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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解釋「穩中求變」的政綱時指出，內外環境

都在變，我們能做到以不變應萬變嗎？如果新一屆政府

對大環境的變化漠然置之，施政一成不變，要想保持香

港的繁榮穩定，肯定做不到。

多年一覺蹉跎夢，贏得教訓痛心銘
在世情變化方面，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形勢

錯綜複雜，區域經濟競爭愈趨激烈，特別是香港周邊群

雄競起，香港的許多優勢受到嚴峻挑戰，處於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的狀況。「多年一覺蹉跎夢，贏得教訓痛

心銘」，在社會泛政治化環境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

下，香港蹉跎歲月，許多優勢正在減弱或失去。綜合國

際著名評級機構對全球國際都市排名中看出，香港城市

發展正面臨㠥競爭力下跌，可持續發展弱化的趨勢。以

香港最直接的競爭對手新加坡而言，過去20年間，新加

坡生產總值年均實質增長6.60%，高於香港的3.95%，香

港的整體生產總值已經在2010年被新加坡超過；與此同

時，香港2009年失去作為中國生產總值最大城市的地

位，而且經濟規模在未來數年內將被中國內地多個城市

超越。預計四、五年後，香港經濟規模可能降至中國城

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蘇

州、天津等城市之後。

在國情變化方面，國家已進入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經濟結構調整、科技進步

和創新、可持續發展以及改革開放，都是國家加快經濟

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堅持不懈的方向。國家的對外開放格

局正由過去的「引進來」為主開始轉向與「走出去」相

結合，這恰好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另一大契機。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去年8月訪港宣佈「李6點」涵蓋「36招」的

「挺港」戰略措施，勾勒出香港在國家「十二五」規劃

中的定位與功能，概括了未來內地與香港攜手合作共贏

的方向，對香港應對金融危機和全球雙底衰退具有很強

的針對性。

老一套無法應對香港困局

港情方面，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積月

累，已經到了影響社會穩定和阻遏經濟發展的嚴重程

度。例如：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政策陷入困境，經濟轉

型舉步維艱，產業空心化和單一化，在激烈區域經濟競

爭中被邊緣化，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呈現M形導致中產

階級陷落，80後、90後缺乏人生出路而走向激進⋯⋯等

等。

香港在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都處於十字路

口，老一套無法應對當前困局，目前香港奉行的，只是

在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政策下，以房地產創造財富的舊

政策，結果不但無法解決現在的困境，反而在房地產價

格高企下，遏抑各行各業的生存發展，社會財富集中於

利潤豐厚的地產行業，而其他行業的生存空間愈來愈

窄，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小企和基層受害最深。

梁振英在競選時介紹政綱說，「我的治港理念是行之

正道，穩中求變」，對現在的經濟發展不均，成果分配

不公，發展停滯，不能視而不見，即使在過程中觸及既

得利益，仍要迎難而上，勇於面對。梁振英接受新華社

記者專訪，暢談他未來5年的治港思路，其中強調他要

親商界，也要親基層民眾。梁振英「穩中求變」，必然

觸及既得利益，但又要做到既親商界也親基層民眾，這

對梁振英是難度很高的挑戰。

必須釐清「大和解」有關的幾個問題
梁振英要應對這一嚴峻挑戰，正如筆者在本欄上一篇

文章指出，梁振英和新一屆政府一要促進香港經濟轉

型，二要實現社會轉型，因為香港經濟轉型不只涉及經

濟結構問題，而且涉及複雜的利益結構問題。要強調的

是，「穩中求變」不一定與商界對立，只要政策合理，

就能使工商地產業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利益總體一致。而

地產工商界若要在香港「長搵長有」，也必須在利潤和

公眾利益之間作平衡。因此，

實行社會「大和解」，必須釐清

有關的幾個問題。

首先，實行社會「大和解」不等於

社會沒有不同意見和矛盾，「大和解」是意味㠥梁振

英維護社會公義公平，改革畸形和僵化的利益結構，

消除產生社會嚴重分化和尖銳矛盾的土壤；第二，實

行社會「大和解」，也不意味㠥「反梁」有功，「擁

梁」有罪，「反梁」者可以繼續聲大夾惡對梁振英和

「梁營」人士諸多指責，「擁梁」者只能為避嫌「夾

起尾巴做人」，而是「擁梁」者「反梁」者都是平等

的兄弟，應該「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

仇」，在用人方面「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第

三，實行社會「大和解」不意味㠥梁振英要「負荊請

罪」，似乎有什麼缺失要祈求既得利益集團「原諒」，

更不意味㠥梁振英要迎合過去經濟發展不均，政策向

大財團傾斜，成果分配不公，發展停滯的社會現實和

治港理念。相反，梁振英在吸收不同意見和照顧不同

利益的同時，必須堅定不移地落實得到香港社會廣泛

認可和中央充分肯定的治港理念和政綱，才能真正在

公義公平基礎上建立和諧社會。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競爭下，香港如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在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困擾下，

香港如不穩中求變，必然積重難返、沉㠕不起。梁振

英「穩中求變」尋求香港的生存和發展之路，與市民

一起共謀對策，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讓經濟發展成

果惠及民眾，才能適應世情、國情、港情的複雜變

化，以「新人事、新作風、新思維」去「讓香港公眾

看到新氣象、新希望」，「開創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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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赴京接受任命，他提出的「穩中求變」的政綱和治港理念得到中央領導人充分肯定，

符合中央希望梁振英全面開創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新局面的要求。世情、國情、港情都在變

化，香港面對許多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不能「一本通書讀到老」，必須穩中求變，開創新局。特

首選舉過程中產生的嫌隙乃至矛盾，是香港深層次問題和矛盾的反映，「大和解」不等於社會

沒有不同意見和矛盾，「大和解」是意味㠥梁振英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團結和帶領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共同開創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新局面。因此梁振英在吸收不同意見和照顧不同利益的同

時，要堅定不移地落實其「穩中求變」的理念和政綱。只有扭轉社會的不公義、不公平和利益

結構畸形和僵化，調整利益格局，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各階層，才能真正解決香港的深層次

問題和矛盾，保證香港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梁振英穩中求變符合中央開創新局要求

譚耀宗表示，預計民建聯於港島將派出2
張名單、九龍西將派出1張名單、九龍東將
派出1張名單，而在議席增幅較多的新界東
及新界西區，分別會派出2張名單及3張名
單，至於功能界別則暫時未有作出討論。譚
耀宗承認，分拆有一定風險，但不分拆同樣
有困難，他舉例指，港島派出2隊是因應以
往能以1隊奪取的議席數目今年難度加大。

名單醞釀中 7月才落實
被問到具體名單會否如外界猜測一樣，

譚耀宗直言，參選名單仍在「醞釀」，要等
待7月中才可落實，更笑言「香港傳媒消息
靈通，但未必個個準確」。據悉，民建聯在
新界西決定由譚耀宗、梁志祥及陳㞫鑌分

別牽頭，各帶領一張參選名單，其中譚耀
宗「主攻」屯門區，梁志祥則爭元朗區票
源，陳㞫鑌就㠥力荃灣。
在新界東，民建聯目前有2個立法會議

席。其中，該黨副主席劉江華於今年「再」
當選區議員，令他轉戰「超級區議員」機會
大增，故民建聯暫時決定，新界東立法會議
員陳克勤將帶領一張名單競逐連任，另由沙
田區議員葛珮帆帶領另一張參選名單。

超選仍未決 九西添變數
九龍東、西兩區方面，民建聯決定各以1

張名單出選。有傳出選「超級區議員」席
位的黨副主席李慧㠒說，個人的多年意願
始終在九龍西，但是經過「路向營」的討

論，就新形勢、新發展會再考慮，現時尚
在醞釀階段未有具體選擇，此舉或令九龍
西的出選名單再添變數。而港島區方面，
民建聯初步決定繼續由曾鈺成帶領1張參選
名單，東區區議會主席鍾樹根則會另率1隊
參選。
至於分拆名單會否與其他建制派別爭奪

票源，及會否與其他建制派協調，譚耀宗
表示，現階段未與其他建制派討論，笑言
「票不是從袋中拿出來」，相信會是選民選
擇。而今屆立法會新增「超級區議員」議
席，被問到民建聯會否「借票」，譚耀宗坦
言「難借」，因實在難以說服一眾民建聯區
議員，又說現時「自顧不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於9月舉行，

地區直選議席將增加5個，還會新增5

個「超級區議員」議席。民建聯主席

譚耀宗昨日於「路向營」總結記者會

上表示，民建聯初步計劃以9張名單

出戰地區直選，另派2隊競逐「超級區議

員」議席，冀在原有基礎上以「分隊參選」

策略「食餘額」多爭取議席。譚耀宗承

認，今次的立法會選戰「壓力好大、好大

的挑戰⋯⋯勝算把握不大」，又指倘若不

分拆名單「更加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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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鴿擔大旗 支持度欠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昨

日宣布9月立法會選舉推薦名單。由於多名
「創黨元老」相繼退下火線，不再角逐連
任，「千年老二」終於可擔大旗「正式坐
正」，可惜他們本身知名度不高，部分人更
在剛過去的今屆區議會中輸得「一仆一
碌」。雖然如此，民主黨仍堅持派出兩張名
單，參選立法會超級區議會選舉。民主黨
將於本月28日舉行退修營，討論選舉部
署。

涂謹申尹兆堅選超級區會
民主黨選舉委員會主席楊森於會後表

示，9月的立法會選舉，出選的會以新人和
女性為主，證明民主黨肯下定決心，做好
傳承工作，希望能夠增加新人參選比例。
立法會超級區議會方面，楊森指，會以舊
人帶新人的方式出選，由現任九龍西立法
會議員涂謹申，與「剛跳船過檔」前街工
成員尹兆堅各組一張名單出選。他稱，民
主黨一直重視地區工作，預計在超級區議

會議席的競爭中有機會「坐一望二」，故
此，會堅持派出兩張名單參選，相信改變
的機會不會太大，但亦會參與反對派的協
調討論。
地區直選方面就有8張名單，排頭位的包

括港島區的單仲偕、九龍西的黃碧雲、九
龍東的胡志偉，新界東有劉慧卿及黃成智
分別以兩張名單出選，新界西則有3張名
單，分別是何俊仁、李永達及陳樹英排頭
位。

張文光棄教界九西做老二
另外，張文光放棄教育界別選舉，全力

協助循九龍西出選的黃碧雲，排在她的名
單的第二位，教育界功能界別議席會改由
馮偉華出選﹔而一直與胡志偉「面和心不
和」的李華明，只會「協助」性質幫胡參
選，不會排名單。因「桃色門」事件聞名
的港島區立法會議員甘乃威，決定不再參
選。
據了解，民主黨黨內民調顯示，擬出選

港島的單仲偕、九西的黃碧雲及九東的胡
志偉，在區內的支持度未達雙位數，被對
手拋離。其中港島出選單仲偕支持度僅得
8%左右，現任議員甘乃威更低至3%，兩人
支持度相加起來，仍然不及公民黨陳淑莊
的20%。

李華明不選難保住票源
九龍東方面，胡志偉只得8%左右支持

度，較李華明手握的30%仍有一定距離。
民調結果更發現，一旦李華明不選，其部
分票源將流向社民連前主席陶君行。九西
方面，在區選於黃埔區敗北的黃碧雲，支
持度仍徘徊在6%，公民黨毛孟靜就有一成
支持度。
在新界西出選多次的陳樹英，支持度一

直維持在1.5%左右；新界東方面選情相對
較穩定，黃成智及劉慧卿將分拆兩條名單
出選，而後者民望高企，有機會「坐一望
二」，帶新人上位，據悉劉的「愛將」柯耀
林將是大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正在智利訪問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昨
日於當地一工作早餐上表示，智利
企業可以利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發展內地業務。「CEPA
的最大好處，是它沒有國家之分。
智利企業可以透過在香港的業務，
或是與香港企業合作，借助CEPA
開拓內地市場的龐大商機。我們會
不斷更新、擴充及完善CEPA的內

容，目標是至2015年全面開放兩地
的貨物與服務貿易」。
曾蔭權於智利亞太商會與智利銀

行合辦的晚宴上，推廣香港作為企
業籌集內地業務營運資金的平台，
並鼓勵智利的知名品牌與資源公司
來港上市。「我們具備全面的金融
服務專業知識，確保不同規模的公
司可順利上市集資」。
曾蔭權於今日轉往巴西的巴西利

亞及聖保羅訪問。

工聯會近年積極雙線發展地區和工
會工作，現時已擁有184間屬會，60間
贊助會，去年區選亦贏得30個議席，
會員人數更已接近37萬人，較上屆增
加近4萬4千人，升幅達14%，超額完成
發展目標。理事長吳秋北昨日於會員
大會上再定出未來3年的發展目標，希

望會員人數每年均有1萬的實質增長，至
2015年要達到40萬會員。出席大會的候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不僅口頭打打氣，還提供
實質鼓勵，表明目標達成之時，他願意親
自將第四十萬張會員證頒給加入工聯會的
朋友。
CY昨日首次以候任行政長官身份，出席

工聯會的會員大會。會長鄭耀棠於會上兩
番祝賀CY當選，台下的會眾亦紛紛報以熱
烈的掌聲。CY於會上甫一發言時便先向工
聯會致謝，向工聯會的選委及其他朋友，
以至香港廣大的勞工界朋友，在他參選、
競選過程中所提供的指點和支持表示衷心
謝意。
至於吳秋北提出的40萬會員目標，CY亦

大力支持愛國愛港團體發展，表明若到時
工聯會不嫌棄，且會向會員發會員證，
「我希望可以親自將第四十萬張會員證頒給
工聯會的朋友」。此言一出，全場頓時掌聲
雷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鄭耀棠將任工聯榮譽會長
工聯會昨日舉行會員大會，除了選

出新理事會、新常委等職位外，也通
過了設立榮譽會長的決議。據了解，
一早已事先張揚不再連任的會長鄭耀
棠不再參選新一屆會長，將會轉為擔

任新設立的榮譽會長，而現任副會長的林
淑儀將很大機會擔任新會長。
工聯會常務理事會會於今晚選出新一屆

負責人，包括會長、理事長、副會長、副
理事長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超英：梁振英真正關注基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競選

期間，為候任特首梁振英撰寫環保政綱的
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昨表示，梁振英有感
染力，競選期間不少人受他對香港有承擔
所感染，故協助他撰寫政綱，他又估計梁
振英可團結港人及落實政綱。林超英又
指，梁振英是真正關注基層的人，這種政
治領袖很少見，對他施政有信心。
林超英表示，特首競選期間，梁振英主

動找他協助，因梁振英身邊沒人熟悉環保
問題。林超英續稱，他主要協助撰寫環保
政綱，並聯絡10多個環保團體，分析各團
體意見，讓教授分析，過程類似政府決策
機構模式，亦體現整個競選團隊一起用心
寫政綱。

表明不加入新政府團隊
被問及將來會否繼續支援梁振英，林超

英指自己是退休人士，不會再參與任何工
作，又以「零機會」表明不會加入新政府
團隊。他續稱，作為普通市民，未來只會
寫投訴信提出意見，梁振英是真正關注基
層的人，這種政治領袖很少見，對他施政
有信心。
對於近期有政府高官被指收受利益或款

待，林超英指感痛心疾首，但不擔心香港
變成不廉潔的社會，主要是要警惕及剔走
小部分受誘惑的人，期望新政府把所有高
官，包括行政長官納入法律和規例當中，
確立廉潔奉公的精神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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