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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日前強調，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發

展經濟，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改善民

生，否則其他一切都是空談。實際上，香港社

會大事小事都用泛政治化的方式和態度處理，

嚴重拖累了經濟發展，香港只有排除泛政治化

的干擾才能聚焦經濟民生。

香港競爭優勢弱化，深層次矛盾顯現，與香

港社會泛政治化的傾向密切相關。回歸15年

來，香港社會政爭不斷，民粹主義氾濫，政治

生態惡化，陷入內耗深淵，社會難以和諧，政

府和商界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

改善民生。泛政治化衍生數不清的爭拗，影響

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令香港競爭優勢加速弱

化，深層次矛盾得不到紓解。

近幾年來，泛政治化已成為發展經濟和改善

民生的嚴重瓶頸。許多利港利民的經濟民生措

施，都因用泛政治化的方式和態度處理而一再

延誤。如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高

鐵香港段、西九龍文化中心等項目，都因泛政

治化的爭拗錯過發展良機。甚至有關中央「挺

港」與兩地合作的政策、措施和發展項目，都

可能被泛政治化的「緊箍咒」叫停或推翻，這

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對解決香港的

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都會形成嚴重的束

縛和阻遏。近期「佔領中環」的炒作、預算案

拉布及碼頭工潮，其泛政治化的色彩更加濃

厚，令市民更加擔憂泛政治化不僅會惡化香港

營商環境，癱瘓政府運作，損害勞資關係，而

且會打爛市民飯碗。

香港競爭優勢弱化，經濟便會出現問題，隨

之引發更多民生問題，繼而加劇社會深層次矛

盾，泛政治化又阻礙香港發展經濟，彼此之間形

成惡性循環。張德江的講話表明，中央期待香港

鞏固優勢，期待香港集中精力把握機遇發展經

濟，期待香港化解困擾社會的各種深層次矛盾。

只有排除泛政治化干擾才能聚焦經濟民生，才能

鞏固和發揮香港的優勢。歸根到底，發展是硬道

理，發展經濟是香港當前首要任務。

無論民調或輿論表達出來的聲音，都印證港

人擔心泛政治化會令香港經濟邊緣化。張德江

的講話，在實質意義上顯示中央對香港前景存

在憂慮，而香港市民對此是頗為認同的，中央

憂港人所憂。張德江指出，未來三年是走出經

濟危機的關鍵期，誰能在三年內找到新的優勢

至為重要。香港要在未來三年的關鍵期，切實

把握機遇，爭創新優勢，實現新發展，就必須

排除泛政治化的干擾。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陳偉業和陳

志全等被控前年七一遊行後非法集結案，法庭昨

裁定2人非法集結和召集未經批准集結等罪成。

裁判官杜浩成在宣判時指，黃毓民和陳偉業當晚

號召群眾改遊行往禮賓府，又帶領示威者意圖越

過警方防線，是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法庭的判

決向社會傳達出明確訊息：法庭不會姑息違法衝

擊社會秩序的行為，而會嚴格依法辦事，追究相

關人士刑責，示威者不要再以為違法行為是「零

成本」。法庭判決不但體現出維護社會安寧的決

心，而且對於正在策動「佔領中環」的人士也有

警示作用，任何人都不能以言論自由為名，違法

衝擊破壞社會秩序，否則必將承擔法律責任。

在前年七一遊行結束後，黃毓民、陳偉業等人

率領一班示威者到禮賓府示威，途中多番衝擊警

方防線，與警員發生嚴重肢體衝擊，及後示威者

更分別佔據中環多條主要幹道，導致中環一帶交

通癱瘓逾4個小時，車輛途人險象環生，最終警

方在午夜採取清場行動，並拘捕231名示威者。

黃毓民等示威者的行徑，罔顧法紀以及在場維持

秩序的警員安危，肆意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安

寧，受到社會輿論強烈譴責，而其違法的行徑也

是人證物證俱在。法官在判辭中指出示威者在未

經批准之下遊行至禮賓府已觸犯了《公安條

例》，而堵塞馬路亦屬擾亂秩序的行為。法庭判

處黃毓民、陳偉業罪成是依法辦事，彰顯了法治

精神。

近年本港示威遊行的暴力衝擊行為愈演愈烈，

由肢體推撞演變成故意襲擊特首與政府官員，衝

擊警方防線、堵塞交通要道等違法行為更是屢見

不鮮。參與者雖屬少數，但已對本港社會治安構

成威脅。法庭過去往往「從輕發落」，導致暴力

衝擊成本極低，也令到違法人士愈發有恃無恐。

這次法庭在判決中「執正來做」，表達了法庭不

會再姑息違法行為的立場和態度，而判決對未來

法庭的判罰量刑也有參考作用，警示將來「佔領

中環」的參加者，都要為違法行徑承擔法律後

果，有助遏止暴力歪風。

港人一直奉行理性、持平、溫和表達意見的方

式，而對法治的尊重和維護更是本港社會的核心

價值。然而，黃毓民和陳偉業卻對法官肆意攻

擊，陳偉業在作供時竟指責法庭有政治任務；黃

毓民在法庭宣判後，更呼籲公眾要在議會、街頭

抗爭，在法院內要進行「司法抗爭」。這不但已

經構成藐視法庭罪，更是公然以政治衝擊司法干

預法庭判案，嚴重損害本港法治社會的形象。法

治是本港繁榮安定的基石，絕不容任何人以政治

衝擊司法，法庭對藐視法庭的言行應依法作出判

罰，以維護本港的社會安寧以及法治形象。

(相關新聞刊A1、A2版)

法庭依法判決 遏止違法衝擊

各界籲減內耗增港競爭力
張德江講話語重心長 發展經濟免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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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撐「家是香港」釋正能量

■容永祺指，鄰近地區

發展令本港地位備受挑

戰。 資料圖片

■簡松年期望本港在經

濟發展上更進取一些。

資料圖片

■陳勇表示，本港已錯

失不少與內地合作的機

會。 資料圖片

■鄭耀棠認同張德江提

醒港人首要搞好經濟的

言論。 資料圖片

■吳秋北指，本港不能

再糾纏於社會紛爭。

資料圖片

■蔡毅認為，若一直被

政治問題糾纏，會影響

經濟發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會見經濟
民生聯盟（經民聯）訪京團成員，強調本港當前首
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林健鋒昨日指出，張德江提到國際經濟環境嚴
峻，本港要搞好經濟，而未來3年是關鍵時期，倘本
港沒有新的商機，將不進則退。他個人認為，尋找
及落實商機要一段時間，故3年是合適時間，並呼籲
港人減少爭拗，才有空間討論經濟民生。

冀「先行先試」擴至泛珠
林健鋒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張德江在與

經民聯訪問團會面時，重點集中討論了經濟議題。
會上，有成員在會上表達了一旦本港經濟不好，就
會影響就業等擔憂，及提出希望能在廣東省推出更
多先行先試方案，或把計劃擴展至泛珠三角，令更
多金融界、專業及港企「走出去」。

籲減爭拗討論經濟民生
他說，認同張德江指本港要把握好未來3年發展經

濟，港人要探討內地及國際商機，期望特區政府也
有政策配合。同時，社會各界不應每件事情小事化
大，天天爭拗，否則會影響對其他經濟及民生的討
論。他個人認為，3年是合適時間，因為尋找及落實
商機要一段時間，並呼籲港人減少爭拗，才有空間
討論經濟民生。

林健鋒並舉例說，近期碼頭工潮事件影響本港轉
口及出口的發展，因為商戶向客戶交貨，講求時
間、效率及價錢，而生果及食物等貨物滯留一兩天
已腐壞，故越來越多人考慮轉用鹽田港。他希望勞
資雙方盡快重開談判解決事件，但估計「五一」前
未必有結果。

被問到張德江的講話是否針對「佔領中環」運
動，林健鋒強調，會上完全沒有談及「佔領中環」，
但他認為，任何影響本港經濟發展及投資的事情也
要正視。他又指，會上有成員提及特區政府應盡快
為普選展開諮詢，但張德江未有回應。

鄭耀棠籲審慎應對挑戰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昨日表示，十
分認同張德江提醒港人首要搞好經濟的言論，因為經濟
發展向來是本港命脈，尤其是歐洲債務等經濟危機尚未
解決，港人更加要審慎處理好當下經濟挑戰。

吳秋北勸勿再蹉跎歲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亦指，本港
不能再糾纏於社會紛爭，才能全心全意發展經濟，否則
只會蹉跎歲月。

蔡毅：政治爭拗令港落後

港島各界聯誼會理事長蔡毅認為，本港現在確實存在
過於政治化的現象，如政治化的碼頭工潮，又或發起

「佔領中環」，都是非常政治化的行動，但本港是以經濟
為主的城市，若一直被政治問題糾纏，只會影響到經濟
發展。他又指，現在本港經濟發展已較鄰近一些地區落
後，內地和東南亞國家發展迅速，本港若仍然長期被政
治爭拗困擾，只會與這些地區相差越來越遠。

他批評，現時本港有太多極端行動針對政府，如議會
內的「拉布」，雖然本港是自由市場經濟，但經濟發展
始終離不開政府參與，若只是一味限制政府政策推行，
並將之政治化，最終只會令經濟發展難有寸進。

簡松年：不思進取會被邊緣化

本身是事務律師的鄉議局執委簡松年指出，近年內地
如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區的經濟發展很快，對本港現有
優勢產生一定壓力，「若仍然不思進取，只會被經濟邊
緣化」。他又指，本港是經濟城市，發展經濟是首要重
點，但現時有些人不停挑起政治議題，更甚的是提出

「佔領中環」行動，更是打擊本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

位。
他認為，張德江是次提出本港應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可謂語重心長，意義深遠，看到本港發展受到政治爭拗
阻礙，期望本港可以認識到必須將精力放在增強自己競
爭力和優勢，在經濟發展上更進取一些。

容永祺：首要尋共識發展經濟

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指出，本港
作為開放型經濟城市，缺乏自然資源，如何發展經濟和
維持競爭優勢非常重要。他稱，雖然現時本港在多方面
仍有優勢，但隨㠥內地城市和東南亞等鄰近地區的發
展，本港的地位和競爭優勢逐漸受挑戰，「如果香港再
將時間放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爭拗，只會阻礙香港的經
濟發展」。

他認為，現時本港有部分人經常以意識形態爭拗為
由，反對政府提出的所有政策，對本港經濟發展無任何
好處，甚至產生阻礙。他希望港人應積極為本港發展尋

求共識，全力發展經濟，才是首要工作。

陳勇：中央導港重回正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表示，
本港過往有部分人故步自封，不停挑起政治鬥爭，使
本港錯失了不少發展機會，特別是與內地合作的機
會。他並指中央領導人多番提出關注本港經濟發展和
競爭優勢，是希望本港重回正軌，將經濟發展放在所
有問題的首位，「經濟、民生搞唔掂，甚麼都是空
談」。

他形容，張德江非常了解本港，特別是當年主政廣東
時曾力推泛珠合作，其於早前的全國兩會時便曾提到，
當年提出泛珠正是希望擴大本港的腹地，提升本港競爭
力，惟本港過往因政治爭拗不斷內耗，甚至將內地的好
意曲解。他認為過多的政治爭拗只會令本港經濟發展停
滯不前，「我們應將精神集中在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之
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會見經濟民生聯
盟訪京團時提到，本港經濟發展中的
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一些競爭優勢
開始弱化，「這應該引起香港各界的
高度警覺」。政府最近就推出「家是
香港」運動，希望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及加強凝聚力，卻被反對派借題發揮
指官員「做騷」。不少市民昨晨在電
台烽煙節目中，批評有個別人等「為
反而反」，連官員為本港做實事也諸
多不滿，令人驚訝，又強調社會爭拗
令沉默大多數感到厭煩，並支持政府
推動「家是香港」，認為有助釋放正
面聲音。

在節目中，有部分聽眾質疑「家事
香港」運動是「浪費公帑」及「做
騷」。周先生聲言，特首梁振英只要
每人派10,000元就能有高民望，本港
亦「事事大吉」。不過，市民林先生
批評，有部分人「凡事反」，質疑這
種「負能量」的現象是否正常。他強
調，特首及司局長宣傳清潔不是壞
事，沉默的大多數人也支持他們為本
港做事，只是有個別人士不停「為反
對而反對」。

為反而反 令人厭煩

鍾小姐形容，「家是香港」計劃正
面，對社會竟有人反對感到驚訝，認
為各界對政策項目應本㠥「是其是、

非其非」的態度，而政府讓不同人士
表達正能量，值得支持，「近期社會
充斥負面情緒，每天聽到反對大鬧聲
音已經好厭煩，中間多一點正面聲音
是好事」。

她又認同政府需要花時間討論優化
制度，但不等於其他事情完全不做：

「現在立法會連捐錢（四川賑災）也
反對，小市民還有什麼渠道表達對社
會的關愛呢？」

批有傳媒「吹黑哨」反政府

黃先生亦指，本港社會彷彿一場足
球賽，有正方反方，反對派不能代表
所有民意，但個別傳媒自國民教育科
爭議起，時常「吹黑哨」協助鼓吹反
政府聲音，「例如『佔領中環』就鋪
天蓋地為他們宣傳，好似好正義，說
成是聖戰一樣」。

婦聯指《明報》失實：無金錢收益

有份參與「家是香港」活動的香港
婦聯副主席歐陽寶珍，昨日於烽煙節
目中，反駁《明報》日前報道稱，該
會獲批「家是香港」499項活動中的
其中50項，部分活動更獲「雙重撥
款」。她表示，婦聯向來恆常籌辦活
動，是次把活動納入「家是香港」系
列，是希望傳達正能量，作為「家是
香港」其中一個夥伴機構，並沒有收
取由「家是香港」的額外撥款，更沒
有因此而獲得任何金錢收益。

她舉「華麗舞台今晚夜」活動為
例，是由小朋友、長者及家長等參
與，以帶出親子等訊息，其他旅行及
嘉年華同樣由市民自費，全部爆滿，

「我們一分錢也沒有取過，委員會沒
有任何撥款安排，我們只是把正能量
訊息加入宣傳」。

歐陽寶珍坦言，全港有不同機構推
動不同服務，由政府走出來整合加強
宣揚並非壞事，尤其近期出現不少令
人心酸的家庭慘劇，故支持政府能在
不同時段按不同主題宣傳正能量，

「正如中醫所說，多講好說話也是醫
療方法，相信計劃是有作用的」。

婦聯在隨後發表的聲明中補充指，
婦聯舉辦的活動，並不需要向「家是
香港」申請，也沒有提出申請，「更
遑論由他們批出款項」，而該會及屬
會交予「家是香港」的活動名單為47
項，並非如報道中所寫的50項，「實
有誇大失實及誤導讀者」。婦聯批評

《明報》有關報道內容完全不合乎事
實及誤導讀者，歪曲事實並抹黑是項
計劃及該會，損害該會聲譽，並對此
深感遺憾及憤怒，強烈要求《明報》
立即撤回其失實報道，及澄清和道
歉，該會會對一切不實言論保留追究
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近年備

受政治爭拗困擾，並已直接阻礙經濟發展。全

國大人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會見經民聯

訪京團時提出，當前本港首要任務是發展經

濟，並提醒本港一些競爭優勢開始弱化。本港

社會各界均認同張德江的講法，強調本港過去

因政治爭拗不斷內耗，已影響到經濟發展和競

爭力。特別是本港作為經濟城市，必須集中精

力增加自身競爭力，相信張德江是次講話，正

是希望本港社會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政治爭拗，

全力發展經濟。

■大部分市民支持政府推動「家是香港」。圖為林鄭月娥（左一）、曾德成（左

四）、張炳良（左五）及蘇錦樑（左六）出席運動啟動禮。 資料圖片

排除干擾才能聚焦經濟民生
——張德江講話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