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責任編輯：江文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5年3月11日（星期三）

CEPA個人遊惠港

兩會兩會聚聚焦焦
解讀講話篇

1.看清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

靠山

■內地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強大依托

■內地是香港經濟增長的動力泉源

■內地是香港經濟抵禦外來風險的堅強

後盾

2.看清香港未來經濟

發展最重要的戰略方

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

■中國內地正成為世界

經濟最重要的增長極

■香港經濟發展突破瓶

頸、培育新的經濟增長

點的動力是在內地

3.看清香港將會在內地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

長期發揮最特殊的補益作用

■香港與內地包括經濟政策和制度的差

異性將長期存在

■香港長期形成的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等中心地位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

果，這些因素仍起作用

■香港在營商環境方面仍具有許多優勢

■國際化程度高

製表：記者 李自明

張曉張曉明明「「三個看清三個看清」」指路指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
道）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就香港
發展提出「三最」判斷，為香港與國家
融合發展指明六個具體方向，稱兩地矛
盾要謹防「三化」。全國港澳研究會理
事、北大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
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張主任講話主要
針對香港和內地兩種錯誤思潮，一是香
港「城邦論」、「自治論」，還有一種
是香港「無用論」甚至「累贅論」。他
認為，香港如果失去內地為依托將會沒
有任何發展，但香港也絕非「無用」，
在國家「十三五」規劃特別是「一帶一

路」建設中，香港將發揮重要作用。要實現兩地融合發展，當務之急就是
要嚴防兩地矛盾「三化」。

既針對「港獨」亦批「港無用」論
強世功說，張主任首先強調的「三最」，其核心就是針對兩種錯誤思

潮，第一種是在香港存在，揚言要「脫離內地，自主決定」的「香港城邦
論」，「自治論」，乃至「港獨」的主張。「張主任所強調的『三最』首
先主要針對的就是這個錯誤主張，就是要讓香港看到，香港無論在政治
上，歷史文化傳統中都不可能獲得獨立，『獨立』也不可給香港任何的發
展空間，一句話，離開內地的依托，香港將沒有任何發展前途，香港必須
看清楚這一點，一定要把香港未來發展放在國家發展的統一戰略中，而不
是自己獨立起來發展。」
他認為，張主任的講話同樣也針對內地所謂「香港無用論」的錯誤言

論，「有些人士認為，香港在改革開放時期對內地的經濟發展社會文化有
很大的借鑑作用，隨着改革開放進展，內地經濟高速發展，某種意義上香
港對國家發展已經沒有什麼用處，只是一個普通的城市，甚至還有更極端
的『香港累贅論』，認為香港是國家發展的累贅，不斷給國家發展製造麻
煩。」

「一帶一路」建設 港大有作為發揮作用
強世功重申，不能把香港目前政治發展出現的問題甚至於香港看做是國
家發展的包袱，認為香港沒有用處，相反張主任的「三最」強調了香港未
來要在國家發展中發揮的作用，還指明了六個具體方向。他說，國家的
「十三五」規劃即將啟動，香港所應該發揮的作用在規劃中會有所體現，
並且與「十二五」規劃相比，將會看到更大的發展空間，「香港不只是要
走進來幫助內地發展，更重要的是要幫助中國走出去，在整個東南亞領域
和『一帶一路』的輻射建設過程中，香港要起到一個比較大的作用，這也
是對香港的一個新定位。」
他認為，要實現上述目標，必須要排除兩地矛盾甚至是衝突，故此防止

兩地矛盾「誇大化」、「政治化」、「激進化」的「三化」說法是有特別
現實的針對性。他亦相信，當前兩地都要看到兩地的衝突是暫時、微小
的，兩地相互幫助共同合作發展才是長遠、持久的。

多位具備政商經驗及專業背景的人大政協代表亦強調，內地經濟正高速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和商業運營中心，最大優勢就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在明年迎來「十三五」開局之年的

關鍵時刻，香港有甚值得把握的重大機遇。
張曉明日前講話中強調，「當全世界都看好中國，都期待搭乘中國這趟快車，都在熱情地加強與中

國在有關領域的交流合作的時候，香港沒有理由變成旁觀者或落伍者。」多名香港政商界人士接受本
報訪問時，強調張主任的觀點值得港人深思。

盧文端：兩地經濟合作密不可分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表示，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揮好自身優勢之餘，更須充分利用好「背
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好多外國都想乘搭中國發展的順風
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為何不好好把握機遇？」
盧文端指出，香港的優勢在於金融和服務業，認為香港應
利用好「十三五」規劃，融合內地的高速經濟發展。他
以自己營商經驗為例，指自己是改革開放的得益
者，「在70年代尾、80年代初，一間工廠要
請三千名工人好困難，於是在 1981
年，我把部分工廠搬上內地，令
生產規模更快更大地發
展。」
他續說，後來隨着國家
的房地產、零售業高速發
展，而加大在內地的投
資，並發現香港回歸祖國
後，香港與內地的經濟
合作是密不可分，「無
論是個人還是整個香
港，都要融合國家的經
濟發展，尤其是港珠澳大
橋即將落成，香港更須加強與內地
合作，經濟始能長足發展。」

簡松年：中央優惠「多到數唔晒」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簡松年認為，張曉明的分析對部分香港人來說是當

頭棒喝。他說，自香港回歸以來，中央給予的優惠措施「多到數唔
晒」，厚愛有加，包括個人遊、「滬港通」等，但部分港人「人心未回
歸」。他認為需要通過更加頻密的經濟交往，加強港人對內地的認識，
消除誤解。
他指出，香港經濟已開始飽和，「唔靠內地的龐大市場，香港經濟根
本無運行」，認為香港的最大發展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例如隨
着內地國企改革、財稅體制、市場體系等改革措施落實，香港投資者可
以更多地分享改革紅利。此外，「一國兩制」亦是香港最大優勢之一，
香港在金融、貿易等領域的發展是高度國際化，可帶領內地企業走出
去，香港將會在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長期發揮最特殊
的補益作用。
簡松年批評反對派經常挑起政治鬥爭，將「與內地合作」上綱上線，
妖魔化為「實行『一國一制』」，包括近期利用水貨客行為搞「港
獨」。他又質疑部分香港人欠缺憂患意識， 擔心在這種不思進取的心
態下，即使國家發展快速，香港亦因為政治爭拗而長期持續內耗空轉，
因此張主任提出「三個看清」，值得香港社會深刻思考。

香港多年來在背靠祖國的優勢下早着先機，持續發展。香

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北京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香

港代表團討論上，剖析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並提出

「三個看清」或「三個最」(見表)，強調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

山，引起各界廣泛關注和討論。本報今日起推出系列報道，透過專訪正在出席全國

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兩地專家學者，圍繞張曉明有關論

述，透過他們的自身經驗和深度分析，展示國家一直是香港發展的堅實後盾，更實

在認識兩地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的重要性。

■記者 陳嘉洛、陳庭佳、李自明 兩會報道

香港回歸後向全球展示了成功實踐「一國
兩制」的巨大成就，而內地推出CEPA等惠
港政策，以及在國家「十二五」規劃表明
「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中心地位」，均壯大了香港的經濟發展，

鞏固了繁榮穩定的局面。
2003年，一場「非典」搞垮香港經濟，中央政府及時於2003年6月推

動簽署CEPA協議，並於2004年1月1日正式實施。CEPA推行以來，香
港產品進入內地逐步實行零關稅，至今已簽署10個補充協議。單是2013
年，內地與香港貿易額為4,010億美元，佔內地對外貿易總額的9.6%。
截至2013年11月底，內地對香港非金融類投資累計達3,351億美元，佔
內地對外投資總額的59.4%。

中央政府於2003年7月亦正式開啟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試點，為香
港經濟打下強心針。截至2013年底 ，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累計達1.29
億人次 ，給香港帶來約577億美元直接旅遊收入，同時帶動和促進眾多
其他行業發展。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大型跨境基建紛紛上
馬，落成後勢將推動兩地經濟民生互動合作邁上新台階。

人民幣業務助港金融地位
近年環球經濟波濤洶湧，但香港在祖國支持下反而屢創佳績。香港人

民幣業務於2004年啟動，至今香港人民幣存款量已佔全球離岸人民幣資
金池75%份額。互聯互通政策進一步有利兩地市場及投資者，亦加強本
港作為內地及環球金融市場的橋樑，令本港成為全球風險管理平台。

2011年，國家踏入「十二五」規劃首年，亦首次加入港澳專章，詳述
了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功能定位，大力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隨着國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更有望進一步得到鞏固和提升，特別是滬港通後有深
港通，凸顯香港「超級連繫人」的地位。坊間估計，「十三五」規劃會繼
續單列港澳專章，保持港澳地區繁榮穩定仍是重要基調。 ■記者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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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世功：
港難獨立發展 亦非內地累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李自明 兩會報道）香港回歸
後，大至金融經濟政策，小至老百姓飲用水，國家都對港關顧
有加。對於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出席香港代表團討論時，
以東江水輸港為例，細說內地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強大依托，身
兼工聯會理事長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也深有同感。
吳秋北在訪問中憶述，香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食水供應緊

張，除了要制水之外，更要以輪船從內地運送食水來港，十分
不便，故當時的工聯會領導層聯同香港中華總商會向廣東省建
議，由廣東省引進食水，而廣東省上報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
來，最後由他拍板，東江水才能輸港。
吳秋北續說，香港海拔比東江沿岸為高，輸港東江水難以靠

地勢流進香港，要興建高架水管解決地勢問題，工程十分龐
大，「當時喺港英殖民統治底下，香港食水問題都受到國家領
導人關注。」他還指，無論是水或是糧油食品，國家都源源不
絕供應予香港，而且更是經過檢驗和篩選，確保供港的都是最
好、最新鮮的，可見國家一直對香港十分體恤。

葉國謙：靠內地腹地將服務業延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亦指，內地肯定是香港的靠山，而
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也說過，新加坡最大不足是不像香港
般有強大靠山，更希望與香港交換地理位置。他又表示張主任
也力陳從1965年東江水輸港到2008年金融海嘯，內地一直全
力支持香港，「香港無咗內地各方面嘅支援，經濟發展好難有
今天嘅成就。」
葉國謙續說，時至今天，內地發展迅速，對香港作出更大支

援，而香港現時多個行業有不少內地資本及專才，故此當西方
國家經濟開始衰退下，香港仍能一枝獨秀。他認為，香港目前
走對了路，靠着內地這龐大的腹地，既可將服務業等行業發展
延伸，也可為內地帶來先進的技術。若香港與內地關係不密
切，香港會「無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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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作靠山 港面向世界
政商界解讀張曉明講話 冀迎「十三五」開局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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