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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雁雄：愛國者有公認標準
分享對完善地區治理四點看法 強調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辦「完善地區治理 共創美好社區」研討會。中央政府駐

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應邀出席並作交流分享。鄭雁雄會上分享了四點看法：第一，深刻把握

完善地區治理的政治邏輯，堅定深入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第二，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

理的歷史邏輯，徹底清除港版「顏色革命」的土壤。第三，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法理邏

輯，持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第四，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實踐邏輯，以系統集

成的基層治理體系助力良政善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綜合報道

鄭雁雄表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
發展》白皮書發布兩周年之際，在香港第七

屆區議會選舉進入倒計時的重要時刻，特區政府舉
辦研討會，十分必要也很有意義。
他表示，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創建和發展香
港民主制度，是中央一以貫之的堅定立場。面對
2019年修例風波嚴峻局面，中央果斷出手，推動
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重大轉折，香港民主發展重
回正軌，東方之珠風采浪漫依然，香港特區煥發
全新魅力。
關於完善地區治理，鄭雁雄和大家分享了四點看
法。
第一，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政治邏輯，堅定

深入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這是完善香港地區
治理的首要原則，必須嚴格體現在選舉全過程。愛
國者是有公認標準的，對於愛國者的判斷，既要聽
其言更要觀其行，既要看表面也要看實際。允許並
歡迎有錯失的人轉變到愛國愛港立場上來，但要看
時間和行動。

第二，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歷史邏輯，徹底
清除港版「顏色革命」的土壤。當前，香港「亂」
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只有進
一步完善香港地區治理，確保選出由愛國者完全主
導的區議會，才能防止區議會再次被騎劫、操弄、
癱瘓。

切實落實行政主導
第三，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法理邏輯，持續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
定，區議會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以接受諮
詢和提供服務為主要職能。只有回歸憲法和基本法
原意，改革和重塑區議會，切實落實行政主導，才
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
第四，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實踐邏輯，以系

統集成的基層治理體系助力良政善治。這次香港完
善地區治理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有利於在特區政府
主導下，提高基層治理的法治化、專業化、實效化
水平，更好為民辦實事，切實增進民生福祉，不斷

築牢特區治理的基層基礎。
鄭雁雄相信香港社會各界一定會以實際行

動擁護「愛國者治港」，支持完善地區治理
方案，積極履行公民責任，參與區議會選舉
和地區治理實踐，共同走好香港特色民主發展
道路，共同推動香港健步邁向由治及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原副主任譚惠珠在研討會上表示，重
塑區議會是對基層政治體系撥亂反正的舉
措。中央堅定維護香港的優質民主、安定及
繁榮，優質的民主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發展
利益，亦可以令社會穩定。她直言，曾有從
選舉產生的人破壞秩序，以反政府的行為爭
取選票、破壞議會規則、癱瘓政府施政，甚
至勾結外國損害國家利益、搞亂香港社會，
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必須遏止及懲罰相關劣
質民主的行為。
譚惠珠表示，完善地區治理和共創社區
時，要了解為何中央容許香港「一國兩
制」。為了維
護國家穩定和
領土完整，政
治體制方面，
香港不能搬用
西方一套以評
核是否民主，
必須要建立屬
於 自 己 的 一
套，如要由香
港法律體制、
實 際 情 況 出

發。「有行政主導的政府，區議會議員可
提出建設性建議。區議會除有民意代表
外，亦需要為資本主義代表、專業人士提
供位置，這才可體現『一國兩制』，政府
才能了解到施政的情況。」
「區議員背景要多元化，有助反映市民
意見，重塑後的區議會相信將有效解決地
區『老大難』問題，築好愛國者在基層的
網絡。」譚惠珠強調，區議會是非政權性
區域組織，因此它沒有行政、立法或者司
法權。今屆區議會的產生方式和選舉辦
法，完全符合貫徹基本法的實施和積極提
升地區管理和服務市民的功能，符合「愛

國者治港」的
要求，無論是
選舉產生或由
政府委任的區
議員，都要符
合愛國者的資
格，才可以擔
任的職位。

譚惠珠：優質民主可維護國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在研討會上表
示，「愛國者治港」原則是民主的發
展基礎，民主的終極目標和初心是要
達到良政善治，滿足市民的需要，回
應市民的訴求，如果選舉出來的人脫
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初心，謀取私利，
這是稱不上真正的民主。讓人民安居
樂業，有更多獲得感和幸福感，必須
堅持「愛國者治港」。
「區議會的改革是勢在必行，必須要『愛國者治港』，

選舉出真心維護國家安全發展利益的人成為區議員，才能
為市民做實事。」吳秋北指出，新的選制優越是優中選
優，是優質民主發展的制度保障。2019年產生的區議會改
革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反中亂港分子煽動仇恨，顛覆
政權，將香港變成實施「顏色革命」的地方，破壞社會安
定，危害國家安全。

「完善地區治理讓區議會回歸
了區議會規定的職能，專注民生
經濟發展，協助政府落實地區治
理，達至良政善治。」吳秋北表
示，新的選舉辦法合理合法，凸
顯了正當性，區議會選舉報名情
況非常熱烈，參選人十分踴躍，
各區競爭激烈。參選人只要在當
區服務過，有一定的政績就可以
獲得「三會」成員的提名。

吳秋北表示，香港地位獨特，民主發展要與「一國兩
制」相適應，香港的發展離不開中央的支持，地區治理
是香港的重要部分，關係着香港的社會民生發展。「堅
定香港特色的民主道路，實實在在為港人謀幸福。香港
的民主道路要造福全體香港市民，制度的完善靠自己，
不能夠假手於外國勢力。重塑區議會，引入區議員的履
職監察，有助於更好地確保區議員正常工作。」

吳秋北：「愛國者治港」是民主發展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香
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表
示，為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實踐優質民主，區議會要回歸政治
制度上的設計。區議員要加強自身
分析能力，向政府提供建議方案，
未來要以「區議會有幾多建議被採
納」來衡量區議員的能力。
譚耀宗指出，區議會應成為政府

的好拍檔，由民政專員擔任主席，正正是行政主導的延
伸，相信有助集中力量辦大事。「區議員應擔任與政府
溝通的橋樑，不可像以往般民粹。2019年區議會被騎
劫，成為港府施政絆腳石，因此區議會必須重塑完善制
度，堅決將不合適的人拒之門外，增進市民福祉、推動
社會發展，讓區議會回到諮詢的原定位。」

「區議會改革後，使區議會深入
反映社區民意，提升地區治理效
能，讓其回歸基本法所指的諮詢功
能，提供可行的解決辦法，就地區
事務提供建議。」譚耀宗坦言，以
往有反中亂港分子，利用區議會選
舉的漏洞而當選，但他們無心服務
市民，只是將區議會變成宣揚「港
獨」、煽動社會對立的平台，所以

區議會的改革勢在必行。
他強調，完善選舉制度後的要求是愛國者，是因為在

構思「一國兩制」時已有相關要求，因此確立參與選舉
人士要是愛國者。「如有人爭取不到區議會選舉提名，
應繼續努力，視乎其將來表現及言論，能否恢復其他人
信心，並非一次不成功就永遠無機會。」

譚耀宗：要以建議被採納量衡量能力

鄭雁雄交流分享
四點看法

第一，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政治邏輯，
堅定深入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第二，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歷史邏輯，
徹底清除港版「顏色革命」的土壤。

第三，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法理邏輯，
持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第四，深刻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實踐邏輯，
以系統集成的基層治理體系助力良政
善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黃玉山在研討會上表示，未來
區議會應該有以下三個功能：第一，協助
政府施政，推行各種改善民生的政策，化
解社會矛盾；第二，推動官民溝通，充當
市民和政府部門的溝通橋樑，幫助政府了
解社情民意；第三，促進社會和諧，舉辦
一系列的社會活動，凝聚社區向心力。
「區議員的角色應是政府的助手，反中
亂港的區議員處處針對政府官員甚至拒絕
和政府官員溝通。」黃玉山指出，香港回
歸前的區議會仍是非政權性的組織，一般
只議論有關環
境 文 娛 等 事
務，直至 2012
年區議會全面
取 消 委 任 制
度，才令區議
會日漸成為政
治角力場所。
「經歷 2014 年
『 佔 中 』 和
2019 年 黑 暴
後，區議會成

為高度政治化的純粹組織。2019年選舉出
來的區議員，鼓吹『港獨』，處處破壞和
干擾政府施政，他們既損害國家利益，也
損害香港利益。」
黃玉山表示，根據基本法第97條，區議

會只是服務性諮詢性架構，並非政權性的
組織，所以新選制下除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可以說是還原區議會非政權
性組織、諮詢性架構。只有愛國者才能
誠心誠意擁護祖國，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防止香港社會被反中亂港分子操
縱，不讓完善後的地區治理再被破壞。

他希望新區
議會協助政府
施政、便利官
民溝通和促進
社會和諧，凝
聚 社 會 向 心
力。

黃玉山：未來區會充當官民溝通橋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全國港
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在研討會上表示，
特區政府制定的完善地區治理方案，被
美西方國家及媒體大肆抹黑。其實，該
方案有利區議會回歸到制度設計的初
衷，而「愛國者治港」政策隨着時間推
移愈漸清晰，這次區議會選舉將會使
「愛國者」陣營更擴大、更多元，並使
到民情上達、政情下通。
劉兆佳表示，經過今次改革後，西方國家支持的反對

勢力不能像以往般「主導」區議會工作，他們在香港培
植代理人的能力將會降低，因此肯定不會對區議會改革
有好感，相信日後還會繼續作出無理指責，但特區政府
無須將這些批評看得太重要。「愛國者治港」隨時間推
移而愈見清晰，這次區議會選舉也讓各界了解愛國者的

界線，杜絕部分人誤以為不用改
變立場即可參政的想法。
「這次區議會選舉將會使得愛
國者陣營更擴大以及更多元。」
劉兆佳表示，區議會是行政機關
的輔助機構，認為是次改革有利
區議會回歸到制度設計的初衷，
過去區議會被反對派把持，變為
政治鬥爭的場合，阻撓特區政府

施政的場合，以及「港獨」和外部勢力運作的場所，嚴
重偏離基本法的規定。
他強調，完善後的地區治理方案落實了「愛國者治港」

原則，使參選人接受資格審查，防止區議會被騎劫，有利
於「一國兩制」實踐，「令區議會回歸初心，告別成為政
治平台、黨派鬥爭的平台，達到民情上達、政情下通。」

劉兆佳：回歸制度設計初心

◆鄭雁雄在研討會上分享關於完善地區治理四
點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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