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經濟問題需從政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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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遭遇經濟困境，而解決經濟問
題是由政治來決定。一是中央政府立下反 「
港獨」的底線，並嚴格依照法治規矩辦事，
至少應如英國殖民地時代用現行法律禁制任
何以暴力挑戰政府管治的行為。通過人大釋
法，作用不單限於立法會宣誓，而是包括所有
公職人員，也不僅限於宣誓行為，而是包括
所有公職行為。這是從上而下地定下規範界
限，不容逾越。在執行過程中，嚴格按現有
法制行事，這是從下而上地配合人大釋法。

檢討現有法律

英國殖民地的法律政策措施，許多早應
檢討。可惜自回歸以來，迷信於一切不變，
而在十九年的時間裏，香港、內地與世界都
已變化，這種迷信卻一直堅持，而且更為變
本加厲。英國人不做的，我們不做；英國人
做的，我們也不做。於是導致陷入今天這樣
的困局。

中央扭轉逆勢之後，應重新檢查從殖民
地接受過來的東西：好的應該留下，不好的
要修改，取捨的標準是是否符合香港的長遠
發展和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且是因時制宜，
不變成任何教條模式，僵化執行。英國殖民
地那時鎮壓反英國統治的不少法律，帶有政
治迫害因素，個別也不符英國法制傳統，便
應修改。但作為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捍衛
法紀的法律，則應保留，並且善用。

在我們已重新檢查從英國殖民地承繼下
來的法律時，使用它們便要有節有理，也要
考慮社會心理。當下香港社會 「港獨」勢力
猖獗，部分 「港獨」分子利用宣誓儀式在議
會內肆意播 「獨」，導致立法會無法正常運
作，這已激起民情的憤怒。無論於香港還是
於國家，中央在香港建制目前被動的情況下
，不能坐視不理。早前，人大委員長張德江
在北京接見香港社團時指出，不要以為只有
極少數人從事 「港獨」行為就無所謂。他認
為不能輕視 「港獨」，不能視而不見，否則

「港獨」發難起來，首先吃虧、首先倒霉的
是香港同胞，所以希望香港同胞認清 「港獨
」本質，堅持與 「港獨」進行鬥爭。

對付 「港獨」是必然的，但可輕重有別
。若是僅涉及言論與組織行為的，可應用較
輕刑罰的法律。若涉及 「勇武」、暴力的，
則應嚴刑懲治。處理的原則是政治，處理的
具體措施是法律，有所選擇、有所偏重，有
所針對。但前提都是依法處理，有法必依，
不姑息放縱。實際執行時需對各方面的情況

、各方面的反應，有相對準確的認識和掌握
，才可恰當地分別處理。

準確定位香港

這便回歸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中央政
府對香港的定位如何？如果是撤手不理，則
正中了英國人的計謀，用治權換主權。由於
香港與內地血肉相連，各方面早已高度融合
，中央政府不可能撒手不理，讓英國人利用
早前安排下的精英來統治。內地當然不會閉
關自守，所以在許多方面香港也必然衝擊內
地。中央放棄對香港的治權，便是讓英美等
在中國的南大門建立基地，使它們對中國可
攻可守，結果將會是既失去香港的治權，也讓
人家可借香港的橋頭堡，重建新時代的條約
，把英美在香港建設的制度、文化，乃至金
融關係，複製到中國的開放城市。這並非是
危言聳聽，從過去二十年的大貪腐案，我們
已經看到這樣發展的勢頭。今日與歷史上的

差別是，那時是靠炮艦外交，今天是和平演
變，美國替代英國，手法更高明而已。

當中央在定位香港時，要考慮香港與內
地的合作與分工關係，也要考慮在內地不停
地發展演變過程中，香港怎樣發展和演變。
由於中國現時的發展已扭轉錯誤，不是服務
精英，而是服務社會的大多數，香港的變化
也更不能如以往那樣，走右派資本主義的犧
牲90%人口來供奉1%精英的道路。英國殖民
地在中英談判時建立的體制政策（與中英談
判之前不同），不能繼續。

定位香港不是說了便算，中央政府與特
區政府要重新制定政策來實現定位。首要是
做好調查研究，其次是進行民主和開發的討
論，讓社會大眾參加，避免既得利益及其代
言人再次壟斷香港的發展。

這些都屬於大工程，但事關社會大眾及
國家的長遠利益，不能不做，並且要認真徹
底地做。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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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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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
而
出
任
重
要
國
際
組
織
負
責
人
的
範
圍
中
去
找

下
任
行
政
長
官
人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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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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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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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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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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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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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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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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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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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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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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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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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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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第
二
個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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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別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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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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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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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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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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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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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
第
三
個
問
題
將
上
升
為
焦
點
。

資
深
評
論
員
、
博
士

港獨違法亂港須斷然處置
近日，律政司就四位議員的宣誓問題提

請司法覆核，因他們在宣誓時分別在誓詞加
料、以反問語調讀出誓詞，以及一直撐起黃
傘，凡此種種，都可能構成拒絕或忽略宣
誓。

事實上，全國人大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釋法時，解釋宣誓人必須準確、完整、莊
重地宣讀法定誓言；否則仍屬於宣誓無效，
宣誓者在宣誓當刻已失去議員資格。顯而易
見，全國人大 「釋法」既是對特別行政區執
行基本法的監督，也是對特別行政區實行高
度自治的保障。

十一月二十九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在會見香港社團成員時強調，中央
政府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希望廣大香港
同胞旗幟鮮明地反對 「港獨」，共同維護
香港社會政治穩定，切實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凝心聚力謀發展、促和諧，推動香港 「一
國兩制」實踐不斷向前發展。他特別重申，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與香港基本法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香港各方面應該認真遵守並貫徹
落實。

人大釋法護「一國兩制」

值得關注的是，張德江委員長還提到，
歡迎過去一些不能來內地的人士到內地走一
走，了解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並通過旅遊
、探親或多種形式的交流，增進他們對國家
的認同和了解，表達了中央政府最大的政治
包容和誠意。據報道，香港特區政府其後發
表聲明，指接獲中央政府通知，自今年十一
月三十日起放寬過去對部分立法會議員及其
他人士實施進入內地的入境限制，及重新接
受此類人士的回鄉證申請。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王光亞亦接見香
港社團訪京團，指出要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這個根本宗旨，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於與 「一國兩制」

精神和原則相悖的言論要堅決予以批駁。要
堅守法治，知法守法。他認為，全國人大常
委會日前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作出
的解釋，是維護 「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的
應有之義，確保立法會議員就職時必須依法
宣誓。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
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令人擔憂的是，
當下香港年輕人的 「港獨」活動已五花八門
，甚至高調與 「台獨」 「藏獨」 「疆獨」勾
結。法律界人士認為，這些問題須通過對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地立法，或引入全國
性法律，才能根本解決。

引導青少年知法守法

應該讓香港年輕人明白，無論是 「港獨
」活動或 「港獨」論調，都是分裂國家，都
是違反《基本法》規定的。如果任由 「港獨
」肆意發展下去，香港的經濟民生將受到極
大的破壞，從而導致香港 「天下大亂」。須
知，香港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絕不會容忍
「港獨」的違法活動，必須斷然處置。因此

，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自行立法
勢在必行！

不可否認，香港主權回歸近二十年，但
人心回歸仍任重道遠，香港的國情教育等方
面差強人意。特別是到二○一二年後，經歷
了反 「國民教育」風波、抵制 「新界東北發
展計劃」和 「光復上水」等遊行集會和社會
運動之後， 「本土意識」和 「港獨」勢力逐
漸抬頭。

國家領導人多次提到，要加強對港澳青
少年的教育培養工作、加深民族自豪感與愛
國愛港的情懷。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去年
「兩會」期間，亦表示支持港澳委員通過多

種方式，加強與港澳青少年溝通交流，進一
步加強港澳青少年工作。

建議從加強國情教育和促進香港和內地
青少年交流兩方面，切實關心青少年成長
，努力促進新一代人心回歸。筆者希望全
社會都來關心香港青少年，幫助他們就業
、創業並向上發展，引導他們知法守法，
擁護基本法，了解和熱愛自己的國家及民
族。

前幾天，在香港參加了一個有關香港社會現
狀和前途的研討會，參加者多為關心香港命運的
市民。在研討會上，年輕人與老年人表達了截然
不同的看法，年輕人雖然也不贊成 「港獨」，但
態度比較曖昧，不明朗，似乎有正當的理由。當
然， 「港獨」產生的背景是非常複雜的，也不被
基本法所允許，但研討會上反映出來的兩種思維
方式卻從一個側面窺見了 「港獨」的複雜性，值
得重視。

事情的起因和經過是這樣的：前一陣子，香
港立法會的幾位候任議員宣誓時，侮辱祖國，引起中央對 「港獨」的
重視和警覺，為遏制 「港獨」，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進行了釋法。港人對此事看法不盡一致，尤其是青年人與老年人態
度大不相同。

一些青年人即使不贊成 「港獨」，也會認為其不無道理。一般認
為，年輕人是因為缺乏國情教育，缺乏歷史教育。在研討會上，老年
人認為在港英時代，人們受到殘酷壓迫，毫無什麼民主與自由可言，
並以一九六七年 「香港暴動」為例。回歸以後，民主和自由逐步發展
起來了，應該值得高興，不應當去搞什麼 「獨立」。有祖國作為強大
的後盾，外侮才不會發生。而對於年輕人而言，對港英時代與外侮似
乎並沒有深切感受。他們認為，港英統治本身就是不正義的，而回歸
是正義的事，兩者壓根兒就沒有可比性：不能用非正義的壞來證明正
義的好。他們認為需要尋求正義條件下解決問題的方案，即在回歸後
應該談 「真」民主的問題。

總算明白了，原來兩者分歧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使用了不同的參
照系：前者以過去為參照系，認為社會是進步了，而後者以將來為參
照系，認為社會發展還不夠。當然，香港的問題複雜性遠超這兩種所
謂思維方式，但思維方式上的差異的確會導致人們認識上的差異。

其實，這兩種思維上的差別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我們在教育自
己小孩時就經常說，我們當年如何如何困難，現在你們的條件如何好
，應該知足了，應該把心思集中在什麼什麼上。而小孩子卻並不這麼
認為。這就是 「過去」與 「未來」思維的差別。

過去，代表了一種經驗的思維方式，強調社會的歷史進步性，以
經驗來改造世界。未來，代表了一種邏輯的思維，先設定一個理想化
作為前提，推導出一個理想化的世界模式，然後根據這個模式改造世
界。其實兩種思維，各有利弊：用過去與現在來進行對比，一般都會
比較樂觀，會用經驗來改造現實，逐步改造，但也因此往往滿足於現
實，甚至強調穩定，趨於保守，失去追求的動力。用未來要求現實的
人，是以理想化的目標為前提，一般都會對現實持不滿的態度，往往
比較激進，不顧現實條件。而理想的目標的實現往往是受到現實條件
的限制，否則就會 「欲速則不達」， 「過猶不及」，因此才需要 「以
史為鑒」。

因此， 「過去」與 「將來」兩種思維，需要互相結合，各取所長
，才不至於社會的分裂：持過去思維的人應多去 「夢想」，多做 「頂
層設計」；持將來思維的人，在仰望星空的同時，也應當腳踏實地。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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