
法指出的「按實際情況」。目前
的情況是，現行制度無法識別反
中亂港者，必須先重回正軌，否
則選舉制度並非健康的「循序漸
進」，而是「冒進」。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指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基本法第六十
八條第二款指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
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
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
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不只「循序漸進」顧及「實際情況」
曾國衞表示，香港選舉制度要

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規定，而市民不應只強調「循序
漸進」，基本法同時提及要「按
實際情況」，兩者都要考慮。
他認為，目前的問題是，現行

制度無法識別反中亂港者，有不
愛國的人成功進入議會，引起混

亂，令特區政府未能有效施政，
不能改善民生經濟，受害的仍是
港人。
曾國衞認為，目前邁向普選的

方向出現偏差，因此須先重回正
軌，否則選舉制度並非健康的「循
序漸進」，而是「冒進」，只要政
制撥亂反正，就是優質民主。

資格審查委員會料更有公信力
被問及決定中提出，行政長官

候選人須在選委會5個界別中各
取得不少於15個提名，是否要防
止工商界「繼續獨大」時，曾國
衞希望社會不要過度揣測中央原

意，並認為有
關安排可以
體現到均
衡支持的
精神，選
出一位獲
廣泛接受
的行政長
官。
就決定中提到要設立香港特區候

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曾國衞表
示，這並非全新概念，目前亦有選
舉主任把關候選人資格，估計委員
會的職能相差不大，但可更有系統
及公信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日前接受中新社
專訪時表示，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是中央在選舉制度層面保障香
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由愛國者來
治理，是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發展的一個根本性的重要原則，特
區政府會予以全面配合。

聶德權表示，去年香港國安法出台是中央在法律層面保障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今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則是中央在選舉
制度層面保障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由愛國者來治理。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使命責任
他表示，任何地方由愛國者來治理是理所當然的。這在其
他任何地方或國家從來都不是問題，也不會引起爭議。他認
為，「愛國者治港」是確保香港落實「一國兩制」，讓「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發展的一個根本性的重要原則，而選舉制
度的設計從來是都是中央事權，特區政府會予以全面配合。
去年10月至今，特區政府已經分別陸續安排屬於政治委

任官員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高級公務員、新入職公務員、
現職公務員作出有關宣誓或簽署聲明，涵蓋全體約18萬公
務員。聶德權表示，在香港特區政府裏面的每位公務員，都
有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使命和責任。通過宣誓或簽署聲
明的安排，已將公務員的基本責任、公眾對他們的要求和期
望「講得比較透」，而對政治體制內成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必須符合愛國者的標準。

公僕具特區國家雙重身份
他直言，長久以來，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特區等重要課
題在香港談論得較少，因此對公務員的有關培訓也不足。香
港公務員具特區和國家公職人員雙重身份，必須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認識「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懂
得處理「一國」和「兩制」以及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同時，香港公務員必須在思維上有所創新，不要去想這項
工作為什麼做不成，而應該去想這項工作如何才能做得成。
香港公務員的工作最終是服務市民，讓市民能從政策中獲
益，因此政策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措施和安排。此外，作為部
門首長或常任秘書長的高級公務員要有擔當，多向傳媒講解
和交代自己範疇的工作。

曾國衞：現行制度無法識別反中亂港者

聶
德
權
：
在
選
舉
層
面
保
障
「
愛
國
者
治
港
」

林鄭月娥在訪問中表示，特區政府無法獨力處理涉及政治架構的
問題，故她對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表示堅定支持和由衷感

謝，以確保香港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人士手中。
她表示，完善選舉制度能確保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這亦是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方案，並認為這有助防範外國勢力透過
香港選舉制度進入特區管治層面，能將香港帶回「一國兩制」的正
軌，並更好地保障國家安全。

擴選委會市民更多參政機會
對有人聲稱今次完善選舉制度是「限制政治參與」，她認為這與事
實剛好相反，因為通過擴大選舉委員會，市民將有更多機會參政議
政，若香港的所謂「民主派」達到愛國者的標準，他們也會有更多機
會參加並贏得選舉，而要求擔任公職的人士愛國並非高標準，只是基
本條件。
被問及有人聲稱香港人從此「不敢發聲」，她笑說：「如果你有閱
讀任何一份香港報章，你可見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表達意見，我每日都
受到各大報章的批評，這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香港仍享有自由
權利。」

林鄭：小部分國家存偏見雙標
面對西方部分國家的質疑甚至抹黑，林鄭月娥認為這只代表小部分
國家的偏見，並質疑對方雙重標準，例如美國政府嚴厲譴責衝擊其國
會山莊的人，卻對香港於2019年起持續近一年的暴力視而不見，
「美國只是承受了一日的暴力，但香港卻承受了接近一年的暴力，相
較美國國會，香港立法會大樓被破壞得更為嚴重。」
被問到完善選舉制度會否動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林鄭月娥
表示，香港過往經歷了疫情和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但資金並無流失，
反而有更多商家希望透過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投資，故相信未來的選
舉制度會令香港的營商環境更加穩定，吸引更多資金，而時間將會證
會明一切。

● 林 鄭 月 娥
（ 右 ） 接 受
CGTN 訪 問 時
指出，完善選
舉制度不會損
害香港的權利
和自由，而時
間將會證明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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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 資料圖片
●鄭若驊 資料圖片

●曾國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