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來，極少數鼓吹「港獨」的人士聲稱，要「檢
討2047年之後香港的未來」，甚至要推動所謂「公
投」來決定香港屆時的前途和未來。這些謬論違反
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也無視香港的歷史和現實
發展，違背包括絕大多數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
意志。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一向堅決維護國家
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
天，更不會容許國家分裂。因此，無論 2047 年後
「一國兩制」方針的具體內容將會出現何種新的發
展，有一個基本點將不會改變：2047 年以後的香
港，依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昨日出席民建聯路向營
時，批評「港獨」是偽命題，並指出，討論香港在
2047年後是否繼續實行「兩制」沒有問題，但香港
回歸祖國的事實是永遠無法改變的。這一論述，道
出了所謂「2047討論」的底線。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早在六千年
前，中國的先民就在香港居住，香港的史前文化屬
於中國華南文化體系的一部分。據考古的發現，最
早的港人，是從湖南北部南遷而來。兩千多年前，
香港就列入了中國的版圖。公元前214年，秦始皇
統一中國，香港屬於秦朝南海郡的番禺縣管轄。之
後，香港一直在中國歷個朝代之下，在中華民族的
大家庭裡不斷發展。即使是從十九世紀中葉被英國
通過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
強行侵佔的150多年之間，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聯繫
也從未斷絕。生活在這裡的華人，都認同自己根在
內地，屬中華兒女，是龍的傳人，是中華民族悠久
歷史文化的傳承者。近代以來的歷史和現實都證

明；無論是來自殖民統治者和侵略者的打壓，還是
經濟和社會的挑戰，內地和香港之間的血肉聯繫、
榮辱與共的共同命運都不曾改變。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香港從此回到祖國懷抱，開啟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新
里程。回歸近 19 年來，香港經歷了一系列的風風
雨雨，但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和全港市民的共同努
力下，香港抵禦了金融風暴衝擊和非典等災難的
影響，克服了重重困難，令「東方之珠」總體上
繼續呈現出燦爛奪目的光芒。無論從國家憲制和
基本法，還是從實際情況看，回歸後的香港，既
是700多萬港人居住和奮鬥的家園，也是全中國13
億人民共同奮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
重要載體。香港未來的前途和命運，和偉大祖國
緊密相連。因此，如果要探討香港 2047 年以後的
「一國兩制」事業如何繼續向前發展，廣大港人
的意見當然是很重要，而 13 億中國人民的民意，
也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決定因素。因此，有人
鼓吹由港人「公投」決定 2047 年之後的發展路
向，是沒有任何法理依據的行為，也是對 13 億中
國人民意志的褻瀆。

事實上，香港的未來，是由包括港人在內的全體
中國人民共同決定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說，無論
2047 年後「兩制」的具體內容會有怎樣的發展，
「一國」的架構是絕對不能、也不會改變的，香港
在2047年後一直都將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
此，目前少數人掀起的「港獨」逆流，根本無法改
變香港在「一國」之內繼續向前發展的步伐。

「2047討論」底線：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近日發表網

誌，講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調中國
經濟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香
港的金融地位無法取代。事實上，作為全球
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和全亞洲最大的資
產管理市場，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既得
益於雄厚的硬件和軟件實力，又受惠於「一
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面對激烈的國際競
爭，香港應該居安思危，卻也無需妄自菲
薄。面對挑戰和機遇並存，加快建設全面、
多元化的國際金融市場體系，不斷拓展金融
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提升自身「內功功
力」，才是香港應對競爭的正確態度和當務
之急。

數日前英國調查機構 Z/Yen Group 公佈
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跌出三
甲，以2分之差落後新加坡，排名第4位。
一時間坊間輿論憂慮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不再，甚至對自身金融優勢和特性產
生懷疑。眾所周知，香港和新加坡圍繞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競爭一直存在，且長期
處於「叮噹馬頭」的狀態。在管治效率和
立法速度方面，香港的確稍微遜色，因此
排名被新加坡趕超。但一時的排名變化，
並不代表香港就此全面失落國際金融中心
的優勢，只是對提升本港整體金融競爭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應該看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既
來自於市場穩健成熟、法治高透明度、金融

體系健全、資訊自由流通、信用狀況良好、
專業人才匯聚等自身傳統優勢，同時「一國
兩制」所帶來的政策紅利和發展機遇也是重
要的推手。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並持續開放，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香港完
全有條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揮更大影響
力。特別是伴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
進、亞投行的持續運作、「深港通」即將開
通等利好發酵，香港的優勢清單中將加入更
為不可替代的強勢選項，這對提升和鞏固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發揮舉足輕重的加
持效用。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對香港的發展
前景保持充分信心。

不過，由於全球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市場
活動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其它金融中心挑
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始終如影隨形，揮
之不去。在肯定自身優勢，保有自信和樂觀
心態的同時，香港也應積極彌補在金融市場
體系建設上存在的差距和不足。長期以來，
本地金融市場過分偏重股票市場發展，另外
地區金融體系始終難以完全脫離區域性金融
中心的範疇，應對外部衝擊能力較弱，在全
球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的情況下，容易暴
漲暴跌，放大波幅。因此，香港的當務之急
是在爭取保持國際排名的同時，加快完善金
融市場體系建設，推動金融市場增加多元因
素，並且向縱深發展，以提升抗壓能力和整
體競爭力，在激烈的國際金融中心競爭中站
穩腳跟。

勤練「內功」維護金融中心地位

建造業憂失業率升回沙士時
拉布影響浮現致裁員 剩3個月會期數十項撥款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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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批撥款工程項目(部分)
■屯門醫院手術室大樓擴建計劃

■葵涌醫院重建工程

■活化必列啫士街街巿為香港新聞博覽館

■虎豹樂園活化計劃

■欣澳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

■保良局元朗馬田壆青年宿舍建造工程

■活化前粉嶺裁判法院為香港青年協會領袖發
展中心

■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翻新工程

■將軍澳─藍田隧道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製表：記者 文森

香港建造商會行政總裁、大聯盟發言人謝子華指
出，全港約有40萬名市民從事建造業，每年需要

1,800億元公私營工程額，包括700億元工務工程才能
讓建造業維持基本發展，今個立法會會期共有72項共
675億元新工程項目，但受拉布影響，現只批出了2個
各1億元的新工程撥款及128億元維修工程撥款。他批
評拉布禍及民生，促請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果斷剪布。
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指出，有議員由
2013/14年度立法會會期開始拉布，當時逾900億元新
工程項目中，最終只批出36億元。他又說，當年拉布
影響陸續浮現，有承建商完成工程合約後不再與員工續

約，又有入行30年的測量師因不獲續約而失業5個月，
較以前失業兩個月更長。

承建商物料供應等或裁員結業
謝子華補充指，大部分大型基建工程將於2017年至

2018年完工，現時基建撥款減少，未來一兩年工程項目
相繼下降，工程項目出現斷層，承建商、物料供應等行
業會因前景不樂觀而裁員或結業，更擔心未來建造業界
失業率回升至2003年的19%。
伍新華表示，如工人失業，連帶餐飲、零售業相繼受
影響，「香港有700萬人，如果有120萬人口出咗事，

香港會唔會受影響？邊個出去買衫？邊個出去食飯？」

業界「一時餓死、一時飽死」
伍新華又批評，2014/15年度立法會會期最後兩個月
才一次過批出1,000億元新工程項目，令建造業「一時
餓死、一時飽死」，「如果1日要食1碗飯但唔畀我
食，仲會唔會捱到第十二天？去到第十二天又食唔食得
晒12碗？」
香港營造師學會前會長鍾冠文稱，建造業界各個工序
一環扣一環，需要平穩撥款及充足工程量才能持續發
展，如斷斷續續批出撥款，難以持續培訓及挽留人才，

令香港發展更滯後，亦會影響每年近1.3萬名建造業界
畢業生前景。
伍新華表示，若議員反對工程撥款，應理性討論並及
早提出，「佢哋可以反對，但應該喺之前討論同諮詢時
反對，唔應該喺撥款嗰一秒先反對。」他批評拉布議員
一直破壞香港經濟，「年年咁拉法，頭嗰10個月攞嚟
玩，得返臨尾嗰兩個月先畀錢我哋，我哋唔係乞兒。
他又說，只有議會正常化，才能減低對業界的影響，呼

籲市民盡公民責任，「唔好再做沉默的大多數」，9月立
法會選舉應投票給適合的議員。大聯盟原訂昨日舉行反拉
布遊行，但因天雨關係取消，暫定5月8日再舉辦遊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

對派議員持續拉布，令本年度立法

會會期內尚有60多項逾500億元

的新工程撥款仍待處理。由16個

建築業界團體組成的建造業大聯盟

昨日指出，本年度立法會會期只餘

下約3個月，擔心數十項撥款未能

如期通過。大聯盟又指，拉布影響

逐漸浮現，業界已出現裁員情況，

憂慮業界失業率或回升至2003年

沙士時期的19%，呼籲市民於9月

立法會選舉時投票，選出支持議會

正常運作的議員。 ■建造業大聯盟憂慮業界失業率或回升至2003年沙士時期的19%。 彭子文 攝

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昨日
發表網誌，形容
在勞工範疇眾多
工作中，較吸引
眼球的是勞工權
益工作，但其實
勞工處在就業服務方面，一直默默為各有需
要群組提供支援。他又指，雖然短期就業前
景受環球經濟增長緩慢及訪港旅遊業疲弱所
困擾，勞工處上月仍錄得超過12.5萬個私營
機構職位空缺。
張建宗最新一篇網誌題為「勞工處就業服務

持續加強」，指出勞工處一直默默為各有需要
群組提供就業支援；勞工處轄下13所就業中
心、三所行業性招聘中心、電話就業服務中
心、職位空缺處理中心、「互動就業服務」網
站，以及設置於全港多個地點的「搵工易」空
缺搜尋終端機，均提供一系列全面及免費的就
業和招聘服務，協助求職者尋找合適工作，和
協助僱主招聘人才。
為加強對少數族裔提供的就業服務，張建宗

指出，勞工處年多前開始推行「少數族裔就業
服務大使計劃」，聘用參與「展翅青見計劃」
並能以少數族裔語言溝通的學員於勞工處就業
中心、行業性招聘中心及招聘會擔任就業服務
大使，為少數族裔求職者提供就業服務，勞工
處已先後聘用四批合共63名少數族裔就業服務
大使。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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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與少數族裔就業
服務大使交流。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
區政府建議以專營權模式提供優質的士
服務，最快本年第三季完成研究。不
過，6個的士司機團體委託香港樹仁大
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民調與研究中心調查
顯示，67%受訪司機表示沒有聽過此政
策，更有近95%指從未被諮詢，反映當
局推出政策前未有先向司機及業界進行
全面諮詢。司機團體反對政府批出更多

的士專營權，建議從現有的士中撥出部
分營運優質的士。
調查於2月底至3月中進行，共訪問
1,005名的士司機。結果發現，63%受
訪司機表明，不願意加入營辦商成為全
職受僱司機，願意加入的僅佔33%，同
時亦有一半受訪司機不同意以受僱方式
提供優質的士服務。這些不願受僱的司
機中，65%擔心受僱後約束太多，其他

憂慮包括增加競爭、客源收窄等。
另外，71%受訪司機認為現時行業競

爭激烈；39%指過去一年收入較以前減
少；89%承認行內服務質素參差。的士
司機團體贊成嚴正執法，打擊行內壞分
子，他們亦希望透過優化服務，重拾市
民信心，吸引更多客源，增加收入。
代表6個的士司機團體的發言人符傳富

指數據顯示，司機對優質的士專營權方
案認知不足，只有少數司機曾被諮詢。
儘管多數司機認同現時的士服務質素參

差，但不同意優質的士專營權方案，因
現時的士乘客已減少，若再增加的士數
目，不但令路面更擠塞，而且影響的士
司機收入，建議從現有的士牌照撥出部
分來營運優質的士，反對發新牌照。
他表示，將向運輸及房屋局提交調查

結果，表達他們對當局建議以專營權模
式提供優質的士服務的意見及訴求，並
希望政府認真諮詢的士司機及業界意
見，慎重考量司機生計，釋除他們的疑
慮，同時確保其收入不受影響。

優的專營權方案 67%的哥未聽過

林鄭：積金供款轉退保不可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
席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昨日合辦退休保障（跨界別）民間諮詢會，官方、民
間、學者首次同台對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言時

指，把現時部分強積金供款轉移至全民退保計劃的建
議不可行，認為強積金有其功能，是香港其中一條必
須的退休保障支柱，不應削弱。
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林鄭月娥，昨日與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到理工大學出席民間舉辦的退保諮
詢會，進入會場前先與請願者握手。早前由逾180名
學者聯署建議的「全民養老金」方案，提出把勞資雙
方未來每月強積金一半供款注入計劃，昨日多名與會
者亦提出相關意見，但林鄭月娥認為做法不可行。

應續推「多根支柱」退保制度
她指出，扶貧委員會認為，應繼續推行「多根支

柱」退保制度，即使強積金有不足之處，也不應推倒
或削弱這根支柱，政府會處理不足的地方，長遠更應
增加供款，讓長者有更好保障。
她重申全民退保從來並非特區政府承諾，亦不是行

政長官梁振英競選承諾，行政長官政綱是指就處理老

年貧窮問題，研究如何引入短中長期措施，以改善現
時社會及退保制度。她又說，行政長官政綱提到的
「累積養老基金」相當於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提出的未
來基金，而不是全民退休保障安老金形式。

長者需求多元 養老金非萬能
林鄭月娥表示，若把公帑放在養老金上，一定影響特

區政府改善其他服務的能力，「此消彼長」；又認為長
者需求多元，例如需要家居照顧服務等，若以為簡單透
過養老金便可解決長者晚年憂慮，這不是事實。
在場者對林鄭月娥的說法感到不滿，學者方案代表黃

洪表示，梁振英競選時曾經口頭承諾推動全民退保，但
政綱沒有明確寫出，感覺「被欺騙」，又質疑政府一直
不肯接受轉移強積金融資方案，是因為與銀行有關。
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張文慧發言，批評政府就退保方

案有預設立場，沒有求同存異，認為目前應重新聚焦
討論如何落實全民退保。

■林鄭月娥（左二）回應市民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