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界人士認為，通過加強學生對基本法的認知，可以提高香港新一代對國家的認識及國民身份
的認同

不經不覺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了，加強香港新一代對國家的認識、提高國民身份
的認同，一直是教育界的重要議題。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黃玉山在出席
「一國兩制教育」 沙龍時指出，香港回歸初期，各方多講 「兩制」 ，而少講 「一國」
，人們常講高度自治，但較少注意到 「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 他認為，基本法序
言不可不讀，這是 「一國兩制」 精要所在，概括了設立特區的緣由，表明中央對香港
有全面管治權。

不能只講兩制不講一國

黃玉山：基本法精髓盡在序言中

教育沙龍＞＞＞ 大公報記者唐曉明、呂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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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教育」沙龍本月中在教聯
會會所舉行，講者之一黃玉山指出，回歸
20年來，香港成功貫徹落實基本法，但說
到青年學生和市民對基本法的認知，卻是
未如人意，不但並不全面了解，有些更是
誤解，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曲解。 「談到
基本法的教育，20多年來相關活動不少，
研討會、辯論比賽和嘉年華都有，有點形
式化，這不是量的問題。我們需要反思，
活動很多時提到很多條文，但基本法的精
神所在卻不是太多談及。」

點出須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談到基本法的精髓，黃玉山認為最重

要是序言， 「序言只是三百多個字，卻是
基本法的精髓所在，基本法的內容是希望
達至序言提到的目的。如果不看序言恐怕
流於捨本逐末，模糊了主線。」

基本法序言中提到，香港自古以來就
是中國的領土，鴉片戰爭以後被英國佔領
，其後中英兩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確認
中國政府於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
現實情況，國家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設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 「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
的制度和政策。

黃玉山指出，序言點出基本法的目的
是 「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保持香港繁
榮安定」、 「照顧歷史事實」，從中非常
清楚提到香港所屬和主權所在，如果學生
和市民對此有清楚了解，便會明白再談什
麼 「香港不屬於中國」、 「港獨」都是多
餘。他補充，基本法的解釋權在中央政府
，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機制，國務院新聞辦
發布的 「一國兩制」白皮書，是表明中央
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譚耀宗：中央可增加授權
譚耀宗是基本法草擬委員會港方委員

之一，他說，中央很想 「一國兩制」成功
落實。又認為講 「一國兩制」教育，必須
提及基本法歷史，因為如何落實 「一國兩
制」，可在基本法上體現， 「基本法內提
及不少 『兩制』元素，香港可保留法律、
稅務、貨幣等自由，這些是高度自治的內
涵；至於 『一國』方面，基本法序言提到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被授
權和授權內容可作增加。」

譚耀宗特別舉深圳灣口岸 「一地兩檢
」措施為例，香港的執法人員也可以在深

圳灣執行海關工作，這方面原初在基本法
沒有提及，後來中央再經過授權，香港才
多了這個權利。他又稱，行政長官和官員
任免需經國家同意，任免權在中央，香港
的外交和防務工作亦由中央負責。

「一國兩制教育」 沙龍二之一

高家裕：人大釋法有必要

【大公報訊】 「一國兩制教育」沙龍
講者之一、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指出，早
在1982年12月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設
立特別行政區， 「這安排是為國家推行 『
一國兩制』作準備。」1983年初，經過調
查研究，中央政府就解決香港問題提出12
項基本方針，包括按中國憲法第31條規定
，設立香港特區，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享有高度自治權。」（見附表）

高度自治不是無限自治
胡少偉說，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署

聯合聲明，表明香港沒有三腳櫈，也沒有
主權換治權。

他說，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依
法高度自治，但不是無限自治。近年學界
及社會出現一些歪曲了的本土思潮及 「港
獨」思想，香港是時候重新思考如何做好
「一國兩制」教育。

胡少偉指出，回歸前已講《基本法》
教育，但有兩個盲點鮮有人談及，一是 「
中央與地方關係」，只談香港高度自治。

其次是 「大陸法」與 「普通法」的分
別。他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實行大
陸法，也就是成文法，和香港實行的普通
法有異，兩個法制需要有個磨合過程。如
果單涉及香港內部事務，香港可以自行解
決，反之有機會涉及國家層面，就需要國

家授權。

「泛民」要尊重人大決定
「『泛民』首先要尊重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而不是要人大收回8．31決定。」胡
少偉認為，在香港普選問題上，中央沒有
搬龍門。 「2007年已答應香港可以在2017
年實施特首和立法會普選，但 『泛民』堅
持 『公民提名』和 『真普選』，又先後否
決政改方案。」

胡少偉：基本法教育防兩盲點

【大公報訊】香港教師會會長、校董
學會主席高家裕，是香港回歸前後的見證
者。他是當年基本法180位諮委之一，向記
者憶述1986-91年的五年間，每月總要開
幾次會，他參加了教育文化與宗教組，還
有政制小組。 「大家認真討論，我覺得真
正有認識的是內地專家，包括四大護法（
許崇德，蕭蔚雲，邵天任，吳建璠）。大
家最關心的還是政制，最希望不變。整部
基本法足足有159條，相當具體，中央也答
應讓香港最終達至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
不過，回歸第六年（2003年）香港出

現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大遊行。2004年
，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問題作出釋法。
高家裕指出，釋法乃正式司法手段，全國
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作解釋，是必要的。

高家裕指出，在中央政府而言，最重
要是有商有量，而不是鬥紮馬。 「『泛民
』與其以為夠氣勢就可以為所欲為，何不
好好了解中國執政黨和國家性質，爭取共
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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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升旗隊總會總監

1983年中央制訂解決香港問題12條基本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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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地區恢復行使主權。

恢復行使主權後，根據憲法31條規定，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

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法令、條例
基本不變。

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主要官員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
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門的公務、警務人員可予留任。特別行政區各
機構可聘請英國及其他外籍人士擔任顧問。

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
旅行、遷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
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

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為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

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
，港幣照常流通，自由兌換。

特別行政區財政保持獨立。

特別行政區可同英國建立互惠經濟關係。英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

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以及有關國際組
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簽訂協定。特別行政區可自行簽發出入香港的
旅行證件。

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上述方針政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50年不
變。

▲▶黃玉山表示，基本法序言只有三百多個
字，卻是精髓所在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譚耀宗認為，講 「一國兩制」 教育，
必須提及基本法歷史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胡少偉指出，香港特區依法高度自治
，但不是無限自治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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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胡少偉、李浩然、譚耀宗、黃玉山、關伯強、許振隆出席 「一國兩制教育」 沙龍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