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理引經據典論政自勉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出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

文為：「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

有畔，其過鮮矣」。意思是從政就像農民

種地一樣，播種以後，無論颳風下雨還是

陰天雨天，都要時時刻刻用心思。

■「我們是同胞，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出自《漢書．武

五子傳》。原文為：「漢宣帝明年春，乃

下詔曰：『像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

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

邑四千戶』。」其意為骨肉至親，即使分

離，也斷絕不了血濃於水的親情。

■「我應該像一個戰士一樣，在自己的崗位
上堅持到最後一天，做到憂國不謀身，恪
盡職守。」：「憂國不謀身」出自唐代詩

人劉禹錫名作《學阮公體三首》中的一

句。原詩為：「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

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意思是

無一己私利的憂國憂民。

■「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出自晚唐詩論

家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纖穠》，原文

為：「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

與古為新。」這句話原文本是作者文藝創

作中的體會，表現大自然美景難以窮盡，

只要深入體察，就能不斷創新詩境的含

義。溫家寶則借用關鍵詞「為新」，不

過，他也充分注意到如何在「與古」的傳

統基礎上開拓未來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兩會記者組 李理 北京報道

2011年3月1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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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江鑫嫻、馬靜

北京報道）3月14日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
大會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的日子，為了能夠

「佔領最有利地形」，許多參加記者會的境內外記者天還沒
亮就趕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外排隊等候。殊不知，今年總理
記者會佔座出了「新政」—8點半之前無人座位均可入座、
不准佔座。
清晨5時，記者趕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看到已經有4名

記者在排隊等候。今年的「霸位一哥」是來自南方報業集
團的記者。早上7時，排隊等候的記者已有300多人，長龍
排到了人民大會堂下面的廣場上。7時30分，開始獲准入
場，所有人猶如裝了「飛毛腿」般衝向金色大廳佔座。

會方為記者提供早點
正當許多人按照往年的習慣，開始給未到的同伴佔座

時，會場工作人員宣佈：「8點半之前不准佔座，8點半到9
點半才可以佔座。大家如果坐好，就別離開座位，我們會
給大家預留上廁所的時間⋯⋯」

工作人員表示，今年嚴
格限制記者們佔座，是
「為了讓更多的媒體朋友們
能夠聽到總理的聲音，我
們今年更加公平，不允許
佔座。」同時，他向在場
的眾多記者保證，將清理
佔座者的物品。原本想佔
座的老記們只能乖乖守
自己的座位，連想上廁所
都得先忍 了。
8時30分，工作人員又宣

佈，從此刻起至9時30分，
記者們可以離開座位休
息，「我們在澳門廳為大家準備了茶點，大家可以去放鬆一
下。」話音剛落，記者們立即鼓掌表示感謝，隨後，大家紛
紛起身，前往人民大會堂澳門廳享用早點。有記者說：「一
大早排隊，又冷又餓，豐富的早點讓人感覺很溫馨。」

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閉幕，溫總理在

記者會上表示：香港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要

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第二，要重視

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第三，要

努力改善民生。

溫總理的講話，不僅反映中央充分了解香港社

情民意，對香港把脈極其準確，而且表達了中央

對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殷切期望。特區政

府應充分重視溫總理講話傳達出來的重要信息，

與時俱進改進管理思維，要特別重視制定長遠科

學發展規劃，不但要抓住「十二五」機遇，而且

要從根本上逐步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

三件事中，長遠科學發展規劃是綱，其餘是

目，綱舉才能目張。香港之所以在「亞洲四小龍」

中發展競爭力落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忽視政府

引導經濟和制定長遠規劃的重要性。相比起來，

韓國有國家均衡發展規劃，新加坡有十年發展規

劃，台灣有「黃金十年」規劃，最近為對接大陸

「十二五」規劃，台灣經濟主管部門還首度成立

「兩岸產業佈局策略小組」，全力爭取大陸「十二

五」商機。香港由於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

過分依賴市場調節，忽視了政府制定長遠科學發

展規劃的重要性。

香港缺乏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對社會經濟發

展放任自流的結果，是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特

別是民生問題引起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最近財

政預算案引起的連串風波，已說明無論是香港經

濟的發展，還是深層次矛盾的解決和民生的改

善，都不能再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管治模

式中。「十二五」規劃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

促進深化粵港澳合作，都少不了特區政府制定長

遠科學的發展規劃，才能將綱要對香港的支持轉

化為發展的動力。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也必須制

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才能逐步解決。　

溫總理特別指出：「香港有 比較充裕的財政

收入和雄厚的外匯儲備，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

體系的建設，特別要照顧好弱勢群體，致力於改

善民生。」香港在財力雄厚的情況下，如果任由

民生問題成堆，弱勢群體生存艱難，在職貧困及

貧窮問題惡化，那是說不過去的。特區政府必須

拿出決心來制定長遠福利政策，加強社會保障體

系建設，照顧好弱勢群體，切實處理在職貧困及

貧窮問題，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讓

香港成為一個關愛社會。 (相關新聞刊A1版)

日本遭逢大地震、海嘯和核電站爆炸浩

劫，股市在昨日首天重開後大跌，日經平均

指數收市報9,620點，跌幅6.18%，創2008年10

月以來最大跌幅，歐美股市也出現不同程度

的下跌。日本災情不僅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

破壞，更引發大量資金由歐美市場回流，令

環球股市的資本流動緊絀。龐大的重建資金

亦將令日本債務壓力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影

響債務評級。不過，日本災情對股市衝擊只

屬短期，而重建工程將為日本疲弱的內需注

入動力，有助擺脫困擾經濟多年的嚴重通

縮，不但對日本的復甦有正面影響，而且將

牽動全球經濟佈局。

近年日本經濟萎靡不振，不少企業都將資

金轉移到歐美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

計，日本儲戶2010年海外投資1,660億美元，

日本更是美國國債的主要買家之一。然而，

災後重建需要大量資金，日本政府及企業都

需要從歐美等市場大量撤回資金應急，令歐

美市場資金吃緊，引發股市急挫。同時，日

本政府現時的負債總額已相當於2010年經濟

產出的200%以上，而重建工程又需要錢，日

本政府只有大量增發國債應付，勢令國債市

場出現大幅波動。假如日本因為債務過重而

被下調債務評級，對全球資本市場的影響將

遠高於葡萄牙、希臘，此種擔憂導致環球股

市連日下挫。

根據以往經驗，災情對股市的影響只屬短

期，昨日港股及A股市場已經初步喘定，說明

市場已經逐步消化災情的消息。固然，這次

地震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對日本實體經濟造成

較大的影響，但重建所帶動的基礎設施重

建、耐用消費品重購、各種原材料的需求

等，也將推動日本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增長。

日本經濟多年來沉 不癒，一個主要原因是

內需不振，儘管政府將利率降至極低水平，

但經濟活動仍是一池死水。然而，重建工程

卻為日本經濟提供了契機，尋找到新的經濟

增長點，情況就如神戶大地震後，隨 重建

的開展，日本經濟及股市都呈現V形的反彈。

同時，日本在重建過程中，將需要區內新興

經濟體如中國等地的支持和配合，這將推動

日本與亞洲的經貿合作不斷深化，有利平衡

全球經濟布局。 (相關新聞刊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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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發展規劃 解決深層次矛盾 日本災情牽動全球股市

溫家寶：腐敗是當前最大危險
強調須創造條件 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何凡 北

京報道）對於部分台灣民眾就大陸經
濟轉型可能衝擊台資企業的擔心，國
務院總理溫家寶14日於中外記者會上
指出，「台資企業在內地的發展不僅
不會被邊緣化，而且我預計會有更大
的發展趨勢。」談及兩岸經濟合作框
架協議（ECFA）的後續商談時，他引
用《漢書》名句抒懷，「我們是同
胞，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指大陸轉型有利台企投資
記者問及「十二五」規劃與兩岸簽

署ECFA如何促進兩岸的經貿合作時，
溫家寶指出，包括早期收穫在內的
ECFA於今年1月1日生效。兩岸有關方
面於2月進行一次評估，總體認為開局
良好，進展順利，效果初顯。
溫家寶對兩岸經貿發展的最新數據

瞭如指掌，未作停頓，向記者娓娓道
來，「今年1月份，兩岸貿易額增長了
30%。去年大陸與台灣的貿易額超過
1,400億美元，台灣的順差達到860億美
元。大陸已成為台商投資的一個重要
目的地。」
溫家寶對記者說，「你方才擔心大

陸經濟轉型會使台灣企業邊緣化，我
想要消除這樣一個顧慮。」
他表示，大陸在推進科學發展，轉

變發展方式，將只會為台資企業創造
良好的投資環境和更有利的商機。他
強調，將對台資企業繼續實行國民待
遇。

循序漸進推進ECFA後續談判
正當眾人以為溫家寶已回答完問題

時，他又特別追加補充對ECFA後續商
談、落實的看法。他表示，「在ECFA
實行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一些問
題，而且我們還將本 循序漸進的方
式進一步推進ECFA的後續談判。」溫
家寶對台灣記者說，「在整個談判過
程中，你都可以感覺到大陸的誠意和
對台灣商界和人民利益的關心。我們
是同胞，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這是溫家寶又一次在中外記者會談

及台灣時旁徵博引，請記者轉達對台
灣同胞的問候，表達他對兩岸同胞血
緣親情的理解，並寄語兩岸關係持續
和平發展。

溫家寶表示，改革是歷史永恆的主題。政治體制改革
與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協調推進，這是因為世界上一

切事物不會是亙古不變的，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只有不
斷地改革，黨和國家才會充滿生機和活力。政治體制改革
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
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

須推進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
溫家寶認為，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也是

社會穩定的基礎。我們不僅要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逐
步減少分配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而且要解決教育、醫

療等資源分配的不公，讓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而
做到所有這一些，都必須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
改革。
溫家寶指出，要給每個人接受教育的機會，充分發揮

人的獨立思維和創造精神。因為只有人民有積極性，改
革和建設才有堅實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也是民
主的真正含義。

政改需在黨領導下有序進行
被問及是否支持某些領導職位進行直選和差額選舉的

問題，溫家寶表示，中國已經在縣和不設區的市實行人

民代表的直接選舉，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
以上至中央級別，還實行的是間接選舉。在中央委員會
的選舉中實行了差額選舉。他認為，這是一個循序漸進
的過程，但要相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也能管好一個
鄉，也能管好一個縣。
溫家寶表示，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推進政治體制

改革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穩定的、和諧的社
會環境，在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
據中新社報道，有觀察家指出，溫家寶的表態是本屆

政府的一種宣示，強調中央領導層對推進政改與反腐敗
的方向和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劉越山 北京報道）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14日在會見中外記者時說，「任何把中國同西亞、北
非發生政治動盪的國家相類比，都是不正確的。」他並且指
出，中國選擇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將華與動盪國家相類比不正確
溫家寶回答相關問題時說，「我們十分關注西亞、北非發

生的政治動盪，但是我們認為，任何把中國同西亞、北非發
生政治動盪的國家相類比都是不正確的。」
溫家寶表示，我們選擇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

條道路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
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第二，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面
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第三，必須堅持社會公平正義以保持社會
的和諧和穩定；第四，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促進人的全
面發展，以進一步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溫家寶指出，我們的改革和建設還在探索當中，我們從來

不認為自己的發展是一種模式。同樣，我們認為任何國家都
要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我們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
我們認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
相互學習和借鑒。

釋中國發展：選了適合國情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何凡 北京報道）今年
總理中外記者會一結束，與中外記者「對話」兩個多
小時的溫家寶總理，從主席台南側走下來，與一擁而
上的中外記者握手致意。他在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
問時指出，會關注民眾在微博上反映的民生民情。
在記者會後，總理徑直走下主席台，不顧疲累，走

向中外記者席前，並由南向北沿第一排，與湧上前來
的記者逐個握手，場內的歡呼聲隨他身影此起彼伏。
本報記者擠入人群，向總理問候：「我是香港文匯

報記者，總理好！」。他含笑示意，伸出手來與記者
握手。機會難得，記者趕忙發問，「總理，您是否會
關注微博上民眾反映的民生民情？」溫總聞言停下腳
步，朗聲微笑回應：「我會看的，我會看的。」記者
還想追問總理是否會開通個人微博時，已被熱情的同
行擠出人群。

總理答本報：
關注民眾在微博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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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江鑫

嫻、劉凝哲 北京報道）當美國記者

問及中國應實行什麼樣的改革，以使

政府能更加有效地解決人民的關切、

問題和不滿時，溫家寶總理表示，在

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推進政治體

制改革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當前，最大的危險在

於腐敗，而消除腐敗的

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

和體制。「我深知國之

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

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

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

和監督政府。」
■記者會結束後，溫家寶總理向記者致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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