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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超瓊：京港合作促「老有所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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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
人口已突破2億。作為世界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過億的唯一

國家，中國重度老齡化和高齡化問題將越來越突出。老齡化對養老、
醫療衛生服務等相關領域不斷帶來新挑戰，加強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
設的任務繁重。

建議對老年人進行全面評估
在何超瓊看來，目前北京養老機構發展主要存在四方面問題：一是

設施不足，未契合長者人口分佈。二是行業內缺乏資源人手，且現時
從業人員普遍教育水平不高，大都未具有醫療知識。三是社會辦及政
府辦設施互相競爭，難以生存。四是現時大部分小區養老機構未登
記，未符合標準，現時營運的養老服務設施中，僅兩成符合城市規
劃、建設用地、消防安全等條件。
對此，何超瓊建議政府對全市老年人進行周期全面性評估，以此為

依據提供合適服務；鼓勵民資加入「銀髮產業」，可提供低息借貸，
以加強競爭力推進產業發展。同時建立評分檢討制度，為服務提供商

評級，以有效分配政府資源，推進產業發展。「其他政策和周邊軟性
配套亦不可或缺，如教育宣傳居家養老，長遠的退休保險及醫療保險
等。」

借鑒香港經驗加強人才輸入
何超瓊提出，北京應積極投放資源培訓護理員，以應對需求。去年
北京與香港落實《北京市衛計委與香港醫院管理局2014至2019年度
合作備忘錄》，可向香港借鑒有關培訓服務經驗；長遠可擴大區域合
作範圍，如人才輸入等。政府也可投放培訓資源於醫學院，讓專業醫
療人員及從業員培訓老人護理員，將專業知識及經驗與受訓人員分
享，培訓質素亦有保證。
何超瓊指出，老人的生活品質很大程度上繫於退休人士的經濟能

力。內地相比其他發達國家起步較慢，民眾未富先老；內地多年未有
對法定退休年齡作調整，退休年齡不合時宜，且養老基金投資範圍過
於狹窄；從政府角度說，基金管理部門在管理基金上存有衝突，企業
年金、個人保險等主要是用來填補強制性的養老基金的替代率，以致
常要動用中央財政儲備來補貼百姓的養老金。

轉變管理模式穩固養老基金
她在提案中建言，養老保險基金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應分開管理，

採用不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統籌賬戶交由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運
作；個人賬戶則由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委託給合資格的私營基金管理
公司運作。另一方面，可加大力度推動企業年金，為養老基金建立另
一穩固支柱。

李稻葵：亞投行需充分創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

協專刊訊（記者 馬玉
潔、何凡）近日，全國
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
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
主任李稻葵（見圖）在
京指出，亞投行的決策
應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
標，而不應過多考慮政
治因素，要使其真正服
務於世界各國的普羅大
眾而非某些國家的統治
階層。他認為，對於現
有的國際治理和國際組
織的文化的變革，亞投
行需要進行充分創新。
他又指出，在當前內地

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中，應努力做好兩件事，即盡快發行地方債
和設計正面激勵機制促進地方政府有所作為。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近日在京舉行。李稻葵在此間表示，

亞投行的使命，應清晰地定為一個為亞洲地區大眾謀求長期經濟發展
的非營利組織。其服務目標是周邊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而非相關國
家的短期利益。

亞投行可成立三新型委員會
他強調，亞投行在銀行治理方面須有創新。在效仿現有國際機構的
基礎上，可成立至少三個新型委員會：由各國根據投票權投資量來分
配的董事會，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席位的監事會，及包括相關地區的工
會代表、勞動組織代表、學術代表和資本市場代表甚至文化保護方面
代表的議事會：從而使得重大事宜決策在事先得到充分商量，力求聽
到不同的聲音。此外，亞投行也應當強調文化建設，強調公開的、高
效的、包容的文化，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前來工作，並保證亞投行的決
策符合相關地區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對於內地經濟形勢，李稻葵表示，增速下行的底部已開始浮現，對
經濟長期增長應有充足信心。同時他認為，穩經濟比穩增長的含義更
廣、更重要。穩增長只關係到GDP增速，而穩經濟要求整體發展勢
頭基本穩定，且逐步上行。

籲設激勵機制促地方政府有為
他並提出，從中央的角度，應設計一些正面激勵機制促進地方政府

有所作為。具體形式可包括通過由上級政府對直接下級設立優異表現
獎，來彌補GDP增速放緩帶來的激勵空缺。而考核標準可以是在改
革、創新和環保等方面的工作業績，來彌補GDP導向結束後正向激
勵缺失的情況。「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的基本經驗，是市場這隻
『看不見的手』要與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往一處使勁。這個重要
經驗不能丟。」李稻葵說。

趙啟正：新媒體時代公共外交需全民參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訊（記者馬玉潔）國內首
部公共外交藍皮書——《中
國 公 共 外 交 發 展 報 告
（2015）》近日在京發佈。
藍皮書主編，十一屆全國政
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
院院長趙啟正（見圖）表
示，新媒體時代中國的公共
外交工作，要更多依靠政府
之外的力量，最大可能地調
動和發揮普通民眾參與。

出境遊客是公共外交自動承擔者
趙啟正表示，凡是有能力和外國人交流的人，都有承擔公共外交

的責任。他以赴海外遊客為例說，中國每年有1億人次出境旅遊，
除了港澳台至少四分之一是到外國，「不論在巴黎鐵塔下，在涅瓦

河畔，還是在大都會博物館都能聽見中國的聲音。」他們是公共外
交的「自動承擔者」。
他指出，他們之中很多人並無公共外交的概念，其言行表現卻有

公共外交的效果，即會提升或損害中國的形象。「比如出國不排
隊，吃了飯剩一桌，在人家的古建築刻個字，做的就是負面的公共
外交。」他強調，提倡公共外交實際上是提倡中國文化的進步、公
民意識的增加。

企業「走出去」應有對話本領
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將走出國

門。在趙啟正看來，公共外交對企業來說是「走出去」的必修課
程。
他表示，企業「走出去」面對的不僅僅是國外企業，更是面對整

個國際社會，包括與政府、議會、工會、媒體、環保組織等各方面
的溝通。對此藍皮書也指出，中國跨國企業在輿論引導力、公益活
動參與度上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趙啟正坦言，目前民間承擔的公共外交還比較弱，而企業從其切

身利益出發，有機會成為民間公共外交的重要突破口。

有一個情況須特別說明，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最後一段時間（即自
「舊香港」至「新香港」的「十二年過渡時期」）裡，香港立法局的
地位和功能、香港立法局議員的產生和議員結構，的確發生了重大改
變，開始引入了所謂「代議制」的因素、開始引入了民主選舉的成
分。
——如1985年立法局的部分議員開始實行間接選舉；
——如1991年立法局的部分議員開始實行直接選舉；
——如1995年舊香港的最後一屆立法局的60名議員，全部由選

舉產生——地區直接選舉20席、功能組別間接選舉30席、選舉委員
會間接選舉10席。立法局的主席也不再由香港總督擔任，而是由議
員互選產生。
那麼，為何立法局在這時候會產生如此重大的變化？我們必須有

一個清醒的認識——那就是經過中英談判，英國人非常明確地意識
到他們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已無法再繼續下去了，在1997年7月1日
他們必須把香港交還給中國。因此英國人為能在1997年7月1日香
港回歸後繼續保持他們對香港的影響力甚至是控制力，他們才決定
在香港的「過渡時期」突擊搞有利於他們的政治安排，以便在他們
「光榮撤退」以後，在香港還有可以代表他們利益和意志的「政治
代理人」，香港回歸以後還可以是一個「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社
會」。
他們搞這種政治安排的突破口，就選在立法局——因為他們知道
香港未來的「總督」——即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他們不好控制，
因為對於行政長官，中國的中央政府掌握有實質任命權；但是香港
未來的立法局——即香港特區的立法會，他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
所控制——因為立法會選舉出來，僅僅需要報中國的中央政府備案
而不是批准，所以，如果這個選舉制度設計好了，至少可以保證他
們中意的「政治代理人」可以在其中佔據很大一部分——至少是關
鍵少數。
因此，在「過渡時期」，英國人通過1984年《代議政制綠皮
書》、1985年的《代議政制白皮書》和《立法局（權力及特權）條
例》、1992年彭定康的「政制改革方案」，逐步實施和完成了這一
戰略佈局。這也就是為什麼英國人在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
都不搞「民主」，而偏偏在「光榮撤退」前的十幾年間在香港突擊
搞「民主」的真實原因。也就是說，英國人在「過渡時期」在香港
突擊搞的「民主」，其出發點並不是他們所標榜的「還政於港」、
「還政於民」，而是為了最大化地保證英國人在1997年香港回歸以
後的利益以及影響力甚至是控制力。
因此，我們歷史地看，香港的民主絕不是英國人在「英人治港」

的殖民統治時代「恩賜」給香港人民的，在那個時代香港人民是沒
有任何政治參與權力、沒有任何民主選舉權力的。在那個時代，有
兩句很流行的話可以非常形象和生動地說明這個問題——一句是
「香港有自由無民主」；一句是「香港人有政治冷感」。這是英國
人在「英人治港」的殖民統治時代給港人留下的非常「尷尬」的歷
史遺產。
（作者係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

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何超瓊在何超瓊在20152015年北京市兩會年北京市兩會。。 記者何凡記者何凡 攝攝

據北京市民政局數據顯示，2013年市內戶籍老人達277萬，佔戶籍人口

21%，老年人口正以每天400人、每年15萬人的規模和年均6%的速度增

長。人口增長快並日益呈現高齡化、空巢化趨勢。對此，北京市政協常

委、信德集團董事總經理何超瓊在今年北京市兩會遞交提案，呼籲建立居

家養老支持體系，通過延長退休年齡、強化個人及地方養老基金經濟實力

等措施，並可擴大京港在此領域合作，促使「銀髮社會」人民「老有所

依」、「老有所養」。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頔

■■在銀川市長城花園社區的老年人在銀川市長城花園社區的老年人
日間照料中心日間照料中心，，幾位老年人在排練幾位老年人在排練
歌舞節目歌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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