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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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現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沒有過去，而全世界

現在關注的重點是盡快走出金融危機陰影，實現經濟復

甦和發展，「所以說，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經濟發展問

題。這道理，那道理，歸根到底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經

濟是香港當前首要任務，逆水行舟，不進則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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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開始進入後金融危機時代

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沒有過去，世界開始進入後金

融危機時代，但固有的危機並沒有解決。此次國際金融

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以來的第一次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危

機，其原因是生產與消費相脫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

相背離造成的全球經濟失衡。當前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

是發展中經濟體都面臨㠥前所未有的結構調整壓力和發

展模式轉型之痛，危機並且加劇了人們尋找新經濟增長

點的慾望。

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重新審視發展實體經濟的意義，

提出了「再工業化」和重歸實體經濟的發展戰略。其重

點一是鞏固和加強傳統產業既有的技術、質量、品牌等

優勢，利用高新技術推動傳統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二是

大力發展以新能源、新材料為代表的低碳經濟，尋求支

撐未來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金融危機後，「再工業化」

已成為美歐等發達國家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

香港經濟轉型未竟全功

香港歷來都是一個經濟城市，經濟發展向來是本港命

脈。由香港的經濟轉型而衍生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顯

出了香港經濟轉型的未竟全功。特別在國際金融危機衝

擊之後，香港經濟的脆弱性更形突出。作為以經濟為主

的城市，香港一直被政治問題糾纏，嚴重影響經濟發

展。

現在本港經濟發展已較鄰近一些地區落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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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周邊相比，新加坡的GDP增長在2001至2010年

間，累計比香港高出50%。若與內地城市相比，上世紀

90年代中，香港佔中國經濟的比重高達25%，目前已下

降到3%至4%。2003年香港與廣東省GDP 大致相當，至

2010年香港的GDP只是廣東的33%。此外，2008年香港

仍然是中國經濟規模最大的城市，現時已被滬、京兩市

超越；預計到2015 年將降至第七位，居上海、北京、

廣州、深圳、蘇州和天津之後。

香港經濟之於內地及周邊地區的比較優勢正在減弱。

一方面，隨㠥內地經濟日益與世界融合以及兩岸關係的

改善，香港的「中介」地位呈逐漸削弱之勢；另一方

面，香港的產業結構未能及時升級，現有的主導產業面

臨升級瓶頸約束，而內地及周邊部分地區的產業競爭力

卻在不斷增強，這種此消彼長的經濟競爭形勢，令香港

經濟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泛政治化爭拗錯過發展良機

港人最擔心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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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何重塑香港競爭優勢，這是香港社會各界和

特區政府未來3年必須殫精竭慮思考的問題，是整個社

會努力的方向。香港是一個小型的經濟體，在國際環境

急劇變化的大環境挑戰下，必須發揮好香港自身的經濟

優勢，集中精力搞好經濟，不應將大事小事都泛政治

化，若香港不集中搞

好經濟，就會吃大

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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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人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充分利用好背靠祖國的優勢，

把握國家高速發展的機遇，重塑香港競爭優勢。

抓緊時間重塑香港競爭優勢

香港必須抓緊時間對金融、貿易、商業等具有競爭優

勢的產業進行充實提高，爭取早日成為人民幣離岸中

心，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同時在商貿和物流方面要

與內地之間的優勢互補。要結合內地極具競爭力的製造

業，發揮香港在供應鏈管理、國際聯繫以及金融和法律

服務等方面的專業優勢，不僅可以進一步強化中國作為

世界製造中心的角色，而且可以增強香港的服務中心地

位。

隨㠥國家《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國家將全面

推動粵港澳經貿、基建、產業、人才以至文化的優勢互

補，把大珠三角地區的深化合作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打造全中國以至全世界具有最強經濟實力和核心競爭力

的大都會圈。未來三年，是粵港經濟整合的關鍵時期，

香港在整合珠三角都會圈的過程中，完全可以發揮領軍

作用，重塑香港競爭優勢。

如何重塑香港競爭優勢，這是香港社會各界和特區政府未來3年必須殫精竭慮思考的問題，是

整個社會努力的方向。上世紀90年代中，香港佔中國經濟中的比重高達25%，目前已下降到3%

至4%。 港人應明白目前香港形勢嚴峻，須增強憂患意識，排除泛政治化干擾，首重發展經

濟，切實把握機遇，重塑香港競爭優勢。

如何重塑香港競爭優勢
陳偉民 香港工商專聯會專業部召集人

■陳偉民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與全體議

員舉行閉門會議後，決定為審議預

算案設下時限，百多條修正案最多

可辯論到今天，預計本月16日會完

成表決。不出所料，曾鈺成的判決

被拉布議員大肆批評，但一直表示

不支持拉布的反對派議員竟然齊聲

和應，民主黨劉慧卿指曾鈺成是濫用權

力，限制議員發言時限並不合理；公民

黨梁家傑認為，曾鈺成一早已經「寫好

稿」決定剪布，卻和議員開會商討如何

處理拉布，是假諮詢；工黨李卓人亦不

滿剪布決定，認為這會破壞三權分立，

令立法會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庸品。然

而，反對派不是反對拉布嗎？何以現在

卻要打倒昨日的我反對「剪布」，這說

明反對派一直都是騎牆派，在拉布戰中

兩面三刀，民望急瀉又豈是無因。

反對派質疑主席「剪布」是濫用權

力，理據完全站不住腳。《基本法》第

72條列明，主持會議是立法會主席行使

的職權之一。《議事規則》第92條規

定：「《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

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

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

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

處理。」這些條文不但賦予了主席主持

會議、維持會議正常運作的權力，也列

明主席的職責。法庭早前就梁國雄的司

法覆核案中，也確認了主席維持會議正

常進行的權力，當中包括「剪布」權。

現在拉布已經癱瘓了議會的正常運作，

議會已經不能履行審議法例、表決財政

預算案、監察政府施政等法定職責，身

為主席自然有權有理去終止惡意拉布，

濫權之說並不成立。至於成為行政機關

的附庸品，更是不值一駁，難道真的要

將政府拖垮，截斷財源，引發「財

崖」，禍害民生，才是李卓人所謂的三

權分立？

反對派的謬論其實暴露了一個事實，

就是他們口中說不支持拉布，但實際上

卻是暗中配合，兩面三刀。拉布是一個

非黑即白，並沒有灰色地帶的議題。反

對拉布者必定是期望盡早「剪布」，令

議會恢復正常；相反贊成拉布的則會全

力阻止所有限制措施，讓拉布可以繼續

下去，這是邏輯學中的「排中律」。奇

怪的是，反對派既表示不支持拉布，又

不贊成早日終止拉布，這種違反「排中

律」的立場正凸顯其騎牆派的面目。反

對派知道拉布是不得人心，如果最終引

發「財政懸崖」，各項社會福利金未能

如期發放，公務員及公營機構僱員無糧

出，社會服務停頓，所引發的民憤難以

估量，下屆選舉選也不用選了。但骨子

裡，反對派其實是樂於看到政府被狙擊，樂於看到

政府施政不暢，屆時他們才有發揮的空間。

所以，反對派一直採取兩面手段，口中不斷表示

不支持不參與拉布，但在會議上卻不斷為拉布議員

提供支持，適當時候接力發言、點人數時故意離開

製造流會、縱容拉布議員重複發言等，目的就是要

將拉布延續下去，令社會陷入泛政治化的氛圍中。

不過，反對派的伎倆騙不到市民，最新的民調顯示

反拉布的建制派議員評分上升，拉布議員評分則下

降，但跌幅最大的卻是一眾反對派議員，為什麼出

現這個情況？原因是市民不齒其騎牆行徑，導致反

對派評分大幅下降。因此，如果拉布持續最受不了

的將是一眾反對派議員。

現在曾鈺成「剪布」在客觀情況上為他們解了

套，但何以反受責難？說穿了，反對派不過是為了

轉移視線，將拉布禍港轉移到「剪布」是否濫權、

是否損害立會權力之上，借炮轟曾鈺成去掩飾其自

身的不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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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屆區會民選數目
當局倡增至431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在提交予立
法會的文件中指出，選舉管理委

員會須於2014年年初開始考慮下屆區議
會選舉選區分界，以預留足夠時間諮詢
公眾、修訂附屬法例，及進行其後的選
舉籌備工作。因此，有關下屆區議會總
民選議席的修訂需於今年年底前獲得立
法會通過，才能趕及下屆區議會選舉的
工作計劃。
根據《人口分布推算2013-2021》報告

書資料，下屆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應
為423席，其中共有5個區議會需要削減
民選議席，包括灣仔、東區、南區、大

埔及離島，需要增加民選議席的則有9
個區議會，包括深水㝸、九龍城、觀
塘、油尖旺、荃灣、元朗、北區、沙田
和西貢。另有包括中西區、黃大仙、葵
青和屯門4個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應
保持不變。

角色趨重要 只加不減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提交的文件中解
釋，考慮到在18區區議會會在地區行政
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之際，及由下屆區
議會開始，委任議席將會全面取消，政
黨、政治團體或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機

會將會減少，而餘下的區議員工作量將
會增加，「我們建議，5個根據推算應
削減民選議席的區議會，其民選議席數
目不予削減；9個應增加民選議席的區
議會會按推算幅度增加民選議席；而其
餘4個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則維持不
變」。
在需要增加議席的區議會中，元朗和

西貢區議會將分別增加4個及3個民選議
席，而深水㝸、九龍城、觀塘、油尖旺
和沙田區議會各增設2個民選議席，至
於荃灣和北區區議會則各增設一個民選
議席。

後日諮詢區會正副主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將於本月16日
（本周四）就有關建議諮詢區議會正副
主席。在考慮區議會及立法會的意見
後，當局稍後會向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
落實增加民選議席的建議。如獲通過，
選管會將按《區議會條例》所訂明的現
有地方行政區分界及現有區議會各區的
民選議席數目，制定2015年區議會選舉
的選區分界建議。

新屆區選修改建議
■總民選議席：431席

■增加民選議席：19席

■標準人口基數(每個民選區議員

服務的大致市民數目)：16,964人

■個別區議會議席數目改變情

況：

——荃灣和北區區議會各增設1個

民選議席

——深水㝸、九龍城、觀塘、油

尖旺和沙田區議會各增設2個

民選議席

——西貢區議會增設3個民選議席

——元朗區議會增設4個民選議席

——中西區、灣仔、東區、南

區、黃大仙、葵青、屯門、

大埔和離島區議會的民選議

席數目保持不變

資料來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區議會將會取消委任議席，特

區政府因應人口情況建議增加民選議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昨日向

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建議，新一屆區議會的總民選議席應增至431席，

較今屆增加19席，其中以元朗區議會和西貢區議會增加最多，分別增

加4席和3席。當局在文件中指出，有關建議增幅並考慮到委任議席將

全面取消的因素，不但令政黨、政團或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減

少，而餘下的區議員工作量亦將會增加，故建議5個原本根據人口推算

應削減民選議席的區議會的議席數目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網站記載，2013年5月13日，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宋哲邀請「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理事到公署交流。
宋哲分析了當前國際形勢深刻複雜變

化、發展趨勢以及對中國的影響，並就
中國外交如何應對發表了看法，還就中
美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網絡安
全、頁岩氣革命、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等
回答了提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張㠒瑤今明兩日（14
日至15日）訪問台北，主持香港經濟貿易
文化辦事處一周年慶祝酒會。
張㠒瑤明日會為經貿文辦一周年慶祝酒會

擔任主禮嘉賓及致辭，並以「港台經濟文化

合作協進會」理事
的身份與「台港經
濟文化合作策進

會」副董事長林祖嘉會面，討論港台交流合
作的最新發展。在訪台期間，張㠒瑤亦會視
察經貿文辦的運作情況，並與在台工作及就
讀的港人會面，了解他們在台灣的生活情
況。
張㠒瑤將於明晚返抵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參
觀環境保護署，她首先視察部門
的空氣質素實驗室，繼而聽取環
保署署長王倩儀及該署同事匯報
空氣及水質監測和應用電腦模型
的工作。
林鄭月娥隨後到港島西廢物轉

運站，聽取有關廢物管理設施的
簡介，包括廢物轉運站、堆填區
及化學廢物處理設施的運作。她
其後參觀廢物轉運站，該站建於
摩星嶺的岩洞內，每日從中西區
及南區收集約530公噸的都市固體
廢物。
林鄭月娥在參觀期間與環保署

前線員工交談，高度讚揚該署努

力不懈，為香港締造健康、宜居
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

中宣布訂立清晰目標及路線圖，
全面而有系統地改善空氣質素和
能源組合、節能減排、循環資
源，及保育自然。環境局於今年3
月發表了《香港清新空氣藍圖》，
列舉香港在空氣質素方面面對的
挑戰及應對問題的有關政策、措
施和計劃。政府同時動員社區推
廣低碳、減廢及愛護大自然的生
活方式，並透過「家是香港」運
動下的「清新香港」展開各項活
動。政府會凝聚社會各界的力
量，致力令香港成為與自然共融
的大都會。

■宋哲與出席交流活動的嘉賓合照。 公署網站圖片

■林鄭月娥昨日參觀環境保護署時，聽取部門介紹空氣監測工作。

林鄭訪環保署了解廢物管理 宋哲晤更好基金理事談外交

張㠒瑤今訪台商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