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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挺張主任講話 促立會通過政改
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港民主發展跨出一大步

香港青年應具備遠大眼光、包容胸襟和自強心態
——在2015博鰲亞洲青年論壇（香港）開幕式上的致辭

尊敬的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泰國前副總理兼
外長素拉傑理事、周波副主任，
尊敬的周文重秘書長、梁宏正主席，
各位嘉賓、青年朋友們：
作為博鰲亞洲青年論壇的老朋友，我首先對這次論壇

的舉辦表示誠摯的祝賀！
博鰲亞洲青年論壇每一次的主題都恰到好處地扣準時

代的脈搏，啟發青年一代對責任擔當的思考。今年的論
壇以「結構變革中的亞洲：青年的前瞻與角色」為主
題，契合了當今世界對「亞洲世紀」的關注，也凸顯了
前瞻眼光對青年人的重要性。借此機會，我想就香港青
年如何迎接時代和環境變化的問題談三點看法，與青年
朋友們探討和共勉。

以戰略眼光看世界格局變化
第一，香港青年要有遠大的眼光。香港地方雖小，但

能量很大。這是因為香港已發展成為亞洲乃至國際上重
要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這種地位的形成，本身就
是國際局勢風雲際會的結果，也是幾代香港人以廣闊的
國際眼光和靈活的應對策略把握機遇的成果。正如登臨
太平山頂才能把維港景色盡收眼底一樣，謀劃香港未來
的發展前景、尋求新的競爭環境之中的致勝之道，同樣
要登高望遠。特別是要以戰略和前瞻的眼光看到全球經
濟發展重心向亞洲轉移對世界格局的影響，看到中國和
平崛起的大趨勢，看到香港在中國內地與外部世界交流
合作中的獨特角色。

舉例來說，大家都知道，「一帶一路」戰略東牽亞太
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橫跨歐亞大陸，穿越非洲，
涉及的地區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
分別佔全球的63%和29%。有眼光的人看到的還不止是
這些。香港的成功企業家馮國經博士告訴我：他們的團
隊預測，未來30年，全球將新增30億中產人士，80%分
布於「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這將直接改變全球
消費市場的格局，意味中國消費品輸出的戰略性空間
將隨之延伸和拓展。如果看得再長遠的話，「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沿線市場還可能演變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
易區，所產生的輻射效應必將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實
實在在的巨大利益。

把香港擺進這樣一個遠景中來觀察，可以預見，憑借
其自身的區位優勢、資金優勢、現代服務業發達和國際
聯繫廣泛等優勢，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為「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的重要樞紐。我想，新一代香港青年謀事創
業，都應該有這樣的超越香港、超越當下的眼光，真正
做到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那樣的話就會擁有廣闊的發
展空間和展示舞台。

尊重內地社會制度同胞感情
第二，香港青年要有包容的胸襟。「一國兩制」方針

允許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在一個國家內長期並
存，本身就體現了博大的政治包容。我贊同有的朋友所
說的，內地對香港要有「以大事小」的度量，要尊重香
港同胞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等。同樣，香

港同胞也要尊重內地的社會制度和內地同胞的感情。
香港與祖國內地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香港與內地各領

域交往日益密切的大趨勢不可阻擋，香港未來發展最重
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互利共贏。另一方
面，香港需要繼續以開放包容的姿態面向亞洲和世界，
吸引各地的資金、人才、技術、文化等在這裡集聚。這
有利於保持香港作為國際性城市的魅力和活力。我們的
祖先早就講過：「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香港未來的更大發展，必然伴
隨與內地的更深融合和對世界的更大開放。

創業就業置業難 應逆境自強
第三，香港青年要有自強的心態。當代香港青年總體

上是幸運的一代。上幾代先輩的艱辛拚搏已經鋪墊了豐
裕的物質基礎。不可否認，當前許多青年朋友也面臨創
業難、就業難、置業難的困擾。但也要看到，這些問題
並非香港獨有，而是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而
且，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已經為解決這些問題採取了許
多務實的政策舉措，並仍在持續努力。

與此同時，我們也時常聽到一些青年朋友逆境自
強、勇於創新、成功創業的故事。在內地青年中，丁
磊26歲創辦網易，馬化騰27歲創辦騰訊，張朝陽32歲
創辦搜狐，馬雲35歲創辦阿里巴巴……。這些人物的
故事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我不久前也講過香港科技
大學畢業生汪滔創辦世界一流無人機企業大疆公司的
例子。

目前，入駐深圳前海「青年夢工場」的14家創業服
務機構有一半來自香港；40家初創企業，有三分之一是
香港的創業者創辦。生活和命運從不眷顧耽於優越感、
坐享其成者，而是將更多機會留給找準人生位置、善於
捕捉機遇、埋頭苦幹、自強不息的人。

普選影響現在及未來青年
講到眼光和機遇，我還聯想到香港社會正在熱議的普

選問題。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是中央政府、特區
政府和廣大港人的共同心願與期盼。這不僅是香港民主
發展的跨越，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創新；不僅牽涉
到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關係，也牽
涉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和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不僅影響到這一代人的參政機會，也影響到
現在以及未來的青年。站在全局和長遠的角度看這個問
題，我們都應該跟隨主流民意，都應該說一句：
「2017，一定要得！」

去年「五四」青年節期間，習近平主席在考察北京大
學時說，「時間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
際遇和機緣，都要在自己所處的時代條件下謀劃人生、
創造歷史。」我深信，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有
祖輩傳承的獅子山下的奮鬥精神，加上遠大的目光、自
強的心態、融通中西的長處，新一代香港青年一定能演
繹出新的香港精彩故事。

謝謝大家！
（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成功落實2017年
特首普選，將會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里程碑，署理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博鰲亞洲青年論壇上強調，特區
政府公布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全面、合憲、合
法、合情、合理和可行的，能讓香港民主發展走出歷
史性的一步。她呼籲香港各界，尤其是年輕人，齊心
支持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為香港民主發展作出貢
獻。
林鄭月娥昨日在博鰲亞洲青年論壇開幕式上致辭，在

勉勵香港年輕人的同時提到特首普選的問題。她指出，
今年是香港政制發展極為重要的一年，香港正處於政制
發展的關鍵時刻，落實普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是中
央、特區政府以及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她續說，經過了差不多一年半的公眾諮詢和討論，特

區政府在上月底公布了特首普選辦法的具體方案。「這
個方案是一個全面、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方案，
是確實可行的，也是能為香港在民主發展走出歷史性的

一步。」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料將於下月提交立法會表決，

林鄭月娥呼籲：「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在未來大
概1個月的時間，能繼續發聲，為我們的民主發展作出
你們的貢獻。」

港青應善用發展機遇
林鄭月娥並在致辭中指出，亞洲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

最快的地區，是個讓香港以至全球青年大展拳腳的舞
台，而正如特首梁振英所說：香港的優勢在於中國內地
和外國之間的聯繫作用，是國內外的「超級聯繫人」，
「作為香港的年輕一代，我們應該好好善用國家給予的
優惠和國家高速發展帶來的動力，把握亞太地區經濟發
展的機遇。」
她認為，香港應放眼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的

經濟發展迅速，影響力與日俱增。為了進一步加強香港
與東盟的經濟發展聯繫，特區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開展

了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計劃明年可以完成談
判。香港應利用此優勢，打開海外市場。隨着自貿協定
的落實，不斷擴展的東盟市場相信能夠為香港以至周邊
的經濟體帶來更多的商機。

籲放眼「一帶一路」國策
林鄭月娥強調，要充分把握當前的機遇，香港青年的

目光也不能僅僅局限於亞洲。香港在金融、貿易、專業
服務和基建投資等方面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應利用這
些優勢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成為「一帶一路」項
目的支援基地。
她續說，香港將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的貿易

聯繫，促進貿易和投資往來，為香港的貨品、服務和投
資進入海外的市場，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我也期望各
位青年朋友能夠積極研究和思考，如何把握『一帶一
路』策略所帶來的龐大機遇，發揮自身優勢，並透過這
個重點的國策，為我國發展作出貢獻。」

林鄭：普選方案兼具法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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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證中央誠意推普選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

文端對本報記者指出，張主任的講話證明了中央政府
是全心全意要讓香港在民主發展路上跨出一大步，因
為500萬人投票明顯比1,200人投票更民主，且今次
的普選方案「入閘」門檻低，「出閘」既不記名又沒
有提名上限，都是十分「手鬆」的安排。
他表示，身為一個見證了香港回歸前後發展歷程的
市民，他真的很希望可以看到香港能夠在政制上再行
前一步，令自己可以在2017年與全港500萬合資格選
民一樣，一起到票站投票選特首。

鄭耀棠：否決損與中央關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譽會

長鄭耀棠認同張主任所說，倘特首普選方案不獲通
過，將會影響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他又批評，反對派

目前仍只停留在「口號式」的爭取，為反而反，根本
沒有實際訴求，「他們實質想要什麼都沒有人知
道。」

陳勇：須依法循序漸進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認為，目前
的普選方案的確是一個合憲、合法、合情、合理，兼
配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好方案，可讓民主跨出一大步。
張主任在博鰲青年論壇這個場合說出這番話，是希望
香港的未來主人翁明白，無論是個人事業以至政制發
展，都一定要按規矩，依法地、循序漸進地發展，
「正如你希望有更多財富，應該努力工作或開展自己
事業，不會說靠打家劫舍來求富貴一樣。」

王國興：方案通過迎新氣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張主任的發言內

容十分正確，「普選方案內容已經讓香港的民主發

展跨出一大步。以往特首選舉都是由選舉團產生，
若方案獲得通過，特首（人選）就會透過『一人一
票』方式，由全港合資格的選民投票產生，大家可
以想像得到，這個安排絕對是如假包換的『普
選』。」
他指出，特首普選方案倘獲通過，不但會為香港帶

來新氣象，對國家也是一個創舉，證明國家對香港有
信心。他並強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讓心存推翻主
權的人擔任地區首長，而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必須尊
重國家主權，不容任何人搞分裂甚至獨立。

姚思榮：勝原地踏步勿錯失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則指，任何一件事都「沒
有最好，只會更好」，政制發展也是同一道理，應該
循序漸進地推行，根據當時的實際環境逐步完善。是
次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將令香港的政制能夠向前邁
出一大步，較原地踏步更好，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錯
過這個機會。

何俊賢：否決激化政治矛盾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表示，張主任說的話很

對。是次政改關乎到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倘方案
被否決，香港或會受到很嚴重的傷害，政治矛盾及生
態也會愈趨激化，內地與香港特區之間所有的交往，
無論政治或經濟會有可能受到影響。他呼籲立法會議
員支持方案通過，讓香港有更好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連嘉妮）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強調，香港實現

2017年特首普選，不僅牽涉到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關係，也牽涉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和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香港各界人士昨日都表示

認同張主任的講話。他們強調，特區政府提出的特首普選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

理，可令香港民主發展跨出一大步，立法會絕對應該讓方案得以通過，令香港民主進程

有更好的發展。

■鄭耀棠批評反對派為反
而反，沒有實際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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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認為特首普選可讓
香港民主跨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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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於博鰲亞洲青年論壇開幕式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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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表示，張主任的
發言內容十分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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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榮指政制發展應該
循序漸進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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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呼籲立法會議員
通過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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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特別
中委會昨晚決定凍結黨員黃成智的黨籍，即日
生效。有政界人士質疑，民主黨是在扼殺黨員
言論，又質疑該黨創黨主席在2010年也曾公開
和民主黨中央唱反調，反對通過政改方案，理
應是第一個被凍結黨籍的黨員。

「行刑」前「煞停」聯署
黃成智昨日在民主黨特別中委會舉行前，突
然宣布取消進行「有條件」接受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的聯署行動。他解釋稱，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
榮順日前已指他提出的，包括提委會由公司票
轉為個人票，及「白票守尾門」都不可能落
實，其朋友即「提點」這是中央的明確表態，
故他決定取消行動。
不過，中委會最後仍然以21票贊成、1票反
對，通過由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提出凍結其黨
籍的動議，有效期最長維持6個月，令他成為民
主黨成立以來，第一個被凍結黨籍的黨員。黃
成智稱，他對何俊仁的決定感到難過，但會尊
重黨的決定，並堅持不會退黨。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會後批評，黃成智發出的

訊息，會混淆市民對民主黨立場的認識，又期
望黃成智「真的」取消聯署行動，但黃成智已
經對民主黨造成很大的傷害，不得不凍結其黨
籍。據悉，民主黨紀律委員會將於本月21日進
行調查，決定是否開除黃成智的黨籍。
有與會的中委成員透露，是次聯署原由資深
黨員張文光及楊森等策劃，但「乳鴿」來勢洶
洶，遂決定「剎車」，遂犧牲黃成智以保留實
力。

李柱銘常唱反調卻縱容
有政界人士批評，民主黨在2010年時支持政改方案時，

是由黨員大會一人一票決定，是次計劃否決政改方案卻連召
開黨大會也不敢，更以「凍結黨籍」來扼殺黨員言論，是大
倒退。該人士又反問民主黨的黨綱中，「哪一條寫着不容許
黨員發表和黨中央不同意見？若真有這條，經常公開和黨中
央唱反調的李柱銘，理應第一個被該黨凍結黨籍。」

■盧文端表示，張主任的
講話證明了中央政府的誠
意。 資料圖片

張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