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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鐵川：捍衛基本法中國公民義務
與高教科技界座談 分享出席十八大體會

專業人士A：部長，您剛才的演講很好，
很有趣。在您剛才談到內地要建設創新型國
家時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的大學在世
界排名前列，卻不能像美國一樣創立一個矽
谷？我是從事科技研究的，可從技術上談談
我的看法。我了解到香港八大院校的研究隊
伍規模以及政府和企業給予的資助經費均遠
遠 趕 不 上 美 國 ， 美 國 政 府 對 大 學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津貼是
3%，而香港只有0.34%，相差近10倍。我的
意見是，如果內地科技部等有關部門可北水
南調，投放更多經費資助香港的科研項目，
而內地有實力的年輕學者多參與香港的科研
實驗，內地的科研計劃也可以讓香港的學者
們參與，這樣香港就有可能有自己的一個小
矽谷。

兩地攜手打造「香港矽谷」
郝鐵川：香港為何沒有出現一個類似美國

矽谷那樣的高新科技成果產業化園區，是我
長期以來的一個困惑，曾經在《信報》、

《明報》寫過文章討論，也有人回應，謝謝
您給予我意見。現在世界上進入創新型國家
的大概只有20多個，中國要在2020年加入這
一行列，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創新型
國家的指標很多，我個人覺得其中科技對經
濟增長貢獻率在7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
在30%以下，這兩項很重要。一流企業賣標
準、二流企業賣品牌、三流企業賣專利、四
流企業賣產品、五流企業賣資源，內地大部
分企業還停留在賣產品階段。香港有發達的
資本市場、眾多的中小企業、質素很高和密

集的大學研究機構，依托內地腹地支撐，借
鑒國內外企業、大學研究機構、風險投資公
司、銀行、政府等聯手打造高新技術產業的
經驗，一定會有類似矽谷的作為。霍家在廣
州的南沙就有培育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打
算。
專業人士B：您以前在華政(華東政法大

學)執教過，從學者轉變成一個官員，從一
種理論研究型的專家變成一個實務操作型的
專家。我想問的是這種身份的轉變使您對中
國(內地)法治的建設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的
看法？您對中國(內地)法治的看法有什麼的
期望？

內地法治隨經濟發展提高
郝鐵川：我從一個學者轉變為一個官員，

是有一個過程。記得我過去曾在一個內地報
紙上說過這一轉變的體會，大概有三點，一
是官員偏重講利害，學者偏重講是非；官員
偏重講求同，學者偏重講求異；官員偏重講
操作，學者偏重講理想。職業不同，行事方
式不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我很服膺馬
克思的一句話，不是社會以法律為基礎，而
是法律以社會為基礎。極而言之，貧窮無法
治，愚昧無法治，亂世無法治。內地人均
GDP只有5,000多美元，香港已是30,000多美
元，內地的法治水平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不是中級階段，更不是高級階段，因此
一些港人對內地的法治有這樣那樣的意見
和期待，我很理解。坦率地說，我比他們
還㠥急。但光㠥急沒有用，我會盡微薄之
力去努力。相信舉國上下都在奮力為之。我
是一個經濟最終決定論者，我認為內地的法
治水平是隨㠥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你
比我年輕，你更能比我看到內地法治的光輝
前景。
專業人士C：我深深感受到香港社會有一

種對中共的恐懼感，缺乏安全感，害怕香港
的制度會被改變掉。新的班子上任後，習近
平總書記表達了改革的決心。那麼您認為中

國(內地)有沒有可能在以後的道路建立一種
高效率的制度？有沒有可能從以人治為主的
制度改成以法治國，以制度治國呢？會否只
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種改革決心會難以延
續下去？

內地政治制度勢愈來愈好
郝鐵川：我很理解您這番憂心忡忡的表

達。您反映了不少港人的一個擔憂：內地改
革開放的政策會不會改變？內地會不會還出
現過去的折騰？我是先學歷史、後學法律
的，學歷史給我最大的收穫是，世界潮流儘
管彎彎曲曲，但畢竟是青山遮不住，浩蕩東
流去。美國奮鬥了幾乎200多年，終於大體
實現了種族平等；法國近代奮鬥了近百年，
終於揚起了自由平等的旗幟。自鄧小平改革
開放初期提出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任務
就是要努力令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不因
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
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
為加強民主法治而不懈努力。中國式的民
主、中國式的分權制約、中國式的政黨監
督、中國式的法治強化，改革開放以來一直
在不斷增強。這是民心所向、黨心所向、歷
史大勢，只能是愈來愈好，不可能是愈來愈
差。
專業人士D：我是學《基本法》的，也經

常看您的文章，您剛才也提到了很多專家把
《基本法》的原意磨掉了，如中央在港的權
力只限於外交、國防，其他有些權力可能因
在《基本法》中表述得沒有那麼鮮明，不太
容易讓普通市民理解，也有可能是因為涉及
到普通法的邏輯問題。您作為負責宣傳的官
員，以後會不會在完善《基本法》方面投放
更多研究和宣傳力度，以應對各方對這方面
的疑慮？

高度自治基於「一國兩制」
郝鐵川：捍衛《基本法》、落實《基本

法》、保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是所有中

國公民的義務。尤其是我作為一個政府官
員、作為一個教授憲法多年的學者，更應模
範遵守《基本法》、貫徹《基本法》。2007年
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就說過，《基本法》就像一個結結實實的骨
架，需要我們根據社會的發展，不斷往裡面
添加血肉，使之更加豐滿壯觀；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早就撰文指出《基本法》在實施
過程中需要不斷完善。這些都是符合法治發
展規律的表述。香港是多元社會，但多元之
中有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基本法》。我來
港以後，深深感到在香港社會說明《基本法》
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比如，甚麼是
堅持「一國」原則？甚麼是尊重「兩制」差
異？在我看來，用最簡明易懂的話來說，堅
持「一國」原則，就是兩句話：堅定不移地
維護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憲制性管治權，深刻
認清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
權。尊重「兩制」差異，就是切實保證「兩
個不改變」：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內地
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中央政府對港的憲制性
管治權並不是像某些人說的只有國防、外交
兩項，而是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陳文敏
等學者編寫的《香港法概論》所指出的10
項；香港特區政府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在世界
上是鮮見的。
專業人士E：部長，您的演講很生動有

趣。我們作為「港漂」的一群，現在住的是
比內地小的房子，工作條件也較內地差，但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我們也想把香
港的優勢帶回內地去，搭建兩地的溝通橋
樑。我想問一下，怎麼樣可以作好香港和內
地間的橋樑，郝部長有什麼意見給我們呢？
郝鐵川：受時間限制，我只能送您兩句

話：第一，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第二，古為今用，洋
為中用。「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
枳。」

謝謝各位，以後再向大家請教。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與高教界、科技界專業人

士一起座談十八大，分享他出席十八大的體會。下面是他與與會者的對話：

■郝鐵川籲兩地

攜手打造「香港

矽谷」。 資料圖片

世界晉江同鄉懇親暨愛心城市公益活動將於17日在「品牌之都」福建晉江市舉行。據了

解，今次活動將緊扣「展示成就、總結經驗、激情創業、跨越發展」的主線，凸顯「凝聚內

外合力，加快二次創業」的主題，向海內外鄉親展示晉江改革開放、特別是撤縣設市20年經

濟社會所取得的成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瑤瑛，特約通訊員 許自來、陳瑞清 泉州報道

2002年12月18日，晉江慈善總會正式成立，成為全國第一家縣級慈善總會，
並確定每年的12月18日為「晉江慈善日」。成立至今，晉江慈善總會募集善款
超過16億元人民幣（下同），投入善款6.8億元，惠及群眾近13萬人次。不管是資
金總量，還是基金會、扶助項目數量，在全國地方慈善總會中都是遙遙領先。

晉江慈善總會常務副會長龔子猛告訴記者，慈善總會把自身功能定位為「政
府公共服務的得力助手、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補充」，並一直朝這個方向努
力。除了日常開展的解困、助學、助行、助聽、復明、安居、關愛母親等慈善
工程外，慈善總會每年9月份就在考慮第二年要開展的項目，並與政府的中心
工作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晉江民營經濟發達，既是捐贈者又是慈善活動者的民營企業家，不斷地擔起
社會責任。據龔子猛介紹，晉江市慈善總會的理事會成員單位和個人有399
個，其中民營企業家佔理事會總人數85.5%，榮譽會長、會長、副會長、常務
理事、理事341名，都是民營企業家。

2007年，㞫安國際（1044）首席執行官許連捷的父親——許書典在其80大壽
當天，將9999.9999萬元捐給晉江慈善總會，成立許書典家族慈善基金；2011年
12月18日，許書典家族婚禮捐出6666.66萬元；2012年1月9日，安踏體育（2020）
捐出1億元設立「安踏和木愛心基金」。

許連捷在接受採訪時說，在晉江目前執掌㠥巨大資產的一群企業家中，絕大多
數人原本一無所有。可是在不長的時間裡，卻成就了創造財富的事業，這源於政

府的呵護和扶持。作為社會運行的組織
者，政府負起了它的責任，那麼，作為
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企業應該負擔起自
己的社會責任。

■晉江市區一角 晉宣供圖

「讓群眾享有更多的就業機會，讓群
眾享有安全的家園，讓群眾享有優質
的教育資源，讓群眾享有放心的醫療
服務，讓群眾享有整潔舒適的環境，
讓群眾享有穩定的保障。」2012年晉
江市政府工作報告如是說。

2010年，晉江財政收入首次超過百
億，這使得「幸福晉江」有了堅實的
經濟基礎。

2011年7月，中共晉江市第十二屆代
表大會召開，會議提出晉江「十二五」
的戰略構想，即堅定不移地建設經濟
強市、打造幸福晉江。

2011年，晉江深入開展社會管
理創新試點工作，65%財政支出
用於民生建設，安排31億元投入
就業、教育、醫療、公共安
全、環境治理、社會保障等六
大領域，努力讓發展成果全民
共享。

2012年，晉江貫徹落實福建省
委、省政府提出的「五大戰役」
決策部署，策劃生成518個項

目，總投資超2400億元；其中，「民
生保障戰役」共生成116個項目，涵蓋
養老、住房、教育、衛生、環境、治
安等方面。

顯然，與驕人的「品牌之都」、「晉
江板塊」相輝映，晉江人的幸福看得
見，摸得㠥：全省率先實現公辦普通
高中免收學費，全省率先實行被徵地
人員養老保險即徵即保，全省率先實
現低保、新農合、新農保城鄉一體
化，全省率先推行「居住證」制度，
全省唯一的全國社會管理創新試點城
市⋯⋯

記者了解到，今次慶祝大會將舉辦「見證晉江」
新聞攝影展暨《見證晉江》、《晉江縣域現代

化之路》首發式、第二屆「中國愛心城市」大會開幕
式、世晉總成立15周年、世晉青成立5周年暨海聯會第
三屆理事會、世界晉江同鄉懇親大會暨「愛在晉江」文

藝晚會、「二次創業」重大項目開竣工暨招商項目簽約儀
式、晉江市慈善日萬人踩街等系列活動。

放眼今日晉江，幢幢高樓拔地而起，片片小區越建越美，城市道
路寬闊暢通，各式建築和諧有序，街頭綠地有如翡翠，把著名僑鄉點綴

得栩栩如生，變得越來越風韻迷人。人們用形象語言說：「晉江長大了，
長高了，變亮了，變綠了」，「晉江越來越像個現代化都市了」。

此間統計數據表明，30年來，隨㠥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晉江各項社會事業投入不斷增加。據統計，
預算內投入教育、社會保障、文體廣播衛生事業、科技事業的絕對數，分別由1992年撤縣設市時的
3243萬、352萬、1297萬和157萬元，增加到2007年的6.2億、2.09億、1.54億和0.6億元，短短15年，分
別增長了19.11倍、59.36倍、11.87倍和38.22倍，廣大人民群眾共享了晉江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

之泉州篇
福建新跨越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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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度（1361）為員工開辦的幼兒園，

解決外來務工人員的後顧之憂。 晉宣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