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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鐵川：習近平強調反腐迫切性
與港中小學老師分享十八大 稱中央新政新風廣受好評

教師A：我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有人說內地官員十個
有九個貪，這是否真實情況；二是內地為甚麼有這樣嚴
重的腐敗。
郝：我深深感受到了香港同胞對內地腐敗問題的關

注，幾乎每次都被問到這個話題。您剛才問的為甚麼內
地腐敗這樣嚴重，我覺得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圍繞權
力公開的制度建設（如財產公開）由於種種原因，沒有
及時跟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等變化的步
伐；二是與經濟的快速高速發展有關。前一點我前時同
部分「意見領袖」和通識課老師已說過，今天 重說說
第二點。
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世界各國都經歷過政府官

員貪污腐敗橫行的時代。不少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論著指
出，美國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美國腐敗叢生，觸目
驚心，行政、司法、立法等都有腐敗。其中行政腐敗大
概最突出，主要有分配公共職位時以權謀私；偷竊國
庫；洩露與利用內部信息；在政府採購過程中巧取豪
奪；違規出讓特許經營權；實施彈性管制，等等。政府
之所以成為被俘獲的對象，主要是因為它的手中握有大
量公共資源，其中包括財政預算支出、土地和礦產等公
共財產、非中性的法律規章制度的設立等。

公共資源膨脹 歐美腐敗叢生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社會之所以腐敗多發，是與

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的諸多特定歷史因素或條件分不開
的。1、經濟的高速增長、政府規模的急劇膨脹及地方
政府支配公共資源之權力的加強，是導致腐敗的重要原
因。2、與工業化進程相伴的迅速城市化，具體表現為
大批移民湧入美國城市是腐敗高發的另一導因。新移民
為擺脫卑微的身份，更多關注的是能否通過選舉這一權
力或利益再分配過程來改變自身命運，而不大在意政府
官員的誠實品格與廉潔作風。道德水準低下、意志品格
薄弱、責任意識淡漠，成為這一時期公職人員的普遍特
徵。3、這一時段內美國法律法規的不健全或相對滯
後。這種不健全和滯後，與該階段經濟與社會的迅猛變
遷形成了鮮明對照。4、最後，整個社會都被拜金主義
的風氣所瀰漫。　
工業革命較早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在生產力急速躍

進時期，也是貪污賄賂等腐敗的盛行時期。在18世紀
末，英國的議席是可以出售的，結果議席成為商品和資

本，議院成了市場，烏煙瘴氣，醜聞不斷，特別是在伊
麗莎白時代，英國官吏賄賂公行，為人所共知。歐洲的
另一個國家法國，在19世紀發生的巴拿馬案件，巴拿馬
案件指19世紀90年代法國第三共和國時期的一個大的賄
賂案件。臭名昭著，醜聞天下，在巴拿馬運河官商合一
公司的詐騙貪污案中，有數百名議員、官吏從中獲利，
使數十萬持股票者蒙受損失，導致一場政治風波。

反腐力度大增 國人滿意生活
雖然內地的腐敗像其他國家或地方經濟高速發展期一

樣出現了腐敗高發期，但我覺得內地還不至於「十官九
貪」。我前時說過，我的一個哥哥在一個縣長期擔任監
察局長，他告訴我內地腐敗情況確實很嚴重，但腐敗的
官員還是少數，可是因為「一個耗子屎壞一鍋粥」的效
應，查處一個腐敗官員就容易被懷疑一大片。我相信他
的說法，為甚麼﹖我有兩點佐證：第一，我從一名普通
大學教師，走上今天的官員崗位，我沒有給別人送過一
分錢，歷來的信條就是「聽黨的話，憑本事吃飯，按良
心做人」，我完全是受益於內地幹部制度改革、學生教
師民主推薦而成為一名官員的。第二，內地民眾在看到
內地腐敗嚴重的同時，但同時也看到了政府沒有放鬆反
腐敗力度，處分、懲治的腐敗官員逐年增加，反貪措施
也是逐年增進。所以，美國民間的皮尤民調研究中心多
年來一直在內地搞民意調查，結論是民眾對貪腐深惡痛
絕，但對中國政府的綜合滿意度一直在受調查的幾十個
國家中高居榜首，多數人對自己的家庭生活、工作和家
庭收入總體滿意。

老百姓讚南巡 港媒正面報道
這一切表明，越是經濟發展快，越是腐敗高發期，越

要重視反腐敗。所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
後，鄧小平就語重心長囑咐新的中央領導集體要幹幾件
反腐倡廉、力戒形式主義的實事，提振人民的信心和幹
勁；習近平總書記一上任就強調反腐的迫切重要性，主
持中央政治局作出改進作風的若干措施，受到了海內外
人士的好評。就連素來信奉「負面更是新聞」、「批評
更是新聞」的香港不少媒體也不多見地報道了內地老百
姓對習近平視察深圳時輕車簡從的讚揚之情。
教師B：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您怎麼看待改革以後

出現的內地娼妓問題？第二，最近香港有人在上街示威
時舉起港英時期的龍獅旗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旗，這是犯法的行為，但香港政府不敢執法，您怎樣看
待這個問題呢？
郝：出現娼妓的原因很多，比如貧窮，比如有人想掙

快錢，比如歷史和現實的腐朽生活方式的影響。但中國
政府歷來強調要「兩手抓」，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
精神文明建設，而且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兩隻手都
要硬。同時各地政府也非常注意區分道德與法律的界
限，正常商業應酬活動和賣淫嫖娼的界限。西方人說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我們說法律的歸法律
管，道德的歸道德管。

港主流民意 愛國愛鄉愛民族
香港社會是個多元社會，林子大了，甚麼鳥都有。但

我始終堅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是愛國愛鄉愛民族的，愛
國愛鄉愛民族始終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有的年輕人
心中有這樣那樣的怨氣，沒有找到恰當的解決和發洩方

式，說明包括我在內的在座老師任重道遠，「子不教，
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呀！多給年輕人講講中國的
歷史，特別是近代史。
我誠摯地給年輕朋友推薦兩部作品，一是亞洲電視拍

攝的專題片《百年香港解密》，二是無 電視拍攝的
《1967至2006香港大事回顧全記錄》。大家可以看到英國
人統治香港的150多年中，究竟有多少年是真正保障過
香港人權的，甚麼時候在甚麼條件下才給港人一點民主
權利的。年輕人血氣方剛、動輒溢於言表，我們都經
過，但關鍵是要找到正確的解決方式和恰當的表達方
式。
我這裡想發些感慨的是，我們這些年齡段的人，對香

港一直充滿了美好的感情，小時候我們從課堂上老師的
悲憤講授中，知道了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香港漂泊在
外，我們不少夥伴當時流下了眼淚；改革開放後我們聽
到的第一首香港歌曲是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我們
深深地為香港同胞的愛國之情所感動，最讓我們喜愛的
第一部香港電視劇是《霍元甲》，插曲《萬里長城永不
倒》幾乎人人會唱，我至今難忘在許多個大學時代的中
秋聯歡晚會上，我都為它高歌且舞過。來香港後我很快
找到張明敏兄和徐小明兄（《霍元甲》導演），並和他們
成了很好的朋友；趙雅芝主演的《上海灘》曾經對我上
世紀80年代孤身一人負笈滬上讀書創業有很大的參考，
前不久在朋友的一個生日宴會上，我遠遠地望 一直保
持年輕美貌的趙雅芝，真想說一句《上海灘》觸動了多
少上海「淘金者」！還有鄉親汪明荃演唱的《萬水千山
總是情》，那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吟唱過最多的粵語歌
曲吧？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初的香港印象。我願意永
遠保留這份美好的記憶，也希望這段美好的記憶不被顛
覆。
教師C：您是香港媒體關注的人物，您怎樣看香港的

大眾傳媒呢？
郝：我覺得香港絕大多數媒體是「每臨大事不糊

塗」。哪些大事不糊塗呢？概而言之，一是維護祖國統
一。香港絕大多數媒體在反對「藏獨」、「台獨」等問
題上是旗幟鮮明的。二是在維護國家、民族尊嚴問題
上，絕大多數媒體是旗幟鮮明的，這一點在2008年奧運
火炬傳遞在西方一些國家遭受干擾，但到了香港卻受到
百萬市民自發歡迎歡呼，絕大多數媒體熱情報道並痛斥
西方一些人敵視中華民族、敵視中國的無理、無恥行為
一事中，就可看出。三是每當內地遇到自然災害，香港

絕大多數媒體就迅速報道，呼籲香港同胞不遺餘力地救
助。那種血濃於水的真情實意，我永遠難忘。

港媒重負面新聞 應持平看內地
但應該承認，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傳媒理念和內地

有 明顯的不同。比如，香港媒體 重負面新聞、批評
新聞、衝突新聞，內地強調要「一分為二」、「分清主
次」、「團結鼓勁」。我想兩地之間能借鑒則借鑒，不能
借鑒也可「和而不同」。不過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在和傳
媒界在探討，改革開放以後香港有上百萬人一次也沒去
過內地，還有許多人是改革開放以前帶 一肚子怨氣從
內地來到了香港，他們不一定很清楚改革開放以後內地
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如果香港媒體從「負面
才是新聞」的理念出發，淨報道些內地的負面東西，沒
有既客觀真實、同時又全面準確展現內地，那會讓許多
沒有去過內地、或保留的只是改革開放前內地形象的
人，更加不了解現在的內地，這對兩地無法避免的的交
流合作是不利的吧？美國政府害怕外國人對美國有誤
解，所以規定《美國之音》對外不能說美國的不好。我
不是說香港的媒體要學《美國之音》，因為香港和內地
同屬「一國」，只要不違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等核
心利益，只要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港媒可以批評
內地一些問題。但由於香港漂泊在外150多年，對內地
或多或少有些不了解，尤其是一些人對改革開放以後的
內地不甚了解，香港媒體能否考慮考慮這一特殊情況
呢？是否對內地的報道持平一點呢？當然這只是我個人
的一點建議而已。

推薦領導人考慮「德」「才」標準
教師D：在新一屆的七位政治局常委當中，我們很難

看得出誰是下一屆的接班人，也有人說近幾年來黨內的
競爭會非常激烈，您覺得將來的國家領導人會是怎樣產
生出來的？
郝：您可真是關心內地的發展呀！新一屆領導集體剛

開始，您就關心起下一屆了。您說您看不出下一屆接班
人是誰，這很正常，因為中國共產黨現在採取的是民主
推薦和差額選舉的辦法產生領導人的，大家在推薦和選
舉中，主要考慮的標準是「德」和「才」，大家是通過
一定的實踐來觀察一個人的「德」和「才」的。
謝謝大家的提問，我的回答是我個人的粗淺體會，僅

供大家參考，以後有機會再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與110多名香港中小學老師濟濟一堂，交流對

十八大的體會。郝鐵川說，他在大學任教12年，父母、舅父、姨媽等均是教師，因此見到老師

格外親切，能夠與大家分享一下十八大很高興。他首先談了十八大產生了一個好報告、選出了一

個好班子、給香港帶來了好機遇等三點感受，接 回答了老師們的如下幾個提問：

■郝鐵川表示，港媒報道了內地老百姓對習近平視察深

圳時輕車簡從的讚揚之情。 資料圖片

■中共十八大強調嚴懲腐敗，掀起了一場反腐風暴。 資料圖片

古人說「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意思是說要掌握

「大道」，必須先研究蘊含 「大道」的歷史。從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領導全國人

民義無反顧、一往無前地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

大業，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

詩。

習仲勳乃經濟特區「開荒牛」

1978年4月，習近平之父、開國元勳習仲勳踏上廣東

的土地，出掌中國南大門，被譽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和

創辦經濟特區的「開荒牛」。習仲勳抵粵後第一次出外

考察就到深圳寶安縣。當時的場面令他百感交集：本該

農忙的季節，卻不見精壯勞力，田裡只剩下老弱婦孺。

內地人寧願跑到香港當「奴僕」，也不要自己做「主人」

⋯⋯習仲勳意識到，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經濟極端

貧困，只有改革開放、發展生產，才能縮短與香港的差

距，才能改善民生和穩定人心。

1979年5月，習仲勳等人向中央工作組提出試辦進出

口特區等初步設想。經過努力爭取，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國務院提出的

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立經濟特

區，並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經濟特

區正式誕生，廣東在全國改革開放中一馬當先，帶來全

國萬馬奔騰。習仲勳等開國元勳兼改革開放元勳為中華

民族立下的不朽功勛，將永銘史冊。

走父輩改革開放之路

上世紀90年代初，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中國正處

於改革開放低潮期，蘇東劇變更使改革開放陷入了激烈

的思想交鋒中，國家命運面臨艱巨抉擇。世紀偉人鄧小

平的南國之行猶如浩蕩春風，以其偉大政治家的高瞻遠

矚和非凡膽魄，堅定地肯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基

本路線，有力回擊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糾纏和質

疑，給中華大地帶來無限生機與活力。作為改革開放的

「總設計師」，鄧小平憑 對中國人民深切的愛，以及對

人性、對社會的深刻洞察，通過「南巡講話」，為處於

改革困惑中的中國指明了發展方向。

經過改革開放34年來的高速發展，中國邁入小康社會

門檻，但許多深層矛盾逐步凸顯，各種利益關係的博弈

此消彼長。今天改革開放又處於十字路口，市場經濟已

不同於往日的市場經濟，更注重發展方式的轉變，更注

重經濟質量、效益與公平正義；外部考驗亦不同於往

日，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西方及周邊一些國家

為遏制中國快速崛起，採取圍堵之策，來勢很猛。習近

平上任後的中國又再次面臨艱巨抉擇。十八大強調：

「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並強

調要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這「三個自信」源於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堅定信念，體現了對我國國情的深刻把握、對民族命

運的理性思考、對人民福祉的責任擔當，體現了在波譎

雲詭的世局中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堅韌毅力和宏偉氣

魄。習近平南下視察廣東，就充分展示了「三個自

信」。這使人們堅信中央新領導集體將秉承鄧小平實事

求是、破除教條、鼓勵試驗的改革精神，突破當下中國

遇到的改革困局。

習近平8日到深圳蓮花山向鄧小平雕像敬獻花籃，並

且在儀式現場表示，改革開放，是共產黨必須堅持的方

針。人們相信習近平具有歷史擔當和政治魄力，能夠帶

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使中國真正成為

世界一流強國。

習近平一直對香港發展充滿關心和信心，無論是言談

話語，還是決定利港政策措施，以至在會見香港各界代

表時作出誠摯鼓勵，

都展現出對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的大力支

持，對港人的深切關

懷，以及對港人同舟

共濟抓緊機遇謀發展

的期望。2008年7月，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首次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身份訪港時，同樣以平

和而堅定的語調鄭重承諾：「只要是對香港經濟發展、

民生改善有利的事情，中央政府都會繼續積極予以支

持。」

祝福香港鼓勵港人迎難而上

多年來，習近平多番強調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優

勢，得到祖國後盾的強有力支持，相信香港一定能夠戰

勝各種困難。他並呼籲社會各界，在危機時刻都應當識

大體、顧大局， 眼港澳同胞整體利益，對特區政府政

策多支援、多配合、多提建設性意見。

習近平今次在廣東視察期間，先後前往粵港澳合作試

驗區的前海、橫琴等地調研，令各界相信，未來粵港澳

合作將更進一步開展。在深圳蓮花山公園視察期間，習

近平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時表示：香港一定會

繁榮昌盛！既表達了對香港的祝福，也是鼓勵港人和特

區政府要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增強信心，迎難而上，

謀劃長遠，保持香港的繁榮昌盛，令東方之珠更加璀

璨！

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首次離京視察就南下廣東，發出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推動改革開放

的強烈信號。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4周年。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

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鄧小平南巡為處於改革困惑中的中國確定了必須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之

路。20年後，新任總書記習近平的廣東之行，表達了新的領導集體在改革開放進入攻堅的關鍵

時刻，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堅韌毅力和宏偉氣魄，昭示新的領導集體帶領人民更加自信地在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邁出堅定步伐，也必將為香港繁榮昌盛提供堅強保障。

習近平視察廣東發出推進改革開放強烈信號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盧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