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服務業將在國家產業結構轉型中大顯身手
第一，彭主任指出，「十二五」期間，國家將把推動服務業發展作為產

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香港服務業產值佔經濟總量的九成以上，人

才集中，經驗豐富，一定會在國家產業結構轉型中大顯身手。

發展服務業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目標是2015年服務業佔生產

總值的比重超過一半，這意味 在2015年以前，服務業佔GDP比重需要增

加近7個百分點。這個目標不但為推動服務業發展，同時也要通過推動生

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如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營銷和品牌管理等，加

大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力度，令內地製造業從低端的加工升級到價值鏈

的高端。雖然外商對內地服務業市場同樣虎視眈眈，但港商憑藉地理、文

化上的優勢，加上多年來累積對內地市場的認識，以及國家政策上的優惠

待遇，香港的服務業一定會在國家產業結構轉型中大顯身手，特別是香港

近年 力發展的多項優勢產業，如創新科技、創意產業、檢測及認證等。

港商應充分利用CEPA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帶來的各項開放措施，借助

內地服務業發展的勢頭，透過為內地企業提供服務或與內地企業建立夥伴

關係，在內地拓展業務。

香港將在粵港澳區域發展中發揮龍頭作用
第二，彭主任指出，「十二五」期間，國家將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實現地區均衡和可持續發展。香港利用獨特的區位優勢和「三個中心」的

特殊功能，一定會在粵港澳合作和「珠三角」區域發展中發揮龍頭作用。

「十二五」規劃把深化粵港澳合作納入發展重點之一，提出促進區域經

濟發展，並明言會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去年4月7日，在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的見證下，香港特首曾蔭權與廣東省長黃華華在北京共同簽署《粵

港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首次強調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為龍頭的金融合作

區，將粵港建設成世界級新經濟區域和城市群。深化粵港澳合作的戰略已

從致力於產業合作，向共同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

轉變，合作領域已從經貿為主向經貿、社會、民生合作並重轉變。當前深

圳前海、深港河套、珠澳橫琴、廣州南沙等重點合作載體建設，是粵港澳

三地深化服務業合作、的重要內容。在重點合作建設項目方面主要有港珠

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港深西部快速軌道、深港東部通道等跨境大型

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對此，曾特首2月16日在禮賓府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會面，都認同粵港合作有進一步加強的空間，並希望港深機場連接鐵路、

港珠澳大橋等多個跨境基建納入「十二五」規劃後，可以加快這些基建工

程的推動工作。

國家擴大內需為香港帶來巨大商機
第三，彭主任指出，「十二五」期間，國家將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

需求戰略，逐步使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

的工商城市，連續十七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一定會捕捉這一巨大

商機而大有作為。

「十二五」期間國家整體社會經濟的

發展方向，其中主軸是「進行經濟結構

調整」，而且又以「擴大內需」為主要戰

略。同時，隨 內地經濟發展，中產階層急

速擴大，居民的消費能力不斷提高，房屋、轎

車、食物、時裝、旅遊正成為追求高檔次、名品牌、高

質量目標，這給香港帶來無限商機和龐大市場。香港的服飾衣履、電子產

品、鐘錶珠寶、家庭用品和食品等等，都對內地消費者有巨大吸引力。對

於很多內地消費者來說，香港產品不但是時尚潮流的代表，更是素質的保

證。同時，為配合國家擴大內需的政策，特區政府會加強與內地的合作，

積極協助港資企業開拓內銷的商機。

香港在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與合作中發揮作用
第四，彭主任指出，「十二五」期間，國家將繼續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

戰略，進一步融入全球化經濟格局之中。香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廣

泛的國際市場聯繫，一定會在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與合作的進程中，發

揮平台和橋樑作用。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進一步縮小了同世界主要經濟體、

主要大國的實力對比差距，具備了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的能力和資

格；同時，隨 中國發展同國際體系的逐步融合，中國經濟受國際環境的

影響也愈加明顯，而現有的體系和規制又存在 明顯不公平、不合理、阻

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因素，因此中國登上治理全球經濟事務的中心舞台，

是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對中國而言，更需要考慮的問題是，

如何在這個舞台上舞出最恰當的舞步。香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廣泛

的國際市場聯繫，在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與合作的進程中，其平台和橋

樑作用更加凸顯。

香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十二五」期間將進一步發揮內地與國

際市場連接的中介和橋樑作用，進一步成為內地企業「引進來、走出去」

最理想的平台。香港企業的國際市場網絡遍及全球，加上香港商人敏銳的

觸角，以及跟外國客戶長期的緊密聯繫和溝通，香港可以在產品設計、研

究開發、品質控制、市場推廣、運輸物流、增強企業管理等方面，為內地

企業提供增值服務，優化企業形象和管治，提高內地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

爭力。內地企業更可利用香港提供的商貿服務，作為擴充業務的平台，開

拓國際市場。

彭主任在致辭最後表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在下個月審議「十二五」

規劃，他由衷祝願香港各界同心同德，借國家「十二五」東風，譜寫香港

發展的新篇章！這一良好祝願，正揭示了香港借力「十二五」譜寫新篇章

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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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李怡也算是一個為人熟悉
的資深文化人，由於文化人代表了獨
立、學問、見識和氣節，人們一般都
會給予禮貌上的尊重。可惜，這個文
化人表現極為失常，不但沒有文化人
應有的修為，而且連最基本的客觀認

識也欠奉。
最近，本港發生了導遊與內地旅客打鬥事件，本

來，傳媒揭露病源，提出改善建議是應有之義。但李
怡在《蘋果日報》2月9日發表的社評，將導遊阿蓉、
阿珍等「刀手」的宰客行為反歸咎於內地旅客「貪小

便宜」，誣衊「在苛政之下培育出大陸眾多鑽空子、
貪便宜的刁民，他們鑽零團費的空子來香港享受免費
或廉價的旅遊，但就是不購物或少購物」。李怡在
《蘋果日報》2月16日發表的社評更說：「不做刁民，
不學會依附權力、鑽空子、搵 數，在專權政治下難
有活路⋯⋯現在社會所形成的這種人民素質，實是60
多年來的專權政治實施的結果。」
本來，上述事件香港法庭已有定案，不過屬於個別

人的行為不檢而已，那是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
但李怡卻不問青紅皂白，上綱上線，指該事件是「內
地社會惡質化對香港的踐踏」。李怡的指控，不但有

欠客觀公正，而且極為惡毒，因為，此舉不但以內地
個別人的行為抹黑13億同胞，而且恩將仇報，將內地
開放旅遊，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好意當成對香港社會
的踐踏，將香港人與內地13億同胞置於互相仇視的對
立面之上。
其實，李怡的謬誤是不堪一駁的，因為，香港人在

內地犯法的事時有所聞，如最近一名香港司機在內地
發生車禍後還繼續開車，導致一名嬰兒在其車輪下軋
成肉碎。如果照李怡的邏輯，那豈不是可以說是香港
資本主義的自私醜惡本質對內地的踐踏？香港人對內
地人民的生命視如草芥？雖然，該名冷血司機的所為
令人不齒，但內地輿論卻沒有一棒打了一船人，將香
港人視作冷血兇手，也沒有因此而指控香港社會惡質
化。
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兩地人民的關係血濃於水，

香港有任何困難，中央政府無不無私相助，香港人
對內地的參與也越來越深入廣泛，在內地工作的港
人不計其數，而兩地婚姻已超過半數，我們甚至可
以說，今日兩地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無分
彼此，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與日俱增，兩地人
民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已成普遍大勢。李怡在這形
勢之下，仍為其政治目的逆勢而為，借故生事，挑
撥離間，不但用心險毒，而且愚不可及。
從李怡近日的瘋狂表現所見，令人感到這位垂垂老

去的文化人，已有了嚴重的危機感，他為了維持自己
在其主子心目中的地位，不惜劍走偏鋒，以激進的反
共思潮表現自己的忠心。但作為一個文化人，他可以
有不同的政治見解，但不應該顛倒黑白，舉起刀筆亂
砍亂殺，沾了同胞的血漬，為自己製作益壽延年的人
血饅頭。

彭清華全面揭示「十二五」為港帶來巨大機遇

民主黨「元
老 」、 香 港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自今年1
月2日逝世後，至今繼續「被
消費」，悼念活動辦個不停。
「支聯會」將於本月25日在柴
灣歌連臣角墳場舉行儀式，將
司徒華一半的骨灰撒在該處的
花園，27日又再舉辦「追思
會」。

逝者日「跑」三場如何安息
據介紹，27日舉行的司徒華

追思會將於中午12時至晚上9時
半在維園舉行，「玩足全日」。
追思會分為3個環節，包括南亭
廣場設有祭壇供市民獻花，下
午4時至6時會舉行分享會，由
司徒華生前好友分享司徒華一
生的點滴，晚上8時至9時半則

為燭光晚會，祝願司徒華在天
之靈安息。
所謂「民運人士」王丹早前

聲稱要來港親身參加司徒華的
安息禮拜，挑起政治爭拗而備
受批評。據「支聯會」代主席
李卓人聲言，大會曾聯絡王
丹，對方稱不會再次申請來
港，但會製作錄像講話在追思
會上播放。
另外，司徒華生前意願，是

希望將自己部分骨灰撒在歌連
臣角，部分則撒在海中，北望
神州大地。不過，「支聯會」
只公布了骨灰撒在歌連臣角的
時間，仍未定出拋入海中之
時，司徒華去世已經2個月，但
在屢被反對派消費下，看來
「有排先可以真正安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支聯會又搞追思會 司徒華「忙過」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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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李怡反共反昏了頭 梁立人

彭清華主任在中聯辦2011年新春酒會上發表題為《借力

「十二五」，譜寫新篇章》的致辭，這篇致辭回顧了國家與香

港經歷過的極不平凡的2010年，強調今年是國家「十二五」

的開局之年，「十二五」宏偉目標的實現，需要香港的積極

參與，也必將給香港發展帶來新的巨大機遇。香港社會對國

家制定「十二五」規劃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彭主任的致辭，

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十二五」為港帶來的巨大機遇，對香

港社會各界抓住「十二五」機遇，加強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長

遠謀劃，進一步明確自身發展目標和路向，在更大範圍、更

寬領域、更高層次上融入國家建設，在促進國家發展中不斷

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都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不得安生

試圖借所謂
「5區公投」搶

奪反對派「龍頭」位置的公民
黨，如意算盤因投票率慘淡而
落空，但仍貫徹其「又食又拎」
的投機心態，既要反政改，又
要「全情投入」地參與。該黨
黨魁梁家傑（袋巾）透露，他
們會積極參與特首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並聲稱會以
「盡快取消功能界別，反對特權
壟斷」為口號，爭取支持。
梁家傑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

承認，自政改方案通過後，不
能單靠「××年要有雙普選」
口號，「你試 去橫頭磡、黃
大仙，再講××年期要有雙普
選？街坊只會嘴藐藐」，故他認
為「當務之急」，是先與其他反

對派政黨商討「點樣動員、為
什麼動員，及點解要參與」，盡
快找出一個「延續新民主運動」
的議題，提醒公眾「目前選舉
制度不合理之處」，並提出「盡
快取消功能界別，反對特權壟
斷」為口號。梁家傑聲言，這
議題會較易聚眾及爭取到市民
的支持。
梁家傑圖參與來屆特首選舉

已屬司馬昭之心。不過，他聲
言，該黨呼籲更多志同道合者
參加選委會界別選舉，「特首
選舉只是次要」。該黨副主席黎
廣德補充稱，經歷所謂「公投」
後，部分年輕專業人士都希望
參與，而能否湊足人選參加選
委會選舉，目前尚言之過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袋巾吹雞攻選委會 稱非為選特首鋪路
自相矛盾

民記新書談關愛
邀10專家析民生

殷曉靜曾鈺成發布會撐場
民建聯昨日舉行《愛建家園》新書

發布會，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林瑞麟、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以及
聯合出版集團副總裁曾協泰等親臨撐
場。
譚Sir在致辭中表示，民建聯一直以

來都將政策研究視為政黨的重要工
作，致力提高自身的政策研究水平，
《愛建家園》的內容集中在社會建設
方面，希望從關愛出發去思考社會政
策，從而推動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理
解包容，令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更大的
共識基礎，更能夠促進社會的公平與
和諧。
《愛建家園》一書涉及和諧家庭政

策、青少年跨境吸毒、發展社會企

業、環境保護政策、東南九龍發展、
新界整體發展及提倡設立地質公園等
議題，並收錄了民建聯和學者共同合
作研究的《學習差異兒童學前教育報
告書》，又邀請了10位專家學者，包
括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教授周永新、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
丹理等，就相關議題撰寫深入評論，
令政策思考的角度更加豐富。

譚Sir：續邀學界研究政策
譚Sir坦言，專家學者的意見有助民

建聯深化對有關政策議題的思考，未
來會加強與學界和專業界合作，推動
更多的政策研究項目。他又笑說，昨
日是正月十五元宵佳節，是中國的情
人節，在此良辰發布《愛建家園》這
本書，可以說十分應節，還大講潮語
呼籲城中「剩男剩女」把握良機物色
對象，一起推廣人與人之間，以及對

香港的關愛，惹得全場大笑。

20周年慶新作回顧創黨路
譚Sir在會上不忘感謝中華書局連續

兩年大力支持該黨出版政策研究書
籍，還預告今明兩年會繼續合作，皆
因明年是民建聯創黨20周年，為隆重
其事，該黨已邀請了資深傳媒前輩執
筆，力爭趕及今年書展黃金檔期，在
年中先推出一本關於民建聯人物的書

籍，通過逾20位創黨成員細說與民建
聯的小故事，體現該黨發展過程，明
年會再出版民建聯的「發展歷史
書」，回顧黨內的標誌性時刻。
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當前，黨友會

否爭相「口述歷史」為選戰造勢？譚
Sir笑說，訪問名單由執筆者及領導層
商討決定，主要由較具代表性的黨友
回顧民建聯的發展，與選舉無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江政壇近年掀起「出書熱」，多年來致力

香港社會經濟民生政策研究的民建聯，繼去

年首次將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匯編為《建港方略》，今年就主

攻「關愛」精神，把一系列關於社會民生政策的研究匯編為新鮮

出爐的《愛建家園──民建聯建港方略研究論集二》。民建聯主席

譚耀宗預告，明年為民建聯創黨20周年，今明兩年將會再炮製兩

本關於創黨人物及發展歷史的著作，透過黨友的小故事體現民建

聯的茁壯成長，與港人一起走過20年，歷盡政壇風雲變幻。

社會政策

■殷曉靜、曾鈺成、林瑞麟與譚耀宗等，在民建聯新書《愛建家園》發布會
上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彭清華在中
聯辦新春酒會
上致辭。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