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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矛盾勿誇大 不應政治暴力化
水客六成是港人 有人圖挑起事端影響選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隨着內地與香港交往越來

越頻繁，香港反對派近年「落力」利用雙方誤解以至文

化差異，製造衝突，並趁勢鼓吹「港獨」思想。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昨日表示，大家在有關問題上必須注意「三

化」：一是不應把問題誇大化，例如水貨客中近六成是

港人；二是不應把問題政治化，試圖挑撥兩地矛盾影響

選情；三是不應任由有關活動激進化、暴力化。他批

評，極少數激進分子借口反水貨客，圍攻、辱罵內地遊

客，蓄意製造事端，挑戰了法律底線，應當依法予以懲

處。

科大生深圳創大疆 張主任讚「兩個了不起」

張
曉
明
：

港兩次騰飛 內地是動力源泉

處理兩地摩擦必須注意「三化」
1.不應把問題誇大化；

2.不應把問題政治化；

3.不應任由有關活動激進化、暴力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國家「十三五」
規劃將為香港帶來發展機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昨日具體指出，在金融服務業、貿易航運業、市
場經濟制度、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和自貿
區建設等重大戰略、基礎設施建設及與珠三角城
市共同建設世界級城市群6方面，可以成為香港

和國家發展戰略的結合點。
張曉明主任昨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香

港代表團討論上發言時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和各
界人士都比較關注香港參與國家「十三五」規劃
編制的問題，「怎麼做好香港參與『十三五』規
劃這篇大文章，大家還可以深入思考、獻計獻
策。」目前在6個方面，都可以找到香港現有優
勢和國家發展戰略的結合點：

兩地金融服務深化合作 面向全球
一是兩地金融服務業深度合作，將香港金融發

展納入國家金融發展整體戰略，面向全球鞏固香
港作為全球財富管理中心、離岸人民幣業務中
心、全球集資籌資中心地位。
二是香港貿易航運業創新發展，根據內地進出

口結構性變化適時轉變角色，深化兩地貿易航運
業分工合作，大力發展高增值航運服務業。

鞏固傳統優勢 培新經濟增長點
三是香港發揮好市場經濟制度優勢，依靠市場

力量選擇和發展產業，不斷鞏固傳統優勢，增強

產業創新能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四是香港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和自貿區

建設等重大戰略，支持香港在國家「引進來、走
出去」戰略中發揮更大作用，利用好廣州南沙、
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三大合作平台，在構建國
家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橋樑和紐帶作
用。
五是基礎設施建設，根據香港發展和與內地互

聯互通需要，進一步加強對香港聯結內地的高速
鐵路、港珠澳大橋、第三條跑道擴建、信息網絡
設施等建設的支持力度，夯實香港發展基礎。

港珠共建世界級城市群 優質生活圈
六是香港與珠三角城市共同建設世界級城市

群，加大兩地在城市基建、城市管理、社會服務
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合作力度，共同建設珠三角一
小時優質生活圈。
張主任強調，香港同胞只要找準香港在國家發

展戰略中的定位，把自身的優勢充分發揮好，特
別是與內地結合好，就一定能夠與祖國內地同發
展、共進步。

港納「十三五」規劃 6方面找結合點

避免說氣話 做傷感情的事
張曉明主任昨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上發言
時指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需要兩地民眾相
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保持良好的心態。隨着兩地各領域、
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難免出現一些偶發的、個體性的摩擦，
兩地居民都應該理性對待和處理，避免說氣話、做傷感情的事。

個人遊對港經濟貢獻大
他舉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的政策為例，坦言大家都知道這政策是怎
麼來的：這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後香港經濟出現比較嚴重困難的
情況下，中央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和有關業界的請求作為「挺港」措施
推出來的。10多年來，這個政策對提振香港經濟、擴大就業及兩地交
流的貢獻度很大。
張主任說，個人遊政策實施的情況總體也是好的，目前出現的問題
主要是水貨客問題，特別是歲末年初這段時間內地旅客集中赴港採購
年貨與水貨客活躍交織，導致新界北區一些市鎮居民的生活環境受到
影響。

實地考察北區 睹水客影響
他透露，自己曾經到上水、元朗、屯門等地作過實地觀察，看到提

着大包小包的水貨客佔據了一些馬路和公共空間，甚至進入公共屋邨
內，造成干擾，也導致交通擁堵。對這方面的問題確實要予以重視，
及積極回應居民的訴求，妥善加以處理。
不過，張主任強調，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不應把問題誇大化。「據我們了解，水貨客中有近六成是香港
居民，深圳戶籍居民持『一簽多行』證件的水貨客只佔四成左右。而
且情況也在變化，今年春節黃金周內地訪港旅客總人數和消費首次出
現雙降，不能因為水貨客的問題而質疑或否定整個個人遊政策。」

大肆渲染問題 助長本土意識
二是不應把問題政治化。他批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大肆渲染有關

問題，意在挑撥兩地矛盾，助長本土意識，並影響將來的選情。
三是更不應任由有關活動激進化、暴力化。極少數激進分子借口反
水貨客，圍攻、辱罵內地遊客，蓄意製造事端，挑戰了法律底線，應
當依法予以懲處。
針對水貨客的管控問題，張主任指出，這完全可以通過兩地政府協
商，包括採取對部分政策作出適當調整來解決。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與港澳政協委員座談時明確表示，要具體問題具
體分析，有甚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影響內地客意慾 港得不償失
他續說，香港特首梁振英已向中央提出了有關調整建議，國務院港
澳辦正在牽頭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研究落實有關具體方案。也有人提
出在邊境地區建設面向內地居民的商貿城等建議，值得研究。從長遠
來說，香港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與旅遊相關的配套設施，提升旅遊
接待能力和服務水平。「不然，影響了內地居民訪港意慾，與世界各
地對中國遊客都大開方便之門的情況反差太大，對香港也可能是得不
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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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說，個人遊政策對提
振香港經濟、擴大就業及兩地
交流的貢獻度很大。 資料圖片

▲張曉明表示，在水貨客問
題上必須注意「三化」，其中
包括不應任由有關活動激
進化、暴力化。圖為沙田新
城市廣場反水貨客遊行，滋
擾內地遊客。 資料圖片

■張曉明認為，香港與珠三角城市共同建設世
界級城市群，加大兩地在城市基建、城市管
理、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合作力度，共
同建設珠三角一小時優質生活圈。 資料圖片

香港由一條小漁村變成國際大都
會，固然是因為香港市民的努力，但
關鍵還是內地在不同發展階段為香港
帶來了不同的機遇。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昨日舉上世紀發生的朝鮮戰爭及內

地改革開放為例，前者令香港「坐收漏斗之利」，後者則令香
港充分發揮其窗口和橋樑作用，令香港經濟出現了兩次歷史性
轉型，說明內地是香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

張曉明主任昨日強調，內地是香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並
舉了兩個例子，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後，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禁運和封鎖。

大量人才資金技術湧港
他指出，在這情況下，香港經濟原先賴以支撐的轉口貿易出

現大幅下跌，航運、金融、保險、倉儲、港口等行業和企業紛
紛倒閉，迫使香港商人從轉口貿易之外另尋出路。同時，內地
接連發生政治運動，又使得大量的人才、資金和技術不斷流入
香港。

張主任說，正是依托內地大量流入的廉價勞動力、資金和技
術，香港才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近20年間，面向西方市

場發展起了以紡織、成衣、電子、玩具等輕工製造業為主的勞
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從以轉口貿易為主向以工業化為主的第
一次經濟轉型，「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走上工業化道路
比台灣提早了六七年，比韓國和新加坡提早了近10年。」

另一次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內地結束「文革」，
實行改革開放新國策。張主任說， 香港經濟當時本來受到國
際石油危機的衝擊，已陷入蕭條，內地改革開放的春風，又使
其重新煥發出生機。內地廉價的土地、充裕的勞動力、優惠的
稅收政策，吸引大批港商將製造業轉移到內地。

製造業北上 提港產品競爭力
同時，香港製造業北上遷移，既提升了香港產品在國際市場

的競爭力，又為服務業發展騰出了空間。服務業佔香港GDP
的比重也逐年提升，促成了香港經濟從以製造業為主向以服務
業為主的第二次轉型。

張主任表示，「可以說，當內地處於封閉狀態的時候，香港
作為內地經濟連接外部世界的最主要通道，坐收漏斗之利；當
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香港又充分發揮其窗口和橋樑作
用，左右逢源，近水樓台先得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這不是口中說說而已，而是有事實支持
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羅列了香港2014年貿易、金融和旅遊的一系列數據，說明
內地龐大的實體經濟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依托。

「內地因素」支撐港繁榮發展
張主任昨日借用了李嘉誠早前在公司業績報告會上回應記者時說：「香港是一個好地方，

因本港最大的『着數』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說明「內地因素」為香港經濟繁榮發展起了
根本性支撐作用。
他舉貿易為例：2014年香港與內地貨物貿易總額達39,660億港元，佔香港對外貿易總額

的50.3%，其中香港出口和轉口內地貨物總額達19,790億港元，佔香港整體貨物出口總額的
53.9%。
在金融方面，張主任指出，截至2013年，內地在香港直接投資存量達33,416億港元，佔

香港外來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31.9%。2014年內地在香港上市企業共有876家，佔上市公司
總數的50%，佔香港股市全部集資額的74%。香港還是國際旅遊中心之一。
在旅遊業方面，他說，2014年，內地訪港旅客達4,725萬人次，佔全部訪港旅客的
77.7%，為香港帶來數以千億港元的經濟收益。「香港的服務業佔到GDP的93%，如果沒
有內地蓬勃發展的生產製造業和廣闊的市場作為根基，香港的服務業怎麼可能枝繁葉茂、花
開不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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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經是一個高度發
展的經濟體，加上在地資
源有限，要實現較高的增
長遇上不少困難。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昨日以「兩個

了不起」來大讚由香港年輕人在內地所創立的深圳大
疆公司，來說明香港克服困難、突破瓶頸的主要出路
是在內地。
張主任昨日在談到「第二個應當看清」，即「香港

未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
作」。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
加強合作，更可為香港年輕人提供創新、創業、發展
的機遇和平台。
他續說，香港已有不少年輕人到內地求學工作，創

業發展，他們中的佼佼者甚至已功成名就，其中一個
例子，就是深圳大疆公司這「了不起」的企業。

生產無人機 遠銷歐美
張主任指出，第一個了不起，是這家不起眼的企業
竟能生產無人機，且其產品遠銷歐美國家和地區，已
成為全球頂尖無人機飛行平台製造商。
他續說，第二個了不起，是這家企業的老總竟是一
個30歲剛出頭的年輕人，且是靠自力更生、白手創業
起家。「後來我還知道，這家企業的老總名字叫汪
滔，是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生。由於大疆公司成長極
快，尚未上市，金融界人士估計其市值將超過1,000
億。」
張主任語重心長地說，「我在想，大疆公司的故事不
只是一個簡單的年輕人創業成功的故事，它也是一個對
香港經濟發展方向、對香港年輕人發展出路具有啟示意
義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貿易金融旅遊數據
證內地是最大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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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疆」創辦人汪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