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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有根有據有民意基礎

次輪防疫基金料涉300億
補習社校車獲一筆過資助

梁振英：起草歷經五年 頒布至今未有一字更改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 資料圖片

梁振英1985年加入諮委會，三年後接替
毛鈞年擔任諮委會秘書長。 「秘書長負責諮
委會秘書處的工作，我當時是半職，每天差
不多半日時間都在秘書處，邵善波和馬力兩
位副秘書長是全職，秘書處裏還有近三十個
年輕的工作人員。」

兩次諮詢 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諮委會當年發起了兩次大型的諮詢工作

，一次是1988年基本法徵求意見稿，一次是
1989年基本法草案。 「這是香港前所未有的
一場全覆蓋的諮詢工作。」 梁振英說，諮詢
不僅規模大，而且形式多樣化， 「我們在電
台廣告時間播短片，有歌手幫我們唱主題曲
。徐小鳳小姐有隻電台廣告歌，歌詞是 『關
心這是你我的香港，關心這是你我的未來』
。」

梁振英還記得，當時為了能讓香港市民
及時了解基本法條文的最新起草情況並反映
意見，秘書處每日凌晨將前一日在北京逐條
通過的草案意見稿拿到北角一個印刷廠付印
，然後在中午12點之前透過全港990間銀行讓
市民免費取閱， 「那時香港有個現象，叫 『
銀行多過米舖』 ，所以通過銀行派發是最能

深入社區的辦法。」
梁振英說，在讓市民了解條文內容後，

秘書處亦及時收集市民意見，作條文總報告
，由第一章第一條做到最後一條， 「香港一
般市民、專家學者，以至基本法諮委會成員
，他們對每一條條文的意見都在這裏。」 他
說，兩次諮詢的意見都詳細地提交與草委會
，部分意見亦被草委會採納， 「所以基本法
每一條都是有根有據，有民意基礎的。」

市民願望 行之有效長期實施
對於近年有人因不滿人大8．31決定而要

求修改基本法，梁振英表示， 「基本法作為
憲制性文件，參加起草工作及諮詢工作的人
都知道，是不可以隨便改的。」 他指出，當
時寧可花多點時間，用四、五年時間起草基
本法，將所有問題巨細無遺寫好，就是因為
社會上擔心經常修改會影響大家對基本法的
信心， 「你今日這樣改，明日是不是又可以
改成另一個寫法？」

梁振英強調，市民大眾普遍的願望是寫
好基本法後能夠行之有效地長期實施， 「這
也是為何90年基本法頒布至今已28年，沒有
一個字改過的原因。」

【大公報訊】近年不
少社會問題都暴露出市民
對基本法的認知不足。談
到基本法的推廣教育，原
諮委會秘書長梁振英認為
，不僅要讓年輕人 「知其
然」 ，還要讓他們 「知其
所以然」 。

生活中體現重要性
梁振英表示，現在學

校都有某種程度的基本法
教育，但基本法的重要性
更體現在香港人的日常
生活當中，年輕人要知其
然及知其所以然， 「意思
不是要求熟讀基本法，從
第1條到第160條一字不漏
背完，而是要知道每一條
條文的意思、背景，以及
當年為何要將這條條文寫
下。」

梁振英舉例說，基本
法有一條寫到，香港特別
行政區居民有自願生育的
權利， 「為何會有這一句
？其實這一句是很奇怪的
，特別是寫在基本法內。
」 他解釋說，當時內地強
制實行 「一孩政策」 ，不
少港人都擔心回歸後香港
會像內地一樣強制實施相
關政策， 「所以有了這個
條文之後，如果特區政府
有一天規定香港人只許生
一個或必須生五個，這就
會違反基本法。」

梁振英直言，不知道
現在有多少老師能夠將這
些背後的考慮說清楚，但
「知其所以然」 無疑是重
要的，這也應該是未來
推廣基本法的工作重點所
在。

▲梁振英表示，基本法的重要性體現在香港人的
日常生活當中，年輕人要知其然及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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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基本法教育 讓年輕人知其所以然

▲梁振英（左二）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時會見學界
資料圖片

功能組別議員是社會各領域的KOL
【大公報訊】基本法起草時，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設立備受海內外
關注。原諮委會秘書長梁振英表示
，他當時多次向特意來採訪的外媒
解釋，功能組別的代表性不是代表
利益，而是代表形式。梁振英形
容，功能組別議員可看作是社會
不同領域的 「KOL」 （主要意見領
袖）。

「我們不需要因為立法會有功

能組別而認為立法會不民主或有缺
失」 ，梁振英舉例指出，醫學界立
法會議員，並不是代表醫生的利益
，而是代表港人對醫護的關注和對
健康問題的關注， 「所以功能組別
叫功能，他不是團體的代表，而是
功能的代表。立法會中的金融界
，工程界，建築、測量、城市規劃
界，都是與整個社會硬件有關的功
能。」

梁振英又用時下的一個潮語來
形容功能組別議員，他說，他們是
社會不同領域的 「KOL」 。 「如果
他是一個立法會議員，又同時是某
個問題的專家，他在社會上的影響
力是相當大的，即我們在社會上說
的 『KOL』 ，Key opinion leader
。」 他直言，這也是政府過去在很
多事情上都會倚重功能組別議員意
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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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
鳴報道：第二輪防疫抗疫基
金會議今日召開，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主持會議，會議
將整合不同界別的訴求以分
配基金。據悉，第二輪基金
規模不會少於首輪的300億
元，用於支援受政府抗疫措
施影響的行業，亦會補漏拾
遺支援首輪基金未支援的行
業，如受停課影響的補習社
、校車保姆車行業等，預計
相關行業會獲一筆過現金資
助。

經民聯倡助中小企支薪交租
經民聯副主席、商界立

法會議員林健鋒昨連同日出
口貿易、製造業代表，與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希望
政府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

中，考慮幫助中小企支付薪
金和租金，讓所有中小企業
在無抵押下 「還息不還本」
至少六個月，紓緩他們的流
動資金壓力。

林健鋒相信，相關措施
可以避免大量中小企即時倒
閉的風險。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重
申， 「防疫抗疫基金」 下的
「零售業資助計劃」 ，要求
申請商戶是從事主要及實質
業務為零售的實體商店，該
計劃並無要求申請者商業登
記證的業務性質是 「零售」
，故商戶毋須因申請資助而
更改商業登記證的業務性質
。發言人強調，如發現任何
人蓄意提交失實或誤導的資
料以企圖獲取資助，政府會
轉交執法部門調查跟進。

疫情重創7.7萬從業員生計

展覽業陷冰封冀政府提供租金補貼

▲香港活動策劃、展覽及舞台製作聯合總會表示，疫情重創業
界約7.7萬名從業員生計 大公報記者攝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每年三
、四月本應是展覽旺季，但一場疫情導致業
界血本無歸。負責展覽及舞台活動幕後工作
者形容，業界自二月已陷入停頓，陷入 「冰
封時期」 ，因各大小型展覽活動相繼延期或
取消，收入已暴跌90%，甚至有打工
仔被迫轉行送外賣。業界估計，全行
受疫情影響損失達200億元，期望 「抗
疫基金2.0」 能提供適切援助，包括為
期最少8個月租金補貼或援助。

展覽攤位搭建公司負責人陳啟恩
稱，今年一月適逢農曆新年，單月仍
有10單工作，惟新年過後疫情來襲，
情況馬上轉差，二月已無工作。至於
三、四月本應是展覽旺季，淨計灣仔
會展，貿發局每一個星期至少舉行一
個展覽，例如珠寶展、電子展、禮品
展等，期內生意已佔全年收入約三分
之一。

陳啟恩又稱，除了公司五、六名

長工之外，四月展覽至少逾1000人次臨時工
，大部人目前已停職留薪。

損失200億元 逾400人零收入
不過，淨計辦公室、貨倉租金等，無收

入下每月淨支出達20萬元，反問 「有幾多公
司流動資金可以捱多過半年。」

經濟不景下，業界日前成立香港活動策
劃、展覽及舞台製作聯合總會（FEMEP）。
聯合召集人鄧芷薇稱，疫情重創業界約7.7萬

名從業員生計，亦聽聞至少十間公司
已倒閉，保守估計業界受疫情影響損
失達200億元。她又哽咽稱，總會過
去一日接獲逾400人反映，過去數個
月已零收入，擔憂疫情長遠令人才流
失，影響行業發展。

對於政府即將公布新一輪抗疫基
金，總會聯席召集人賴達立要求政府
補漏，推出應急措施，包括為期最少8
個月租金補貼或援助，寫字樓月租上
限四萬元、倉庫則為10萬元；提供員
工60%月薪補貼，上限一萬元；以及
期望政府落實每公司上限200萬元的
政府擔保貸款，簡化申請程序、優先
處理，讓業界能渡過難關及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