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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民主
黨發表所謂立場書，又在疫情反彈時
復辦籌款活動，更改稱為「年度宴
會」，一日舉行三次宴會活動，並公然在社交平台
推廣發售門票，這說明了民主黨早已被邊緣化，到
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希望借所謂「籌款」續命，繼
續興風作浪，但結果注定是徒勞。

1994年成立的民主黨，一度是香港擁有最多立法
會議席的政黨，但自2014年起，路線愈來愈偏激，
民主黨數十名黨員公然參與違法「佔中」，逐漸與
「攬炒派」站在同一陣線。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
民主黨與暴徒「齊上齊落」，破壞香港，挑戰中
央，唯恐天下不亂。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民主黨多
名骨幹成員因參與非法「35+初選」，涉違國安法被
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還押，包括前主席胡志
偉、前副主席林卓廷及成員尹兆堅等。

民主黨亦呈分崩離析狀，黨內除了出現一浪又一浪
的退黨潮外，不少「元老級」的民主黨黨員先後離
港。雖然如此，民主黨依然不知悔改，在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前夕發表所謂立場書。當中不僅對自身過
往的行徑毫無反省，反而顛倒事實，形容當前香港
「政治形勢困難險峻」「公民社會瀰漫着不安」。
民主黨至今從來沒有隻字譴責「攬炒派」及暴徒破
壞法治、襲擊警察、殘害市民的罪行，更將撕裂社會
的責任全都推向政府，要求「修補撕裂第一步應從掌
權者踏出」，並建議「釋放『政治犯』」，刻意美化
「攬炒派」及暴徒，替他們開脫罪責。

民主黨近期亦有不少動作，前主席楊森表態民主
黨有意重回選舉之路，主席羅健熙也多次表態，指
民主黨有意參選明年的區議會選舉。民主黨終於明
白，自絕選舉之路等同是政治自殺。然而，民主黨
要重回選舉之路，必須支持「一國兩制」，尊重維
護國家憲制秩序，與以往反中亂港路線切割，停止
一切撕裂香港、造成矛盾的政治小動作。民主黨既
想參選，卻又繼續執迷不悟，借形形色色的活動搞
「軟對抗」，明顯與香港由治及興的新時代新形勢
背道而馳，最終難逃被泡沫化的命運。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民政
事務總署聯同本港28個同鄉社團舉辦
為期七日的「同鄉文化名勝展」，各
社團在展場舉辦各具地方文化色彩的民俗風情演出
和民間手工藝工作坊，對在疫情下久未回內地的港
人來說，這既是一場歡樂的夏日民俗盛事，也是一
場慰藉思鄉之情的溫情文化之旅。

特首李家超在展覽開幕式發言時指出，香港的同
鄉社團一直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堅實支持力量，協助
推動香港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同鄉社團凝聚了愛
國、愛港、愛鄉的鄉親，既是香港實踐「一國兩
制」的基礎力量，亦是政府與民間溝通的重要橋
樑。

李家超還提到，完善選舉制度落實了「愛國者治
港」，在選舉委員會增設同鄉社團界別分組，充分
反映特區政府對同鄉社團的重視和期望。無論是去
年立法會選舉前後，同鄉社團團結一心舉辦花車巡
遊造勢大會，還是今年特首選舉，同鄉社團建言獻
策，向參選人提交收集到的民意及對未來施政的建
議，在香港發展的每一步，都有同鄉社團數百萬會
員熱心支持、誠心呼應的同行。

自香港開埠初期，就有許多來港的內地鄉親靠着辛
勤奮鬥，在香港創業打拚，守望相助，解決各種困
難，慢慢形成同鄉組織，並不斷發展壯大。從歷史發
展沿襲來看，同鄉社團具有「從民間來、到民間去」
的基因，具有幫助鄉親排憂解難的責任及使命。

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作為愛國愛
港中堅力量的同鄉社團，更要繼續弘揚以愛國愛港
為核心的主流價值觀，繼續弘揚包容共濟、求同存
異、自強不息、善拚敢贏的優良傳統，推動全港市
民同心協力創造更美好生活。

民主黨走向極端不知悔改自陷絕路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普天同慶。但就在「七一」前一天，民主黨發表所謂

立場書，內容不值一哂。不過，民主黨長期作為外部勢力的代言人，詆毀抹黑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若一條黑路走到底，只能走上絕路。

吳秋北 立法會議員 行政會議成員

民主黨創黨於1994年，由1990年成立的港
同盟與1983年成立的匯點合併而成。匯點原
先是論政團體，立場相對走中間路線。當年港
同盟與匯點合併，組成民主黨，便有評論認為
是基於選舉需要，至於修補與中央的關係就不
知從何說起。

無論如何，當年成立之舉，更多是配合彭定
康的「三違反」政改部署（彭定康在1995年改
組立法局，取消所有委任議席，並取消區議會
所有委任議席）。可以說，民主黨成立的根
本，是作為外部勢力的代理人、服務於西方在
回歸後對港部署。他們從來沒有反對港英當局
的「不民主」和「暴政」，卻在回歸後整天把
自己包裝成「民主鬥士」、「人權鬥士」。

民主黨的取態，必然是唯外部勢力馬首是
瞻，不斷污衊中央涉港方針，詆毀「一國兩
制」的成功實踐。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會獲
得西方「主子」的眷顧。如果認為民主黨會
「從良」、改弦易轍，真正是太天真太傻。

為反而反損害香港利益
民主黨口口聲聲要改善市民福祉，但他們為

反而反，不斷損害香港利益，為虎作倀，配合
美國打壓、滲透、顛覆中國，把香港當作遏止
中國發展的「橋頭堡」。修例風波期間，民主
黨前主席胡志偉衝在黑暴前線，早已赤裸裸地
出賣了香港。時任民主黨的立法會、區議會議
員，有多少個敢向黑暴說不？一個也沒有。

相反，民主黨政客搶着捲入重大的黑暴事件
中。例如林卓廷導演的所謂「721事件」，惡
人先告狀；梁翊婷散播假消息，聲稱「太子站
死了6個人，全部斷頸亡」，民主黨不但沒有
審視梁的言行，更讓她在黑暴後當上副主席。
這已經充分說明民主黨的性質。這樣還能期望
他們改變？就算他們自己說要效忠擁護，要成
為愛國者，誰相信？一次不忠，幾番背叛，豈
能縱容！民主黨根本不會承認自己在修例風波
期間所做的叛亂國家和禍害香港的行為，更不
要說承擔責任、向公眾致歉。他們只會繼續緊
跟美英路線，繼續以「民主、自由、人權」和
民生事件作為掩護，從事反中亂港的勾當，繼
續服務他們的「主子」。

現在民主黨拋出的所謂立場書，口吻與思維
不改黑暴以來的說法，依然是「政治掛帥、民
生掩飾」，大肆污衊特區社會情況。這是意料
之內的事，因為他們仍要為「主子」提供「彈
藥」，為西方抹黑中央對港政策提供偽證和
「口實」。

不悔改沒有回頭可能
民主黨根本不可能向港人、向中央忠誠，只

能繼續沿着替外部勢力效勞的路線走下去，以
往如是，往後也只會如是。也因此，民主黨最
終的結局，只可能是走上絕路。這不是香港容
不下他們，而是他們在走上極端、押注黑暴，
一條黑路走到底。

特首李家超上任後，與立法會展開「前廳
交流會」。李家超昨日在交流會後表示，十
分滿意成果，認為交流氣氛非常好。交流會
旨在落實行政主導及「愛國者治港」，讓立
法會與政府可相互配合，這是行政立法良性
互動的第一步，希望未來可以「一變十，十
變一百，一百變無限」，令行政立法關係走
上「無限台階」，令政府制定政策及法律時
更加符合市民需要，真正為市民做實事。

對於新政府推動「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
新常態，各界期待這種逐漸制度化的前廳交
流，能夠加強行政與立法間面對面的直接有
效溝通，特別是作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
員，能夠直接面對面向官員上陳民情，拉近
政府與市民業界的距離。這一方面讓市民能
夠有有效的陳情管道，確保民情上達，另一
方面也能夠讓政府施政更加接地氣，更加下
沉，更加貼近社會、貼近市民，從而開啟執
政為民的良政善治新局面。

成行政立法溝通新起點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前廳交流會」

整體氣氛十分良好，議員直接同特首和司長
交流提出意見。自上星期提出舉辦「前廳交
流會」的意見，到今日不到一個星期就落實

實行，確實很有效率，這是一個很好的行政
立法良性互動的新常態，希望在特首帶領
下，行政立法關係有良好的新進展。

李家超早前表示，「前廳交流會」未來將
成為與立法會溝通交流的常設機制，作為一
個起點，讓官員議員有互相認識交流跟進個
案的機會。從特首提議實施交流會的初衷來
看，在增進議員官員相互了解與交流，推動
落實政策，改善施政，提升效能等方面來
看，今次交流會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達到預期的效果。正如民建聯議員陳克勤所
言，官員議員在輕鬆寬鬆的環境中見面，坦
誠地陳述意見交換看法，相信能夠在一定程
度上顯現特首主張的「以結果為目標」的施
政理念。

落實「以結果為目標」
李家超上任後活躍於社交網絡，期望廣開

言路，傾聽市民聲音。他亦多次承諾，會積
極接觸不同界別的人士，在進行10月施政報
告的準備工作中，聆聽不同界別的意見和想
法，嘗試建立一個注重實效的全民政府。從
昨日交流會的實際運作情況來看，雖然絕大
部分議員都有出席，但每一位議員真正能夠
發言表達意見的機會及時間非常有限。因

此，交流會倘若作為議員與官
員交流的恒常機制，建議進一步修訂完善。

其一，交流會應該一如特首答問會，設定
議政主題範圍，這樣議員對該等特定主題能
夠有一個更為充分的準備時間，政府在安排
相關官員出席交流會時也無需勞師動眾大隊
官員齊齊到場，減少不必要的行政資源浪
費，達到事半功倍的施政效果。其二，讓議
員有更充足的時間明晰有關預案，便於立法
會議員能更有效地發揮監督作用。其三，政
府提前將有關施政舉措或法例預告立法會議
員，便於議員有更為充裕的時間向選民或社
會界別解說，從而獲得更為廣泛的支持。其
四，交流會由政府預定主題或經與立法會溝
通協商後形成主題共識，凸顯行政主導的管
治特色。

從今次交流會的情況來看，議員表現相當
積極，特首及司局長的回覆亦十分誠懇積
極，整場會面交流氣氛十分誠懇坦率，這確
實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各界期待強化行政立
法的良性互動關係，充分發揮立法會有效監
督作用，提升管治效能，凸顯行政主導的管
治特色，共同達至想幹事、會幹事、能幹
事、幹好事的施政目標，真正推動落實「以
結果為目標」的良政善治。

「前廳交流」開啟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新常態
嚴 剛 立法會議員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習近平主席親臨香
江並發表重要講話，為香港未來發展指路引
航。作為法律界人士，筆者特別留意到，習
近平主席講話中兩次提及普通法，對香港未
來持續實行普通法制度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
義。

習近平主席指出，「25年來，香港經濟蓬
勃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穩
固，創新科技產業迅速興起，自由開放雄冠
全球，營商環境世界一流，包括普通法在內
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發展，各項社會事業
全面進步，社會大局總體穩定。」習近平主
席強調香港要保持普通法制度，確認香港法
治的獨特優勢，增強社會各界對香港法治的
信心。

香港一直穩佔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大

程度建基於成熟穩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基
建。司法獨立受保障，法官的任命只按其司
法及專業才能作出，法官審理案件時只按法
律和證據，無懼無偏，獨立行事不受任何干
涉。香港的案例不時在海外被引用，正好說
明國際法律界信任香港健全和高質素的司法
制度。

基本法第八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後普通法制度予以保留。香港是世界上唯一
擁有真正英漢雙語普通法體系的司法管轄
區，也是中國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憑
藉普通法體系，香港享有獨特優勢，可以扮
演連通世界與內地的橋樑角色，促進境內外
資本流動和投資。

習近平主席強調「四個必須」時指出，
「第四，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

勢。」「一國兩制」是香港最
根本、最獨特的優勢。普通法制度是「兩
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持續實行普通法制
度是長期堅持「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
「一國兩制」方針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一
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只
有堅持和維護好「一國」，才能充分發揮
「兩制」下香港法律制度的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支持
香港成為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國家「十四五」規劃亦重申了這一目
標。國家政策為香港法律界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機遇，現正在逐步實施，充分體現了中央
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和關懷支持，賦予香港法
律界巨大發展機遇，我們必須堅定信心，努
力奮鬥，開創新篇。

保持普通法制度 發揮香港獨特優勢
陳子遷律師 香江聚賢法律事務委員會主任

連日來，由於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刺
激同情民意，支持安倍主張的日本修憲力量
隨即在日本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
日本國內鼓動修憲的聲音明顯增多。與此同
時，美國《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和一些政客
也公開發聲，稱支持日本「軍事正常化」。

7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執政聯盟
獲勝後提到，安倍生前一直致力於推動修憲
計劃，表示修憲「是非常緊迫的課題」，會
在國會「深入討論，制定具體計劃」。看
來，日本當局的修憲將正式啟動。

修憲在日本是一個沉重、敏感並有很大爭
議的話題。眾所周知，現行的《日本國憲
法》是在二戰後的1947年，由美國主導設計
制定的，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不允許擁有
軍隊，並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因此得
名「和平憲法」。這既是日本戰後回歸國際

社會的前提和基礎，也被普遍認為是東亞保
持持久和平的基石之一。

日本修憲主要面臨兩大方面的障礙，一是
日本國內的修憲法理程序和民意，二是美國
及地區國家特別是過去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
野蠻侵略的國家的態度。前者是主要障礙，
後者是重要的國際制約因素。

自民黨長期以來都是日本政壇的強勢政
黨，並聯合其他政黨長期執政，但日本憲法
規定推動修憲必須獲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以
上議員的贊同才能提出討論，獲得國會通過
後才能交付日本公民投票。之前執政聯盟僅
在眾議院擁有三分之二多數，此次在包括安
倍在內的日本右翼勢力的全力競選下，參議
院的「修憲勢力」合計贏得了177席，已超
越國會提議修憲所需的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的
166席。這一步障礙被排除後，日本國會通過

修憲的可能性大增。從外部因素看，由於美
國出於冷戰思維、維護全球霸權和圍堵打壓
其他大國的戰略需要，試圖讓日本在東北
亞、台海乃至整個印太地區充當美國幫兇的
角色，力推日本修憲。

但日本修憲的危險性極大。一是當下的
日本自身問題很多，包括經濟持續不景氣、
物價高漲、新冠肺炎疫情沒有得到有效控
制、年輕人精神頹廢、老齡問題更加突出等
等。二是修改和平憲法等同於至今沒有真誠
道歉的日本進一步向鄰國發出否定日本侵
略歷史的危險信號，必定會遭到強烈抵制
和反對。

如果日本打開修憲這個「魔盒」，將必定
給日本自身和整個地區帶來巨大的軍事衝突
危險。奉勸日本修憲勢力好自為之，懸崖勒
馬。

日本修憲應懸崖勒馬
馬 躍 資深國際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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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敬 立法會議員

文頴怡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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