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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在昨日國慶酒會上致辭時表示，本

港競爭力來自本港各界市民的努力，也來自國家的

支持和不斷提升的國際影響力，今屆政府高度重視

今天和內地省市的合作關係，更重視未來和內地省

市在更廣闊的領域和更高的層面上合作的潛力。事

實上，本港在面對嚴重政治內耗之下，仍然能保持

競爭優勢，除了因為港人的奮發自強之外，更重要

是受惠於兩地的經濟融合。面對國家經濟的騰飛轉

型，本港在兩地合作中也要尋找新的定位，發揮新

的作用，利用高端服務業發展成熟，與國際高度接

軌的優勢，擔當好「超級連繫人」的角色，為內地

引進資金、人才和技術，達致互利雙贏。

本港在多個國際競爭力評級中依然能夠名列前

茅，一個主要原因是受惠於兩地融合，為本港經

濟注入活水。目前本港有7千多家境外企業，約四

分之一企業表示CEPA是他們決定到本港發展的重

要考慮因素；受惠於中央開放人民幣業務，令本

港逐步發展成人民幣離岸中心；個人遊政策提振

了消費市道，為低技術勞工創造了大量職位，令

本港長期處於「全民就業」境況，等等，這些都

說明兩地融合對本港經濟民生極為重要。

隨 內地經濟的高速起飛，經濟產業結構不斷

升級換代，本港在兩地融合中的功能和定位也要

「升級換代」，除了協助內地省市和企業引進資金

之外，還應肩負更重要的作用。正如特首所說，

要同時貢獻好「國際聯繫」和「國內聯繫」兩種

力量，促進香港和內地的共同發展。香港目前最

大的優勢在於成熟的高端服務業，可以為內地各

省市提供高增值的服務，協助內地企業開拓全球

視野，擔當「引進來、走出去」的橋樑。本港應

進一步善用CEPA打開內地服務貿易對外開放的窗

口，逐步實現兩地服務貿易自由化。同時，本港

可繼續發揮內地與國際市場的聯繫人角色，協助

內地企業引進資金及先進技術，並成為內地產品

向世界展銷的平台，爭取本港在國家區域協調發

展的戰略全局，有更清晰的定位。

必須看到，香港競爭力弱化最大的癥結，在於

泛政治化嚴重阻遏經濟發展。近年這股泛政治化

的歪風更波及兩地融合，許多兩地優勢互補的計

劃，往往被扣上「割地賣港」、「討好內地」、

「香港被規劃」等莫須有的罪名；甚至連對本港經

濟成效顯著的個人遊政策，也被一些別有用心者

肆意抹黑，挑動兩地民眾對立，這對香港經濟發

展和民生改善，都形成了嚴重的束縛和阻遏。香

港社會必須排除泛政治化的干擾，才能聚焦經濟

民生，鞏固和發揮香港的優勢。(相關新聞刊A3版)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最終未能在限期前就臨時

撥款議案達成共識，聯邦政府昨於新財政年度

開始時，因沒有預算而被迫暫停部分部門的運

作。這是17年來首次。事實上，美國政府再因

兩黨分歧引發政府停運風波，不利美國以致全

球經濟復甦勢頭。美國黨爭鬧劇長期困擾美國

經濟和民生，凸顯黨派私利凌駕社會利益。香

港立法會同樣存在癱瘓政府的「拉布」文化，

社會各界可從美國國會得到警示，排除黨爭對

民生的干擾，維護議會正常秩序。

受臨時撥款未達成共識影響，包括白宮、情

報機關和國家公園及景點等部分政府部門暫停

運作，對美國社會造成一定的混亂，已影響美

國民眾生活和經濟活動，僵局持續令兩黨備受

輿論壓力，國會或將迅速妥協，避免觸發嚴重

後果。

令人關注的是，目前外界密切留意聯儲局是

否於第四季退市，但華府因撥款案停止公布大

部分經濟數據和就業報告，加深投資者不安情

緒，加劇美股和美元波動，衍生金融市場風

險。美國國債亦將如期於本月17日觸頂，當前

美國國會黨爭嚴重，美股今次債限前夕難免受

挫。多達100萬名聯邦僱員亦被迫放無薪假或延

遲發薪，士氣非常低落，美國人收入大減，打

擊企業與消費支出，不利經濟復甦。

美國共和黨保守派對「奧巴馬醫保」窮追不

捨，甚至不惜讓政府停運，反映美國黨爭無日

無之。過去30年，美國政府部門有一半時間或

長或短面臨停運危機。對上一次兩黨便因為預

算談判破裂，部分政府部門需停運近1個月。今

次更有共和黨參議員在撥款案上個人連續發言

逾21小時拉布拖延撥款。美國重演政府停運鬧

劇，黨爭長期困擾美國以致全球經濟。

以黨派和個人利益凌駕於社會利益，不論在

甚麼國家和地區都會波及民生。過去香港反對

派便多次利用「拉布」作為打擊特區政府施政

的手段，為求阻止撥款通過，多次在不同立法

會會議上提出數百項修訂，耗費大量立法會時

間和公帑，干擾投票程序，導致其他財政撥款

如公務員加薪等受到拖延，令立法會再次陷入

空轉，政府改組、長者津貼、垃圾堆填區以致

財政預算案都成為反對派「拉布」對象。這些

行為，暴露出反對派罔顧民生的用心。市民都

不希望惡性拉布損害民生，立法會議員應放下

黨派之見，以美國撥款案鬧劇為鑑，共同創造

一個理性的議政空間。 (相關新聞刊A1、2版)

尋找新定位 促進兩地發展 美國黨爭拉倒政府撥款的警示

特首：港須尋新定位發揮新作用
國慶酒會致辭強調積極主動 重視「兄弟省市」合作關係達雙贏

3,500人觀升旗 CY伉儷親親市民

政府昨晨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升

旗禮，吸引逾千巿民、遊客一早

出門觀禮，公眾觀禮區擠得水泄

不通。在舉國歡騰的日子裡，多名巿民均祝願本港社會

繼續穩定繁榮，政改能夠理性達成共識，促反對派放棄

「佔領中環」，改用合法、和平手段爭取普選訴求。

昨晨6時，打算進入金紫荊廣場觀看升旗禮的巿民，

已經在灣仔碼頭至博覽道東一段路大排長龍，當中不少

是一家大小、扶老攜幼前來，也有內地遊客特意改動行

程，想看看在「一國兩制」下，本港的升旗儀式與內地

有何不同。未幾，公眾觀禮區已經人頭湧湧，巿民搖動

大會派發的手旗，泛起一片紅海。當特首梁振英進場與

觀禮巿民交流時，群眾情緒最為高漲。儀式結束後，巿

民爭相與國旗、區旗合照，依依不捨之情溢於言表。

容太抽出假期做義工，帶一班學童觀看升旗儀式。已

經第三次觀看升旗儀式的她表示，現場體驗氣氛的感受

遠勝看電視直播，希望小朋友能夠得到良好的生活經

驗。她期望未來一年社會和諧，減少衝突，國家繼續發

展，改善人民生活，家家戶戶都不用為糧食操心。

損人心癱旅遊嚇怕外商
被問及本港將進入討論政制發展的關鍵時期，她直言

反對派所發起的「佔中」會破壞本港人心穩定，更會影

響旅遊業和外商投資，認為反對派應該透過其他方法爭

取訴求。

帶 兒子觀看升旗的吳先生表示，希望本港未來一年

繼續穩定繁榮，自己更期望於2017年有份投票選出特

首，但認為巿民應該需要用正確途徑爭取普選，又嘆言

近年本港社會越來越亂，故不同意反對派以所謂「佔中」

爭取「真普選」。

憂暴力令社會越來越亂

首次觀看國慶升旗的李太表示，對升旗儀式很感興

趣，故此特意一大早來觀看。她希望未來一年「國家

好，香港好」。被問到對反對派「佔中」的看法，她表

示擔心本港社會越來越亂，批評「佔中」是暴力行為，

認為反對派應該自我約束，以合適的行動爭取訴求。

鄭太與丈夫、女兒一家大小觀看升旗儀式，她希望來

年香港社會穩定。被問到對「佔中」的意見，她說現在

社會已經很亂，希望社會於政改議題理性討論、凝聚共

識，不要用衝突的手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巿民願穩定 籲反對派放棄「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周年國

慶，特區政府昨晨舉行了升旗儀式及酒會。特首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

本港競爭力來自本港各界市民的努力，也來自國家的支持和不斷提升的

國際影響力，今屆政府高度重視和內地各省市的合作關係，更重視未來

和內地省市在更廣闊的領域和更高的層面上合作的潛力。他強調，本港

要主動和積極面對新的合作和競爭環境，要尋找新的功能定位，要發揮

新的作用，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也為本港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三任特首政要出席國慶酒會

政府昨晨舉行新中國成立64年國慶升旗
儀式。前後三任特首，包括全國政協副主
席董建華、現任特首梁振英及前任特首曾
蔭權，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外交部駐港
署理特派員洪小勇、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
員王曉軍及政委岳世鑫、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馬道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主要官員、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外國使節、社
會各界人士及市民共逾3,500人觀看儀式。
其後，各嘉賓出席了在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周年
國慶酒會，約有4,000人出席。晚上，香港
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周年晚會
舉行（相關新聞刊A18版）。

中央支持兄弟合作保港發展

梁振英在酒會上致辭時表示，國家過去
1年在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發展，繼續取
得可喜的成就，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
提升，本港過去1年繼續按照「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既
維持「一國」的地位，也實踐了「兩制」
的特色；既保持高度開放和高度國際化的
特點，也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香港的利
益，「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各兄弟省市
的合作，香港既為自身發展取得一定的成
績，也繼續為國家和民族的進步貢獻力
量」。
他指出，世界銀行去年10月將本港的便

利營商排名為全球第二位；美國傳統基金
會今年初連續19年將本港評為全球最自由
經濟體；在剛公布的《2013新華——道瓊
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本港的綜合
排名為全球第三位等，可見本港在國際間
的地位和競爭力繼續得到肯定，而本港競
爭力來自本港各界市民的努力，也來自國
家的支持和不斷提升的國際影響力。

四分一外企為CEPA赴港營商

梁振英舉CEPA為例，指根據投資推廣
署統計，目前有7,250家境外企業在本港落
戶，創下最高記錄，約有四分之一外國投
資企業表示，CEPA是他們決定到本港發
展的重要考慮因素。
他表示，目前本港在內地的經濟活動，

地理上已經遠遠超越過去的珠三角，遍布
大江南北的大小城市；產業面也已經大幅
超越傳統的製造業和房地產業，遍及漁、
農、礦和服務業的各個範疇，為本港建立
了最重要的經濟腹地和最龐大的體外經
濟，鞏固了本港總部經濟的地位，令本港
各行各業和各階層的居民直接或間接得
益。
他舉例說，根據統計處於2010年的統計

調查，在統計前12個月內曾在內地工作的
本港居民有約17.5萬人，而內地也是本港
居民旅遊的主要目的地，2012年到內地的
香港旅客超過7,800萬人次。在升學方面，
自2012年起，依據免試收生計劃，內地部
分高等院校試行對本港學生豁免內地聯招
考試。2013年，共有70所內地高校參與，
共錄取約1,200名本港學生。

為國家發展港繁榮貢獻力量

梁振英強調，今屆政府高度重視和內地
省市的合作關係，更重視未來和內地省市
在更廣闊的領域和更高的層面上合作的潛
力，政府和社會要一併發揮好「一國」和
「兩制」兩方面的優勢，要同時貢獻好
「國際聯繫」和「國內聯繫」兩種力量，
促進香港和內地的共同發展：「世界在變
化，中國在前進，香港要主動和積極面對
新的合作和競爭環境，要尋找新的功能定
位，要發揮新的作用，作為中國公民，我
們要與全國人民一起，為國家的發展貢獻
力量，也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周
年，特區政府昨晨在灣仔金紫荊
廣場舉行升旗禮，為昨日連串慶
祝活動揭開序幕。社會各界人士和
市民逾3,500人出席，場面盛大。
清晨6時，大批巿民已在廣場

外排隊等候，輪候進入觀禮區。
儀式開始前10分鐘，警察銀樂隊
與各紀律部隊儀仗隊、升旗隊及
護旗隊人員，邁 整齊的步伐進
入廣場就位，獲邀觀禮嘉賓亦陸
續在旗桿前就座。此時仍然有巿
民魚貫進場，將公眾觀禮區擠得
水泄不通，無法進場的巿民則乾
脆在附近的行人天橋尋找有利位
置，遠距離觀賞升旗禮。
特首梁振英伉儷進場時，特意

走到公眾觀禮區向市民親切握手

問好，巿民熱烈揮動手旗，泛起
一片紅海。

政府直升機輪船致敬

升旗儀式準時於8時整正式開
始，全場肅立。警察銀樂隊奏起

《義勇軍進行曲》，由拔萃男書
院、拔萃女書院及瑪利諾修院學
校小學部聯合組成的歌詠團獻唱
國歌。五星紅旗和特區區旗在雄
壯的樂聲中徐徐升起，全場嘉賓
眾聲高唱國歌，並向國旗和區旗

行注目禮，飛行服務隊兩架分別
懸掛國旗和區旗的直升機飛過上
空，水警輪及消防船也徐徐駛過
維港噴灑水花，向國旗和區旗敬
禮。儀式結束後，梁振英伉儷及
眾多嘉賓移步出席國慶酒會。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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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於國慶酒會上率領各出

席嘉賓舉杯祝酒。 莫雪芝 攝

■梁振英輕撫小孩臉頰。 ■出席嘉賓肅立觀看國旗及區旗徐徐上升。

■鄭太(右一)一家大小觀看升旗，希望來年香港社會穩

定。 鄭治祖 攝

■李太(左二)首次觀看國慶升旗，希望未來一年「國家

好，香港好」。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