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佳母公司屈臣氏集團基於策略性評
估計劃出售百佳超級市場，職工盟日前
表示收到員工求助，指資方要求員工簽
署同意書轉換僱主，擔心員工被「賣豬
仔」，呼籲員工罷簽。其間，秘書長李
卓人一面向百佳員工呼籲「殺到埋身，
不再沉默」，矛頭直指集團高層涼薄，
一面又向公眾指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撤
資是好事，鼓勵公司易主。李卓人手口
不一，不但說明他和職工盟要以工人福
祉向和黃借勢說事，以仇富仇商口吻親
近工人，更凸顯其過橋抽板、政治掛帥
的一貫作風。職工盟介入並不能協助工
人順利過渡，各界應汲取碼頭工潮的教
訓，抵制虛情假意的激進工會，避免工
人再成李卓人和職工盟的政治棋子。

百佳員工面對僱主易手，擔憂原有福
利安排能否順利過渡的心情不難理解，
但是百佳目前業務一切正常，更計劃擴
充分店並增聘200人，百佳員工的過渡
安排是可以透過協商妥善處理的。目前
86%的百佳員工已簽署轉移僱用單位，
即由屈臣氏集團轉移至百佳超市的同意
書，然而，職工盟仍然要求屈臣氏擱置
轉移計劃，沒有採取協商講理、勞資溝
通的原則，在工人面前極力醜化企業和
李嘉誠，以民粹腔調爭取工人信任，不
顧香港長久以來勞資協商的優良傳統。
李卓人沒有正視香港樓價昂貴、租金高
企、成本大增等因素增加營商困難的企
業困境，卻說百佳向有「壟斷優勢」，
認為「和黃出售百佳也算好消息」，以
為這可「減少壟斷，增加市場競爭」云
云。李卓人甚至鼓勵李嘉誠撤資，在工
人憂心忡忡之際大講風涼話，鼓勵撤資
後又惺惺作態親近百佳員工，這反映李
卓人所謂確保員工順利過渡，以免引發
震盪的說法口是心非，分化是真，關心
是假，職工盟所謂捍衛百佳員工權益的
要求十分虛偽。

李卓人仇商 工人被逼牆角

李卓人說，擔心出售百佳事件會引發
工潮及勞資糾紛，這是賊喊捉賊，職工盟從來就是這些
工潮和勞資糾紛的幕後推手。前車可鑑，葵涌貨櫃碼頭
的工人早已吃過李卓人和職工盟的工潮悶棍。今年3
月，職工盟發起激進碼頭工潮，不斷把矛頭指向與貨櫃
碼頭無關的長和系，不但佔據碼頭、強闖長江中心，更
堵塞中環要道，令勞資關係僵持40多日。罷工碼頭工人
在工潮中損失的工資總額超過1,000萬元，為職工盟的
激進抗爭埋單，其中一間外判商在工潮期間更抵不住職
工盟的政治壓力而結業，大批工人因工潮飯碗不保，這
些都是職工盟一手造成的後果。職工盟其間不斷把工潮
政治化，無心談判，目的就是煽動仇富仇商情緒，不但
加深勞資裂痕，惡化僵局，作為工會更令工人失業，誠
信已經破產，還有何顏面保障工人利益？

事實上，保障工人福祉一直是職工盟以至反對派作為
攻擊特區政府和商界企業的幌子。日前《蘋果日報》的
社論便以陰謀論推斷出售百佳是一種政治動作，強指事
件與政商不和有關，這說明反對派再次有意把香港正常
的商業活動和勞資關係政治化，借百佳工人的福祉抹黑
愛國愛港商人以至特區政府，從而達至興風作浪、窒礙
政府施政的險惡目的。

有怎樣的工會便有怎樣的勞資氣氛。以仇富仇商為前
提的職工盟，自然只能以有色眼鏡看待勞資關係，不可
能妥善協助百佳員工過渡。把正常的商業活動賦予政治
語言演繹，擺起一副劍拔弩張、你死我活的嘴臉，對於
協助員工與公司坦誠溝通的建議乏善可陳，結果只能把
工人逼向牆角，重演激進碼頭工潮的翻版，工人並沒有
得到好處，反而賠上和諧的勞資關係，增加了過渡的風
險和障礙。百佳工人和社會各界應汲取碼頭工潮的教
訓，不要再被激進工會瞞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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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㠥韓國和朝鮮就恢復開城工業園區正常運轉舉行
工作會談，圍繞朝鮮半島的緊張氣氛呈現緩解的兆
頭。可以說朴槿惠依次訪問美國、中國，與美中兩國
領導人舉行會談取得了相當的成果。朴槿惠總統尤其
在中國施展了與歷代總統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把此
次訪問命名為「信心之旅」本身就不同凡響。作為具
體成果，雙方就鞏固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制定了實
踐方案。朝核問題、韓中自由貿易協定（FTA）等兩
國間的合作將會進一步擴大。一口不能吃個胖子，看
起來第一個腳步邁得很成功。

比起具體成果更重要的是韓中兩國領導人建立了信
任關係。朴槿惠總統的中文實力、對中國哲學和歷史
的深入了解、女性的優雅風度、克服困境終於成為總
統的人生道路等的軟實力和品牌深深地刻在中國人的
心中。這將成為韓國外交的重要資產。

韓中兩國領導人的見面從統一新羅學者崔致遠的詩
句開始。習近平主席在首腦會談上引用崔致遠的「掛
席浮滄海 ，長風萬里通」，表達了祝願兩國更加緊密
合作，兩國友好關係持續發展的心情。

對此，朴槿惠總統則引用孔子的話語來表達了對朝
核問題的立場。「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這句話引用的是論語
中的一段話，蘊含朝鮮應該以具體行動來表現其真
誠。

習近平主席贈送了朴槿惠總統書法作品，內容是唐
代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中的「欲窮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詩句，表現了對韓中兩國關係應該持以高
瞻遠矚的態度，登上更高的境界。對於蓬勃發展的韓
中兩國關係來說，這是非常恰當的詩句。就這樣兩國
領導人的見面始於詩終於詩。

當朴槿惠總統在韓中商務論壇上講到「先做朋友，
後做生意」時，在場的全體聽眾感歎不已。朴槿惠總
統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說時還引用了管子中的語句「一
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
計，莫如樹人」。

朴槿惠總統訪華留給中國人很深的印象，許多中國
人一提到韓國就想起朴槿惠總統。如今，簡直無法想
像沒有朴槿惠總統的韓國，她可以說是代表韓國的象
徵。

中國網民有5億多人，他們對外交問題也踴躍發表
意見。所以，以中國國民為對象的公眾外交成為對華
外交的重要領域。從這個角度來看，朴槿惠總統通過

這次訪問贏得了13億中國國民的好感是大收穫。
遠親不如近鄰，相信在歷史文化淵源上關係密切的

韓中兩國必將成為開啟東北亞和平與繁榮新時代的好
夥伴。展望新的20年，祝願兩國能高瞻遠矚，凝聚智
慧和力量，以兩國領導人所積累的信任關係為基礎，
為兩國關係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應聚焦祖國 多了解國情

說起視野，本人並不否認港人的國際視野，而是說

港人缺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更有甚者，缺少了解國

情的興趣和耐心。某些人腦子裡天然地形成了一個概

念：西方的普世價值才是最好的價值觀，西方的「三

權鼎立」才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大陸的一黨執政，必

然導致獨裁專斷，國家了無生機，前途一片黯淡。

如果這個觀點能夠成立，那麼，如何解釋中國能一

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何解釋中國數億人口能

夠迅速擺脫貧困？如何解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等城市能夠直追香港，成為創新活力四射的大都市？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樣的土壤，就會長出

什麼樣的禾苗。有個成語「南橘北枳」，出自《晏子

春秋．內篇雜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

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

也。」中國內地的政治制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

不是西方的堅船利炮送來的，而是歷史作出的選擇。

這種制度所以能夠得到民眾認可，得到歷史的證明，

創造出「中國奇跡」，自有其內在邏輯。如果簡單地

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國，一定會應驗那個「南

橘北枳」的寓言。

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更是中國人的香港。在「一

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中，「一國」是前提，這就使

「兩制」框架下的港人有必要了解中國國情，否則就

會出現知識的「盲區」、思維的誤區，很多事情看不

清、想不明。然而，某些港人對國情知之甚少，你讓

他多到內地走走、看看、聽聽，他說你要給他「洗

腦」；你說中央政府關鍵時候總是力挺香港，他說這

是讓香港作「擋風牆」、「防波堤」；你說香港地域

狹窄，未來發展空間受限，中央推動粵港澳一體化，

他說這是要「吞掉」香港⋯⋯總之，這些人只按照自

己的邏輯作出判斷，按照自己的想法作出結論；閉上

眼睛不看，捂㠥耳朵不聽，不分青紅皂白，讓人多少

有點「偏執狂」的感覺。

如今回歸16年了，某些港人還是戴㠥有色眼鏡看內

地。祖國如同一個大家庭，「兩制」下的香港，如同

大家庭下的小家。在這個大家庭裡，父母尊老愛幼，

含辛茹苦，兄長敢於擔當，遮風擋雨，一家人相互體

諒，其樂融融，那個小兒子雖然聰明能幹，卻天生叛

逆，還有點自私小器，總是不能與人相處，不時出語

傷人，還製造點事端，有時還暗裡請鄰居幫忙對付自

家人。這是不是讓人看不下去？

雖然以上所說只出現在少數人的身上，但從深層次

探究，卻有心理因素和文化背景。對國情不了解，是

偏執行為的總根源。

放眼未來 勿錙銖必較

這次午餐會上，張曉明說：「原來基本法第45條和

第68條用的措辭是『最終』達至普選，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規定在『50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就

可以實行雙普選，這還不足以說明中央政府對普選的

取態積極嗎？」他進一步闡述道，基本法有關規定中

還有一條重要原則，就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制訂

香港的普選制度。香港的實際是什麼？香港不是一個

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

方行政區域，所以，有關普選制度的設計必須與香港

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相適應，必須遵循「一國兩制」

的原則，必須處理

好香港特別行政區

和中央政府的關

係，確保國家主

權、安全和中央政

府依法享有的權力

得到保障。

可以說，張曉明講話句句在理。中央推進普選態度

鮮明，普選的軌道是暢通的，普選的時間表也是確定

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一步步去落實。「心急吃不了熱

豆腐」。港人不可心急，不可在細枝末節上錙銖必

較，更不可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花言巧語所迷惑，另

起爐灶搞普選，而應看到大方向。

除了香港的政務機構與中央政府處理好關係以外，

普通市民在與內地民眾的相處過程中，也應有長遠眼

光和寬闊胸懷。比如，開放內地「個人遊」拉動了香

港的消費，一些內地人也把陋習帶到了香港，對類似

的事情怎麼看待？鄧小平先生曾說過一句非常形象的

話：「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了，蒼蠅蚊子也會進

來。」與此同理，現在香港與內地的聯繫緊密了，內

地客給香港帶來了不少好處，也帶來許多不便。怎麼

對待？一是觀主流，二是看趨勢，三是多溝通。其

實，內地人也在檢討和反思，隨㠥內地與香港的融

合，某些陋習也會漸漸改變。張曉明提出共勉十六

字，正體現了這種法理、道理和情理。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香江寬廣，應該有此胸

懷。

最近幾天，筆者與香港政界、僑界、商界或媒體朋友見面聚會，大家都在談論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訪問立法會的歷史性事件。張曉明與全體議員共進午餐，開明務實表達了三個願望：

一是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真誠溝通；二是為立法會組團到內地參觀、考察、訪問、研習提供

協助；三是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一道為順利實現普選而竭誠努力。他還送給議員們十六字：

「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理性溝通，良性互動」。應該說，張曉明的講話立場鮮明，又大氣睿

智，與議員們的溝通也胸懷坦蕩，充滿善意。立法會匯聚了香港各界精英，這次午餐會的溝

通，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要使「香港的明天更美好」，需要中央與香港共同努力。時下，一些

反對派人士把普選的事鬧得沸沸揚揚，還以「佔領中環」相要脅。本人認為，包括某些議員

在內的某些人士大可不必錙銖必較，港人應有大視野、大胸懷。

從張曉明訪問立法會談港人應有大視野

日前，經濟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會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探討人力
資源的問題。據悉，本港的勞動人口將於2018年到頂，之後會持續下滑。
世界經濟論壇和國際管理及發展研究所等權威機構稱：香港是世界上最具
競爭力和營商環境優勢的地區。然而，香港的自然資源極其匱乏，因此香
港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香港現代人力資源開發有㠥密切的關係，人力資源的
供應、需求和長遠培訓問題，對香港經濟持續發展尤其重要。

近年來，高素質人才儲備不足，成為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之路所面臨的
一大難題，要能夠達到知識型經濟基礎，優秀人才是最為重要的。香港人
才匱乏的主要問題在於香港高等教育資源不足，大學學位遠遠不能滿足需
要，這是香港高等教育亟待突破的難題。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強調，人力
資源若沒彈性，對香港經濟發展會有一定的阻礙，要積極研究如何處理這
方面問題。筆者認為，香港不僅要發展高等教育，也要注重普及各類中等
專科學校。13億人口的祖國內地擁有大量的人才，可考慮與內地名校合作
辦學，擴大引進內地優秀專業人才、限時限量地輸入外勞。

採取多形式辦各類學校

不可否認，香港一直積極發展高等教育事業，促進經濟發展。由於香港
是一個國際化城市，它的經濟基本上與商業社會有關，因而高等院校以英
文授課，普遍設有工商管理、財經、電腦、資訊和社會工作等相關專業。
令人遺憾的是，今年多達28,418名文憑試考生達入讀大學基本資格，扣除非
聯招途徑取錄，特區政府資助的1.5萬個八大院校學位僅得1.25萬個提供大
學聯招（JUPAS）申請，料最終有近1.6萬名合資格考生只能望資助大學門
而興嘆。專業人士指出，應增加特區政府資助學額。目前的公共資源有
限，可否考慮與內地名校合作辦教育，如在深圳與清華大學等名校合辦分
校，以中英文授課，並設置符合香港商業社會的課程。

從香港長期發展來看，加大培訓力度，才是提高人力資源品質的根本
辦法。香港企業最重要的特徵是擁有大批操作能力很強的各種應用型人
才，並通過他們不斷地消化改進引進的技術和設備，及時了解世界各行
業的動態，熟悉和掌握市場的行情，增強企業的活力和競爭性。這些第

一線技術員和技工等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歸功於香港各高等職業技術學
院，如香港工業學院等院校。香港的中小企業也要積極加強與科研院
所、大專院校的聯繫，在技改和技術創新等方面加大投入，製作出香港
的優質品牌。

擴大引進內地優秀專才
近幾年，香港積極發展高科技，發展創新科技，促使經濟結構多元化，

提高香港的經濟活力。然而，香港不可能一夜之間造就大量所需的高科技
人才，有經驗的IT人才尤其缺乏，因此香港政府於1999年制定了一個引進
內地優秀人才的計劃，吸引內地優才和專才，不再設限制，由申請人才的
公司自行決定輸入人才的數量和專業。業內人士認為，此計劃短期內可幫
助缺乏人才的行業解決燃眉之急，長期也可提高香港人力市場競爭素質，
吸引更多商家來港投資，並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據報道，香港特區政府自2006年年中推出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截至
今年4月30日，已獲批的內地居民為2458人，主要來自金融和會計服務、資
訊科技及電訊、商業及貿易等界別；還有一些通過「成就計分制」成功獲
批的內地居民，主要來自體育運動、藝術及文化、廣播及娛樂三個界別。
筆者認為，香港應制定更為寬鬆的人口政策，開發外向型人力資源，吸引
更多的專才來香港工作。比如可以借鑒新加坡人力部從2007年起實行的與
個人掛㢕的「個人化就業准證」（Personalised Employment Pass，PEP），這是
新加坡特定的就業准證。在新加坡工作年薪3萬新加坡元、時間2年至5年，
就能申請個人化就業准證，免除更換工作時必須重新申請准證的煩惱。從
而改變過去嚴格限定外來人才的就業准證跟僱主掛㢕的做法，只要符合條
件，讓專才可在不同的行業中自由流動。

可限時限量輸入外勞
據了解，香港的中、下層勞工嚴重不足，部分行業如司機、家政、保

安、廚師、清潔工等相當「難請人」，有需要輸入外勞。顯而易見，輸入外
地勞工是解決香港人力資源不足的有效、快捷的方法；同時，如何完善有
關機制，使得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保障本地工人的合法權益，也是必須進
行的工作。對此，特區政府應制定長遠規劃，進一步完善有關輸入外地勞
工的政策，堅持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和保障本地工人的合法權益，健全有關
具體規定和措施。

特區政府一旦決定輸入外勞，必須清楚界定輸入哪一類勞工，並採取相
應具體措施，確保外勞不會「搶本地勞工的飯碗」。對於某些行業人手暫時
短缺的困局，如建築、交通基建等項目，可限時限量地輸入外勞；長期人
手不足的老人護理行業，亦可考慮輸入勞工。

屠海鳴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石東演
東北亞歷史財團秘書長前任韓國駐香港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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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進一步拓寬開發人力資源
楊孫西

特區政府實行積極有效的人口政策

是香港人力資源開發的關鍵，高素質

員工又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當前，香港經濟面臨轉

型，尚須進一步拓寬開發香港人力資源，加強人才流動，提高

人口素質，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激濁清揚

■屠海鳴

■韓中加強交流，深化合作，關係將更上一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