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
了「中國夢」，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就以

〈香港與「中國夢」〉為題，在其網上專欄《局長隨筆》
撰文，強調「中國夢」這3個字，伴隨㠥中國新領導人
上場而成為「關鍵詞」。「中國夢」產生在傳統文化五
千年來連綿不絕的土地上，包含㠥對傳統思想中「和而
不同」、「求同存異」的和諧追求。「香港回歸可以說
是實現『中國夢』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曾德成昨日在其網上專欄《局長隨筆》中指出，傳媒
上近期經常有關於「中國夢」的報道和議論。「對於生
活在香港的人來說，對於『中國夢』會有自己的認知和
感受。」

列強狠下刀 舊夢破碎時

他說，據學者的研究，「中國夢」近年之提起，是身
處中外交流前沿的一些中國官員和學者六七年前首先發
其端的。「他們看到了中國經濟在國際上崛起之際，感
到有必要建立起全民族的共同追求理念。之前，鮮有人

清晰地說出『中國夢』3個字，但這個夢早就存在。」
曾德成表示，人總有夢想，當處於人生的低點時，撐

過難關的力量可能就來自一個夢想。「一個民族也有夢
想，這夢想也是在民族處於危難的低谷時模糊地產生
的。大抵，『中國夢』是在這樣的時候形成：就是西方
列強向中國狠狠割下第一刀的時候，時維1842年。香港
被佔，標誌㠥中國屈辱的開始，那同時是舊夢破碎的時
候。」

尋救國良策 須走「中國路」

因此，「中華仁人志士為實現民族振興、百姓幸福的
奮鬥自此展開。我想，這就是『中國夢』在混沌中的初
生。這決定了『中國夢』的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特
色」。

曾德成續說：「先輩前仆後繼，尋求救國救民的良
策，曾經以列強為師，卻無法回答一個問題：『為甚麼
老師總是欺負學生呢？』於是終於下決心走自己的道
路。如今堅持這認識：『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

路』。」這樣的夢想產生在傳統文化五千年來連綿不絕
的土地上，包含㠥對傳統思想中「和而不同」、「求同
存異」的和諧追求，又是順理成章的。這樣的思想根
源，在「中國夢」的背景中孕育出「一國兩制」的構
思。中國道路就包含㠥「一國兩制」。香港回歸可以說
是實現「中國夢」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棄西方視角 正面看中國

就有人將「中國夢」與「美國夢」比較，曾德成認為
兩者在內涵上卻明顯不同：「美國夢」是在一片像白紙
一樣的大陸上提出的，標榜在沒有歷史負累的土地上對
個人自由、平等、理想、機會的追求。「那裡的文化源
自歐洲，可是在有㠥各種文化傳統的歐洲就沒有相同的

『夢』。」
曾德成坦言，對於「中國夢」，有各種不同的理解，

但他引用了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夫婦在《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
一書中提出的，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定下一個宗旨，就是

「拋開西方人的視角和態度，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待中
國。正視中國的短處，但是絕不根據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和標準評價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早前率團到中山訪問。他昨日在網誌撰

文，認為中山、香港兩地未來在服務業方面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針對需求愈來愈龐大

的「銀髮市場」，「我相信，隨㠥香港社會持

續高齡化，會有更多退休人士選擇到內地生

活，這對港商和珠三角一帶的城市（特別是西

岸城市）都是很大的發展機會」。

曾俊華早前和同事一行4人前往中山訪問，首先拜訪
了市政府，市長陳良賢詳細地向他們介紹了中山

市的最新發展。

房價每平米5,000具吸力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撰文說，陳市長在向他介紹中山市
情況時指，目前珠三角地區的房地產發展迅速，深圳和
珠海的房價已分別升至每平方米25,000元和16,000元人
民幣，但中山的房價，目前仍維持每平方米約5,000元
人民幣，該市的生活指數亦相對較低，對退休人士而
言，這差異無疑是很有吸引力，

同時，中山市政府一直都重視綠化及環保規劃，目標
是成為全國生態文明示範城市，而早於1997年，中山市
政府已經獲得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頒發「人居獎」，
表揚他們在提升城市居住質素方面的成績，可見該市的
努力，早已經獲得肯定。

料更多港人退休返內地

「銀髮市場」的潛在商機已毋須懷疑，曾俊華說，自
己當時就向陳市長表示，隨㠥香港社會持續高齡化，會
有更多退休人士選擇到內地生活，對房屋、安老和醫療
服務、銀髮產品、銀髮服務等的需求都會上升，他相信
中山、香港兩地未來在服務業方面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特別是針對需求愈來愈龐大的「銀髮市場」。

據他了解，香港不少已退休的公務員同事都有在中山

置業，「他們除了考慮樓價和生活指數，居住環境、空
氣質素和其他生活配套設施亦是主要考慮因素，這些同
事之中不少為忠實『波友』，他們選擇中山，就是為了
市內的優質高爾夫球場，方便他們操練球技」。

在訪問中山時，曾俊華等又參觀了市內的金融商業中
心、港人聚居的大型樓盤，以及規劃面積足有五分之一
個香港大小的新發展區「翠亨新區」，並和當地的港商
會面，了解他們的最新情況。據悉，中山市目前人口約
有300萬，港資企業累計逾3,300家，主要經營製造業，
包括成衣、家電、藥業等等。本港的金融機構近年亦開
始進駐中山，提供企業及個人客戶服務，在該市落戶的
港資銀行已有三家，據知第四家亦準備「登陸」。

曾俊華續說，中山市目前的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

（工業和建築業）為主，佔地區生產總值（GDP）五成
半，高於佔四成二的第三產業（服務業），第一產業

（漁、林、農、牧）則只佔不足3%。隨㠥珠三角地區的
地價和人力成本上升，區內第二產業未來必須向高增值
方向發展，對各類專業服務的需求，亦會愈來愈大。

籲港商放眼香港以外機遇

他說，港商要在這個市場分一杯羹，除了留心香港發
展，就要放眼香港以外的機遇。

他並坦言，現場視察珠三角地區的最新發展，讓他有
更多實際材料思考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路向，絕不是書
面報告可以取代。「我期望未來幾年能夠多到珠三角和
泛珠各省訪問，為香港經濟尋找更多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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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普選特首前提激濁揚清

喬曉陽指出，行政長官普選的兩個前提不確立、不

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認同，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輿

論認為「喬曉陽今次講話十分重要，反映中央在香港

普選特首的底線，也對各項背後理念，有明確陳述」。

但有輿論卻指喬曉陽講話反映中央沒有意願開展政改

諮詢。不過，主流輿論指出，中央這次具體地提出普

選前提，正是表明中央真心誠意希望政改諮詢順利進

行，「如果沒有誠意推動政改，何必費這麼大力氣先

求取社會共識？」至於普選兩個前提，分析指這均屬

憲制性的根本條件，中央再次重申普選框架，有助港

人清晰理解，讓討論重回正軌。

輿論亦認為，普選特首的兩個前提不但符合基本法

要求，也關係到港人的利益，「從極端角度去想，如

果香港不幸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一

上任就要求削減中央政府權力、拒絕承認人大釋法權

威、中斷促進兩地融合的措施，可以想像，屆時會出

現怎樣一種情況。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

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受損，香港社會內部也

必然嚴重撕裂，這將根本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

廣大香港市民和投資者的利益」。

有輿論指普選特首兩個前提並非基本法規定，是中

央的「僭建物」，「北京這樣隨心所欲地、單方面地增

添規定、改變共識，又怎樣能服眾呢？」不過，主流

輿論指出，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任命，須對

中央負責，對抗中央者不能當特首，本身就是基本法

規定的要求。而特首候選人須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也是基本法的明文規定，並非所謂附加條

件也不是「僭建物」。有分析亦指出：「自已故領導人

鄧小平1980年代開始，一直以來，中央都反覆作出這

種要求。」「此時此刻，我們倒不如反思一下，為何回

歸之後，這種愛國愛港論仍然要反覆提起？在回歸這

15年間，是不是香港出現了令中央政府感到十分憂慮

的情況呢？」

「愛與和平」難掩「癱中」暴力違法本質

「癱瘓中環」發起人戴耀廷等日前發表所謂「信念

書」，並將行動改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指行

動雖違法但絕非暴力。然而，主流輿論批評，行動本

質上是一場赤裸裸挑戰基本法，衝擊中央要求特首愛

國愛港底線的激進違法抗爭，一旦事成，斷無「愛與

和平」可言。有輿論直指佔領中環信念書「短短數百

字裡，出現最多的是『和平』、『愛』、『理性』、『對

話』這四組詞語。一如那句經典詩句『虛偽是虛偽者

的通行證』，一場鼓吹對立、破壞法制、破壞公共秩

序、以衝擊為手段的『非法』行動，在戴氏及其依從

者筆下，竟然可以被描繪得如此神聖與美好，其語言

偽術真令人大開眼界」。有輿論更擔心行動一旦實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國家、特區政府與中央的關係將迅

速出現重大調整，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包括人民幣

離岸中心地位將立即遭受沉重打擊，香港的政治版圖

和社會結構將出現急劇而深遠的變化。香港將要付出

的，會是她實際上無法承受的代價」。

對於「癱瘓行動」的發起人戴耀廷，有輿論亦批評

「作為一個學者，不應該煽動和組織市民用這樣的方法

表達自己的意願」，有輿論更指戴耀廷在3年前出版的

《法治心—超越法律條文與制度的價值》一書中，強調

要「有法必依」，現在又鼓吹以不合法手段爭取民主，

有違法律學者道德操守，批評佔領行動粗暴剝削其他

市民及駕駛者進出中環的權利。

教協製作教材唆使學生犯法惹眾怒

教協日前通過支持「佔領中環」行動，並編制有關

「佔領中環」的通識教材，供教師向學生講述行動的資

料，更邀請行動發起人戴耀廷擔任顧問。輿論批評教

協作為教師的專業組織，鼓勵教師會員向學生宣傳

「佔領中環」，將入世未深的學生推向違法抗爭的漩渦

之中，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香港教

育專業守則》。有輿論更指這是害人子弟，「一個社會

對選舉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但憲法制定之後，就

應該遵法做事。教協教導學生的無法無天的效果，就

是弄垮年輕一代，讓他們沒有完備的人格和道德觀

念，沒有法治觀念，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有輿論

認為：「由於這份偏頗的教材已經放在網上，教育局

應該履行監察教材的責任，向學校及師生發出指引，

不要用『校本自決』為由令事件惡化，因為個別教師

未必有足夠的政治及法律知識進行判斷；教育局匯集

大學學者及各專家意見後，應指出教材的偏頗之處，

及相應的正確觀念，以還學生全面的認識。」

特首普選兩前提是憲制要求「癱中」難掩暴力違法本質
文平理

3月27日，中聯辦網站刊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與

香港部分建制派議員座談時的講話全文，成為輿論關注熱點。喬曉陽

提出普選特首兩個前提，一是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二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有

輿論質疑這反映中央無意在港落實普選。但主流輿論認為，喬曉陽的講話及時、具針對性，重申

中央在普選特首上的底線，香港社會只有在兩個前提上達成共識，其他問題才可迎刃而解。輿論

亦關注到「癱瘓中環」行動正式開展，雖然主事人以「愛與和平」作外衣，但輿論批評鼓吹違法

暴力抗爭，罔顧憲制安排，與「愛與和平」南轅北轍。輿論亦批評教協作為教師專業組織，竟然

製作教材發動教師宣傳「癱中」行動，是公然教唆學生犯法，禍害香港下一代。

潮州辣妹遭網民死亡恐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潮州辣

妹」之稱的「愛護香港力量」召集人陳淨心疑
遭到網民「死亡恐嚇」。網友「Xman Lee」昨
日在「愛護香港力量」facebook專頁上載一幅圖
片，顯示有網民聲稱要「殺（陳）淨心」，圖片
中該名女網友分享陳淨心的專頁後加上粗言穢
語，揚言見到陳淨心的話要將對方「拆骨」。不
少「愛港力」的網友紛紛在圖片上留言，稱網
上言論可構成恐嚇，表示要報警處理。

袁國強明訪星 推介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

日宣布，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將於周
二（4月2日）及周三（4月3日）訪問新加坡，
推廣香港作為亞太區的法律服務及解決爭議中
心，並加強與新加坡法律界的聯繫。

在新加坡訪問期間，袁國強將與新加坡調解
中心和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代表會晤，了解
當地解決爭議服務的最新發展情況，並會見新
加坡總檢察長莊泓翔高級律師、律政部及教育
部高級政務部長英蘭妮及新加坡律師公會會
長，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又會與新加
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和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的
院長會面。

副法律政策專員（一般法律事務）黃慶康會
陪同袁國強出訪新加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據中聯辦網站載，3月22
日下午，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副主任殷曉靜向港區省級
政協常委、召集人通報了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的
有關情況。港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主席林樹哲、會長
戴德豐等120多人出席通報
會。

殷曉靜說，今年「兩會」
是在全國上下深入貫徹落實
中共十八大精神、我國進入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的
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會議，大會選舉產生了新
一屆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機構組
成人員，謀劃了我國未來發展
的大計，是一次承前啟後、繼
往開來的大會。

殷提四點希望

殷曉靜向港區省級政協委
員提出四點希望：一是認真
學習，提高參政議政能力；
二是珍惜榮譽，發揮好政協
委員作用；三是積極參與，
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四是加強溝通，促
進兩地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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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銀髮市場」
港服務業有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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