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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最終目
的是為了發展，有利於增強香港市
民的幸福感獲得感。「愛國者治
港」下的管治者，必須德才兼備、
樂於服務市民，具有正確的政治判
斷、把握大局、體察民情、銳意變
革等從政必備能力。如何因應新選
舉制度培養和輸送更多德才兼備的
愛國愛港青年管治人才，引起了社
會各界廣泛關注。

在新選舉制度下，大批愛國者將
進入香港管治架構，為保持社會穩
定、走出政治泥沼創造條件，社會
各界可以齊心協力聚焦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香港將開始良政善治新
局面。青年是最有活力潛力、最具
創造力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群。在良
好的社會和政治氛圍下，香港社會
將比過去更需要年青力量加入管治
架構，共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我們國家疫後經濟一枝獨秀，表
現冠絕全球主要經濟體。抓住「兩
個循環」、「十四五」規劃、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重大舉措的機
遇，是香港謀求自身發展的重要出
路。香港更好搭上國家發展快車，
需要更多熟悉和掌握國情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一段時間，香
港的教育體系未能配合回歸後「一
國兩制」實踐的需要，不能與「愛
國者治港」原則要求相匹配，憲法
教育、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等
長期缺位，一些青少年缺乏國家觀
念，並持續受到不同勢力的干擾和
影響，被分離主義、「違法達義」
等思想荼毒，不能正確看待自己作

為中國人的身份，對
國家產生誤解以至敵
視態度。這些情況制
約了香港青年管治人
才的培養。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落實「愛國
者治港」，必須加強塑造青少年正
確的愛國價值觀，確保「愛國者治
港」後繼有人。香港需要為青年到
內地發展多搭台、多搭梯，以實在
的內地交流經歷裝備自己。特區政
府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反應踴躍，反映香港青年對到大
灣區發展意願強烈。為進一步鼓
勵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
港青把握大灣區機遇，特區政府
需進一步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推出
青年人才政策包，為港青到大灣
區就業提供良好的求職擇業條
件，包括進一步擴大「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到更多企業和行
業，增加工種，同時推展兩地專
業資格互認，爭取大灣區內地城
市制訂引進香港各類專才的措
施，並加強推廣宣傳，掃除港青
北上工作及生活的迷思和誤解。

香港不少團體具有內地經貿推
廣、升學就業、文化傳播的專業經
驗和廣闊人脈，可以制定以大灣區
青年為主題的系列支援計劃，將團
體寶貴資源與港青分享對接。特區
政府亦應加強與這些團體協作，以
基金資助、部門協調等條件，充分
調動民間團體扶持港青進入大灣區
的積極性，共同為香港青年在大灣
區搭建成長舞台。

必須慎防選舉再被破壞
經過了10小時委員會討論及32小時草案委員會

審議，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已完成逐條審議。

所謂逐條審議，就是立法會議員就條例草案的每

一條、每一個字眼，都認真地、仔細地去和與會

的政府官員討論和交流意見，而官員亦盡量回答

議員的問題。過程中能夠讓政府有機會清晰地闡

述個別條文的用意，讓議員和公眾對條文加深認

識，亦能有機會讓議員指出條文中一些漏洞，政

府可以參考議員的意見作出修改，讓條例草案盡

善盡美。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行政立法合作完成逐條審議
雖然過往很多條例都有經過逐條審議，但今次

完善選舉制度的艱巨程度史無前例。藍紙草案文
本長達700多頁，印刷的版本要分開三冊釘裝，
我的印象中沒有見過如此長篇的藍紙草案。而
且，9月便要舉行選委會選舉，時間相當緊迫，
立法會不再像過去那樣蹉跎歲月，而是快馬加鞭
地審議。這就要求議員必須於極短的時間內消化
篇幅冗長的條例草案。由於今次的條例草案內容
非常多，而政府的準備時間亦可能比較短，我一
直最關心的問題是草案之中可能有一些條文考慮
未夠周全，未能做到滴水不漏。其實，凡是法例

都難免有漏洞，因為當初撰寫條例草案時不可

能預見每一種情況，一旦有一些不可預見的情況
發生便難以引用法律條文去針對性地處理。因
此，法律要與時俱進，不斷改善，每當出現一些
新情況，就透過修例去完善它。

更理想的做法，就是於草案委員會階段，透
過逐條審議的方式，集合議員們的智慧，盡量
去設想一些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從而找出字裏
行間的漏洞，於未正式成為法例前先進行小修
小補。於逐條審議階段，有一處有可能被濫用
的漏洞就被找出來了。其中有一條是修訂《立
法會條例》第42C條，訂明獲有效提名的地方選
區或功能界別的候選人於選舉日期之前去世或
喪失資格，相關選區或界別的選舉程序將會終
止。這種安排會造成漏洞，容易被別有用心的

人利用來干擾破壞選舉。如果這些人在不同選
區或界別獲得提名，然後在選舉日前製造事
端，蓄意令到選舉主任取消他們的候選人資
格，將可能導致多個選區或界別的選舉程序被
終止。為了保障選舉能夠順利舉行、防止浪費
公帑，以及對其他候選人公平，筆者建議政府
刪除第42C條。

條例充分防範破壞選舉陰招
雖然「攬炒派」不成氣候，但坊間仍有一些

傳言，計劃令未來香港的選舉無法有效進行。
他們有這種酸葡萄心態是破壞選舉的動機之
一，故不得不提防。當時，有與會的政府官員
表示，過去多年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這種回

答證明政府於撰寫條文時沒有設想過可能會有
人借DQ來破壞選舉。由此可見，即使政府擁有
專業的法律團隊，但礙於部分人根本沒有親身
落區、沒有親身試過同反對派周旋，對於反中
亂港分子的險惡用心認識不足，從而不能預見
他們種種卑鄙無恥的手法。

相反，由於建制派議員都曾經同反對派「過
招」，對反對派的卑劣行為都有深刻的體會，
因此在應對有人「搞破壞」一事上，議員可能
會比政府官員想得更周全。無論如何，今次審
議完善選舉制度，體現了「愛國者治港」之下
行政和立法互相合作的好處，既高效又能互補
長短。在中央政府的堅強領導下，「一國兩
制」一定能夠實施得更好！

近日，筆者與幾位大學生細談，再說
「一國兩制」。1842年鴉片戰爭後，簽
訂中英南京條約，香港島被割讓；1860

年，經第二次的鴉片戰爭，中英北京條約簽訂，界限街以
南的九龍半島又被割讓；1898年，列強不用開戰，只由
美國主持割分大局，說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列強
各自劃分勢力範圍，圈定租界。英國取得長江流域巨幅地
段外，再從《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法律」條文下，取
得九龍界限街以北連同整個新界租借權，為期竟達99
年，此即「九七回歸」前的整段香港被侵略的概述。

儘管於1942年，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蔣介石曾向英國
首相丘吉爾正式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九龍租借地與
其他租界一併歸還中國，但卻遭英方斷然拒絕，整個香
港、九龍、新界都不在歸還之列！弱國外交難展。

昔「一國」教育不上心積非成是
歷史飛速，終至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

明》，1997年中國政府正式全面收回整個香港，鑒於照
顧港英管治150多年沿用的政治、法律、文化等生活模
式，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構想，香港的生活方式
一概不變，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除國防駐軍與外交事務
外，香港實行高度自治，同時鄧小平高瞻遠矚指出「以愛
國者為主體治港」，並謂只要認同「一國兩制」和維護香
港穩定繁榮的人才，亦可加入管治香港行列。既照顧歷
史，亦放眼未來，這確是鄧小平先生構建「一國兩制」的
睿智所在。

教育政策的設定與措施落實，既要回應世局不斷的
「變」，亦要確保持守「常」情、「常」理，即善良、守
法、盡責、仁愛、愛國家、愛民族等正面、正常的健康價
值，以支撐「變」局，免得教育愈變愈壞，而是務必要愈
變愈好。基本法的第一條及第十二條清楚指出，「一國」

在前，「兩制」隨後，相伴而行。但過去
一段長時期，香港特區政府、社會各界，
特別是教育界，「一國」的教育並不上
心，「兩制」卻按己意演繹，搓圓按扁，
與「一國」脫軌，積非成是。

今國安價值教育須深入開展
更重要的一點，亦是香港市民未能洞察的一點，就是以

美英為首的外部勢力以及反中亂港勢力，相互勾連。「九
七回歸」前後，藉「兩制」之罅隙，見縫就插，步步進
逼，軟硬兼施，擴大力量，不斷破壞「兩制」的最重要前
設——國家的安全。由2003年反國家安全23條的立法，到
2012年反「國民教育」，掃落直至2019年修例風波，違
法及暴力行動，是愈演愈烈。社會受害甚深，學界亦不能
倖免，在歷次動亂中，教師及學生的參與，竟然屬主要的
群體，泥足步步加深。直至中央政府斷然出手撥亂反正，
全國人大通過國安法在香港落實，香港局面才能穩定下
來。

百年中國，艱苦奮進，全民拚搏，今天國家的科研、經
濟、軍事、教育文化綜合力量，已正式進入世界前列，對
外實踐大國應有的承擔，對內為14億人口創建進入全民
小康的局面，驗證國家好，香港好的「一國兩制」必然更
能行穩致遠。

總結歷史經驗，香港今天啟航，香港教育的未來規劃，
必須要先服膺「一國」的大局，以戰略性思維作考慮，半
點不能鬆懈，防微杜漸，再不能重蹈覆轍。香港回歸已超
越23年，隨着香港國安法落實，香港由亂及治，社會得
以重返正軌。瞻前亦顧後，「一國兩制」下的教育，必須
要重新規劃，國史、國情、國學乃至國安的價值教育，必
須逐層深入開展，這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區教育最
根本着眼之處！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教育最根本之處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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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曾寫過一段小故事，描述他與
饒宗頤先生就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
爭論的情景。余說，香港是當今世界一

個重要的文化樞紐，並形容「即使只有一個饒宗頤，香港
就不是文化沙漠」。饒說：「有了我，沙漠還是沙漠。」
余反駁：「不，有了一棵參天大樹，沙漠就不再是沙
漠。」據說，饒聽後感嘆一聲，說：「余先生，我很寂
寞。就算是我指導的研究生，得了博士就走向商界，幾年
後再見面，我們已形同陌路人。」

筆者認為，香港並非無文化人才，而是缺少凝聚力和生
命力，缺乏一種「文化氣候」。如今，國家在「十四五」
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就應
把握機會，借助國家頂層設計，形成香港本地的文化推動
力量，重新整合率領香港前行的文化大軍。

提升軟實力找回文化靈魂
長期以來，香港缺乏可持續的長期文化政策體系。

2012 年，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曾提出設立香港文化
局，但隨着 5 司 14 局未能在當時的立法會休會前通
過，文化局也胎死腹中。當時有人質疑，文化局局長候
選人的能力與文化視野不足，又有人擔心，文化局的出
現可能成為所謂的政府喉舌，因此乾脆推翻整個文化局。
凡事被政治化，導致香港文化藝術發展停滯不前。直至今
天，就算當局近年投資不少資金鼓勵文化發展，但各種措
施仍比較零散，更沒有單獨負責文化工作的政策局。

筆者認為，香港有很多擁有文化智慧的人才，問題在於
缺乏專業產業，更缺乏具有長遠視野的文化產業思維。既
然國家作出了支持香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頂層設計，香港
當局就應加強文化統籌，全面制定可持續的長遠文化政
策，促進文化事業和產業發展，讓香港找到屬於自己的文

化靈魂。
香港文化發展的短板，與其歷史有關。

香港回歸前，英政府只想讓香港成為一個
國際金融物流航運等的中轉站，對於這個
東方城市的歷史文化如何得以延續，本身就不屬於英國
人的管治思維範疇內。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造就
了無根的漂浮感。

如今，香港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化歷史長河，尤其要
透過教育和宣傳，讓港人找到連結香港文化發展的紐帶，
提高對「母體文化」的重視程度，提升港人對中華文化的
認識與自信。

重構具宏觀戰略視野文化政策
重構香港文化實力和提升軟實力，需要有宏觀可持續的

文化戰略視野、清晰指向性的整體定位及政策規劃。
文化是個看似抽象的概念，卻無處不在。要形成足以推

動香港向前發展的文化力量，需要從更高層面去統籌規劃
布局，涵蓋包括但不限於藝術學、音樂學、哲學、教育
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史學、經濟學等的精英人
才，以拉近文化人與社會、與政府的距離，令專業的文化
智慧思維能滲入政策措施，落地實行。

曾有文章記載，饒宗頤先生最愛的12個字，是《論語
．述而》中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
12個字，是孔子一生教育及學術思想的總結，立志、據
德、依傍於仁，然後才能「游於藝」。

香港這個「借來的地方」已經回歸24年，這個曾經引
領亞洲經濟、創造現代文明與物質財富的國際大都會，應
在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擔當起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的重要角色，以創造性的新思維迎接新時代的
挑戰，真正做到「游於藝」。

重構香港文化大軍 尋覓精神靈魂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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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完善選
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出

台並交立法會審議，今次可說是繼
去年中實施香港國安法之後，中央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
系，從國家層面推動香港特區相關
制度完善發展的又一重大舉措，充
分顯示了中央堅決落實「愛國者治
港」、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以及令香港得以長治久安的決
心。

相比過往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動輒
數年難有寸進，今次完善選舉制
度，從全國人大會議作出決定到全
國人大常委會修訂基本法附件，再
到香港配套立法、審議，可謂雷厲
風行，希望新選舉制度實施後能清
除立法會種種亂象。

過往由於反對派長期把持立法會
超三分之一的議席及拉布阻延，使
得一些涉及香港政治改革、經濟發
展、民生改善的重要議案在立會屢
屢碰壁。反對派議員眼中只有政
治、沒有民生，為反對而反對，為
「拉布」而「拉布」。在這種劣質
議事文化下，從機場三跑、港珠澳
大橋等，大量涉及經濟民生的議案
因為拖延而讓納稅人承擔天價預
算，長遠下去，得益的是少數政
客，犧牲的是香港全體市民的利

益。
今次完善選舉制

度，可堵塞過去選舉
制度漏洞，避免制度
被反中亂港勢力和本
土激進勢力利用，肆意進行反中亂港
活動，避免立法會再度被癱瘓及阻撓
特區政府施政，消除反對派爭奪特區
管治權的隱患和風險，由此確保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並確保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有效管治。

值得關注的是，特區政府必須在
未來一年內暢順有序地進行三場重
要選舉。在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之
後，當局既要做好選民登記，並要
在今年9月、12月和明年3月，依
次落實選委會界別分組、立法會和
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容有失。這除
了要靠負責相關工作的官員爭分奪
秒做好立法及選舉安排的準備外，
政府亦有責任向香港市民做好宣傳
和解說工作，解釋清楚完善選舉制
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積
極爭取市民的配合支持。

完善選舉制度並穩妥落實未來三場
重要的選舉之後，香港可望結束無休
止的政治爭拗，走出過往的政治泥
沼。政府可聚焦香港的民生和經濟，
專注於怎樣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比如教育問題、住屋問題等，使市民
安居樂業，讓社會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