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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場立法會選舉圓
滿結束，新議會「五光十色」，標誌着
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
的民主制度邁出了重要一步。在此重要
時刻，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了《「一國兩
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具有
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導意義。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全面
回顧香港民主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深入闡明中央政府
對香港民主發展的原則立場，重申中央堅定不移、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有利於繼
續推動香港民主穩步向前發展，更好造福全體香港市
民。

事實是，香港回歸祖國前，根本沒有民主可言，英國
人在香港直接委任總督，任何決策從來不徵詢港人意
見。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展開了香港民主發展的進程。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全面構建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
主制度，中央始終堅定在香港發展民主，並且努力排除
干擾，從決策到推動無不以維護廣大香港人的利益為優
先。沒有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沒有國家堅守「一
國兩制」的初心和使命，就沒有香港真正的民主發展。
香港民主發展的前景之所以在「一國兩制」下十分光
明，是因為「一國兩制」被鄭重載入中國憲法，並通過
香港基本法予以制度化和法律化，它對香港和諧穩定、
繁榮昌盛是一種堅定而有力的保障。

新一屆立法會「五光十色」，體現廣泛均衡參與，香
港的未來將更加穩固，法治和營商環境將更加優良，社
會氛圍將更加和諧，困擾市民的各種社會問題將可望逐
一得到解決，東方之珠必將更加璀璨奪目。

白皮書勾畫香港民主正路
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束翌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

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回顧香港特區民主發

展的歷史進程，申明中央對香港民主發展的原則立場。白皮

書不只內容豐富，敘述有條理，而且發表得很及時。較早

前，美國糾集的所謂「民主峰會」召開，時間之巧合不禁令

人質疑這場扭曲民主價值、製造世界分裂的政治鬧劇，是衝

着香港立法會選舉而來。今次立法會選舉和平、理性，候選

人質素有保證，充分證明香港特色的民主發展道路行得通，

也受香港市民歡迎，港人要有制度自信，繼續沿着正確的民

主道路前進。

陳克勤 候任立法會議員

美國召開的所謂「民主峰會」，不只欲借
「現代漢奸」羅冠聰之口唱衰香港，並且明目
張膽地企圖干預別國地方選舉，以民主之名，
行粗暴干涉別國內政之實。中央早已識破外部
反華勢力的險惡用心，故此透過發表白皮書，
積極爭奪民主的話語權，以強而有力的理據，
充分說明民主不是只有一種味道，美國沒有資
格做教師爺，對香港的民主選舉說三道四。

歷史事實講清楚
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地區直選有超過135

萬名選民投票；候選人之間競爭激烈，投票日
前紛紛「告急」，事實證明，即使是愛國者之
間的競爭也是真正的競爭，「愛國者治港」原
則不但沒有減少選舉的民主成分，而且能給予
選民更優質的候選人以供選擇，從而令整場選
舉更民主、更文明。以美國為首的反華勢力企
圖歪曲事實，對香港的選舉發表不盡不實的言

論，等於侮辱過百萬選民的智慧。中央政府

以白皮書拆穿美國的謊言，讓所有不知就裏的
人了解清楚一種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
色的民主是怎樣誕生的。

白皮書把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分為五大篇
章。第一個篇章旨在申明香港在回歸前沒有民
主可言。香港總督一直兼任立法局主席至1993
年，直至回歸前，香港終審權和法律的最終解
釋權，都歸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所有，完全
沒有任何半點自治成分可言，遑論高度自治。
當中英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
1997年回歸祖國後，英國政府的立場大轉彎，
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強行加速實施「政制改
革」。白皮書一針見血地揭示，英方這種做
法，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圖把香港
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阻礙中國對香
港恢復行使主權並實行有效管治。也就是說，
英方當時在香港所推動的所謂民主根本就是虛
偽的。民主的大前提是人民可以當家作主，這
個道理很淺白，但反華勢力從來不談。

白皮書在第二個篇章指出，香港回歸後實行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奠定了香港民主發展的基礎。事實上，
《中英聯合聲明》從來沒有「普選」和「民
主」的字眼。香港的民主發展完全是按照基本
法實施，規定了循序漸進，最終實現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因此，
英國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
權，無權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換言之，香港
的民主如何實現、選舉以何方式進行，最終是
以國家和香港特區的利益為依歸。

利害關係說明白
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

勾結外國勢力處心積慮策動的。當時有一批反
中亂港政客進行違法「初選」，公開聲稱要透
過選舉，拖垮特區政府的施政。白皮書撰寫得
相當嚴謹，註腳中詳細解釋「攬炒」這個粵語
詞彙的意思，原來是香港撲克遊戲術語，意為

「我要抱着你一起死」，比「同歸於盡」「玉石
俱焚」更嚴重。既然「攬炒」如此嚴重，對香港
社會的傷害如此之大，這就表示原本的選舉制度
並不完善，未能充分保障國家安全，也不能保障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
而是對香港有害還是有益的問題。反中亂港分子
和外部反華勢力蓄意混淆這兩個問題，白皮書就
是要把當中的利害關係說清楚。

白皮書最後提到三個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制
定實施香港國安法、明確特區公職人員參選、任
職和就職宣誓等規矩及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今次立法會選舉充分證明，以上三大舉措是有必
要的和正確的。與2019年充滿暴力的區議會選
舉相比，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和平、理性，候選人
的質素有保證，當選者來自香港社會多個階層，
有充分的代表性。事實證明，具有香港特色的民
主發展道路行得通，也受香港市民歡迎，不應該
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港人要有制度自信，繼續
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

日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布《「一國兩
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對香港
特區選舉制度發展採用了「民主發展」的
表述。回歸前，港英當局對選舉制度的發
展以「政制發展」一詞來形容，並沿用至
回歸後一段時間，使部分人誤解「民主發
展」與「政制發展」是同樣意思。事實
上，良政善治才是民主的體現。「一國兩
制」下香港，需要德才兼備的人擔任重要
崗位，才能帶給香港美好的未來，帶出
「民主」二字的真正意義。

事實上，「民主發展」並不等於「政制
發展」。「民主發展」是指選舉制度的改
革和發展，而「政制」這兩個字是「政治
體制」的略稱，「政制發展」是指政治體
制的發展，選舉制度的發展只是政治體制
的發展其中一個組成部分。該組成部分與
政治體制發展的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發展
特點和要求，不能，也不應該混為一談。
當中牽涉兩個主要原因：

範疇不同性質不同
一，是兩者範疇不同。民主選舉，在香

港特區指的主要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兩
個產生辦法，或者說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的選舉制度。廣義而言，還可以包括非政
權性的區議會的產生辦法，或者說是區議
會的選舉制度。但政制發展的概念卻是比
民主發展廣泛得多。一般而言，政治體制
主要是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和其運行規則，
是政權的運作樞紐。就香港而言，回歸
前，香港的政制包括總督制度，行政局決
策制度，立法諮詢制度以及行政、司法、
公務員制度等等。其憲制性文件為《英王
制誥》、《王室訓令》和英國其他憲制性

法律文件。回歸後，香港特區制度主要內
容包含在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中，
涉及行政長官，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選舉制度以及區域組織、公務人員制度。
至於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政黨（團）
制度，也可以列入政治體制的範疇。

二，是兩者的穩定性質要求不同。民主選
舉通常是動態的，不可能長期保持穩定。以
兩個產生辦法而言，負責提名和選舉行政長
官的選舉委員會組成方式可以有所調整，立
法會的組成比例、選區安排等也可有變化。
即便如此，為了不會出現混亂，基本法兩個
附件列明，兩個產生辦法有十年穩定期的規
劃，避免制度變更太頻密。而且，為了處理
好選舉制度中部分內容的動、靜態關係，基
本法制訂的香港特區政制，有部分寫在正文
中，即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有部分寫在
基本法附件一、二。兩者有不同的修改程序，
過程各異。

至於政治體制，除選舉制度以外，其他
組成部分還包括行政長官和政府制度、立
法制度、司法制度、政黨（團）制度等，
都必須是靜態的，要求穩定，不輕易改
革。任何一種政治體制一旦確立，一般都
保持長時期相對穩定，這是一個社會有序
運作、健康發展不可缺少的要件，也是政
治體制本身內在要求。例子就如香港特區
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區保持原有的
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如
要改變，就要按照該法第159條規定修
改，程序相對其他條例複雜得多。

就以上兩個理由，如果要求動態的選舉
制度長期平靜，無從發展，就會顯得不合
時宜；同理，如果要求靜態政治體制的其
他部分過多操作或變更，朝令夕改，就會

影響社會的穩定，民眾無所
適從，對特區政府管治也會
有負面的作用。

港英「政改」實是誤導大眾
既然差別巨大，那麼為何港英當局不用

正確而適當的表述呢？末代港督彭定康雖
是學歷史出身，卻是英國保守黨主席，是
政界高手，善於玩弄、操控政治。1992年
上任伊始公布的「政改方案」，就是針對
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而不僅僅是當時的
立法局選舉。雖然他明知基本法規定「雙
普選」的目標是最終（後期階段）才要實
現的，但在立法局的功能界別選舉中，增
加了類似直選的方式進行。他也明知基本
法規定區議會具有非政權性質，卻大大提
高區議會的重要性，還稱區議會是實現地
方行政的重要環節，不認為香港特區是直
轄中央的。他也知道基本法的行政、立法
關係有相互合作的成分，卻偏偏要廢除作
為溝通途徑的「兩局議員辦事處」。所謂
「政制發展」，只是彭定康精心製作的幌
子，用於掩飾一切難以言狀的「計劃」或
是「計謀」，誤導大眾以為這是純粹的選
舉制度改革。

「民主」不單是指選舉
中國古籍《尚書‧多方》記載，周公旦說

「天唯時求民主」，這裏的「民主」，其實
不是指選舉，而是指上天賜予民眾一個可以
適時作主的人。有人認為，選舉本身就是民
主的體現，但實際上，良政善治才是民主的
體現。「一國兩制」下香港，需要德才兼備
的人擔任重要崗位，才能帶給香港美好的未
來，帶出「民主」二字的真正意義。

「民主發展」有別於「政制發展」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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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彬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已順利完成。此次
選舉回歸選賢與選能、為港謀發展、為
民謀福祉，新一屆立法會「五光十
色」、體現廣泛均衡參與，相信可與行
政機關進行良好溝通、落實行政主導，
這是香港民主實踐的新氣象，彰顯香港
特色民主制度。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反中亂港勢力以「民主」為幌子
裹挾民意、操控選舉，妄圖奪取特區管治權，引發社會
失序、管治失效的危機。這次成功選舉對症下藥，劃定
「愛國者治港」底線，從根本上清除了泛政治化帶來的
爭拗撕裂等積弊，使選舉回歸專業理性、公平有序、為
民謀福的正道。

這次當選的人士，既有經驗豐富的資深參政者，又有
充滿衝勁和創新力的年輕人，「愛國者治港」絕非要搞
「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的，這有利於產生積極
因素，畫出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圓。

人們期待立法會有一番新作為、一個新格局，期待新
當選的立法會議員發揮各自所長來參政議政，為香港融
入國家「十四五」規劃、融入大灣區、解決深層次問題
出力獻策，期待他們瞄準社會利益最大公約數，配合政
府有效施政，幫助香港重新出發，推動香港經濟再次騰
飛。

香港用實際行動創造了民主法治歷史新的一頁。這次
選舉形成優質民主、實質民主的成功範本，是香港民主
制度的優化提升和與時俱進，也為香港良政善治打下新
的政治基礎。相信在中央政府鼎力支持下，在完善後的
選舉制度保障下，香港的民主必將穩健向前發展，政府
治理效能必將不斷提高，東方之珠必將在「一國兩制」
的實踐中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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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 博士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五眼聯盟」的外長近日發表不實聲
明，抹黑立法會選舉。他們指稱北京和特
區政府「破壞香港人權、自由和高度自
治」。事實上真正「破壞香港人權、自由
和高度自治」的，是2019年6月發起修例
風波的反中亂港分子，但「五眼聯盟」當
時非但沒有口誅筆伐，反而為反中亂港分
子張目，美國更被揭發是黑暴的幕後金主
之一，這算是厚顏還是無恥呢？

要了解「五眼聯盟」這番表演，需要先
了解一下這個組織的一些背景。

「五眼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逐漸
發展起來的一個情報分享聯盟。在2013
年，曾為美國國家安全局効力的斯諾登揭
發「五眼聯盟」各成員國不僅在國外進行
間諜活動，還互相監視對方的國民，然後
共享收集到的情報。這種做法可讓情報當
局繞過本土法規進行監視活動。

「五眼聯盟」透過安保部門合作，多次
暗中策劃行動干預別國內政，當中包括美

國和英國在1953年合謀推翻當年的伊朗
政府，以及美國和澳洲在1973年合謀推
翻當年的智利政府。近年，坎培拉和華盛
頓日益傾向利用這個原本的情報合作平台
來做政治操作，一而再地以其名義向北京
施加政治壓力，儼然已成為美國主導的反
華戰略工具。然而，新西蘭雖然是「五眼
聯盟」成員，但不大認同澳洲和美國的操
作。正如《衛報》在4月份時報道的一
樣，新西蘭反對利用這個情報平台，發布
聯合聲明向中國施壓。新西蘭認為，「五
眼聯盟」是專為安保工作而設，不應作為
向別國施壓的政治工具。

新西蘭表明此一立場後，美國之音、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澳洲時事節目《60分
鐘》等反華喉舌隨即對新西蘭展開猛烈抨
擊。不難想像，這是華盛頓和坎培拉政府
在向新西蘭施壓，逼其改變立場。

新西蘭政府在背後受到了多大的壓力無
從知悉。但現在新西蘭與世界各國一樣都

窮於應對新冠疫情，不排除有人暗示：新
西蘭若同意「五眼聯盟」在安全合作以充
當反華打手，便能更迅速得到抗疫援助，
否則，新西蘭能否保住「五眼聯盟」成員
地位將成疑。

種種跡象清楚顯示，若新西蘭執意反
對「五眼聯盟」所為，將會付出沉重代
價，所以只能無奈地參與「五眼聯盟」
的反華政治操作。華盛頓主導的制華地
緣政治戰略日益訴諸非常手段，「五眼
聯盟」這一安全合作夥伴關係已被扭
曲，淪為美國的制華政治工具。新聞工
作者Janan Ganesh最近在《金融時報》
上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無力遏制中國
的崛起。的確，美國已無法阻止中國崛
起，繼續進行反華活動只會引來更大非
議。
（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本

文的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評論版
面。有刪節。）

「五眼聯盟」已淪為反華政治工具
Richard Cull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