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明奇）
在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行政長
官梁振英在禮賓府接受了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記者專訪。5年的
任期將滿，他對香港擁有「一國
之利、兩制之便」有更深刻的理
解和認識，強調香港必須做好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在國
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
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等大機遇中抓重點，做好「超
級聯繫人」的角色，既貢獻國家
發展，同時也為香港的社會發
展、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他對香
港的未來充滿信心和期待。
梁振英在訪問中介紹了自己擔任
特首後，特區政府的4個施政重
點，一是扶貧及福利；二是房屋；
三是老年社會；四是環保。在特區
政府的整個團隊及香港的廣大公務
員隊伍支持配合下，「當年政綱內
容，基本上我們都已經落實了。」
他坦承，沒有完成的工作也有不
少，有一些未來還要繼續跟進，如

退休保障，增加土地供應及建屋的
問題。有一些比較大的重要計劃，
一拖就是一兩年，「工作難，但是
迎難而上，工作還是可以做好
的。……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有『一國之利、兩制之便』，我們
就要根據基本法的要求把香港社會
管理好、發展好。」

國際聯繫強 可貢獻國家
梁振英指出，國家領導人囑咐，

香港在謀劃未來發展的時候，必須
要考慮到「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我們的所長是什麼？是國
際關係、國際聯繫。……資金也
好，商品也好，科研技術也好，我
們有這個力量就貢獻給國家，我們
沒有這個力量就到外面去找，國際
聯繫是香港所長。」
他認為，在國家「十三五」規劃、

「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等大機遇中，香港必須抓
一些重點。「香港是一個航運中
心，集裝箱每年吞吐量很大。但是

香港的發展不應該僅限於碼頭上的
業務，而是應該做一些航運服
務。」梁振英說，「香港在『十三
五』規劃中作為航運中心，我覺得
不僅是貨櫃碼頭的業務，航運這兩個
字也不僅是海運，還包括空運。」

金融貿易航運優勢明顯
在談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時，梁振英指出，香港在金融服
務、貿易服務和航運服務三方面優
勢明顯，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應把大灣區和「一帶一路」
建設有機結合，讓港企和大灣區企
業攜手「走出去」，是香港參與大
灣區建設的落腳點，而香港在「粵
港澳大灣區」中的發展重點將是金
融服務。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他認為，

香港能在「一帶一路」絲路基金
的使用中擔當重要角色。同時，
香港是國家最國際化的城市，可
以在經貿領域、民間交往方面做
些工作，為「民心相通」貢獻力

量。
梁振英指出，香港在「一帶一
路」工作其實已經有基礎，不少港
人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
展了他們的事業，「下一步，政府
會把相關的信息向社會廣為發佈，
鼓勵更多香港年輕人走出去，好好
把握『一帶一路』帶來的發展機
遇。」

梁振英：顧國家所需 謀劃港發展

■梁振英近日在禮
賓府接受中央媒體
聯訪。 資料圖片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
晨，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展中
心新翼舉行，董建華和國家領導人一

起站在主禮台上。董建華在接受中央媒體訪問中憶述，
自己當時看着英國國旗降下來，中國的五星紅旗冉冉升
起，是他人生中最難忘的時刻。
董建華對香港回歸那歷史性一刻記憶猶新。自己當時

心潮起伏，既興奮又深感責任重大。看着英國國旗降
下，中國國旗升起，「一個60歲的人盼望的一個時
刻，香港回歸祖國了，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而且是一個
非常興奮的時刻，很感動。同時也知道自己做特首這個
責任真是很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
�

董建華在接受中央媒體訪問時，談到
自己對香港秉持的樂觀態度，特別讚揚
現屆特首梁振英為香港未來發展打下了

基礎，又相信在林鄭月娥帶領下，香港經濟社會能夠取
得更好、更快的發展。
董建華在訪問中指出，以梁振英為行政長官的本屆特區

政府施政5年來，經濟發展迅速，2012年至2016年本地生
產總值年均名義增長率超過5%，在房屋、土地、扶貧、養
老、科技、教育等領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頗有成效，為
未來發展打下基礎。「有4%至5%的經濟增長，我們很多
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他相信，在下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帶領下，香港經

濟社會能夠取得更好、更快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董建華在接受新華社、中新社、中央電

視台等訪問時指出，中央自始至終着眼大局，確保「一國兩
制」在香港得到全面準確地落實。20年來，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但也不可否認，一
些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董建華認為主要包括房價高、貧富差距懸
殊、青年人向上流動遇阻、產業空洞化等問題。「這些都是香港面
臨的重大挑戰，需要盡快解決。」
不過，董建華一再重申，他對解決問題有信心，對香港的前景持
樂觀態度，而樂觀是有基礎的。一方面，香港作為小型開放型經濟
體，容易受到國際因素影響，回歸以後多次遭遇衝擊，但經濟依然
保持繁榮發展，財政儲備充足，這為解決問題提供了有利條件。

金融界電影業機遇優勢多
董建華經常說：「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國家
迅猛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令香港的發展充滿機遇。
他說：「很多我們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因為有『一國兩制』這樣的優
勢，比如香港的金融界，我相信在將來國家的發展的過程當中，在
人民幣的國際化的過程當中，很多很多地方我們香港是有一個特別
的優勢的。」
他舉例說，「香港回歸前已被稱為『東方荷里活』，電影產量世
界前三，但面對的只是香港本地、台灣以及海外華人市場。如今我
們拍出的電影僅內地市場就有十多億觀眾。……像這樣的機會很
多。如果每個機會都能抓住，就會使得香港經濟增長、就業增加，
給年輕人帶來機會。」
同時，在商品貿易、「一帶一路」建設等領域，香港同樣有自身
的優勢，可以依託內地龐大的市場，配合國家發展大局，在服務國
家的同時尋求自身發展。

兩地同根 交流摩擦小問題
20年來，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不斷深入。對於兩地民眾偶爾發
生一點小摩擦，董建華也看在眼裡。「我是上海人，也是中國人。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同一個根，所以問題並不會太大的。」
董建華鼓勵香港年輕人為了自己的將來，應更積極地了解和認識
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了解國家的發展，加強對國家的認同感，在參
與國家的發展中實現自身的發展。「以前香港的經濟要靠同美國和
歐洲的貿易，現在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多地是依賴內地。」同時，年
輕人也要認識瞬息萬變的世界：要在香港這樣一個開放型的社會立
足，如果不了解世界，「自己怎麼在成長的過程中分到一杯羹？」

盼港成中西文化交流橋樑
他有一個願望，希望香港能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他說，香
港中西文化薈萃，應當承擔起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現在國家在
崛起的過程當中，國家的將來就是我們的將來，所以每一個人為他
自己好，都要對國家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我們經過了156年殖民
統治的洗禮，但是我們始終都是中國人，那麼可以盡量地將中西文
化融合起來，去做好這個工作，我認為這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任
務。那麼對世界不同民族的融合，我覺得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至
少，我是一個80歲的老人，這個還是我一個夢，我總是希望這一
類的事情在香港能夠做好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回歸20年來，「一

國兩制」成功實踐。董建華作為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首位執行者，他近日接受中央媒

體訪問時指出，香港20年來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但也不

可否認，包括房價高、貧富差距懸殊、青年人向上流動

遇阻等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不過，他認為香港在國家

發展過程中，包括在「一帶一路」建設等方面，可憑藉

自身的優勢，依託內地龐大市場，配合國家發展大局，

在服務國家的同時尋求自身發展。他並鼓勵香港年輕人更

積極了解和認識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加強對國家的認同

感，在參與國家的發展中實現自身的發展。

國旗升起時 一生最難忘

CY林鄭承前啟後 信港發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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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13日，

梁振英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
次會議上當選政協十二屆全
國委員會副主席。當被問到
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一職的
工作打算時，梁振英表示，
之前曾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常
委，很高興能回到政協大家
庭，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
工作目前還沒有具體計劃。
他透露，很多朋友建議他

可以把各級政協委員團結
好，把團結的工作做好，一
起為國家作貢獻。也有朋友
建議他，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和「一帶一路」發
展方面繼續發揮作用。
梁振英說，對於這些工作

建議還沒有作出決定，將來
如果要做的話，前提是不能
干預新一屆特區政府，只能
作一個配合。
他最後說，「我這個人大

概不會閒下來，能夠為香港
為國家作貢獻的（工作），
我都可以考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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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內地市場 促自身發展
董建華勉港青積極識國情 加強對祖國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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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毫無疑問，『一國兩制』在香
港取得巨大成功。」 全國政協副
主席董建華在接受中央媒體訪問
時指出，中央自始至終着眼大
局，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得
到全面準確的落實。20年來，香
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人們的生活
方式、法律和法治基本都沒有改
變。新的變化則是，每當香港遇
到困難的時候，都有國家作為強
大的後盾，包括在亞洲金融風
暴、沙士爆發等困難時刻，國家
都及時支持、幫助香港渡過難
關。香港未來要更好地利用「一
國兩制」的優勢，為香港、為國
家的發展作更多貢獻。

保法治水平 國際評價高
董建華指出，回歸20年來，香

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變，人們的
生活方式也沒有變，法律基本不
變，經濟社會繼續保持繁榮穩定。
他特別指出，法治作為香港重要的
核心價值依然牢固，這也是中央政
府非常重視並且堅決維護的，「世

界上許多國際組織對香港回歸後保
持法治水準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
我們做得很好。」
他指出，絕大多數港人都清楚地

認識到「一國兩制」對於國家、對
於香港的重要意義，衷心支持「一
國兩制」，「並在落實過程中經常
提醒自己，有了『一國』，才有
『兩制』，這也是『一國兩制』在
香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對於「一國兩制」的實踐為香港

帶來許多新變化，董建華深有體會
地說：「回到祖國的懷抱，每當香
港遇到困難的時候，都有國家作為
強大的後盾。」

屢挺港解危機疫情
董建華憶述，香港回歸後第一波

遇到的考驗，就是亞洲金融危機的
嚴重衝擊：泰國貨幣1997年7月2
日跟美元脫鈎，是亞洲金融風暴的
開端，其後風暴迅速席捲亞洲，衝
擊香港。當時，國際炒家針對衝擊
香港的聯繫匯率圖利。「結果我們
鬥贏了，祖國都很關心這件事，因
為有這樣龐大的後盾，所以我們處

理問題都比較容易一點。」
2003 年，香港爆發了沙士疫
情，董建華還記得，當時香港街上
鮮有行人，大家出門都帶着口罩，
樓價跌了很多，經濟也萎縮了，
「我（當時）是特區首長，每天看
着死亡數字，非常難過又非常擔
心。那段時間大家都是非常痛苦
的。」在關鍵時刻，中央伸出了關
懷的雙手。當時，中央領導人問他
香港有什麼要求，他匯報說香港醫
療物資不足。很快支援物資就送來
了，「中央的關懷和照顧讓我們很
感動。」
在沙士過後，香港特區政府希望

中央開放內地民眾來港個人遊，以
拉動經濟發展。時任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曾問董建華，假如有很多遊
客，香港吃不消怎麼辦？要不要再
考慮下？20 年過去，董建華認
為，內地民眾來香港個人遊，整體
來說對香港還是好的。
其後，2008年爆發了國際金融
危機，香港仍保持平穩，是因為每
一個困難時刻，國家都及時支持、
幫助香港渡過難關。「20年中，

我們經過了很多的困難，但因為有
祖國強大的後盾，我們在應對問題
時都會比較容易。」

外國友人羨慕獨特優勢
他提到的另一個變化是，回歸至

今，香港與內地民眾間的往來、溝
通越來越密切，越來越多的香港人
能講普通話了，「在人員交流、經
濟互動中，港人對國家的了解更多
了，認識到國家的進步發展很快很
好。」以前，香港經濟主要依賴同
美國、歐洲的貿易，而今香港越來
越緊密地與內地融合，越來越多的
港人到內地發展，「這是一個大的
變化，而且還在持續。」
董建華指出，「一國兩制」在

香港獲得成功，不僅是他的看
法，也是絕大多數港人的看法，
並獲得國際社會認同。「許多國
外朋友都羨慕地對我說，你們
（香港）有『一國兩制』的優
勢，我們沒有。」
他總結道，「一國兩制」為香港

帶來很多優勢，「國家給予了我們
很多支持，我們要謝謝國家，謝謝
內地人民，要更好地利用『一國兩
制』的優勢，為香港、為國家的發
展作更多貢獻。」

港每遇難關 祖國必援手

■董建華近日在港接受中
央媒體聯訪。 中新社


