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鑒「澳門經驗」推動香港發展

澳門回歸之後，能夠在原有制度基礎
上充分運用盡國家給予的政策優勢，經
濟多元發展，民生水平有顯著的改善，
澳門人均GDP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實
現了「一國兩制」的初衷。澳門的實踐
證明，不搞政治爭拗，團結一心發展經
濟，才是「一國兩制」成功的硬道理。
相比之下，香港則有很大的差距。香港
GDP原佔國家的近四分之一，現在則
只剩下兩三個百分點。近年來，國家發
展速度驚人。而香港卻連港珠澳大橋、
廣深港高鐵的撥款，也在立法會被反對
派以拉布拖延、折騰，拖慢工期、增加

開支。如今，不僅香港要被深圳等內地
城市趕上，連新加坡也已超過香港，足
見香港內部發展是出了問題。
去年5月，張德江在訪港時提出，

踐行「一國兩制」，勿忘初心，並且
要有信心。發展是硬道理，香港的價
值和國際地位在於經濟發展水平，要
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和國家「十三
五」規劃的機遇。張德江特別提到，
去年香港的經濟總量為2.3萬億港元，
深圳為1.9萬億元人民幣，再過兩三年
深圳極有可能超越香港。他還苦心告
誡「香港不能再折騰了」 ，「香港再

也經不起政治爭拗的拖累」。張德江
還明確提出要將「發展經濟放在首
位」。可見，未來的治港方針，應聚
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治港應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穩步發展，首要的

一條就是與內地加強合作，充分利用國
家迅速發展的優勢，配合國家「一帶一
路」發展戰略，善於借力。比如，澳門
主動與內地合作，建設「橫琴粵澳合作
產業園」、「蘇澳合作園區」，實施
「京澳合作夥伴行動」。另一方面，澳
門善於「搭橋」。 澳門還利用與葡語
國家交往的優勢，建起了一座更長的
「跨洋大橋」，那就是中國—葡語國
家經貿合作論壇。這座「橋」連接起了
中國與所有葡語國家的聯繫，為今後中
國與這些國家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提
供了支持。這些合作打下了澳門近十幾
年來經濟穩定繁榮的基礎。
反觀香港，反對派議員在今屆會期剛

開始就拉布，更將戰場伸延至工務及財

務委員會，令很多撥款申請無限期擱
置，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審批工程
項目「大塞車」，直接影響建築工人的
飯碗。立法會工務小組審議124億元、
涉及9,000多項工程的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整體撥款申請，反對派議員要求剔出
26項所謂具爭議工程被拒，立即動議
休會，阻礙9,000多項工程不能討論。
香港反對派近年大搞「逢中必反，逢梁
必反」，為反而反，為拉而拉，不但影
響香港各項經濟發展，令到政府施政寸
步難行，更嚴重影響廣大勞工階層，就
業受到衝擊、生計受損。

港應利用好大灣區發展機遇
目前，香港在全球宜居度的排名急

跌至第33位，實與政治環境惡化有
關。香港商界普遍認為，「佔中」已
打擊了投資者來港的意欲，加上政策
發展受反對派拉布影響，令香港大受
打擊；商界認為反對派不應只顧政治
爭拗，不理會香港社會更為關注的經
濟民生問題。事實上，鄧小平提出

「發展是硬道理」，
將「一心一意謀發
展」放在治國大政方
針的首要位置，香港
也應當放下政治爭
拗，團結一心搞好經
濟民生。
從澳門經驗來看，在

澳門從來沒有人試圖挑戰基本法的權
威，也從來沒有人試圖與中央分庭抗
禮。這使澳門回歸以來沒有出現大的政
治爭拗，避免了內耗，為繁榮穩定奠定
了基礎。當下，香港正面臨政府換屆，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也表明要綜合施策，
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尤其利用好大
灣區的發展機遇。香港在專業服務、金
融、貿易服務等領域具有優勢，相信可
透過與大灣區的共同發展而得益。 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而言，是個難得
的機遇，香港必須摒棄政治化，積極推
動區內的資金、人才、資訊等全方位流
動，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同進步繁
榮，推動香港經濟的升級轉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圓滿結束澳門為期3天的視察。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20周年大慶，澳門回歸也將近18年，如

果以「50年不變」的標準，「一國兩制」的實踐已經進入了中期

階段。如何總結「一國兩制」的經驗，推動港澳經濟、政治與民

生發展，不但關係港澳民眾的切身利益，而且受到全國人民和世

界輿論的關注。在這時，張德江訪問澳門，顯然有總結澳門成

功經驗，推動「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實踐的重大意義。

盲反「大灣區」不如理性融合

特首梁振英日前率團到「大灣
區」考察。一如預期，反對派的
傳媒肆意攻擊「大灣區」，抹黑
特首「擦鞋」，彷彿只要「大灣
區」事成，香港便走向末日一
樣。反對派亦重施「被迫害」和
「歧視內地」等套路，了無新

意。
「粵港澳大灣區」旨在推動內地與港澳特區的

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利用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提升國家經濟發
展。香港本屬「彈丸之地」，與其「塘水滾塘
魚」，不如聯同周邊地區互補不足，「做大個
餅」，順應發展的大勢所趨。
「大灣區」現時仍在構想階段，並未有具體規

劃。特區政府北上考察了解，實屬應有之義，職
責所在。反對派指特首「擦鞋」更屬反智。細心
回想，但凡涉及兩地合作，甚至是將有關建設設
於邊境，反對派便會扣上「割讓」、「出賣港
人」的帽子，反對派的行為如同「被迫害妄想
症」發作。
反對派「被迫害妄想症」的言論不止於此。筆

者發現，有反對派認為，內地人與香港人在生活習
慣上大相逕庭，難以融入圈子，容易產生矛盾。有
關說法漠視歷史，也侮辱兩地人民的智慧。香港人
的特徵是不屈不撓，迎難而上。改革開放初期，有
為數不少的港人北上投資創業，闖出名堂。近年亦

有為數不少的內地人來港投資、生活及學習，甚至
落地生根，融入香港絕非新鮮事，兩地人民的融
合，不能因個別事件以偏概全。
如果害怕接受新鮮事物，「宅」在香港，根本

是因噎廢食。難道港人推崇的「獅子山下」精
神，是一味「宅」在香港，停滯不前？
反對派對「大灣區」的反對，有很大程度是因

為對內地的偏見及歧視。如有官員鼓勵，「港人多
到珠三角西邊走走，將來可選擇到恩平浸溫泉，不
用到日本」。有關言論立即受到反對派的窮追猛
打，嘲笑內地的温泉業完全及不上日本。
筆者認為，現時內地的温泉旅業發展不錯，就

以我曾住過的一所從化温泉旅館而言，服務、設
施實在不俗。反對派逢內地便看低一綫，連內地
都甚少涉足，根本難以作出公平公正的評價。以
內地剛萌芽的溫泉業，與日本百年以上的溫泉業
比較，已經不是公平的比較。記得某廣告的一句
經典對白︰「你家無，但係將來會有。」以內
地迅速發展的勢頭而論，永遠屈於人下，實在太
小看了內地。
反對派以「萬能KEY」方式散播偏見、恐慌，

為反對而反對，何患無辭？雖然，香港與內地存
在一定的差異，然而為了這些差異而拒絕合作、
浪費機遇，又是否符合港人利益？
港人是理智的，反對派不斷消耗香港的本錢，

終會被市民識破，難免會淪為「過街老鼠」。不
如早早回歸理性論政，才是長遠之計。

日前李柱銘、黃之鋒又遠赴美
國抹黑香港，更乞求美國國會制
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
求美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甚至
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今年1月，黃之鋒已在美國媒
體撰文，批評特區政府就立法會

議員違法宣誓提出司法覆核，以及人大常委會就
基本法第104條作出釋法，聲稱這是中央破壞
「一國兩制」的表現。筆者深信，所有熱愛香港
的人，是不會同意黃之鋒的所作所為。黃之鋒罔
顧事實，抹黑「一國兩制」，令人憤慨。
事實上，依據基本法第104條，所有議員都

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種宣誓必須莊嚴、完整
和準確，這是理所當然、完全符合情理及國際
慣例。試想一下，難道美國總統或高級官員宣

誓時，可以加插一些侮辱性、踐踏國家尊嚴的
誓詞嗎？
可見，特區政府要求取消不真誠宣誓者的議

員資格，本港法院依法作出裁決，合法合理合
情。黃之鋒在海外大做文章，顛倒是非，只為
唱衰香港。至於釋法問題，基本法早已列明人
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人大
常委會釋法是「一國兩制」及本港法治體系的
一部分，這是基本法一早規定，怎能算破壞
「一國兩制」？
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香港事務就是中國內部事務，如美國國
會干預香港事務，完全沒有道理。我國的人民代
表大會能否監督美國的民主人權狀況？何況，美
國國會不是香港立法會，更不是中國的人民代表
大會，不是由中國人投票選出的，有什麼資格干
預香港事務？

蔡毅太平紳士 全國人大代表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冗長拉布自暴其短 務實議事方為上策

立法會目前仍在審
議《2017年撥款條例
草案》。自 2013 年
起，已連續5年有反
對派議員動議大量修
正案，阻延撥款草案
通過。今年有20位議

員合共動議742項修正案，儘管經立
法會主席裁決，只容許185項修正案
提出，並對辯論及表決作出技術性安
排，但預計該草案的審議仍大約需60
小時。事實上，一年一度的《撥款條
例草案》有時間迫切性，必須在5月
中或之前通過，否則經立法會通過的
《臨時撥款決議案》所取得的臨時撥
款將不敷運用，影響各項公共服務，
甚至使政府運作停頓。
相信市民都有興趣知道，反對派議
員提出的各項修正案，牽涉的範圍有
幾廣、造成的影響有幾大？僅以工程
業界較為關注的第四項合併辯論為
例，該環節合共有38項議員修正案，
涉及16個總目和本港的種種發展規
劃，至少牽涉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
和環境局等3個政策局，以及相關的
12個專責部門。

欠缺全面長遠基建規劃
首先，土地及房屋供應是當前社會
最矚目的民生問題，不少市民包括許
多中產家庭和年輕一代都渴望有自己
的居所，特區政府亦視之為施政重
點，致力覓地建屋。據當局最新預
計，自2016-17年度起的5年內，約有
94, 500個公營房屋單位供應。同時，
本年度的基本工程開支將達到868億
元，以推展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各項工
務工程項目。當然，上述公營房屋單
位的供應，有賴於當局順利開發土
地，並全速推展各項新發展區和新市
鎮擴展計劃。例如，古洞北和粉嶺北

新發展區已完成規劃及工程研究，並
獲立法會批出前期工程撥款進行詳細
設計。這是繼上世紀90年代東涌之
後，香港首個大型新市鎮發展，約可
提供6萬個住屋單位及84萬平方米工
商業樓面。有議員的修正案卻要削減
土木工程拓展署相當於有關古洞北及
粉嶺北新發展區前期及第一期工程的
一半場地勘探預算開支。
另一個例子是，特區政府根據「優

化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及發
展岩洞」，進行策略性研究，探討在
香港島與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興建
人工島的可行性，包括發展「東大嶼
都會」，並在2014年11月向工務小組
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以進行相關的
研究及工地勘測工程，估計所需費用
約為2.3億元。但在上一屆立法會會期
未完成處理，當局已預告將於今年第
三季再提交工務小組委員審議。但有
議員修正案卻要削減大約相當於土木
工程拓展署有關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
性研究的3名專業人員的全年運作開
支，另一議員的修正案又要削減該署
有關「就發展建議提供意見」的一半
預算開支。
香港過去由於欠缺全面長遠的基建

規劃，工程業界深受其害，「一時做
死、一時餓死」。本人在2013年10月
在立法會動議議案，促請特區政府制
訂長遠基建規劃，議案獲得大多數議
員認同，在無修訂下通過。因此，我
樂於見到，規劃署正在着手「香港
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
略」的更新研究，相關的公眾參與活
動剛於4 月底結束，接下來有待署方
據此制訂可取的方案。但有議員修正
案要削減規劃署大約相當於香港
2030+可持續發展評估的全年預算開
支。難道這些反對派議員認為本港的
各項短、中、長發展規劃和工務工程

項目可以置之不理？市民的住屋需求
又如何得以滿足呢？

反對派講一套做一套
在發展交通基建網絡方面，港珠澳

大橋將為本港與珠江三角洲西岸提供
道路連接，對於推動物流、商務、貿
易、旅遊等行業發揮重大作用。路政
署最近公佈，全長12公里的香港接線
已全線貫通，其他相關工程亦進行得
如火如荼，爭取大橋於今年年底具備
通車條件。但有議員的修正案要削減
相當於路政署港珠澳大橋香港工程管
理處全年預算運作開支。如果該項目
日後因此而未能按計劃通車，難道大
家可以找該議員問責？
在航空運輸方面，香港機場管理局

正全力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
系統，其規模差不多等於在現有機場
旁邊興建一個新機場，相關業界都普
遍支持興建，當中亦包括創造數以十
萬計的就業機會。但有議員的修正案
卻削減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轄
下機場擴建工程統籌辦公室職位的全
年預算開支。難道該議員認為特區政
府對於三跑道系統項目連最基本的統
籌和監察都不需要嗎？
工程界朋友非常關注上述議題，亦

憂慮上述各項修正案一旦獲得通過所
帶來的惡劣後果。一些反對派議員一
方面強烈要求政府各部門提升服務水
平，擺出很關注社會民生的姿態，但
講就一套，做就另一套，對預算案提
出大量不合情理的修訂。如果這些修
正案獲得通過，相關政府部門的運作
將陷於停頓以至關閉，相關公務員的
「出糧」亦成問題，更嚴重影響社會
民生項目的落實，與改善行政與立法
關係、修補社會撕裂的主流意見亦完
全背道而馳！冗長拉布只會自暴其
短，務實議事方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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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事務不容外國干預
陳建業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廣受關注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定於5月14日在北京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主
持開幕儀式，並發表專題演講。有24個「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領導人應邀參加這一盛
會。與會嘉賓是歷來人數最多、規模最大，其意
義重大，可見一斑。
自從中央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部署後，隨

即得到歐亞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截至目
前為止，我國已先後與46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有
關稅收協議及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其中「一帶一
路」國家24個。不少外國學者稱讚，「一帶一
路」倡議很宏大，涉及到各行各業，而中國完全
有能力致力於開拓更寬更遠的道路，使沿線國家
能在不同程度受益。
瑞士駐華大使戴尚賢日前指出，「一帶一路」

是一個宏偉的計劃，是一個新視角，也是一種新
策略，而絕非「新霸權」。因為它展示了多邊合
作、開放共贏的機遇，而不僅僅談論中國或歐
洲，此次峰會是領導人的一次「集合」。這說
明，「一帶一路」論壇海納百川，凝聚共識，創
造多贏。
令人高興的是，中央特別重視香港在「一帶一

路」中的作用，破格邀請梁振英特首率領一個
30人的代表團出席論壇，並安排梁振英在論壇
上發言。中央如此厚待香港，香港社會各界一定
敬業自強，再接再厲，在「一帶一路」作出新貢
獻。
「一帶一路」潛力巨大，前景喜人。「一帶一

路」論壇是我國今年最重要的一次「主場外
交」。預祝論壇圓滿成功，取得碩果！

「一帶一路」論壇創造多贏
傅 平

方潤華

愛國科學家報效祖國令人敬佩

本月7日，首屆國家最高科技獎獲
得者、數學家吳文俊院士不幸因病醫
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消息
傳來令人惋惜。
這位中國數學界泰斗學識淵博、德
高望重，在拓撲學方面作出了重大貢
獻，提出用計算機證明幾何定理的
「吳方法」，開創了嶄新的數學機械
化領域；同時他亦兼收並蓄地吸收前
人和國外數學理論之精華，融會貫
通、推陳出新，其研究成果被命名為
「吳示性類」、「吳公式」，編入國際
數學名著，享有崇高聲譽。因傑出之成
就，他早在上世紀50年代便當選為最
年輕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與華羅庚、錢
學森等著名科學家一齊獲得國家自然科
學一等獎，創出輝煌，備受崇敬。
吳文俊和中國許多科學家一樣充滿
赤子之心和愛國情懷，他們早年放棄
在外國的高薪待遇，回國從事學術工
作。他們擁有創新激情，不迷信外國
學術和權威，孜孜不倦、鍥而不捨地
醉心於自己的研究範疇，勇於建立
「中國式」的科研方式創造奇蹟。更
可貴的是，他們取得成功後往往謙虛
低調、生活樸素，乃世人之典範。筆

者不由聯想到中國能有今天之崛起、
強大，離不開勤勞、智慧人民的付
出，與世世代代科學家偉大發明與貢
獻息息相關。
炎黃子孫亦英才輩出，於世界舞台

上發光發亮。除了楊振寧、李政道獲
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屠呦呦獲得諾貝
爾醫學獎外，其他的國際獎項更是多
不勝數。更偉大的是，這些科學家往
往具有愛國主義精神，常把自己的命
運和祖國命運緊緊相連，為了國家建
設捨棄國外優厚的條件，以一技之長
報效祖國。
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航天之

父」、加州理工學院畢業、核彈專家錢
學森申請返華，美國尼克松總統訪華、
中美建交之前，當時有《麥卡錫法案》
對外籍科學家諸多限制，不批准華裔科
學家回國，錢學森一度曾被禁止離境，
在多次強烈要求下後來才批准放行，
但離境經過海關時不准他携帶任何科
學書本、研究數據筆記本等資料過
關，錢學森對關員說：「我的經驗、
知識……留在腦袋中，除非用刀子切
了我的頭顱」，表明堅決回國之心。
別國的阻撓更激發中國人的愛國

心，自力更生、努力創新。在祖國的
感召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
「力學之父」錢偉長等許多留學海外
華人紛紛回國，「三錢」發揮所長、
學以致用，為國家尖端科技發展立下
了不朽功勛。近年港澳科學家也積極
參與到國家建設中，於航天、醫學等
領域貢獻良多，出現了像高錕這樣傑
出的科學家，值得港人引以為豪。
鄧小平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

力」。祈望青少年努力學習，汲取更
多知識，發揮思考力、想像力，將創
意化為實踐，為國爭光，建設更美好
的新世界。

■著名數學家吳文俊在給研究生上
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