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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主席李嘉誠昨日在回答特首是否需要愛國愛港

時表示，愛國是真真實實講真話，做實事，有實在的

貢獻。李嘉誠的關於愛國的看法具有啟示意義，愛國

就是要看對國家的態度及具體行動，具有清晰明確的

標準。反中央、反回歸、抵制愛國者治港原則，與愛

國愛港背道而馳。香港必須確保由愛國者長期執政，

才能保證穩定繁榮，保證「一國兩制」事業順利發

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中國夢」作出應有的貢

獻。

李嘉誠一向強調自己視香港為家，愛國愛港。更重

要的是，李嘉誠愛國愛港並非止於口頭，而是實實在

在地付諸行動，出錢出力支持國家和香港的教育、醫

療等各項事業，對香港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貢獻良

多。他曾透露自己編制「講義」，每周向孫兒灌輸愛國

觀念。李嘉誠以親身踐行，為港人作出愛國愛港的明

確示範。

最近在本港有關愛國愛港問題的討論中，有人辯

稱，愛國愛港根本沒有客觀標準，繼而推論毋需堅持要

求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其實愛國者的定義，鄧小平早已

作出清晰解釋：「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

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

繁榮穩定」。愛國與否，就看對國家的態度和採取的具

體行動，是否符合鄧小平所提的愛國者標準。

本港有政黨及政客提出所謂「公投起義」口號，有

人打出「反國教」、「反赤化」、「齊抗共」的口號，

有人甚至叫喊「抗中國在香港推行殖民管治」，祭出港

英時期的「龍獅旗」包圍中聯辦；有人聲稱，若要放

棄對抗中央，等於放棄香港核心價值。這些言行，絕

對不符愛國者標準。

對「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不是「虛」的討論，而

是具有實質意義，是對「一國兩制」實踐具有根本意

義的討論，是對香港的政制發展具有方向性指導意義

的討論。支持「愛國者治港」本身就是衡量愛國與否

的重要標準，如果出現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離心

離德的力量在香港執政，以「一國」為前提的「一國

兩制」方針怎可能貫徹？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怎可能得到保障？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

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中國精神

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習近平主席寄望

港澳同胞，要以國家和港澳整體利益為重，維護特區

繁榮穩定。習近平的講話，對香港社會圍繞「愛國者

治港」問題的討論具有深刻啟示。「愛國者治港」是

中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國兩制」不可挑戰

的底線。香港的普選制度必須保證這一要求的實現，

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保障，

才能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攜手實現「中國夢」。

(相關新聞刊A2版)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最新的工資及薪

金總額數據，連同去年全年的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港鐵可於6月加價3.2%。港鐵

過去獲納稅人巨額補貼，在物業和廣告

等方面坐擁不少收益，但在可加可減機

制下，出現盈利豐厚仍年年加價的怪現

象，進一步加劇加風，加重基層市民負

擔。政府作為港鐵大股東，對港鐵加價

從嚴把關責無旁貸，當局應盡快檢討可

加可減機制，同時應研究從港鐵盈利中

撥出部分成立票價穩定基金，適時平衡

票價，回饋市民。

港鐵去年全年純利達135億元，但在可

加可減機制下，港鐵仍能連續第4年加

價，加幅高達3.2%，顯示現有可加可減機

制需盡快檢討。事實上，鐵路運輸是城

市大型交通工具，全球許多地方的政府

均會補貼鐵路系統，確保城市運輸運作

良好。港鐵過去獲政府大筆補貼，獲利

豐厚。港鐵車站內的廣告和商舖租金，

去年全年有近30億元收入；港鐵取得沿

線物業發展權，去年便有約28億元租金

利潤，出售上蓋物業亦有約32億元收

入。這些都是納稅人補貼的結果。港鐵

以這些補貼坐擁巨額盈利，卻以商業原

則連年申請加價，未有以公帑補貼所得

充分回饋社會，對市民並不公平。

本港已進入通脹周期，若任由港鐵以可

加可減機制連年加價，將加劇現有加風，

且令本港通脹進一步惡化，各行各業以至

市民生活勢將受到影響。近年香港百物騰

貴，租金、食材等生活必需品物價不斷上

升，基層市民加薪幅度卻追不上通脹，飽

受通脹壓力。通脹影響基層市民生活，低

收入家庭首當其衝，政府須密切留意，承

擔壓抑通脹的責任，作為港鐵大股東，更

應對港鐵加價從嚴把關。

政府須充分考慮港鐵盈利和市民承受

能力等因素，盡快完成檢討現有可加可

減機制，以免機制變成「只加不減」，增

加市民生活壓力。應該看到，公帑來自

市民稅收，港鐵受惠於納稅人補貼，應

履行公共機構的社會責任。政府與港鐵

檢討機制時，亦應進一步研究從港鐵盈

利中撥出部分款項，作為票價穩定基

金，在港鐵加價時，從基金中撥款支付

港鐵，適時補貼票價，平衡票價水平，

令市民受惠。 (相關新聞刊A3版)

愛國愛港有標準看行動 檢討機制防加風穩票價

簡政放權 反腐釜底抽薪
刺激民間投資潛力社會活力 釋放制度紅利

李克強與發展論壇境外代表座談博鰲論壇下周開幕 料有「習蕭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國
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汪洋、馬凱，國務委員常

萬全、郭聲琨、王勇出席會議。國務委員楊晶主持會
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中
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趙洪祝應邀出席會議。

李克強講話指出，新一屆政府要完成好持續發展經
濟、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三大重點任務，必
須㠥力建設創新政府、廉潔政府、法治政府，其中建
設廉潔政府十分關鍵。

用制度管權管錢管人

他說，當前一些領域腐敗現象仍易發多發，一些重
大違紀違法案件影響惡劣，社會反映強烈。因此，要
堅定不移地把反腐倡廉推向深入，堅持有貪必肅、有
腐必反，用制度管權、管錢、管人，給權力塗上防腐
劑、戴上「緊箍咒」，真正形成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

機制。
李克強從六個方面對今年政府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

要求：
一是簡政放權。抓緊推進職能轉變，下決心把該放

的權力放下去，這是反腐倡廉「釜底抽薪」之策，也
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和創造力，釋放制度紅利。不能
幹了市場的活兒，弱化甚至失了政府的責。

二是管住權力。防止腐敗的利器之一是深化改革，
特別要加快推進公共資源交易市場化改革，同時以完
善的規則和嚴格的法律制度，來約束和規範權力運行
和政府行為，從源頭上減少和治理腐敗。

三是管好錢財。築牢預算約束力的防線。建立公
開、透明、規範、完整的預算制度，把政府所有收入
和支出都納入預算，逐步做到所有政府開支都要事先
編制預算，讓人民能有效進行監督。取消不合法、不
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項目。

向群眾說真話交實底

四是政務公開。讓權力公開透明，也是最有效的防

腐劑。要及時主動公開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環境污

染、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等信息，向人民群眾說

真話、交實底。從今年開始，要逐步實現縣級以上政

府公務接待經費公開。公開的形式要通俗，要讓老百

姓看得懂，可以有效地監督政府。

五是勤儉從政。本屆政府任期內，要堅決落實國務

院向社會承諾的「約法三章」。嚴格公務用車、機關辦

公室使用標準等，推進公務用車服務市場化。在公務

接待方面，政府和國有企業都要有嚴格規定，能儉則

儉。切實減少會議和文件。

六是依法促廉。讓權力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所有

行政行為都要於法有據、程序正當。不作為或亂作

為，要依法承擔責任。

香港文匯

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
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
25日在人民
大會堂同出
席中國發展
高 層 論 壇
2013年會的
境外代表座
談。代表們就產業升級、創新體系、能源政策、服務貿
易、城鎮化和投資環境等廣泛問題談了看法，李克強與他
們深入交流探討。

對於投資環境，李克強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國際
的合作。政府要做的，是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和平台，要
更加突出規則的嚴肅性，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商業秘密。
外資企業與中國企業不僅可以在市場上平等競爭、同台競
技，還可以相互合作，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希望在座的
企業家和專家學者們繼續多提好建議，積極參與到中國的
發展中來，實現互利共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周文重昨日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博鰲亞洲論壇2013
年年會將於4月6日開幕，本屆年會的規格和規模將超
過以往歷屆年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開幕
式，並將與30位中外企業家代表舉行一小時的對話。
據悉，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將率台
灣團出席年會。就習主席能否與蕭萬長會晤，周文重
稱，根據慣例，習近平會在開幕式前與出席年會的各
國領導人及重要嘉賓有短暫會晤。

年會規格超歷屆　辦54場討論

周文重介紹，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應邀出席博鰲亞洲
論壇2013年年會開幕大會並發表主旨演講。文萊蘇丹
哈桑納爾、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緬甸總統
吳登盛、秘魯總統烏馬拉、贊比亞總統薩塔、芬蘭總
統尼尼斯托、墨西哥總統培尼亞、柬埔寨首相洪森、
新西蘭總理約翰．基、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阿爾及
利亞民族院議長本薩拉赫、蒙古國家大呼拉爾主席恩
赫包勒德、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奇等外國領

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將應邀來華出席
論壇年會。

周文重稱，這些領導人將出席7日上午
的開幕大會，就共同發展這一主題發表
重要講話。其後，部分領導人將出席7日
下午的三場分論壇，分別是非洲、拉
美、歐盟分論壇，就非洲古老大陸的再
崛起、拉美新大陸的再轉型、重振歐盟
的核心競爭力等發表演講，並回答參會
代表的問題。周文重說，本屆年會的規
格和規模將超過以往歷屆年會，大部分
代表，無論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還
是中小企業，都能夠以某種方式參與到
這54場討論中去。強烈的參與感，將是
本屆年會的一大特色。

習近平將與中外企業家對話

周文重還透露，年會將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30位
中外企業家代表舉行一小時的對話，這是論壇年會首

次舉辦此類活動。
本屆年會的主題是「亞洲尋求共同發展：革新、責

任、合作」。論壇圍繞主題共安排了54場討論，包括
開幕大會1場，分論壇18場，圓桌討論15場，閉門會
議6場，午餐會4場、晚餐會2場，名人對話7場，夜話
1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北京權威專家認為，本屆政府首次廉政工

作會議提出「簡政放權是反腐倡廉的良藥」

為最大亮點，點明政府的集權化、過度行

政化是多年來腐敗多發、易發的癥結所

在，這一結論跳出了以往體系內反腐的慣

有思路，稱得上是內地反腐倡廉思路的重

要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毛昭暉對本報指出，中國政府過度

行政化傾向一直備受批評，解決權力過分

集中問題、使政府真正成為服務型政府，

至今未得到很好解決。更應該正視的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政府集權

化程度進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權力幾乎無

所不在，不僅控制市場、指揮市場，甚至

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直接後果就是政府權

力涉及領域越多，腐敗現象也越多。

他說，此次李克強內閣的第一次廉政

工作會議即提出，「簡政放權是反腐倡

廉的良藥」，點明了多年來腐敗多發、易

發的癥結所在。 他認為，所謂政府「簡

政放權」，應包含三方面涵義：首先簡

政，是指管好該管的事情；其次，放

權，不該管的不管，把這部分權力交給

市場、社會，特別是非公組織；最後，

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讓利，光放權不讓

利，社會與市場就沒有動力，正如李克

強所說，在當前經濟形勢嚴峻複雜的情

況下，要「有效刺激民間投資的潛力和

全社會活力、創造力，釋放制度紅利，

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毛昭暉指出，簡政放權的核心就是通過

制度合理配置、有效制約及嚴格監督公共

權力，這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從制

度上改變權力過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約的

狀況」，以及習近平總書記「把權力關進

制度的籠子裡」的要求是一致的，這不僅

將成為中國今後一段時期反腐倡廉工作的

落腳點和出發點，也將是李克強新政府未

來改革的明確

方向。

反
腐
倡
廉
思
路
的
重
要
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廉政工作會

議昨天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見小圖）從簡

政放權、管住權力、管好錢財、政務公開、勤儉從政、依法促廉等六個

方面對今年政府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要求。他強調，抓緊推進職能轉

變，下決心把該放的權力放下去，這是反腐倡廉「釜底抽薪」之策，可

有效刺激民間投資的潛力和全社會的活力、創造力，釋放制度紅利，

「不能幹了市場的活兒，弱化甚至失了政府的責」。

■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新聞發佈會現場。 記者馬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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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克
強
：

反腐倡廉六要點
一．簡政放權 四．政務公開

二．管住權力 五．勤儉從政

三．管好錢財 六．依法促廉

■26日，國務院召開第

一次廉政工作會議，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講

話，出席者還包括副總

理張高麗、中央紀委書

記王岐山等。 新華社

■李克強同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

會的境外代表座談 。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