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 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謝孟宜

回 歸 繁 榮 穩 定慶慶促促保保

撐聯匯抗大鱷 推CEPA振經濟 納「十二五」促繁榮
中央密密出手 挺港渡難關
慶祝香港回歸17周年
1997-2014

中央真誠推民主
港政改循序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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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改若能順利推
進，香港市民就能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香港的民
主之所以能踏出這一大步，全賴中央政府過去17
年對香港政制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在6月初發表
的《「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中再度重
申，中央真誠地支持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發展，
會繼續支持香港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發
展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政制，並強調行政
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是中央政府作出的莊重承諾。

「一國兩制」保政經大局穩定
白皮書在第三章提到，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
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團結帶領香港各界人
士，攻堅克難，砥礪奮進，充分發揮「一國兩
制」的制度優勢，保持香港社會經濟政治大局穩

定，其中包括民主政制依法穩步推進。白皮書
指，香港回歸前，英國委派總督在香港實行了150
多年的殖民統治；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和立法
機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
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機關由選
舉產生。

中央續挺港依法循序發展民主政制
白皮書第五章(四)強調，中央會繼續支持香港特

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發展符合香港實
際情況的民主政制。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產生，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這
是中央政府作出的莊重承諾，並體現在基本法和
人大有關決定中：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使之成為法定
目標。特區成立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堅定不移
地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推動以行政長官
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政
制循序漸進向前發展。

人大為特首立會普選設時間表
上述的一切都具體體現於香港回歸17年來的民
主進程。2007年12月29日，人大決定2017年的行
政長官選舉可由普選產生，在特首普選產生後，
立法會選舉亦可普選產生，為特首及立法會全部
議員普選設定了時間表。
此外，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程度亦不斷提高，

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經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選
舉產生，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則經選舉
委員會選舉產生，選委會的規模更由800人增至
1,200人，並以四大界別人士按相同比例組成，體
現了均衡參與，具有廣泛代表性；立法會選舉的
直選因素亦不斷增加。

香港自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多次出手救港，幫
助香港克服了一道道難關。1997年亞洲金融

危機爆發時，港元受到國際投機勢力狙擊，香港
金融市場動蕩，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遭受
衝擊，金融體系的穩定受到嚴重威脅。為救港
元，中央政府宣布，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堅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維護聯繫匯率制度，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在
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特區政府採取果斷措施，維
護了金融和社會的穩定。

領導人赴沙士重災區慰問
到了2003年上半年，「沙士」疫情肆虐香港，

不僅危及港人的生命健康，同時令尚未完全擺脫
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香港經濟雪上加霜，香港面
對通貨緊縮，市場蕭條，失業率上升至8.7%等困
境。為保障港人的生命安全，中央政府在內地同
樣急需抗疫醫藥物資的情況下，仍無償向香港提
供大批抗疫藥品和器材；國家領導人更親赴香港
疫情重災區和醫院視察慰問。
為了幫助香港經濟走出低迷，中央政府又及時
伸出援助之手。在當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簽
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確定了兩地在貨物貿易、服務貿
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三個領域的開放措施和實施
目標；隨後又實施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遊政策。
這些都為香港擺脫「沙士」衝擊、恢復經濟增長
注入強心劑。

貨幣互換協議 促港經濟復甦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政
府高度關注香港受到的影響，當年12月即推出支
持香港經濟金融穩定發展的14項政策措施。中央
政府在2009年1月再次推出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與
香港金融管理局簽署2,000億元人民幣貨幣互換協
議在內的一系列政策舉措。 此後，國家領導人在
訪問香港期間又先後宣布多項支持香港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加強與內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
施，為增強香港抵禦風險能力、刺激香港經濟復
甦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實，中央政府一直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作為
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並在「十二五」
規劃綱要中首次將涉港澳內容單獨成章，進一步
明確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強調國家支
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力、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

業、深化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 中央政府以CE-
PA及其補充協議的實施，消除內地與香港在貿
易、投資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礙，深化了兩地經貿
關係，拓寬了兩地合作領域，實現了兩地互利共
贏。
目前，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據港府統

計，在2013年，內地與香港的貿易額為38,913億
港元，比 1997年增長2.49倍，佔香港對外貿易總
額的51.1%。同時，香港亦是內地最重要的貿易夥
伴和主要出口市場之一。香港同時是內地最大的
境外融資中心。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內
地企業797家，佔香港上市公司總數的48.5%；在
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總市值為13.7萬億港元，佔
香港股市總市值的 56.9%。
此外，內地與香港還互為外來直接投資的最大

來源地。截至2013年底，內地對香港直接投資超
過3,588億美元，佔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近六
成；內地累計批准港商投資項目近36萬個，實際
使用港資累計6,656.7億美元，佔內地累計吸收境
外投資的47.7%。

淡水蔬菜肉禽等供應不絕
另外，香港由於受自然環境限制，所需的淡

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資主要由內地供
應。中央政府和有關地方全力保障對香港食品、
農副產品、水、電、天然氣等的供應。截至2013
年底，香港市場的全部活牛和河鮮產品、九成五
活豬、九成蔬菜、逾七成麵粉、逾三成活雞均由
內地供應； 內地亦向香港供應6.06億立方米淡水
及25.31億立方米天然氣。而事實上自1994年起，
大亞灣核電站每年對香港的供電量已佔全港電力
總消耗的四分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經歷風雨，才見彩虹。香港回歸17年以來並不是一帆

風順的，相信大部分港人都記得1997年10月，香港剛回歸祖國3個月，就受到亞洲

金融危機的衝擊，其後又經歷過禽流感、「沙士」、豬流感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等意

想不到的困難。面對逆境，港人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國家的強大支持，

香港這朵「紫荊花」又怎可能在經歷多個「嚴冬」後，仍然開得如此艷麗多彩？

中央挺港部分措施
■亞洲金融風暴，中央政府出手救市，力保港元。
■SARS時期，中央政府醫藥支援，協助抑制疫
情；並與香港簽署CEPA，領港走出低谷。

■實施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遊政策，激活香港經
濟。

■國際金融危機，中央推救港14招。
■歐債危機衝擊，中央再推36招惠港。
■「十二五」規劃，香港單列成章。
■供港食品優先，確保高質安全。
■國企來港上市，鞏固金融中心。
■推動泛珠合作，拓港發展腹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個人遊自2003
年實施至今，已開放內地49個城市居民以個人
名義來港旅遊。旅遊業普遍肯定個人遊對旅遊
業以至本港經濟的貢獻。香港零售銷售額於10
年來上升近兩倍，零售業從業員亦增加25%，
食肆數目亦大增4,000間。個人遊同時帶動旅
遊業以外的行業，內地人來港手續亦更便捷。

食肆數目增至1.4萬間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楊位醒表示，個人遊

政策對飲食業幫助很大，很多茶餐廳和小食店
因而應運而生，食肆數目由2003年不足1萬
間，已增至現時1.4萬間。以每個食肆可容納
100個食客計算，可招待的客人量已增加40萬
人。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指，2003年前，內
地旅客多以「組團」名義來港，或需持有商務
邀請函作商務旅遊；個人遊政策實施後，已開
放個人遊城市的居民可3個月內來港1次至2
次，深圳戶籍更可「一簽多行」，個人遊佔內
地旅客比例亦由2003年的34.8%增至去年的
67.4%，今年更可能增至逾70%。而即使個人
遊以外城市，亦可透過「團簽（L簽）」來
港，來港手續較以往簡便。

帶動周邊行業 入口物流廣告受惠
姚思榮又指，去年本港有4,070萬人次內地
客，當中有2,300萬人次為當天往返，1,700萬
人次為過夜旅客，其中過夜旅客可讓酒店、景
點、旅行社、交通等受惠，當天往返旅客主要
讓零售、飲食業得益。而個人遊同時亦帶動周
邊行業，包括入口、物流、廣告業等。
中大市場學系教授冼日明亦認為，自2003年

實施個人遊政策後，香港旅遊業高速增長，同
時內地經濟亦迅速增長，令香港零售業於過去
10年間增長兩三倍，對香港帶來十分大的衝
擊。除了旅遊業發展外，餐飲、酒店及服務等
行業，醫療及美容等亦同樣受惠，只是未在零
售業數據上反映。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表示，個人遊

政策自2003年實施以來，一直是香港零售業增
長的巨大動力，2013 年香港零售銷售額為
4,945 億元，較 2003 年的 1,720 億元上升達
188%。而零售業亦為香港帶來大量就業機會，
受僱於零售業的人數由2003年的21.3萬人，逐
步升至2013年的26.7萬人，增幅達25%。
不過，麥瑞琼提到，今年是個人遊政策實施
以來首次錄得「五一黃金周」的內地旅客人數
下跌，內地旅客入境只有38.7萬人次，較去年
39.3萬人次下降。而旅客人數下跌亦直接影響
零售業2014年頭幾個月的表現，零售業銷貨額
對比去年同期持續錄得負增長。今年4月份更
按年急跌9.8%，是自2009年2月以來錄得最大
跌幅，預計零售業銷情未來數月並不樂觀。

麥瑞琼籲發展大嶼山旅遊配套設施
她認為，港人對個人遊政策的不滿，主要源
自水貨客充斥對居民生活造成不便，建議當局
應維持現時個人遊配額政策，同時應加大力度
處理好接待能力，而非將問題歸咎於內地旅
客。她建議政府應盡快開拓土地增加零售空
間，並積極研究發展大嶼山旅遊配套設施，成
立恆常架構以就旅遊、零售等政策制定長遠方
案，而制定新或更改現行政策前應先進行公共
政策影響評估，探討限制或減少個人遊來港對
各行業及經濟的影響。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
皮書再度重申，中央真誠地支持香港的民主政制
向前發展。 資料圖片

■2009年1月，時任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簽訂貨幣互換協議。 資料圖片

■2003年6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由時任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和時任香港特區
政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共同簽署。 資料圖片

■個人遊政策
帶旺香港零售
銷售市道。圖
為內地客購買
金飾。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