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德江高度肯定梁振英工作 支持特區政府謀發展惠民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視察香港，不但三度肯定特首梁振英的工作，而

且明確要求各界人士要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強調這對維護香港法治和

社會穩定、對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特別是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緩解、

紓解民怨，改善民生，是至關重要的。張德江的講話明確反映中央對特首及特區

政府工作的支持和信任。聚焦經濟民生既是中央期望，也是香港各界訴求，要突

破香港當前各種社會矛盾，需要特首及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方可破解困局。今

屆特區政府自上任以來夙夜匪懈、殫精竭慮，以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做了大量

改善經濟民生的工作，這與中央「以民為本，為民而謀」的施政理念是一脈相承

的，各界理應積極響應中央的呼籲，全力支持特首依法施政，謀發展惠民生。

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此次香江之行，各
界人士固然有不同的解讀，但對於一些明顯的事實，卻
不應因為自身的政治立場而隨意扭曲。張德江這次視察
香港之旅，明確傳達出五個信息：一是「一國兩制」不
會變、不能變；二是香港「安身立命」靠經濟，眼前要
抓緊「一帶一路」；三是促進和諧，和衷共濟；四是不
要搞亂香港，香港一旦亂了，大家一齊「埋單」；五是
要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中央對於特首的工作是滿意的

社會對於前四點內容，並沒有多大分歧，但對於支持
特首的問題上，一些媒體及人士卻有不同解讀，部分人
甚至指出這只是「門面說話」、「不痛不癢」，不代表
中央支持梁振英云云。這明顯是置事實於不顧。
聽話聽音，聽鼓聽聲。中央領導人的發言都是極為謹
慎，絕不會無的放矢。綜合張德江三日視察香港之旅，
對於特首及特區政府的評價主要有三點：一是在張德江
聽取特首梁振英及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工作匯報時，讚
許本屆政府提出「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取得了初步
成效，中央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滿意的。張

德江鼓勵問責班子再接再厲，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
重點，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他還特別強調：「對梁振
英特首的工作，對特區政府的工作，在去年12月底特
首進京述職的時候，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都給予了
充分的肯定，中央對特首的工作，對特區政府的工作是
滿意的。」也就是說，張德江對梁振英的支持和讚揚，
是代表中央，反映中央對於特首的工作是滿意的。
二是在張德江聽取梁振英匯報後，重提「疾風知勁

草」的評語。記得在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
北京亞太經合會議期間會見梁振英，就以「疾風知勁
草，板蕩識忠臣」來表達對梁振英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肯定梁振英在關鍵時刻信得過、靠得住。現在張德江重
提這個評語，說明這不單是張德江的看法，也是中央對
梁振英的看法。「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出自唐太
宗李世民的五言絕詩《贈蕭瑀》。這兩句詩意謂，只有
在狂風下才能看出草的堅韌與否，只有在亂世中才能看
出誰是忠臣，比喻危急中能識別忠貞，這是相當高的評
價，不會輕易許人。

「疾風知勁草」是極高的評價
三是張德江呼籲香港各界共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這些都說明中央對梁振英工作是滿意的，
也反駁了外界一些「倒梁」的聲音。事實上，梁振英自

上任以來，在開闢土地和增建房屋方面
的工作有目共睹，香港和內地在經濟、
社會各方面的聯繫和合作也有了前所未
有的進展，中央對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工
作是肯定和滿意的。張德江此行，明確
呼籲港人及社會要多支持梁振英、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為了港人社會福
祉，希望特區政府帶領港人克服眼前種
種挑戰。
中央的取態已是相當明確，可惜仍然有一些媒體及人

士，依然要將中央的表態曲解，企圖誤導市民，衝擊特
區政府施政。這種解讀不但與中央原意相違，更是別有
用心。香港現時正面臨發展與衰落的十字路口，各界都
期望社會能聚焦經濟民生，把握國家推動「一帶一路」
宏偉藍圖的機遇，為香港尋找新的發展引擎。在這個情
況下，各界更應該支持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有效施政。如
果香港仍然糾纏在無日無之的政治爭拗，在議會內繼續
上演沒完沒了的拉布，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立法會處
於空轉，試問各項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還如何落實？市
民的生活又如何得到改善？因此，中央對梁振英的支
持，其實也是對香港的支持，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施政為
民。各界應體察中央的一番苦心，大力支持特首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造福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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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行程之一是出席「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讓「一帶一
路」再次成為市民大眾茶餘飯
後的話題之一。可能一般市民認為這是國家發
展的大戰略，與自己關係不大，事不關己，己
不勞心，有反對派甚至污名化「一帶一路」。
事實上，「一帶一路」對香港、對市民都帶來
巨大機遇，港人必須珍惜、把握。
「一帶一路」是由國家作為東道主牽頭成

立、推動的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和規劃，參與
的成員互動合作，各取所需，互利共贏。但
當中各國各地人員來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
甚至語言也有所不同，自然為合作增加一定
困難。
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就像是早

年放洋留學、後來海歸回來的「兒子」，由
於長年吸收外地的經驗文化，熟悉國際的處
事手法，已具備協助「父親」參與外部合作
的能力，可以協助「父親」「走出去」。而
另一方面，「兒子」又具有近水樓台的優
勢，擔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非香港莫
屬。
雖然，「一帶一路」的機會，香港好像唾手

可得，但事實上如學者雷鼎鳴所言，香港絕非
「皇帝女唔憂嫁」，可放軟手腳。因為，一來
並非只有香港有能力承擔這個對外聯繫的重
任，內地的一線城市同樣具備類近的能力；二
來，香港正面臨經濟單一化的問題，近年更因
外憂內患困擾，連旅遊、零售業、甚至物流
業、地產也面臨衰退。
「一帶一路」大戰略的出現，則正正讓

香港「久旱逢甘露」，在某些地方更是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香港的優勢可
以總結為國際聯繫、固有制度及國家支持
三方面。香港實施普通法，社會制度、價
值觀與西方接近，更為容易被外國所理
解，香港的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與
外國合作，處理相關的法律、商業問題時
更得心應手；其次，香港的技術標準、運
作與外國接軌，擁有世界認可的基建經驗
及技術，完全勝任在「一帶一路」沿線的
基建服務中擔任顧問；再加上香港與內地
關係密切，是主要人民幣離岸中心，更容
易承接國家在戰略上的任務。
香港利用自身優勢，參與「一帶一路」，從
中發掘商機，讓香港經濟走向多元化，也有利
改善香港的民生事務。例如現時牛肉價格高
企，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曾提議，香港可
與外地合作飼養牛隻供港，打破現時壟斷局
面，增加供應及選擇，紓緩牛肉價格過高的問
題。「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相信能造就更
多類似機會，讓香港市民受惠。
經濟得以帶動，自然創造更多創業、就業
機會。可見表面上，「一帶一路」似乎與普
羅大眾沒有直接聯繫，但實際上站在同一跑
道上，機會近在咫尺。誠如梁特首所言，
「一帶一路」的機遇比「改革開放」還大。
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勇於嘗試拚搏，就讓我們
共同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讓香港再次
創造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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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民間投資緣何遭遇雪崩？

日前，國務院派出了9個督查組趕赴18省或地區
實地督查，對民間投資下滑進行第三方評估和專題
調研。這次督查主要是針對民間投資數據出現了大
幅下滑的形勢。
近日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至4月民間固定資
產投資同比增長5.2%，與去年全年10.1%的增速相
比出現「腰斬」；1至4月民間投資佔全國固定資
產投資比重為62.1%，與去年同期相比也降低了
3.2個百分點。
5月9日，《人民日報》刊發的權威人士談當前
經濟形勢時指出，民營企業投資大幅下降為當前經
濟暴露出的新問題之一。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家就一直強調發揮民間
資本的作用，推動民間投資的增長，特別是鼓勵民
間投資向製造業轉移。在此背景下，民間資本活躍
起來，此前2006-2015年，民間投資在社會總投資

中的佔比從49.8%一路升至64.2%，為國家經濟輸
送了不少「血液」。
然而，在去年還作為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
轉變成效之一的民間投資，今年以來竟然大變
臉。由於民間投資總量較大，增速持續回落將會
制約投資平穩增長，對此，須要尋求深層次問題
和矛盾。
那麼，民間投資緣何遭遇雪崩呢？
首先，受宏微觀市場環境的衰退和頹勢的影響。

民間投資較為集中在製造業領域，但1至4月，由
於受產能過剩矛盾突出和市場需求不足的影響，製
造業投資增速回落了0.4%，也帶動民間投資增速
回落。
其次，國有資本增速太快帶來的擠出效應。民間

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從去年年底的10.1%的
增速一路下滑至4月份的5.2%。但同期國有及國有

控股性質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去年年底的10.9%
飆升至23.7%，反映一季度的經濟企穩背後是政策
驅動佔主要成分。國有資本投資過猛，對民間資本
的擠出效應比較突出。
再次，投資領域出現結構性失衡問題。民間投資

增速放緩，而房地產開發投資加速。國家統計局發
佈的數據顯示，1至4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
2.54萬億元，同比增長7.2%，增速比去年全年提
高6.2%。過多依賴房地產無異於飲鴆止渴，未來
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還是要依靠民間消費和投資來拉
動。
最後，對待民間資本的歧視性依然存在。民企和國

企相比，往往被低看一等，電力、交通、教育等諸多
領域都對民企樹起隱性壁壘。融資渠道不暢、融資難
一直是困擾民企的老大難問題。與民企相比，有充足
信用擔保的國企更受銀行信貸投放的青睞。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張德江讓香港年輕人對未來充滿信心

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之行圓滿結束，達到預期效
果，香港各界給予最高的評價。張德江視察期間發表的
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以行政長官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工
作，為香港政商界帶來「及時雨」，釋除了各界對香港
前景的疑慮，發揮「定海神針」之效。
張委員長在短短3天的行程，做到了定下的「看、
聽、講」三大目標，參觀了香港科學園、新落成屋邨以
及安老中心，也聽到了青年創業家和包括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在內政界人士的聲音，另外，也在「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和政商各界人士會面、作出闡述，其中，張委員
長提出的「三心論」更是畫龍點睛，以「勿忘初心」、
「保持耐心」、「堅定信心」，令香港人更有信心守住
現有成就，把握先機、制度和地域優勢，為找到「國家
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而努力。
香港年輕人也從張委員長的指示、講話中，看到中央

對港的支持和期盼，看到未來發展的希望，尤其關係未
來香港經濟結構和出路，以及怎樣和內地合作，共同開
發新產業，對內溝通，對外接軌，充當「超級聯繫

人」。
張德江明確指出，香港可以在包括綜合服務平台、資

金融通、人文交流、深化與內地合作等方面發揮積極作
用，中央亦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
位，協助開展基建項目投資、融資、資產管理等金融業
務；與此同時，張德江亦鼓勵香港建立亞太區法律及仲
裁中心、發展高增值航運業及提供保險及再保險業務，
以提高香港的競爭力。中央堅定不移的支持，讓香港在
「一帶一路」有參與角色，令香港年輕人對前途看到曙

光。
香港年輕人將是「一帶一路」的持份者，透過參與

此一世紀宏偉戰略，年輕人更能發揮所學所用，提升
潛能，證明自身的價值，大展拳腳。在時代的巨輪
下，不進則退，香港與國家是命運共同體，同甘苦，
共進退。張德江委員長給予香港年輕人正能量和希
望，在國家的引領下香港前路將更光明，年輕人看到
了前景，自信心將提升，更加願意為國家和香港的未
來努力。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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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世 榮

拒絕暴力 保民主本質

張德江委員長來港視察期間，曾一針見血指出，
本港有極少數人排斥「一國」，抗拒中央，甚至打
出「港獨」旗號，這不是本土問題，而是以本土之
名，行分裂之實，違背 「一國兩制」的初心。一
場違法暴力的「佔中」，讓香港變得面目全非，社
會分化撕裂。所謂「本土派」所代表的，只是一小
撮別有用心的搞事者，以違法暴力的堵塞交通手
段，企圖癱瘓社會，謀求所謂的「真普選」；今年
年初驚心動魄的「旺角騷亂」，社會治安、法治基
礎更大受衝擊。
很多善良的香港人對這樣的香港感到陌生，感到

擔憂。社會一致認為，「該收手了！」但是「本土
派」還覺得不夠，還說什麼要「港獨」。後來見
「港獨」太明目張膽，理智的市民不會上當，於是

再曲線提出「公投自決」。激進「本土派」正在摧
毀香港的繁榮穩定、安居樂業，難道意識不到香港
人追求和平、繁榮、安定的決心嗎？還要自欺欺人
地打着「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旗號，行摧毀香港之
事？社會有識之士理應站出來與之對抗，我們的社
會需要更多正能量，正面訊息。
無論如何，香港人必須形成一個共識，那就是
「暴力非民主」。相信沒有香港人會把「旺角騷
亂」這樣暴力文化視為「本土文化」，我們甚至感
到羞愧，香港一向聞名於世的治安，因為騷亂而蕩
然無存。訴諸於暴力，絕非香港人的「核心價
值」。難道日後有人對法院不滿，便發起佔領法
院；有人對警方不滿，就鼓動大家衝擊警署嗎？從
民主的角度來看，民主首先是尊重，一切問題均應

由協商解決，民主的核心應該是理性而不是暴力。
人人理性發言，表達訴求，不能謾罵，更不能刺激
情緒、訴諸暴力。這樣一來，「旺角騷亂」那樣的
暴力行為才會絕跡於香港，還香港一個安居樂業的
環境。
在早前的選舉，一小部分激進參選人，高舉「本

土文化」的幌子，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實際是
「爭食文化」。他們的口號背後是「去到盡」、
「無底線」。為了政治利益，激進分子把文明理性
的選舉變成「選戰」，大打「暴力牌」、「抹黑
牌」、「港獨牌」、「自決牌」，使出極端的「選
舉招數」，這絕對不是香港人追求的民主。香港市
民絕不希望暴力人士進入立法會、區議會，給香港
帶來更大負面影響。

張泰超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

蔡英文「新南向」撞「一帶一路」南牆

蔡英文上台前，筆者說她不撞
南牆不回頭。現時，她似乎已經
展開了撞南牆之路，而其中一個
主要的方向就是用「新南向」挑
戰大陸的「一帶一路」。

目前台灣經濟萎縮，今年首季GDP按年收縮
0.84%，是連續第3季衰退，至於出口更是連續第
15個月下跌。經濟下滑必然影響蔡英文的蜜月
期。蔡英文說，台灣年輕人處於低薪的處境，對於
未來充滿無奈與茫然。所謂低薪，也就是台灣常說
的「22k現象」：指大學生新入職薪金只有台幣
22,000元，不到港幣6,000元，據說現在略有增
加。
蔡英文能夠選勝，離不開年輕人，「太陽花運
動」實際為蔡英文助選。於是，蔡英文上台首先對
他們「撤告」，但是重要的是要改變「22K」。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蔡英文的執政蜜月在於她
能否提升經濟。那麼，蔡英文有招嗎？有，不過不
是什麼新東西，而是李登輝、陳水扁都用過的「南
向」政策。也許，小英子的智囊們也沒有想到的

是，這回提「新南向」，不但重拾李登輝、陳水扁
的牙慧，而且對上了中國大陸發展的新戰略──
「一帶一路」。
「新南向」VS「一帶一路」，誰勝誰負？似乎

不言自明。且不說，台灣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
陣，現在連福建都說GDP要超台灣，兩者根本不
是一個數量級，要對碰台灣自然要吃虧。最為重要
的是，目前台灣每年從大陸方面獲得的貿易順差是
1,000多億美元，難道蔡英文不想要這1,000億美元
啦？換一個角度看，就是說，蔡英文「新南向」能
夠拿到比1,000億美元還要多的貿易順差嗎？
也許，蔡英文會說，我不是不要大陸的1,000

億，而是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台灣要開闢更多
的市場，除了東盟，還有印度。而且，蔡英文的
「新南向」比李、扁時代多了有利條件：第一，大
陸的經營成本增加，原來李、扁擋也擋不住的利潤
誘因下降了，相反東南亞以及印度更適合台灣的低
技術產業；第二，美國「重返亞太」，推行TPP，
有利蔡英文的「新南向」；第三，台灣本島經營環
境下降，「缺電、缺水、缺地、缺人才，缺新技

術」，惡劣營商環境倒逼低技術企業南移。
可是，大陸和東盟有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和東盟

「十加一」自貿區規模已達到年貿易額4,000億美
元。再就是，大陸在「一帶一路」的南路已經經營
多年。筆者訪問江蘇紅豆集團時才得知，這家在中
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排第62位的公司，早在2007
年就在國家商務部引領下，牽頭打造柬埔寨「西哈
努克港經濟特區」。經過8年的經營，昔日的荒灘
已變成現代化的工業園，入駐企業來自全球各地近
百家，就業員工12,000人。當地期望「西港特區」
成為「柬埔寨的深圳」。中國大陸不止這樣的海外
工業園，在泰國有羅勇工業園；在越南，有龍江工
業園和海防經貿合作區；在雅加達，有中國印尼經
貿合作區，位於印尼首都雅加達工業長廊上的「綠
廊國際工業中心」內，區位優勢顯著。因此，早有
台商進駐有關的工業園，他們還會以大陸企業名義
或者夥拍大陸企業，享受大陸和東盟自貿協定的好
處。
於是，以對抗大陸為出發點的「蔡記新南向」會

「撞南牆」，不是很清楚嗎？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王 國 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