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合作深度廣度澳門需增強區域合作
柯嵐認為，兩地如何更好地把握國家全面落實「十二

五」規劃，抓住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機遇，將兩地合作雙贏關係推向新的階段，是
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北京是內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更需要加強區域、國際合作。澳門的經濟發展定位納入
國家總體規劃，並明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澳門取得階段發
展成果後，更需增強區域合作，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迎
接新的發展時期。
「北京·澳門經貿交流洽談會」至今已舉行兩屆。柯

嵐指出，兩地必須緊緊圍繞中央關於加強內地與澳門經
貿合作的總體戰略部署，堅持「密切交往、務實合作」
原則，發揮京澳優勢，深化交流合作，促進共贏發展。
京澳兩地應盡快簽訂《京澳合作框架協議》，借此不斷
拓展京澳緊密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今年北京兩會期間，柯嵐亦與委員盧德華、溫能漢聯
合提交相關提案。提案指出，京澳近年交流合作不斷深
化。北京在經貿、文化、旅遊、教育、衛生和人才儲備

等領域可支持和幫助澳門；澳門建設世旅中心及中葡合
作平台的優勢，可為北京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加強與
葡語系國家經貿交流。京澳互補，合作前景廣闊。為適
應兩地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亦應研究建立北京—澳門
政府間常態合作機制，深化交流合作，促進共贏發展。

加強優勢互補 拓文創旅遊合作
她建議，合作框架協議可明確合作宗旨、合作原

則、合作意義、合作要求、合作形式等。重點可從
三方面考慮：一是在內地與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CEPA）的總體制度安排基礎上，充分利用貨物
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政
策，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加強兩地產業的
優勢互補。
二是全面拓展會展、文化創意、旅遊衛生、教育等領

域的合作，促進兩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充分發揮澳門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功能，京澳兩地可合作向葡語系
國家及其他拉丁語系國家進行聯動推廣，共同推進兩地
國際化進程。
三是設立高層會晤與常設對接機制。可建立雙層對

接形式：第一層是建立兩地高層領導年度會晤機制，
由京澳雙方行政首長率領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會晤，總
結過去一年的工作，制定未來一年的合作重點。第二
層是建立常設的對接機制，澳門方面可由行政長官辦
公室負責，對接北京方面的主管市級領導，建立常設
工作小組。為便於聯絡，澳門方面亦可在特區駐北京
辦事處設立工作小組。

全面專題調研 對口溝通銜接
柯嵐認為，就組織形式而言，應先在雙方工作層面上

建立工作機制，全面展開專題調研，加強對口溝通銜
接。北京方面可由北京市港澳辦牽頭負責，各有關部門
參與。澳門方面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牽頭負責，特區政府
有關部門配合。為加強協調，她建議成立起草工作小組
及各專題研究小組。就各自領域的京澳合作情況進行調
研，充分聽取各自所聯繫業界的意見，梳理合作情況，
研究問題、提出對策，形成專題報告和具體框架協議條
文的建議方案。
此外，她建議成立三個專題研究小組：綜合政策研
究小組，主要是研究提出推進京澳緊密合作的思路、
原則、定位、目標以及合作機制建設等；產業發展合
作研究小組，主要研究如何進一步加強京澳產業關
係，如何利用兩地不同的平台功能，加強分工合作，
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共建國際化營商品牌等；社會
事業合作研究小組，主要研究如何加強兩地社會事業
合作，加強民生保障以及加強科教文衛體和人才培育
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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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何凡）北京市政協委員、

澳門特區行政會秘書長兼澳門特

首辦公室顧問柯嵐在北京政協會

議期間向記者表示，北京與澳

門之間互利合作關係更密切，

兩地關係的升級拓展也更具必

要性。京澳兩地宜盡快簽訂

《京澳合作框架協議》，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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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廣度，全面推進兩地經濟、社

會和民生等領域的合作，為北京

發展提供更多平台，為促進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化和繁榮

穩定提供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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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與澳門體育領域交流日趨熱絡，圖為第二屆北
京·澳門合作交流洽談會期間，兩地青少年體育交流
活動在澳門舉行。

■北京市政協委員、
澳門特區行政會秘書
長兼澳門特首辦公室
顧問柯嵐。資料圖片

■■澳門官方資料最新數據顯示澳門官方資料最新數據顯示，，
去年內地訪澳旅客數量達去年內地訪澳旅客數量達18631863
萬人次萬人次，，同比增長同比增長1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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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東部地區等問題，已成為制約中西部高等教育發展的
重要瓶頸，建議將河北大學、青海大學、山西大學、內蒙
古大學、南昌大學、鄭州大學、廣西大學、海南大學、貴
州大學、雲南大學、西藏大學、寧夏大學、新疆大學、石
河子大學納入國家教育部直屬高校管理體制，支持中西部
地區加快建設有特色、高水平的現代大學。

高校數佔內地三成 13省區無一直屬校
他表示，經過近年來快速發展，中西部地區高校數量已有
很大增長，佔內地高校總數的53%，但教育部直屬高校數量
明顯偏少。除湖北、陝西、四川、重慶在上世紀50年代高等
教育大區佈局時中央部門高校布點多、實力較強外，河南、
河北、山西、內蒙古、雲南、貴州、新疆、西藏等13個省區
至今沒有一所教育部直屬高校。「這13個省區共有高校600
多所，佔內地高校的30%，學生人數也佔內地的1/3。」
王光謙強調，中西部高校由於受歷史等原因影響，辦學

能力與辦學規模不相適應，而國家對高等學校實行分級管
理，地方高校難以得到雄厚的中央財政支持，中西部地區
的整體經濟實力也難以提供有力的地方財政支持。加強基
礎能力建設，引導中西部高校走內涵式發展道路，成為振
興中西部高等教育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以他看來，教育部直屬並管理了發達地區的76所高校，

如能再增加中西部地區14所高校，必將有力地促進中西部
省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我們希望國家的支持長期持久」
去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2012—2020年）》

向社會公佈。作為振興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發改委、
教育部啟動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建設工程，着重解決中西部
高校基礎能力設施和辦學條件滯後問題。「這對中西部高校
是雪中送炭，但這只是一個臨時性計劃，我們希望國家對中
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持是長期持久的。」王光謙說。
他表示，大力推進高水平大學教育，是實現教育公平、

辦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
略的重要內容。未來幾年國家須統籌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
之間高等教育的發展，統籌內地不同省區市之間高水平大
學的佈局，兼顧邊遠地區、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和人口大
區之間的發展，兼顧歷史欠賬太多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何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永隆銀行董事長馬蔚華近
日出席一活動時表示，餘額寶並未抬高信貸成
本，而是一定程度加速了銀行利率市場化的進
程。他並指出，互聯網金融帶給內地傳統銀行
四方面挑戰：第三方支付切斷銀行和客戶之間
原來的聯繫；改變傳統金融的消費方式；呈現
開放性，產品更符合市場需求；更普惠民生，
得到社會廣泛擁戴。
馬蔚華稱，監管當局對新生事物採取一種扶

植、容忍的態度，發展到一定時期因勢利導，
才建立制度、進行規範，這為互聯網金融近年
的快速發展創造條件。現階段由於利率非市場
化，銀行不能高息攬儲，餘額寶的吸引力在於
高出銀行活期存款數倍的利率。而互聯網與金
融將深度融合，傳統金融和互聯網金融優勢互
補，這是未來的大趨勢。

第三方支付增速快 銀行受衝擊
馬蔚華指出，面對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銀

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已感受到衝擊：傳統銀行的
職能端方面，支付業務首當其衝，第三方支付
以每年百分之百的增速發展，現已接近5萬億
的規模；融資領域，P2P等網絡信貸給銀行融
資端帶來挑戰；理財、財富管理方面，餘額寶
等產品對銀行理財業務產生一定影響；負債端
方面，餘額寶對銀行負債有較大衝擊，可視為
銀行脫媒「加速器」。
以他看來，這些表現對銀行盈利有影響，但
互聯網金融份額佔比仍然較小，目前影響不
大。而對互聯網金融的認識應超出這些業務層
面，有更值得重視的挑戰。
馬蔚華表示，對於銀行最大的危險，不
是第三方支付奪取多少份額，而是其模式
實質上切斷銀行和客戶之間的聯繫。「如
果一個銀行失去與客戶直接的聯繫，就無
法分析客戶的習慣和需求。互聯網金融場
景化的營銷，使客戶體驗大大增強，遠比
銀行櫃枱和客戶經理的介紹更能使客戶的
黏度增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永隆銀行董事長馬蔚華。
本報北京傳真

張桃林：參政議政要用好「三面鏡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何凡）近來，全國政協常委、九
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農業部副部長張
桃林指出，參政議政工作已進入更加
注重質量和效能的新階段。新時期下
做好參政議政工作，既要知彼，更要
知己，要用好「望遠鏡」、「放大
鏡」和「顯微鏡」，不能朝三暮四、
狗熊掰棒子，要有「一張藍圖繪到
底」的定力。
張桃林表示，國家正行進在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征程中，做好參政議政工
作，首先要對新形勢、新任務有深入
的了解，對國家的新要求、新部署有
全面的把握。「在這個基礎上，才能
使意見和建議不偏離方向，做到站位
高、視野寬、立足準。因此，『望遠
鏡』必不可少。」
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任務涉及方
方面面，行進過程中存在的熱點難點
甚至攻堅點很多，究竟從哪裡入手？
張桃林給出的答案是有所為有所不

為，結合自身專業特長和界別特色，
展開針對性的參政議政。「需要一面
『放大鏡』，以便看得更清楚，更全
面客觀，聚焦於本屆別、本專業，有
基礎和條件能夠解決的問題。」
他認為如何找到一個精準的切入

點，應用專業知識對具體問題進行全
面精深的剖析，將問題講深講透，就
需要「顯微鏡」出場。好的建言獻
策，一定是大處着眼、小處着手，提
出的解決辦法和具體建議亦更有深
度、更具可操作性。
張桃林指出，參政議政工作不僅需

要聚焦，還需要聚力、聚神。「聚
力」，就是委員、界別、黨派之間加
強合作，整合資源和力量，開展聯合
調研，形成綜合性的意見和建議，科
學解決複雜的經濟社會問題。政協及
黨派應創造組織條件，為委員提高參
政議政工作質量和履職效能搭建更好
的平台。「聚神」，即講究踏石有
印、抓鐵留痕，聚精會神。

■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國
科學院院士王光謙。 本報北京傳真

■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調研農業機械化。
本報北京傳真

馬蔚華：餘額寶加速利率市場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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