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勿忘初心珍惜成就 鼓舞信心迎難而上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香港回歸祖國已19年。回顧19年的歷程和成就，需勿

忘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這就是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正是按照「一國兩制」方針，香港回歸19年間保持了繁榮穩
定，促進了與祖國內地的共同發展，各方面碩果纍纍。這些成果得來不易，值得
珍惜。事實說明，「一國兩制」始終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保障，中央始終重視
香港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祖國始終是香港的強大後盾。香港雖
然進入矛盾多發期，面對不少困難，但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經
驗，應該沉應對，揚帆而上，更有信心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視察香港出席香港社會
各界歡迎晚宴講話時，以「勿忘初心」來分析對「一國
兩制」和香港問題的看法。委員長提到，鄧小平當初提
出「一國兩制」構想，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就是
要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照顧香港的現實，
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事實上，香港回歸19年，不僅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和生活方式繼續保持不變，而且發展勢頭良好，充
分說明「一國兩制」對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優勢。

財政穩健 房屋扶貧成效顯著
19年間，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特區政府帶領香港各界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推動經濟平穩發展，香港
得以繼續保持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繼
續被公認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
學院最近發表的《201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便再獲
評選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隨經濟大環境變化，
香港GDP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長到2015年的2.39
萬億港元；最近幾年特區政府財政盈餘屢創新高，反映香
港經濟持續發展。雖然預測未來幾年外圍環境會不明朗，
香港經濟未來數年或放緩，但特區政府在2016至2017年
財政年度仍料錄得110億元盈餘，失業率更長期維持在3.3%
至3.4%的低水平。整體而言，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長期
保持穩健，社會更堪稱全民就業，充分反映香港過去19年

在經濟上所累積的經濟實力。
19年來，特區政府秉持「以人為本」、聚焦經濟民生
的施政理念，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增進民生福祉。
香港存在貧富懸殊、人口老化、置業難、青年向上流動
難等社會問題，歷任特首均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紓解
民困的民生措施。這些措施涵蓋面廣，亦有針對性。以
今屆特區政府為例，特首梁振英便因時制宜確立了經濟
發展、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及環境保護五個重點施政
範疇，關顧基層及其他弱勢社群，致力解決長期存在的
社會問題。過去4年，特區政府財政開支便增加了
55%，體現特區政府增撥資源回應社會訴求。其中，房
屋及扶貧兩大施政重點更成效顯著：今明兩年房屋落成
量持續高企，2016年私樓落成量料達1.8萬個單位，創
12年新高；貧窮人口下降，貧窮率14.3%，創六年有紀
錄以來新低，扶貧工作初見成效。

助港解難 中央支持從未間斷
回歸以來，中央大力出台支持香港發展的舉措，對香
港經濟的促進作用顯而易見。從回歸之初的亞洲金融風
暴到美國次貸危機觸發的金融海嘯，從禽流感到重創香
港的非典疫潮，可以看到香港社會每次經受衝擊和考
驗，中央都會提出支持香港渡過難關的重大措施。從開
放「個人遊」到簽署CEPA及其補充協議，從支持香港

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到「滬港通」，從
鼓勵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市到推動粵港
合作和泛珠三角經濟區域合作等等，中
央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全方位的交流合
作，19年來從未間斷。
事實說明，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對港人的關懷始終如一，祖國
始終是香港發展的強大後盾。目前，中國
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未來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隨
推動「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實施，機
遇扎堆而來，香港早先機，定必大有可為！

總結經驗 回歸初心迎接考驗
回顧19年走過的路，香港發展經歷過風風雨雨。近

年處理政改爭議，社會紛紛嚷嚷；反對派一手造成「佔
領」行動，極端「本土」分子又發動旺角暴亂，暴力、
「港獨」思潮泛起，衝擊香港經濟民生和法治核心價
值。與此同時，內地省市的競爭力持續趕超香港；香港
自身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也不斷顯露出來。面對接踵而至
的挑戰，港人需要回歸「一國兩制」初心，集中精力謀
發展。19年的實踐和經驗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方針
具有強大生命力，港人定能懷對「一國兩制」的無比
信心繼往開來，無懼風雨，攜手開創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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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受「禁足」所困，剛卸任的台灣
前領導人馬英九仍透過視訊發表15分
鐘演說，當中多次提及「九二共
識」，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間的
共識，亦已是現狀的一部分；更讓兩
岸緊張關係降溫，並將一個「衝突熱
點」變為一條「和平大道」。
從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1999
年的「兩國論」，到2001年的「一邊
一國」論，以及2004年與2008年的
公投綁大選，十多年間兩岸關係危機
四伏。馬英九說，直到他於2008年就
任後，推動兩岸和解，堅持維持兩岸
「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並且
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
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他又花上許多篇幅，多次重申「九

二共識」是維繫兩岸關係的關鍵，強
調「九二共識」是兩岸間的共識，亦
已是現狀的一部分。又列出一份成績
表，指在過去8年間，兩岸簽署了23
項協議、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會晤7
次、每周往返兩岸的航班從0班增加
到890班，而去年的訪台陸客超過
400萬人次，增加14倍。兩岸緊張大
幅降溫，昔日的「衝突熱點」已變為
「和平大道」。兩岸關係不再是零和
撕拚，而是互利雙贏。
同時，「九二共識」亦為亞太地區

帶來和平繁榮，港台關係也因而「水
漲船高」，他「衷心希望新政府能有
所需智慧與勇氣」，維護過去辛苦打
造出來的和平繁榮現狀。
事實勝於雄辯，「九二共識」是推

動台海和平和兩岸互動共榮唯一的保
證和動力。可惜，在政黨再輪替之
後，台灣的新領導人蔡英文刻意對
「九二共識」冷處理，但求不踩「紅
線」，不尋兩岸關係發展，專注於島
內的藍綠博弈。
事實上，在民進黨再次上台後，兩

岸官方「第一軌」經已停擺，連海基
會董事長職位也仍懸空；再加上馬英
九今次來港受阻，未來三年的「登陸
夢」恐怕亦將落空，令致國共兩黨的
「第二軌」也難樂觀。這既是政策的
短視，更是戰略的缺失。畢竟，沒有
和平的兩岸關係的台灣，未來必將內
憂外困，詭譎多變！
馬英九本是應邀來港出席被譽為

「亞洲普立茲獎」的「亞洲卓越新聞
獎」的頒獎禮並發表演講，但遭蔡英文以「國家安全」
為由拒絕。她所提出的四個理由，前三點是為了保護
「機密」，最後一點是為了保護「馬英九」。雖以「國
家機密」為藉口，但實質上全是政治考量，更是其格局
所限的體現。
民進黨既已「全面執政」，理應從台灣整體內外情勢

的大格局出發，而非仍停留在內部藍綠政治鬥爭的面
向。有道是「格局決定結局」，若蔡英文政府的格局不
改，兩岸政策的視野不前，兩岸關係恐怕難以樂觀。和
平不在，發展安有？台灣民眾的福祉何來？蔡英文對此
有不能逃避的歷史責任。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教育界需要新轉變
政府十分重視對教育的投資，每年在教育方面投入
大量資源，每5元經常性開支，其中1元就是用在教育
開支上。但今天社會，很多人對香港教育現狀不滿，
由小三TSA、功課安排、教學語言以至參與交流活動
等等學校日常工作，都充斥各式各樣反對聲音。
例如，2015新學年起接連發生學生自殺案件，很多教
育人士對此表示極度痛心和憂慮，認為教育局責無旁貸，
必須正視問題嚴重性。要求政府深入調查，並仔細研究
有效措施，防止悲劇再次發生。但教育局事後推出的5
項措施，包括撥款每間學校5,000元以加強宣傳提倡珍
惜生命講座等，被批評只是「小修小補」，依然沒有看

到前線教師工作量過多，班級與教師比例沒有得到改善
而造成師生關係疏離的弊病。由此可見，香港教育面對
的種種問題，教育當局缺乏遠景，只能「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只能靠前線老師自求多福，獨力面對。
其次，作為教育界立法會代表，理應監察政府，為

教育界同工發聲，推動教育事務發展。但過去數年，
從「反國教」事件開始，教育界議會代表葉建源先生
屢屢將一些教育議題政治化，將學校和家長以至學生
擺在對立面，干擾學校正常運作。例如反對小三
TSA，為了爭取媒體的曝光率，提出學校罷課口號，
完全沒有考慮學生的福祉。隨罷課不了了之後，又

大力鼓吹家長向參與小三TSA試行計
劃的學校施壓，令答應教育局試行應
考TSA的學校不願開名，恐怕被人標
籤影響學校收生，校方單方面承受極大的社會壓力。
由此可見，葉建源先生只懂得聲嘶力竭地空喊口號，
實際上絲毫沒有幫教育界做過一件實事。
我們希望教育界能夠有所改變，突破現時困局。教

育當局必須盡快檢討現時教育政策所存在的一些問
題，並制定長短期規劃以回應教育界的訴求，更反對
將教育問題政治化，多關注教師權益，讓教育歸教
育，政治歸政治，重建和諧校園。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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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公投的市場風險是全方位的
歐國杯進行得如火如荼，英國脫歐也引發市場相當的
焦慮。隨6月23號脫歐公投日的臨近，英國脫歐民意
似乎正超越留歐民意。包括卡梅倫政府、英國主流民意
和全球各大機構，開始真正憂慮了。上周五（6月17
日），IMF發佈的研究報告，脫歐後最糟糕的情況會是
英國經濟將逐步走弱、邁向衰退，失業率、財政赤字、
通脹率等經濟指標將比留在歐盟的情形更差。
1992年的9月16日，以索羅斯為首的全球投機者瘋狂

拋售英鎊，讓英國央行耗盡「救英鎊」資金，使得英國
被迫退出歐洲匯率體系。觀察家們擔憂，英國脫歐帶來

的市場負面效應或可超過1992年的「黑色星期三」。
英國脫歐公投，對英國民意言，從觀望到對開再到脫

歐民意超過留歐民意，這凸顯現實主義的生態，歐洲主
權債務危機帶來的負效應是深遠的。雖然現在有所好
轉，但歐盟市場依然未能走出頹勢。歐元區在德國和法
國的堅守下捍衛成功，但是歐洲央行負利率的貨幣政策
去留存在爭議。更糟糕的是，歐盟和歐元區的內部市場
不穩，又遭遇來自中東地區的移民外患。
面對英國脫歐公投的不確定性，市場層面對英國脫歐公

投反應更加敏感，IMF的警告不過是將眾多機構對英國經

濟的擔憂概括化地列舉出來了。其實，更糟糕的是市場突
發狀況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可預期的風險事件。英國脫歐是
全球市場的風險，美聯儲再次暫緩加息，英國脫歐就是主
要的風險要素。此外，索羅斯這樣的全球投機大鱷並未消
停，對於英國脫歐依然覬覦。而且，這次索羅斯的投機對
象除了英國，還有歐洲甚至美國。據高盛分析師6月15日
發佈的報告預測，如果英國脫歐令金融市場陷入與雷曼兄
弟倒閉後類似的不確定性，英鎊以貿易加權匯率計算可能
貶值約11%。這是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資本所樂見的，
英鎊貶值會引發歐元、美元的連鎖反應，並傳導至股市。

國際投機資本自然可以興風作浪、大賺一筆。現在的歐美
和全球市場，較之1992年時更加不可預期。全球主要經
濟體的貨幣政策或放水或觀望，全球股市則和貨幣政策密
切相關。因而，6月23日前全球市場是焦慮，脫歐公投後
是市場恐慌還是虛驚一場，真難以預料。
而且，英國脫歐公投的風險是長期性的。英國留歐倒

還罷了，若英國脫歐成功，英國則面臨二次「入世」的
尷尬：凡是歐洲加入的全球性組織和機制，英國要逐個
重新談判，過程是漫長的，也是難捱的。歐盟擁有的全
球化准入權利，英國都將喪失殆盡。而這，正是IMF等
國際治理機構對英國未來悲觀的主因。
相反，如果歐盟和歐元區一直走不出危機陰影，英國

脫歐將會在歐盟和歐元區形成一波分裂潮。聯合的歐洲
和統一的貨幣政策，將遭遇嚴峻挑戰。歐洲一體化的失
敗，也會影響全球經貿一體化進程。就此而言，英國脫
歐公投，不僅是歐盟的失敗，也是全球化的挫折。

張敬偉

密切跟進不足之處 完善規管機制
申訴專員公署上周發表《海事處對海上事故調查報

告所作建議的跟進機制》調查報告，指出海事處在海
事意外調查後的跟進工作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而
《2012年10月1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
告》和由運輸及房屋局進行的有關撞船事故內部調查
亦指出海事處過往的不足之處及問題。
作為海事處處長，我同意部門過往存在一些根深蒂
固、由來已久的積習，必須密切跟進並徹底改革。部
門全部接納申訴專員公署有關海上事故調查報告跟進
機制的建議，並正手積極跟進改善。事實上，自
2013年起，海事處意外調查組已使用電腦系統存檔，
並從不同方面改善海上事故調查的機制。
概括而言，海事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在過去3年提

出多項建議，改革部門運作和做事方式。督導委員會由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親自領導，委員包括前申訴專員戴婉
瑩女士及退休的資深企業管理人顧爾言先生。部門不遺
餘力地進行改革，不斷檢討及完善各項規管職能及工作
流程。督導委員會邀請了政府效率促進組就部門的工作
程序及檔案管理進行檢視，部門亦委託英國海事專家就
部門的檢討和改革提供專家意見。申訴專員公署的建議

有助部門進一步優化跟進海上事故調查的工作流程。過
去數年的努力，已漸見成效，部門已提升運作和監管能
力，內部管治和工作文化亦不斷改善。
在業界和其他持份者的全力支持和通力合作下，部門

已落實多項海上安全的改善措施，包括加強瞭望、加強
船長培訓及考試、提高本地船隻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最低
保額等，並手修訂法例以實施其他措施，如安裝船舶
自動識別系統、甚高頻無線電通訊設備和雷達等。
在未來的日子，海事處會在運輸及房屋局督導下，

繼續跟進《調查委員會報告》及《海事處制度改革督
導委員會最終報告》的各項建議[註]，並推進一些重
大改革項目，例如檢討本地遊樂船隻規管制度、管制
海上醉駕及藥駕、檢討船長發牌制度、重寫本地船隻
工作守則令監管措施與時並進、通過資訊科技加強檔
案管理、將優良措施推廣至海事處其他科別、設立更
有系統的內部審核機制、就兩個主要專業職系(即海事
主任和驗船主任)開展職系架構檢討等。
至於申訴專員公署報告提及於2000年沉沒的海事處

測量船「水文一號」，當時該船停泊於政府船塢修理
右舷主機，承判商工人因疏忽，在拆開主機通往船外

的喉管後未有裝回，海水從拆開的管道流入機房並波
及櫃艙，最終導致沉船。
就這次因維修處理不當而導致船隻沉沒的意外，政府

船塢工業安全主任隨即展開調查，報告於同年四月完成。
正如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所指，涉事船隻調查報告提出
的建議主要關乎維修安排，而所有建議已於2000年內全
部落實。由於事故的發生是因為維修不當所致，與水密
門無關，報告並沒有就水密門安裝和設計要求作出建議。
2012年10月南丫島附近撞船的悲劇，對海事處來說是

慘痛的教訓，部門永遠不會忘記。自2013年起，海事處
上下一心全力推行改革，全面提升部門的效率。我們堅
決齊心合力地繼續推進部門改革，力求進一步改善部門
管治、工作文化、各方面運作流程和監管職能、海上安
全措施及人手不足等問題。我殷切期望，隨改革和各
項改善措施逐步落實，部門會再次獲得公眾的信任和認
同。海事處的同事和我會竭盡所能履行我們各項海事管
理的職能和責任，以提高香港水域的海上安全。
（註：《海事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最終報告》見

於海事處網頁http://www.mardep.gov.hk/hk/publica-
tion/pdf/steeringcom_c.pdf。）

鄭美施 海事處處長

丁 江 浩

林榮基出賣人格誠信破產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從內地回港旋即「爆大

鑊」，指書店負責人李波是「非自願被帶返內地」，
質疑香港「一國兩制」被消失，又指其在內地被拘留
期間被迫放棄聘請律師和會見親人的權利。誰知林的
指控旋即被李波及其女友逐一反駁，印證林榮基的指
控是子虛烏有，憑空捏造。
李波在日前親口駁斥書店店長林榮基，堅稱無跟林
講過自己是怎樣返回內地，亦從未將書店顧客名單交
予內地公安，批評林「非自願被帶返內地」之說「無
中生有」，他並且強調只有自己說的才可作準，「其
他人講有關他的事完全不算數。」
面對當事人的強烈反應，林榮基亦不得不反口自圓

其說，承認沒聽過李波「非自願被帶返內地」，只是
從其語氣中「理解」，這正好印證李波指林是「無中
生有」是事實，而所謂香港「一國兩制」被消失亦是
林榮基無限上綱亂扣中央帽子而已。
若「一國兩制」被消失，香港真的變得「不安

全」，林榮基又怎會一返港便「爆大鑊」？他在香港
無事生非，乃印證香港人有絕對的言論自由，亦代
表林榮基是自打嘴巴。
另外，林榮基女友亦指出，棄聘請律師辯護和會見

親人的權利乃是出於自願，而非被迫，原因是怕醜事
張揚，她亦指林榮基屢次向她洗腦，指在內地分銷禁
書並非犯法，於是屢屢將林從香港寄來的禁書分銷到

內地，對此，她深表後悔，指自己被林利用。
林榮基明知在內地分銷禁書是一件違法的事卻明知

故犯，不僅屢屢寄禁書返內地，又利用女友做出一些
犯法的事，正好印證林榮基這個人自私自利，誠信大
有問題，很明顯，有人財迷心竅，不甘心所謂「秘
聞」的書籍只賣給訪港內地遊客，決定做大市場，做
出一些內地不容許的事。
況且，林榮基有份出版的所謂「秘聞」，其內容未

經印證，根本憑空捏造，林榮基卻唯恐天下不亂，不
僅身體力行去做壞事，還欺騙自己的女友去做壞事，
對於此等為了金錢屢屢出賣人格的人，還值得港人相
信嗎？

美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