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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社會倫理」（港情專題）師資培訓（2017-2018）	

第九講撮要（2018 年 2 月 2 日） 	

第一部分  
馮可強先生：香港自強不息 	

講者就高度自治提出有沒有封頂、有沒有絕對標準等問題。他指出 1990年頒佈
基本法時，港人以為中央只保留外交、國防及釋法的權力；到 2014年才暸解中央
對政改擁有最終決定權。 
在董建華年代，中央的確採取了「基本不管，盡量少管」的態度；到 2003年，

反「廿三條」的大遊行成為分水嶺。曾蔭權任內，國內的「十二五規劃」把港澳獨

立成章。梁振英任內，香港社會更嚴重撕裂。講者承認港人治港廿年成績不理想。

他進一步分析 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及有關評論。 
馮可強探討港人的核心價值，提出多元是重要特徵；反映香港文化的混雜性。

不過就缺乏人民與國家、國家與世界的角度。 
講者強調港人要有智慧去迎接未來的挑戰，「一帶一路」、「大灣區」的建設為港

人帶來機遇。就 2047，他認為港人要堅持一國兩制，亦希望中央能審慎處理全面管
治。他呼籲港人當自強。 

 
第二部分 	

何俊仁先生：高度自治、港人核心價值及 2047 年後的想像與規劃  

講者回顧八十年代曾與馮可強、葉國華等探討香港高度自治的最佳模式；進而

討論基本法怎樣去處理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等矛盾。他認為《中英聯合聲明》當時能

發揮穩定作用；同時指出基本法保留著過去英式的司法制度和律師制度、容許外籍

人士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資格等是相當寬鬆。 

何俊仁先生追溯彭定康任內頒佈《人權法》，是一份凌駕式的法律；所以近年陳

浩天成立香港民族黨，政府也沒有法律基礎去起訴他。 

講者指出基本法內政制設計的保守性，民主不能凌駕行政主導等；但畢竟直選

的引進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文化。 

何俊仁探討 2014年人大釋法把修訂選舉制度的程度從三部曲改為五部曲，中央
批准啟動成為新的程序。他亦討論港獨近年從思潮成為運動。 

講者強調香港擁有獨特的生存條件和空間，以及中央領導層對香港功能的重視，

因而不應悲觀，要繼續努力爭取，防止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