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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各位出席「團結香港基金」的成立典禮。我們
今天的顧問和嘉賓，有老、中、青，橫跨大半個

世紀，包含了聰敏的年輕朋友，幹勁十足而充滿智慧的
各界精英，和有心有力、經驗豐富的資深朋友。大家亦
一定很高興在這裡見到不少新面孔。我希望今後我們不
斷會有新的力量加入，特別是年輕人。

面對獨特挑戰 港勿自我矮化
大家從百忙中抽空出席，是因為大家都熱愛香港。亦
因為香港值得大家熱愛。我們除了迷人的海港之外，什
麼天然資源也沒有。但我們可以達到差不多全民就業，
人均每年生產總值幾乎達到30萬港元。我們交的稅，
是全世界最低之一。但我們的公共服務，包括醫療、教
育、社會福利、交通、康體設施等，無論從收費和服務
質素來說，都讓很多先進國家感到羨慕。這一切，以及
法治，都是香港的驕傲。所以我們不應自我矮化香港。
事實上，香港在特區政府領導下，是做得不錯的。
當然，香港面臨很多挑戰。有些挑戰是中長期的，亦
有些挑戰是目前要面對的。有些是長久遺留下來的，亦
有些是因為新的環境、新的世界大趨勢所造成。香港有
獨特的情況，有我們獨特的挑戰。

民間寶庫「聚才」培訓從政好手
要克服挑戰，建設更好的香港，當然是特區政府需要
牽頭的工作。但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可以集齊全部人才
和智慧。香港的民間，是思想和智慧的寶庫，融合了全
球的視野，創新的思想，和傳統的智慧。
我們成立「團結香港基金」，目的就是要好好匯聚香
港最出色的思想和智慧，透過多角度的研究和討論，倡
導解決問題的新思維，然後有系統地集結這些智慧，形
成公共政策建議，提供給政府、公共機構、和整個社會
考慮。智庫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會公開、透明、完
整地呈現給公眾人士，以鼓勵公眾參與討論，廣納民
意，凝聚社會共識。
基金除了作為香港民間智慧的寶庫，為建設香港出謀
獻策之外，亦會協助從政人才的培訓工作。香港在不同
領域，都人才輩出，唯獨是從政人才，他們的培訓，還
需加大力度。
根據一份報告，智庫在每個發達國家與很多發展中國
家成為促進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他們的工作是受到重視的。全世界有6,800多間智庫，
以美國最多，中國排第二。香港起步較晚，目前有33
間智庫。「團結香港基金」今天從小開始，希望可以成
為一間有信譽、有規模的香港民間智庫，實實在在為香
港未來發展，作出貢獻。

普選原地踏步 內耗累港倒退
香港面臨不少挑戰，因時間問題，我只會針對其中比
較重要的幾項，講一下我的看法。
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是政改爭議，和它所引發的「佔
領」行動。面對政改爭議，我們有兩個選擇。一個清楚
的選擇，是通過政改方案，讓我們於2017年由全港500
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我們的特首，然後根據第一次普
選的經驗所得，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機制，進一步完
善我們的政制發展。2017年全民普選特首，是自從97
回歸以來，最令人振奮的歷史時刻。另一個選擇，是原

地踏步。大家可以想像到，原地踏步，並不表示我們停
滯不前，更可能導致的是不斷倒退。全香港可能會沒完
沒了地抗爭、鬥爭、內耗。在這情況之下，香港可以不
倒退嗎？
政改爭議所引發的「佔領」行動，已經對香港造成很
大的傷害。經濟已經開始加速下滑，社會嚴重兩極化，
法治精神受到嚴重損害。「佔領」行動亦大面積地擾亂
市民日常生活，影響很多家庭的生計，使民間的積怨越
來越大。大家見到180多萬個「反佔中」人士，用他們
的簽名，表達了他們反佔中的立場。「佔領」人士不可
視而不見，一意孤行。政府希望能夠和平結束「佔領」
行動，但亦不可能長時間任由社會秩序受到破壞，不可
能長期有法不依。
政府已釋出最大的誠意，願意向中央提交一份民情報

告，並建議為2017年以後的民主發展進程，成立一個
多方交流的平台。而且，政府亦建議在第二輪諮詢過程
中，可以就提名委員會的選舉辦法、投票方式等，盡量
增加民主成分和透明度。我們只得幾個月的時間，去做
好這方面的大量工作，時間緊迫得不得了。
故此我呼籲「佔領」人士和「泛民」的朋友，結束

「佔領」行動。你們為爭取民主，付出了很多。但全港
市民亦被迫作出了更大的付出。現在是時候結束「佔
中」，將你們爭取所得到的，落實下來。時間，是不會
等你們的。

把握國家機遇 經濟注新動力
香港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中港關係。
我時常把「香港好，國家好； 國家好，香港更好」
這句說話掛在口邊。有人說這句話說得太多了，人家聽
到厭了。但這是關乎香港福祉的基礎。我們是國家一部
分，和國家血脈相連。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其規模之
大，是人類歷史上未出現過的。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
而且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如果能夠把握好這
個歷史契機，將會為香港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新的動
力，亦自然會為年輕人，帶來大量的向上流動機會。
香港有些人對國家的認識不深。共和國立國只有65

年，是一個年輕的國度。立國時，百廢待舉。過去幾十
年，國家在經濟、政治、和民生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
就，也在民主、法治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使14 億人民
感到幸福和驕傲。如果香港有些人感受不到這份幸福和
驕傲，那是因為他們未有機會，去認識國家和民族。
很多香港人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認識，只是一些數字上

的模糊概念，包括GDP，經濟增長率等，我希望他們
用心去了解一下，經濟發展使數億人民脫貧的動人故
事。
現在全世界都奔向中國，如果香港人不好好把握中國

的機遇，吃虧的是香港人，不是中國。我們明白，對國
家的認同感，是不可能強加於他人身上，必須讓他們透
過認識國家，而自發地以國家感到驕傲。這是一項重要
課題，稍後的論壇，亦會講及。

法治不容侵犯 文明社會基礎
香港的奇蹟，從來不是靠運氣。我們的成功，另一個

重要因素，是我們的制度，特別是司法制度。我們司法
獨立，法治精神從來不容侵犯，確保在法律之前，人人
平等。法治精神，是文明社會的基礎。我們不可以為了

追求民主，而破壞法治。在這裡，我要重複一次，「佔
領」行動是違反香港法律的行為。法治精神，來得不
易，我們一定要珍惜。
最後，我想講一講年輕人所表達的訴求。大學生不滿
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沒有就讀大學的年輕人，更加
看不到出人頭地的一天。樓價高企，使年輕人擔心辛勤
工作多年也買不到樓。這些訴求，我完全認同，我相信
全港市民都認同。
以上香港面對的問題，不單單是香港的問題，也是全
球的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及科技急速發展衍生出來的
問題。當然，香港樓價貴，是香港土地供應嚴重不足的
問題。事實上，上述一連串的問題，近年來特區政府也
高度正視。

創科推動經濟 助青年向上流
專家們說，滿足年輕人向上流動的訴求，是有辦法

的。去年，香港經濟以4.8% 增長，以一個成熟的經濟
體來說，是相當不錯的。今後，要使年輕人有不斷向上
流動的機會，我們不單要有新動力讓經濟持續增長，更
需要推動能夠提供高端就業機會的新經濟活動。
科技及創新，能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從前，創
業需要大量資金；今天，創業靠的不是資金，而是靠科
技和創新。另一個新經濟領域，是由於內地財富不斷增
加，而香港亦已經相當富裕，導致香港對藝術和藝術品
市場、名厨、美食等消費方面的需求，都急速提升。我
相信以上種種，都可以為年輕人就業和創業，提供了新

的天地。
創造這樣的新天地，政府的責任就是提供教育機會，

尤其是在專上教育和職業訓練方面，一定要加大投資和
力度。社會各界，亦要與政府共同努力，將香港建設成
為一個創新、創意、創業的社會。

力促政改通過 基金首要工作
當然香港面對的挑戰還有很多，我沒有時間一一詳

述，現在讓我簡單談一談基金今後的工作部署。
目前最迫切的是令政改方案，能得到社會支持，使法
案能夠順利在立法會通過。
同樣迫切的，是製造條件，促使「佔領」行動能夠盡
早和平結束。
另外一個需要優先處理的，是年輕人面對的困境，和
他們提出的訴求。基金將會就建設香港成為創新、創
意、創業的社會，盡早開展學術研究，舉辦論壇和圓桌
會議，吸納年輕人和持份者的意見，以作出具體建議，
使其能盡快落實。
至於香港面對的其他中、長期挑戰，基金將按照它們
先後緩急，定出優先次序，於明年初開始，開展學術研
究。我們會將研究所得，推介給政府和社會。
結語：
我希望這些活動，有助大家看清前路，構思明天，想
像未來。然後凝聚我們集體的力量，攜手做好香港，做
福市民。
多謝大家。 （小題為編輯所加）

薈萃智慧 做好香港
董建華於「團結香港基金」成立典禮講話全文

編者按：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牽頭成立，匯聚社會精英為香港出謀獻策的

智庫組織「團結香港基金」，於今年11月10日舉行成立典禮。基金主席董建華當日發表講

話，批評「佔領」對社會造成很大傷害，倘政改原地踏步，香港將會陷入沒完沒了的爭拗，基

金期望集合力量，攜手做好香港，造福市民。

因應讀者要求，本報刊出董建華副主席的講話，以饗讀者。

■■董建華牽頭成立智庫組織董建華牽頭成立智庫組織「「團結香港基團結香港基
金金」。」。他當日表示他當日表示，，基金期望集合力量基金期望集合力量，，
攜手做好香港攜手做好香港，，造福市民造福市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團結香港基金」招攬各界精英，包括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圖為當日成立典禮。 資料圖片

▲8月17日，「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發起「和平普選大
遊行」，表達他們對和平、普
選的渴望，對「佔中」、暴力
的反感。 資料圖片

◀政府積極宣傳及推動政改工
作。圖為林鄭月娥早前派發單
張，並與市民握手，強調政改
「有商有量」的訊息。

資料圖片

■香港科技世界注目，圖為理大光纖光柵技術。資料圖片■「佔領」期間警方曾受到示威者的攻擊。 資料圖片
■示威者設置帳幕「佔領」金鐘等地，嚴重影響民生。

資料圖片
■「佔領」區示威者日前衝擊立法會，破壞法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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