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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分裂言行絕不退讓

A4 要聞 責任編輯：汪致遠 2017年5月30日 星期二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北京的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發表
講話，社會各界深表認同和擁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表示，張
德江講話是中央對一切衝擊 「一國」 底線言行的強硬回擊，宣示了維護國家主
權及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國家意志和決心，表達了中央對分裂國家言行絕不留情
、絕不妥協、絕不讓步的堅定立場。有份在北京出席座談會的經民聯梁美芬認
為，今次側重點是不能只講高度自治，而不講中央的主權。

大公報記者馮瀚林、朱晉科

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
盧文端批評，香港部分人鼓吹 「自決」甚至 「港

獨」等，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權力的做法，已經
成為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
最大障礙，因此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

盧文端又說，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不能只是停留在
政策原則宣示的層面，而必須有組織保證和法律保障
，要健全基本法實施的監督和保障機制，這樣才能確
保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執行，基本法有關中央管
治權的規定才能落到實處。

他又說， 「一國兩制」的成功需要香港與內地加
強互補合作，以發揮 「一國兩制」的優勢，因此香港
和內地要堅決反對那些片面理解 「兩制」差別，以及
出於政治目的誇大和製造 「兩制」矛盾的言行。

梁美芬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這次講話是重申

過往的論調，包括中央全面管轄權、香港不是實行西
方的三權分立、國家安全等， 「今次的側重點很重要
，其實香港應該要捉摸到，就是不能只講高度自治，
就經常不講中央的主權。」

港回歸就是行政主導
她又說，估計中央認為香港人討論高度自治 「過

晒火」，所以中央才會重申列於基本法的內容。此外
，梁美芬又表示，香港回歸就是行政主導，但回歸20
年，行政主導的效率不高，而中央是要確保香港政治
體制以行政主導，估計現階段只是研究如何制定及細
化規定。

立法會議員、律師何君堯指出，非常認同委員長
在講話提出健全基本法實施的監督和保障機制，特別
是香港法律備案的審查權，因為這個概念從未在香港
認真實行過，而且他認為透過行使基本法條文依法治
港，是最和平及有效的方法去完善 「一國兩制」。

【大公報訊】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2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多位內地學者表示，講話
高度評價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強調了中央對香港擁
有全面管治權，未來將進一步推進 「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在香港的全面貫徹落實。

反對以自治為名對抗中央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指出，講話肯定了香

港管治、讚揚基本法的生命力，堅定對 「一國兩制」
的信心，同時亦直面香港社會矛盾和管治難題，指明
發展方向，強調中央是基本法的守護者，突出國家觀
，主張香港高度自治與中央權威的統一，反對以自治
對抗中央。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張定
淮認為，講話釋放兩大重要信號，一是強調中央要落
實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二是繼續堅定不移地全面準
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一國兩制」
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表示，講話追溯 「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的初衷和歷史，說明基本法是中央與
香港之間在制度和政策上的 「最大公約數」，也是未
來香港管治需要嚴格遵循的憲制基礎。中央反對任何
輕易更改或破壞 「最大公約數」的行為，對 「港獨」

繼續執行零容忍立場，不允許 「港獨」破壞 「一國兩
制」與基本法的初衷。

港權力是被授予的
張德江在講話中指出，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

有全面管治權。對此，多位學者指出，在 「一國兩制
」之下，香港的權力是被授予的、非固有的，中央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

田飛龍指出，講話重申 「一國兩制」初衷的辯證
性與雙重性，一方面是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另一方面
是保障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其中國家相關利
益是 「一國」之本， 「兩制」安排與實踐是科學方法
論，目的在於保障和促進國家發展，而不是以高度自
治反對國家。

田飛龍認為，中央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更好地落實。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王磊
認為，講話詳細分析了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以及中央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
高度自治」的關係，便於今後更清楚地認識中央與特
區、 「一國」和 「兩制」的關係。

陳端洪、王磊等學者還指出，對 「一國兩制」要
堅定信心不動搖，在面對未來挑戰時，要堅定主權意
志，用實、用好基本法。此外，作為頂層法律，基本
法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仍有待完善。

更加全面理解一國兩制內涵
【大公報訊】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27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會上
發表重要講話。多位在京港生、港人在接受中新社記
者採訪時表示，講話讓他們更加全面理解 「一國兩制
」的內涵，了解到在 「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他們希
望，未來香港可以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的優勢，與
內地共創美好未來。

正確把握「一國」和「兩制」關係
來自香港、現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大三的香港學

生薛鈞豪說，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讓他更加全面地理
解 「一國兩制」
的內涵和意義，
尤其是關於 「一
國」和 「兩制」
的關係，以及中
央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關係，這
是此前他在香港
沒有特別注意到

的。他還談到，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創新的實踐
，沒有先例可循，相信只有正確理解和把握，才能不
斷完善。

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專業大三的港生梁咏詩
說，從講話中，她理解的 「一國兩制」是在維護國家
主權的前提下的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她認為，
「一國兩制」中的兩種制度必然存在磨合期，但她對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及未來發展持樂觀態度。

梁咏詩說，雖然香港與內地存在制度與文化的差
異，但不斷地磨合會慢慢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希望
未來香港能充分利用 「一國兩制」的優勢，與內地互
補合作、共同發展，共創美好光明未來。

多位港生亦表示，香港、尤其是香港年輕人應重
視維護 「一國」權威，堅守 「一國」之本，才能善用
「兩制」之利。

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委
、在京港人王栢榮認為，講話指出 「一國兩制」及基
本法在香港實施20年的重要性及影響。在他看來，
香港回歸20年的時間裏，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擔當
了重要角色，也是香港發展的重要保障。希望在 「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順利實施下，香港的未來會越來
越好。

強調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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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港生港人熱議：

內地學者解讀：

陳端洪陳端洪 張定淮張定淮 田飛龍田飛龍 王王 磊磊

盧文端盧文端 梁美芬梁美芬 何君堯何君堯

尊重中央權力 高度自治空間不會收窄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紀念基本
法實施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在港人
社會引起了熱烈的反應，有認為 「講話」 進一
步釐清了特區權力來源這一根本性問題，對特
區今後的發展和管治非常重要，但反對派和亂
港傳媒《蘋果日報》卻在那裏驚呼高度自治的
空間正被 「不斷收窄」 ，云云。

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的確是從憲制高度
對高度自治權作出了重要的闡釋，但是，港人
的高度自治權不但沒有因此而被削減或收窄，
而且恰恰相反，只有如同張德江講話那樣擺正
特區權力與中央權力的關係，特區的高度自治
權才會得到正確的行使，也才會有更持久和更
廣闊的發展空間。

事實是，特區近年出現的不少政治爭拗和
社會分化，與對高度自治權的能否正確理解有
莫大關係。在反對派的刻意歪曲和誤導下，高
度自治被描繪成特區的權力來源和基礎，彷彿
高度自治就是一道 「萬應靈丹」 或 「護身符」
，一切違背基本法的言行都可以用高度自治這
張 「花紙」 來包裝，一切企圖對抗中央的錯誤

主張都可以借高度自治為名來進行，正是 「高
度自治、高度自治，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之
」 。

然而，事實和歷史真相是否如此？高度自
治的本義和初衷又是否如此？答案是 「非也」
。事實是，高度自治這四個字，並不是一個單
純存在的原則或理念，而是 「一國兩制」 、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這一完整的憲制和政治
方針的產物，而統領這一方針的大前提是 「一
國」 ， 「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都從屬於 「一
國兩制」 之下，也就是說，高度自治權力的來
源是 「一國」 ，如果沒有 「一國兩制」 這一憲
制性方針、沒有來自憲制的中央權力，根本就
不會有高度自治、不會有特區可以自行使用的
這一權力，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對此，張德江委員長在講話中作出了非常
清晰和有力的闡述。委員長指出，我國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是恢復行使包括管治權在內的
完整主權，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
治權。在此基礎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
定了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管治權的方式

，即規定了一部分權力由中央政權機構直接行
使，一部分權力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行使，這就是通
常所說的高度自治權。

在這裏，張德江不僅指明了特區高度自治
這一權力的來源和基礎，而且進一步闡明這只
是一種 「被授予」 的權力，不是 「分權」 、更
不是 「主權」 ，而授權方就是中央。在此大前
提下，任何假借高度自治之名而行分裂國家之
實的言行都是不被允許的，中央對此決不會坐
視不理。

對港人社會來說，張德江這一番話，的確
具有發聾振聵的功效，可以大有助於人們清醒
頭腦，從根本上認清高度自治的實質和特區權
力的由來，認清特區權力和中央權力的關係，
從而消除誤區、 「各安本分」 ，令高度自治在
港得到真正的落實。

而對反對派和亂港傳媒《蘋果日報》來說
，張德江委員長這一有關中央和特區權力關係
的重要闡述，正好打着了他們的痛處，令他們
一直以來鼓吹高度自治等同 「完全自治」 、 「

中央一點都不能管」 的謊言謬論被戳穿，他們
在恨得牙癢癢之餘，反咬一口，誣稱今後特區
高度自治的空間將會 「被中央收窄」 云云。

事實是，尊重中央權力，正確理解中央憲制
權和特區地方自治權兩種權力的關係，絕不會
令到特區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權的空間被收窄。

正如張德江委員長在講話中所指出，特區
的高度自治權是確實存在的，但絕不能用來對
抗中央、更不能用作鼓吹 「本土」 和分裂的藉
口，中央強調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目的是為
了要確保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為
了要進一步維護 「一國兩制」 和特區長期繁榮
穩定。如果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受損，如果
「一國兩制」 不能得到進一步的貫徹落實和得

到維護，則不僅特區繁榮穩定不保，高度自治
也只會變成一句空話。

中央堅決繼續貫徹 「一國兩制」 包括 「港
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決心不會改變，但 「港
人治港」 必須是愛國者治港、高度自治不能對
抗中央，這兩點大原則，在張德江講話中是得
到重要體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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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張德江委員長基本法座談會講話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