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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為期12天逾百小時的討論，否決逾千項

「垃圾修訂」，立法會昨日終於三讀通過有關議員

出缺填補安排的條例草案，曠日持久的拉布終於

落下帷幕。在這次拉布戰中，沒有人是贏家：政

府多條重要法案的審議工作因拉布而受到延誤；

立法會陷入無意義的拉布爭拗，置市民切身利益

於不顧，嚴重損害了議會形象；廣大市民也要為

拉布所浪費的公帑埋單，全港市民都是輸家。有

關各方應汲取教訓，防止拉布重演。立法會應盡

早制定限制拉布的機制，立法會主席也應嚴格把

關，防患於未然。

議員出缺條例草案原訂上月2日完成二讀及三讀

審議，但「人民力量」為阻撓議案通過，故意提

出1300多項無聊及無意義的修訂拖延審議。由於

目前立法會的《議事規則》缺乏處理及終止拉布

機制，立法會的運作幾近被拉布所癱瘓。單計委

員會審議階段時間已長達100個小時，期間更因為

反對派議員集體離席導致兩度流會，多個事務及

法案委員會被迫延後，多條關係經濟民生法案的

審議受到影響。同時，拉布令立法會未能正常運

作，單計每日的會議開支已將近百萬元，拉布共

浪費了1200萬元的公帑，議員的精力和時間虛耗

在拉布之中，立法會經此一役，不論在實際運作

以及社會形象上都是元氣大傷。

事實上，不論是策動拉布的人民力量以及配合

拉布流會的其他反對派議員，在事件中都受到民

意的猛烈抨擊。多個民調都顯示，大部分有份參

與及配合拉布的反對派議員，評分急劇下跌。相

反，一直緊守崗位、堅持反對拉布的建制派議員

得分卻顯著上升，正反映了主流民意的向背。拉

布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反感，市民都不希望看到

拉布鬧劇再次在議會上演。反對派議員應看到民

意訴求，懸崖勒馬，不要在新屆政府的重組議案

上再施拉布，否則，只會引起民意的更大反彈。

拉布事件也暴露了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不

足，既沒有機制拒絕一些刻意阻礙會議的修訂

案，也沒有終止拉布的表決制度，令部分議員有

機可乘，騎劫會議。立法會應參考其他地方的經

驗，盡快在議會內引入限制拉布機制，避免議會

因拉布而陷入癱瘓。同時，立法會主席在處理拉

布上擔當關鍵角色，更應汲取經驗，有效行使

《議事規則》所賦予的權力，果斷拒絕一些瑣碎及

無意義的修訂在議會上表決，防止拉布重演，以

確保會議正常進行。 (相關新聞刊A2版)

獨立檢討委員會及審計署發表特首利益

申報及外訪安排報告書後，行政長官曾蔭

權昨日再次就接受款待及外訪待遇方面處

事不當公開向市民道歉。特首作為特區最

高領導人，市民更重視其清廉的要求。曾

蔭權有40多年的公務生涯，應該知道廉潔

奉公的重要性；作為特區最高領導人，更

應採取高於問責官員及公務員的標準來要

求自己，為官員及社會作出廉潔示範。可

惜，曾蔭權在接受款待及外訪待遇方面處

事不當，與市民的期望形成強烈反差，令

市民對香港保持廉潔奉公的信心有所動

搖，亦讓公務員同事感到失望，的確應該

誠懇致歉，深刻反省。

廉潔奉公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公眾對公

職人員有極高期望。現行《政治委任制度

官員守則》、《防止賄賂條例》的相關規

定，對問責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及公務員

的利益申報有明確約束，體現本港廉潔法

治的精神，提醒公職人員謹慎行事。特首

在廉潔問題上受到質疑，不可避免會波及

本港公職人員的廉潔誠信。不過，香港擁

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有獨立高效的廉政公

署、以及輿論和立法會的監督，公眾絕不

容忍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遭受侵蝕。

一向以來，在全球國家和地區的廉潔指數

評比中，本港均名列前茅。這是對本港社

會廉潔的充分肯定。國家領導人也多次讚

揚本港公務員是優秀、高效、廉潔奉公的

隊伍。因此，市民應該對公務員的誠信、

操守抱有信心，相信公務員仍會秉持一貫

的廉潔精神，謹守工作崗位，為市民提供

良好服務。

現行制度對特首的利益申報缺乏明確規

定。曾蔭權作為公務員數十年循規蹈矩，

擔任特首後卻出現廉潔受質疑的問題，說

明維護廉潔，健全制度較個人自律更重

要。此次風波反映出現時的監督機制存在

不足之處，對本港的廉政建設也是一種警

示。當局應認真接納審計署及獨立檢討委

員會對規管特首收受利益、接受款待提出

的多項建議，堵塞現行監管制度的漏洞，

進一步加強特首及政府的廉潔監督，弘揚

廉政之風。 (相關新聞刊A3版)

拉布無贏家 建立機制防重演 吸取沉痛教訓 加強廉政監督

中國可持續發展 面臨三大挑戰
轉型壓力 資源約束 發展不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

會召開前夕，中國政府昨日發布《中國可持續發展國家報告》。報告坦

言，中國推進可持續發展面臨 加快發展與轉型發展的雙重壓力，自然

生態環境與資源環境的約束，以及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協調，都對可持續

發展構成巨大挑戰，未來將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重大

舉措， 力點是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此份報告共有40部門、機構，數百專
家學者參與編寫，歷時十餘月，日

前正式獲得國務院批准。報告重點是總結
2001年以來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付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進展，客觀分析存在的差
距和面臨的挑戰，明確提出今後的戰略舉
措，並闡明對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
會的原則立場。

扶貧對象尚有逾億
報告坦承中國可持續發展面臨來自國內

的三大挑戰。「中國仍然面臨巨大的發展
壓力。」報告舉例稱，除東部沿海地區
外，中國大部分區域還處在工業化、城鎮
化中期乃至初期階段。貧困人口規模大，
扶貧對象尚有1.22億人，且大多生活在自然
條件惡劣的區域，消除貧困任務極為艱
巨。中國人口總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
將保持增長態勢，但同勞動力供需結構性
矛盾依然突出，老年人口比重迅速上升，
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覆
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剛剛建立，與其
他主要發展中大國相比，保障水平還較低。

環境惡劣 資源稀少
報告還指出，自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對

中國可持續發展構成巨大壓力。不適合人
類居住的國土比例偏高，自然生態條件相
對惡劣。佔52%的國土面積是乾旱、半乾
旱地區，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存在不同
程度的退化，沙化、鹽鹼化等中度以上明
顯退化的草原面積約佔半數。
在資源佔有量方面，報告指出，中國人

均淡水、耕地、森林資源佔有量分別為世
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
鐵礦石、銅礦等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可採
儲量，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7.7%、
17%、17%。而且大部分自然資源、能源
主要分布在地理、生態環境惡劣的西部地
區，開採、利用與保護的成本甚高。「中
國經濟依然處於重化工業比重偏高的發展
階段，經濟發展短期內難以擺脫對資源環
境的依賴。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持續面臨
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節能減排、技術進
步以及管理創新等嚴格要求的巨大挑

戰。」報告稱。

國內消費明顯不足
報告還指出，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性問

題突出，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間基本公
共服務水平發展差距較大，三次產業結構
不甚合理，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結構
失衡，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和出口拉
動，國內消費需求明顯不足，經濟結構調
整的任務十分艱巨。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在國新辦記者會

上表示，未來中國將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
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大舉措。「不僅
要調整需求結構，把經濟增長更多地建立
在擴大內需的基礎上；還要調整產業結
構，更快的發展現代製造業及第三產業，
更要調整要素投入結構，使國民經濟增長
從依賴物質要素投入，轉向依靠科技進
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上來。」
杜鷹解釋說。
杜鷹還表示，中國將把建立資源節約型

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推進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 力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可持
續發展的核心要求，圍繞以民生為重點來
加強社會建設，推進公平、正義與平等；
把科技創新作為推進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
力；把深化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和合
作作為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中國面臨三方面挑戰
1.資源環境對發展的約束日益增強

2.加快發展與轉型發展的雙重壓力

3.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比較突出

發改委否定「4萬億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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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穩增長 結構性減稅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在發佈會上表
示，近年一些國家受國際金融的危機影
響，在履行資金的援助和技術轉讓方面
的政治意願有所下降，呼籲各國要摒棄
一己之見、求同存異，拿出政治意願，
發展中國家要盡其所能的推進向綠色發
展轉型，發達國家則要切實履行官方的
援助承諾，提供充足的資金和先進的技
術來增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能力。
據介紹，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將於

今年6月20日至22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
行。此次大會事關全球未來一個時期可
持續發展的政策走向，屆時130多個國
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將出席。
「可持續發展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

進程非常不平衡，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整
體執行力不強，貧困等一些老問題依然
突出，生態惡化和環境污染的趨勢尚未
得到根本的扭轉。」杜鷹亦特別指出，
一些國家在履行資金的援助和技術轉讓
方面的政治意願，因為受到國際金融危
機的影響有所下降，實現千年發展目標
仍然困難重重。

籲摒私見求大同
由此，杜鷹表示，中國呼籲參與2012

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磋商的各方要
摒棄一己之見、求同存異，現在更重要
的是要拿出政治意願。
為了推進大會取得務實成果，杜鷹表

示，中方始終強調大會應該堅持三個主
要的原則：一是堅持經濟發展、社會

進步、生態環境保護這三大支柱統籌

協調的原則，既要發展綠色經濟，也
要把消除貧困和增進人的福祉放在重
要位置。二是堅持發展模式多樣化的

原則，要尊重各國的可持續發展的自
主權，由各國自主選擇適合本國國情
的發展道路。三是堅持「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在
20年前上一次里約大會上寫進成果文
件的，不應該倒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5月官方和匯豐製造業PMI雙
雙回落，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昨日
表示，中國需要提振內需以支持經濟
增長，相信在政策的調節下，年內中
國經濟仍可保持平穩較快發展。
「目前中國經濟增速符合預期，經

濟狀況仍然健康，經濟增長保持在預
期的區間之內，但同時存在 下行壓
力。」杜鷹表示，國務院日前專門召
開會議研究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強調
要仍然保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要正
確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抑制
通貨膨脹和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這
三者之間的關係，同時把穩增長放在
更重要的位置。
中國4月宏觀數據驟然下滑，令政府

判斷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並明確了穩
增長的政策導向。自5月中旬以來，中
國政府陸續採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啟動重大投資項目、財政補貼家電汽
車、降低民間投資門檻、規劃戰略新
興產業等舉措。

保持信貸 穩定出口 刺激消費
他表示，穩增長主要的政策措施包

括四個方面：一是要繼續落實好結構
性減稅的政策，減輕企業負擔；二是
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合
理的信貸規模；三是 力促進消費，
擴大消費需求，同時保持合理的投資
規模；四是要穩定外貿出口。「我們
相信在這些政策的調節下，中國經濟
在年內能夠保持平穩較快的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發改委近期在官
網公布了多個獲審批項目，外界猜測這
是新一輪救市計劃的開始，並猜測會有
「4萬億2.0版」。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
昨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再次間接否定
了這個猜測。
中國官方媒體日前報道說，當前的

「穩增長」政策，不但不會重複三年前
的老路，還要避免出現效率低下的投資
和資產泡沫，更要防止通脹重新抬頭趨

勢。杜鷹昨天說明：5月21日公布的項
目是92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基本上是
4月份審核批准的。這些項目由企業出
資，不涉及政府投資。
他又說，按照國際規定，清潔發展機

制項目的減排量要經過政府核准公布，
國外才承認。因此，發改委7個部門組
成的理事會每個月開一次會，一般每次
都會審核80個左右的項目，下月集中公
布一次。

■在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召開前，中

國率先發佈可持續發展國家報告，明確提出今

後的戰略舉措。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人出席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介紹《中國可持續發展

國家報告》。 新華社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表示，中國將把

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推

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力點。 海巖 攝

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進展
■十年貧困人口從9,422萬減少到2,688萬人，貧困發生率

從10.2%下降到2.8%，是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中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目標的國家。

■20年累計建成人工林9.25億畝。

■2005年以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了21%，二氧

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分別下降了16%和14%。

■履行在國際社會上的承諾和相關國際公約的約定，積極

地參與可持續發展領域裡的國際合作，向發展中國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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