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永健批反對派「玩法律」縱暴
信港法治精神不易被衝擊 惡行終將受制裁

香港少數激進分子刻意挑起所謂的「本土主義」、「港獨」思潮，

部分更走上街頭暴力抗爭，破壞社會安定。全國政協委員、前律師會

會長周永健昨日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批評，反對派及暴徒恃着香港的法

治精神衝擊香港的社會安定，「有一些反對派、法律界中人懂得如何玩法律

遊戲，有人帶住這些暴徒，才令這些年輕人夠膽作出這些暴力行為，因他們明白香

港是法治社會，他們有法律保障。」但他相信香港的法治精神並不會輕易被衝擊，暴徒的

惡行最終也會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記者 姚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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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道）在旺
角暴亂後，不少
人把問題矛頭指
向其他無辜的年
輕人。全國政協
香港委員、百仁
基金主席李文俊
昨日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香
港大部分年輕人
關注自己學業和
前途，不會支持
暴力。他認為香
港社會應多發
聲，讓年輕人理
解到「港獨」問
題的嚴重性，年
輕人也應放眼內
地，屆時自會了

解到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一部分的重要意義。
擁有兩名分別為12歲和11歲兒子的李文俊昨日在訪問中指出，由
極少數激進「本土派」中人策動的旺角暴亂出現了激進行為，絕不
是好現象。他擔心自己的兒子學壞，影響日後的發展。他希望社會
明白，香港社會不能動搖法治根基，擲磚放火、衝擊警察等行為絕
不能接受。

年輕人主要關注學業畢業後工作
被問到激進「本土派」時常代表年輕人說話，令人以為年輕人的

「港獨」和暴力問題嚴重，李文俊指出，這是不符事實的。百仁基
金過去不時舉辦年輕人的交流團，自己經接觸所得，大部分年輕人
主要關注學業和畢業後的工作前景，對政治不太熱衷，支持「港
獨」更是鳳毛麟角。

撐激進「本土」者極少 惜「被代表」
他續說，所謂支持激進「本土」的大學生根本只佔極少數，大部分
年輕人卻「被代表」。香港大學學生會前後兩任會長的言論更絕不代
表廣大香港青少年，希望社會不要誤會香港年輕人，避免加深誤解。
李文俊說，理解個別年輕人始終有自己想法，但香港社會仍應透
過溝通和感染化解矛盾，特別是要由自己出發，待之以誠，否則只
會加強年輕人的逆反心理。
李文俊強調，在其他國家及地區，有人擅稱「獨立」屬於嚴重罪

行。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近年「港獨」和激進「本土」思想開始在
香港「生根」，主因是過去發聲的人不多，令年輕人不知底線。
他期望，香港社會越來越多人能對「港獨」說「不」，而香港年輕
人的視野也應開闊點。內地經濟增長仍然迅速，機會和經濟增長成正
比，港青只要多到內地在就業和創業增加自己的體會，自能有所獲益。

■李文俊 鄭治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
報道）慈善法（草案）近日正式走
到台前提請審議，邁出第一步。香
港發展慈善事業成功經驗豐富，未
來哪些方面可供內地借鑒呢？全國
政協委員、香港新家園協會會長、
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近日在
京接受本報專訪指出，內地下一步
應針對民間慈善事業，明確規定稅
收優惠的具體內容並盡快加以落
實；進一步完善政府向慈善組織購
買服務的機制；建立健全慈善組織
發展的監督機制。

可借鑒港成功經驗
今年兩會期間，許榮茂作為第一
提案人，聯合許家印、李家傑、王
力平、韓國龍、張茵、陳江天、賴
海民7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了一份
聯名提案，希望內地進一步完善慈
善法，並借鑒香港發展慈善事業的
成功經驗，保進內地慈善事業發
展。
目前，內地民間公益事業面臨

「三座大山」：登記難、籌款難及
稅收優惠落實難。許榮茂說：「我
們建議，慈善法應該進一步明確提
出慈善組織、慈善信託的哪些收入

是可以免稅的；哪些捐贈財產用於
慈善活動的，是可以免稅。此外，
異地慈善組織出具的捐贈票據，建
議也可以進行個人所得稅及企業所
得稅的捐贈稅前抵扣，從而為異地
捐款提供一定的扶持。」

倡獎勵購服務推公益
在香港，特區政府並不是全部直
接提供福利，而是以「花錢買服
務」的方式施行。
許榮茂建議，民政部門應積極考

慮一些信譽好、管理優良的民間慈
善機構，給予一定的財政援助，還
可以通過獎勵、補貼等方式引導慈
善組織實施公益項目，或通過制度
化的政府採購，以公開競投的形式
向民間慈善組織提供支持，大力培
育和發展民間組織，以壯大慈善事
業長期發展的社會基礎，促進現代
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
他舉香港的新家園協會為例，

「在幫助新來港人士和準備赴港定
居的人士及其家庭方面，我建議國
家民政部就可以向諸如新家園協會
此類規模較大、口碑較好的慈善機
構購買服務，為內地慈善事業改革
進行大膽嘗試。」

許榮茂籲內地完善慈善補貼監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2050年前，內地老年人口估計將突破4億
人。許榮茂建議，各省市政府聲着力保障
基本養老服務，市場和社會則提供多樣
化、多層次的養老服務，逐步形成居家養
老服務、社區養老服務、機構養老服務相
互融合、協調互補、結構有序的一體化網
絡格局。
許榮茂認為，商業性養老機構應根據老年

人收入情況、家庭情況和健康狀況，滿足不
同的健康養老需求，提供如短期居住型、長

期居住型、療養保健型等多元化、各富有特
色的養老服務。

冀各省市政策給力扶植養老業
「在養老的建設經驗方面，台灣，及日
本、歐美等地區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之
處。」他建議，各省市政府應加大對健康養
老行業參與企業的政策扶植力度，通過優惠
性政策積極引導企業和資金進入健康養老市
場。要切實解決民辦養老機構准入難、融資
難、醫療配套服務匱乏、建設運營成本高的

問題。要降低行業准入的門檻，對養老企業
進行註冊分類。在融資方面，要加強對民資
的融資支持，鼓勵民辦機構通過債券、股票
市場進行融資。

建議各方組金融生態鏈
許榮茂還提出，要加快金融制度創新，建

議構建由開發商、運營商、保險公司、房地
產投資基金等組成的完整金融生態鏈，如
「以房養老」、房地產投資基金等拓寬養老
資金來源。

倡提多樣化多層次養老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國家
「十三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提出，支持香港建
設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及支持港澳參
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周永健在訪
問中建議，中央及特區政府應提供清晰藍圖，讓
香港的專業人士能看清路向。

港可作國際法律解爭議中心
周永健表示，香港具備「天時、地利、人和」
條件，特別是法律界具足夠的專業人才及技能，

有本錢建設香港成為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
心，故應構建平台讓專業人士發揮作用，參與國
家的「一帶一路」建設。
他續說，「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前瞻性的長

遠計劃，「如何成功做到幾考工夫。」香港法律
界的資源有限，「如果大家各自各這樣做，這邊
做一個國家；那邊又做一個國家，是很難有明顯
效果的。」他期望國家及特區政府未來可提供清
晰藍圖，讓專業人士能看清路向，為國家及香港
作出貢獻。

籲政府提清晰藍圖
助港專業看清路向

■許榮茂 葛沖 攝

■周永健 姚嘉華 攝

獨家專訪

■周永健批評，反對派及暴徒恃着香港的法治精神衝擊香港的社會安定。圖為旺角暴亂。 資料圖片

製造事端者不可能成功

周永健在訪問中坦言，他對旺角暴亂事件感到很
可悲。由違法「佔領」到近日的旺角暴亂，有

關人等的所作所為正在挑戰香港的法治精神，但這
些製造事端的人不可能成功衝擊香港的法治，暴徒
最終也會得到法律的制裁，「香港人的法治觀念很
強，法治精神不會輕易倒退。……長遠來說，法律
不是用來保護違法的人，他們最終也會得到應有的
法律制裁。」

父母教師少講「一國兩制」
周永健指出，激進「本土主義」、「港獨」思潮抬

頭，是因為不少年輕人對「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
缺乏認識，「最影響年輕人的就是父母及老師，但他
們很多時候都不會在家裡及學校講『一國兩制』，就
算講，他們都是認識不深、一知半解。」
他坦言，不少香港年輕人都誤以為「一國兩制」是
理所當然的，沒有認真了解其歷史由來，不懂得去珍
惜，「『一國兩制』本來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前後是
經過1982年開始的中英談判，及後來多名香港人努
力爭取，最終才在1990年頒佈的香港基本法內體
現。」

難向上流不應成「暴」借口
周永健續說，香港社會在過去數十年確實變了很
多，已轉變成為成熟的經濟體，要再迅速增長困難重
重，「競爭的確大了，謀生空間是窄了，向上流是困
難了。」
不過，他強調，這不應成為年輕人走上街頭抗爭的
藉口。現在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香港年輕人應要走
出去，謀求發展的機會，「向外走，認識國家、國
情，利用背靠國家發展的優勢，利用國家這個大靠
山，尋找機會，才是解決向上流的正確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