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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前日
發表言論指出，香港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回應稱，同意發展經濟是重要環節，港府未來會加強發展本港
四大支柱產業，相信本港經濟強勢可以持續。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蘇錦樑則認為，香港要多元化發展，需不時檢討機遇和
優勢，稍後將與東盟談判，爭取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議，利用
本港優勢促進經濟發展。

財爺：續拓四大產業

張德江日前會見經民聯訪京團時指出，香港經濟出現深層次
矛盾，競爭優勢開始弱化，強調發展經濟是香港首要任務。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全城清潔日活動後表示，他認為張德
江關心香港發展，同意發展經濟是重要任務。
曾俊華指，本港將會繼續加強發展四大產業，相信本港經濟

強勢會持續。「香港人一直都是自強不息，我們不時將優勢加
強，現在預算案中亦很詳細說明，在不同支柱產業上，無論物
流業也好，金融業也好，我們都會再加強，相信香港經濟強勢
會持續。」

蘇錦樑：走向多元化

被問到本港經濟是否出現深層次矛盾，曾俊華認為，全世界
每個地方也有深層次矛盾，最重要是將香港人自強不息的優勢
持續，不斷改進，相信能夠慢慢解決自身的問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亦同意張德江的言論，並認為
經濟發展是硬道理這一說法是正確的。他指出，面對外圍環境
不斷改變，香港必須朝多元化方向發展，並隨 大環境和外圍
環境的改變作出調整，不時檢討自己本身的能力和機遇，「將
這個餅造大」。蘇錦樑又說，港府將會與東盟展開談判，簽署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相信能利用香港本身相對優勢發展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香港經濟多年來受
限於政治內耗而停滯不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
以來，致力推動「內交」，
希望助香港工商專業界開
拓商機，促進香港經濟，
「把餅造大」。他昨日在網
誌中談及早前的訪京行，
強調行程取得六個階段性
進展，包括港府會配合發
改委進行「十二五」規劃
的中期評估及在廣東實施
的「先行先試」政策將在
泛珠九省區實施等。他
說：「接下去，還有很多
工作要做。我和司、局長
會在短期內再次上京，推
進工作。『力不到不為
財』，商界如是，特區官員
推動香港的商貿發展，亦
應如是。」

增收入才能增福利

梁振英在網誌中說，港
府十分重視經濟發展，因
為只有比較高速度和持續
地高速度的經濟發展，才
可以給特區政府足夠的財
政，給僱主足夠的支付薪

水能力，給香港市民較高的收入，使大
家都可以解決我們社會裡長期存在的深
層次問題：包括房屋、貧窮、老年社會
和環境等問題。故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對
內即內地，對外即國際間的經貿往來，
致力「把餅造大」。
他又稱，訪京行在六個方面取得比

較積極的階段性進展，這對香港的經
濟發展有重大、積極的作用，重申特
區政府問責班子將會於短期內再上
京，推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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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洽東盟 冀簽自貿協議

認同張德江講話 警覺優勢弱化莫失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近年糾纏於政治爭拗之中，經濟發展裹足不前。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前日在會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訪京團時指出，香港經濟的深層次矛盾正在顯現，

競爭優勢開始弱化，認為發展經濟是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應切實把握機遇，爭創新優勢。香港社

會各界均認同張德江的言論，直言社會高度政治化已令香港錯失不少發展機遇，若仍故步自封，終

會被「邊緣化」。他們呼籲港人減少內耗，把握中央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尋求新的經濟亮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前日會見香港經濟民生聯
盟訪京團成員時表示，當前香港首要任務是
發展經濟，又指香港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
盾在逐漸顯現，一些競爭優勢開始弱化。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則認為，政府應發展
多元經濟，從而帶動就業。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黃國健指出，社會太多爭拗、泛政治化，
政府做事被「綁手綁腳」均是香港優勢弱化
的主因。
黃國健昨日認為，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化

的主要原因是社會太多爭拗、泛政治化，政
府做任何事情都「綁手綁腳」。他稱，若香
港繼續這樣下去，香港可以追上來的可能性
和機會都不大。

黃國健籲港府引導討論

對於張德江稱未來3年是關鍵期，黃國健
說，金融風暴引起的國際性經濟危機，已逐步

復甦。而隨 歐洲國家和美國恢復發展，將會
令整個世界的恢復速度加快。他認為，若香港
未找到自己的路，未可跟 世界步伐一齊衝
刺，香港將會明顯落後。他補充，即使現在，
韓國、新加坡的步伐已比香港快，日本亦開始
重新出發，故香港的情況令人擔心。
黃國健稱，香港要解決問題，應有發展經

濟的基礎，才有能力加大社會福利和改善民
生的力度，問題才可解決，否則政府做甚麼
事情都只會有心無力。他建議政府就香港經
濟發展進行社會討論，凝聚共識。
陳婉嫻則認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說法，

認為香港確有自己的特質，但同時不否定香
港需要居安思危。她指出，香港最近10至20
年來的發展，都以地產業、金融業為主，但
同時卻削弱了很多人的謀生環境。她認為政
府應增加更多經濟元素，同時按市場實際情
況，作出適當干預，透過發展多元經濟帶動
就業。

陳婉嫻盼經濟多元增就業

陳永棋：

政爭不休綁住港府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指出，張德江的講話點出香港面對

的幾大隱憂，近來香港政治爭拗持續不休，令特區政府疲
於奔命地「救火」，根本沒有餘地去推動經濟發展及改善民
生，而目前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內部發展機遇越來越
小，由此而衍生的社會怨氣漸見上升，更令不少港人不滿
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兩地矛盾也見升溫。他直言，香
港沒有內耗的本錢，香港的經濟也不能脫離國家經濟發展
的帶動，港人應放下心結，明白並面對現實，擁抱內地的
發展機遇，不要糾纏在政治鬥爭之中，否則難免「自我邊
緣化」。

盧文端：

放下爭拗把握機遇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盧文端指

出，近年來，香港陷入無日無之的政治爭拗，經濟功能備
受削弱，傳統的競爭優勢不斷弱化，更被鄰近地區「爬
頭」、「拋離」。他批評，反對派以民主為借口，將香港所
有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正是阻礙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
原因。他又說，若不搞好經濟，港府根本沒有資源改善社
會不斷累積惡化的深層次矛盾，如貧窮、房屋及人口老化
等。他又認為，若香港再不痛定思痛，放下爭拗，把握機

遇，則將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黯然失色。

廖長城：

打造產權貿易中心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廖長城認為，這幾年來，香

港發展停滯不前，且沒有危機感，但需知沒有經濟發展，
就不可能改善民生。
他指出，香港不應再「吃」金融、地產、服務業的「老

本」，應推動創意產業、創新科技產業發展，推動香港成為
國際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一方面為年輕人創造就業和創業
的機會，協助港商轉型升級，也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人應該要明白幸福不是必然，而要靠自己爭取，發展
才是硬道理。」

羅康瑞：

嚇走外資削弱優勢
瑞安集團主席、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永遠名譽會長羅康瑞

表示，完全同意張德江所言，作為商界中人，亦完全感受
到香港面對的「三大隱憂」，擔心在越趨對立的政治環境及
無休止的政治爭拗下，香港競爭力每天都在下跌之中：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外來投資者不需要一定來香港，當
前香港的政治環境是這樣惡劣，他們完全可以選擇去新加
坡，去台灣，去韓國，或直接去上海，去北京。」他直
言，香港建設追不上發展需要，並以興建第三條機場跑道

備受環保團體阻撓為例指出：「11年後才建好，那時客源
都已去了其他地區，香港作為區域航運樞杻的交通優勢，
也將進一步被削弱。」
他又說，香港仍具有效率高、法治完善等優勢，現在應

該自我反省，自我鞏固及提升優勢，做到「無可取代」：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不自強，中央也無法幫忙，歸根
究柢，香港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靠的還是自強不息。」

施榮懷：

仇商環境令人憂心
中華廠商會會長施榮懷指出，張德江語重心長的講點正

點出了商界一直都存在的憂慮。他說，新一屆特區政府上
任以來，竟無一個重要議題能夠在立法會「正常」地獲得
通過，而在反對派挑動下，市民對商界的負面情緒持續升
溫，就知香港的政治環境是何等惡劣：「現在只要一提兩
地經濟融合，就會被打上『賣港』的標籤，甚至連向立法
會申請賑災撥款，都說是『獻媚』，這樣的香港，這樣的社
會環境，怎會不令人憂心呢？」
施榮懷指出，香港經濟最大的賣點就是與國家的關係，

如今卻坐困愁城，自我貶值，這完全無助於香港提升競爭
力，只會被其他競爭對手「越拋越遠」。他以「罷工工潮」
為例指出，有人將所有民生的責任都推卸到商界身上，鼓
動仇商情緒，並騎劫之作為政治籌碼，這將進一步「嚇窒」
商界。他期望港人深思，回歸發展之正路，不應明知「政
爭阻礙是條不歸路」，還「一條路走到黑」。

■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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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中央提醒
聚焦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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