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
七次會議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修訂案，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和表決程序作出系統修改和完
善。這是繼去年推出香港國安法
後，中央再一次就香港問題精準
出手。前者從根本上解決了香港
關於國家安全問題，後者解決香
港管治權誰手問題。這兩大困擾
香港已久的問題得到解決，意味
香港將邁向 「一國兩制」 新局

面，開創美好新未來可期。
2019年黑暴肆虐，外部敵對勢力明顯將手伸向香港

後，中央的雷霆出擊打亂了外部勢力通過亂港達到亂
中的計劃，還香港一個和平發展的環境。如果讀懂了

中央去年以立香港國安法保障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
的邏輯思路，就會讀懂中央今次對選舉制度的修改完
善。

中央出手將港拉回正路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社會高度泛政治

化阻撓了香港發展，經濟民生問題始終無解，香港各
界對此一籌莫展。

香港原本是個經濟城市，但這些年一些亂港勢力一
直舉 「普選」 這個看似很 「高尚」 的理由，屏蔽掉
社會對經濟發展，民眾渴望民生進步的需求。為了用
他們所謂的 「民主」 對抗經濟民生，選舉成為激進分
子表演的舞台和奪權的機會。由於大部分年份香港都
有選舉，導致政治、選舉變成這個城市的 「主菜」 ，
社會動蕩成為 「家常便飯」 。但為一般市民所忽略的
是， 「民主普選」 的外衣，包裹的卻是反中亂港者爭

奪香港管治權的野心。
當前全球局勢極度不穩定，黑天鵝、灰犀牛事件不

時出現。在世界大變局面前，香港如何發展、何去何
從一直是我們所揪心的問題。作為中國最開放的城
市，外部勢力借助香港內部的反中亂港者，對香港產
生的影響愈來愈大，破壞性也愈來愈強。而香港本身
多年累積的經濟問題始終未能解決。新冠疫情更暴露
出香港經濟民生的脆弱。如果政治問題不能解決，經
濟民生再爆發大問題，雙重夾擊，香港前景堪虞。

在此關鍵時刻，中央依據國家憲法賦予的權力，幫
助解決阻撓香港前進的兩大障礙，將香港這匹 「脫韁
野馬」 拉回到正路，出手非常精準，也非常及時。在
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雙劍合璧下，香港必將迎
來一個全新的局面：香港國安法保障社會的穩定，新
選舉制度保障有能力的愛國者放開手腳治港。

兩大主要矛盾得到解決
根據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香港選舉制

度有較大的改動。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完全堵住了反
中亂港分子進入體制內的道路。但對於其他人，只
要是真正愛國愛港的人，都有機會，而且機會更
多。比如此次選委會擴權，不僅增加300人，更是新
增了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基層社團、同鄉社團以
及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這些過去被忽略的社會組
成，如今有條件進入選委會行使職權，不僅體現選
委會更具代表性，也為更多愛國的有志者提供空
間。選舉辦法的 「閘口」 有嚴有寬，港人應明白中
央的良苦用心。

回歸24年之際，在中央的直接參與下，香港兩大主
要矛盾得到解決，為香港重新上路奠定了基礎。不可
避免，有人對新選舉辦法一時接受不了，失敗的反中
亂港分子也會在暗地裏繼續搗亂。但有一點大家須
知，新局面來之不易。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氛圍，沒
有一個真心為香港的愛國的管治隊伍，香港要重新輝
煌只是空想。支持並配合中央主導的選舉制度改革，
是為了香港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唯一的選擇。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歷史總是以
螺旋的形態上升變化，看似回到原點，但事實上已
經走向更高層次，我們需要有這樣的歷史觀。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 葉建明

珍惜新局面 開創香港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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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方
針是國家的基本國
策。 「一國兩制」
的落實，有幾項共
識 。 首 先 ， 「 一

國」 是 「兩制」 的前提，沒有了
「一國」 ，就沒有了 「兩制」 的

存在。其次，以 「愛國者」 為主
體治理香港，亦是天經地義的安
排，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
家和地區會接受企圖顛覆國家政
權、勾結外國勢力去危害國家安
全的人進入議會，甚至奪取政府
的實際權力。

不過，香港回歸接近 24 年，
我們見到的，卻是有人刻意曲解
「一國兩制」 ，尤其是 2019 年

中發生的修例風波，反對派及外
國勢力意圖奪取香港實際控制權
的意圖，完全暴露出來。我們見
到，反對派始終不肯與破壞繁榮
穩定的 「攬炒」 派、欲推翻中國
主權的 「港獨」 派明確割席。

確保從政者回歸初心
事實上，反對派長期選擇性無

視 「一國兩制」 和 「愛國者治
港」 ，反映出他們長期對憲制秩
序和政治倫理的錯位，同時，特
區政府在國民教育及完善法律體
制進程上的缺失，導致中央需要

「撥亂反正」 ，確保香港的從政者回歸到符合 「一
國兩制」 和 「愛國者治港」 的初心。

筆者認為， 「一國兩制」 是創新的制度，是具有
強大生命力的制度，我們確實需要在實踐的過程
中，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在保證 「一國兩制」 初
心不變下，對部分內涵作出 「微調」 。

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後，反對派攻
擊所謂香港 「民主倒退」 「一國兩制」 已死云云。
這種所謂 「一國兩制」 已死，已經毋須再討論。反
而所謂 「民主倒退」 方面，選舉委員會將由4個界
別增至5個界別，人數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同
時，日後有意參選者必須取得一定比例的選委提
名，選委會是由香港不同界別的人士組成，對香港
整體的利益都會兼顧到，由他們提名參選人，肯定
是一種優質民主的體現。 「決定」 中恢復選委會選
舉產生部分立法會議員的功能，由於選委會須提名
及投票選出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回歸初期的經驗
看，亦比較好執行行政主導的方針。

至於立法會方面，由70席增加至90席，從議席
增加來看，已不能說是 「民主倒退」 ，同時， 「民
主」 其實並非單單指 「一人一票」 的投票方法，正
如美國總統選舉採取的是 「選舉人票」 制度一樣，
我們需要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訂最適合本地的優
質民主制度。另外，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特首候選
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亦能由最權威的機
構，審查參選人資格，避免出現無謂的爭拗。

在社會不同層面落實改革
不過，當完善選舉制度後，我們不應認為就此萬

事大吉。事實上，香港社會目前出現的亂象，並未
有根本改變，特區政府還需要在社會不同層面落實
改革，確保從根本上提升香港人的 「愛國」 精神。

筆者長期從事青年人工作，對教育亦十分關注。
青年人工作必須做到潛移默化，因此，在中、小
學，甚至幼稚園，就要推廣愛國教育，當然，我們
要有一定的技巧，例如，在學校舉行升國旗、區旗
儀式；利用體育活動，加強團隊精神的訓練，亦以
體育、文化活動，加強與內地交流，讓青年人增加
機會到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內，親身感受內地青年
人的精神面貌，以及社會發展。同時，有關方面亦
要用青年人喜聞樂見的手法，製作趣味的短片節
目，介紹憲法內不同的內容，如何謂政體、國體，
國家的外交政策，大灣區有什麼吸引青年人發展的
機會。

至於教育方面，教授文科的教師，是否都需要學
習一些中國歷史、國家發展、基本法及憲法的基本
知識，以免出現教學上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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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全票通過對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
及 附 件 二 的 修
訂，在國家層面

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
度。完善後的香港選舉制度，選委會、立法會的規
模都擴大了，民意代表性明顯增強；將更好體現
「均衡參與」 原則，更廣泛代表香港社會的整體利

益。中央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總體規劃設計，為香
港發展優質民主、實現良政善治提供了制度保障，
有利於消除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讓更多德才兼備
的賢能愛國者通過選舉參與香港的管治，提升香港
管治效能，更可讓各界有利於香港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從根本上解決香港長期面臨的深層
次問題。

新選制符合一國兩制宗旨
從去年香港國安法出台，到今年完善選舉制度，反

映中央對於管控香港局勢，推動香港撥亂反正，已經
定下了全盤方略，國安法的出台以及完善選舉制度，
正是中央解決近年來香港亂象的一套 「組合拳」 。如
果說國安法解決的是國家安全、 「黑暴」 肆虐的問
題，這樣完善選舉制度解決的就是政治穩定和政權安

全問題，眼的是香港的長治久安。
中央這次對選舉制度動大手術，志在建立一套 「有

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度」 。這樣的選舉制度雖然
有別於西方的一套，但卻是符合香港實際、符合香港
的整體利益，也有利香港的長遠發展。首先，這套選
舉制度從制度上、根本上守護政治穩定和政權安全。
近年香港政治亂象不斷，選舉更成為了別有用心勢力
攬炒香港、公然奪權的平台，這是香港政治風波的根
源。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
「一國兩制」 的根本宗旨，及時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體現中央守護政治穩
定和政權安全的堅定意志，香港的長治久安才會得到
保障。這樣的憲制問題，非中央出手不可。

「港式民主選舉」 也有利於重構行政主導，提升香
港特區的管治效能，破解深層次的經濟問題。香港的
行政主導體系近年面對愈來愈大的挑戰和衝擊，少數
議員利用拉布阻撓施政，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導致立
法會長期內耗空轉、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當中根源正
是極端攬炒分子利用選舉漏洞進入議會。人大決定通
過完善選舉安排，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等，不但為選
舉設立了有力的 「安全閥」 ，更將特區幾場選舉結
合，既避免了選舉過多、過度分散，引致政治化的後
果，也有利於行政立法擁有共同的選民基礎以至管治
理念，有助理順行政立法，落實行政主導，提升特區

管治效能。

香港民主將重回正軌
「港式民主選舉」 能夠維護香港社會各界的利益。

對選舉委員會進行重構和賦權，並賦予了提名特首、
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權力，將可發揮選委會的廣泛代
表性，突破某個界別、地區或政團的利益局限性，使
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聲音都能夠得到彰顯，從
而更好地維護香港的利益。此外，立法會規模擴大，
民意代表性增強。對功能團體選舉有關界別和選民資
格的調整，也能夠更好實現功能團體選舉代表界別利
益的初衷，真正體現均衡參與。

民主是達至良政善治的工具，但近年香港民主卻
走上了歪路，變得民粹、撕裂、對抗，民主帶給香
港的不是良政善治，而是動蕩不已，社會對立，這
樣的民主當然是壞民主。中央完善選舉制度，通過
擴大選委會規模，調整了界別組成，優化了產生方
式，使選委會更具廣泛代表性，更好體現均衡參
與，更能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更能體現 「一國
兩制」 特點。這樣組成的立法會，也自然能夠更務
實、理性地參政議政，從而促進香港社會政治生態
良性發展，提高議事品質和效率，讓香港民主重回
正軌。 「港式民主選舉」 開啟良政善治新章，香港
未來將更有保障。

何子文

「港式民主選舉」開啟良政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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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好望角
14507海里

經巴拿馬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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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蘇伊士運河重要？為何蘇伊士運河重要？為何蘇伊士運河重要？

運河不單是亞洲與歐洲之間的捷徑，也是亞洲與
美國東岸的快道。據蘇伊士運河官方網頁，由日本
東京到荷蘭鹿特丹這個歐洲主要港口，經此航道比
繞道非洲的好望角短23%海里，另外由新加坡到美
國紐約的航程，亦較穿過巴拿馬運河短19%海里。
航程短了，不但減省燃料開支，更可節省運輸時
間，由運送食品時避免腐爛，以至在瞬息萬變的時
代將產品盡快交到消費者，都很重要。以「長賜

號」擱淺事件為例，共將運河堵塞了151小時即6天
多，但以高雄駛往鹿特丹經蘇伊士運河一般約需
25.5天，經好望角則約需34天，即「塞船」涉時比
繞道還要省時！

受累疫情，去年全球商品貿易總量明顯下跌，但
經蘇伊士運河的海運貨值依然不降反增。在2016年
至2019年間，通行船隻數量穩步年增4%，淨噸位
更增約6%至10%。目前，每日多達100萬桶石油、
每月多約1億噸淨噸位經此穿梭。凡此種種，足見這
條運河有多重要。

蘇伊士運河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原因是
這條航道大大縮短了世界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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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運河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原因是這條航道
大大縮短了世界的距離。
運河不單是亞洲與歐洲之間的捷徑，也是亞洲與美國東岸

的快道。據蘇伊士運河官方網頁，由日本東京到荷蘭鹿特丹
這個歐洲主要港口，經此航道比繞道非洲的好望角航程短
23%，另外由新加坡到美國紐約的航程，亦較穿過巴拿馬運
河短19%。航程短了，不但減省燃料開支，更可節省運輸
時間，由運送食品時避免腐爛，以至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將產
品盡快交到消費者，都很重要。以 「長賜號」 擱淺事件為

例，共將運河堵塞了151小時即6天多，但以高雄駛往鹿特
丹經蘇伊士運河一般約需25.5天，經好望角則約需34天，
即 「塞船」 涉時比繞道還要省時！
受累疫情，去年全球商品貿易總量明顯下跌，但經蘇伊士

運河的海運貨值依然不降反增。在2016年至2019年間，通
行船隻數量穩步年增4%，淨噸位更增約6%至10%。目前，
每日多達100萬桶石油、每月多約1億噸淨噸位經此穿梭。凡
此種種，足見這條運河有多重要。蘇伊士運河是地球上最重
要的航道之一，原因是這條航道大大縮短了世界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