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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進行小組討論。 中通社

中央和地方應設專責機構確保質量可靠分配公平

盧文端：借鑒港經驗　規管保障房

兩會 焦聚

提案指出，香港的公營房屋發展已有
約60年歷史，現有近1/3約200多萬

人口居住在政府公屋。內地應充分借鑒香
港公共住房發展的成功經驗，促進保障房
發展制度化、規範化，確保質量可靠、分
配公平，避免「運動式」的一哄而上，確
保保障房建設的可持續性發展。

建輪候制度規範分配
提案稱，早在1973年4月，香港就出台

了《房屋條例》，為公共住房保障體系提
供了法律保證，由此而設置了房屋委員

會和房屋協會兩大法定機構，負責協調
公共住房發展規劃、開發建設、社會分
配和運行管理等諸多環節，參與香港公
共房屋的建設和管理。但內地現行的規
定依據是國務院以及住建部、國土資源
部、財政部等七部委頒布的有關經濟適
用住房、廉租房、公租房的行政指令，
並一直處於變動之中，保障房建設存在
不明確性，還未形成具體的法律制度來
保障。因此，要以人大立法的方式，對
住房保障工作的總體要求及規劃，保證
保障房建設真正步入規範化、法制化的
軌道。同時，保障房建設需要從中央到
地方設立專門的機構，全面負責保障房
的規劃、投資、建設和管理，真正使保
障房這項民生工程成為政府履行社會管
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內容。
「香港設有公屋輪候冊，所有合資格申

請都會依登記的先後次序排列在輪候冊
內；並訂出『3年上樓』目標，以作為確

定每年興建公屋數量的衡量指標。因此，
內地也應建立保障房的輪候制度。通過建
立輪候冊制度來規範保障房的分配，並科
學地預估保障房的真實需求，使保障房建
設質量和進度管控更為優化。」

加強監管刑事化懲罰
盧文端提案中並指出，為防止濫用公屋

行為，香港有完善的懲處條例和退出條
例。對於濫用公屋者，除了需要接受法律
懲處外，還必須即時退出公屋。但目前內
地保障房的分配、使用存在不少不公平、
不合理的地方，出現「開 寶馬住保障房」
的現象，引發公眾質疑和不滿。內地應該
參照香港的經驗，增強保障房使用和管理
的透明度，對保障房家庭收入、住房狀況
等情況進行全面審查；建立保障房「准入」
和「退出」的監管制度，將濫用保障房刑
事化，以嚴厲懲罰機制加大對保障房使用
的監管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綜合報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出今年將新開工700萬套以上保障性住房（類似香港公屋），令更

多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對於如何建立申請「輪候」制度及嚴謹的

監管制度，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向大會提交提案，建議借鑒

香港經驗，實現保障房建設法制化規範化。

港區委員倡三招解港人口困局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徐海煒）就內地應更好地發揮
香港的管理等「軟實力」， 全
國政協委員張國良、羅康瑞、
李家傑、黃楚標及簡松年等於
今年兩會聯名提案中建議，內
地政府應大膽引入香港機制和
有經驗的管理人才。「內地可
通過有效地提升在各領域與香
港的『軟合作』，推動在實質
經濟領域對香港資金、技術、
市場的利用效率。」
他們指出，內地除了發揮香

港的國際中心地位，引進資
金、技術，還應切實解放思
想，加快引進香港的機制、管
理、經驗和人才，以切實提升
內地經濟社會管理的「軟實
力」，也可為提升內地與香港
合作融合提供有效保障。
他們認為，香港百多年的經

濟社會發展形成的機制、管
制、經驗和人才上的優勢，應
可以為內地所用。因此，他們
建議，內地在涉及區域發展、
交通運輸規劃管理、大型國有
企業營運等方面，均可創造性
引進香港成熟的機制、管理、

經驗，直接引進高素質的管理營運人
才，可以直接提升內地相關領域的軟
件功能，事半功倍。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張一波、馬子豪）中
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6日在京表示，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上海目前雖不是但終將成為國
際金融中心。有關滬港國金中心合作的話題，7日再
度引起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熱議，有代表稱，
建立「雙金融中心」是國家戰略的需要，有利於確立
中國的金融大國地位，但也有代表擔憂，人民幣資本

項下一旦開放，或對香港金融市場未來發展構成影
響。
對於滬港之間的合作關係，乃至兩地未來合作的新

起點，不少香港代表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受訪代表
認為，滬港之間的競爭並非「零和遊戲」，也不存在
「相互內耗」的問題，在金融合作領域，滬港兩地完
全可以分工合作、各展所長。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
華總商會名譽會長霍震寰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直

言，滬港相較不可避免，雙中心並非壞事，總體而言
兩地合作肯定大於競爭。
對於「是否憂心香港國金中心未來前景」的問題，

被譽為香港石油大亨的許智明委員認為，人民幣資本
項下一旦放開限制，香港的唯一優勢將不復存在，
「不要說上海，廣東內地很多城市都可能將超越香
港」。霍震寰對此卻持不同看法，他表示，香港在資
本市場、法律制度、人才方面更有優勢，這些都是幾
十年日積月累形成的，並非一時半刻就能被趕超，
「香港若要繼續保持在亞洲乃至國際金融中心的活
力，未來就必須加強與國際市場間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徐海煒）香港近年的人口政
策問題不斷浮現，其中低技術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差成為其
中一個癥結。全國政協委員張國良、羅康瑞、李家傑、黃
楚標及簡松年等於今年兩會聯名提案，建議內地與香港特
區政府應真正打破「兩制」的局限，用足「一國兩制」的
優勢和空間，通過可行的系統設計，有效吸引香港的低端
勞動力和非勞力人口向內地流動，包括鼓勵在內地港企吸
納香港勞動力，在內地打造可吸引香港人居住生活的港人
社區，以及加快、擴大、深化港人福利可攜。

鼓勵港企聘港人 內地建港人社區
他們在提案中指出，隨 香港早年的產業轉型，香港勞

動力市場的局限性已迅速浮現，人口結構並沒有出現與產
業變化相應的自然調整。特別是香港的低端勞動力並沒有
跟隨資本向外流動，令他們在港工作的待遇回報持續偏
低，相對貧困問題也因此越來越嚴重；而退休後的非勞動
人口持續在香港積澱，令人口老化速度大大加快。
他們認同，要通過設計出可行的系統，吸引香港的低端

勞動力和非勞動人口向內地流動，不僅需要內地與香港政
府打破觀念上的禁錮，還需要解決一系列複雜的法律、體
制、監管等問題，難度確實非常大，「但複雜、難度大絕
對不應成為不思考、不規劃、不推動、不作為的理由，只

要有解決問題的高度責任感、創造性智慧和政治道德勇
氣，『死結』一定能夠解開」。
在提案中，他們具體提出3方面的推動政策建議。首先是

鼓勵港企吸納香港勞動力：要求內地港商以香港薪酬水平
僱用香港基層勞工到內地工作是不現實的，但若香港政府
將部分原本用作救濟失業、鼓勵就業的財政支出，用來補
貼在內地港企僱用這些香港人，同時內地政府也可對那些
僱用香港基層勞工的港企給予稅務、土地和資源使用等優
惠，會形成一巨大的誘因。

籲港府加快港人福利可攜
其次，目前香港人到內地生活的其中一個主要憂慮，是

缺乏適合香港家庭的社區，他們因此建議，特區政府可將
部分原本用作本地教育、醫療、社區支援的資源，通過與
內地政府合作、公私營合作等模式，轉向港企集中的地
區，包括資助建立和營運港人學校、港人醫院等，提供香
港標準的各種生活服務，逐步打造港人社區。
第三，為吸引香港非勞動人口向內地流動，他們建議，

香港特區政府應加快、擴大及深化福利可攜，其範圍可包
括考慮擴展到教育、醫療、居住、社區支援等福利，地區
範圍亦應從廣東向福建等港人集中的地區擴大，步伐也應
該根據實際情況需要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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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趙鵬

飛、李叢書）今年國家總理溫家寶的
政府工作報告中，科技創新成為焦
點，也為粵港科技合作注入了新的動
力源。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廣東
省科技廳廳長李興華在接受本報記者
獨家專訪時指出，粵港科技創新需打

破制度性藩籬，實現兩地資金自由流通。
他強烈呼籲國家外匯管理局，能為粵港合
作首開先河，實現資金互通先行先試。他
還透露，今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2012年重點工作》簽署後，兩地的科技合
作已提上日程。

資金無法融合成障礙
李興華受訪時表示，近年來粵港科技合

作雖明顯增多，但是受地域所限，始終難
以突破體制性障礙，「無論政府還是民
間，最大的問題就是港幣過不來，人民幣
過不去」。他解釋說，目前在粵進行科技合
作的粵港資企業很多，但是兩地資金無法
融合，只能兩地分別投放資金後由企業內
部自行解決，十分不利於科技合作的深入
展開。
對此，李興華強烈希望能有國家層面的

政策突破，借本報呼籲國家外匯管理局在
粵港高科技、教育合作等方面實現資金自
由流動，申請先行先試政策。

兩個層面助港企轉型
今年1月粵港共同簽署的《2012年重點工

作》讓粵港的科技合作趨向具體和項目
化。李興華表示，廣東省科技廳高度重視
如何助在粵港企轉型升級，並可從兩個層
面進行合作互助：「在服務層面，香港在
設計、品牌營銷、國際營銷、物流等方面
的發展都比廣東超前，借助香港的優勢，
在提升廣東產業的同時，也能讓香港的服
務業獲得更大空間；在技術層面，港資服
裝、製鞋等傳統製造也亟待轉型，粵港可
圍繞不同行業的技術要求，聯手投入力量
解決技術難題，使整個產業獲得提升。」
李興華透露，為加快推動廣東省內326個

專業鎮轉型升級，廣東省制定出涵蓋電
子、陶瓷、LED等30多個領域的產業技術路線圖，旨在
今年以「一校一鎮」的形式幫助具有一定規模、產業特
色明顯、內部需求旺盛的100個專業鎮轉型升級。此舉
對在粵港企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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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代表委員：滬港雙金融中心非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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