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副主席熱地在參加西藏團討論時，見到本報記
者，為前年因故未能赴港參加「西藏文化周」而抱憾，首先
簽下了自己的大名。外交部長楊潔篪、商務部長薄熙來、財
政部長謝旭人、農業部長孫政才、鐵道部長劉志軍、建設部
長汪光燾、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
鵬、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等
眾多部長級官員都不吝筆墨紛紛簽下自己的名字。

本報記者組持多個紀念帖出動，巧的是四名記者都與農業
部部長孫政才喜相逢，孫政才給足面子一一耐心簽名。紀念
冊上也不乏香港人熟悉的名字，港澳辦主任陳佐洱便是其中
之一。另外，簽名冊上還出現了四川省省長杜青林、西藏自
治區主席向巴平措、江西省省長吳新雄、廣西壯族自治區主
席陸兵等省部級領導的簽名。其中向巴平措分別用漢文和藏
文簽了兩次名，惹來一陣羨慕之聲。

李肇星畫笑臉
你知道「白雲」是中國哪位部長嗎？你知道簽名同時畫上

一張笑臉的是哪位高官嗎？
原來「白雲」是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白景富，這裡還有個小

段子，原來他怕被煲呔看到呢。紀念喜帖在部長席中傳遞至
白景富副部長手中，他在紀念冊上簽下筆名白雲，並笑稱：

「我要是簽上真名，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就知道我了，還是
低調一些好！」同時，身材略胖的他督促記者減肥，並表示
要與記者共勉。

前外交部長李肇星雖然已經退休，但在大家眼中依然是明
星，他也不負眾望，在簽名時，來了個與眾不同，不僅瀟灑
簽下大名，還在紀念冊上畫了一個小的笑臉，儼然已經過上
了快樂的退休生活。

中國前駐日大使、現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王毅簽名時，記者

讚他「部長看起來非常精神呀」。王毅停下筆抬起頭，用手
指 自己的頭髮笑言：「你看看，在日本三年，已經生白髮
了呀」。果然看到黑髮中有幾絲白髮，不禁感慨部長為中日
關係三年奔波早生華髮。如今小泉已退，大使升官，也算是
互得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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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成功率
超「兩會」四成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17日電】中共
十七大堪稱歷史上最開放的黨代會，不但
多數代表團的分組討論會允許記者參訪，
更首次批准媒體在分組會後自由提問。另
據透露，每年「兩會」時採訪落地率為
10%，即申請100個專訪僅有10個被批准，
十七大官方則規定採訪落地率要大幅超過

「兩會」，這也成為記者們的福音。
十七大會期第一天，包括北京、重慶、

湖南等眾多團組對外開放。大批中外記者
來到各個團組的分會場。令記者們欣喜的
是，歷時兩個小時左右的分組會結束後，
各代表團組還提供半個小時供記者提問。
據觀察，各個團組均出現不少記者提出的

「辛辣」問題，甚至直指最敏感的人事調動
問題，但十七大代表們仍沉 應對。

依照慣例，每年「兩會」期間，記者均
可針對代表、委員向大會提出採訪申請。
據官方統計，歷次「兩會」的採訪落地率
約為10%。十七大時的採訪落地率將大幅
增加，甚至有可能達到50%.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大會較之以前更加
開放，但仍有四個小組的分會場將不對外
開放，包括解放軍團組、武警團組、台灣
團等。

張春賢挺「湖南超女」
打造文化強省

【本報十七大報
道組北京17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
錦濤在十七大報告
中提出，未來將掀
起文化大繁榮、大
發 展 新 高 潮 。 對
此，十七大代表、
湖南省省委書記張
春賢(見圖)在湖南代
表團開放討論會上表示，湖南文化產業未
來發展勢頭良好，欲把湖南打造成文化強
省。此外，對於外界褒貶不一的「湖南超
女」節目，張春賢認為，儘管社會對其有
不同看法，但「湖南超女」這一團隊值得
眾人了解和期待。

「超女是文化實踐一部分」
張春賢說，「『超女』本身很娛樂化，在

其播出後，社會上對其一直有不同的看
法，可能一部分人會認為其高雅不足。但
這不能否認它仍是我們文化實踐的一部
分，而發展文化產業的目的即是滿足民眾
的需求。」

張春賢同時指出，作為文化產品應承載
一定社會責任，因此，未來在打造文化產
品時，也應把社會責任考慮進去，以滿足
不同的文化需求。

據介紹，最新公佈的中國文化品牌報告
中，全國上榜的58個文化品牌中，湖南的
品牌即佔17個，超過全國的1/4。

本報紀念喜帖
50高官齊簽名
大員紛揮筆 向海內外讀者致意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17日電】這次中共17

大，中央部委高官雲集的國家機關代表團與其他

各省團組更開放、更透明，尤其對境外媒體更為

友善，互動頻頻。國家機關代表團在討論時，不

但新增記者席與記者提問環節，五十多名高官代

表更為本報特製的「祝賀十七大召開」紀念喜帖

上簽名向海內外讀者致意。而其他各省市大員亦

紛紛簽名。

【本報訊】俄新社北京10月16日發表題為
《中國的黨代會：為成長中的巨人把脈》一
文，描述了俄羅斯對中共十七大的看法。俄
羅斯人曾目睹了蘇聯共產黨失去內在活力的
漫長悲劇，公眾總是下意識的認為「他們的」
黨代會和我們這裡的一樣，中國發生的事情
和蘇聯沒什麼區別。顯然，經歷了制度改變
的其他一些國家也會有這種錯覺。但一些具
有判斷力的俄羅斯人現在意識到，在俄羅斯
失敗了的東西可能會在中國有出色的表現。

15年來中國與消亡的蘇聯之間很少共同之
處，儘管他們都有「共產黨」這個稱號。中
國領導人非常關心一向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政
策最本質的東西——不讓收入上的不平等對
社會的生存構成威脅。

「人均」概念入報告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到2020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比2000年翻兩番。中
國已經連續五年保持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

10%的水平，看不到有什麼因素能妨礙這個
任務的完成。

中共十六大已經提出類似的想法，但是此
次增加了「人均」的提法。此外，胡錦濤在
報告中多次提到了「民主」這個詞，還 重
談了建設繁榮的和諧社會的問題。而和諧需
要一定程度的公正，當然，這種公正不能妨
礙個人的積極性。

俄收入差距已失控
關注中國政策的人毫不懷疑，這個國家不

想重犯俄羅斯的錯誤。在俄羅斯，人們收入
上的差距曾經完全失控。相對於俄羅斯來
說，中國是個更加市場化的國家。

中國消除不平等現象的政策仍處在摸索階
段，而且執行起來並非一帆風順。中國把新
加坡等國家作為榜樣，但是中國比它們大，
比它們複雜。能否不僅使國家變得經濟上強
大，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避免發生社會動盪，
既是中國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全世界的一

項重要任務。
胡錦濤報告中一個有意思的看法是，經濟

增長的火車頭首先是內地的消費需求，然後

才是投資和出口。胡錦濤關於經濟高速增長
不應損害生態環境和不應迅速消耗自然資源
的思想也令外部世界特別感興趣。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17日電】十七大代表、著名作家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7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貪腐可以說
是「社會糖尿病」，不一定導致政權迅速滅亡，但會產生無
數併發症，令國家、社會變得虛弱，不堪一擊，最後必然導
致滅亡。他說，據他對歷史上各朝的粗淺比較，中國當前的
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但是腐敗現象依然猖獗，反腐鬥爭任重
道遠。

痛斥貪官自白書
著有《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及《乾

隆皇帝》) 的二月河認為，小說是歷史真實的藝術折射，腐
敗從來就與意識形態無關，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病。

他說，形象點比喻，貪腐是富貴了才得的糖尿病，而且隱
蔽性極強，雖不直接讓你死，但會慢慢削弱你的免疫力，衍
生出諸多併發症，不知不覺間就要了你的命。

二月河指出，現在很多貪官污吏落網後，往往「悔過」稱
自己窮苦出身，受到黨的栽培當上領導，但放棄了對世界觀
的改造，受到拜金主義腐蝕才導致墮落。他直言：「這種自
白純屬卸責，胡說八道。」因為即使資本主義的拜金主義也
有道德規範和準則，也不允許通過非正常渠道斂財，所以貪

官不如說自己從小缺乏家教、沒被教育好，更符合實際。
他說，自己對歷史各朝的反腐措施作過粗淺比較，當前中

的力度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大，但是腐敗勢頭仍十分猖獗、現
象十分普遍，滲透力也十分強大，人民群眾的不滿十分強
烈。若不加以遏制，就不是併發症的問題，而是會嚴重影響
中共的執政形象，令民眾對中共的執政理念產生懷疑。

二月河表示，胡總在17大報告中提到，今後對腐敗現象將
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顯示了中共從
源頭遏制腐敗的決心。

「胡總念到這些的時候，會場掌聲經久不息，充分反映了
黨意民心與國情實際。」他說，代表的掌聲包含兩層含義，
一是對當前反腐業績的鼓勵與肯定，二是代表對中央更大的
期許。

金庸是天才 王朔是鬼才 自己是人才
二月河對香港文壇大師金庸極力推崇，笑言金庸是一百年

內不可能再出現的天才，而他自己是人才，內地另一知名作
家王朔則是鬼才。他並稱，自己最喜歡的金庸作品是《神雕
俠侶》，充滿了人性的溫暖與蒼涼，令他最為震撼。

二月河說，中國武俠小說最早可以追溯到《史記·遊俠列

傳》；過了一千年，出
現了唐代傳奇；又過了
幾百年，才有了明清的
公案小說。然後又經過
幾百年沉寂，又有了金
庸、梁羽生、古龍，逐
漸形成新武俠流派。

「你看，經過幾百年的
積累才出現了金庸，我
們怎麼能指望在一百年
內又有一個呢？」

他表示，金庸的很多
小說自己都讀過，像

《天龍八部》等等，但
最喜歡的還屬《神雕俠
侶 》。 「 楊 過 本 身 無
罪，但是有個大家討厭的父親楊康，所以成份不好，一出生
就受到所有人欺負。」二月河說，金庸對楊過人生命運的安
排以及亦正亦邪性格的刻畫，合乎人性，貫穿了深刻而細膩
的人文理念，令他頗為震撼。

■17大開放採訪，一些焦點人物成為
「大熱」。據悉，許多媒體提交了申請表
要求採訪江蘇書記李源潮，但昨晚只安
排部分媒體訪問。這引起一些已提交採
訪申請而未允許進入採訪室的媒體不
滿，等候採訪的記者在門口擾攘了10多
分鐘，最終在工作人員的解釋下平息。
據工作人員透露，這次只允許英國經濟
學人、香港無線等八家媒體採訪。

本報17大報道組

爭訪李源潮

■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接受媒體採
訪，現場氣氛熱烈。 新華社

■十七大期
間，各國媒
體 紛 紛 關
注，表達對
中國的意見
看法。圖為
外國記者在
十七大新聞
討論會上拍
攝。

新華社

■部分17大代表為本報簽名，你能猜出
他們是誰嗎？ 本報17大報道組北京傳真

■十七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
河。 本報北京傳真

香
港
文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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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貪腐是社會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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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日公布《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

書》，建議增設兩層政治委任職位，包括11個副局長

和13個政治助理。我們認為，發展政治委任制度，

是向開放政府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既有助吸引

社會各界人才加入政府，提升施政水平，亦有助培

養治港人才，為推進民主、實現普選創造條件，大

方向值得支持。鑒於目前社會對新制尚存疑慮，政

府應汲取意見，釐清理念，尋求共識，完善政治委

任制。各政黨亦應放下成見，積極提出建設性意

見，以寬容態度支持這項對本港未來發展有重大意

義的政策。

過去在高官問責制之下，各問責局長往往要一人身

兼數職，既要制訂、推銷政策，接受立法會質詢，進

行政治游說工作，又要落區體察民情，令到局長的工

作過分繁重，難免影響施政。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

理，有助分擔局長負荷，提升施政效率；同時令局長

能有更充裕的時間加強與市民溝通，了解民情，令政

策範疇內的工作更有成效。

增設兩層政治委任職位，既可吸引社會各界的人才

加入政府，亦可作為本港政治人才的儲存庫，為將來

政制的發展做好準備。過去本港一直被詬病政治人才

不足，直接拖慢政制發展。因此，擴大政治委任職位

有助解決人才不足的問題，對本港的政制發展有正面

的作用。

社會各界對於發展政治委任制尚存疑慮，擔心可能

出現政治酬庸、權責不明、卸責文化以及疊床架屋等

問題。這些疑慮反映政府推廣政治委任制的工作有待

加強，以能讓市民進一步了解委任制的好處。因此，

政府應該以虛懷若谷的態度看待社會上的不同意見，

去蕪存菁加以吸納。針對社會的疑慮，政府應進一步

強化委任制的問責性，增加選拔人才的透明度，釐清

與公務員的權責，以爭取社會的支持。同時，在選拔

人才方面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不拘一格，唯才是

舉。

應該看到，政治委任制度是香港的新事物，在推行

時遇到問題十分正常，各界不應對此過分求全責備。

政府在02年推行高官問責制時，初期同樣出現不少問

題，但問責制運作幾年，逐漸磨合，上了軌道。任何

新制度需要一段適應期，社會應多一點體諒和多一點

支持。各政黨不應囿於偏見和一黨之私，對政治委任

制吹毛求疵，諸多非難，而應提出建設性意見，令政

治委任制度更加完善。

市區重建局昨日宣布，以每呎8,508元收購中西區

嘉咸街、卑利街重建項目內的業權，成為市建局歷年

最高的收購價。但有嘉咸街業主自組公司提出反收購

建議，爭奪重建計劃，提出以舖換舖、樓換樓，或較

市建局收購價高5%收購業權。

事實上，由私人發展商直接收購自行發展難度

大，風險高，對業主不一定有利。市區重建局以破

紀錄的價格收購嘉咸街、卑利街的舊樓，既考慮到

項目位處優質地皮，亦照顧到近期樓市和股市暢

旺、經濟氣氛轉好的因素，是對業主較為有利而穩

妥的安排。業主應該把握機會，接受市建局收購建

議，令重建項目盡快落實。如果業主不切實際地寄

望有人給更高價收購業權而拒絕市建局的安排，拖

延重建項目的進度，業主利益和社區發展可能都會

遭受損失。

嘉咸街重建項目收購的物業日久失修，衛生欠佳，

大部分業主都期待重建早日實施，令個人居住和社區

環境得到改善。該重建項目的物業屬於戰前舊樓，政

府以同區7年樓齡的價格作出收購，平均呎價達到八

千多元，較之市區豪宅也不遑多讓，業內人士也認為

該收購價非常合理。由於城規會已把該發展地盤劃分

為綜合發展區，根據城規條例和建築物條例，私人發

展商若要在地盤進行發展，需經政府審批許可，更需

100%的業主同意。靠無收地權力的發展商逐家逐戶地

談判收購條件，過程曠日持久。發展商不僅要面對樓

價波動的風險，而且會因業權難收的問題而陷入冗長

的官司，所以發展商介入嘉咸街重建項目可能性並不

高。加上市建局在該地擁有一幢物業，若要進行私人

發展，須經市建局的同意。這也意味私人發展的方案

並不可行。相反，市區重建局的收購則是強制性的，

收購的進展有保障。嘉咸街重建拖延將近十年，該區

居民對收購早已望穿秋水。業主不應對私人收購抱不

切實際的幻想，否則再節外生枝，重建受阻滯，對業

主和社區都無好處。

其實，社區的重建不只是賠償問題。隨 保育意識

的提高，市民越來越重視社區發展須兼顧保育活化、

維護集體回憶。嘉咸街和卑利街是全港最古老的市

集，重建項目應該保留該區的原有特色，引入本地老

字號品牌店舖，將嘉咸街打造成為全港第一條「老店

街」，成為本港新的旅遊、購物景點，達致「保育活

化、新舊交融」的目標。市建局在注意成本核算的同

時，須在社區建設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

寬容對待政治委任制 「天價」收購嘉咸街 業主切莫失良機

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昨在有關記者會上表示，報告結果進一
步確認香港為亞洲外資機構及資金的國際匯聚點，並顯示香

港繼續成為外資公司投資內地及內地公司進軍國際巿場的雙向跳
板。同時，今年上半年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量為271億美元，
按年增長31%，預料全年有機會達400億美元。

全球第七 大幅拋離星洲　
不過，盧維思亦強調，香港正處於競爭激烈及高增長的地區，

投資者的選擇愈來愈多；加上面對高企的寫字樓租金、有待改善
的空氣質素及短缺的國際學校學額等挑戰，香港不能掉以輕心。
他說，政府已意識到上述問題並致力作出改善。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兼經濟學教授王于漸則表示，去年全球股
市向好，企業純利增長，從事資源及服務行業的公司，併購活動
頻繁，但今年全球股市已處於高位，加上信貸收縮，預期全球以
至本港吸納的外來直接投資將減少。

信貸收縮 今年吸資料減
王于漸又指出，雖然香港人才短缺及環境問題難有立竿見影的

改善，但政府只要持久推動及好好利用本身優勢，如法治、開放
的市場、地理環境及與周邊地區長期建立的關係等，他會對香港
仍有信心。至於內地實施宏觀調控措施，王于漸相信不會影響外
來投資流入香港；加上內地經濟仍在轉型，香港正可滿足內地對
大量外來資金及技術流入的需求。

另外，聯合國報告指出，繼香港之後，亞洲區錄得最大外來直
接投資總額的地區依次為新加坡（242億美元）、印度（170億美
元）、泰國（98億美元）及台灣（74億美元）(見表)。

雖然香港在吸納外來直接投資的全球排名升至第七位，但以429
億美元的金額計算，不到第一位的美國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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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李永青)「2007年
世界投資報告」顯示，蟬聯首位的中
國內地，其外來直接投資總額卻經歷
7年以來首度下調。06年，中國內地
共錄得690億美元的外來直接投資流
入量，比05年同期輕微下跌4%。然
而，香港與內地去年接收的外來直接
投資流入量，仍佔亞洲區內相關總額
超過一半。

報告撰寫者米洛斯認為，外商減少
對中國的投資，意味 中國的投資水
平終於回到正常水平。

在外國投資人的投資地區選擇上，
選擇中國者佔52%，選擇印度者佔
41%，美國、俄羅斯和巴西則分別為
36%、22%及12%。

同時，印度與中國內地正開始挑戰
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的主導地位，如

香港、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印度去
年吸引169億美元外來投資，居亞洲
第四位，相當於印度前三年流入量的
總和。

印度成外國投資者次選
報告說，由於中國與印度強勁的表

現支撐，南亞、東亞和東南亞仍可能
繼續維持快速的經濟成長。此外，由
於印度、中國、印尼和越南等國家的
發展基礎建設，這些地區對「尋求效
率」型的外資，將可能更具吸引力。

台灣方面，去年吸收的外來直接投
資達74億美元，創下新高，在亞洲區
排名第六，是前一年的四倍半有餘。
報告指出，台灣外來直接投資快速成
長，主要是因為外資進入台灣的銀行
界及東森企業。

發展中地區 跨國企業冒起　
【本報訊】（記者 李永青）聯合國報告又

指，儘管全球跨國公司總體上仍由發達國家企
業所主導，但目前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在世界
非金融跨國公司百強榜上，來自發展中經濟體
的企業數量從2004年的5家增加到2005年的7
家。其中內地和香港的大型跨國企業在發展中
國家非金融跨國公司世界25強中佔了6席。

亞洲佔了發展中國家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
榜中的78家，這些跨國公司經營的行業範圍，

比發達國家的最大的跨國公司更為廣泛。

發展中「跨企」 和黃居榜首
報告指出，2005年發展中國家非金融跨國公

司世界25強中，香港的和黃集團、怡和集團及
中電控股，分別排名第1、第7及第14位。內地
企業方面，中信集團排名第8，中國遠洋運輸
總公司、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及中國石油天然
氣集團，分別排在第11、第17和第22位。

IMF籲華調整貨幣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昨天發表最新全

球經濟前景報告，表示中國經濟增長今年和明
年都可能繼續領先亞洲，並再次呼籲中國調整
其貨幣政策。

報告預期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達11.5%，比7月

的預計上升0.3%，到明年經濟增長會放緩到
10%，但可能會超過這個數字。報告指經濟短
期內加快增長，會增加投資過盛的危機，如果
增加匯率的彈性可能有幫助。

■法新社/美聯社

【本報訊】(記者 李永青)聯合國貿易和發展
會議的《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6年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為1,306萬億美元，較
2005年增長38%，接近2000年創下的歷史最高
紀錄的1.4萬億美元，且增長遍及已開發、開
發中及轉型期三大類經濟體。同時，去年美國
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金額達
1,754億美元，其後是英國、法國和比利時。

報告預測，今年及其後的跨國直接投資可望
繼續保持上升趨勢，但增長的速度比06年為
慢，這與全球經濟增長相 合。聯合國官員
說，今年上半年全球跨國併購比去年同期增長
近60%。

全球併購 私募基金角色增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蘇巴猜強調，

報告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趨勢，是去年開發
中國家和前蘇聯及東南歐轉型期經濟體都達到
了各自歷來最高的外來直接投資水平，前者為
3,790億美元，比前一年增長21%，後者則以
690億美元，增長68%。另一個趨勢，是私募
基金在全球併購活動中的角色逐漸加重。報告
指去年私募基金和其它集體投資基金參與的跨
國併購金額達1,580億美元，較前年增長18%。
私募基金對收購大型上市公司愈來愈有興趣，
其影響值得關注。

■香港在吸引全球外來直接投資方面持續錄得大幅增長，
連續五年雄踞亞洲第二，僅次於中國內地。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王于漸（左）及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向
傳媒介紹聯合國的報告。 本報記者李永青 攝

■中國內地去年吸引外來直接投資7年來首現放緩。圖
為外資聚集的上海陸家嘴金融區。

內外資雙向跳板 去年流入3346億增28％

■亞洲吸引外資十強變化
排名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1 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

60.6 72.4 69.5
2 香港 香港 香港

34.0 33.6 42.9
3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19.8 15.0 24.2
4 韓國 泰國 印度

9.0 9.0 16.9
5 日本 印尼 泰國

7.8 8.3 9.8
6 印度 韓國 台灣

5.8 7.0 7.4
7 馬來西亞 印度 馬來西亞

4.6 6.7 6.1
8 台灣 馬來西亞 印尼

1.9 4.0 5.6
9 印尼 日本 韓國

1.9 2.8 5.0
10 越南 越南 菲律賓

1.6 2.0 2.4
(單位：十億美元)

資料來源：聯合國《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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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李永青)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2007年世界

投資報告》顯示，香港在2006年全球外來直接投資總額錄得大幅增

長，共吸引429億美元(折合3346.2億港元)流入，較2005年同期上升

28%，為有紀錄以來的第二高數字。在全球外來直接投資目的地中，

香港再度高踞亞洲第二，僅次於中國內地。引資數字並再次拋離新加

坡，而全球排名則由第8位升至第7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