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參與南區「共慶回歸顯關懷」家
訪活動啟動禮，並聯同南區區議會和非政府機構人員及義工
團隊，到鴨脷洲邨探訪獨居及雙老長者，送暖到社區。楊偉
雄表示，剛推出的創科生活基金宗旨也是關顧社區，希望吸
納民間智慧，並鼓勵更多有心人通過應用創新科技開發更多
關懷社群的項目，改善市民日常生活，解決社會問題或者照
顧某些社群需要的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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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一國兩制」底線
談張德江講話 宣示立場決心 凸顯中央話語權

機場三跑、
高鐵和港珠澳

大橋是本港命脈所在。香港大學地
理系副教授王緝憲在昨日的「融合
與創新——香港經驗」學術研討會上
強調，香港擁有這套立體現代化交
通體系，方能維護大灣區經濟核心
地位。在擁有三跑、高鐵和港珠澳
大橋後，香港高端物流、客運的核
心地位得到鞏固，帶動金融、貿
易、物流等支柱產業更上層樓，香
港在區域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保
障。
「融合與創新——香港經驗」學
術研討會由聯合出版集團、香港教
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來自不同界別的6位專家學者分別
針對社會保障、廉政、金融、醫
療、城市規劃、社會企業及交通作
主題演講，吸引近百名觀眾到場。
王緝憲在研討會中表示，在全球

一體化、經濟區域化的大趨勢下，
香港公共交通不能再僅僅以服務本
港居民為目的，而要放眼大灣區、
放眼國際、放眼長遠。無疑，高
鐵、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很可能逾
半使用者是內地客，機場三跑建成
後，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運力剩
餘。但交通建設必需前置，先有硬
件，才會有流量增長。由大灣區、
甚至大中華區的區域經濟角度來
看，這就是為香港發展高端運輸業
創造必要空間。
香港機場是世上最繁忙的機場，

飛機起飛前往往要在路道上「排長
龍」輪候起飛，被迫延時司空見
慣。王緝憲說，這顯示出機場運力

已趨飽和，顯然建三跑實有必要。
陸路出入境交通量與航班量成正
比，高端物流業的增長，帶動與周
邊經濟體在物資、人員的流動。故
增加空運能力後，必須保證對外通
道的暢通。高鐵、港珠澳大橋，是
與三跑相互配合的必要工程。

牽動大灣區活力 港莫築「心牆」
王緝憲續說，大灣區區域經濟日

漸成型，對香港顯然是很好的契
機，香港有了三跑、高鐵和港珠澳
大橋後，將成為整個區域國際化的
樞紐和主導，並進而帶動整個大灣
區成為國際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地
區。把握這個重大契機的阻礙，並
不是客觀的因素，而是心態和思維
的分歧。
他坦言，所謂「時不我待」，失去

這個機會，香港可能以後都沒機
會。有了三跑，香港更國際化，帶
動政制和經濟形態的國際化，與市
民對民主的要求相得益彰，並不矛
盾。
中國銀行（香港）經濟研究處主管

謝國樑在研討會上則分享指，香港
過去30年發展的3點經驗，包括：
堅持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有所為有
所不為、堅持基本法及遵守法治，
令香港在回歸後仍能繼續保持自身
獨特優勢，未來需繼續堅持下去，
並看好香港未來發展，未來香港與
內地在「一帶一路」、「企業走出
去」、「人民幣國際化」及「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4個方向有合作機遇，若
把握機遇，香港將有更大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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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內耗不斷，嚴重
影響社會經濟民生發展，行

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昨日以諮詢多年的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方案為例，指香港社會就此問題爭拗
了20年，最後等到「死到臨頭」的時刻，故新
一屆政府的新思維，不應只問大眾提供意見，
而是應主動參與其中（engage)，重拾社會信
任，令整個社會找到共識，不應待問題面臨危
機才解決。
陳智思表示，他在獲委任為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主席期間，已就諮詢多年的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方案進行討論，而香港社會就此問題爭拗了

20年，到現在去到「死到臨頭」的時刻，所有
持份者才在很不情願情況下行前一步，「大家
都不肯放棄自己利益去行這一步，所以新一屆
政府的新思維是要令整個社會找到共識。」
他強調，特首是需要全香港的支持，不是
一、兩個人便成事，新一屆政府不應只問大眾
提供意見，而是應主動參與其中，重拾社會信
任，不需等問題面臨危機才解決。

讚林太理性務實願意聆聽
就反對派聲稱林鄭月娥不願聆聽他人意見，

陳智思並不認同，「林太是一個非常理性務實

的人，如果是從香港整體利益，她是會聆
聽。」
本身是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學博士的歌手陳

美齡則表示，國家在回歸後對香港實行「一國
兩制」，是對香港有很大的期待，期待能創造
出一個奇蹟，「（『一國兩制』）是一個很衝
擊性的事，或許在香港生活的人不會如此在意
這件事，但我在外國生活，因為當局者迷、旁
觀者清。」
她寄語新任特首及港人，要明白祖國對香港

的愛，要明白香港人在歷史上的責任，「要明
白我們雖然麻雀雖小，但影響力大到不得了，
對世界上的影響、對中國的影響都是很大的，
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些的話，遲早都是會被人淘
汰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智思談新思維 施政主動找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回歸以
來，一直受惠於國家發展的經濟成果。中聯辦協
調部部長沈沖昨日指，國家現在提倡「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可令香港有
第三次重大的發展機遇，讓香港可以發揮高新科
技、高端服務的優勢。有香港法律界及會計界人
士在同一場合齊呼籲香港年輕人要親身到內地走
走，認識國家發展情況，才能把握到內地發展的
機會。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舉辦「回歸20
年 領袖新思維」論壇，邀請了行政會議成員陳
智思、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學博士陳美齡、胡百

全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鄭慕智、安永中國主席吳
港平、及畢馬威中國企業主管合夥人龔永德出
席，分享其領袖思維及心路歷程。
沈沖在開場發言時表示，「一國兩制」為香港
回歸後的繁榮穩定，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相
信只要把「一國兩制」運用好，必定可以促使香
港有更好、更快的發展，這從澳門成功的經驗也
已得到驗證，「澳門在1999年回歸的時候，人
均GDP不如香港，現在將近20年過去了，香港
現在的人均GDP是接近4萬美元，澳門的人均
GDP是8萬多美元，已經超過香港一倍有多。」
他指出，香港過去迎上了兩次重大的發展機

遇，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作為國家唯一對外的貿
易港口中心，二是在內地改革開放過程中及時進
行了工業化大轉移，成為世界上以高端服務為主
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現在迎來的
是第三次機遇，就是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及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
沈沖說：「這些客觀優勢都為香港帶來新的發

展機遇，香港可以發揮高新科技、高端服務的優
勢。北上與國家的發展、市場相融合，也可以促
進（內地）簡單的勞動密集式企業，通過香港南
下，去開拓廣闊的市場領域。」

港專業人才相對內地有優勢
鄭慕智表示，香港年輕人應要親身到內地走

走，認識國家發展情況，不要只看「動新聞」認
識中國，「我兩個女兒都是律師，在美國律師行
工作，但她們公司的業務來源有90%都是中
國。」
吳港平則表示，香港擁有兩大強勢，其一是專

業人才，相對國家的專業人才仍是有很大優勢，
相信未來亦會繼續如是；另一是金融中心，港人
應要發揮自身優勢，把握在內地發展的機會。
他強調，香港只有700萬人的市場，但內地卻

有10多億人口的市場，故呼籲年輕人應要思考
此問題，又以足球隊作比喻：「如果讓你攞幾千
元去南華踢波，你去唔去？如果同樣價錢去曼聯
踢波，你又去唔去？」

「帶路」「大灣區」賜港第三次機遇

■■港區省級港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政協委員聯
誼會昨日舉誼會昨日舉
辦辦「「回歸回歸2020
年年 領袖新領袖新
思維思維」」論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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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張國鈞、黃定光位於柴灣漁灣邨的辦事處昨日
開幕。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讚揚
民建聯堅持擇善有為、愛國愛港、真誠為香港，
同時關注民生，在政府政策出台時提供具建設性
的意見，相信該黨未來會繼續協助特區政府改善
施政。

蕭偉強范克勝讚擇善有為
民建聯漁灣邨辦事處昨日舉行開幕典禮，蕭偉

強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范克勝任主禮嘉
賓。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及副主席周浩鼎有出席。
雖然天氣炎熱，但仍有不少街坊到場支持，加上
醒獅助興，場面熱鬧非常。
蕭偉強致辭時表示，民建聯堅持擇善有為、愛

國愛港、真誠為香港，雖然成立初期面對不少挑
戰，但現在成為全港第一大黨，又大讚「主人

家」張國鈞年輕有為，在議會具親和力；黃定光
頭腦清晰，並熟悉政策。
范克勝代表中聯辦港島工作部表示熱烈祝賀。

他讚揚民建聯在李慧琼領導下擇善有為，成為穩
定社會的一大動力，冀張國鈞及黃定光能以辦事
處為平台，繼續為社會服務，又相信民建聯會得
到大眾支持。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的成
功，其間雖然面對不少挑戰及困難，但靠港人共
同努力，明天必定會更好。
張國鈞透露，自己聽到不少街坊希望民建聯保

留在漁灣邨的辦事處。除了服務，該辦事處也是
街坊聚腳的地方，值得珍惜及保留，他們會連綿
不絕地繼續提供服務。黃定光則表示，24年前，
前議員鍾樹根進駐柴灣，成為街坊認識民建聯的
地方，他希望辦事處能延續這份感情，繼續發揮
民建聯真誠為香港的精神，又預告民建聯於小西
灣的辦事處也即將開幕。

民記漁灣辦開幕 國鈞定光誠為民

■呂大樂教
授（右二）
主持專家研
討會，右一
為王緝憲。
香港文匯報
記者殷翔 攝

■民建聯東區支部張國鈞、黃定光立法會議員(漁灣)辦事處昨日開
幕。 香港文匯圾記者文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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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持制度自信戰略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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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香港回歸祖國20年，「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

日在北京一個研討會上指出，要評判

這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情

況，需要有全局的、歷史的、發展的

眼光，在把握好「一國兩制」實踐大

方向，在守住原則底線的同時，要有

制度自信、戰略耐心及適度包容。他

並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上月關於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實行以行

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等重大

問題的論述，宣示了中央堅定不移地

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的立場與決心，凸顯了中央在基本法

有關重大問題的話語權。

由中國憲法學研究會、香港基本法澳門
基本法研究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主辦，中國人民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
所承辦的「王叔文、蕭蔚雲、許崇德與基本
法理論的奠基與發展——紀念香港基本法
實施二十周年」研討會，昨日在北京中國
人民大學舉行。

既然是創舉 難免遇挑戰
張曉明，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喬曉

陽，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港澳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國法學會黨組書
記、常務副會長陳冀平，國務院港澳辦副
主任馮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教
育部港澳台辦公室主任劉錦，中聯辦法律
部部長、港澳基本法研究會會長王振民，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院院長韓大元等出席。
張曉明在講話中回憶了與王叔文、蕭蔚
雲、許崇德三位法學家的過往經歷，並高
度評價了3位法學家在基本法制定過程中起
到的關鍵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貢獻。
他表示，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0周

年，在評判這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
實踐的情況時，需要有全局的、歷史的、
發展的眼光。首先要看到「一國兩制」從創
造性構想已經變成生動現實，已經取得舉
世公認的階段性成功；同時又要想到，任
何新事物的發展過程都不會一帆風順，何
況「一國兩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政治實
踐，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
題、新挑戰、出現一些矛盾和衝突，甚至
碰到一點挫折，都是正常的，在所難免。
張曉明強調，我們要尊重新事物的發展

規律，就應當把「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看
成是一個探索過程，在把握好「一國兩制」
實踐大方向，守住原則底線的同時，不心
浮氣躁，而要有制度自信、戰略耐心和適
度包容，「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出現的
許多問題和挑戰，最終都能妥善解決，正
恰恰顯示出『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顯
示出基本法的科學性和適應性，顯示出有
關制度韌性，而應對新情況、解決新問
題、總結新經驗的過程，就是『一國兩制』
從實踐到理論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也
是基本法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的過程。」

他指出，張德江委員長上月在紀念香港
特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
講話，全面回顧了香港基本法制定和實施
的不平凡歷程，深刻總結了實施基本法的
重要經驗，其中重大問題的論述，具有很
強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性，宣示了中
央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的立場與決心，凸顯了中央在基本
法有關問題上的話語權，產生了正本清
源、匡正袪邪、釋疑解惑、凝聚共識的社
會效果。
張曉明續說，這些重要觀點和權威闡
述，正是在王叔文、蕭蔚雲、許崇德等一
批法學家所做的大量深入研究基礎上提煉
而成的。展望未來，應當傳承和弘揚老一
輩法學家和法律研究者的政治信仰、法治
信念和治學傳統，加強對「一國兩制」的實
踐情況和基本法的系統研究，提高運用基
本法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促進國家
有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而
促進港澳的長治久安，「這是我們對王叔
文、蕭蔚雲、許崇德等基本法理論奠基者
們最好的告慰。」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北京一個研討會上指出，
要評判這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情況，
需要有全局的、歷史的、發展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