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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未見根本解決跡象，反似不斷升溫，令環球
經濟弓弦緊繃，不敢稍懈。董建華同樣密切關注

歐債危機的走勢。他仔細辨析歐債危機的成因，與08年金
融海嘯大為不同，2008年的金融海嘯是因美國次按危機一
發不可收拾，而致銀行體系受到巨大衝擊，經營困難，
「百年老店」雷曼兄弟倒閉，隨即掀起環球金融恐慌；今次
危機的導火線則是歐洲國家債台高築，進而影響當地銀行

體系的健全，其後政府厲行削減財赤、縮減開支等措施，
就令國家經濟陷入萎縮，而引發一系列的連鎖效應。

善用儲備 打好經濟根基
香港多次經歷金融危機，飽受經濟下挫的痛楚。董建華

坦言，金融危機是否爆發，操控權從不在香港，幸好香港
飽經風浪，已累積了經驗，加上特區政府財政穩健，庫房
有大量儲備，有需要時可以動用，故相比其他地區，有較
好條件應對挑戰。
中長期而言，董建華認為香港經濟大有可為，但必須切

實把握中央的利港政策，如CEPA、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提
出的「36招」、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等，均須盡快推動落實及
執行。他直言：「香港有不少『子彈』，很多政策也已推
行，發揮 效用，但無疑有些政策成效較慢。」長期而
言，他認為只有做好了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基建」，才能
無懼風雨：「就算真的再有經濟衰退，香港也不會衰退得
那麼厲害。」

背靠腹地 應對更有信心
董建華解釋，回歸前香港經濟較長時間都是主要依賴歐

美市場，但隨 內地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香港的經
濟與內地也更加密不可分，坐擁這個世界最大的市場為
「腹地」，香港自能在內地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中獲益，故就
算歐債爆煲，香港短期所受影響也不致太嚴重：「2008年
國家即出台相應政策成功應對了金融海嘯，香港同樣受益
而迅速反彈；現在國家經濟發展穩定，宏觀調控能力很
強，我對國家再應對任何挑戰都有信心。」

時刻檢討 及時修正航向
董建華亦對管治方面提出應變「錦囊」，指出無論是應

對經濟挑戰，或實現強政勵治，都需要「時時總結、面
對今日、 眼未來」。他闡釋道，香港必須不斷總結經驗
教訓，知道做得對的是甚麼，應該怎樣堅持，也知道錯
了甚麼，應該如何修正；要清楚明白老百姓今日面對的
問題，制定切實辦法予以及時解決；同時要 眼未來，
鋪排好未來的路途：「10多年前中國初入世時，大家都
沒有想過中國會成為經濟總量達7萬億美元的經濟體，所
以大家要看得遠些，想想10年後的中國會有怎樣的發
展，再問自己如何做好準備提升競爭力，如此才可以乘
勢而上，把握機遇。」

首任行政長官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回歸前後，香港政治生態出現
明顯變化，泛政治化的趨勢持續
加劇。對此，董建華雖不認同卻
也看得「灑脫」，點出這是香港所
行的民主政治模式必然要面對的
政治生態和政治環境，強調香港
按照基本法規定循序漸進地推進
民主，民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
亦有與西方國家、地區相近之
處：「很多西方國家地區也面對
相同的處境，終日吵吵鬧鬧，決
而不行，趨向民粹，以致累積了

大量問題，最終導致國家負債纍
纍，終於要改變財政策略縮減開
支。」

相信梁振英做得很好
他笑嘆說，大家不妨接受吵吵鬧

鬧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既走了
這條路，就要接受現實。當然，在
這個前提下，政府的管治是很辛苦
的。」董建華認為，特區政府應明
白這個政治現實，既要堅定理念，
亦要組成良好的管治團隊，團結社

會， 眼未來，認定目標，勇往直
前，才有成功的機會：「選擇了這
條路，再難也要行，政府團隊推行
的政策，要說服全港市民支持，做
到以民為本，我相信下一屆特區政
府有這個決心。」
與候任特首梁振英相識多年，董

建華對梁振英信心十足，盛讚梁振
英有理念、有能力、心地好，對國
家、對香港都飽含深情，且具有充
分的使命感：「我相信他會做得很
好。」

灑脫看民主 吵鬧也平常

位於堅尼地道28號的前行政長
官辦公室，其中一間會客室正進
行裝修，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6月
30日任期屆滿後，便會進駐辦
公。典雅素靜的設計依然，亦意

味 這幢具有107年歷史的維多利亞式
建築風格的古蹟，7月1日起將第一次有
兩位前特首同場辦公。　
這座樓，說來與回歸淵源甚深。這裡

曾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辦公室，在中英
聯合聯絡小組激烈爭論香港前途的那幾
年，這座樓正是海內外各大小傳媒的聚
焦點，亦是香港市民無不關注的「政治
景點」。如今，安坐樓中，與香港第一
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暢談香港回歸15年的
風風雨雨，既覺時光如梭，更感歷史厚
重。　

放棄太極拳天天行山
董先生風采依然，眉髮如霜，但臉色

十分紅潤，精神也極好。問董先生養生
之道，他卻笑說自己「靜不下來」，自
也無法再練習必須心靜的太極拳，當然
運動一直沒停下來：「我天天行山，還

可以一邊行，一邊思考。」注重運動與
心態平和，相輔相成，難怪75歲的董先
生似乎越活越年輕。　
專訪中，董先生憶述往事，月旦時

局，細述對回歸15年歲月的感悟及對未
來15年的期許。相隔5年再訪問董先生，
倒覺得董先生比之前輕鬆從容，更善於
用故事點出對歷史往事和當前政治環境
的認識。而深知專訪時間緊湊，他答個
不停，幾乎連喝口茶也忘了，還要笑
抱歉說：「有些問題答得太長了」，見記
者把握拍照時間追問，他也十分理解小
記的「小計」，依然詳細作答。　
訪問那天，驟雨急來，董先生送客到

了門口，見風狂雨急，擔心地欲留客再
坐一會，待雨勢緩和再走。就在那短短
數分鐘面對風雨的時間裡，董先生一直
站在門口，與記者閒話家常，讓人深刻
感受到董先生待人的親厚。舉傘步下樓
梯，回頭一望，他還在門口處揮手。
「做特首必須是好人」，記者忽然想起5
年前董先生在接受本報專訪中的這句
話，董先生的誠摯言行正是對「好人」
的親身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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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董建華獲選為
全國政協副主席，離開香
港的政治舞台，卻走向更
廣闊的「外交」天地，成
立了中美交流基金會。他
表示：「世界經濟和政治
正在發生巨大變化，而中
國和美國的關係是21世紀
最重要的一種雙邊關係。
中美兩國維持穩固、友好
的雙邊關係，對兩國以至
國際社會，均有莫大的裨
益。」成立中美交流基金
會的目標，就是加強兩國
人民的溝通，增進彼此的
了解，協助兩國人民對雙
方多方面共同利益的認同，並尋求和發展更多兩國
在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
他指出，國家和平崛起得很快，令世界矚目，當然

有人羡慕支持，也有人茫然不知發生何事，更有一些
人提出「中國威脅論」。他致力推動中美關係，正是為

破解那些不應該也必要的誤會，增進雙方的了解。　
董建華坦言，作為中國人，有責任去向全世界解

釋，中國的發展並不是旁人所說的「威脅」，反而是對
人類社會的貢獻，中國從來重視和平，更不會以勢壓
人，恃強凌弱。

設基金會平台增進中美交流

董
建
華
：

中英談判期間，香港人對前途信心不
足，疑慮多多。但15年來，「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證明當年的憂慮只是過憂，
擔心的問題並沒發生，「一國兩制」展現
了強大的生命力，亦成為香港獨特的優勢
所在。董建華向後靠 椅背，這個簡單的
借力支撐動作正好說明了他對國家與香港
關係的深刻體會：「香港既有『一國兩制』
的無比優勢，亦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我
常說的『國家好，香港更好』正基於此，
國家的發展就是我們最強大的依靠及後
盾。」
作為國際大都會，董建華眼中的香港得

天獨厚：「其他城市或內地省市都看到香

港有『一國兩制』的優勢。不少外國朋友
對我說：『你們有國家的支持好犀利！』
內地朋友則說：『你們有兩制的保障好特
別！』人家都看到的東西，我們更應看
到。要知道自身的幸運，更要珍惜努
力。」

寄語香港善用雙重優勢
他指出，因為有「一國」，所以香港得

到全國人民、內地省市的支持，及中央政
府的特別關心；因為有「兩制」，香港維
持了原有的制度優勢和活力，包括完善的
法治制度、金融制度等。香港更應利用好
這雙重優勢，在為國家作出應有貢獻的過

程中尋求更好的發展：「在國家的惠港政
策下，香港在商貿物流業、高附加值服務
業等方面大有可為；尤其未來的5年至10
年，國家將大力發展高端現代服務業，香
港在這個產業領域優勢明顯，正好可以提
供協助。香港一方面可以按照國家發展所
需，拓展自身的服務業產業版圖，另一方
面可以為推動國家高端服務業發展，作出
自身的貢獻，如此正可達到互惠互利的共
贏局面。」
香港社會環境近年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即使回歸前的憂慮證明均屬過慮，但還是
有不少人少提「一國」，只說「兩制」。說
到「一國」與「兩制」的關係，董建華答

得斬釘截鐵：「不考慮『一國』，根本就沒
有『兩制』！有『一國』才有『兩制』，所
以任何時候都應考慮『一國』，考慮國家的
利益，支持國家的持續發展。國家和香港
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完全沒有矛盾。」
他直言，當年身為特首，充分感受到中央
政府、國家領導人對香港的關心及支持：
「他們從不會做一些事來傷害『兩制』，一
直堅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
他繼而一聲輕嘆，坦言明白始終有些人

對中央政府抱持懷疑態度，闊論「兩制」
卻避談「一國」：「這是有些人的想法和
習慣，一時也改變不了，但我相信最終他
們會被事實說服。」

15年歲月如白駒過隙，彈指間香港歷經滄桑變幻。香港第

一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獨家專訪時，回顧香港回歸15年來波瀾起伏的發展歷程，

慨言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為香港各方面的發展

帶來無可比擬的優勢和動力，縱屢遇難關、屢經挫折，也能在

祖國堅定不移的支持下安渡風浪。　

如今正值歐債危機陰霾不散，香港可能被捲入另一次的金融

危機。董建華表示，香港必須居安思危，做好準備。他坦言，

香港對外圍環境雖存擔心，但事實卻是防不勝防，幸好香港近

年對歐美經濟的依賴有所減退，而與內地經濟越來越息息相

關，今內地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故相信香港雖會受歐債危機影

響，卻不致「重傷」。他又寄語香港利用好優勢及國家的利港

政策，抓緊機遇，扎穩根基，縱然風浪來襲，也能自信應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撰文/潘達文攝影

外人讚「一國」內地羨「兩制」

百年古樓厚重
七旬好人淡泊

■董建華接受本報執行總編輯吳明訪問。

■董建華指出，回歸後，中央政府、國家領導人從不會做一些事來傷害「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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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月7日，

董 建 華

（ 左 一 ）

與 參 加

「牽手同

心」籌款

活動的市

民握手交

談。

■2003年

5 月 2 4

日，董建

華到超市

購物，並

鼓勵市民

在香港消

費。

■2004年

1 1 月 7

日，董建

華 參 加

「慈善萬

人行」活

動，受到

市民熱烈

歡迎。

把握利港政策
避風險振經濟

「我很幸運有這樣的一生。你問我最感動的事是甚麼，要記
得的事太多了，一時難以言喻。」談回歸15年，作為香港第一
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感受殊深。最難忘的是見證回歸一刻，看
國旗升起，聽國歌奏起，他心頭激動不已，那種感動和震撼，
至今記憶猶新。　

愧疚唇顫 幾不能言
回首15年，最教董建華不敢稍忘的，仍是2003年「沙士」疫症

的傷痛。言及於此，他黯然神傷，深呼吸後才沉重道出：「當時
我們不知是甚麼病，也不知怎樣處理，造成那麼多人病逝，我真
的很難過，如今仍會想起那一年⋯⋯」他對沙士受難者深感愧
疚，直言要負起「最終責任」，一時更顫 雙唇，幾不能言：
「我會問自己：為何不能應對得更好一些？」

在抗擊沙士中中央對香港的關顧也教他深深感念：「我當時到
深圳向胡錦濤主席匯報沙士疫情，提到香港的醫療物資不足，他
二話不說，立刻安排為香港送來了所需的醫療物資。那時內地也
受到沙士侵襲，同樣需要這些物資，而且胡主席是日理萬機的領
導人，卻對香港如此用心，怎不教人感動！」

最難過沙士病亡
最感動國家援手

回歸15年，常聽「人心未回歸」，董建
華表示，「今天人心的回歸相比初期好
了很多」，香港人對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
及各方面取得的進步都親身見證，亦感
自豪。他說：「就算是外國朋友也常
說，中國的人權法治民主等各方面都有
進步，但國家改革開放只得30年，還有
長路要走下去，我有信心國家會做得
好。」由此談到對國民教育的推動，他
點頭贊同，希望透過國民教育增進香港
人對國情的認識，增進對中華民族悠久
文化歷史的體會、把握：「回歸畢竟不
止是政權的交接，還要看心的回歸。」
隨 內地與香港接觸日多、關係更

密、往來更頻，內地民眾與香港市民出
現一些文化衝突及生活習慣的磨擦。董
建華笑說，不擔心所謂「文化衝突」，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經歷，不同文化背
景，因生活習慣差異而帶來的矛盾總是
會發生的，認為各方應以包容和客觀態
度看待各種文化衝突：「做人可能每一
天都在經歷不同做事手法及文化的衝
擊，這可令我們的成長過程變得更加完
整。這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卻要重視，
不能讓問題惡化，需互相包容，彼此尊
重，也希望有關的報道不要太誇張
了！」

經歷滬港英美不能強求別人
他更以過來人身份分享如何面對不同文化歷史

背景的分歧。他說，自己10歲隨家人來港，不懂
廣東話，也不說普通話，只操一口上海話，因而
被同學以「上海仔」取笑；17歲去英國讀書，
「英文也不太會說」，同樣需要一個適應及學習過
程；後來在美國生活，又是一次文化衝突：「畢
竟內地城市與香港生活模式及環境等各方面都不
太相同，也不能強求一樣，出現一些交往交流上
的問題是很正常的，根本毋須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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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右一）今年2月中陪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並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

格、奧爾布賴特，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

布熱津斯基、伯傑，前勞工部長趙小蘭見面。 資料圖片

■2003年4月，沙士疫情在社區爆發，淘大花園E座居民需要遷

出隔離。世衛專家到場調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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