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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是最适合香港、最有效的法律 
 

——专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谭惠珠 
 

记者   张晶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惠珠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国”

和“两制”之间需要很多磨合，基本法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为两者提供的最好的衔接平台，

是最适合香港、最有效的法律。 
  谭惠珠是少数几位目前仍活跃在香港社会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作为一名从始至终见证

基本法起草、实施过程的香港资深律师，她深感自己有责任去推广基本法，让“一国两制”能够

更好地贯彻实施。 
  谭惠珠认为，中央对港政策是一贯的，在解决香港社会争议的时候要回归基本法，否则香港

不可能跟中央达成良性互动，香港社会也不可能会有和谐局面。 
  “看到社会上越来越多争议，我常常觉得痛心。国家政策一直在向香港倾斜，但香港并没有

好好抓住国家战略机遇，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出十八般武艺，而是一味被政治争拗牵制着裹足不

前。这样下去，香港的未来不乐观。”谭惠珠强调说。 
  1985年 7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时年 39岁的香港律师谭惠珠从那时起，工
作和生活就没有离开过基本法。 
  谭惠珠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参与讨论时的手写笔记本。翻开厚厚的记录，上面写着当时讨论时

的细节，比如关于香港驻军章节，谁来出资、谁来提供场地、驻军的职责范围等，不少委员都提

出了具体建议。 
  “从一开始有很多争议，到一次次的咨询和调研，可以说基本法中的每一个条文、每一个字

眼，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敲定下来的。”回忆起草过程，谭惠珠记忆

犹新、历历在目。 
  根据基本法第 45 条，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
则而规定，最终达至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谭惠珠说，最初讨论时，行政长官选举办法有 40到 50种方案。1985年，为收集香港各界对
基本法的意见，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共委任 180名成员，在 1988年 4月及 1989
年 2月举行两次公众咨询，广泛听取市民对基本法草案的意见。 
  她表示，关于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在基本法中的表述，是充分考虑对香港发展最有利的原则制

定的。比如，大家都赞成香港不要民粹主义，不要两党对立的政党政治。要选出认受性高的行政

长官，就要兼顾各界利益，比如通过四大界别来提名。 
  “提名委员会的方式，实际上是由香港委员最初提出来的。老实说，不是由于内地草委的支

持投票，我们香港没有普选。”谭惠珠说。 
  她强调，香港普选不在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文中，不是英国人给的，也不是《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给的。因为英国签署该公约时，排除了第 25条第二款，也就是说香港不能普选。
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最终实现普选，是基本法的赋予，是中央政府的赋予。 
  “中央的政策是一贯的，答应你的东西就给你，但是你不可以违背基本法。”谭惠珠说，特

区立法会反对派议员提出的所谓“国际标准”是无稽之谈。中央对港政策是一贯的，反对派不能

要求中央做违背基本法的事情，也不可以绕过提名委员会而搞所谓的“公民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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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她表示，这个关系在基本法起草时就已经确定。总的来说，基本

法是基于宪法第 31 条产生的，基本法不能代替宪法，两者并非平起平坐。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如何在香港事务上行使权力，都是宪法规定的，在基本法中也都有明文规定。 
  “中央对港的全面管治权、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这些在基本法中都写得很清

晰，在处理当前香港社会争议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以基本法为依归，追根溯源，寻求沟通。”

她说。 
  对于香港的发展，谭惠珠不无忧虑。她说，政治争拗已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经济和民生发展，

如果情况不改变，香港和新加坡的距离将越拉越远，在内地也被深圳等城市超越，竞争力将日益

削弱。希望反对派议员能够以主流民意为依归，支持政改方案通过。 
  “政改告一段落后，希望香港社会能够聚焦于经济建设和民生事项，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

路’的战略走出去。要抓住发展机遇，毕竟形势不等人。”她说。 
  （新华社香港 6月 11日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