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200團體10萬會員的港島各界聯會前日舉行「家是香港，守護中環」倡議書發布會，眾多市民

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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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鼓吹「佔領中
環」，惹來商界狠批搞

垮經濟，得不償失。嘉華國

際主席呂志和（右圖，彭子

文攝）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出，「佔領中環」妨礙香港
經濟繁榮發展，絕對不值得
支持，「政治唔關我事，但
我做生意，自己作為『商家佬』，當然反對『佔領中
環』，我不是政治人，亦不能代表好多人，但我但求
香港經濟繁榮發展，盼望港人安居樂業，這就是最
好！最重要係大家可以安安定定搵兩餐，『佔領中
環』對香港繁榮有妨礙，就不應該支持」。

呂志和：港人希望安居樂業

呂志和續說：「『佔領中環』當然對香港構成影
響，總之影響香港繁榮及未來，當然不是好事，大
家要三思！香港是自由社會，大家各有發表自由，
但大家都在香港『搵食』，當然希望香港和諧穩定，
只係咁多！大家當然要遵守法律。香港人希望安居
樂業，我的目標是大家安安樂樂有飯食、有工做。」

鄭海泉：行事遵守法治精神

前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亞太

區主席鄭海泉（左圖，彭子

文攝）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如果（佔領中環）影
響到國外對香港的經營環境
的看法，確實對香港有影
響，特別是香港目前經濟環
境不理想，希望大家做事以

香港發展為重，平衡各方利益。大家做事當然亦要
遵守法治精神。」

黃英豪：中小企勢首當其衝

全國政協委員、金至尊珠

寶集團主席黃英豪（左圖，

彭子文攝）昨日表示，自己
身為工商專業界一分子，不
希望「佔領中環」發生，因
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而
核心金融區就是中區，「佔
中」倘成事，首當其衝的將

會是香港的中小企，更會影響小市民的日常生活，
「中環車多，新的灣仔繞道又未落成，不要說一萬
人，稍多一些人士不遵守交通規則或秩序，也會對
中區以至整個香港經濟帶來影響⋯⋯大家上班都是
白領，還有很多支援金融中心發展的食肆及商舖，
同樣會受影響，實際受損是香港700萬市民」。
他強調，環顧世界潮流都主張協商談判，「就連

朝鮮這麼敢作敢為，也要回六方會談。所以凡不談
判、不協商的手法，我都不會支持」，又批評「佔中」
發起人試圖以激烈行動，迫使特區政府或中央讓步
接受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不切實際，純粹幻想。正
如當年中英雙方就香港回歸問題進行談判，當時英
國國勢強盛，但前首相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
時，鄧公也「頂住政治壓力」。反觀今天中國實力
強，中央亦真心為香港好，希望香港政制按照《基
本法》一步一步循序漸進，不想香港亂，更加不會
受「佔中」威脅。
黃英豪說，任何人有權發動合法的行動，但一旦

鼓動市民參與違法行為，香港執法部門不會同意，
而他留意到近日香港社會上不少團體陸續發聲，如
「愛護香港力量」及港島各界聯合會等均推動了「守
護中環行動」，反映了民意，希望「佔中」發起人
「早日收手」。

老闆破財 夥計破碗 香港破基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仍未提出政制發展諮詢方案，反對派已急不

及待押上全港市民利益，策劃「佔領中環」

試圖挑戰《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

港普選問題所作的《決定》，懶理「佔中」

可能對香港經濟及社會帶來的破壞。嘉華國

際主席呂志和、前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亞太區

主席鄭海泉、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盧文端

及常務會董朱蓮芬等，均批評「佔領中環」

衝擊香港經濟發展，破壞香港社會和諧穩

定，期望大家追求民主爭取普選，亦要尊重

及堅持「一國兩制」，並依照《基本法》法

律框架辦事。

商界齊向 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中華總商會
早前在報章刊登廣告反對「佔中」。中華總商會

副會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上

圖，彭子文攝）昨日出席一商業論壇後指出，
「佔中」將嚴重影響經濟運作，非但會為工商界
帶來極大的影響，打工仔也無可避免會受到拖
累，破壞香港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局面，並呼籲
香港絕大多數反對「佔中」的市民，應公開齊聲
向「佔中」說「不」。
中華總商會在早前發表的聲明中指出，作為香

港的一分子，一切日常活動，包括商業活動在
內，必定要以法律為依據，在法律的範圍內工
作、生活。如果脫離法律框框，就會失去依據；
若失去依據，社會就會出現混亂；若社會出現混
亂，就會影響大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這是市民
大眾都不希望見到的。
中總又批評，由個別人士提出的所謂「佔中」

行動，引起了社會各界不少爭議，作為工商界一
分子，他們不贊同以違法及抗爭行為來表達訴
求，這不但破壞本港經濟與營商環境，擾亂社會
秩序，更衝擊香港賴以生存的法治精神，並憂慮
抗爭行動難免影響本港金融及商貿活動正常運
作，動搖企業投資信心，長遠削弱本港競爭力，
「佔中」亦會阻塞交通，影響市民日常生活，並

可能構成不必要衝突，呼籲各界能夠摒棄成見，以香港整體利益
為依歸，避免過激及違法行為。

盧文端：各界應表達「反佔中」訴求

盧文端昨日在一論壇後回應有關問題時指出，「中環是香港
中心之中心」，是金融商業及政經中心，反對派鼓吹的「佔中」
將嚴重影響經濟運作，倘成真將會對香港工商界造成極之嚴重
的損害，對香港經濟影響很大，「老闆與夥計同坐一條船」，假
若各營商者生意受影響，最後亦會影響到他們的「夥計」，相信
「佔中」不但破壞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局面，亦會破壞到香港的
價值觀。
他續說，中總已刊登廣告表達對「佔中」的擔憂，相信其後會

有不同商會提出類似擔憂。同時，香港市民也應該公開表達「大
家都反對『佔中』」的清晰訴求，「無論工商界以至各階層都應
該清楚表達」。
盧文端又批評反對派動不動就要以「佔中」這種違法手段表達

不滿，會「教壞細路、教壞青年」，開了很壞的先例：「咁如果
學生對學校不滿又去佔領校長室？夥計對老闆不滿又佔領老闆的
辦公室？這是一個好壞的影響。」
他直言，政改諮詢尚未推出就出來「佔中」，這樣會給予中央

政府及特區政府好大壓力，有如恐嚇一樣，並呼籲社會各方應
「坐下來、理性務實討論」，才能讓社會就政改方案達致共識，而
反對派亦不要以為自己口中的政改方案才是正確，應理解不同市
民的意見。

朱蓮芬：損害金融穩定 拖累經濟增長

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朱蓮芬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也直言，法治是香港十分
重要的核心價值，但「佔領中環」卻完
全離開及破壞法治框架，做法絕不民
主：「我是金融服務界從業員，全世界
都知中環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如果『佔
領中環』破壞香港秩序，香港的金融地
位最終亦會受到質疑，嚴重破壞香港的
經濟支柱，減慢GDP增長，即破壞全港市民利益。大家標榜民
主，但要謹記民主必須建基於法治，『佔領中環』做法完全不民
主，希望大家追求民主爭取普選，亦要尊重及堅持『一國兩
制』，並依照《基本法》法治框架做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動的
「佔領中環」，要以公民抗命的違法方式爭取其政
治訴求，令本地工商界擔心此舉可能嚴重打擊香
港經濟，甚至有外資企業研究撤資。繼多個商會
發表反對「佔領中環」聲明後，香港工商總會昨
日亦於報章上刊登全版廣告聲明，以「『佔領中
環』損害香港營商環境和競爭力」為題，批評
「佔領中環」以本港經濟為賭注，會危及金融商
貿活動及整體市民利益，「工商界要起來守衛中
環、守衛香港繁榮穩定、守衛普選、守衛『一國
兩制』」。

報章登廣告 揭露惡果

繼中華總商會、中華廠商會、香港總商會先後
刊登廣告聲明或作主題撰文批評「佔領中環」行
動後，香港工商總會昨日聯同該會屬下的西貢分

會、北區分會、沙田分會、大埔分會、荃灣分
會、元朗分會、離島分會、屯門分會、葵青分會
及青年網絡，於本港報章上刊登全版廣告，表明
堅決反對「佔領中環」行動。
香港工商總會在廣告聲明中批評，「佔領中環」

直接衝擊香港的金融界，危及其他支柱產業，危
害香港的營商環境和經濟穩定，影響香港的商業
發展及國際形象，其惡果絕不可低估。「佔領中
環」不符合香港整體的經濟利益，影響民生。
他們擔心，如果「佔領中環」行動得逞，社會

的治安秩序和市民的守法觀念，將會被衝開一
個「大缺口」，普選步伐會備受衝擊甚至出現停
頓倒退，整個社會將會因此付出無可挽回的沉
痛代價。
他們呼籲，工商界要起來守衛中環、守衛香港

繁榮穩定、守衛普選、守衛「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民建聯主席

周浩鼎昨日指，香港管治
愈趨艱難，社會激進派愈
來愈壓倒溫和派，坦言
「佔中」會影響普羅市民
生計，而更深層次的影響
是一旦運動失控，先例一

開，香港的抗爭行動將全線升級，進一步影響社
會秩序，香港社會穩定將會一去不返。他呼籲香
港社會應支持政府堅定做好施政，集中精力去解
決目前的民生問題。
周浩鼎昨日在香港電台電視節目中指出，表達

訴求的方式可以五花八門，但根本犯不 採取
「佔中」此等影響普羅市民生計的手段，去達到

個人目的，並擔心運動一旦失控，香港反對派未
來的激進抗爭將進一步升級，香港的繁榮穩定將
一去不返。

望特首致力振民生

周浩鼎坦言，面對政治爭拗、普選爭議，以
致「佔中」行動及近期個別政治高層捲入各種
操守風波的困擾，特首梁振英的團隊仍然應該
集中精力繼續處理民生問題，發展土地、供應
住宅及發展大嶼山等，以挽回民望，正如當局
推出「限奶令」，才能成功化解內地與港人之間
的矛盾，實施零雙非才能解決本地媽媽產子的
疑慮，故呼籲社會應支持政府堅定做好施政，
否則民生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市民將繼續陷
於水深火熱之中。

守衛中環 守衛「一國兩制」

周浩鼎：激進倘失控 穩定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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