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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治祖）全國政協委員張華峰是香港金融
業界的代表。展望未來5年任期，張華峰
表示，香港的金融巿場很大部分由內地企
業和內地投資者組成，應該繼續扮演橋樑
角色，協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並期望內
地與香港在金融業方面有更積極進取的合
作，如在前海經濟特區容許香港證券行和
內地證券行合資成立公司及實行「直通車」
等。
自1993年開始出任廣東省政協委員，到

2003年「更上一層樓」，獲委任為全國政
協委員，張華峰的政協生涯踏入第二十個
年頭。張華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
協專刊訪問時坦言，廣東省政協較注重當
地社會民生問題，而他們在向省政協反映
意見後，委員有較多機會親身感覺到工作
成效，如看到交通情況有所改善、政府的
辦事效率不斷提高，感覺較為實在。

欣喜所呈金融提案獲跟進

他續說，全國政協討論事情的視野較為
宏觀，香港委員的提案很多都會涉及內地
與香港的關係，自己能為國家發展建設建
言獻策感到很滿足，而看到國家不斷進步
也感到十分高興。
身為金融服務業界一分子，張華峰過去

在全國「兩會」期間，提出了很多與金融
政策相關的提案，包括加快推進香港的人
民幣業務等，而中央政府十分重視香港委
員的提案，會逐一答覆委員提案，或建議
委員轉交相關部門跟進，尤其是香港作為
人民幣結算中心一事，國家十分重視。
張華峰憶述，自己曾在提案中提出，香

港回歸後金融巿場一直由大型證券行控
制，本地證券行的生存空間日漸萎縮，擔
憂這些外資大行等到歐美經濟復甦便撤
走，屆時香港經紀行沒法處理目前的交易
量。其後，中央政府就積極招攬資產雄
厚、經濟實力強的中資證券機構到香港開
證券行，相信即使巿場將來有大變動，這
些華資行也可以起到穩定巿場作用。

倡協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

他又曾提出，香港的期貨巿場成交量、
買賣額佔全球期貨交易很大比例，但期貨

產品一直由外國人定價，情況對香港期貨
巿場國際化不利。無獨有偶，港交所去年
就收購了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會不
會是我們提出的事情，原來正在運作中
呢？我不是要邀功說這是我們的功勞，但
能參與推動這些事情，令我有點成就
感。」
展望5年任期，張華峰坦

言，內地與香港的合作只會增
加不會減少，因為香港本地的投
資巿場已經飽和，甚少人開證券
戶口，亦沒有多少企業要搞上巿，
香港證券業的巿場，很大部分由內
地投資者及在香港上巿集資的內地企
業支撐，香港應該繼續扮演橋頭堡角
色，協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為內地金
融巿場作出貢獻。
他續指出，內地與香港在金融業方面的

合作發展較為保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已簽
署到第9份補充協議，仍然缺少有利香港
金融業界與內地合作的條款。對於前海經
濟特區，張華峰坦言對這個「特區中的特
區」抱很大期望，希望它的開放程度、闊
度、速度都遠遠高於CEPA，如容許香港
證券商和內地券商成立合資公司，替內地
投資者買賣港股，替香港投資者買賣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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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兩會」期間，多名國家領導人均希望香港
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積極參與香港事務，就香港
事務發言。由2003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張華
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指出，
香港委員無論在香港或內地，都應該更積極參政議
政，而香港委員多就涉及內地和香港的事情發言，
可讓更多香港人知道政協、人大的工作。
張華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

坦言，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全國「兩會」期間，
提出希望香港委員積極參政議政，原全國政協主席
賈慶林也表示支持港區政協委員積極參與香港的政
治事務，方向都是正確的，香港委員應該撇除所謂
「干預『一國兩制』」的顧慮。

樹立形象 讓市民消誤解

他憶述，在他首屆政協任期內，很多香港委員都
覺得在政協會議上發言應該避談香港事務，以免影
響「一國兩制」，故在發言時往往「因住因住」，發
言空間因此而收窄了，直至近年內地與香港經濟貿
易合作漸多，衍生出一些磨擦和問題，香港委員會
就這些問題發言，情況才有所改善。
張華峰續說，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過去不單

為國家出謀獻策，也為香港做了很多事，例如提出
可以使內地與香港關係更趨密切的建議，處理港人
求助個案，但有一部分港人至今仍對全國政協的工
作了解不深，甚至以為「政協」是「有錢人買回來
的頭銜」，因此，香港委員正正需要多就涉及內地
和香港的事情發言，在香港巿民心目中樹立形象，
讓那些存在誤解的港人，對全國政協委員改觀。

積極發言 委員應無顧忌

他說：「讓香港人知道我們政協、人大是做甚麼
的⋯⋯如果你能夠多講一些關於內地和香港的事
情，香港人就會看到香港的政協和人大是可以幫到
香港人解決一些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差異問題，能夠
推動內地與香港的金融發展，做到雙贏局面。漸
漸，香港人就會對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寄
予厚望。」
張華峰強調，香港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貢獻國家建

設，香港委員應該毫無顧忌地積極發言，發揮功
用：「商業交易有助兩地經貿發展，好希望我們能
夠配合中央政策，將我們香港這些實行已久，且對
社會經濟有穩定作用的政策能夠帶入內地，並根據
內地民情社情，製造一套適合兩地發展的經濟模式
⋯⋯香港的寶貴經驗是在香港過去幾十年累積而
來，而內地發展正正需要我們這些經驗，加強溝通
是很正確的路線。這不可以視為干預『一國兩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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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治祖）粵港合作近年不斷深化升級，深
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下稱合作
區）更被視為重點合作項目。今年連續第
二屆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林健鋒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說，
自國務院去年公布了支持合作區開發開放
政策，有關香港銀行機構向前海企業或項
目發放人民幣貸款措施等業務亦正穩步發
展，建議未來應進一步深化粵港金融合
作，在循序漸進及風險可控的原則下，借
鑒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經驗，在廣東
省內更多地區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
國家「十二五」規劃訂定了擴大人民幣跨

境使用，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
中心政策。身為香港立法會商界（第一）議
員、第二大政團「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
席的林健鋒，對有關問題特別關心。

港離岸人幣業務中心漸形成

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
時指出，自2009年以來，在中央部委的政策
支持下，各項跨境人民幣業務有序開展，香
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已基本形成，為不
同地區的企業及金融機構，提供全面的一站
式人民幣金融服務平台，「去年香港人民幣
存款達到7,200億元人民幣，經香港銀行處
理的貿易結算交易超過26,000億元人民幣，

已發行人民幣點心債券餘額2,300億元人民
幣，銀行貸款接近800億元人民幣」。
為更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林健鋒認

為，未來要進一步完善政策安排，確保市
場採用美元及人民幣作跨境交易，並按照
資本賬開放的步伐，更加放寬及便利人民
幣資金於在岸與離岸市場間的跨境流動，
同時應進一步深化粵港金融合作，在循序
漸進、風險可控的原則下，借鑒前海跨境
人民幣貸款業務的經驗，在廣東省內更多
地區尤其是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粵港合
作重點地區，與香港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
業務，既推動南沙及橫琴等地區的產業升
級和經濟發展，同時也促進香港離岸市場
人民幣資金的循環及使用。

寄語港人鞏固優勢自強不息

前海未來10年料將迅速發展，有日或會
挑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寄語港
人繼續自強不息，鞏固香港坐擁的發展優
勢，而香港未來要加快發展步伐，盡量壓
縮議事商討等程序，保持低稅制及公平法
制的良好營商環境，來吸引更多投資者：
「香港不可以抱有倚賴的心態，被動等待國
家的優惠政策，更非人有我有，甚至要
『超英趕美』，相反，我們應做好本份自強
不息，研究如何更加鞏固金融中心地位，
如何令人民幣業務做得更多更好。」

林健鋒在訪問中坦言，他任政協委員、參與國家議政工作
以來，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部門，親睹國家急速發展及政

策運作，而自己每年3月出發到北京參與全國政協會議前，都
要做好資料準備撰寫提案或發言稿，希望做好參政議政的工
作，又笑說最難掌握的還是北京的天氣變化，「每年上京都
要考慮如何裝備自己，5年間有下雨亦有下雪，今年天氣回暖
但霧霾處處」。

為國是港事 京港兩邊走

在香港立法會內，不少議員是全國人大代表，或像林健鋒
一樣是全國政協委員，故在全國「兩會」召開期間，一旦立
法會有重要的議案或撥款申請審議，他們都要京港兩邊走。
林健鋒說，自己最難忘的經歷是前年出席「兩會」期間，突
然知悉立法會在香港反對派各黨派聯手下，否決了特區政府
的財政預算案臨時撥款申請。
當時，特區政府為於財政預算案正式獲通過前，維持特區

政府運作及提供各項公共服務，向立法會申請602億元臨時撥
款動議，由於14名建制派議員身兼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
委員，正身在北京參與「兩會」，而14名反對派議員則投下棄
權票，令議案最終只得17票支持，少於出席會議的36名議員

的半數而歷史性被否決，政府為市民提供的服務幾乎癱瘓。
林健鋒說，在得悉有關消息後，身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或

全國政協委員的立法會議員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及後部分
議員即時飛返香港，在特區政府再次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撥
款申請時投票支持，終令政府運作未受影響：「（當時）大家
共同工作共同食飯，就像一個大家庭。」

向港人介紹國家發展情況

近年，香港與內地在經濟以至社會發展融合的過程中，因
互不理解而衍生了內地居民和香港人之間的矛盾，香港反對
派乘機「政治操作」，「小事化大」。林健鋒認為，身為香港
的政協委員，應該更好地發揮橋樑作用，向港人介紹及解釋
國家的發展情況，同時向國家說明香港實際情況，以溝通化
解發展衍生的誤會矛盾，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他說：「舉例說，特區政府急事急辦推行『限奶令』，優先

處理港人的需要，但事情來得太急，令內地同胞不理解。事
實上，政協有責任做好解說工作，讓他們明白待供應穩定，
特區政府會詳細檢討亦作出調整措施，絕對不能夠報喜不報
憂，而是將事實全面反映，這有利香港與內地政府作適當的
決定。」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鄭治祖）林健鋒是第二度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以8個字來形容自己過去5年政協委員工作的體會：「貢獻國家、獲益良

多！」他認為，身為香港的政協委員，應更好地發揮橋樑作用，向港人介紹及解釋國家的發展情況，同時

向國家說明香港實際發展，以溝通化解發展衍生的誤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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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左二）

認為，香港不可

被動等待國家的

優惠政策。圖為

林健鋒出席泛珠

三角經貿論壇。

資料圖片

■林健鋒以8個字來形容自己過

去5年政協委員工作的體會：

「貢獻國家、獲益良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盼准兩地券商 前海組合資公司

■張華峰認為，香港應該繼續扮演橋頭

堡角色，協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消誤會解矛盾
做好溝通橋樑

■張華峰（左一）

去年曾動議促請

特區政府採取具

體措施，支持本

地證券業的發

展。圖為張華峰

與前來聲援的業

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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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進一步深化粵港金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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