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由頁）3月19日，政協北京市第
十二屆委員會舉辦的首期新委員培訓班開班，150多位新委員參加。與
以往不同，從本屆開始，北京市政協首次嘗試讓港澳委員與本地委員一
起培訓交流，13名港澳委員成為與兩地搭建溝通橋樑的先行者。

注重實操性 履職為重點

據北京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康軍介紹，「每屆新委員都要
進行上崗培訓，與往年相比，2013年更注重實操性，讓每位新委員在最
短時間內掌握履職要領和方法」。他表示，北京市政協領導高度重視新
委員培訓，從2012年10月即開始籌備，反覆論證修改培訓內容，最終確
定以履職為重點講解的培訓課程。
培訓時間為3天，除了政協理論知識講座、社情民意講解、提案量化

管理體系、委員履職評價體系介紹、老委員介紹履職經驗等一系列與委
員履職密切相關的培訓環節外，來自香港的委員黃永光的日程表上，還
多了一項「走訪座談」。

京設辦公室 做數據分析

由於經常在香港辦公，黃永光親自走訪北京的機會十分有限，只能善
用出差和假期往返京港兩地。由此，他找到折衷辦法——在北京分公司
設立專門辦公室，負責收集相關信息。黃永光介紹說，「這個辦公室有
助我整理數據，並進行分析，通過E-mail直接給我。他們就是我的『千
里眼』和『順風耳』。」此外，隨身攜帶的平板電腦，也讓他隨時隨地
都能查閱數據分析，節省大量時間。
經已連續擔任三屆港澳委員的龐鴻，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利用一切

方法突破空間和時間差異深入了解北京，是每一位港澳委員的必修
課。」10多年時間裡，龐鴻已提出30件提案，包括「規範房屋中介市
場」、「住宅禁商令」、「限塑令」、「取消新車檢測費」等一批影響重
大的建議。為了方便履職，他把辦公室設於北京，在北京待的時間比在
香港更多。

多看報上網 尋提案線索

談及如何縮小地理差距，龐鴻的經驗就是多看報、多看電視、勤上
網。他訂閱多份北京市報紙，每天又抽時間看民生方面的報道，從中尋
找提案線索。他說：「還可以多利用網絡，現在網絡這麼發達，政府各

部門都開設了微博，很多信息都能在網上第一時間看到。」
黃永光表示，對他們來說，參加這樣的培訓班既新穎，又實用，「能

與（北京）委員面對面交流，可以讓我們更直觀、更方便地了解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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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港澳委員與北京政協交流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鄭治祖）今
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會議通過政治決議，人民
政協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充分發揮在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及國家事務中的積極作
用。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稱，他從1998年開始擔任政
協委員，當時政協委員經已踴躍發言，更會直指國家
不足，充分發揮協商諮詢角色，絕非所謂的「政治花
瓶」。

委員揭摩托車發牌作弊

30年來國家高速改革發展，政治越趨開明，全國政
協委員角色更見重要。胡定旭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
政協專刊訪問時憶述：「我當日完全想像不到政協如
此敢言。印象最深的是，當年有個在上海從事商業的
委員指，雖然法例規定摩托車50cc需領取牌照，但卻
有公安與車主夾計把50cc看作49cc，時任國務院總理
的朱鎔基得悉後十分生氣，立刻命令在場相關官員撰
寫報告，可見當年政協委員經已踴躍發言，直斥國家
不足。」

發展需逐漸 非一步到位

胡定旭稱，擔任政協委員參政議政多年，明白到國
家發展民主過程不能一步到位，正如擁有百年歷史的
英國，亦要逐步前行，「當年有政協委員提出，國家
在發展民主過程中，需重法治輕人治，並質疑國務院
總理候選人只得一人，法院往往兩三日就完成重要案
件的審議。當時總理回應指，國家發展過程需逐步前
行，絕對無法一步到位」。

籲港澳委員 促兩地溝通

他認同，政協委員包括港澳委員，未來應繼續扮演
進取角色，特別是進一步發揮香港與內地的橋樑作
用，「好多港澳委員都比較了解國家情況，他們應努
力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溝通」。他又說，香港經已回歸
祖國15年，未來應考慮把香港委員分發到各個組別深
入了解國情，有利推進香港與國家的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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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鄭治祖）由經濟界別轉任特邀港澳委員，後來又晉身醫療衛生界

別，胡定旭不經不覺已經擔任政協委員長達15年。今年他連續第四屆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更創出多

個特例，成為唯一橫跨三個界別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並經由醫療衛生界別問鼎全國政協常委，多年貢

獻獲得肯定毋庸置疑。胡定旭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感言，多年政協歲月，令他接觸到

內地很多經濟及醫療專家，更先後經歷三任國家總理，留下了很多難忘回憶。放眼下個5年，胡定旭盼望

繼續為國家醫療改革多提建議，「香港醫療制度好出色，但亦走了好多冤枉路，希望透過分享經驗，讓

內地醫療制度逐步到位」。

會計師出身的胡定旭，
1998年開始獲委任為經

濟界別委員。他接受訪問時指
出，當年正值香港回歸初期，最初

他完全不知道政協為何物，但每年到
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都會接觸到好多

內地經濟專家，以至各省市財經領導，每年
國務院總理亦會列席會議，令他獲益良多，
「有一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與委員暢
談長達6個小時，由下午三點講到晚上八
點，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他談及機構改革
時更是非常動聽，最終我連全國政協主席
李瑞環宴請港區委員都無法出席」。

勤練普通話 獲朱鎔基稱讚

他又憶述，第一年出席政協會議，就要自選題
目預備發言。因為他不精通普通話，唯有硬㠥頭
皮，跟㠥拼音朗讀帶有香港特色的普通話，「記
得有晚我正準備晚餐，秘書突然通知我明日要在
研討會發言，我問究竟用廣東話或者英文，原來
是普通話。我當然立刻不吃飯預備，後來秘書幫
我翻譯及拼音。我發言後向朱鎔基講，希望總理
聽得明白我帶有香港特色的普通話，但我還是把
發言稿交給你秘書。後來每年都要發言，最後一
年總理卻指出：『我完全聽得明白，你進步了！』
我不禁回應他：『不是我進步，是你進步了！』」

非醫生出身 具不同視野
2004年，他臨危受命獲委任為香港醫管局主

席，多年來管理㠥41所公立醫院及醫療機構等龐
大資源，並㠥手優化公營醫療服務，2008年更主
動要求加入全國政協醫療衛生界別。胡定旭笑
稱，醫療衛生界別傳統從來沒有境外人士，他更
是唯一不是醫生出身的委員。不過，他過去5年參
與國家的醫療衛生界別工作，接觸到好多省領導
及「世界級大夫」，並看到國家非常重視醫療改
革，「過去5年，我提出多達50幾個提案，當中好
多都得到相關部門實際回應，包括醫院管理、農
村改革、遠程醫療、醫護人員薪酬、生前預囑
等。我相信我能夠為大家帶來不同看法及視野」。
胡定旭坦言：「好多地方都覺得香港醫療做得

好好，但香港醫療改革亦走了好多冤枉路，無得
返轉頭。我盡量與內地分享經驗，過去好多省市
的衛生廳官員亦曾到香港交流。今日國家醫療體
系其實經已走前好大步，很多農村亦有基本醫療
覆蓋，未來可進一步參考香港醫院管理，特別是
管辦分離，讓醫療制度逐步到位。」

「以藥養醫」老百姓吃虧

在醫療改革方面，胡定旭提出「三大問題」─
資源不足、「以藥養醫」以及醫生薪酬過低。他
認為，中央政府需投放更多資源，改善當前「看
病難、看病貴」的難題，「特區政府每年投放500
多億元資源，香港有700萬人口，大概每人有7,000
元，但內地涉及13億人口，投放資源卻不足香港
的十分之一，令內地很多政策難以推行。內地不
可再『以藥養醫』，否則只會把藥價轉嫁到老百姓
身上」。

續建言國家醫改
跨三界服務政協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鄭治祖）今屆特區政府上任
十個多月以來，雖然施政舉步維
艱，但特首梁振英聯同其管治團
隊，以「香港速度」把政策「成熟
一項推出一項」，不斷出台，急民
所急，並努力搭建「香港營」，實
現大和解。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坦
言，行政長官選舉過後，香港只得
一個「香港營」，特區政府更是十
分希望為港人做實事，但卻受限於
香港政治環境及立法會「拉布」，
故此他鼓勵「沉默大多數」多發
聲，以獨立思想據理力爭，毋須擔
心「被歸邊」，「正如我經常發
聲，大家毋須㠥眼我政協委員的身
份，我是胡定旭！」

胡定旭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

協專刊訪問時說，近年香港社會越

趨兩極化，支持及反對政府人士各

佔百分之十，但社會百分之八十屬

於「沉默大多數」，才是香港主流

意見。胡定旭期望他們多發聲，好

讓社會平衡發展：「我們當年的教

育十分簡單，『總之政治就不關你

㜺事』，我們只需做好會計師甚至

是醫生本份，政治冷感。不過，社

會兩極化其實互相打來打去，中間

的百分之八十亦會覺得好厭煩，

『沉默大多數』多發聲，亦會有利

社會發展」。

社會政治化「被歸邊」常見

在政治化的香港社會，每公開發

聲就會「被歸邊」。胡定旭以2006

年籌組「智經研究中心」為例，指

當年智經亦被標籤為「曾蔭權（時

任香港特首）御用智庫」。不過，

事實證明，智經所作的研究報告，

是講事實、講理據：「我們研究的

報告，有時都會『㞷政府』」。他舉

例指，當年以多角度觀察香港長遠

競爭力，報告亦是直斥香港土地政

策錯誤，質疑香港再不修改土地政

策，香港樓價只會越來越高，商業

用地亦會越來越貴。

籲獨立思想 意見有理據

他又說，行政長官選舉過後，香
港只有一個「香港營」，特區政府
更十分希望為港人做實事，但受限
於香港政治環境及立法會「拉
布」，故此他鼓勵香港「沉默大多
數」多發聲，「其實你講咩都總會

有人批評，最重要以獨立思想講意
見畀理據，香港不能夠再一成不
變。正如我成日發聲，我既不是立
法會議員又不是政府官員，又毋須
㠥眼我政協委員的身份，我是胡定
旭！」

■胡定旭指，特區政府十分希望為港人做實事，但卻受限於香港政治環境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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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觸到內地很多經濟及醫療專

家，更先後經歷三任國家總理，累

積了很多難忘回憶。 黃偉邦 攝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胡定旭希望為國家醫改提供更

多建議。圖為他近年到華西醫院

探望地震傷者。 資料圖片

批「拉布」阻實事倡沉默者多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