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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江昨日會見新民黨訪京團時指出，香港目前
面臨三大任務：一是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依法
落實特首普選；二是切記發展是第一要務；三是
改善民生維護穩定。事實上，香港三大任務互相
聯繫，缺一不可。三大任務中的發展民主和經
濟，目的是保障市民合法權益，不斷改善民生，
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為市民謀福祉。張德江的講
話清楚揭示了香港面對的任務，明確指出了努力
的方向，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值得香
港各界高度重視。

張德江指出，香港目前面臨三大任務之一，是
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循序漸進
地發展民主，理性協商，邁出關鍵一步，實現
2017 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張德江
日前強調，人大決定擁有最高法律權威，為普選
奠下憲制基礎，亦獲香港廣大市民支持，是不可
撼動的。反對派須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切勿以
為威脅發動激進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就可
以迫使中央改變原則立場，接受對抗中央的人當
特首。反對派中的溫和力量，應以平和、理性、
務實的心態，與全港市民一道共同參與新一輪政
改諮詢，為香港民主邁出關鍵一步作出積極貢
獻。

張德江指出，須切記發展是第一要務，要抓
住機遇，發揮優勢，促進經濟繁榮發展。張德
江去年在北京會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訪京團時
就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
是發展經濟，否則其它一切都是空談。當前國
家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經濟升級，給香港發展
帶來廣闊空間。香港可善用本身的現代化管理
制度、對外網路聯繫等優勢，在推動國家金融
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促進區域經濟合作等方
面，積極參與國家「走出去」發展策略，促進
本港更大發展。

張德江指出，發展民主和發展經濟，目的是保
障市民合法權益，不斷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和諧
穩定。無論是發展民主還是發展經濟，本身並不
是目的，他們的共同目的是要落實到為市民謀福
祉。這一論述實際上是對香港社會的一個重要提
醒，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當前特別要留意的
是，社會在特首普選爭論上耗費太多時間和精
力，以至忽略了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這樣會影
響社會和諧穩定。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
改善民生，才能讓不同階層分享到經濟發展成
果，也才能為民主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這
是解決香港各種矛盾和問題的根本之策，也是凝
聚港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關鍵所在。

香港三大任務 目的是為民謀福祉
蘇格蘭獨立公投結果昨日出爐，「統派」以

55%得票率，擊敗只有45%的「獨派」，避免
英國分裂。事實上，英國「統派」雖在蘇格蘭
統獨公投中險勝，英國倖免於分裂危機，但經
此一役英國已是元氣大傷，賠上社會撕裂代
價，在公投之中沒有贏家。蘇格蘭與英格蘭的
分歧在於經濟問題及權力分配，理應通過正常
渠道解決，以「統獨公投」來處理內部矛盾，
只會令國家陷入分裂之虞，引發社會巨大動
盪，後遺症嚴重。事後證明，「統獨公投」從
一開始已經是錯誤，國際社會都應汲取教訓。

蘇格蘭公投前夕，英國以致歐洲各國瀰漫一
股不安情緒，擔憂英國分裂將帶來嚴重後果。
倫敦金融界指英國如果讓蘇格蘭獨立，如同自
掘墳墓，勢將對英國經濟造成金融海嘯以來的
最嚴重衝擊。歐盟亦憂慮蘇格蘭獨立破壞歐洲
一體化進程，令歐盟經濟雪上加霜。現在，蘇
格蘭選民否決蘇格蘭獨立，避免引發新一輪的
政經動盪，英國以及歐洲各國都鬆一口氣，英
國股市亦應聲上揚。這說明英國保持統一，直
接關係英國以致歐洲的整體利益。

應該看到，英國今次雖避過一劫，但「統獨
公投」卻衍生了大量後遺症。不少蘇格蘭人認
為，這場公投已造成蘇格蘭內部嚴重撕裂，也

傷害了蘇格蘭與英國其他地區的關係。同時，
英國首相卡梅倫為維持英國統一，公投前承諾
給予蘇格蘭更多經濟支援和自治權力，無可避
免會引起其他地區的不滿。公投過後有關爭議
將持續困擾英國政壇，「統獨兩派」亦只是雙
輸。

蘇格蘭民眾一直不滿英國政府忽視蘇格蘭地
區的需要。解決問題應該從政策着手，回應蘇
格蘭民眾的訴求。然而，卡梅倫卻提出「統獨
公投」來解決內部的政經問題，險令聯合王國
解體，其做法早被英國輿論抨擊草率冒險。這
次公投引發的爭議和嚴重後遺症，正說明以敏
感的公投來處理內部矛盾，從一開始已經是錯
誤。

不論任何國家，內部團結統一國力才會強
大，人民福祉才會有堅實保障。1707 年，英
格蘭和蘇格蘭正式合併為大不列顛王國，與威
爾士和北愛爾蘭成為西歐的聯合王國，奠定了
「日不落帝國」的地位。綜觀歷史潮流，國家
興盛往往伴隨着大一統；相反國家分裂隨之而
來就是民不聊生，衰退敗落。國際社會應以這
次英國「統獨公投」為鑑，以免一失足成千古
恨。

（相關新聞刊A3、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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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張德江促抓經濟民生息政爭
點出港深層次矛盾 寄語依法協商落實普選

盧文端：政治爭拗阻礙經濟發展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

端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十分認同張德
江委員長的講話，強調香港社會必須透過理性協商，才
能實現普選，否則香港只停留於政治爭拗，經濟便無法
發展。
他並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的法律權威，

其決定不容挑戰。反對派策動「佔中」、罷課等激烈行
為，絕不可能改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盧瑞安：憂不進則退被邊緣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香港中旅集團董事盧瑞

安指出，張德江委員長非常熟悉香港情況，並在昨日講
話中明確提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即香港倘不斷停留在
政治爭拗，將無法做好經濟民生發展，香港只會不斷後
退，最終被邊緣化。
他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深思熟慮，即使激烈行

為也不能改變人大決定，最終只會自己搞垮自己。張德
江委員長發言是語重心長，期望反對派不要意氣用事，
不要再搞激烈對抗行為，而是能夠達致求如存異。」

楊釗：盼各界理性討論求同存異
中總會長楊釗昨日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就行政
長官普選框架作出決定，香港工商界期望社會各界能
理性討論，求同存異，實現香港2017年全港市民「一
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國家正邁進全面深化改革的
新階段，香港處於民主發展的歷史時刻，希望各界能
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家及香港的未來發展，共
同建設和諧美好家園，並為國家繁榮昌盛做出更大貢
獻。

譚耀宗：冀反對派冷靜思考論政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是希
望香港反對派能夠冷靜思考，理性務實討論政改，並專
注發展經濟民生，不再停留於政治爭拗，「『佔中』與
罷課是無效果，這是不應該做的。反對派不應以學生作
先鋒，中學生也不應該被人利用，大家要成熟獨立思
考。」

蔣麗芸：勿因眼前小事影響普選
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對香

港具有重大意義，這是500萬名合資格選民首次有權普
選行政長官，並寄語反對派「睇遠啲、睇大啲」，「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是經過慎重考慮而作出的，香港應循序
漸進發展民主，不要因為眼前的小事影響普選的大
事。」

顏汶羽：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改善民生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顏汶羽認同張德江
委員長所說，香港正面臨三大發展問題，「香港作為中
國一部分，有責任把握好國家經濟發展機遇，為香港全
面增值，以改善民生。」
他指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框架下，香港可於2017
年實現「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這是香港民主向前發展
的黃金機會，「民主平穩發展、逐步促進民生改善，這
是每個港人的共同期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

會見新民黨訪京團時指出，香港目前正面對

「三大任務」，包括落實普選、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香港社會各界認為，張德江委員長講

話語重心長，明確點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他們寄語香港抓緊機遇落實普選、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不要再停留於政治爭拗，而是透過

理性協商，共同依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有關決定，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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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被譽為英國政壇御用智庫的皇家國
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
日前發表評論報告，認為中國中央
政府允許香港特區在2017年開始，
特首可經由普選產生是史無前例
的，也說明了中央對香港「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不變，而人大常委會
未就香港普選制定具體細節，香港
應透過妥協尋求最大程度的選舉公
平。

英駐港前領事
撰文指符基本法

Chatham House 駐港高級研究
員、曾任英國外交官，並於 1997
年至 2001年間於英國駐港總領事
館擔任領事的Tim Summers，於本
月16日以《「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民主 (Democracy in Hong Kong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為題，在該智庫網站發
表評論報告。
Tim Summers在日前發表的報告

中指出，是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是基於2007年全國人大常
委會關於香港政改決定所作出的，
而兩者均符合香港基本法，並貫徹
已故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1980
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而
《中英聯合聲明》以至本年6月發
表的《「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
皮書中早已表明特區政府直接向中
央負責，特區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任
命等。

普選特首史無前例
顯中央政策不變

Tim Summers坦言，人大常委會最
新的決定凸顯了「兩制」間的巨大差
異，中央允許香港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
可經由普選產生，這於全中國是史無前
例（unprecedented），並無顯示「中
央收緊或放鬆對香港的管治」，反而說
明了中央對香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不變。
他表示，「佔領中環」為香港經濟

商業威脅程度仍有不確定性，而香港
社會未來半年仍然會就政改持續爭
論。特區政府下階段將制定具體政改
報告，而人大常委會仍未就香港普選
制定具體細節，包括提名程序等，香
港社會各界應在報告制定過程中，就
政改作出妥協，「『一國兩制』方針
是政改的基本憲制性框架，討論政改
總需妥協，盼望大家透過協商尋求最
大程度的選舉公平。」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周紹
基）香港金管局
前總裁任志剛昨
日出席教院講座
時表示，本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並非理所當
然，有被邊緣化
的風險。他認
為，現時香港處

於臨界點，且形勢複雜，要居安思危。他關心香港能否
依照基本法繼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憂慮會被邊緣化。
任志剛說，香港在其他範疇上，近年有不尋常的發展，
例如政改等，若香港不能給予內地信心，可能會影響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港繁榮穩定 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香港在回歸祖國17年來保持金融市場繁榮穩定，任志

剛指出，這是發揮了「一國兩制」的優勢，在中國只有
香港可以利用好兩個不同的金融體系，並為國家做出貢
獻。他說，香港和內地兩個不同的金融體系可以互幫互
助、取長補短、商機無限，對國家的發展有利，可以多
多利用。
他表示，內地金融體系未完全開放，要有渠道讓資金

流進流出，香港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國際資金融通
活動、幫助資金投入內地等方面，都有客觀的優勢。例
如有望在10月推出的「滬港通」，明顯對香港金融市場
有利。惟一旦香港未能給予中央信心，中環金融市場有
可能保持不了恒常的暢順運作，中央就會選擇與其他地
方聯通，香港屆時唯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與其他的市場
競爭。

中央關注港未來是否「靠得住」
任志剛舉例指，過去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模式是香

港作為唯一進入的窗口，但現時倫敦、紐約及歐洲等均
有離岸業務。至於滬港通，雖然暫時只有香港參與，但
若運作順暢後，同樣複製到其他市場的話，其他境外經

濟規模較大的市場，日後可能會匯聚到更多交易。故
此，他個人不期望滬港通被複製到其他國家；但作為國
家領導人，或會關注香港未來是否「靠得住」，是否需
要作「兩手準備」策略，自然需要深思。
他強調，香港人口只有700多萬人，香港GDP佔全中

國的比例，亦由以往的20%降至低單位數字。內地市場
未來只會愈來愈開放，香港作為內地與外地的中間人地
位，也會有所影響，他期望香港可在內地未完全開放前
做大做強，令本港有更大吸引力。

「佔中」倘累停市 打擊全球信心
雖然目前仍未知「佔中」發生甚麼事情，但任志剛坦

言，若發生「佔中」，期望不會影響到各行各業，尤其
金融的運作。如果市場停止運作，就會打擊全球投資者
信心。他又指，香港及內地應要達到互動、互補及互
助，香港為內地作出貢獻，令到國家發展好的話，香港
亦可以受惠；若香港能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國家亦會多
利用香港。
在金融領域方面，任志剛認為，目前全球金融業正處

於臨界點。過去20年至30年金融市場被賦予生命，金融
體系中，投資銀行的存在目的，只是為了賺錢，而非支
持經濟發展。在一個有效的體系內，金融中介成本應要
降低，以提升效率。
不過，現時金融機構的收入增長，主要來自炒賣及發

債，這是有問題的。任志剛認為，國際金融有需要作
「文化革命」，金融應要服務整體經濟，而非單靠炒
賣。但他補充指，有關改革很難做到，因目前金融機構
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巨大。但他提醒，現時是需要更多
地去討論有關問題，否則金融風暴又會出現。

聯繫匯率非神聖不可侵犯
對於本港的聯繫匯率，任志剛表示，本港的匯率制度

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大家要有長遠眼光及心理準備，當
香港與內地關係愈來愈密切，用人民幣做交易單位並沒
有問題，只要交易雙方同意就可以。
他又認為，內地政策目標不夠清晰，例如通脹目標、

政策利率等，這些都有改善空間，但人民銀行的透明
度，其實並不比其他國家低。

陳德霖：港不可「食老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昨
日在講座上提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非理所當
然，有被邊緣化的風險。現任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日回
應時表示，任何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非理所當然，雖然
香港是亞洲區的國際金融中心，但不代表可以「食老
本」。
陳德霖昨日出席活動時表示，香港仍為亞洲首屈一指

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本港現今的地位並非理所當然，是
基於很多年的努力，但亦不代表香港可以「食老本」。
他認為，現時本港發展勢頭良好，包括本港作為最大

離岸人民幣中心，及即將推出的「滬港通」計劃等。

他又認為，香港只要自強不息，把握機遇，本港仍有
不可取代的地方。被問及有消息指，「滬港通」有可能
延遲，他表示未有聽過有關消息。

和廣北：港應做好自己保地位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和廣北認為，任志剛提到的問題

值得關注。他指，內場經濟增長快速，其中金融基建
等正追趕本港，本港作為一個開放及細小的經濟體，
無疑會受到各方挑戰，故香港應做好自己，以保持自
己的地位，從而令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仍可有大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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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剛表示，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並非理所當然，有被邊緣化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