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中層力量  維護整體利益 

 

鼓吹「公投」形同煽動「港獨」  

黃英豪律師 全國政協委員  

 

 有立法會議員提出要在香港舉行「公投」，決定 07、08 年香港的政制發展，

此舉反映出一種很值得注意的動向。眾所周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在今年 4

月份就香港 07 年立法會和 08 年行政長官選舉作出原則性規定，該立法會議員提

出以「公投」方式挑戰人大決定的動議，實際上是對中國現行憲政體制乃至「一

國兩制」的公然挑戰，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形同煽動「港獨」。  

 

 在中國現行的體制和「一國兩制」之下，全國人大及常委會是最高權力機構，

根據基本法第一條和第二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

治。換言之，香港絕對不是一個政治上獨立的實體，其高度自治的權力源於全國

人大的授權，從憲政體制和基本法看，香港根本沒有法律依據來挑戰全國人大的

決定。  

 

港英也不能挑戰倫敦決定  

 

 同樣，在英國管治時期，香港也不可能挑戰甚至推翻宗主國的決定。  

 

 我記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越南難民問題上，英國政府強令把香港作為第一收

容港，當時港人很有意見，一些立法局議員也多次提出不同意見，但是，英國當

局還是一意孤行，香港也只得無可奈何地吞下這個苦果。從法律角度看，英國樞

密院對案件所作出的裁決，香港的法庭也必須遵從，不可能用其他方式來嘗試推

翻英國樞密院的裁定。  

 

 至於「公投」，在政治學理論中又稱全民公決，源於古希臘由平民大會直接參

與政治決定。後來，全民公決逐步被代議制取代，全民公決成為一種彌補其不足

的手段。  

 

鼓吹公投是危險違憲行徑  

 

 環顧世界，在政治上的公投主要是過去受到西方殖民統治的國家和人民，為了

落實民族自決，敦促殖民宗主國盡快、無條件地結束殖民統治，允許其獨立的一

種手段。近年來，在國際上最有名的公投案例是北愛爾蘭、加拿大的魁北克、東

帝汶等，他們都是屬於動員該地區的民意來追求獨立的行為。不過，即使是魁北

克的投票，後來也於 1998 年被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其行為違憲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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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鼓吹用公民投票方式，決定政制發展方向並嘗試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不僅違反我國憲法和基本法，而且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行為。因為，香港不

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更不是獨立的國家，它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特別

行政區。無論是從政治學理論，還是憲政體制和法制等方面看，香港都不適宜進

行政治方面的公投。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在香港內部達成共識，報全國人大

常委會批准後才能落實，這是一個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相互協調的過程，在「一

國兩制」原則下，中央政府充分聽取香港的意見，而香港必須尊重中央的考慮和

決定，即使是對中央的決定有不同看法，也應該通過理性的討論而達成共識，不

可能單方面由港人來決定。  

 

「港人自決」等於「港獨」  

 

 如果像該名立法會議員的動議那樣，用港人公投方式來決定政制，無形中就是

要求「港人自決」，不再理會中央政府的意見和決定，這和「港獨」有什麼區別？

中國是絕不會容許這種分離行為，如果某些人還是如此煽動市民情緒，做出這樣

違憲、違法的行為，就會令中央和香港關係處於一種非常緊張狀態，對香港未來

的發展將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去年，我到北京和學者交流時，有人就問我香港未來是否會有人借公投名義，

要求聯合國「托管」，以達到其成為獨立實體之目的。現在看來，北京學者的擔

憂，的確是有一定道理的。希望這位大學老師出身的新議員，多了解這些基本政

治常識，多了解中國的國情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不要再輕率地提出這種不利於

香港政制健康發展的動議。  

 

 當然，立法會議員有權提出不具約束力的動議，其在立法會上的發言也不受法

律追究。但是，每一位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已經莊嚴宣誓效忠基本法，我認為，

他們的所做所為，必須嚴格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和遵守基本法，不能作出有

損基本法的行為。同樣，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也要遵守基本法，議員所提出的動議

並不是不受制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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