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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有利營商投資的政策
毋庸諱言，新任特首的政綱關乎未來5年

施政或其從政的指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謂「綱舉目張」，如果政綱好，只要努力

去做，取得成績的可能性會比較大，對社會

和市民也更有利。筆者認為，新任特首應兌

現競選承諾，認真落實政綱政見。更重要的

是，新任特首需要向競爭對手學習，把對方

政綱的精華部分提取出來，從而形成一個更

全面的且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政綱，以此回

應市民多元訴求，推動香港社會和諧和民主

進步，促進香港經濟更上一層樓。特別值得

關注的是，今後特區政府出台公平公開的政

策和法規，是吸引工商界在港發展的要素。

香港工商界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延續有利

營商投資的政策和法規，進一步增強 香港

的競爭力，令香港營商環境保持優勢，吸引

更多投資者來港發展。

時光荏苒，轉眼香港回歸祖國將屆15年，

走過的路也不平常，先後遇到了兩次金融危

機，都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和港

人共同努力戰勝了金融危機，香港至今仍保

持 國際金融的地位和高度的自由經濟。可

以說，香港現在是機遇與挑戰同在，一方面

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和壓力還存在；

另一方面，香港面臨 經濟下行和通脹的雙

重壓力。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必須努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保持社會和

諧，而且重點解決好社會公平、物價高漲、

居民住房、教育與醫療等重大問題。

進一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
須知，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發展經濟從

來都是特區政府施政的首務。在中央政府的

支持下，香港回歸15年來取得的成績有目共

睹，但現時周邊面對全球經濟劇烈波動，風

高浪急；內部仍存在不少深層次問題，包括

經濟轉型緩慢、基層市民生活艱難和低文化

低技術勞動力就業機會減少等。香港廣大市

民都希望新任特首有辦法和有魄力，拿出解

決問題的良方，帶領本港應對仍在深化的金

融危機，推動經濟轉型，集中力量發展經

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應該看到，15年來

香港在成功應對兩次金融危機之後，經濟方

面仍保持持續平穩增長，失業率維持在較低

水準。

與此同時，求穩定、謀發展和促和諧已成

為社會共識。這些在在都是中央政府和祖國

內地鼎力支持，以及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

界共同努力的成果。當然，在看到成就和機

遇的同時，也要有憂患意識，特別是要看到

內外環境變化給香港帶來的困難和挑戰。正

如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記者會上所

言，香港要注意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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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重視教育、科技，

以增強發展的後勁。香港應從自身實際出

發，重視發展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和旅遊

服務，發展小型科技創新企業，以增加就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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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設，特別要照顧好弱勢群體，致力於改善民

生。

包容和團結社會各界人士
梁振英當選新任特首後，表示衷心希望日

後能以包容和團結的精神，與各選委和市民

「拍住上」為香港一同努力，為香港加油。

他在經濟政綱中提出了統籌長遠發展策略，

制訂產業政策，在行政長官領導下，建立跨

部門的經濟發展和統籌發展策略的機構；在

兩地融合方面，建構與內地合作的新機制，

包括加快拓展內地市場、推廣「一簽多行」

範圍等；金融方面提出具體鞏固和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推行方案，以及積極支

援中小企、促進香港旅遊及零售業發展等。

新任特首梁振英還提出穩中求變，因為變

才能求穩。他說，香港曾經是一個成就奇跡

的地方，但近年社會出現分化，市民對前景

感到迷惘等，並非香港之福。他指出，香港

有條件、機遇和人才，只欠社會團結和市民

信心，期望5年後香港人充滿希望。筆者很

贊同這一觀點，並冀新任特首今後能身體力

行，亦希望新任特首能團結落選的特首候選

人及團隊，為他們繼續貢獻香港、積極參與

社會事務、服務市民創造條件，合力再創香

港美好的未來。

全國政協常委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

齊心合力共創香港美好未來 楊孫西

今年3月25日，遵照《基本法》規定，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順

利選舉產生，再次展現「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在香港成

功落實。這是香港市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必將對香港

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

團隊將繼續本 對香港、對國家高度負責的精神，恪盡職守，

積極有為地做好本屆政府任期的各項工作。相信未來的新任特

首也會為了香港更美好的未來，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協力與

共，繼往開來，不辱使命。

■楊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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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動力蒐簽名
倡修例解「雙非」

處理「雙非」嬰兒問題已是迫在

眉睫，社會各界均表憂慮，「雙非」

嬰兒問題將對教育及醫療福利構成

嚴重影響，各個政團亦就此提出多

個解決方式。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

林健鋒打算提出修改《入境條例》私人

草案，促請政府恢復《基本法》第二十

四條立法原意，解決「雙非」嬰兒問

題，昨日更親自到大埔墟火車站，聯同

大埔區區議員及一批義工舉行簽名運

動，為草案向市民爭取支持，短短2小

時的簽名運動有不少市民主動上前簽

名，有市民見林健鋒親自落場，更乘機

與他討論一番。

立會今公布甘威求愛案報告
料批供詞矛盾

為視障述桃姐海報 蘇錦樑贏掌聲

香港互聯網中小企要打入
內地市場困難重重。為促進
港商開拓內地業務，由兩地
民間組織在深圳開設的一站
式互聯網業界基地昨日啟
動，協助港商申請內地牌照
和尋找營商夥伴，作為香港

互聯網業界民間自救的一項重要
舉措。有互聯網組織指，政府過
去對業界打入內地市場 力不
足，期望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新政
府正視業界訴求，兌現協助港商
開拓內地市場的承諾，壯大香港
互聯網業發展，促進兩地資訊科
技交流。
互聯網專業協會經數月和內地

方面探討商議，昨日聯同深港產
學研基地和深圳市通訊學會，就
深圳開設「深港互聯網專業孵化
基地」簽署合作備忘錄，啟動民
間推動香港互聯網進入內地市場
的服務，促進兩地互聯網發展。
基地得到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視，
重點支援，作為內地先行先試政
策理念的實踐基地。現時已有數
十家香港互聯網中小企有意申
請，預料最快可在一兩個月內便

可落實港商在深圳開拓內地互聯
網市場的營運作業。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鄧淑明表

示，香港市場有限，而內地對產
品的需求文化理念相若，商機龐
大，互聯網業界過去一直希望打
入內地市場，然而受制於內地的
政策環境和香港不同，香港互聯
網中小企要拓展內地市場非常困
難。她指出，雖然CEPA為港商開
拓內地市場，但在互聯網方面
墨不多，特區政府過去協助亦力
度不足。如等待兩地政府和政府
之間的溝通，不知還要等多久，
有關平台即為民間自救的一種措
施。期望梁振英上任後能兌現承
諾，新政府能正視香港資訊科技
界的情況。
深港產學研基地副主任張克科

稱，有關基地是促進深港合作先
行先試的一個平台，許多香港科
技企業利用這平台開拓內地互聯
網市場的同時，不少深圳科技企
業亦能藉此打入國際市場，引進
國際規範，增強競爭力，互惠互
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約50多名城大學生昨日中午
穿上黑色衣服在校園內集會，
指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扭
曲市民意願，候任行政長官全
無民意基礎，香港民主已死
云。有學聯成員更揚言，需要
重新演繹理性定義，若現時行

動爭取不到的話，便要將抗爭
升級。
面臨入獄裁決的社民連主席

長毛（梁國雄）就煽動學生，
調查當年梁振英擔任城大校董
會主席時的錯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長毛煽動城大生查新特首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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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2009年就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甘乃威被指求
愛不遂，無理解僱女助理
的事件進行調查，調查委
員會已完成相關報告，並
會於今日公布。據了解，
委員會認為甘乃威就事件

向傳媒發表的言論前後不一，
如他起初表示解僱助理是因為
難合作，並無示愛，但及後承
認曾向對方表示好感。有參與
的委員批評，甘乃威於接受調
查期間表現不合作，採用拖字
訣，經常發律師信，又利用不
影響選舉等藉口拖延調查進
展，又經常不配合出席委員會
的聆訊。
據悉，委員會認為，沒有足

夠證據顯示甘乃威是因求愛不

遂而無理解僱當事人，主要是
因為調查期間女事主一直無現
身作供，亦令委員會蒐證困
難，在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下，
調查委員會只能「放生」甘乃
威。
但委員會關注到甘乃威的誠

信問題，指他起初表示自己無
向被解僱助理示愛，但根據民
主黨副主席劉慧卿指，甘乃威
曾親口向其承認對有關助理在
男女之間有意思。
有關事件於2009年10月被揭

發，立法會隨後通過啟動罷免
議員程序，成立調查委員會處
理。立法會將辯論調查報告，
如獲得2/3議員通過譴責，甘
乃威會被褫奪議員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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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最新民調顯示，受訪市民對中央政府的
信任率大幅上升6個百分點，至39%，不信任率
為34%，上升2個百分點。同時，有79%受訪市
民對國家前途有信心，大幅上升了6個百分點，
表示無信心的有15%，下跌了4個百分點。
港大民研計劃於本月9至11日，成功以電話訪

問1,022名香港巿民。結果發現，受訪市民對特
區政府的信任率有36%，較上次同類型調查上
升1個百分點，而不信任率則同為36%，上升了
4個百分點。表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的受訪市民
亦上升了3個百分點，至58%，表示無信心的有
35%，下跌2個百分點。

55%表示對「一國兩制」有信心
對於「一國兩制」的信心方面，調查顯示，

有55%表示對「一國兩制」有信心，較上次調
查上升了3個百分點，表示無信心的有39%，下
跌1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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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已獲數千簽名
林健鋒坦言早前已到銅鑼灣、東區及沙田等地

搜集簽名，共獲得數千個簽名，他認為市民的反
應可以理解，因為「雙非」嬰兒對香港醫療設施
構成巨大壓力，但政府卻遲遲未有政策解決。至
於可否再透過釋法等方法解決問題，林健鋒認為
早前釋法已清楚解釋，故政府有責任主動解決問
題。但他估計，草擬中的私人草案獲接納機會較
低。

市民憂間接影響交通物價
有簽名支持的市民表示，問題雖然不是直接影

響他們，但擔心會對下一代的教育福利方面構力
壓力。黃女士坦言，自己將近退休年齡，擔心納
稅人一方面要負擔「雙非」嬰兒對社福造成的額
外開支，政府更因此忽略了一眾長者的退休福
利。她更指，居於上水的孫兒要到沙田上幼稚
園，「雙非」嬰兒居港令北區幼稚園學額減少，
同時對當區居民間接帶來交通及物價的影響。

住在粉嶺的黃同學表示，雖然問題未必直接影
響自己，但擔心自己家中的弟妹未來會受影響。
吳太亦表示，自己的小朋友雖然在沙田讀書，但
擔心未來該區的學額亦會受影響，故支持應該盡
快解決問題。邱女士就直言，小朋友雖然於沙田
讀直資學校暫不受影響，但她認為「雙非」嬰兒
問題並非單純個人利益問題，是整體社會的問
題，身邊親友亦有不少已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
響，故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考慮支持限制「雙非」
嬰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如果戲院的喇叭傳來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的聲音，你會否以為
自己去錯立法會而急急離場？蘇錦樑
昨日在香港電影口述影像發展計劃閉
幕禮上，繪形繪聲地口述了電影桃姐
的海報，令看不見的海報能夠浮現在
一班視障人士的腦海裡，在場200多位

準備觀賞奪獎無數的電影《桃姐》的公公
婆婆和視障人士，在蘇錦樑話畢一刻拍爛
手掌。
電影和很多表演藝術都不是分分秒秒有

聲音對白，視障人士遇上單純用畫面交代
劇情的鏡頭，便需要口述影像人員的講述
協助。盲人輔導會得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轄下的創意香港贊助，舉辦了為期1年
的香港電影口述影像發展計劃，聘請台灣

和美國專家擔任正時15小時的工作坊導
師，教授做旁述員和編劇的技巧，培訓了
71名學員，又舉辦15場電影欣賞會供學員
有實習機會，昨日正是最後一場。
別以為口述影像只是視障人士的專利，

蘇錦樑也是捧場客，他說：「我試過用口
述影像看了一次《奪命金》，對套電影的認
識認知深了很多。」而視障人士體驗過口
述影像電影後反應也十分正面，有長者建
議為任白的經典大戲加配口述影像，亦有
人希望能以口述影像形式欣賞到流行的日
劇韓劇。雖然為電影加配口述影像的聲軌
成本不高，約佔製作1部電影成本的1%，
但始終還是要錢，計劃發言人透露撥款即
將用完，未知蘇局長會否考慮再撥款給盲
人輔導會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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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樑（中）和盲人輔導會主席羅德賢（左二）與視障人士交

流香港口述影像電影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鄧淑明（右二）期望政府更積極協助香港互聯網中小企打入內地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打算提出修改《入境條例》私人草案，促請政府解決「雙非」嬰問題，他

昨日親到大埔墟火車站，聯同大埔區區議員及一批義工舉行簽名運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八成市民對國家前途有信心

互聯網業界盼CY
兌現承諾助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