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鳴起昨日
在港出席 「香港回歸20周年法政論壇」 時指出， 「一國兩制」 在香港取
得了巨大成功，基本法的貫徹落實功不可沒。他又指， 「一國兩制」 在
實施中遇到問題是可以理解，要解決這些問題，最重要就是準確理解和
全面貫徹實施基本法。港澳辦法律司副司長奚俊堅則指出， 「一國兩制
」 的實踐湧現新情況，包括面對立法會 「拉布」 干擾施政，如何理順行
政、立法、司法三權運作，達至行政主導。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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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軍將清理青山靶場非法耕種
【大公報訊】就有報道稱青山靶場部分

範圍被個別行山人士非法佔用，作耕種等用
途，解放軍駐港部隊昨晚發聲明回應事件，
指出青山靶場屬軍事禁區，市民不應在軍事
禁區內進行任何未獲授權活動，違者可被檢
控。聲明又指，駐軍將於下周一（24日）起
針對非法耕種情況進行清理整治。

擅闖軍事禁區違法
據了解，駐軍早前發現青山靶場內出現

非法耕種情況，經檢查後在靶場內張貼告示
，表示將於本月24日起針對青山靶場內的非
法耕種點進行清理整治，同時強調青山靶場
屬軍事禁區，提醒任何人未經準許而擅闖，

或會被檢控。
駐軍近日亦收到傳媒有關查詢，昨晚在

回應聲明中進一步指出： 「青山靶場是駐
軍軍事設施，屬於香港《軍事設施禁區令
》列明的軍事禁區，受《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和香港《公安條
例》等法律保護。任何人士未經駐軍許可

，不得進入靶場範圍，否則可被檢控，經
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五千元及監禁
兩年。」

回應聲明還表明， 「青山靶場主要出入
口及邊界的顯明位置均設有警告標誌，標明
軍事禁區範圍，以免市民誤闖。擅自闖入軍
事禁區屬違法行為，市民更不應在軍事禁區

內進行任何未獲授權的活動。針對青山靶場
內發現的非法耕種情況，駐軍已定於本月二
十四日起進行清理整治。」

駐軍再次提醒市民，青山靶場經常進行
包括實彈射擊在內的各種軍事訓練和演習，
靶場範圍內的地勢非常險要。市民不應擅闖
靶場範圍。

論壇昨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兩地
法學權威、政界名人、經濟專家濟濟一堂
，探討香港法制及政制發展的前路。張鳴
起在論壇開幕禮致辭時說，香港回歸20周
年， 「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了巨大成功
，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進一步穩固和提升，國際社會對香港給予
普遍肯定，國家正推動 「一帶一路」戰略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在 「一帶一路」中的
作用。他又說 「一國兩制」是中國政治制
度偉大創舉，基本法是國家主權的法律表
達， 「一國兩制」取得成功，基本法的貫
徹落實功不可沒。

遇到問題是常有現象
張鳴起指，從歷史發展看， 「一國兩

制」作為一項制度，在實施中遇到問題，
是常有現象，是可以理解，這其中原因多
種多樣，有歷史積累，經濟發展的問題，
自身發展的局限和條件制約，還有外來因
素的干擾。他強調，解決這些問題最重要
，就是準確理解和全面貫徹實施基本法。

他又說，在大是大非重大原則問題上
，法學人應立場堅定，態度鮮明，不應該
動搖，維護法治是香港未來繁榮穩定的前
提，是重要基礎，要做到準確實施基本法
，香港法律界和內地法律界責任重大。香
港經過20年的發展，正處於非常關鍵時期
，條件和機遇並存，希望香港法律界可以
繼續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準確推動基
本法。

奚俊堅促理順三權運作
奚俊堅致辭時指，香港回歸20年來，

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 「
一國兩制」由偉大構想變為現實，基本法
得到貫徹落實，深入人心，實踐證明 「一
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問題的最佳方案
，也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安排，必須堅持好 「一國」與 「兩制」有
機結合，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有機結
合。

奚又說， 「一國兩制」前無古人，難
免遇到困難和挑戰，特別是近年來，香港
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逐步顯露，新情況
新問題不斷湧現。他舉例說，面對 「港獨
」思潮和激進勢力的冒起，基本法第23條
立法的缺位，如何切實維護好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又如面對立法會 「拉布
」，給政府施政帶來的干擾，如何理順特
區政治體制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的運
作關係，真正確立起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
主導體制；還有如何創新思路，凝聚共識
，逐步解決特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深層
次問題等。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中國法學
會理事馬恩國亦讀出行政長官梁振英的來
函獻辭，指在基本法框架下，香港同時具
備有 「一國」和 「兩制」雙重優勢，可為
香港自身，及國家發展帶來動力。梁振英
認為，香港一方面必須透過加強香港和內
地協作，共同深化和擴展機遇；另外一方
面透過擴展國際網絡，為國家和香港在國
際舞台上，締造最大發展空間。

另一主禮嘉賓，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表示，當年制定基本法時，國家給予
香港很大自由與包容度，香港要珍惜基本
法，落實好基本法，讓世界看到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施，看到香港

在 「一國兩制」安排下的輝煌成功。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對於
香港政治形勢問題， 「幫港出聲」召集人
周融認為， 「佔中」之後，違法街頭運動
和反對派議會力量連結，整個政治形勢已
改變。 「23萬監察」召集人、工聯會前立
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反對派利用議事規
則漏洞，綁架議會，結果要市民 「埋單」
，期望市民繼續支持建制派，讓建制派有
足夠人數修改議事規則，好讓立法會重回
正軌。

綁架議會 要市民「找數」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行論壇，

周融表示，過去二十年的社會矛盾，由內
部矛盾發展成國家安全問題，而2014年的
「佔中」是 「顏色革命」，其後衍生了旺

角暴亂及 「港獨」。以往街頭運動和政治
是分開，遊行示威是合法進行，但 「佔中
」之後，違法街頭行動與政治連結，整個
政治形勢已經改變，希望候任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與 「泛民」溝通的同時，對於 「港
獨」不能手軟。

王國興表示，在議會12年的生涯，對
於最近六年並不安樂和擔憂，現時政府在
管治上寸步難行，反對派利用議事規則的
漏洞，大量 「拉布」，綁架議會，結果市
民 「找數」。他希望市民繼續支持建制派
，希望有足夠人數壓倒反對派，修改議事
規則，讓政府重回正軌。

前廉政公署副廉政專員郭文緯表示，
國際上一直認為香港的廉潔程度很高，例
如2016年香港廉潔指數是幾年來最高，而
監察貪污制度亦相當有效，反而某些政客
和傳媒利用某些案件和內部升遷大做文章
。他認為，廉政公署應該繼續謹守崗位。
他又認為，吳文遠案能夠起很好的阻嚇作
用。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建議，林鄭月娥在
三司十三局的政治任命之中，可以採納思
想開放的人，又建議行政會議應改革，廣
納賢能，但對於違法的人不能手軟。他又
建議，政府要有效利用諮詢委員會，吸納
不同人士，令大家提升參與感，不能夠流
於形式。

王國興冀修議事規則堵拉布

法律界：23條立法不容再拖

張鳴起：準確全面實施基本法
一國兩制成功基本法功不可沒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辦 「回歸20周年法政論壇」 ，兩地法學權威、政界名人、經濟專家共同探討香港法制及政制發展
的前路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張鳴起強調，須準確理解和全面貫徹
實施基本法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馬道立與議員參觀西九龍法院大樓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立法

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一眾議員，包
括民建聯周浩鼎、葛珮帆等，昨早10時許
抵達西九龍法院大樓參觀，其間與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會面，討論司法及法律

事務議題。
一行人進入西九龍裁判法院的三號法

庭及小額錢債大樓參觀。有記者向馬道立
問及有關西九龍裁判法院新設立的採訪區
，他笑而不答。

斥資逾27億元的西九龍法院大樓，位
於深水埗長沙灣道，去年12月正式運作，
取代荃灣裁判法院功能，分散各處的小額
錢債審裁處、死因裁判法庭、淫褻物品審
裁處已全部遷往該大樓運作。

▲劉春華指出， 「港獨」 逾越了 「一國
兩制」 的底線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中澳
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辦 「回歸20周年法
政論壇」，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批
評，香港有極少數人鼓吹 「港獨」，逾越
「一國兩制」底線，強調落實基本法要有

大局觀，如有違反基本法及損害國家利益
的情況，中央有權糾正。

劉春華在開幕禮致辭時談及對 「一國
兩制」的三點體會：第一，始終堅持 「一
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的政治底線
；第二、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第三
、始終堅持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的法治
精神。

「港獨」逾越「一國兩制」底線
劉春華指， 「一國兩制」的核心問題

是祖國統一，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前
提是 「一個國家」，沒有 「一國」，一切

無從談起。他批評，近年香港有極少數人
鼓吹 「港獨」，妄圖分裂祖國，明顯逾越
了 「一國兩制」的底線，絕不能容忍。他
強調，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任
何實踐，都不能以損害國家利益為代價。

劉續指，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國家主
權存在於各個行政區域，基本法的根本宗
旨就是要兼顧國家整體和香港局部利益，
「在落實基本法的過程中，要樹立大局觀

，不僅要從特區的角度出發，維護香港利
益，更要站在國家的高度，自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他強調，特區
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通過基本法授予的，中央有權依法監督，
如果存在違反基本法、損害國家利益的情
況，中央有權糾正。

他表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
是市民安居樂業、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石，
憲法和基本法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堅守

法治精神的關鍵，就是維護這個憲制、嚴
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任何違反憲
法和基本法，損害香港法治的行為，都應
該受到法律的追究，也要受到廣大市民的
嚴厲譴責。」

劉春華：中央有權糾正違基本法情況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中澳
法學交流基金會主辦 「香港回歸20周年法
政論壇」，討論到有關國家安全和外籍法
官的問題。多位與會的法律界嘉賓認為，
特區政府要盡快就23條立法，並對違反基
本法和本地法例的人士進行檢控。有資深
大律師認為，終審法院聘用外籍法官必須
要熟悉基本法。

倡設專責小組諮詢公眾
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資深大律

師胡漢清指，澳門遲香港兩年回歸，已有
國家安全法，但香港23條立法至今 「十畫
未有一撇」，建議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應就23條立法成立專責小組，諮詢社會意
見。他強調，特區自行立法對港人有好處
，可確保香港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罪行有司
法管轄權。

胡漢清又指，不能夠接受有人違法而
無需承擔法律後果，批評政府對煽動性的

行為不調查，例如有立法會議員宣誓時講
粗口侮辱國家，做法已屬非法宣誓和刑事
罪行，又如 「香港民族黨」屬非法組織，
主張 「港獨」，做法不能容忍，但律政司
都未有檢控。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鄒
平學表示，基本法23條問題一直被 「妖魔
化」，新特首和新政府任期結束後，已經
是五十年不變的中間節點，第23條立法不
容再拖。他認為，香港如果遲遲不完成23
條立法，不排除中央主動出手，充分運用
憲法賦予中央政府的權力，及基本法賦予
中央對香港國安立法的監督權，解決立法
困局。

台下 「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提問時
，質疑政府為何不就23條立法 「闖關」，
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
2003年未能立法，是因為社會意見未能取
得平衡，將來如要立法，要先看看能否找
到平衡點。他又說，23條並非洪水猛獸，

但立法要配合其他基本法條文包括言論
、新聞、宗教和學術自由等，才能化解
爭拗。

外籍法官須熟悉基本法
談到政界最近熱議的特赦及 「大和解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說，
「大和解」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做，絕不能

用法治作為政治籌碼。城大法律學院教授
顧敏康指， 「大和解」過程不能犧牲法治
，違法罪行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又
指，社會撕裂屬正常現象，反對派對此要
負的責任更大，因為他們凡政府施政都政
治化，凡中央政策都反對。

對於外籍法官的問題，胡漢清認為，
基本法容許外籍人士在港擔任法官，但法
官必需理解基本法和中國憲法，尤其是終
審庭聘用的外籍法官， 「如果法官對基本
法唔認識，對中國憲法唔認識，點去解釋
居港權，何德何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