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霧裡」看內地 港青應慎思
黃玉山：勿因誤解自我邊緣化 拒接觸易變激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旺角暴亂令全城震驚，更令

人擔憂的是香港青年問題或已「病入膏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

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坦言，香港不少年輕人對國家存

有誤解，故試圖邊緣化自己，拒絕與內地接觸、融合，衍生了近年的激進

「本土主義」。他期望年輕人不要再霧裡看花，而是要親身認識國家，了

解背靠祖國的優勢，及裝備好自己，為日後貢獻香港、國家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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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 兩會報道）今年是香港立
法會換屆選舉年。正在北京出
席全國「兩會」的全國政協社
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前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接受訪問
時表示，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
中再增議席難度大，未來數月
仍要把建制派的務實理念加強
傳開，爭取支持。

建制再增議席難度大
譚耀宗在訪問中提到，在立

法會增加議席難度大，能否多
拿一兩個議席改變立法會建制反對兩派現狀，從而解決拉布問題，
在於未來幾個月繼續努力讓社會明白到，建制派做這些事情，是對
香港大局和未來發展是有利還是不利。
他坦言，倘繼續讓反對派什麼事情都反對，相信香港很多事情都
不能做。他希望建制派繼續努力，把信息再傳出去，「我們不要暴
力，不要拉布，我們要香港發展。」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去年表明，今年立法會選舉不參選，不當立法
會主席。被問到很多建制派議員都希望推舉譚耀宗為新一屆立法會
主席，譚耀宗回應指，他參與立法局、立法會已超過三十年，時間
不短，故早前已提出準備退下來，讓位予民建聯年輕新一代。民建
聯已有二十多年歷史，有一批研究部人才，專門做研究予立法會議
員，「我們整個硬件、軟件都比較成熟。」
他續說，建制派的年輕新人學歷不低，具備專業背景，也有工作
經驗，在區議會至少連任兩屆，在政策範疇方面也可準備做決定。
「我們也培養了一批年輕人，他們在社會服務了比較長的時間，他
們有能力，有承擔。」
譚耀宗強調，即使年長一輩有一點經驗，仍應早點把機會給予他
們，讓他們有鍛練的機會。他回想自己三十多歲已當上當時的立法
局議員，認為現在的年輕人都有條件，亦應同樣把機會給予他們。
被問及他退休後，他是否放心立法會的拉布亂局無人處理時，譚
耀宗說，他對民建聯的一代有信心。雖然自己日後不在立法會，但
希望他在任立法會期間已起到帶頭作用。即使面對立法會反對派包
括拉布在內的種種手段，在區議會早已見慣反對派的年輕一代，要
應對問題也不大。

黃玉山在訪問時指出，香港目前的青年
問題源自部分年輕人對社會現狀不

滿：不少年輕人是「理想主義者」，有批判
思維，加上香港年輕人大多自小在香港長
大，很少機會親身接觸內地事物，主要是依
靠媒體認識國家，「傳媒過去介紹很多時候
都不全面，只集中報道政府貪污腐敗、社會
不公義等新聞。」由於霧裡看花，港青對國
家有誤解，最終衍生了激進「本土主義」，
甚至「港獨」思潮。
他坦言，香港年輕人對建制不滿是可理解
的，但不代表香港年輕人就應該試圖邊緣化

自己，拒絕與內地接觸、融合，更不應把不
滿情緒訴諸暴力，衝擊香港法治精神，「旺
角暴亂只是由少數年輕人發起，但對香港的
國際形象影響很深。那些衝擊的畫面，全世
界都看得見，外邊的人會怎樣看香港？這是
很清楚的。」

護港愛國可共存 勿搞「港獨」
黃玉山直言，「本土」不是壞事，但不應

是分離主義，而是可在關心國家、愛護香港
間共存，「廣東話、粵劇、蝦餃燒賣等傳統
食品要保存，我相信是沒有人會反對。但搞

『港獨』卻絕對不行，看歷史就知道香港從
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黃玉山期望，香港年輕人應擴闊眼光去看

問題，理性思考一點：「想不想香港社會能
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他強調，現時全世界
謀發展都離不開 China element（中國元
素）。香港年輕人應走進內地親身看一看，
多認識國家，了解背靠祖國的優勢，裝備好
自己，為日後貢獻香港、國家作好準備。

■黃玉山 姚嘉華 攝
■譚耀宗

苦等 3 年的創新
科技局去年底終成
立，而國家「十三
五」規劃綱要草案

更表明支持香港發展創新科技事業，香港
的創科發展現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
風」。黃玉山在訪問中表示，香港要及早
裝備自己，特區政府及商界都要「落水」
參與增加社會創科氛圍，鼓勵更多香港年
輕人投身發展創科產業。

黃玉山慨嘆，香港本應在3年前便應發
展創新科技產業，但多次錯失良機，「政
府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沒有足夠人才
及基本條件、工商界興趣也不大。」

不過，他認為，香港目前已具備條件，
加上有中央支持的優勢，今次再不能蹉跎
歲月，「香港人一直都很有創意，人力密
集、思想密集。國家已表明支持發展的優
勢，加上香港是國際金融市場，可融資及
與世界各地合作。」

黃玉山坦言，香港能否成功發展科技產
業尚是言之尚早，但一定要先走出這一
步。他認為，特區政府及香港商界均要
「take position」（佔一席位），「特區政
府一定要提供優惠及簡便政策，鼓勵創科
發展；大商家也要投放資金。」

同時，大學評審制度也要改革，鼓勵大
學科研；及加強香港與深圳兩地合作，共
同發展創科產業，以達至「雙贏」局面，
共享經濟成果。 ■記者 姚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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