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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3日，深入了解本港民情，廣泛與各界人士接觸，親民務實、謙遜平和的作風令港人如沐春風，給港

人留下深刻印象。期間，李克強副總理宣佈了一系列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為香港送來大禮，體現中央一貫以來對香港的關懷與

支持，有利香港增強抗逆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突破。香港各界應該把握機遇，積極發揮自身的優勢，努力將中央的挺港舉

措具體化，轉化為實實在在促進發展的動力，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新的貢獻，再創新的輝煌。

大力挺港促進繁榮 把握機遇再創輝煌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高度肯定香港成就振奮人心
李克強首次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訪港，3日來風

塵僕僕、馬不停蹄，與本港社會各階層進行全方位的
接觸了解，包括探訪中產及基層家庭、視察老人護理
中心、參加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儀式、拜會國學大師饒
宗頤⋯⋯所到之處，李克強副總理親切地與市民閒話
家常，暢所欲言，真的是以「多走多看多聽」與港人
近距離溝通，深入了解香港的民生民情。李克強副總
理在特區政府舉行的歡迎晚宴致辭時指出，香港長期

保持繁榮穩定，根本在於香港同胞自身的狀態。香港能夠享譽全球，擁有今
天的輝煌，是一代又一代香港同胞打拚出來的。香港同胞視野開闊，勤奮務
實，善於捕捉機遇，勇於開拓創業，成就了香港奇蹟。李克強副總理對香港
成就的高度肯定，振奮人心，有利促進香港社會和諧，增強社會凝聚力。

送上挺港措施注入強大動力
目前因為歐美債務危機引發全球股災，外圍經濟不明朗因素驟然增加，香

港作為自由的開放式經濟體系，受到衝擊在所難免，正面臨新的挑戰。李克
強副總理訪港適逢其時，帶來多項挺港措施，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再送「及
時雨」，他在《國家「十二五」規劃與兩地經貿金融合作發展論壇》上，公佈
一系列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措施，涵蓋了金融、經貿、交通、旅遊、食物和
能源供應、醫療服務和教育6方面，包括36項具體政策。這些措施不僅充滿新
意、令人驚喜，而且是特別為香港「度身訂造」，例如提升內地對香港服務貿
易的開放水平，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
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等，都是針對香港金融業、服務業方面的優勢而定，有利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激發香港的創新活力。全面落實
這些挺港惠港政策措施，不僅僅有助香港順利渡過目前因美歐債務危機所引
發的金融動盪，更為香港的未來經濟注入強大動力，拓寬香港發展的空間和
機會，對鼓舞港人信心、促進社會和諧，逐步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和矛
盾，都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香港應抓住機遇再作貢獻
今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將為香港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李

克強副總理訪港期間就指出：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是
國家「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和要求。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對香
港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兩個長期，緊密相連，事關國家與香港的根本利
益，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因此，李克強副總理為香港帶來的一系列中
央挺港措施，同時也是推動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是雙贏的措施。香港社會各界
應該集中精力，結合自身的優勢和特長，用好用足中央的各項挺港措施，尤其
要扮演好作為國家金融改革「試驗場」的角色，透過香港在人民幣穩步國際化
過程中積累寶貴經驗，為國家金融戰略部署提供重要支持。希望香港能把握機
遇，不負國家的殷切期望和厚愛，實現兩地的互利共贏。

李克強副總理結束訪港行程時發表總結講話，表示此行體現到香港在國家
改革開放中的重要性，不可以取代。香港人做事很認真、用心、專業，香港
社會開放多元，充滿生機活力，具備應對挑戰的生命力，具潛力、活力及生
命力，他對香港未來發展充滿信心。「時來風送滕王閣」。李克強副總理訪港
給香港帶來中央在精神上、實質上的大力支持，香港社會應該同心砥礪，繼
續發揚頑強拚搏的「獅子山精神」，信心十足地克服各種困難，抓住國家快速
發展的歷史機遇，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一國兩制」成功落
實，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事業中作出新的貢獻。

公民黨發動外傭居港衝擊就業市場

支持香港送「及時雨」互利雙贏推動發展

美　恩

有報道指，擁有三千六百多名家務助理
及兼職清潔工會員的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
從業員協會，近期收到300多個會員電話，
關注一旦外傭司法覆核居留權案件勝訴，
恐怕她們會與本地家務助理搶飯碗「頂爛
市」，影響本地家務助理及清潔工生計。該
會促請政府，盡力保障本地家務助理及清
潔工的就業機會，並維護本港基層市民的
福利權益。

家務助理的憂慮可以理解，尤其在家務
助理行業已有開工不足、成功就業率不足
一半和僱主不斷地提高要求的今天。時下
一般家務助理的時薪參差，30-40元有之，
50-60元有之，因應不同的工種和所需工作
時間而定，惟一般平均時薪亦約接近50
元，若外傭一旦擁有居港權，家傭行業必
然會首當其衝，在供應增加，需求不變的
情況下，時薪必然會拾級而下。外傭一般
家務經驗豐富，服從性亦較強，在巨大誘
因的底下，她們必然會更加賣力，屆時本
地家傭恐怕會「無啖好食」，甚至可能會被
外傭完全取代。

外傭居港帶來的影響，不單只影響家傭

行業，對其他行業亦會造成衝擊。在眾多
國籍之中，菲傭的條件一般比較優厚。據
一項調查顯示，菲傭絕大多具有高中或大
專以上學歷水平，是所有學歷水平最高
的，她們受僱主歡迎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學歷方面：約60%完成中學課程，約
30%擁有大學學歷或完成大學課程；2）
98%能講流利英語；其中15%-20%能講流
利廣東話；3)年齡方面：主要集中在25-39
歲；4）有豐富家務經驗；5) 衛生常識比較
好。6) 菲律賓是「微笑之國」，菲傭比較樂
觀、友善。

若外傭擁有居港權，今天的外傭，可能
成為明天的護士、會計員、售貨員、廣告
總監，可能同時下英語水平日漸下滑的大
學生「爭飯食」，亦可能會取代現有僱主的
工作。由是之故，外傭擁有居港權，不但
為香港帶來人口、醫療、住屋、綜援等問
題，亦會嚴重影響香港市民的就業機會，
港府在這方面必然要嚴陣以待，密切留意
事態發展，必要時提請人大釋法，為香港
解除這個計時炸彈。

反對派在外傭居權案上兩面三刀
馬　彥

公民黨在外傭居權案上違逆民意，執迷不悟，萬劫不復，其他反
對派頭頭卻噤若寒蟬，退避三舍。民主黨、民協、街工和其他「沉
默」的反對派人士，平日同聲同氣一唱一和，在外傭居權案中卻不
復痕跡，一盤散沙，沒有人膽敢為公民黨辯解，企圖在這緊要關頭
含混過關，蒙騙港人在即將來臨的區選中繼續支持他們。這些暗撐
外傭爭居權的反對派，理應老老實實表明態度，含糊其辭只是懦夫
表現，不甘接受民主選舉的洗禮。

平日貌似愛抱打不平、勇於「捍衛人權」的反對派，今日個個退
縮，態度曖昧。民主黨、民協、街工和其他「沉默」的反對派人
士，直到今日仍然沒有在外傭居權案一事上表明態度。這些態度曖
昧的反對派，究竟是贊成還是反對，是站於港人利益還是外傭利益
考慮問題，這是反對派中亟需表達的態度。民主黨、民協、街工和
其他「沉默」的反對派人士，怎麼不為外傭舉辦遊行請願，高調宣
示自己支持外傭爭取居港權的立場，強化自己「爭取人權」的形
象，堅持站於「人權」道德高地？平日「爭取人權」，個個甘當

「人權」鬥士，如今公民黨廖化作先鋒，其他反對派頭頭卻沒有殿
後，未敢搖旗吶喊，助長聲勢，究其原因，就是這場官司並不理直
氣壯，並非真心為民。

反對派意在轉移視線
公民黨顯然也被反對派孤立了，一直只有自己替自己辯護，友黨

頭頭最多只敢在釋法上說三道四，說幾句司法不獨立的讀白作為支
援，沒有人膽敢承認自己支持還是反對。平日聲稱「捍衛人權」，

今日公民黨黨員站在港人對立面，為外傭爭取可能危及香港繁榮穩
定的權益，這些「人權鬥士」就閉口不談，拒絕暢論；可憐港人
在決定誰享有居港權的事件上，居然因為一些大狀的「人權理
想」，未能自決香港發展。其實，即使高喊「人大釋法破壞香港
法治」的口號，今日香港亦已失去市場，港人清楚看到「莊豐源
案」沒有經受人大釋法的後遺症，誰還敢說人大釋法破壞香港法治
和穩定？

雖然日前有三十七個反對派民間團體發表支持外籍家庭傭工爭取
居港權聲明，聯署者包括社民連、「人民力量」、宗教組織、大學
團體和其他弱勢社群單位。他們能夠如此提出違逆民意的聲明，因
為他們沒有民意的包袱，即使香港在外傭居權案即將面臨人口危
機，他們說話仍然可以不負責任，大擺「人權」鬥士的態勢。外傭
的「人權」竟比港人的「人權」和福祉還更重要，顯露反對派的深
層思想不能代表港人利益謀事進策。

「人權」向來是反對派關注的政治課題，有事無事動輒搬弄「人
權」砸政府的腳，妖魔化政府，把社會矛盾以「人權」包裝為政治
事件，然後又大做「人權」英雄。公民黨和其他明撐暗撐外傭居權
案的反對派組織，為外傭出頭，卻漠視港人利益，她們只顧看到外
傭的「人權」，卻看不到港人更為長遠的「人權」和利益將被剝
削。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影響了港人孕婦的產子權益，公民黨等反對
派既然可以為外傭爭取「人權」，何不先為港人想想，卻策動與港
人利益背道而馳的行動？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今日發表署名評論文

章，現譯載如下：

筆者在李克強蒞港前寫道，他此次訪問，為港
人近距離觀察這位年輕的國家領導人，提供了絕
好的機會。三天過去，香港市民或直接接觸或透
過媒體，結識了這位富有朝氣和個人魅力的副總
理。

這次是李克強到國務院工作後，第一次來香
港。絕大多數香港人對他的了解，僅限於一些履
歷式的信息。譬如，他是年紀最輕的中央常委，
曾經在地方主政，在國務院協助溫家寶總理主管
經濟，以及涉及民生方面的事務，如此而已。對
於他的行事風格等更深入的方面，則知之不多。

這三天短短的52小時，驟然間拉近了港人與他
的距離。在港期間，李克強頻繁地穿梭於各種場
合，行程緊湊卻從容不迫。他會見特區建制負責
人，會見來自海內外知名大學的校長和傑出學
者，與工商專業界人士茶敘座談，與市井百姓握
手寒暄，與大學生及職業學校學員面對面交談，
在千人論壇和百年名校發表演講，在介紹香港公
共房屋運作的展覽前悉心傾聽，在最能代表香港
金融中心特色的金管局和證交所駐足考察。可以
說，他充分利用短暫的時間，最大限度地了解香
港，感受香港。

在李克強感知香港的同時，這位年輕副總理的
形象，也在港人面前變得清晰了。他親民的作
風，樸實的談吐，對經貿金融領域的熟悉，乃至
瀟灑的舉止和流利的英語，處處表現出極大的親
和力，讓港人感受到一份信任、一腔坦誠，還有
一種能夠鼓舞人的力量。

李克強看重香港，幾乎在每個場合，都表達了
對香港的重視和欣賞。香港人也看重李克強，希
望他透過此次考察訪問，能夠加深對香港的感
情，與港人的心貼得更近。

《星島日報》社評

李克強大禮 兼重民生特色
《星島日報》社評認為，「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今次

宣布的惠港措施，不只涉及長遠重要策略層面，還具體
觸及基層民生。這包括確保向本港穩定供應糧食、肉
類、蔬果，有助紓緩食品加價壓力；『西氣東輸』提前
到明年向港供應天然氣，有助減輕發電空氣污染；讓更
多內地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這些都是可以直接惠及
市民的項目。

『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目標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與中央尋求合作，當然是抓大放小，集中爭取重要
領域突破和可以創造互利雙贏的方案，反而中央今次提
出的措施，設想的範圍廣泛，反映領導人並非只是被動
回應香港訴求，還經過細心研判，比以往注重讓基層分
享到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這些禮物的金錢價值比不上
金融上的互利合作，但產生的社會效果，卻隨時會有過
之而無不及。」

《信報》社評

強化香港離岸業務 金融新政兩地互利
《信報財經新聞》社評認為，「如今中央強化香港離

岸市場業務，反映國家因應本身和最新的國際金融變
局，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在這新形勢下，香港如何
利用本身的金融優勢，配合國家的發展戰略，從中營造

『雙贏』效果，顯然是香港發展關鍵所在，也是中央對
香港推出新政策所應該聚焦的地方。以中央『送禮』的
角度來看這次中國強化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新措施，
只會扭曲政策的意義和效用。

可以說，在國家金融深化過程中，香港扮演了試驗場
的重要角色，通過本身固有優勢—包括在普通法體系
下所集散的人民幣資金，提供有別於內地的差異性金融
服務；發展多樣化人民幣金融產品離岸交易平台，為海

外投資者提供到內地投資以外的新渠道；更在人民幣國
際化進程中，發揮過渡性『戰略支點』功能，並轉換成
為香港的新發展潛力。」

《明報》社評

人幣業務範疇趨完備 離岸中心須自勵自強
《明報》社評認為，「副總理李克強宣布的一系列政

策措施，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特別是
增加香港的人民幣業務，包括人民幣可回流內地的機
制，使本港在人民幣債市、股市、匯市和投資4個領
域，全部齊備，人民幣業務離岸中心雛形乍現；另外，
李克強清楚闡述了國家新發展歷程中，需要香港發揮三
方面作用，特區政府要自勵自強地做好各項工作，特別
是金融安全建設，以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創造本港
與內地互利雙贏的局面。」

《香港經濟日報》社評

中央送大禮 促香港助國家戰略
《香港經濟日報》社評認為，「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

訪港，送來多份經濟大禮。此非中央純粹挺港之舉，而
是國家要藉香港強項，加快其走向國際的戰略部署。香
港若能藉此建立尖端的國際金融業，及廣闊的專業服務
業此兩大支柱，將可成功推動經濟轉型。」

《大公報》社評

李克強挺港「六點三十六招」招招給力
《大公報》社評認為，「李克強『六點三十六招』充

分顯示了中央對香港的殷切關心及期望。中央希望香港
能保持長期的繁榮穩定，同時又發揮其獨特優勢以助內
地改革開放和發展。為了不辜負中央的厚愛，香港必須
全面配合，自強不息力求上進。中央通過『一國』盡可
能提供支持，但仍只是外因，若沒有香港自身努力的內

因，將不會得到豐碩成果，畢竟在『兩制』下，中央不
能代香港辦事。故坦白地說，中央已展示了新宏圖，成
效如何關鍵在香港。為此本港上下尤其特區政府必須發
奮圖強，首先是要端正思想。特別是港府要深入理解日
前李克強副總理提出的兩個『切實』：要切實做好各方
面工作，和切實有所作為。要充分發揮主人翁精神，做
好推動本港經濟發展尤其是產業升級的工作。」

《香港商報》社評

借力6式36招 續寫香港新華章
《香港商報》社評認為，「港人翹首以盼的中央大禮

包昨天終於揭曉。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國家『十二五』
規劃與兩地經貿金融合作發展論壇上，宣布了6個領域
36項的挺港政策措施，內容豐富，涵蓋廣闊，涉及金
融、經貿、民生和社會事業、交通旅遊、粵港合作及醫
療教育等多個範疇。這6式36招體現了國家對香港抓住

『十二五』機遇、加快發展的鼎力支持和對港人民生福
祉的切實關心，可謂『招招到肉』，既切合香港長遠持
續發展的需要，亦滿足了港人的殷切期望，為香港在新
時期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提供了強大支持，注入了
不竭動力。只要充分發揮好這些政策措施，香港經濟發
展定會進入新的境界，普羅市民亦會從中得到實實在在
的好處。」

《信報》署名文章

「李36大禮」意義深遠
《信報財經新聞》發表穆真的文章認為，「常務副總

理李克強公布中央挺港六大措施、三十六項優惠，包括
人民幣回流機制、允許RQFII（人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
資者）方式，投資境內證券市場；亦有『變相小型港股
直通車』，可讓內地投資港股ETF。⋯⋯而從長線來
看，李克強昨天公布的系列優惠政策，極具戰略意義，
令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是一項對兩地互惠共贏的長

遠部署。」

《香港經濟日報》署名文章

人幣超厚禮 李克強戰略雙贏
《香港經濟日報》發表余木的文章認為，「李克強帶

來的人民幣超厚禮，固然體現中央對香港的支持與關
愛，但更重要的是，按照新制定的內地金融業『十二五』
規劃，為加強人民幣國際化，須加快建立人民幣離岸中
心，由於香港具備的獨特優勢和價值，這是在『一國兩
制』下中央的戰略部署，冀求兩地『協力求發展、合作
促繁榮』的共締雙贏舉措。」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

李總明益 港人受落
《星島日報》發表齊秀峰的文章認為，「中央要搞產

業轉型，內裡有無限機遇，最重要是懂得配合發展，今
次李克強擺明是來指點財路，這份大禮絕不能輕視，相
當重手，未來香港人應該有大把搵錢機會，無怪乎大家
齊齊拍掌。不過，講到底有錢都要肯彎腰執，最重要是
香港人懂得好把握，不要讓機會輕易流走，錯過放在眼
前的發展機遇。」

浸會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巫伯雄：

中央挺港旨意明確
巫伯雄認為，「中央的大禮令人民幣國際化向前邁進

一大步。若未來外國出口商以人民幣結算，可選擇到香
港買人債或其他金融產品，既可增加香港金融機構的收
入，亦有利人民幣逐漸發展成國際外匯儲備，符合人民
幣國際化的方向。香港離中國內地最近，加上是國際金
融機構集中地，優勢較其他地區明顯，今次中央送大
禮，看得出中央挺港的旨意明確。」

香港文匯報訊　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期間，在「國家『十二五』規劃與兩地經貿金融合作發展論壇」上，公布一系列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措施。輿論認為，李克強宣布的挺港措施，是把

「十二五」規劃中支持香港的政策目標具體化和可操作化，以利落實。這不僅是香港面對美歐債務危機衝擊和自身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日益突出之際，給香港帶來「及時雨」，有利推動香港

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突破，而且有助於推動國家的發展，利國又利港。其中，支持香港發展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一系列措施，不單是為了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是為了國家的需要，

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具有「互挺雙贏」的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