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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區議會的組成體現真正的民主

政府公布完善地區
治理建議方案，重塑區
議會，總共470位議員，

由40%委任、40%地區委員會界別、20%
直選，以及部分當然議席組成，來源更廣
泛，也更能代表各界利益。但有境內外輿
論不斷進行攻擊，抓着 「直選比例」 大做
文章，攻擊新方案是 「民主的倒退」 等等。
這些言論是別有用心的抹黑，意圖誤導公
眾，分化香港社會。必須看到，選舉是手
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民主不是看有多少
「選票」 ，而是要看能否真正為民謀福祉，

能否真正保障港人的根本利益。重塑後的
區議會，有效去除 「泛政治化」 ，回歸基
本法初衷，回歸為民服務的宗旨，才是符
合市民需要的區議會。

駁斥一：新方案不如港英
時代區議會？

從政府公布方案開始，這類言論就在
各社交平台上大面積出現，更有境外的反
華媒體撰寫長文，拿新區議會方案和1982
年港英政府推出的第一屆區議會方案進行

比較，並得出 「民主大倒退」 結論。其所
用的是過去常見的 「偷樑換柱」 、 「斷章
取義」 的宣傳伎倆。

既然要拿港英時代的區議會作比較，
那麼不妨把事實好好捋一遍。英國統治香
港一百多年，從來沒有給過香港真正的民
主，直到中國政府明確要在1997年收回香
港，港英當局才匆匆對香港政制進行所謂
的 「代議制改革」 。先後於1980和1981
年發表了《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
和《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提出地方行
政模式，設立區議會並在區議會實行選舉。

其出發點並非真正要在香港推行民主，
而是要為在將主權歸還中國之前改變香港
的政治格局，進而為日後左右香港政治格
局進行鋪墊。但即便如此，首屆區議會絕
非有些人所說的是 「二級議會」 ，當時名
稱還是叫作 「District Board」 ，是一個諮
詢架構，沒有任何實權，六項職能全部都
是 「提供意見」 ，是徹頭徹尾的港英當局
「附庸」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有所謂的
地區選舉成分，就真的代表有了 「民主」 ？
在一些人眼中，只要是英國人推出的政策

就一定是民主的，只要是香港特區自己的
改革就一定是不民主的，這種思維定式，
又如何能客觀看待事實？

此次的建議方案，區議會的組成更加
多元，委任區議員以及地區委員會界別的
區議員，其來源更廣泛，更多具有專業背
景、真心服務居民的愛國愛港人士得以參
與地區政治，這顯然比那些天天叫着政治
口號、無時無刻不進行抗爭、聽命於反中
亂港勢力的所謂 「直選議員」 ，更能維護
居民的利益。難道市民還想回到2019年那
種磚頭亂飛、火光四起、民不聊生、苦不
堪言的時代？兩種制度之下，哪個更民主，
哪個更符合港人利益，已是一目了然。

駁斥二：資格審查是要
「趕絕反對派」？

除了拿 「直選比例」 大做文章外，一
些人又聲稱直選議席參選人要獲得由政府
委任的 「三會」 委員分別提名，門檻太高；
而即便有了提名，還要過資格審查一關，
攻擊政府目的是要 「趕絕反對派」 云云。
這類言論香港市民一點也不陌生，在2021

年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時，類似言論也
曾出現過。但事實說明，只要是愛國愛港
人士，在符合法例前提下，就絕不可能參
選不了、過不了關。

任何選舉制度都必定有進入門檻，也
會有資格審查安排，差別在於門檻的高低
和安排的細節。試問，參選美國總統有沒
有門檻？如果沒有門檻或低門檻的話，為
何美國總統選舉往往都是 「驢」 「象」 兩
黨之間的內鬥？普通民眾想參選，千難萬
難，更別說還有各種政治限制。

過去香港採取的是極低的參選門檻，
但帶來的卻是嚴重的內耗和亂象。 「港獨」
分子可以公然 「登堂入室」 成為立法會或
區議會議員，公然在議會場合上叫囂 「推
翻政權」 ，公然煽動暴力對抗。環顧世界
各地，又有哪個地區的選舉制度可以容
忍違反憲法的人參與議會選舉？莫說議
會，即便是地區管理的組織，也絕不可
能出現。

此次新方案之下，有88名循直選方式
產生的議員，並加入 「三會」 委員的提名
要求。這一安排並非 「民主倒退」 ，恰恰

相反，要確保候選人是有志於扎根地區，
有能力服務地區的人士，以強化候選人的
代表性，確保他們真正了解地區事務，並
增強 「三會」 與區議會的聯繫，有利各方
緊密合作。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從維
護市民利益出發的好制度。

任何人，包括那些所謂的 「反對派」 ，
只要他們是真心愛國愛港，只要他們真心
想為民服務，而不是意圖借區議會平台
繼續從事反中亂港行徑，又豈會參選不
了？如果真的過不了關，那麼要反思的
是他們自己。更何況，以2022年立法會
選舉為例，真正 「趕絕反對派」 的不是
別人，正是反華勢力，是他們千方百計
抹黑選舉制度、阻止參選，斷了這些人
的後路。

民主程度的高低，並非由直選議席的
多少來定義；選舉只是手段，創造並維護
人民利益才是根本目的。特區政府此次
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讓區議會回復
本來應有的角色和定位，真正維護港人
的利益，這不是 「後退」 ，而是民主的進
步！

回歸基本法的角色定位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
方案，方案中提到必須堅持三個指導原則，
即：國家安全必須放在首位，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全面落
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充分體現行政主
導。對此，我表示非常的贊同和支持，這
是香港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的又一
個里程碑！香港政治將進入風清氣正的新
階段，開啟良政善治新局面。

修例風波以來，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香
港選舉制度存在的種種漏洞，使用非法手
段，令 「一國兩制」 事業一度面臨嚴峻挑
戰，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到嚴重
威脅。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和完善特區選

舉制度之後，香港政治社會發展趨於穩定，
進入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當此之際，提升政府管治效能，推進
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成為當務之急，
這是香港的民意和廣大民眾的共同願望。

現屆區議會組成初期，反中亂港勢力
將專注民生事務的區議會變成了嘩眾取寵
的政治表演場所，做出種種針對愛國愛港
區議員和政府官員的行為，議會內耗空轉
嚴重，很多地區居民關心的重要議題無法
正常討論，民生撥款審批被阻撓，大大阻
慢了地區發展步伐。

特區政府的建議方案明確提出一系列
措施重塑區議會，讓區議會回復基本法第
九十七條規定作為 「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的定位和職能，同時防止區議會再次成為
鼓吹 「港獨」 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平台。

區議會 「去政治化」 後，香港社會有
望從長期的政治爭拗和對立對抗中解脫出

來，齊心協力抓民生，聚精會神謀發展，
為逐步解決自身深層次問題、致力社會經
濟持續穩定繁榮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區議會換屆在即，有必要在新一屆區
議會中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和改變區
議會的產生辦法，堅決把反中亂港分子排
除在外。區議員資格審查制度更是築牢一
道 「安全閥」 ，保障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
在愛國者手中，讓有廣泛代表性的區議員
參與地區治理，區議會回歸為社區居民服
務的功能，讓市民大眾享受到優質民主帶
來的實在利益。

香港正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期
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齊心協力，牢牢把
握 「十四五」 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國家戰略帶來的重大機遇，為香港繁榮穩
定、為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界發展基金會
會長

資格審查築牢安全閥

美國站在歷史發展的反面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以其提出 「修昔底德陷阱」 命題而著稱。
當然，他不止一次申明他不以為中美必定
開戰。近年他一再聲稱，應從中國歷史尋
找解開中美之爭的鑰匙。

他找到的第一把鑰匙，是借鑒公元1005
年的 「澶淵之盟」 。我第一次看艾利森如
此說，是2021年他出席中國全球化智庫舉
辦、主題為 「新時期的中美新競合」 的線
上對話，以歷史視角下的大國競爭，討論
如何規避中美關係跌入 「修昔底德陷阱」 。

艾利森先重述，過去500年出現16
種 「修昔底德陷阱」 範式，只有4種避免了
戰爭。接着指出，21世紀有核武器存在，

中美只能選擇合作競爭。他說： 「我最近
發現中國智慧很有意思，當然我只能盡量
去嘗試理解。1005年，北宋發現不敵遼國，
就和遼締結了 『澶淵之盟』 ，同意進行競
爭和合作，他們劃定了競爭的範圍，也確
定了合作的領域。遼認可宋是一個大國，
但是北宋每年給遼國歲幣。遼國用北宋給
的錢從宋國購物。中國很早就有合作競爭
的版本。」 艾利森惺惺作態地說： 「我不
是非常了解中國歷史，雖然很多中國人並
不讚賞北宋的做法，但是 『澶淵之盟』 是
競合的關係，正是宋遼訂下的合約，在歷
史上保持了雙方一二百年的和平，這是一
件好事。」

中國的網友當時就不容氣地回懟艾利
森： 「不要設想在中美之間有什麼 『澶淵
之盟』 ，那是北宋每年向遼國納貢，以求
取和平的不平等、屈辱條約，是北宋苟且
的體現。」

但是，艾利森不放棄。今年3月，他在
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題為《美中關係：
避免最可怕碰撞》的文章，再次宣揚 「 『澶
淵之盟』 是中美化敵為友的範例」 。值得
注意的是，美西方有人竭力散布艾利森的
這一觀點。

「由西向東」大勢不可逆轉
艾利森的觀點，始終在中國遭冷待甚

至鄙視。於是，他找了中國歷史上另一個
先例。上月，他在 「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
藍廳論壇上，提出以《孫子兵法．九地篇》
中的 「吳越同舟」 作為21世紀中美關係的
範例。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關
於吳越，有另一個故事── 「卧薪嘗膽」 ，
吳國最終是被越國消滅的。 「吳越同舟」
是反映一個特殊情形下的權宜之計。艾利
森很可能真的不懂中國歷史，否則，不會
以 「吳越同舟」 為例來要求中美兩國在21

世紀建立特殊情形下的短暫合作。
歷史只能做鏡子。解決現實問題的鑰

匙，在於正確把握歷史趨勢、時代脈搏，
堅定地走在歷史的正面。

人類進入21世紀以後，面對相互交織
的三重國際格局全面深入重整。一是16世
紀至20世紀約500年世界重心在西方（美歐
加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進入21世紀後向
東方（亞洲）轉移。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由美西方主導、以聯合國為框架的國際
格局，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獲得話
語權的比較公正公平的新國際格局轉變。
三是20世紀90年代初 「冷戰」 結束後美國
獨霸的國際格局，向中美及其他若干國家
或國家聯盟構成多極國際格局轉變。

三重國際格局全面深入重整的核心，
是中美之間的較量，中國站在三重國際格
局重整的正面，美國則站在歷史的反面，
竭力阻撓和破壞。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美西方有
識之士感受到了時代的風雲變幻。美國前
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在華盛頓上月參
加2023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春
季會議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稱， 「令人
不安」 的跡象表明，隨着其他大國聯合起
來並取信於世界各國，美國正失去全球影
響力並變得越來越 「孤單」 。薩默斯說，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美國）的碎
片可能不是最好的。」 「一個來自發展中
國家的人曾告訴我， 『我們從中國得到的
只是一個機場，從美國得到的只是一場講
座』 。」

儘管薩默斯虛偽地稱美國站在歷史正
面，但他喟嘆孤獨暴露他言不由衷。美國
正遠離 「全球南方」 即廣大發展中國家。
美國不是千年前的遼國，中國也不再是宋
朝。

資深評論員、博士

特區政府正式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
議方案，建議將現行的選區重新組合，
在區議會除保留直選議席外，引入委任
和地區委員會選舉界別等，筆者對此表
示贊成，認為特區政府完善地區治理是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的必然要求。

現屆區議會有大量 「港獨」 分子、
亂港分子當選成為議員，他們不斷抹黑
造謠，煽動對立仇恨，假藉 「民主」 之
名，行 「港獨」 之實。妄圖透過控制區
議會奪取特區管治權，令區議會一度成
為他們裹挾民意的政治工具，亦令區議
會亂象叢生，淪為政治鬥爭場地，討論
事項完全偏離民生議題。

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特區落實公職人
員宣誓規定後，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
大轉折。反中亂港區議員因拒絕宣誓擁
護香港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區而辭職，
或宣誓無效導致喪失議員資格，區議會
亂象方告平息，議會重回正常運作。

故此，筆者認為在香港由治及興的
過程中，區議會職能必須回歸至基本法
規定下的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定位，本
次方案提出的各項建議，筆者認為可以
令區議會重回這一定位。

對於方案提出重設委任議員、增加
地區委員會互選議員及保留一定直選產
生的議員，筆者表示贊成，認同有助更
多不同專業界別並有志參與地區工作的
有識之士加入區議會。現屆立法會中不
少選舉委員會界別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專
業背景，讓政策討論的過程中有更多不
同角度的專業意見。地區委員會互選議
員亦能在討論地區事務上發揮類似作用。
至於委任議員，筆者認為特區政府一直
以來在各個諮詢委員會中皆設有委任機

制，透過從社會各主要階層中選取具有
代表性和社會認同的人士參與不同的諮
詢委員會，提供專業意見。區議會的新
產生辦法，令到循不同方式產生的區議
員可以各展所長，貢獻地區發展及為市
民服務。

方案的另一個重點是確立特區政府
行政主導的原則，而區議會主席由民政
事務專員擔任，不設副主席的安排便是
落實這一原則的最佳安排。但筆者認為
目前民政事務專員多數由公務員的政務
主任職系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出任，或由
行政主任職系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出任，
屬首長級薪級表第2點，但各政策局內
與民政事務專員對接的人員，其職級往
往較專員高，導致專員在協調地區政策
和建設時或會因為職級而受到限制。筆
者建議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
的同時，亦應提升其職級，賦予其協調
各部門的權力。

研究提升民政專員職級
同時，筆者亦同意重組選區，改用

分區委員會分區作劃界基礎，將更大範
圍納入單一選區內。因為目前選區劃界
只根據人口數字規劃，忽略社區完整性，
情況並不理想，方案建議的劃界方法有
助解決上述問題，令區議員在處理地區
事務上更有效率。但筆者認為，特區政
府亦應同時適當調整區議員的薪金及津
點，或為議員物色合適地點設立辦事處，
令居民更容易尋求議員協助，同時讓議
員可更有效地履行職責。

最後，筆者亦贊成引入區議員資格
審查及履職監察制度，一方面是落實 「愛
國者治港」 的原則，另一方面是杜絕尸
位素餐的問題，更防止現屆區議會亂象
重現，讓區議會回歸成立初心，更好地
為市民服務，改善民生，提升市民的獲
得感和幸福感，並更積極地擔當特區政
府政策諮詢及溝通平台。
全國人大代表、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

銳評
陳 鋒



議論風生
舒 心

知微篇
周八駿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
方案，當中包括重塑區議會和強化地區治
理架構。方案充分體現了國家安全必須放
在首位，全面落實、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
則；充分體現行政主導三個指導原則。這
次完善地區治理，是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
階段的必然要求，完成了香港選舉體系的
「最後一塊拼圖」 。

一、重塑區議會組成，凸顯香港特色
民主制度優勢

實現香港的良政善治，重點是治理而
非選舉。實踐證明，過去的 「唯直選論」

並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方案建議，來屆
區議會470個議席，由委任議員、地區委員
會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和直選產生的議員
組成，另加27名當然議員。新的區議會產
生辦法更加多元、更能吸納各方人才、更
好反映地區利益，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和
認受性，真正體現了香港特色民主的優勢。

二、引入資格審查制度，全面落實 「愛
國者治港」 原則

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制度中門大開，結
果卻讓區議會一度淪為反中亂港的平台。
引入資格審查制度，彌補了原有的缺陷和
漏洞，為選舉加上了 「安全閥」 ，從制度
上杜絕了可能出現的亂象，讓地區治理牢
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為愛國愛港力量開
拓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最大最持久保障
國家利益與市民福祉。

三、強化地區治理，回歸服務市民的

正軌及初心
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區議會的定

位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職能是接受諮
詢和提供服務。重塑後的區議會主席由民
政事務專員擔任，成立 「地區治理領導委
員會」 及 「地區治理專組」 ，確保了地區
治理架構下各板塊的政策和措施相互協調
配合。有利於區議會充分發揮好緊密聯繫
地區群眾的橋樑作用，真摯為民服務，為
居民謀福祉，化解深層次矛盾，凝聚民心
同向而行。

和諧安寧來之不易，我們要倍加珍惜。
這次重塑區議會，是民心所向，與時俱進，
提升了特區政府的地區治理效能，促進了
香港民主優化，確保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必將迎來更加和諧、美好的明天！

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
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

有話要說
鄧清河

改革區議會是民心所向

——駁斥抹黑重塑區議會言論 系列評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