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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把握改革機遇提升競爭力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全面接班以來，以創新的改革
思路，取得全面亮麗的成績，經濟穩中向好，有力穩
定人心。政府工作報告展示中央堅定果斷推動改革的
決心和氣概，國家新一年的施政重點，是以改革激發
市場活力，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同時加強廉政建設，
大力改善民生，織牢民生安全網，彰顯新一屆中央政
府深化改革、知難而進、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李克
強總理在中外記者會上強調：「凡是有利香港繁榮的
事，都會繼續做，過去是這樣，今後都會是這樣。」
這更加讓港人感受到中央對港的支持和厚愛，對未來
發展信心更堅定。國家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的進
程中，必將為香港創造新的機遇，香港應充分把握機

遇，全面提升競爭力。
「兩會」把中央深化改革的鴻圖轉化為切實可行

的政策，為香港帶來新的良機，這更需要香港有穩
定和諧的社會環境，集中精力促發展。當前香港正
處於政改諮詢的關鍵期，順利落實普選關乎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不僅是香港社會關注的焦點，也受
到中央高度重視。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與港區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會面
發表了兩次重要講話，提出「三點希望」，以及
「一個立場，三個符合」。這兩次講話其實強調了
一個重點，就是香港要根據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有
關規定落實普選，香港發展民主要尊重中央的權
力，維護國家利益。

發展民主要尊重中央權力

張德江委員長強調：「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
這是提醒港人落實普選，要處理好「一國」和「兩
制」的關係，處理好維護國家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
治權的關係。港人應該明白，按照憲法和基本法的規
定，香港是中央直屬的一個地方行政區，香港享有的
高度自治權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授予的。香港雖然享有
高度自治，但中央對香港事務仍有實質主權。中央對
香港的管治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利益，有利香港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
中央對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原則立場，就是普選必

須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必須與「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宗旨
相適應而不能相對立。香港近年因為政爭浪費太多精
力，錯過了不少發展的機遇，不能再在普選上任意妄
為，損害國家利益，阻礙香港發展。長和系主席李嘉
誠近日接受採訪時直言，「香港是寵壞了的孩子」，
並大聲疾呼香港要自強。李嘉誠的真知灼見，代表了
本港商界和有識之士的肺腑之言。本港廣大市民渴望
普選，但要求的是沒有動亂的普選，是不會損害營商
環境和市民福祉的普選，普選不能犧牲發展作為代
價，不能導致民粹氾濫。

重振工業 保經濟穩定增長
香港產業結構單一，過於依賴金融服務業，經濟穩

健易受衝擊。新加坡、韓國等周邊地區，近年大舉發
展生物科技、藥物產業等高增值製造業，為經濟提供
強勁增長力。即使美國等發達國家也重新審視發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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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也要因應世
界經濟形勢的轉變，
發展符合自己情況的
多元化產業，尤其要
重振高技術、高增值的工業，本港在人力、資金上仍
具有優勢，關鍵是特區政府要大力扶持配合，共同努
力扭轉香港的經濟競爭弱勢，一定大有作為，推動經
濟持續穩定增長。
香港如果沒有回歸偉大的祖國，仍由港英管治，港

人永遠是受殖民統治的蟻民，永遠抬不起頭。現在我
們已是偉大的中國香港人，可以當家作主，應該感到
自豪。在港英管治時期，港人怎麼可能有選舉港督的
權力？有誰敢對政府指手劃腳？只能唯唯諾諾。回歸
祖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心始終一貫，推出
自由行、CEPA、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推動內地企業
赴港上市等一系列「挺港」措施，成為香港經濟社會
發展的重要基礎。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目標，香港回歸
20年就能實現普選特首，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落實普
選的決心和誠意。我們都是中國的香港人，應該堅決
擁護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一致，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的規定順利落實普選，確保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特首，共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兩會圓滿結束意義重大 香港把握良機續創繁榮
備受矚目的全國「兩會」圓滿結束。今年「兩會」意義重大，對香港影響深遠。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發表其任內首份政府工作報告，展示中央推動新一輪改革的決心和氣概，為香港創

造新的發展機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就香港普選發表重要講話，為普選指明方

向。香港如果沒有回歸偉大的祖國，仍由港英管治，港人永遠是受殖民統治的蟻民，永遠抬

不起頭。在港英管治時期，港人怎麼可能有選舉港督的權力？有誰敢對政府指手劃腳？港人

應該珍惜當家作主的機會，堅決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利用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

勢，發揮敢拚能贏的精神，在新形勢下爭取更大發展，並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的規定落實2017年普選，選出愛國愛港的人士擔任特首，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貢獻。

■蔡德河

本文用「鍾氏民調」而不用「港大民調」，乃是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網站一開始就與鍾庭耀的「民調」劃清界線，
它表明：「本網站內一切內容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民意專
欄內的文章及民意平台的言論及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負，其餘
內容則由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負責」。聲明很清
晰：（一），你鍾庭耀的「調查」不應與香港大學扯在一
起，我是我，你是你；（二），你鍾庭耀發表的內容與港大
立場無關，民意平台和言論及法律責任由你鍾庭耀自負。這
就剝開了鍾庭耀長期以來冒充「港大民調」拉大旗作虎皮的
虛假；揭穿了鍾庭耀的「民調」與港大民意研究無關，是道
道地地的政治操作。
首先，鍾庭耀直接受外國資助。2004年立法會選舉期

間，鍾庭耀及當時的「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陸恭蕙均
承認接受「全美民主基金」及下屬「美國民主學會」資助。
鍾庭耀向香港傳媒承認：於2003年底接受「美國民主學
會」進行政黨發展「民調」；2012年8月4日有網民在香港
討論區及香港人網上揭發鍾庭耀收取美金、英鎊，指證「英
國網觀察基金會」曾給鍾庭耀5萬英鎊；2012年又收取來自
美國7萬美金。受人錢財替人「消災」，「鍾氏民調」心領
神會，馬上脫去「學術研究」外衣，赤膊上陣，於2012年3
月23至24日舉行鼓吹「白票」運動。
其次，「鍾氏民調」為反中亂港和「港獨」提供「民意基
礎」。2012年由《蘋果日報》提出的「香港人唔係中國人亅
就是由「鍾氏民調」所煽起的。當時輿論紛紛揭露，「鍾氏
民調」偷換概念，因為香港人本身也是中國人；中國人是外
延，內含香港人、潮州人、閩南人、上海人等等，決不能說
「我是香港人」就等於「不是中國人」。「鍾氏民調」以偏
概全，玩弄違背邏輯規則，為反中亂港和分離主義提供所謂
的「民意基礎」，完全是為政治服務。
其三，每逢有選舉到來，「鍾氏民調」就為反對派鼓勁造
勢。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為證，在直選議席中，「鍾氏民
調」票站「調查」公佈公民黨陳淑莊「當選機會高」，結果
陳落選；在九龍東，鍾氏公佈「人民力量」黃洋達「當選機
會高」，結果黃敗北；在西九龍，鍾氏公佈民建聯蔣麗芸當
選與其他人「機會均等」，但結果是蔣以高票當選。這不難
看出，「鍾氏民調」是為抑制建制派參選人、鼓吹反對派參
選者而「民調」的，故一再與事實相違背。替反對派鼓勁造
勢證據確鑿，不容狡辯。
我們發覺，每逢政治爭拗之時，「鍾氏民調」就公佈其

「民調」有「多數」反梁振英、支持「佔中」、要求「真普
選」、主張「公民提名」等等。但鍾庭耀如何調查？調哪些
人？在哪區調查？設問甚麼題目？如何引導回答？統統是
「無厘頭」的數字。「鍾氏民調」是反中亂港幫兇，證據確
鑿，應將它掃入政治垃圾堆免港人再上當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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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公民黨、社民連五名立法會議員發動的「五區總
辭、變相公投」仍記憶猶新，害香港庫房白白浪費了一億五
千萬元公帑，納稅人真無奈。
時至2014年，部分政團狂妄掩蓋理智，「學民思潮」慫
恿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員辭職，發動全港性「公投」運
動；另外，「佔中」亦將於今年6月22日舉行第一次電子
「公投」，作為「佔中」「出師有名」的理據。這些沒有憲
政基礎的所謂「公投」，只是反對派政客及外圍組織的派
對，只是一言堂，持不同政治理念者是不會響應的。過去反
對派的特首選舉電子投票及今年元旦日的「佔中」電子「公
投」，無論是程序設計和運作均錯漏百出，被人詬病，有黑
箱作業之嫌，全無公信力可言。
對選民而言，選出的議員是為市民發言的代議士。議員的
責任應該是監督政府。然而，近年的立法會議員有失職之
嫌，表現令人失望：在議會丟雜物、粗言穢語、開會時看艷
女寫真、再有以辭去立法會席位啟動補選的變相「五區公
投」。這些行為失信於選民，出賣香港，真令人失望。
相比起五年前的「五區公投」需要五區各一名議員辭職，
現在的立法會若有一名來自「超級區議會」界別的議員辭職
便能達到反對派所謂「公投」的效果，須知這種以濫用補選
制度而進行的「公投」，出賣了選民，全無意義可言，只想
借虛構民意奪話語權，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政治鬧劇。
「公投」又是另一政治偽議題炒作，是另搞一套「民間投
票制度」，沒有憲制認受性，尤其押上立法會議席辭職再補
選，是在干擾政制正常運作，濫用補選機制，政府需要投入
額外財政和人力資源進行補選，耗用納稅人公帑。滿城政治
風雨，政客爭權奪利，屢次把香港前途押上作賭注，實在是
太自私，吸取以往經驗，香港市民均體會到「公投」的禍
害。「公投」如「碟仙」，不應主張，更不應參與，若再有
此禍港政治玩意，須加以杯葛和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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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解體伊始，美國和
西方各國着實興奮過一段時間，認為擺在歐洲的
戰略威脅可以從此消除，當時甚至談到了俄羅斯
加入北約的可能性。然而在普京上台後，俄羅斯
的戰略走向和手段令美國和西方感到當初的如意
算盤已經落空；從上世紀90年代的車臣戰爭到
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爭乃至最近的敘利亞內
戰，普京無不都是大贏家。有如一盤國際戰略棋
局，如果說1999年美國和西方在分裂前南斯拉
夫大勝以及2012年在利比亞小勝的話，那麼普
京則在格魯吉亞和敘利亞問題上扳回了比分。在
與俄羅斯的戰略較量中，美國和西方多麼渴望再
奪得一局關鍵的勝利，於是他們選擇了烏克蘭，
這塊原屬於東西方對峙的最後一塊戰略緩衝地。
然而恰恰這一次，他們打錯了算盤。

西方介入太狠太急
西方的這一次介入太狠，也太急，不但出錢
給反對派，甚至西方的領導人和議員親自出
馬，在基輔的示威現場為反對派搖旗吶喊，好
像要一口吞下烏克蘭這塊大肥肉。正是這種嚴
重的戰略誤判，使得普京有機會進行絕地反
擊——徹底收回克里米亞！由於克里米亞與俄

羅斯的特殊歷史淵源以及原本就佔人口多數的
俄羅斯民族的回歸意願，此次克里米亞回歸俄
羅斯是難以逆轉的。如果說當年西方利用全民
公決將科索沃從前南斯拉夫分裂出去符合國際
社會的邏輯的話，那麼普京不過是如法炮製罷
了，這便是普京的聰明之處，將天時、地利與
人和運用到了極致。

中國的戰略機遇點在哪裡
對中國來說，烏克蘭危機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戰
略機遇，如何處理與介入大有文章，搞得好，滿
盤皆贏；搞不好，裡外不是人。也就是說，在烏
克蘭危機中，何時介入以及如何介入是問題的關
鍵。就烏克蘭本身，其重要程度對我們來講也是
不言而喻的。中國與烏克蘭在國防、航天、農業
等領域的合作是廣泛而深入的，有些則是不可替
代的。那麼，中國在這次危機中的最佳結局又是
什麼呢？我認為有三點：1.烏克蘭繼續保持中
立，中烏合作得以繼續；2.烏克蘭繼續發揮東西
方緩衝帶的作用，在避免戰爭的同時，讓俄羅斯
和西方的戰略爭奪長期化，甚至形成美俄之間的
準冷戰狀態，從而緩解中國目前所面對的戰略壓
力；3.通過成功調停衝突，中國在國際間的身份

有所轉化，從一個單純的經濟強人轉化為國際間
重要的和平調解人及和平大使。
眼下，俄羅斯與西方正處於角力的風頭上，俄

羅斯對克里米亞勢在必得，美國人為了捍衛自己
的老大形象不得不喊出狠話，實際上他們十分清
楚，克里米亞是保不住的。對中國來講，最佳的
介入時機將出現在克里米亞歸入俄羅斯後，到那
時，俄羅斯拿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而西方
的制裁已是開弓之箭，不得不發，這時的僵局就
要有人來打破，而最合適的人便是中國。這是時
間點。再來講介入方式，美俄都是世界列強，都
是要臉面的，因此直接介入兩國的衝突並非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今後烏克蘭選出了新政府，不妨
從對新政府的援助作為介入點，已經拿到克里米
亞的俄羅斯不會介意，西方也樂見其成；如果此
時歐洲國家如德國出面，希望中國來調解危機，
中國的角色便是順理成章。事實上，將烏克蘭作
為東西方的戰略緩衝地帶也將是爭議各方最終可
以接受的不錯選擇。給所有人面子，息事寧人，
這本身就是我們中國人幾千年的看家本領，應該
不難做到。
機遇的確來了，關鍵是我們能否抓住。正所謂
棋高一着，滿盤皆活。

烏克蘭危機為中國帶來戰略機遇

楊孫西 全面深化改革新舉措利好香港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
化改革的總目標被特別提及。這一全新提法，體
現出治國理政思路的重大轉變和創新。三十六年
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
大幕，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
領全國人民走上了富國強民之路。三十六年後，
我國再次處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一系列新的挑戰，
諸如腐敗問題、環境污染、經濟結構失衡等成為
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現在內地面臨的諸多問題，實際上是市場經濟

本身帶來的問題。如何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研
究、解決這些問題，從而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正是偉人鄧小平留給後人最重要的思想遺產。中
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就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表
明國家新一屆領導人針對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不合
理、不完善的體制，將大刀闊斧地進行變革，推
動社會向着安定團結的方向發展。

「混合所有制」為改革重點
2014年混合所有制將成為經濟改革的「重頭

戲」，資源價格改革將由探索變為提速，企業
稅負不斷縮減，民資進入領域拓寬……提升經

濟內生動力的一系列改革逐步發力。2014年，
在廣東，競爭性行業的國企充分吸收民營資本
進入。三年內，省屬二、三級企業全部都要改
成混合所有制。業內人士認為，「混合所有
制」將吸引港澳台及海外多家投資銀行和證券
商，更有利於香港中小企業在內地發展。
業內人士分析，國家2014年宏觀經濟目標料
持穩不變，內涵或有差別，改革和轉型可能使
經濟增速暫時放緩，但可能會有實質性突破。
顯而易見，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中之重，對其他領域改革具有牽引作用。如
何抓住深化改革的良機，把經濟發展的強大動
力和內需的巨大潛力釋放出來值得探討。

建立市場經濟的法治秩序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十二屆全國

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要
圍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
化改革總目標，抓緊制定和修改同全面深化改
革相關的法律，從法律制度上推動和落實改革
舉措，充分發揮立法在引領、推動和保障改革
方面的重要作用。毋庸諱言，在一個開放的、
自由平等主體的交易構成的市場經濟中，平等
主體之間的經濟行為必須要靠法律來規範，而
其產生的糾紛也必須主要通過法律手段來形成
秩序。誠然，通過法律手段來整治市場秩序，
這就是要從制度建設入手，建立長期、穩定的
市場監管體系。通過法律的手段來規範市場，
建立市場法治秩序，需要加快立法的步伐。
專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真正難點，應從

拓展市場作用規模逐漸轉移到提高市場品質，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重
要的在於完善市場競爭秩序，包括市場競爭的
內在秩序和外部秩序。內在秩序主要包括：競
爭的主體秩序，即企業產權制度，這兩方面的
制度安排構成所謂市場內在競爭機制。外部秩
序主要包括：市場經濟的法治秩序，即對市場
競爭內在機制的法制確認。香港的市場競爭機
制較為成熟，可以互相借鑒。

今年「兩會」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稱，起跑決定後程，今年工作

抓得怎麼樣，對起好步、開好局意義重大，要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

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

稱：「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在回顧了2013年的主要工作之後，

李克強總理列出2014年的「九大工作」，將深化改革作為今年「九大工作」之

首。香港是市場化的國際典範，國家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戰略部署，在不少方

面可以借鑒香港發展的經驗。國家相繼推出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新舉措，給了

香港極好的發展機會，值得香港社會各界關注。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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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將推出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新舉措，給香港帶來發展良機。圖為3月13日，十二屆全國
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閉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