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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1974年加入浸會大學，在浸大工
作近40年，見證 校園及課程的發展和變
遷。最初，位於獅子山腳的溫仁才大樓是
浸大唯一的校舍，隨後，校舍一直向南拓
展至聯福道，逸夫校園和浸會大學道校舍
陸續建成。然而，浸大人均校園土地面積
依然是全港8所資助院校中最小。浸大正
向政府爭取前李惠利校舍的土地，以興建
中醫教學醫院，筆者對事件有感，故撰文
略抒己見。

浸大面積雖小，但地理位置優越。浸大
位於廣播道「五台山」下，是當年傳播媒
體的集中地，而浸大的傳理系也相對有
名。可見，地理因素對教育發展不無幫
助。

浸大雖然在某些方面未及本港三大研究
性學院超卓，但擁有創新辦學思維，領頭
開辦一些切合社會需要的課程和研究所。
例如，1989年開辦全港首個中國研究本科
學位課程，課程更安排學生到北京清華大
學進行暑期實習。踏入90年代，當時的謝
志偉校長向賽馬會等機構籌募資金，於
1997年成功開設首個院校級中醫藥診所，
又於1年後開辦全港首個由政府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資助的中醫學士學位課程。另
外，1998年，浸大成立香港能源研究中
心，成為全港首個能源研究中心。

發展中醫藥業符社會利益

及後，其他院校陸續開辦類似的課程和
研究所。這些發展開創了本港教育界的先
河，反映了浸大同事對社會需要的敏銳觸
角，及對大學發展的熱誠。他們意識到九
七回歸後中國發展與香港社會息息相關，
故早在1982年便開始籌辦中國研究課程。
再者，1998年港府提出發展中醫藥港，當
時浸大領頭開辦中醫藥診所和中醫課程，
與政府方針相呼應。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匯聚之地，不少研
究證實中西醫合併療法能相得益彰，香港
中醫藥業得以發展，是市民的福祉。前李
惠利校舍土地鄰近浸大中醫教育大樓，如
興建中醫教學醫院，能為畢業生提供實習
機會，讓學生學以致用。近年，浸大積極
接觸善長，已籌得數億元，只要政府承諾
撥地，善長便願意捐款興建。

過去8年，浸大多次向政府提交信件和
建議書，惟一直未獲官方書面回應。直至

近月，政
府動議把
這幅土地
由政府、
機構或社
區用途改
為住宅用途。

在九龍塘地段興建住宅，必然是豪宅之
列。但政府最迫切的是興建中小型單位，
以滿足中產及基層市民的住屋需求，增加
豪宅用地卻不能紓緩香港最迫切的住屋問
題。再者，為了改善環境和提高港人生活
質素，住宅用地理應向新界拓展。現時本
港約20%的土地面積為市區，如住宅用地
集中在市區，人口過分集中，不但讓居住
環境越見擠逼，空氣污染問題亦會惡化，
大大降低市民的生活質素。坊間提出增加
市區地積比率、在天橋底建屋等建議，都
漠視了市民的健康和生活質素。

當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停止改變前李惠
利校舍的土地用途，保留該地發展教育的
權利。最終，土地花落誰家，是將來的問
題，須透過正常程序來決定。祈願浸大能
爭取機會發展，繼續服務香港社會。

願浸大取得前李惠利校舍土地

在北京舉行
的十二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

上，解放軍代表團的構成及表現引起
中外媒體的關注。新華社發表報道
稱，新一屆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的結
構進一步優化，新當選代表多、功臣
模範多、基層代表多、專家學者多，
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較高的參政議政
能力。加拿大一華文媒體則從另一角
度分析，認為解放軍人大代表在會議
討論和提交的議案中，不僅特別關注
周邊安全和治軍強軍等國是大策，而
且還把目光聚焦在治理空氣污染、保
證食品安全、懲治腐敗以及做好士官
退役安置等諸多涉及改善發展「民
生」、「兵意」等熱點問題，顯示履行
代表職責的能力素質有所提高。北京
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新一屆人
大軍隊代表的人數和在全國人大代表
中佔比與上屆相等，但由於擁有268名
代表的解放軍代表團是人大35個代表
團中最龐大的一個，對各項報告（方
案）的通過和國家、中央政府領導人
的選舉（決定）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
作用，特別是佔代表團總人數80.97%
的217名新任代表，多是近2年提升到
師以上領導崗位的高級軍官，充滿履
行代表職責的使命感和工作活力，他
們在人大會上的頗多亮點值得關注。

高官英模悉數當選

一是軍委高層全數當選。據筆者統
計，共有89名副大軍區以上高級將領
當選為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其中
包括2名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8名現
任中央軍委委員。此外，總後、總
裝、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的政委也
全部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其他正軍
級以上單位，如空軍的7個軍區空軍、
海軍的三大艦隊及新疆軍區、北京衛
戍區、駐香港部隊及陸軍集團軍，均
有1名主官（司令員、軍長或政委）當

選。觀察家指出，與擔任政協委員的
軍隊將領不同，軍隊人大代表多是在
現職領導崗位工作的高級將領，他們
對推進國家的改革發展具有更強的緊
迫感，特別是軍隊作為國家機器的重
要組成部分，軍人代表在履行職責時
更能從國家和民族的全局利益考慮問
題，更能體現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
國家意志。

二是專家和基層代表「錦上添花」。
本屆解放軍代表中有大學以上學歷的
達248人，佔92.5%，比上屆增加了19個
百分點。一些代表還是院士或知名專
家，如呂躍廣代表是總參某研究所副
所長兼總工程師、中國工程院院士；
馬偉明代表是艦船動力與電氣工程專
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周興銘代表是
中國第一台十億次級通用並行巨型計
算機「銀河－II」的總設計師，中國科
學院院士；劉國治代表是高功率微波
專家，現任總裝備部副部長，中國科
學院院士；李賢玉代表是第二炮兵裝
備研究院某所總工程師，全軍著名信
息化技術專家。來自基層的代表更是

「新人輩出」，如「英雄航天員」劉洋、
「新一代模範士兵」向南林、「尊幹愛
兵模範班長」宋善玉、雷鋒生前所在
連指導員謝正誼、「南京路上好八連」
指導員閆永祥等。觀察家認為，基層
代表與部隊官兵的聯繫最緊密，對改
革發展、改善民生等有 直接、真實
的體會和感受，他們更能積極主動地
反映基層官兵的意願，推動廣大軍人
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問題的解決。觀
察家注意到，截至3月11日，解放軍代
表已向大會秘書處提交了「關於將軍
隊子女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建議」
等數十件議案，內容涉及到強軍固
防、環境治理和保護軍人合法權益等
領域，覆蓋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數
量和質量較上屆有了新的提高，從一
個側面展現了新屆人大解放軍代表的
良好素質和積極履職的主觀能動性。

《蘋果日報》昨日頭版繼續炒作所謂「假普選」
論，並且在社評中指「北京及她的同路人不斷『出茅
招』，不斷設置新關卡，不斷搞小動作更令政制發展
多年來停滯不前」，因此要以「癱瘓中環」來打破民
主困局云云。《蘋果日報》所謂的「關卡論」，相信
指的是近日社會熱議的「愛國愛港者治港」以及由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這兩個議
題。然而，《蘋果》與反對派以此誣指中央無心在港
落實普選，卻是罔顧事實。循序漸進推進民主，最終
實現「雙普選」，一直是中央對港人的承諾，為此人

大常委會更確定了本港「雙普選」的時間表，並明確
了修改政制的「五部曲」，這些都反映中央推動普選
是有誠意，也是守承諾的。

普選不能脫離法治軌道

要落實普選必須依法辦事，這個「法」，就是《基
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改
五部曲」。事實上，任何普選制度都不可能沒有依
據，否則就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流。因此，在香
港落實普選必須依法辦事，也要貫徹「一國兩制」，

在維持「兩制」的同時，也要堅持「一國」，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而不能做有損於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事情。現時社會熱議的「愛國
愛港者治港」以及提名委員會制度，都是《基本法》
明確列明的原則和要求，中央重申這些要求，並沒有
可議之處。如果說在普選中要求參選人必須是愛國愛
港人士，在過程中必須經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這些
都被《蘋果日報》及反對派之流批評為「假普選」，
是故意設限。這些說法都是公然違反和挑戰《基本
法》。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決定，已對香
港政治體制的未來發展作出了明確規定。在政改上，
任何涉及選舉制度的修改都必須經過「五部曲」；在
參選資格上要求參選人必須「愛國愛港」；在具體實
行上須經過提名委員會提名，有關普選的憲制安排已
是一清二楚，社會各界理應在這個框架下進行討論。
然而，反對派卻指這些憲制安排都是「假普選」，並
意圖通過「癱瘓中環四部曲」等激烈手段，將這套憲
制安排全盤推翻，這是要將本港的普選進程脫離法治
的軌道，衝擊特首須愛國愛港的底線，目的顯然是為
奪取香港的管治權作準備。

意在推翻本港憲制安排

回歸16年，香港政爭無日無之，歸根究底都是管
治權之爭。隨 雙普選臨近，香港管治權的爭奪將
會更加尖銳。反對派要藉普選上台，關鍵是要去除
參選特首的所有門檻，反對派自知達不到愛國愛港
的要求，自然要大力否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
設定的政改框架。因此，戴耀廷在這個時候突然拋
出所謂「癱瘓中環」的行動，再次主催違法違憲的

「公投」，絕非偶然為之，也不是一介書生能夠發動
得了，其背後暴露了反對派意圖藉激烈抗爭手段去
推翻本港憲制安排的圖謀。而《蘋果日報》無日無
之的扭曲、抹黑、誤導，正是為反對派否定憲制的
行動提供輿論支持。

法治社會是指在社會中法律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
任何團體或公民都受到同樣法律的約束。民主必須由
憲政和法治約束，本港政制發展絕不能脫離法治，否
則帶給香港的只會是無盡的政治混亂與內耗，這些行
徑中央政府絕不會同意，香港市民也不會同意。同
時，對於反對派和《蘋果日報》的謬論必須予以駁斥
及揭露，以免誤導公眾。

《蘋果日報》不斷渲染所謂「關卡論」，誣指中央無意在港推行普選，這些論調其實反映反

對派在普選上的立場及策略，就是拒不承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意圖通過「癱

瘓中環」等激進手段去否定本港憲制安排另搞一套，為反對派在普選中奪取香港管治權作準

備。然而，在香港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普選的設計也必須以《基本法》和人大有關

決定為基礎，這些既非「假普選」，也非「故意設限」，而是依法落實普選的必要之舉。反對

派與《蘋果日報》之流故意誤導公眾，本質上是要令本港普選脫離法治的軌道，讓別有用心

者為所欲為，這些行徑中央政府絕不會同意，香港市民也不會同意。同時，對於反對派和

《蘋果日報》的謬論必須予以駁斥及揭露，以免誤導公眾。

《蘋果》造謠罔顧憲制 普選必須依法辦事

一、更具魅力亦更加實在的「中國夢」

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被美聯社
稱為「中國政治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
情」。作為中國政治的重要風向標，踐
行「中國夢」成為本次「兩會」的主
題，成為了把中共的主張、人民的意願
凝聚為國家的意志的制度安排，這顯然
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是因為本次「兩會」將中共十
八大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征
程，將習近平總書記在不久前發出的實
現「中國夢」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
的新號召，將實現2個「一百年」的新目
標，將幾代中國人在中共領導下對「中
國夢」的孜孜追求，轉化成了全民族所
有成員均須為之不懈奮鬥的歷史使命。

其次，是因為本次「兩會」所強調踐
行的「中國夢」絕非虛幻。即使是在過
去國際國內環境複雜多變、改革發展任
務艱巨異常的情況下，我國仍然取得了
經濟總量升至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
產總值突破6000美元，進出口總額躍居
世界第二位，國家外匯儲備居世界首
位，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明顯
提高，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大幅提升的輝
煌成就，從而為「中國夢」的科學性和
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國
夢」的必然性，提供了最新和最有說服
力的註腳。

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同胞深切關注、熱情議論「中國
夢」的深層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因為這個夢從誕生那天起就與香港密切
相關；這個夢的實現，也須有香港同胞

的全力參與，須有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作為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說在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前，香港
對內地打破西方封鎖、聯繫外部世界，
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起了重要通道作
用和開展對外金融、貿易的重要口岸作
用；那麼如今，在香港繼續對國家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重要而獨特貢獻
的同時，祖國內地也以自己的快速發展
和政策支持，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
改善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機遇和動力，為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更廣闊的發
展腹地和經濟支撐。例如，僅在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強2011年訪問香港期間，他
就代表中央政府宣佈了36條「挺港政
策」，對於鞏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
位，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各種資料均已
表明，目前，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已
提高到空前的新水準；無論在能源、金
融，還是在貿易、旅遊等領域，香港與
內地的相互關聯度已遠遠超過了美國、
日本、歐盟等所有其他的經濟體；內地
經濟已成為對香港經濟影響最大的要
素。上述一切都表明，香港與祖國內地
有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命運，共同的
夢想，共同的追求。

三、香港和內地和諧共處
同追「中國夢」

既然香港與祖國內地擁有同一個「中
國夢」，那麼，香港與內地就應恪守共
同追求、共同實現「中國夢」的神聖職
責。

在本次「兩會」上，中央領導在幾次
重要講話中都重申要堅持「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

度自治方針，團結廣大港澳同胞，保持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中央有關部
門和香港中聯辦負責人也據此強調，要
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統一起
來；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
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
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
來；要做到求「一國」之大同，存「兩
制」之差異。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信
任和要求，也是香港政府和民眾的應盡
職責。也就是說，香港與祖國內地要在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
下，相互尊重對方實行的社會制度，特
別是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政治體制和制
度，以此為道，實行香港與內地的長期
和諧相處、良性互動。

本次「兩會」所傳資訊已經表明，今
後，香港與祖國內地的關係將更緊密，
交流合作將更持續深化。因此，作為同
懷「中國夢」的內地人和香港人，都要
認清並把握好這一大方向、大趨勢，更
加積極主動地推進兩地交流合作，並且
理性、友善、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處理雙
方在頻密交往過程中偶爾發生的一些小
矛盾和小摩擦，既不說傷感情的話，更
不做傷感情的事。這樣，我們就能像本
次「兩會」所要求的那樣，妥善處理好
上述問題，在和睦相處、良性互動的基
礎上，進一步發展和改善祖國內地和香
港的經濟和民生，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
的國際地位，攜手為實現我們共同擁
有、共負責任的「中國夢」，做出大家
分別應有的貢獻。

四海同追「中國夢」

卓　偉

屠海鳴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周全浩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訪問教授兼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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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
底，香港特
區政府推出

特別印花稅SSD為打壓樓市的措施；2
年後，即2012年年底，樓價壓不下，
升得更高，於是再推出買家印花稅

（BSD）及加強原有的SSD的稅率及抽
稅時限；短短的數個月，特區政府再
出招，推出雙倍印花稅的措施，原因
也是因為樓價依然在上升。在這麼短
的時間之內連連出招，我相信政府是
想向市場傳達一個很重要的訊息：那
就是如果樓價再升，政府會再出招。

樓價所以上升，最基本的理由當然
是因為供需不平衡，供給在短時間之
內不容易增加，但是需求卻因為長時
間的超低利率而上升，超低利率使到
大量沒有置業需求的年青人衝入房地
產市場，加入搶購樓房的群體。看看
青衣前置安心樓盤的申請者、居屋白
表免補地價的申請者中，這群年青人
數量眾多，這群人當中有不少是零收
入的在籍學生，他們為什麼急 買
樓？原因就是他們的父母在銀行中有
些存款，不甘心收接近零的利息。

一旦加息 負擔或加倍

誰也不知道美國幾時會加息，但
是，上星期五，美國最新的失業率降
至7.7%，遠低於市場的預期，美國聯
儲局曾經公開聲明，一旦失業率跌至
6.5%，或通脹率升至2.5%，就會退
市。現在美國經濟很明顯地是正在復
甦中，一旦美國加息，香港眾多供樓
者，特別是近年來才入市買樓者的供
樓負擔會大幅加重，如果供樓利率由2
厘加至5厘，對供樓者而言，供樓負擔

隨時會加1倍，他們有能力供下去嗎？
一個人現在如果用收入的40%來供樓，
一旦供樓負擔加1倍，即得用收入的
80％來供樓，怎麼可能供下去？我認
為現在特區政府的高官們應該多多提
醒香港市民留意將來加息後供樓的風
險，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供樓的能力。

是的，近來政府不斷地要求銀行在
貸款之前做到壓力測試，但是，所謂
壓力測試基本上只是在保護銀行所面
對的風險，而不是保護買樓者所面對
的風險，原因是買樓者往往會借二
按，特別是新樓，地產商提供二按，
除了地產商提供二按之外，大量貸款
公司也提供二按，因此，買樓者供樓
的實際壓力是遠高於銀行所進行的壓
力測試。像香港這樣的自由市場，政
府不可能限制買樓者向銀行以外的企
業、機構、個人借錢，不過，我認為
政府有責任提醒市民買樓供樓的風
險。也許，特區政府應該製作一些廣
告，提醒市民「樓價會升會跌，應該
先衡量一下自己將來的供樓能力才買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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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全國「兩會」內外，「中國夢」可謂是最受關注、最多熱

議，也是最令人感動和嚮往的主題。作為一名同懷這一偉大夢想的香

港同胞，我也就此主題談些感想。
■曾淵滄

■周全浩

■屠海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