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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這條紅線一直存在

梁振英表示， 「愛國者治港」 絕非新
事物，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30多年前就
已提出。他說，若 「愛國者」 這三個字的
定義不容易界定，那要求美國政府制裁中
國、制裁香港的人，都是 「不愛國者」 ，
這些人就不能成為管治班子一部分。他進
一步指出， 「愛國者治港」 這條 「紅線」
一直存在，反對派衝入立法會、在區徽掛
上港英殖民地旗幟等行為就是在衝擊 「紅
線」 ；而 「一國兩制」 中 「一國」 則是底
線，不可任由一些人利用 「兩制」 的方便
勾結外國勢力，而衝擊 「一國」 底線。

並非扼殺反對派生存空間
梁振英提到 「一國兩制」 的初心，表

示自己作為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在起草時就已經意識到香港不是政治城
市，而應該發展經濟，對中國貢獻價值，
並過自己喜歡的生活。

談及對選舉制度的看法，梁振英認
為，任何一個地方選舉制度，都有自己歷
史背景與當地社會實際需要；世上沒有一
個制度是最好的，但若有任何選舉制度選

出來的當選人進入管治班子，會對當地社
會造成衝擊，這個選舉制度本身就是失
敗。如果用現時制度選出特首和議員，成
為西方國家的傀儡，衝擊 「一國」 底線，
這樣的選舉制度一定有問題，外國亦不是
沒有修改選舉制度的例子。

特首權力大 需中央任命
被問及反對派是否已沒有生存空間，

梁振英並不認同。梁振英表示，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宣讀財政預算案後，公民黨、民
主黨及其他反對黨派都如常扮演黨派正常
角色，對於預算案出言質疑。但若是在司
長提出預算案審議的時候，反對派在立法
會 「拉布」 ，抑或直接用所謂 「35+攬炒」
直接否決，導致財政預算案無法通過、無
法落實；或是同時向特區政府提出與財政
預算案完全無關的政治要求，譬如要搞所
謂真普選，要搞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普
選，這就不是愛國行為，更是違反國安
法。

梁振英表示，香港政治制度最終目標
是普選產生、由中央政府任命，這是基本

法清楚列明
的；但相當
一部分港人
被反對派主
導的意見認
為，如果有基
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
會，普選就是所謂的 「小圈子
篩選」 ，就不是真普選云云。
梁振英表示，他看不到反對派可以如何
「轉身」 ，因此問題不在於《基本法》
「算不算數」 ，而是在政治上這些人如何
自己 「走出來」 。

對於普選，他續指，普選行政長官是
高度自治下的權利，西方國家不同城市選
出的市長，權力其實非常有限，亦因如
此，選出後不需要中央任命；但香港行政
長官的權力比這些城市的市長都大，因為
行政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命、獲得中央政府
的額外授權。

梁振英表示，如果香港人願意行政長
官的權力不需有高度自治的權力，相信北
京會很快同意普選。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日前明確提到中央政府有關 「愛國者治港」 的要
求。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
《港人講地》專訪時表示， 「一國」 是 「一國兩
制」 的底線， 「愛國者治港」 是一直都存在的
「紅線」 ，衝擊立法會、塗污區徽等行為就
是衝擊一直存在的 「紅線」 。

梁振英：不容有人利用兩制勾外力 衝擊一國底線
愛

國

愛

港

攬炒派抹黑中央 譚耀宗：反中亂港套路

▲香港並不是一個
政治城市，應主力
發展經濟，對國家
貢獻價值。

◀反對派可提出反
對意見，但不能破
壞及搗亂議會。圖
為立法會開會情
況。

◀要求外力制裁中國及香港的人，不
能成為管治班子一部分。

圖為特區官員宣
誓情況。

郭炳聯：愛國者管治保繁榮



【大公報訊】全國政
協委員、新鴻基地產集團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
表示，支持和擁護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表明 「愛國者
治港」 是 「一國兩制」 方
針的應有之義和核心要
義。香港的管治權只有牢
牢掌握在愛國者手裏，才
能為香港的長治久安和繁
榮穩定提供重要基礎和保
障，讓香港更加凝心聚
力，團結起來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香港明天一定
會更好。

湯家驊：不能無視「一國」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

大律師湯家驊在接受媒體
採訪時亦指出，愛國、維

護憲法及憲制秩序，是進
入任何國家或地區管治體
系的最基本要求，即使在
港英政府時代亦沒有例
外。 「當日走入殖民地管
治架構內的，有哪位要推
翻殖民地制度，有膽量稱
不唱英國國歌，要推翻英
國政府？對不起，是沒
有。為何到今天，就聲稱
要摧毀我們 『一國兩制』
的制度？」

湯家驊強調，鄧小平
提出的 「愛國者治港」 原
則至今不變，社會各界要
擁護 「一國兩制」 制度，
只要 「兩制」 卻無視 「一
國」 是行不通的， 「這不
是愛國者可有的心態或意
願。」

◀梁振英強調， 「愛國者治
港」 絕非新事物，已故國
家領導人鄧小平三十多
年前就已提出。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日前發表 「愛國者治港」 講話，香港
社會各界熱烈贊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
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昨日表示，中央期望提出
「愛國者治港」 原則後，社會能夠穩定，而
「中央加強管制香港」 、 「一言堂」 、 「建制

怕輸」 都是誤導市民及反中亂港的套路。

攬炒派繼續誤導市民
譚耀宗昨日在傳媒聚會時表示，被問到治

港者日後是否需要擁護中共。他強調，中共與
國家的關係密切，而憲法總綱提到，中國共產
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若
果反對創立者和領導者，又怎會是真心擁護
「一國兩制」 。既然中共領導中華人民共和

國，而 「一國兩制」 是中共創立和帶領，大家
不要將國家與中共分拆出來，否則是自相矛
盾。他又稱，假如有人聲稱要推翻中共，在香
港國安法之下等同顛覆國家政權，但他不評論

某些組織會否因此被取締。
至於攬炒派拋出 「中央加強管控」 、 「建

立一言堂」 、 「建制怕輸」 等論調，譚耀宗直
言，這些言論都是負面及誤導市民，是反中亂
港的套路，試圖抹黑中央。他反問， 「若果不
是愛國者治港，難道大家想黑暴重來？難道希
望特區政府施政越來越困難，很多事情被癱瘓

和做不到呢？」

認同修訂公職條例
此外，民建聯近日提出 「變革香港」 ，譚

耀宗指出，這個倡議是符合市民期望的，香港
回歸20多年，不時出現震盪，例如2012年反國
教事件、2014年非法 「佔中」 、2019年黑暴
等，一次比一次嚴重，所以值得思考。香港市
民希望社會穩定，尤其是香港國安法之後，社
會由亂到治。2019年黑暴讓他深有體會，民建
聯會繼續研究如何確保社會穩定。

對於特區政府近日提出修訂《2021年公職
（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完
善公職人員宣誓安排，譚耀宗表示，歡迎政府
的做法，但做得很遲。香港回歸已有二十多
年，但因為沒有立法，結果變形走樣，出現一
些 「古靈精怪、離晒大譜」 的宣誓情況，若果
有完善的宣誓機制的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情。

▲譚耀宗表示，中央期望提出 「愛國者治港」
原則後，社會能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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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失業貸何樂不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中央的權力

龍眠山

香港上年度錄得破紀錄財政赤
字，估計未來數年持續 「見紅」 ，但
即使在這種困難情況下，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仍推出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
施，大力利民紓困，體現了特區政府
的魄力與承擔。但這不意味着預算案
完美無缺、不可以再調整。有意見認
為，政府應該放寬失業貸款計劃，惠
及就業不足及放無薪假的打工仔，值
得採納。

本港最新失業率已攀上7%，創16
年新高，就業不足率也明顯上升。預
算案推出較為新穎的失業貸款計劃，
失業人士可申請原有收入6倍的貸
款，以8萬元為上限，年息低至1厘。
同時，還放寬對就業不足者的津貼門
檻，由原先每月需工作144小時減至
一半。一般相信，這兩項措施可解有
需要人士的燃眉之急。

救濟失業，最直接做法當然是設
失業援助金，沒有的話，則必須對其
他政策作出優化。既然對失業者提供
貸款，何不好人做到底，將此德政推

而廣之，惠及就業不足者及需要放無
薪假的人士呢？疫情打擊之下，不少
企業經營困難，但又不願裁員，故以
要求打工仔放無薪假來降低成本；一
些自由職業者也因為工作機會減少而
收入大減。每個家庭及每個人的財政
狀況不同，就業不足者的痛苦未必比
失業者為輕，他們境況堪憐，需要政
府予以幫助。

再說，相比在職家庭津貼是無償
援助，提供貸款是要償還的，政府的
庫房並無損失，卻可以幫到有需要的
人，何樂而不為？過去政府推出預算
案後，當一些政策需要調整時，順應
民意加以完善，早就有先例可循。

有謂 「勿以善小而不為」 。放寬
失業貸款看似一件小事，但對有需要
的市民來說，卻是一件大事。財爺陳
茂波答應慎重考慮，同時表明也要防
止貸款計劃被濫用。這是對民意的積
極回應，值得肯定。

如果把 「一國兩制」 形容為一套
軟件，當軟件被惡意攻擊而無法正常
運行時，由軟件創設者的中央來維修
完善，使之恢復正常運作且具備更強
防毒能力，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日前指出，為落實 「愛
國者治港」 原則，最關鍵、最急迫的
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完善有關
選舉制度，且必須在中央的主導下進
行，這同樣是理所當然的事。

夏寶龍的講話引起廣泛回響，受
到各界廣泛支持，但也有人批評中央
修改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削弱了民
主」 、 「破壞高度自治」 ，更說政改
「五步曲」 變為 「一步曲」 是為 「操

控選舉」 云云，如果這不是出於無
知，就是刻意誤導，混淆視聽。

中央是香港 「一國兩制」 的創制
者，基本法由全國人大制定，這本身
就說明香港選舉制度是國家的主權行
為，只能由國家機關來決定。從憲法
層面看，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 源於
憲法第31條規定， 「國家在必要時得

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
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同時，在66條
全國人大的職權裏面，增加了 「決定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一項，
這個 「制度」 ，自然就包括香港各類
選舉的制度。

從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的實踐觀
之，中央一直在主導及決定香港特區
選舉制度的發展演變，香港則是參與
者。全國人大常委會為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解決相關問題，曾兩次解釋基
本法，5次作出相關問題的決定。第七
屆立法會原訂去年9月選舉產生，但由
於疫情關係而推遲，全國人大常委會
因應特區政府的請求，決定第六屆立
法會延期一年，填補立法會真空。這
就是中央行使憲法權力的典型例子。

至於香港選舉是 「五步曲」 還是
「一步曲」 ，都是中央根據實際情況

來決定。由特區發起政改需經過 「五
步曲」 ，是得到中央授權；而在特別
情況下，當 「五步曲」 無法進行時，

就變成由中央決定的 「一步曲」 。
環顧全球，在所有單一制國家，

不管實行什麼政治體制，地方選舉制
度都是中央的事權。蘇格蘭的自治程
度在英國是最高的，其選舉制度就是
根據英國國會於98年通過的《蘇格蘭
法》來規定的，這部法律規定了蘇格
蘭地區的選舉如何進行、何時進行、
選舉程序、議員資格、議席分配、選
舉召集人等，非常具體。新冠疫情爆
發後，包括倫敦市長換屆選舉在內的
地方選舉全部被押後，同樣由英國國
會決定，而不是地方政府拍板。在法
國，憲法也規定地方議會的選舉制度
須由國會制定確立。

必須指出的是，中央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出發點及落腳點是維護 「一
國兩制」 ，保障香港長治久安，推動
香港再出發，而且中央必定會參考香
港的意見，這當中的空間是很大的，
香港各方應該有足夠的信心。所謂
「削弱民主」 、 「操控選舉」 之說，

完全是煽風點火，別有用心。

大公報記者 吳子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