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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始終如一

經歷去年持續79天的非法「佔中」，以及今年6月
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反對派議員否決，香港進入了
「後政改」時期。不少香港市民對處於十字路口的前
途命運徬徨迷惘，擔心中央對港政策會因反對派的對
抗和搗亂而出現轉變。張德江委員長會見中華總商會
代表團時提出「五個始終堅持」，明確表示中央對港
的方針政策堅定不移，顯示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顧
並沒有改變，這一表態極大地鼓舞了全體市民的信
心。
回歸18年來，香港面對了許多困難、挑戰和考驗。
包括禽流感、SARS等疫症侵襲，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和
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政治風波亦是一浪接一浪，這
一切交相纏繞，令經濟民生受創，社會矛盾激化，特

別是非法「佔中」以及政改方案被反對派議員否決，
令社會族群撕裂加劇、矛盾加深。但在香港遇到困難
和徬徨之際，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克服困難，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張委員長提出「五個始終
堅持」顯示，不管香港處於順境逆境，中央對香港的
關懷始終如一。只要香港按照「五個始終堅持」，抓
緊機會，利用自身優勢，拚搏向前，應對及戰勝挑
戰，必能擺脫十字路口的徬徨迷惘，攜手踏平崎嶇，
再創輝煌。

呼籲工商界配合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張委員長會見香港中華總商會訪京團時，讚揚中總

長期以來在國家改革開放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方面一
直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他希望中總繼續發揚愛國愛港
優良傳統，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

工商界及社會各界的力量，以實際行動配合特區政府
推進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並發揮香港國際聯繫人作
用，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內地和香港企業「走出
去」繼續作貢獻。
張德江不久前在北京會見特首梁振英時指出，香港

發展經濟有多方面的機遇，包括廣東、福建的自貿
區，泛珠合作、「十三五」、CEPA，以至「一帶一
路」、亞投行、「滬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認
等。張委員長再次強調，香港要把握好國家發展帶來
的機遇，將其轉化為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的強大動力，
轉化為廣大市民分享得到的實在利益。長期以來，香
港工商界為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為「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為祖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和現
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工商界配合特首和特區政
府把握好國家發展給香港帶來的機遇，配合特區政府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大有可為的，工商界必不負中
央的殷切期望。

呼籲愛國愛港政黨支持特首依法施政
在會見民建聯訪京團時張委員長強調，民建聯作為

本港最重要社團政黨之一，重在「擇善固執，有所作

為」，始終堅持「一國兩制」
和香港基本法，支持特首和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並廣泛團結
社會各界人士，同時舉起「愛
國愛港」旗幟，敢於擔當，為大局謀大事。
據民建聯中人表示，張委員長傳遞的一個重要訊

息，就是呼籲民建聯為了大局要支持特首梁振英。民
建聯是立法會的第一大黨，亦是特區政府最主要的政
治夥伴，若然民建聯不支持梁特首，特區政府肯定將
會一事無成，香港亦難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確，
支持特首就是支持中央，只有愛國愛港陣營和建制派
全力支持特首施政，才能重拾香港競爭優勢，解決香
港迫在眉睫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
中央多次表示，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不支持

梁振英便是跟中央作對。中央這非一般的表述，表明
中央全力「挺梁」，是從大局出發，除了支持梁振英
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外，也是要粉碎反對派與外
國勢力竭力「倒梁」奪取管治權的企圖，以及欲將香
港作為對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橋頭堡的企圖。愛
國愛港政黨為大局謀大事，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不僅理所當然，而且必須全力以赴。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張德江傳遞兩大信息鼓舞港人信心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最近先後會見香港中華總商會訪京團和民建聯訪京團，張委員長傳

遞了兩大信息：一是中央對港政策不會變，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始終如一；二是中央呼籲，包

括工商界和建制派政黨在內的愛國愛港力量，要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兩大信息

為香港「後政改」時期立牌指路，極大地鼓舞了香港全社會的信心。

劉佩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深圳創新科技產業是怎樣煉成的？

深圳的人力資源政策及發展
創新科技的主力是人才。根據《深圳市

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1～2020
年）》截至2010年底，全市人才資源總量
為357萬人，深圳市未來的戰略是走人才
強市之路，引領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科學發
展的新局面。到2020年，深圳人才發展的
總體目標是通過建立良好環境，引進和集
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培養和造就規模宏
大、佈局合理、素質優良、創新能力強、
競爭優勢突出的各類優秀人才隊伍，實現
人才發展、產業轉型、人口調控有機統一
和相互促進。
深圳最突出的是推出高層次人才「孔
雀計劃」： 每年3億至5億元的投入，
在5年內引進50個以上海外高層次人才
團隊、1000名以上海外高層次人才，吸
引帶動1萬名以上海外人才來深圳工
作。納入該計劃的個人最高可獲150萬
元補貼。根據《深圳市海外高層次人才
享受特定待遇的若干規定》（試行），
海外人才可享受人才獎勵補貼、居留和
出入境便利、落戶、子女入學、配偶就
業、稅收、醫療、保險等八個方面的生
活待遇。其他還有客座專家「智庫計
劃」，企業經營管理人才素質提升工
程，教育名師造就工程，文化菁英集聚
工程，醫衛人才梯隊工程，公職人員能
力提升工程，技能精英培育工程和社工
專業人才培養工程。

建立區域創新體系
近年來深圳陸續佈局建設了51個公共

技術服務平台、94家重點實驗室、105

家工程研究中心、100家企業技術中心
和30多家科技企業孵化器，不斷補充、
補足區域創新體系的「短板」。
目前，深圳區域科技創新成果豐碩。根
據「十二五」規劃，深圳將力爭到2015年
全社會研發投入佔全市生產總值5.5％
以上。目標把深圳打造成為核心技術創新
之城的科技登峰計劃，迄今第一批共有32
個團隊申報，分佈在生物醫藥、電子資訊、
新能源和環保、光機電、新材料等領域。
其中31個團隊符合申報條件，總人數為487
人，其中有博士學位的有300人，佔核心
成員的62％。

建立完善創客空間
為促進創客（Makers）發展，推動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全社會創新創
業活力，加快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
城市，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起草《關於
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
意見》（國辦發〔2015〕9號）。
（一）支援各類機構建設低成本、便
利化、全要素、開放式的創客空間。對
新建、改造提升創客空間，或引進國際
創客實驗室的，予以最高500萬元資
助。
（二）支援創客空間減免租金為創客
提供創新創業場所。對符合條件的單個
創客空間予最高100萬元資助。
（三）支援創客空間完善軟體、硬體
設施，提升服務功能和服務能力。對創
客空間用於創客服務的公共軟體、開發
工具和公用設備等，予以不超過購置費
用、最高300萬元資助。
（四）創客空間用地納入深圳市新型

產業用地範疇，
在全市產業用地
供應計劃中優先
安排。市、區政
府產權的創新型
產業用房優先用
於創客空間的建設發展，把市打造成創
業活躍的國際創客中心。

深化科技綜合配套改革計劃
為了加強創新驅動智慧發展，深圳市
創新科技財政投入和資助科技研發資金
資助模式，引導民間資本參與重大科技
創新基礎設施建設。規範科技扶持資金
的管理，明確項目申報、審批、後續監
管、公示和問責程序。加強智慧財產權
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
發展技術市場，健全技術轉移機制，改
善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條件，完善風險
投資機制，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產業
化。整合科技規劃和資源，完善政府對
基礎性、戰略性、前沿性科學研究和共
性技術研究的支援機制。建立創新調查
制度和創新報告制度，構建公開透明的
科研資源管理和專案評價機制。構建覆
蓋創新全鏈條的金融支撐體系， 打造
「國際創客周」，促進創客運動在深圳
生根發芽、蓬勃發展，推動國家自主創
新示範區建設。

香港能夠借鑑深圳什麼經驗
當我們看到深圳的創新科技產業在騰

飛，自然提出這個問題。即使香港沒有
政爭問題，政府在公帑上的使用理念側
重單幹項目，只看論文刊登成果等都使
香港創新科技研究難成大器。再加上土
地房屋短缺，產業只限於資本集約的服
務，未能如深圳有生產基地作後盾。反
觀深圳，既能充分用好國家給予的寬鬆
政策，又利用好毗鄰香港開放環境的優
勢，成為一顆創新科技新星。若香港在
可行範圍內參考深圳成功經驗，以優勢
互補的原則更積極用好「深港創新圈」
攜手深化區域創新協作，將為香港的產
業結構開拓新的前景，而深圳創新科技
走出國際市場將更為可期矣！

（二之二，全文完。）

深圳市為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制定了全國首部國家創新

型城市總體規劃和促進科技創新的地方性法規，出台了自主創新

「33條」及一系列文件，從財稅、金融、人才、土地、知識產權保

護等方面作出相應支援。另一方面，推出一攬子科技計劃，以企業

為主體，市場為導向，建立以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政府

設立創投基金，年度額度由最初的幾千萬元增加到今年的30億元，

受惠的科技項目近11,000個，每個項目支援額達100萬元以上。在

基金管理方面一方面較寬鬆審批，另一方面加強效益評估，基金的

批額及結算均報人大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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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政府經濟顧問提交了標準工時的研究報告給標準工時委員會討
論。
這份報告不帶立場，主要內容是依照不同的假設去推算在標準工時立法
後可能發生的情況。
長期以來，香港工運人士都很努力地想推動標準工時立法，他們認為這
麼做對工人有利。
但是，事實是否如此？
根據政府的研究報告，如果實施了標準工時，有兩種情況會發生：一種
情況是目前工作時間很長，超過標準工時的人在標準工時立法後依然維持
這麼長的工作時間，因此會大大的得益，超時工作能獲得1.5倍的工資。
但是，僱主會這麼笨嗎？僱主願意支付更高的工資來要求僱員加班、超

時工作嗎？
不大可能。因此，實際上標準工時一立法，工人面對的更可能是收入大

幅減少。因為僱主會要求工人只依照標準工時工作，時間到就下班。
根據顧問報告的推算，如果標準工時定為44小時，僱員平均收入會大幅
減少28%。
當然，如果減少工作時間，僱主得額外聘用僱員。報告估計，單是保安

行業就得額外聘用4.53萬人。
今日，香港失業率很低，僱主似乎不可能額外聘請到4.53萬人。不過，
僱員在收入大減之後，不排除會尋找兼職工作，這就為僱主提供了額外的
人力供應。一名保安人員可能在A公司做8小時，再到B公司做4小時，以
維持收入不下降。如此做，還得花時間往來於兩家保安公司之間，一點也
不討好。
基本上，市場力量還是很大。
勞動力市場會自然地尋找出一個勞方資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點。實施了
標準工時之後，所有的僱主的第一選擇很自然地一定是削減超時工作的時
間，以節省額外的工資。問題是有沒有能力聘請到額外的工人。整個關鍵
處就是香港的經濟。如果經濟好，失業率低，勞動力供不應求，僱主自然
得付更高的工資成本來維持生意的運作，這包括加工資，加班補薪；如果
經濟情況差，工人的工資卻因為最低工資加標準工時的立法限制而無法下
降，最終是僱主生意失敗、工人失業。今日西方社會就是如此。此外，不
論經濟好壞，工資成本上升的結果一定是僱主引入取代人力的機器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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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升級並日趨政治
化，反對派以文攻武鬥製造政治施壓，把
大學管理層遴選成為政治戰場的延伸，經
過「佔中」一役，「政治教師」和「政治
教授」誤人子弟，在他們身教的「教壞」
下，學生對社會的破壞力有目共睹，部分
教職人員和學生不務正業參與「佔中」，
對國家意識模糊，對法治意識的尊重薄
弱，對執法人員採取不合作態度，守法精
神被瓦解，道德標準更蕩然無存。
大學任命副校長與否或何時委派，理應

由校方自主決定，而不是由傳聞中的疑似
候選人夥同傳媒和壓力團體向校方施加壓
力，否則，大學將成為權鬥角力場，教職
員升遷稍有不如意便召開記者會，把政治
理念作為「免炒」或「保薦」的免死金
牌，動輒喊打壓，屆時大學將淪為搞政治
輕學術的獨立王國，給亂港分子提供了保
護傘。
一個僱主對是否聘用人才自然有其一套

準則，品德、操守、誠信均是考慮條件，
也會因應公司的實質情況決定是否聘用、
何時聘用，一切以公司的角度出發，面試
的功能是篩選符合應徵資格條件的求職
者，神女有心也要襄王有夢。僱主一日未
發出聘書，準僱員一日未上任，僱主均有
權改變主意，或接受其他條件更優秀的面
試入圍候選人。上述原則同樣適用在港大
聘請副校長的機制，直到現階段，校方從
未公佈掌人事任命權的副校長崗位候任人
選，若反對派陣營刻意製造煙幕以增加陳
文敏的勝算，便是對其他潛在候選人不公
平。這一邊校友關注組聯署嚷「文攻」；
另一邊廂，港大學生會又計劃組織圍堵校
務委員會的「武鬥」，劍指校務委員會成
員李國章，又是沒有政治成本的輸打贏
要。一個求職者不獲聘用，便組織黨羽炮
打目標公司的高管，邏輯混亂，品格卑劣
也。
反對派陣營一邊喊尊重程序、學術自主

及不宜政治考慮，卻自打嘴巴地嘗試以政
治動員為校方管理層構成輿論壓力，試圖
擾亂大學副校長的遴選和任命，無疑是雙
重標準。可以預期，若讓此等骯髒政治手
段得逞，反對派將食髓知味，瞄準各大院
校的高層崗位，以媒體和關注組等政治機
器動員，謀求搶奪各大學的話語權，把高
等學府變為亂港橋頭堡。
政客若只懂透過「出口術」、「動武」

的方式達到政治目的，搶奪不屬於他們的
東西，名不正言不順，藐視制度的存在，
是對學術、學校、校友、學生和大眾的不
尊重。若陳教授有德有才，是真命天子，
其支持者何必大動唇舌干戈，以政治施壓
威迫校方就範？甚至動輒要除去梁智鴻、
李國章等異己眼中釘？陳文敏是否賢能已
不言而喻吧！遴選副校長宜採用選賢任能
的準則，校方對副校長候選人的基本要求
為博士學位持有人，用人唯才大概也輪不
到陳文敏吧！

港大副校長遴選不能輸打贏要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7月29日（星期三）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楊莉珊

香港是全球最繁忙和最高效率的國際貨櫃港口之
一 。作為天然深水良港以及靠泊船隻的天然避風
港，同時由於位於遠東貿易航綫要衝，並且地處經濟
迅猛發展的亞太區域中心，香港港口不但是中國華南
地區的轉口港，更成為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和東北
亞之間的樞紐港。 另外，得益於設施完備、管理先
進、行政高效且運作成熟的國際性貨櫃碼頭，這裡每
星期可以提供大約350班貨櫃班輪服務，連接全球超
過510個目的地。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14年訪港的
貨運和客運遠洋船舶和內河船隻共189,500艘，同年
處理標準貨櫃數字達2,220萬個，使本港港口吞吐量在當年位列全球第4。

本地港口業面臨不小挑戰
過往驕人的成績並不意味港口業務可以高枕無憂。據最新報道，香港港口
吞吐量已經連續12個月錄得下跌，2015年上半年吞吐量按年下跌9.7%，已被
去年全球排名第5位的寧波港超越。當然，貨櫃吞吐量持續下跌與全球貿易環
境不斷惡化和航運市場長期低迷不無關係，與香港同為中轉港的新加坡也遭遇
類似情況。但無可否認，香港港口運營業務在全球港口體系中地位下降已是客
觀事實，而影響和制約本港港口運營發展則包括主客觀多方面因素。
主觀方面，香港港口的有形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和陸路物流運輸
成本等)明顯高出周邊港口許多。另外，本地土地與岸綫資源受到極大約束，港
口發展空間非常有限。客觀方面，珠三角港口群競爭激烈，深圳和廣州等鄰近
港口的碼頭作業能力、技術和服務質量與效率逐漸提升，逐步縮小與香港差距，
而有形成本又相對低廉。同時，珠三角地區產業梯度轉移和結構升級導致貨源
結構發生變化，加之全球貿易低迷，使得珠三角航運市場整體上供略大於求。

借「一帶一路」契機 開創新路向
然而，有危就有機，「一帶一路」建設為本港港口業提供了大好機遇。華
南地區貨物和國際轉運貨物是本地港口業的兩個主要市場。華南地區的貨源
將會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而持續穩定地增長。但是，由於香港面對
其他鄰近港口日趨激烈的競爭，可以預見經香港港口運輸的華南地區貨物所
佔比例將會進一步下調。根據《香港港口發展策略2030研究》的預測，香港
港口貨櫃吞吐量至2030年將平均每年維持1.5%的增長，主要是受到國際轉
口貨運增長所帶動。因此，大力發展國際轉運業務就成為香港港口未來發展
並確保吞吐量穩步增長的力點。
據2011年統計結果顯示，目前香港的海運載貨貨櫃吞吐量超過50%來自中
國內地(17.3%)和亞洲主要國家與地區(36.9%)，包括韓國、日本、台灣、新加
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汶萊、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
孟加拉和緬甸。隨「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和「亞投行」運作的逐步展
開，上述這些處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綫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將會持續，最

有可能成為全球貨物增長潛力最大的地區。因此，香港港口業應該借助「一帶一路」契
機，設立新的發展目標，向這些沿綫國家和地區積極推廣香港港口特色優勢，努力開闢新
的航運物流通道，為區域內開展貿易和運輸提供便捷。
同時，香港亦應努力尋找提升現有碼頭處理能力和效率的有效手段，以應對未來貨櫃吞
吐量增長的需求，包括改進貨櫃處理設施並改善營運效率，升級內河碼頭泊位，提供更多
駁船泊位，以及善用碼頭周邊土地和其他設施等，從而增強自身競爭力及鞏固國際轉口貨
物樞紐港的地位。這樣，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香港勢必能夠繼續維持全球大港的地
位，進而為航運業的「轉型升級」提供堅實基礎和有力保障，並成為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的超級「連接器」。

■劉洋

■劉佩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